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香山红叶季开幕 5条赏秋专线各具特色
本报讯（记者郜亚章）随着秋意加深，北京的红叶景观也

渐入佳境，10 月 19 日，北京香山红叶季正式拉开帷幕。预计

气温下降后将加速红叶变色，香山迎来最佳观赏期，视天气情

况，可持续至 11月上旬。

据了解，今年香山公园提供 5条赏秋专线供游客选择。“双

红专线”“古建专线”“登高专线”“凌空专线”“清幽专线”各具

特色，既可参观革命旧址，又能领略古典园林的山居意境。在

“香山红叶季”期间，公园还将举办多项科普活动，开展义务讲

解，让游客了解香山的彩叶树种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

近年来，为了让市民游客享受到更优质的生态景观，香山

公园持续加强彩化建设，科学配置彩叶树种。每年新植黄栌

3000余株，引进应用新的彩叶树种，在山下及南山景区新植丽

红元宝枫、秋紫白蜡、红霞元宝枫、五角枫等树种20个品种1000
余株，加之 5800余株古树名木，逐步形成以黄栌为主要红叶树

种，错落搭配元宝枫、红枫、地锦等彩叶植物的多元一体格局。

“为满足游客观赏需求，在周末重点日内，全园停休并延

长工作时间，全天候开展巡视巡查和定点值守。游客服务中

心、广播服务、游览索道、主要景点、公园大门等也将视游客量

适时延长服务时间，为游客提供更加便利优质的服务。”香山

公园宣传科科长绪银平表示。

本报记者 黄仕强

秋天的重庆巫溪红池坝景区，阳光洒在高

山草甸上，带着花香的微风拂过，凉爽宜人。

快速向前的自行车队穿过草场、森林、湖泊，成

为这幅自然画卷上流动的风景线。

巫溪是坐落在重庆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山

水旅游资源丰富，红池坝是当地代表性景区之

一。曾经，这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城，游客不多，

近几年，随着各类特色体育运动在此举办，一

跃成为热门旅游地。

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

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打造“体育赛事+乡村

旅游+传统文化+全民健身”多元融合发展的

品牌体育赛事活动。随着形式多样的体育赛

事、运动项目成为国内乡村旅游的推进引擎，

越来越多乡镇乡村将体育运动打造成为旅游

产业的新 IP。“体育运动+乡村旅游”的模式迎

来全新发展机遇。

体育赛事让偏远小城变热门旅游地

9月 3日，一场山地跑比赛在红池坝景区

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名山地跑步爱

好者，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间享受体育运动

的美妙。

“参加过很多场越野赛，这是至今为止

让我跑得最舒服、最轻松的一场比赛。沿线

风景很美，景区服务也很贴心。”参赛选手盛

旺说，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他又带着家人来

这里度假。

陕西咸阳的郑先为是一名山地自行车骑

行爱好者，得知这里有场比赛，专门过来观

看。“来了之后才发现，赛事举办地景色很漂

亮，索性留下来多玩几天。”

巫溪盛景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强介绍，红池坝景区和红池坝自行车赛的比

赛路线先后获评重庆市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川渝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借助自行车赛的热

度，当地还举办了三峡非遗龙舟赛、轮滑大赛、

国际跳棋锦标赛、青少年篮球赛，有力地促进

了旅游产业的发展。

今年暑假，海南万宁日月湾每天游人如

织。这片曾经无人问津的海湾，在体育赛事带

动下，成为冲浪爱好者聚集的旅游胜地，湾区

内相继成立起一批冲浪俱乐部和餐饮、民宿，

许多人因为喜欢冲浪运动，选择来到这里度假

生活。

在贵州，“村超”“村 BA”等民间赛事让曾

经默默无闻的榕江县、台江县拥有极高人气，

不仅点燃了大众的运动激情，也激发了当地旅

游市场活力。随着大量游客到来，两个名不见

经传的乡村实现了旅游收入不断增长。

游客来了，农产品更有销路

今年 5月，一场定向越野赛让重庆璧山广

普镇的村民们喜笑颜开，不仅有 300多名运动

爱好者前来参赛，也吸引了大量游客来此体验

特色乡村旅游。在现场设置的美乡村集市上，

村民们精心准备的农产品被一抢而空。“希望

这样的活动多办，吸引更多游客来我们村，农

产品更有销路。”

2022年，重庆市创办“全民健身助力乡村

振兴”系列活动，迄今在 10多个区县的乡镇乡

村举办了极具人气的运动比赛，成为助力乡村

振兴，带动乡村旅游的新引擎、新动能。

在贵州台江县台盘村，由当地苗族“六月

六”吃新节篮球赛发展而来的“村 BA”为当地

带足了人气。如今这里既有小吃一条街，还有

“深山集市”，游客既能看球又能购买苗族特色

饰品、品尝特色小吃。

当地借助“村 BA”热度打造的旅游产品，

集餐饮娱乐、民俗文化、农特产品为一体，形成

夜间经济服务产业集群，有效促进体育、文化、

旅游、夜间消费业态协同发展。

如今，该集市成为游客们热衷的打卡地。

每当夜幕降临，大量游客涌入夜市，一边俯瞰

篮球场，一边吃美食、逛地摊。“深山集市日均

人流量达 2 万余人，带动小吃摊点日收入约

2000元。”台江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江津贾嗣镇龙山村，曾经是一座市级

贫困村。如今，也因为一项运动项目基地在此

落户，踏上了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贾嗣镇姜家坝滑翔伞基地负责人侯柯任

说，该基地自 2019年开业以来，就受到了游客

的追捧，如今还新增了水上摩托艇、皮划艇等

运动项目，极大丰富和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感。

“今年国庆假期，更是吸引游客上万人次。”

在滑翔伞基地的带动下，龙山村的相关旅

游产业也得到发展，游客越来越多，土特产也

越来越好卖。

热度加持，还需冷静规划

记者注意到，面对热度不断上升的“体

育+”模式，更多的乡镇乡村争相效仿，策划开

展相关赛事或者引入运动项目。此现象也引

发了业内关注与热议。有专业人士表示，虽然

有热度加持，但还需冷静规划，切勿盲目跟风，

造成千镇千村一面现象。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鲍

明晓表示，特色和差异化是运动产业发展的

关键。“要注重立足乡镇乡村实际，打造崭新

而独特的旅游品牌，差异化越大，协同力越

强，一镇一品，一乡一特，做好战略规划十分

重要。”

《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

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引导支持各地依托可利

用的水域、空域、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大力

发展登山、骑行、水上运动、航空运动、露营、汽

车越野等乡村特色户外运动产业。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元军表示，

随着大量游客的涌入，促使乡镇乡村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村镇也只有不断创新旅游产品

形态，丰富旅游内涵，才能留住游客和吸引二

次消费，真正让流量变游量，最终达到‘留量’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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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乡村借助体育赛事发展旅游业，将流量变游量——

体育运动燃起来，乡村旅游火起来
乡镇乡村借助体育赛事发展旅游业，将流量变游量——

体育运动燃起来，乡村旅游火起来
因一场体育赛事、一项体育运动，一

些村镇从鲜有人问津的地方，成为热门

旅游地。在旅游业带动下，乡村经济得

以盘活。

旅游团双向免签重启 中俄跨境游回温
本报讯（记者张世光 实习生汪颀伟）近日，“俄罗斯人到黑

河早市吃早餐”“包子就啤酒”等话题在社交媒体走红，越来越

多的俄罗斯游客来到我国边境城市黑龙江省黑河市参观游

玩。据了解，随着 9月末中俄旅游团组跨境免签政策的重启，

中俄跨境旅游逐步回温。

黑河市与俄罗斯的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简称

布市）仅隔一条黑龙江，两国文化交融的特点在黑河无处不

在。“早市上出现俄文招牌不是新鲜事了，黑河许多店铺的牌匾

都是中俄双语的，连出租车播报都是，在黑河见到俄罗斯人是

常有的事儿，他们大多掌握一些汉语。”黑河市民赵宏伟向记者

介绍说。

据了解，中俄免签旅游政策由来已久，自 1988年 9月 24日

开始，黑河市就有“中苏一日游”项目，后来逐渐发展成现在的

团组免签政策。记者从黑龙江省文旅部门了解到，目前的免签

旅游政策并非面向个人，而是旅游团。游客个人需要持护照到

有资质的旅行社报名，次日就可体验跨境游。

“现在跨境两日游的价格大概在 900元左右，免签政策为

短期旅游提供了便利，大家不用再等签证的流程，节约了成

本。但是只带着身份证当日过境往返是做不到的，跟团也需要

提供在户籍所在地申请的护照，签署相关文件。”黑河当地一位

有着 30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导游说。

随着中俄旅游团组免签政策的开放，中俄跨境旅游的游客

数量有上升的趋势，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广营销科科长

李立岩介绍，为了更好地服务两国游客，黑河市文旅局很快梳

理规划出了 8条赴俄旅游的推荐路线，推动构建无障碍的智慧

文旅体系，让双方游客获得更便捷的服务。另外，还将利用早

市的爆火，通过俄语向游客推介周边的景点、饮食和疗养项目，

将客流量引向更多地方。

秋游西岳华山
10月19日，游人在攀登华山莲花峰（无人机照片）。
金秋时节，西岳华山红叶漫山，层林尽染。

新华社发（张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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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好网络安全工作，不仅要有精湛技术，更要能吃苦、能

坚守、能奉献。”这是孙强对行业的看法，也是他的行动准则。

2014 年，国家电网公司率先在央企开展网络安全红蓝队

建设，面向系统内各单位选拔种子队员，孙强报名参加并成为

其中一员。经过一年积累，培训班结业时，孙强成绩名列前

茅，入选国家电网公司网络安全红队。

正因为这次培训，孙强切身感受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网络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在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暴露出隐私泄露、信息丢失等隐患。可以说，网络世界

就是无形的战场。”孙强说，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在这无形的战

场中，不断“打怪升级”，构筑电网安全堡垒。

2015 年起，既是国家电网公司网络安全红队队员、又是

山东电力红蓝队队长的孙强，牵头负责山东电力网络安全红

蓝队队伍建设工作，他带领队员成功抵御网络攻击，挖掘并加

固各类高危漏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北京举行，孙强入选网络安

全保障队。近两个月时间，孙强先后组织公司各单位监测拦

截高危攻击，指导全网制定防守策略，顺利完成预定保障计

划，助力北京冬奥会网络安全“零事故”。

秉持高超技艺，孙强和他的战队所向披靡，先后获得包括36
个冠军在内的80余个奖项，树立了国内知名网络安全战队品牌。

惊心动魄的“狙击”

一次次保障，就是一场场战斗。孙强就像一名隐忍沉着的

“狙击手”，隐藏在电脑屏幕后，“狙击”一个又一个潜伏的“敌人”。

2020 年 9 月 13 日，一个极为平常的夜晚，孙强和往常一

样，正在监测各类网络数据。21 时 13 分 36 秒，他突然发现，

有一个国内地址正在扫描“掌上电力”APP后台地址。仅过了

一秒钟，又出现了另一个国内地址，也在小心翼翼地探测，两

处地址的手法一模一样。

孙强迅速察觉到，有黑客正掩藏身份，试图攻击公司外

网，他们一旦入侵成功，平台缴费系统就会陷入瘫痪，电费数

据会被恶意篡改，客户信息也会被窃取。

决不能让对方得逞！13分 50秒，他火速登录防火墙封禁

两个地址。同时，紧急组织情报分析组分析黑客来路。时间

一分一秒过去，筛查在紧张进行中……

“查到了，恶意攻击源地址来自境外！”21时 30分，孙强和

同事终于确定了黑客身份，这是一名国际惯犯，曾多次恶意攻

破国外多家网站，而这一切都在孙强和同事的坚固防御下成

为泡影。此次成功抵御境外黑客入侵的应急处置，获得了公

安部的认可，孙强也因此受到公司的嘉奖。

安全卫士的坚守

网络安全分秒必争，失去先机就意味着一败涂地，怎样才

能尽快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查找蛛丝马迹、筑起安全堡垒？

孙强认为，除了练就火眼金睛，还要有称手的“武器”。

2018 年，孙强作为技防体系建设负责人，带领团队开展

技术攻关，投入到第一个防御“武器”百灵鸟的研发中。为节

省时间，那段时间，他在办公室搭起了行军床。他带队研发的

“百灵鸟”网络安全综合监控平台，汇集分析多个网络安全技

防设备的告警信息，进一步提高了山东电力网络安全自动化

处置能力。

孙强研发的“大黄蜂”自动化漏洞检测机器人表现优异，

连续两年夺取百度网络安全技术对抗赛人工智能第一名，并

在 30多项国家重大保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中，守护必须零差错，坐在电脑桌前的

孙强，眼神始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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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雅典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历史性

地夺得 63 金 46 银 32 铜，第一次高居金牌榜

与奖牌榜头名。此后的北京残奥会、伦敦残

奥会、里约残奥会、东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

继续奋勇争先，书写历史，从未让金牌榜榜首

位置旁落。

在逐渐“统治”夏季残奥会后，中国残疾

人运动员也开始在冬季残奥会上开疆拓土。

2002 年，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冬季残奥

会，当时只有 4 名运动员参加了高山滑雪和

越野滑雪，取得一个第六名的成绩。

第五次参加冬残奥会的中国代表团终于

在平昌实现奖牌和金牌“零”的突破。中国轮

椅冰壶队夺得中国冬残奥会历史首金。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 18
金 20银 23铜的优异成绩，历史上首次位列冬

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实现了历史性

跨越。

金牌和辉煌的背后，是残疾人运动员无

数的艰辛和汗水，是技能和意志的双重磨

炼。而拼搏的过程和胜利的荣誉，也丰富和

滋养着运动员自己，更感染、激励更多人去勇

于挑战、超越自我，成就出彩人生。

融入全民健身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中

国体育逐渐摒弃“金牌至上”而进入竞技体

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大时

代”，残疾人体育事业也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

义，迎来发展的春天。

我国有约 8500 万残疾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残疾

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残疾人“平等、参与、

共享”的目标得到更好实现，残疾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残疾人体育事

业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目前，我国城乡基层残疾人康复健身体

育活动因地制宜，活跃开展。通过推广社区

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项目、政府购买体育健

身服务等方式，推动残疾人在基层社区开展

体育健身和竞赛活动。统计显示，全国残疾

人社区文体活动参与率由 2015 年的 6.8%持

续提升至 2021年的 23.9%。

同时，实施“自强健身工程”和“康复体育

关爱工程”，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服务不断改

善。各级各类学校组织残疾学生开展适合其

特点的日常体育活动，鼓励大中小学生参与

特奥大学计划和融合活动等项目，动员医务

工作者参与体育康复、运动员分级、特奥运动

员健康计划等活动，组织体育工作者参与残

疾人体育健身、竞赛训练等专业工作及提供

志愿服务。

残疾人体育品牌活动风生水起。各类残

疾人每年定期参加“全国特奥日”“残疾人健

身周”和“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全国性残疾

人体育品牌活动。残疾人通过参加这些体育

活动，学习残疾人体育文化知识，开展体验运

动项目，展示和交流康复健身技能，增强了身

体素质，陶冶了性情，提升了生活热情，培养

了融入社会的自信。

如今，残疾人体育已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

组成部分。残疾人各方面的保障和服务都不

断完善和提高，他们和全国人民同享大健康、

共赴新时代，是美好生活的见证者、建设者。

完善保障机制

事业发展，制度先行。据中国残联有关

负责人介绍，我国将残疾人体育纳入国家发

展战略和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加强残疾人

体育权益法治保障，健全残疾人体育工作机

制，残疾人体育发展保障机制不断完善。

自 1991 年开始，残疾人事业被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十一五”至“十三

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分别设立“保

障残疾人权益”“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提升

残疾人服务保障水平”专节。《全民健身计划

（2011-2015 年）》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
2020 年）》，细化了推进残疾人体育的工作措

施。2016 年出台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和 2019 年出台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都提出要推动残疾人康复体育和健身体育广

泛开展。国务院先后颁布 8个残疾人事业五

年发展规划，对残疾人体育工作作出部署。

有关部门制定了残疾人体育发展实施方案。

残疾人体育权益保障法治化。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为主干、以《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等为重要支撑的残疾人权益保障法

律法规体系为残疾人体育权益保障奠定了法

治化基础。

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推

动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向残疾人开放并为残疾

人提供方便和照顾；把残疾人体育健身工作

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

家完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大局；建

立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提高残疾人

体育服务能力，切实保障残疾人享有基本公

共体育服务的权利；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作

为重点领域纳入《“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规划》。

（新华社杭州 10月 21日电）

同享大健康 共赴新时代同享大健康 共赴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 李平 胡佳丽 岳德亮 夏亮

10 月 21 日上午 11 点，历时三天的杭州

第 4届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在杭州市萧山区落

下帷幕。这场以“心相约，梦闪耀”为主题的

火炬传递，不仅点燃了杭州市民的激情，也让

更多人看见了残疾人自信自强、不断超越自

我的精神境界。

19日上午 10点的杭州市千岛湖，阳光明

媚，碧波荡漾。作为亚残运会火炬传递的第

一站，当第一棒火炬手，里约、东京两届残奥

会举重冠军谭玉娇，推着轮椅接过火炬“桂

冠”时，广场旁的群众自发鼓起热烈掌声。

“看到谭玉娇推着轮椅接过火炬的那一

刻，我刹那间就被感动了，这是残疾人自信自

强、勇敢面对人生的一刻，也是健全人需要珍

惜当下和平自由生活、努力过好每一天的一

刻。”为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加油助威的淳安市

民王小明说。

19 日下午，亚残运会圣火开始在钱塘江

上游的建德市传递。在活动现场，当第一棒

火炬手朱以灵稳稳接过“桂冠”火炬，微笑慢

跑，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大家丝毫看不出他

是一名智力障碍人士。

“爱的力量，让我自信自强。”朱以灵说，

篮球、足球等体育运动给了他更多自信，希望

更多残疾朋友能走出家门，参与体育锻炼，拥

抱美好生活。

“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

20 日上午，在火炬传递桐庐站现场，30 岁的

独臂青年宋懋璗，在家乡举起了亚残运会火

炬，那一刻他内心非常激动。

“当我握着火炬的时候，心里的火又‘燃’

了起来，就像回到了赛场一样热血澎湃。”这

名在 2016 年里约残奥会上，以 59 秒 19 的成

绩夺得 S8 级男子 100 米蝶泳冠军，并创造了

世界纪录的大男孩兴奋地说：“困住我们的永

远都是心灵，而不是身体，要相信‘健全人可

以的，我们也一定可以’。”

即将在家门口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参加杭

州亚残运会皮划艇项目的陆晓聪，是 20日下

午富阳站火炬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

虽然身体残缺，但脚步却始终追逐梦想

的陆晓聪，自 2018年正式加入浙江省残疾人

皮艇队以来，曾在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残运

会上获得 4枚金牌。

“我们追求的不仅是竞技体育上的金

牌，更是精神上的‘金牌’。希望每名残疾人

都能坚强乐观地生活，做生活的强者。”陆晓

聪说道。

“参加此次亚残运会火炬传递的火炬手

有 600 名，其中残疾人代表有 188 名，占比约

30%。在整个火炬传递过程中，我们还根据

残疾人火炬手的身体情况来分配传递路段，

并在传递路线中，精心设计和布置了无障碍

坡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标识等设施，确

保传递安全。”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指挥中

心副指挥长杜作锋表示。

在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中，智能仿生

手、智能仿生腿、智能导盲犬等创新技术的运

用，也让本次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增色不少。

使用机器导盲犬完成淳安站火炬传递的火炬

手蔡琼卉说，使用机器导盲犬时，她不再需要

关注活体导盲犬的情绪，这让她更加放松地

完成了火炬接力。“所以感觉还是蛮惊喜的。”

据了解，自西向东贯穿杭州千岛湖、新安

江、富春江、钱塘江，纵贯市域 6区 3县（市）的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活动，以杭州“三江两

岸”为主场，19日至 21日期间，在杭州市淳安

县、建德市、桐庐县、富阳区、萧山区依次传

递。除了优秀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参

与火炬传递外，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模范代

表、基层工作人员代表和热心助残事业的爱

心人士参加了火炬传递。

22 日，亚残运会火种将来到杭州奥体中

心体育场，并点燃主火炬塔；届时，传递着激

情、力量和梦想的圣火，将见证每名亚洲残疾

人运动员“不向命运屈服，勇敢挑战极限”的

精彩身影。

（新华社杭州 10月 21日电）

点 燃 梦 想 超 越 自 我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综述

点 燃 梦 想 超 越 自 我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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