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跨界突破瓶颈制约全运观澜

本届全运会我省有7个项目实行跨单位组队

淡看成绩得失 乐见促进交流

□叶娟娟

考量本届全运会改革举措带来的
新气象，跨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是跨单位组队新政策。该政
策突破了单一参赛单位组队的某些局
限，给相关参赛单位提供了合作共赢
的机会。这不但提高了全运会的竞技
水平和观赏性，而且在国家队目标和
地方队利益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保持了国家队运动员训练的系统性和
完整性，为备战东京奥运会创造了更
有利的氛围。

其次是跨界跨项目选材。本届全
运会将跨界跨项选材与竞赛工作紧密
结合，增设田径、游泳青少年组比赛以
及轮滑冰球等比赛项目，则是力图打
通职业体育、专业体育、业余体育的人
才通道，使更多高水平后备人才得以
在全运会上脱颖而出。在这样的政策
引导下，各地进行跨界跨项选材的积
极性正日益被调动起来，补齐项目短
板、选拔奥运会适龄人才的“大合唱”
正在形成。

变则通，通则久。无论是跨单位
组队，还是跨界跨项选材，体现的都
是着眼宏观与长远的战略思维，与时
俱进、推陈出新的改革意识，以及抓
住主要矛盾、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理
念。正 是 因 为 有 了 这 样 的 跨 界 举
措，全运会引导和撬动国内体育事
业发展的风向标和杠杆作用、对接
夏奥会和冬奥会的桥梁作用，才发
挥得更加充分。

全运会的跨界探索，为体育事业

改革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和有益启
示。当前，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对深化体育
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破解瓶
颈问题，需要新的思路。在复杂问题
面前，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一步跨
出去，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

具体到我省，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无论是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还是高质量
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加快冰雪运
动和冰雪产业发展，都需要创新的思
维、有力的举措。让我们开动脑筋，
群策群力，改革创新，跨过难关，闯
出新的一片天。

□记者 王伟宏

9 月 4 日晚，我省选手李冰洁等通
过与辽宁、湖北、江苏选手跨单位组
队，拿下了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 4×
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

本届全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实施
了允许部分4人以下(含4人)项目跨单
位组队的新政策，涉及游泳、田径、皮
划艇、自行车等 10 个大项 49 个小项。
其中，赛艇、游泳、皮划艇这 3 个大项
共有29个小项涉及跨单位组队。

我省跨单位组队情况如何呢？跨
单 位 组 队 政 策 对 我 省 有 什 么 样 的
影响？

最终比拼的还是实力

据悉，我省共有赛艇、自行车、游
泳、皮划艇、乒乓球、田径、网球 7 个项
目实行了跨单位组队，其中赛艇、皮划
艇、自行车为跨单位组队较多的项目。

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我省有部
分项目受益于跨单位组队政策而拿到
奖牌或取得突破，也有部分项目受到
跨单位组队政策的不利影响。

在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

中，我省选手通过跨单位组队夺得了冠
军和季军；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
比赛，前八名中有7支队伍是跨单位组
建，其中3支队伍里出现了河北选手的
名字。

此外，我省赛艇选手获得的男子四
人双桨、女子四人双桨铜牌以及网球男
子双打铜牌，也都是通过跨单位组队实
现的。

但在跳水比赛中，我省显然受到
了一定影响。本届全运会 4 个双人跳
水项目的冠军，全都被国家队选手跨
单位组队夺走。女子双人三米板比
赛，金牌被分别来自重庆和湖北的施
廷懋和昌雅妮这对国家队选手组合夺
得，我省组合王涵/贾东瑾获得银牌。

一名报道跳水项目十多年的资深
记者认为，无论是施廷懋还是昌雅妮，
如果与所属省市队友组队，就没有战
胜王涵/贾东瑾的把握，但允许跨单位
组队后，施廷懋/昌雅妮这对国家队备
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王牌组合，实
力肯定在王涵/贾东瑾之上。

但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王家刚认为，跨单位组队并不是万能的，
在部分项目上“本地组合”仍有生命力。

如赛艇女子双人双桨项目，尽管

前八名中有两个跨单位组队，但冠军
还是被河南队夺走。

王家刚认为：“不管是跨单位组
队，还是本地选手组队，最终比拼的还
是实力。如果没有成绩拿得出手的运
动员，谁愿意和你跨单位组队？”

促进了参赛单位的相互交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跨单位组队新
政策的出台，是着眼于备战 2020 年东
京奥运会、确保国家队运动员系统训
练的需要，同时满足了向国家队输送
队员相关单位在全运会上取得良好成
绩的愿望。但跨单位组队的意义仅在
于此吗？我省多名征战全运会的教练
员、运动员并不这么看。

在我省自行车运动员石晶晶看
来，跨单位组队参赛让比赛变得更加
刺激、更好看了。她说，本届全运会自
行车比赛现场的加油声要高于上届。
究其原因，一个是联合组队让一场比
赛中出现了更多参赛单位的运动员，
关注比赛的人自然更多了；另一个就
是旧格局打乱让比赛形势变得更加扑
朔迷离，“之前比较强的选手数数就知
道了，现在连我们心里都不是很有底，

更别说观众了”。
跨单位组队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

了参赛单位之间的隔膜，促进了相互交
流。此前，各参赛单位为了取得更好的
成绩，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训练秘笈、
积累的比赛经验等一般概不外传，以防
对手“偷”去。而本届全运会，省体育局
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白云峰说，
不少参赛单位虽然还会习惯性地“留一
手”，但既然跨单位组队，为了“两好变
一好”，肯定要共享各自的经验。

省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刘钢认为，跨单位组队新政策还将激发
各地发展所涉项目的热情。此前一个
参赛单位在一个项目上可能只有一两
个参赛名额，每个全运会周期只需要培
养出人数相当的优秀选手即可。而在
新政策下，此前“多余”的优秀运动员也
可以通过跨单位组队参赛，这其实给了
更多优秀选手参加全运会比赛的机会，
各地培养相关项目运动员的热情将更
加高涨。

刘钢说：“从另一方面看，跨单位
组队鼓励各参赛单位优势互补、相互
合作，这对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无
疑是有利的。”

（本报天津9月5日电）

现场聚焦 女子铁饼冠军苏欣悦

期待更上一层楼

99 月月 55 日日，，苏欣悦苏欣悦
在比赛中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记者 王伟宏

9月5日晚，第十三届全运
会女子铁饼决赛，我省选手苏
欣悦以 64.56 米的成绩夺冠。
这是我省时隔 16 年重新夺回
这枚金牌。比赛结束后，苏欣悦
兴奋不已。

“我 13 岁的时候臂展就达
到1.9米了。”今年26岁的苏欣
悦说，她 13 岁进入秦皇岛市业
余体校，练铁饼半年，就打破了
秦皇岛市的女子铁饼纪录。

苏欣悦 15 岁进入河北省
田径队，成了肖艳玲教练的弟
子。肖艳玲曾在1992年创造出
71.68米的女子铁饼亚洲纪录，
她对这名爱徒喜欢有加，开始
精雕细琢。9月5日晚的全运会
决赛中，肖艳玲一直在看台上
指挥。苏欣悦每一投之后，肖艳
玲都走到护栏边，告诉她如何
调整技术细节。苏欣悦夺冠那
一刻，肖艳玲泪流满面。

“非常感谢教练，没有教练
就没有我的今天。”苏欣悦说。

在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上，苏
欣悦与陈扬、冯彬一起闯进前八
名，创下了中国女子铁饼的最好
成绩。在那之后，她将更高的期
待放在了今年 8 月进行的世界
田径锦标赛上，然而，世锦赛上
她的成绩还没有奥运会好。

世锦赛后的这一个月，几
乎是苏欣悦“ 这辈子最难熬
的”。“包括 8 月在德国训练的
大半个月，我感觉每天都很焦
灼。从德国回来之后，我还每晚
都直到两三点才能入睡。”苏欣
悦说。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全运
会怎么办？关键时刻，肖艳玲把
电话打到了苏欣悦父母家里，
请他们帮着做工作。

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亲
眼目睹了女儿夺冠的苏欣悦的
爸爸苏宝文，赛后透露了给苏欣
悦减压的秘密：“我们常打电话
和孩子唠家常，成绩啥的都不
说，她慢慢就不那么焦虑了。”

“四年磨一剑，我终于成功
了。谢谢教练，谢谢父母。我的
下一个目标，就是争取早日把
教练创造的亚洲纪录给破了！”
苏欣悦快人快语。

肖艳玲创造的女子铁饼
亚洲纪录，已经保持 25

年。肖艳玲和苏欣悦都
期待着新纪录的产生。

（本 报 天 津 9
月5日电）

2017 年，按照全省推进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开滦集团勇敢扛起

企业扶贫的大旗，把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工作作为企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第一位的社会责任，选派精兵强将，按照

“五包一”帮扶机制，到围场满族蒙古族

自治县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脱贫攻坚，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

头，任务更重，挑战也就更大。面对更大

的任务和挑战，除了完成省里交给的任

务，开滦集团还积极探索，着眼贫困群众

的深层需求，启动了三项主题活动，让帮

扶工作更深入，也更精准。

进村入户义诊，给贫困患者
建健康档案

7 月 29 日，围场克勒沟镇大苇子沟村

来了一群白衣天使。

村民眼中，他们是真正的天使，他们

专给贫困群众看病，他们一分钱不收。

他们就是开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利

用周末时间，携带各种可以随车的仪器设

备，驱车近400公里，到帮扶村义诊。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前往围场义诊。此

前的7月15日、7月22日，他们已经先后

走进了蓝旗卡伦乡二把伙村、黄土坎乡海

字村。

3次义诊，他们共接诊232位村民。

“同以往的义诊相比，这三次有着特

殊的意义。”开滦总医院医教部副主任、

骨科专家王国盛参加了这三次义诊，他

说，这三次义诊，不仅是帮助村民治病，

更是在尝试探索一条医疗扶贫的路径。

开滦集团驻村工作组统计后发现，在

该集团帮扶的三个村共计 545 户贫困户

中，因病致贫的竟然有 157 户，占到了贫

困户总数的28.81%。

6 月 15 日，开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张建公到当地就扶贫工作进行

调研。当晚在和工作组的讨论中得知这一

情况之后，当即提出，要组织开滦医疗队

入村入户义诊送药，尽可能为贫困群众解

决看病就医问题，帮助他们尽快脱贫。

民之所需，我之所急。在这样的认识

下，开滦集团拿出了规定动作之外的扶贫

举措——利用企业自身的医疗资源，组织

医疗专家成立健康扶贫医疗小分队，深入

贫困村义诊送药送健康，全面开展医疗精

准帮扶工作。

王国盛是具体负责组织专家团队的，

在他看来，这个过程也是精准的。驻村工

作组首先将村内贫困群众的患病情况进行

了初步摸底，开滦总医院根据摸底情况确

定了医疗小分队成员。

最终，来自心内科、呼吸科、妇产

科、骨外科、神经内科、超声医学科、放

射科、预防保健科等科室的专家组成了医

疗小分队，携带药品和彩超仪、心电图

仪、脉搏波速测定仪等奔赴贫困村开展

义诊。

他们一进村，就被早已得到通知的村

民围了起来。村民们一直盼着，能有大医

院的大夫能根治自己的疾病。

小分队除了为村民进行义诊检查和健

康宣教，为生活困难的村民无偿提供药

品，还到行动困难村民家中送医送药，指

导他们进行患肢功能恢复练习。

大苇子沟村的李晓玲（化名）30岁刚出

头，来到医生面前时，情绪十分低落——每

两三天就发作一次的癫痫和左侧股骨头坏

死，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她，她甚至有了

轻生的念头。

接诊的王国盛一边问诊，为她提出进

一步治疗的方案，一边开导她，鼓励她树

立生活信心，并给她开了些调节神经衰弱

的药品。

3 个村的贫困群众，已被开滦总医院

的医生记挂在心上。问诊的时间虽然很

短 ， 但 他 们 为 每 一 位 患 者 建 立 了 健 康

档案。

开滦集团业务总监、开滦总医院党委

书记、心内科专家吴寿岭连续参加了 3 次

义诊。他介绍，以后还将继续到帮扶村进

行义诊，并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为重点病

患制定进一步的治疗方案，让患病贫困群

众尽快摆脱疾病困扰，早日脱贫致富。

逐户对接摸底，建数据库对
接帮扶

开滦集团医疗小分队在大苇子沟村的

义诊秩序井然，一位医生感慨，这多亏了

驻村干部提前的精细摸底。而在开滦集团

驻村干部看来，如同医疗扶贫具有针对性

一样，开滦集团在围场的帮扶方方面面都

强调精准。

进入二把伙村之后，开滦集团驻村工

作队成员周勇等三人，开始了入户摸底。

这是一个精细的调查过程。本着“号准

脉，下准药，治好病”的原则，他们采取

多层次对接的方式深入群众，详细了解了

村内基础设施、土地分布、自然资源、群

众需求等宏观情况，掌握了每个贫困户的

收入状况、致贫原因以及目前存在的困难

问题等。

他们还拍摄了很多影像资料，记录下

了翔实的信息，把收集到的各类信息，逐

项输入电脑，逐户建立户情档案，为精准

施策奠定基础。

他们没有想到，这份精细带来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不仅获得了省里的认可，当

地扶贫部门还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开始

在全县建档立卡，建立贫困户电子档案，

实施大数据管理。

和在前方的驻村队员一样，作为“后

盾”的开滦集团本部，也把扶贫的各项后

援工作做得精益求精。

据介绍，开滦集团在原有的对外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之下，又组建专门机构，选

派四名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强、扶贫工作经

验丰富的人员，专项负责日常工作的调度

协调。

新机构成立后，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工

作机制，完善了岗位职责、标准、流程、

制度，建立了“开滦精准脱贫驻村工作钉

钉服务群”，构建了企业内部精准扶贫管

理体系，充分发挥了总体协调、指导工

作、审核把关作用，协调好各方力量，推

动扶贫工作深入开展。

在集团上下，扶贫工作已经被当成一

件大事来抓。以 14 个班子成员为首，开

滦集团按照每人帮扶 3 户的标准，共确定

了 272 名党员干部与 776 名贫困户 （含在

张北帮扶的 5 个村 231 个贫困户） 结对

帮扶。

其中，在围场，由集团公司一把手以

及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等 8 名领导班子

成员带头，机关总部各部室，各二、三级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部门、基层单位

参与，共计 190 名优秀党员干部与 545 户

贫困户结成了“一帮三”帮扶对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建公上半年

两次到围场调研，并对所帮扶贫困户走

访，帮助谋划脱贫项目，鼓励他们树立战

胜困难的勇气。

为将结对帮扶的责任落实到位，开滦

集团还专门出台文件，确定了具体的工作

目标、工作范围、工作方式、工作职责、

管理制度以及“六个一”帮扶措施，明确

要求，集团旗下各单位要派出至少一名主

管 领 导 、 一 名 部 门 主 管 负 责 具 体 帮 扶

工作。

截至 7 月底，开滦集团已组织开展入

户对接 10 次，共有 161 名帮扶责任人走

访、慰问了432户贫困户。

据了解，这些帮扶责任人入户帮扶的

过程，除了送上慰问品和“连心卡”，还

要“对上口、拉上手”，建立长期联系，

为贫困户谋划力所能及的脱贫项目。

在周勇看来，帮扶责任人入户，让自

己的扶贫数据库更丰富了。

8 月 13 日，围场启动了新一轮精准定

贫的工作，工作为期一个月。周勇感慨，

有了前期的细致工作，这次可以省下很多

功夫而投入到产业项目的建设中去了。

助学就业并举，开启精准扶
贫新尝试

开滦集团在围场的扶贫工作，不是为

了简单地就帮扶而帮扶，而是当作了一项

政治任务和一项应尽的社会责任，不断用

创造性的举措去应对各种挑战。

在这些创造性的举措中，以三项主题

帮扶活动最为典型，即利用开滦集团现有

的医疗、设施、机构、人力等优势资源，

组织开展医疗服务进村送健康、“置爱之

家”进户送温暖和贫困子女进开滦创业三

项活动。

这是张建公今年 6 月到围场调研时敲

定的，每一项都从开滦集团自身的优势出

发，每一项都着眼于解决当地贫困群众的

现实需求。

从 6 月中旬起，开滦的网站上就挂出

了一份“征集令”：向集团职工以及社会

人士发出爱心捐助邀请，拟结合金秋助学

活动，为被帮扶的贫困户子女的秋季入学

添置必备物品。同时这一“征集令”还通

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外传播。

据开滦集团扶贫办综合部副部长刘丽

介绍，这项活动是以开滦的知名爱心组织

“置爱之家”为平台的。截至 7 月底，已

经征集到物品 406 件，包括手机、书包、

电脑、家用电器等。而“置爱之家”在去

年曾走进张北，向那里的贫困群众捐助了

大量生活物品。

刘丽表示，本次捐助也将突出“精

准”二字，即由帮扶责任人联系贫困户来

确定需求，然后定向捐助，精准送温暖。

开滦集团的另一项自选动作——贫困

子 女 进 开 滦 创 业 ， 已 经 开 始 着 手 前 期

工作。

据悉，开滦集团有关领导已经与当地

有关部门进行对接，决定在符合政策和标

准的前提下，双方共同推进贫困户大学毕

业 未 就 业 子 女 的 就 业 ， 助 其 早 日 脱 贫

致富。

为当地贫困户大学毕业未就业的子女

开启招聘就业渠道，优先安排他们来企业

就业，通过劳动就业实现早日脱贫。在围

场有关部门负责人看来，在扶贫工作中，

以这样的方式发挥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

绝对是一项创新之举。

（李晓辉、白文刚、李敬）

创新举措 让帮扶工作更精准
——开滦集团扶贫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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