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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经 河 北 凯 威 饲 料 加 工 股 份 有 限公司（注册号：

911306273083722495）股东会决定：河北凯威饲料加工股份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500万元减少至5000万元。请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

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河北凯威饲料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日

▲邢台广播电视台杨睿记者证丢失，编号：G13000755000107，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届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
生程鹏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1803052，声明作废。
▲张立红居民身份证丢失，证号：132229197504198564，特此声明。
▲河北省献县公证处公证员刘玉华不慎将公证员执业证书丢失，证号：
103091119820071，声明作废。
▲李帅警官证丢失，警号：072021,特此声明。

□河北日报记者 张 镜

数量增加较快，但项目间
不均衡且高水平裁判员缺乏

从一名普通裁判员到成为国际性
赛事竞赛长，高山滑雪国家级裁判员、
张家口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
晓光用了四年时间。在他的带领下，我
省高山滑雪裁判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36岁的我年纪算是大的，现在我省
高山滑雪裁判大多是 20 多岁的年轻
人。”李晓光介绍说，在崇礼举办的国际
雪联 B 级赛事和 C 级赛事中，除国际雪
联指派的技术代表外，我省裁判员实现
了从竞赛长到起点裁判、终点裁判、计时
裁判、旗门裁判等岗位全覆盖，已经成为
国家高山滑雪裁判员队伍的骨干力量。

与高山滑雪项目裁判员队伍厚积
成势不同，在承德进行的省首届冰雪运
动会越野滑雪比赛，则凸显了我省该项
目裁判员队伍的尴尬——执裁的裁判
员大部分来自省外，我省少量裁判员分
散在辅助岗位。“此次比赛我们使用的
是冬季两项比赛场地。”省体育局青训
中心训练科副科长李超解释说，“我省
越野滑雪项目缺少训练比赛场地，省专
业队常年在外训练，各市也少有越野滑
雪专业运动队，省内比赛较少，省内有
关裁判员培训参与积极性不高，因而裁
判员数量不足。”

同越野滑雪类似，一些冬季项目的
特点成为裁判员队伍建设的制约因
素。如雪车雪橇类项目，因项目专业性
强、群众基础薄弱，不仅赛事数量少，而
且门槛高，业内竞争激烈，裁判员队伍
发展受限，因此数量较少。

近年来，我省举办承办的各级各类
冰雪赛事不断增多，其中不乏国家级、
国际级高水平赛事，需要大量优秀的裁
判员，如一场高级别高山滑雪比赛就需
要各类裁判员近100人。

按照《河北省体育局冬季项目人才
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2年）》，到2022
年，我省冬季项目裁判员要达到 900 人
以上，其中国家一级以上裁判员（含一
级）达到150人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省冬季
项目国家一级以上裁判员仅有43人，到
2019 年已达到 163 人。此外，已达到相
关标准，近期等待办理国家一级裁判员
证书的还有将近200人。

其中，在冬奥会涵盖的 15 个分项
中，我省花样滑冰、雪车、钢架雪车、雪
橇 4 个分项尚无相应裁判员；在已有裁
判员队伍中，项目开展时间较早、拥有
一定群众基础的速度滑冰、高山滑雪、
单板滑雪等项目，裁判员数量较多，项
目开展时间较晚的一些项目，如冰壶

等，则裁判员数量较少，各项目裁判员
队伍发展不均衡。

与夏季项目相类，要成为冬季项目
裁判员，必须首先通过相应等级的考
核，并且一般要从二级、一级向国家级、
国际级逐步晋级。但冬季项目起步较
晚，裁判员培养考核体系建设尚存在一
定差距。

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我省冬季项
目国家二级裁判员数量缺乏统计，但各
市近年来持续不断开展冬季项目裁判
员培训活动，审批新增的冬季项目国家
二级裁判员数量在稳步上升，这为实现
到 2022 年我省冬季项目裁判员数量达
到900人以上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要成为滑雪国家二级裁判员
了！”1月 18日，参加完保定市滑雪教练
员裁判员交流活动，高阳县春蕾小学体
育老师王新华有些兴奋，“我是学校第
一个冰雪项目裁判员，以后提高孩子们
的运动水平更有针对性了。”和王新华
一样，此次交流活动结束后，保定市共
有近40人将成为滑雪国家二级裁判员。

但也不能不看到，我省冬季项目国
家级裁判员数量仍然偏少，国际级裁判
员还是空白。有关人士指出，在国际赛
场没有“话语权”，对我省冰雪健儿取得
好成绩极为不利。

而究其原因，其实同我省冬季项目
发展一样，裁判员队伍建设起步晚、底
子薄、基础差。所以，尽快补齐短板，努
力提高水平，是我省冬季项目裁判员培
养的当务之急。

加强培训、多办比赛，给
裁判员更多学习锻炼机会

多参加相关培训，是裁判员提高业
务水平的必由之路。

据悉，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计划进一步完善裁判员注册、管理、培
训、考核、选派、奖惩等制度，加大工作
力度，强化相应措施，制定年度计划，到
2022年，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裁判员等级
培训。

该中心主任刘晓马表示，一般而
言，裁判员队伍发展水平与运动项目发
展水平相辅相成。所以，接下来，我省
冬季项目要努力实现全面发展，使运动
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才队伍互相
促进。

“除了裁判员自身努力和省内多举
办培训活动外，我省应争取更多机会，
推荐本省裁判员更多走出去参加高级
别培训。”省体育局奥运事务处工作人
员徐晴建议。

2017年，徐晴参加了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举办的冰壶裁判员
培训班。通过相关考核后，先后执裁了
5场国际冰壶赛事。她介绍，未来几年，
国内冰壶裁判员有更多机会接受世界
冰壶联合会组织的裁判员培训。我省
一定要抓住机会。

外语水平则是晋级高级别裁判员
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

“国际冰壶联合会每年会更新规
则，过不了语言关，就掌握不了最新的
规则。”徐晴说。此外，一些国内冰壶培
训活动邀请的是国际冰壶联合会的讲
师，全程英语授课。如果参加培训的裁
判员英语水平不行，现场又没有翻译，
就无法理解讲师所讲内容。所以，要晋
级高级别裁判员，就要下大力攻克语
言关。

李晓光表示，越来越多的国际冰雪
赛事在我省举办，给相关项目裁判员提
供了与国外同行交流的难得机会。只
有熟练掌握语言技能，才能突破交流障

碍，更加深入地了解项目规则和执裁规
律，积累更多工作经验。

诚然，大量工作经验还是需要通过
真刀真枪地执裁比赛来获得、积累。

李晓光记得，2015 年雪季，他第一
次执裁冰雪赛事，“当时只有 12 名河北
裁判员”。随着众多高级别国内国际冰
雪赛事在崇礼举办，我省裁判员锻炼机
会大大增加，“2019 年张家口承办的国
际雪联 5 场赛事，80%的裁判来自河
北”。

鉴于此，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省应
充分发挥崇礼等现有场地的优势条件，
多承办举办各类冰雪赛事，特别是高级
别赛事，多选派本省裁判员参与执裁。”

徐晴则见证了青海利用国际冰壶
赛事壮大该省冰壶裁判员队伍的过程。

2017年，她首次参与执裁青海国际
冰壶精英赛，“当地裁判员很少”。而
2019年的该项赛事，全部21名裁判中青
海本省裁判已达到16人。

“我省去年 6 月曾在河北奥体中心
举办过中国河北混合双人冰壶公开赛，
但冰壶赛事明显偏少。”徐晴认为，我省
今年将组建省级冰壶专业运动队，承办
举办更多的冰壶赛事不仅有利于运动
队成长，还将促进我省冰壶裁判员队伍
壮大。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邱
招义，是我国首位执裁冬奥会雪上项目
比赛的国际级裁判。在他的印象中，这
两年在国际雪联的比赛中已经能见到
越来越多河北裁判员的身影。邱招义
建议，河北在不断培养新的裁判员的同
时，突出重点，筛选一批具有一定语言
基础、业务能力突出的裁判员进行重点
培养；还可以引进裁判员高端人才，通
过他们“孵化”更多优秀裁判员，促进裁
判员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

我省冬季项目高水平裁判员培养成为当务之急

冰雪赛场期待更多河北裁判
——“打通冰雪人才瓶颈”系列报道之二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以趣味性调动居家运动积极性

“一个、两个、三个……”“该我啦，
该我啦！”日前，家住邯郸市赵都新城
的冯晓燕跟她的一对 9 岁双胞胎——
然然和莹莹玩起了踢毽子比赛。冯晓
燕说，这几天她和爱人在家跟孩子们
一起跳绳、打乒乓球，还跟着抖音学起
了自制套圈，一家人享受起难得的亲
子运动时光。

受疫情影响，儿童、青少年大量时
间“宅”在家里，如何通过科学运动增
强体质？

有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每天进
行 60 分钟以上中等强度锻炼，能产生
最大的健康效益。为此，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推出了一套疫情之
下儿童、青少年居家锻炼的方案，包
括力量性、柔韧性、灵敏协调性和心
肺耐力等训练，倡导家长利用假期和
孩子一起练习，做好健康的第一防
护人。

“首先要培养青少年的运动兴趣，
诸如跳绳、踢毽子、打乒乓球等都是青
少年比较喜欢的运动方式，互动性和
趣味性比较强，也适宜全家一起玩。”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健康管理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
学副教授吴广亮表示，“防御疫情，科

学定量运动很重要。”
怎样科学定量运动有助于防止病

毒入侵？吴广亮举例说，在房间里站
起来走两步再蹲下，坚持 1-5分钟，身
体稍微变热就可以；像伸懒腰一样轻
微运动，只要身体感觉舒服就可以；在
家里利用新媒体跟着教练练习，练1-5
分钟，呼吸见喘就达到了科学定量。
对于青少年，以上任何一种都是合
适的。

中考生应科学合理安排训练

中学生如何锻炼身体，特别是中
考体育该如何准备呢？

河北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副
主任王海英指出，中考体育成绩的提
升靠的是循序渐进的锻炼，学生应早
日着手进行热身准备，调整身体状
态。根据往年情况，我省中考体育项
目一般为：男生测试立定跳远、1000
米、充气软实心球；女生测试立定跳
远、800 米、充气软实心球。疫情防控
期间，可在室内根据中考体育细则科
学合理地安排训练。

她建议，在居家正式训练之前，应
进行 3-5分钟热身准备，如原地慢跑、
蹲起、体转运动、弓步压腿等低强度热
身运动及肌肉拉伸练习，提升身体状
态，避免运动损伤。

立定跳远可以自己在地板上画一
条线进行训练，但注意地面不要太滑，

以免滑倒。“立定跳远考察下肢爆发
力，小腿前伸的时机要把握好，曲腿前
伸臂后摆，落地后往前不往后。可进
行原地向上跳练习，每组跳10次，组间
间歇20秒，跳3-5组。”

充气软实心球是一项以力量为基
础、以动作速度为核心的投掷项目。
前掷充气软实心球属于力量型运动，
重在考察学生的爆发力。“这个项目需
要将腿部力量通过腰背部传递到胸和

肩部。所以，练习要兼顾这些身体部
位的力量提高。”王海英表示，腿部力
量增强可通过蹲起练习实现，增强腰
背腹部力量可以进行仰卧起坐锻炼，
肩胸背部力量可以通过练习平板支撑
增强。

1000 米或 800 米是耐力与速度混
合项目，主要考察的是心肺功能。王
海英说，如在家里跑可能影响楼上楼
下住户关系和谐，所以不推荐。可以
进行负重走训练，即在腿部绑上重物
行走；如果家里有功率自行车，可以进
行中小强度运动，时间约为三四十分
钟。另外，她提醒，练习跑步要注意呼
吸节奏与脚步的配合，如三步一呼一
吸等方式。

引导孩子“宅家”科学运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肖煜）记
者从省作协获悉，我省著名报
告文学作家、省作协副主席李
春雷作为中国作协特派作家，
日前已赶赴湖北武汉进行采
访，真实记录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医务人员的感人故事，
积极发挥文学作品鼓舞人心、
凝心聚力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省文学界积极响应号召，用
温暖的笔触表达共抗疫情的决
心 ，助 力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省作协向全省4000多名会
员发出通知，组织全省文学界
开展“抗击疫情”主题创作，以
优秀的文学作品温暖人心，共
克时艰。河北文学院向全省青
年作家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坚
定信心、以身作则，发挥文学优

势，共筑抗疫长城。沧州、承德
等地作协通过组织作家志愿服
务队、开展作品征集等活动，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截至目
前，全省作家创作反映疫情防
控工作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
等作品近万篇。

此外，《诗选刊》开设“全国
抗疫诗传单”栏目，积极面向全
国诗人征集抗击疫情诗作，陆
续刊发了吉狄马加、张学梦等
著 名 诗 人 的 优 秀 作 品 100 余
篇。“作家乡音诵读”设立抗击
疫情文学作品栏目，我省作家
踊跃投稿，已录制上传15期，相
关作品被推送到“学习强国”平
台。由省作协主编的《以爱的
名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诗
抄》，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了各行各业
的正常发展，其中，文旅行业错失春节旺季，
所受影响十分明显。疫情按下的“暂停键”，
也引发了文旅行业对如何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的思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蔓延，1 月
中旬，《唐人街探案3》《姜子牙》《紧急救援》
《夺冠》《囧妈》《急先锋》《熊出没》等7部春
节档“种子”影片集体撤档。随后全国各地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陆
续发布通知宣布取消、停办大型活动，关闭
娱乐演艺场所。受此影响，全国各地文化场
馆纷纷关闭。在我省，120家博物馆、197家
公共图书馆、180家文化馆、19家美术馆、93
家剧场、2221个文化活动站全部关停，损失
巨大。

疫情让文旅行业面临危机，如何为其纾
困解难？文化和旅游部协同各部门从资金
支持、税费减免、降低成本等方面扶持文旅
行业，出台了延长旅游企业2020年度亏损的
结转年限，对提供文化体育、旅游娱乐等服
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在我
省，2月15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实施《关
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全省文旅企业发展的
十条政策措施》，从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实施
减税降费、强化金融政策支持、降低企业运
营成本、积极促进稳岗就业、支持完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重点文旅项目加
快建设、支持文旅企业提质升级和产品创
新、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持力度、加强
旅游市场宣传营销等十方面发力，支持全省
文旅企业发展。多方面出台的扶持措施，不
仅给文旅企业投资人和经营者吃了“定心
丸”，也传递出政府与企业携手共克时艰的
政策导向。

“危机”，顾名思义蕴含正反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危险，二是机遇。在危机之中，往往
酝酿着契机；在挑战之中，往往孕育着机
遇。危机与契机、挑战与机遇常常并存。在
为疫情过后的行业复苏“埋头”做准备的同时，文旅行业如何做到
未雨绸缪，以提高抵抗风险、抓住机遇的能力更为重要。正如有
业内人士预测，此次疫情可能对传统文旅行业是一次洗牌，也集
中暴露出了传统文旅业态中的很多结构性问题，比如传统景点、
文化旅游目的地对节假日的严重依赖等。面对危机，有识之士能
够清醒地看到，这既是一个低迷期，同样也是一个反思探索、孕育
机遇的时期。

“云上”生活让“机遇”崭露头角。无论是全省公共图书馆积极
整合各类数字资源，免费提供丰富的线上阅读服务，还是各大演艺
单位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探索演艺产品多渠道发布、多终端呈
现；无论是河北省文物局快速开通“河北数博”微信公众号，与大众

“云约”博物馆，还是国家博物馆的30个虚拟展厅、国家图书馆的
线上线下公开课，应对疫情，文旅领域应运而生很多新型体验
方式。

危机的尽头，往往就是转机与契机。努力捕捉危机中的转
机与契机，转危为安，才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正如业内人士所
言，本次疫情按下的“暂停键”，也让整个行业从业者进行了一次
冷静理性的思考，如何从危险中寻求机遇，让文旅产业转型加
速，让市场重回有序。期待文旅行业早日启动“重启键”，迈向一
个新台阶。

我省文学界以温暖笔触
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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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
月 14 日，在张
家口市崇礼区
长城岭滑雪场
举行的特布不
落杯 2019 京
津冀高山滑雪
挑战赛上，一
名运动员在裁
判员注视下从
起点处出发。
(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唐山当地体育场、健身房等人流密集场
所关闭，但群众健身热情丝毫不减，积极探索出不少科学有效、简便易行的居家
健身方法。 新华社发 程 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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