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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燕）“两手托天
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日前，
2021年全市群众文化活动农民八段锦
大赛在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举行，来
自我市新荣区、阳高县、云州区、云冈区
等 10支代表队近百位农民同台竞技展
风采。

此次比赛是全省群众文化活动大
同市体育赛事系列活动之一，由市委
宣传部指导，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主办，也是我市第一次单独为农民组
织八段锦比赛。本月初，我市启动了
健身气功?八段锦培训，并在市、县、
村相继开展，以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
健身需求。

“以前对健身气功不是很了解，前
段时间听说城里派教练来村里教健身
气功，我们早早就组织村民报了名，最
多时有近 50多人在村里的小广场跟着
教练学习。”唐家堡村郭秀青对记者
说，村里跳广场舞的人比较多，大家都

没学过健身气功，这样的培训挺好，让
大家多掌握了一个健身项目。

是日的比赛现场，各参赛队员着
装统一，神采奕奕，动作整齐划一，一

招一式如行云流水，连贯灵动。经过
角逐，云冈区一队、新荣区新荣镇代表
队、阳高县龙泉镇代表队荣获本次比
赛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 4月 24日，长
城文化沙龙“大同明长城重点段落与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在 市 图 书 馆 举
行，来自我市各领域的长城专家学者就
我市长城保护、文化研究以及大同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讨论。

2019年 7月 24日，国家通过《长城、大
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
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
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
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科
学研究等功能，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
志。2020年 1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
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的通
知》，大同明长城李二口段、镇边堡段、宁
鲁堡至八台子段入列。

研讨中，专家学者们指出，大同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在保护的前提下，以
三大重点区段为中心，全方位搞好建设；
要深入挖掘长城内在文化，突出文化价
值，打造文化高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
注重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内
涵，以点带面，突出重点，把我市入列首批
国家级长城重点段落的三段长城及周边
文化串联起来；要注重长城文化展示；要
依托长城厚重文化与自然风光，加快文旅
结合，盘活长城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郑林） 为营造良好的
家庭成长环境，倡导文明家风家教，25
日，市家庭教育协会开展以“颂百年风
华，传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家庭亲子阅读
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市家庭教育协会
成员通过诵读红色经典诗词、讲传统文化

故事等形式，引导父母及学龄前儿童共
同学习红色历史文化，培育良好亲子关
系。“通过阅读优秀的作品，不仅有助于
提高孩子阅读专注度，还增加了我们与
孩子的沟通交流，增进了亲子感情。”参
加活动的一位家长说。“我很幸福呀！因
为我有一个读书给我听的好妈妈。”现场

一位小朋友开心地说。
市家庭教育协会会长邱吉莲告诉记

者，此次活动旨在让阅读成为构建和谐家
庭的第一步，以此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
展、传播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培养儿童良
好的阅读习惯和弘扬家庭文明新风尚，同
时传承红色历史文化教育。

本报讯 （记者 高燕）“全身收紧，
挺胸、抬头、收腹……”昨日，“庆祝建党
100周年”红色主题广场舞培训拉开序
幕，吸引了我市 3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
参与。此次培训也掀起了我市全民健身
惠民行动公益培训活动的高潮。

为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健身意识和
健康水平，引导更多人参与健身活动，
我市从 2009年开始举办优秀健身项目
培训，每年都会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此次公益培训由市体育局、市体育
总会主办，是全省群众文化活动大同市
体育赛事的主要内容。培训将持续到 5
月份，包括健身气功、陈式太极拳、杨氏
太极拳、中医养生棒、“庆祝建党 100周
年”红色主题广场舞培训等。目前，健身
气功、陈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和广场
舞培训已吸引了1300多位市民参加。

是日的培训现场，广场舞爱好者
们整齐列队，在教练的指导下手拿红
绸扇翩翩起舞，教练耐心细致地讲解
着每一个动作要领，并纠正一些不到

位的动作。
据了解，5月份我市还将在市体育

中心开展中医养生棒的培训，该健身项
目专门为拍打经络和穴位而编制，通过

手持健身棒，结合健身操、民族舞、广场
舞、现代舞、武术等多种运动方式，对身
体经络和穴位进行敲打，从而达到疏通
经络、强身健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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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燕） 4月26日是全国
疟疾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止输入再传
播，巩固消除疟疾成果”。昨日，市卫健委和
市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走进云冈机场开
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防疟抗疟意
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疟疾俗称“打摆子”“冷热病”，是经蚊
子叮咬而传播的寄生虫病，目前高发地区
为非洲和东南亚，主要症状是发热、发冷、
出汗，每天、隔天或隔两天发作一次，体温
高达 40℃以上，有些重症患者在短时间内
出现昏迷甚至死亡。疟疾的传染源主要是
患疟疾的病人和带疟原虫的人，通过蚊子
叮咬传播。

是日的宣传现场，相关工作人员通过
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
式，向旅客普及疟疾防控知识。据了解，我
市近年来未有本地感染的疟疾病例报告，
发现的病例全部为输入性病例。市疾控中
心提醒，疟疾是可防可治的，准备前往疟
疾流行区的市民或出国务工、经商、旅游
等人员，应注意做好相关预防措施，最好
配备一定的疟疾防治药物；防止被蚊子叮
咬；在疟疾流行区生活期间或者离开后出
现发热症状，须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在疟
区工作和旅行史。

本报讯 （记者 田雁） 昨日，为期 8
天的我市中考体育考试市直学校考点测
试工作结束。整个考试安全顺利，秩序井
然，公平公正，实现了平安考试、健康考
试的目标。

记者在大同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
地测试现场看到，考生们有序排队参
加各项目的考试，监考老师各负其责，

现场秩序有条不紊。“考生从入场到考
试，再到打印成绩、出场，全程电子仪
器测试，同步显示成绩，同步录像，全
程留痕，每个环节都严格规范，公开透
明。”市招生考试中心一名工作人员
说，测试现场设立有仲裁组，如果考生
对成绩提出异议，仲裁组会根据考试
规则给予合理的仲裁结果。考场内还

设置有医防组和后勤组，配有专业的
医生、急救药品和器械 ，便于对突发
事件及时处理。

随着我市中考体育考试工作的深
入开展，学生、家长、学校、社会对孩子
体育锻炼的认识逐步提升，对学校的
体育教学工作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这种以考促教、以考促练的做法确

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同市中考体
育测试技术仲裁、北师大大同附中体
育老师刘一姣告诉记者，中考体育考
试“指挥棒”的作用已经显现，今年我
市体育考试的整体水平提高了不少，
跳 绳 项 目 满 分 的 学 生 明 显 增 多 ，800
米、1000米完成率也达到了 95%以上，
学生们的身体素质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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