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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艺撑起“脱贫伞”

野火后，期待新生
——体育新职业催生新希望

在湖南省长沙浏阳市达浒镇

椒花新村新建的“致富工厂”内，

“五一”期间新迁入驻的达兴工艺

品厂里，数十名制伞工人正在紧张

有序地忙碌着。

从做骨架，到上伞面，经过十

多道工序，一把学生课堂描绘用的

小油纸伞就完工了。

小油纸伞从这个山村销往全

国各地，并出口日韩等海外市场。

2019 年，这个扶贫“明星项目”实

现 500 多万元产值，带动 50 多个

贫困户农民就业。

达兴工艺品厂老板李忠国，原

本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55岁的他衣着朴实、双手粗糙，钻

孔、拼架、穿线……一把精美的油

纸伞在他手里徐徐展开，前来学手

艺的村民看得目不转睛。

“在家门口就有事做，有钱赚，

靠的是党的精准脱贫好政策，帮助

我把祖传老手艺救活了。”李忠国

对笔者说。

15岁起，李忠国就跟着爷爷学

习制作油纸伞。用老手艺制作的传

统油纸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

越远，李忠国一家人日子并不好

过。五口人曾住着土坯房，老母亲

年迈多病，一双儿女读书要钱，靠

打零工过活的李忠国内心时常对

家人感到愧疚。

转机出现在李忠国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 2015 年。一位义

乌客商来到村里，带给李忠国一个

样品——一把直径约为30厘米的

小油纸伞，伞面素净，只有淡淡描

边的图案，可以供美术课的学生在

上填色。

李忠国瞅准了机会，带着侄子

一起苦心钻研小油纸伞制作新

工艺。

2016年 2月，在长沙市商务局

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当地党委政府

帮扶下，李忠国成立达兴工艺品

厂，用 5 万元贴息贷款，购置了一

批制伞设备，与村干部、扶贫工作

队队员一道，挨家挨户发动有意愿

的人到厂里做事。扶贫工作队还帮

着联系销售渠道，协调物流货运

服务。

由于质量过硬、渠道稳定，李

忠国的小油纸伞生意日渐红火。工

艺厂成立当年，他就成功脱贫。随

着规模和产值不断扩大，在李忠国

厂里打工的村民越来越多，其中有

50 多个来自贫困户，占村里全部

贫困户的近一半。

“咚咚咚！”坐在“致富工厂”一

扇门边的黎建兴挥动锤子，麻利地

将伞码敲进伞杆里，墙边摆放着他

的随身拐杖。50 多岁的黎建兴曾

患小儿麻痹症，他说，如今在伞厂

做事，离家里只有一里路远，虽然

辛苦些，但收入还可以，去年挣了

3万多块钱。

坐在黎建兴对面的，是 73 岁

的鲁承华和52岁的黄兆明婆媳两

人，她们负责给伞杆包顶。“我前

些年中风，右边身体不能动，只有

一只手灵活，跟婆婆一起在这里做

点事。”黄兆明说，现在每个月能

挣1000多块钱，家里已经脱贫了。

“我们日产量超过5000把，去

年给大家发了 180 多万元工资。”

李忠国说，今年受到疫情冲击，订

单量减少了一些，不过现在正慢慢

恢复正常，村民都回来上班了。

现在已是长沙市第三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

李忠国说，感恩党的政策，对现在

自己的生活很满足，只希望工艺

厂生意稳定，能够带动更多村民

增收。

（新华社 刘紫凌 刘芳洲 刘良恒）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以“线下”

“聚集”等为特征的体育产业带来

巨大冲击。行业内的许多传统领域

都按下了暂停键，损失不可谓不

大。“健身教练送外卖”等花絮新闻

也开始见诸报端，凸显出从业者的

无奈。

随着疫情逐渐稳定，体育产业

的复工复产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

不仅传统行业逐步恢复，以线上健

身教练、电商主播为代表的新职业

也展现出了强大活力。

疫情“野火”掠过，许多新苗正

在成长。

线下有压力，线上求生机

这段时间，健身博主宋斐格外

忙碌。今年2月到4月，她在B站（视

频网站 bilibili）上的 ID“海洋饼干

Sophie”粉丝增长 17 万，她自己的

APP 平台用户数量也从 2019 年年

底的不到一万猛涨至三万左右。

“我的主要受众为女性，她们对

于‘体态纠正’‘健康地瘦’等方面的

需求量很高，而且这个需求无关年

龄，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

品质、自我管理的意识一定会加强。

所以我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持乐

观态度。”宋斐说。

疫情期间被迫“宅家”，客观上

促进了线上健身行业的兴起。据统

计，淘宝2月“运动/瑜伽/健身/球迷

用品”类目直播引导的成交金额环

比上涨 213%。在健身平台 keep 的

天猫旗舰店，一款瑜伽垫月销量就

超过 2.5 万。多个平台的数据显示，

诸如瑜伽垫、小哑铃、弹力带等常见

的家用运动装备销售在疫情期间都

有一定增量。

和宋斐一样忙碌的还有“功夫

者”APP创始人柴国徽，作为一个涵

盖近 500 名老师、近 20000 个视频、

3000 多个课程的平台掌舵人，他在

疫情期间也发现了新的趋势。

“疫情期间，大家更多地转投线

上，很多武术老师‘被逼’开始接触

线上教学。有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线

上 武 术 教 学 活 跃 度 很 高 。”柴 国

徽说。

大连科技学院校长张福利认

为，体育行业属于大健康的范畴，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消

费占比将越来越高，百姓对于体育

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必将产生

新的相关产业和职业。“比如大家都

知道的体育‘网红’，这些‘网红’通

过带货不仅能够搭建自己的社交

圈，还能围绕体育运动产生健康咨

询、运动指导、健康评估、营养指导

培训等附加产业。除了体育‘网红’，

还有很多新职业也进入到了我们的

视野当中，比如体育心理师等。”

他说。

根据体育圈“上场”招聘平台的

反馈，疫情期间，体育培训行业的教

练员、指导员等岗位需求有所下降，

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大型体育培

训机构开始增设“短视频策划”“视

频编辑”等相关岗位，孵化自己的明

星教练，发力线上业务。

就业有压力 开拓新战场

对于有意向在2020年进入体育

行业的毕业生来说，疫情带来了一

定的压力和迷茫。

根据教育部去年10月发布的数

据，2020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

达到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今

年 4 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

究所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 第一

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

受疫情冲击及季节性因素影响，中

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下降。2020 年

一季度招聘需求人数减少，求职申

请人数增加。

“上场”平台负责人付宇同表示：

“疫情下，体育产业招聘需求减弱，看

似影响的只有应届毕业生，实则不

然。部分在大三实习的专业学生，也

会进一步挤压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体育与健康产业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王振宇表示，疫情给体

育产业就业带来的冲击是毋庸置疑

的，但在困境之中，依然存在着机遇。

他说：“受《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大基

建、大文旅政策影响，体育管理活动

大类中的体育专业团队、行业团体存

在服务机会增长；体育传媒与信息服

务大类中的互联网体育服务会持续

走高；其它体育服务大类中的体育旅

游服务、体育健康与运动康复服务会

是涨幅最大的增长点。”

长期从事体育产业招聘对接的

ECO氪体创始人骆达列出了4个自

己看好的新兴领域，分别是电子竞

技；少儿体适能、培训和全民健身；

体育+科技；有助于提升体育产业线

上化效率的赛道，比如体育直播

电商。

关于看好这几条赛道的内在逻

辑，骆达表示，最终要看体育产业细

分赛道市场化的程度。“新兴职业的

潜力、需求和活力，完全取决于所在

赛道结合市场化的深度。”骆达说。

王振宇表示，体育新职业发展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满足消费

者、参与者的需要层次，个性化、社

交化、自我提升化；第二，在国家经

济与产业角度，产业发展与着力点

在消费，不考虑消费的项目不会持

续，没有营收能力的企业会淘汰。他

表示，从发展的角度，体育“真”运营

人才（赛事、场馆等）、体育健康与康

复人才、体育经纪人才、体育研究与

规划、策划人才等，将是未来体育市

场上需要的人才。

练就“真本事”迎接新希望

面对特殊形势，求职者应该如

何“应时而变、应势而立”？从业者和

专家们从各自角度为求职者们提出

了期许和建议。

“真本事”是柴国徽从事线上体

育业务的最大感悟，他认为，线上教

学这种新业态对老师的素质要求更

高，“必须会真功夫”，而且由于是线

上线下相结合，对老师的综合能力

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健身博主“老赵”（原名：赵睿

甲）也认为：“本身自己要有‘硬实

力’，这是内容输出的核心，其次要

对社会背景有了解。我想到八个字

‘持续学习、无愧于心’。”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和《关于促进全

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

了使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的预期。在这样的预期下，专家

们对体育产业的未来有十足信心。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

认为：“这次疫情确实对中国很多职

业造成冲击，给人类提出挑战，在这

样的背景下，人们如果能够有效、迅

速地进行调整，利用新技术来改变

传统的学习生活方式，那么新职业

就会像井喷一样出现。”

张福利表示：“现在是个体经济

兴起的时代，线上体育平台的用户

正在呈几何倍数增加，整个行业也

正在经历一个体育运动商业化的升

级。随着体育文化的不断培养，体育

运动将成为人们的刚需，新兴的体

育岗位要符合两个特点，一是能满

足客户刚需，二是能为客户创造价

值，将这两个特点结合到一起，就能

在未来开辟一片新天地。”

练好“真本事”，拥抱新时代，体

育产业拥有着美好的未来，但脚下

的路还需要从业者们一步一步脚踏

实地去走通。

（新华社 林德韧 王楚捷 张逸
飞 王君宝 李琳海 刘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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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成都·迎大运”
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行动吹响集结号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5 月 17 日上午，由四川省体

育局指导，成都市委宣传部、市委社

治委、市体育局和金牛区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爱成都·迎大运”社区共建

共治共享行动暨 2020 年社区运动

节·金牛站在成都市金牛区新桥社区

府河摄影公园启动，来自各区（市）县

社治委代表、体育产业代表、大运会

志愿者代表以及居民代表共 800 余

人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现场向市民展示了成

都大运会开闭幕式创意文案征集活

动中的优秀案例，以大运会形象大

使、社区居民、大运会工作人员为成

员的大运会社区讲堂宣讲团分享了

大运会场馆的选址、设计和建设进程

等，与会嘉宾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了

放风筝、乒乓球、飞盘等运动项目。现

场的社区创意集市更是吸引了众多

市民的参与，他们通过参观、体验，充

分感受到了传统手工艺、大运会产品

等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爱成都·迎大运”社区

共建共治共享行动涉及 4 个方面 16

项具体活动，包括“天府社区展风韵”

社区示范建设行动、“社区微景迎来

宾”更新改造活动、“邻里携手暖蓉

城”乐享活动等，旨在发动市民参与

助力大运会，为成都大运会贡献社区

力量。“这也有利于提振市民信心、激

活城市细胞，加快恢复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及推进构建富有活力的基层社

会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成都市

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地铁5线7项目
全部“长轨通”

本报讯（记 者 赵青）5 月 15 日

17时，成都轨道交通8号线一期工程

最后一节短轨焊接完毕，全线实现

“长轨通”。至此，2020年年底计划开

通的6号线一二期、6号线三期、8号

线一期、9号线一期、17号线一期、18

号线一二期共 5 线 7 项目全部实现

“长轨通”。

轨道交通建设是成都市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及成都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城市的重要内容，对建

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助推世界文化

名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据 8 号线一期轨道工程项目负

责人黄钊介绍，在正线铺轨过程中，

受地质条件影响，正线整体道床结构

形式复杂多样，普通道床、钢弹簧浮

置板整体道床、道岔道床3种类型交

叉施工，增大了施工难度。同时，铺

轨基地还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特别

是东湖公园铺轨基地、东大路铺轨基

地设置在城市繁华地段，行人车辆密

集，交通限制要求高，如何调整作息

时间、合理安排施工工序，成为 8 号

线正线施工又一难点。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自由行”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青）5 月 16 日上

午，相隔 300 余公里的成都太古里、

重庆南岸区南滨路弹子石广场两大

城市地标云端相会，伴随着一声响亮

的号子，嘉陵江连接的川渝两地文旅

人同步开启倒计时——“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自由行”活动正式启动。该活

动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举办。

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自由行”

启动仪式现场，四川、重庆两地百个

景区互送大礼。四川将面向重庆市民

提供 60 万张免费景区门票，还推出

了重庆游客喜爱的 5 大文旅产品和

10条精品线路，以及一系列针对重庆

游客的优惠措施。重庆 73 家旅游景

区拟为四川籍游客提供 60万张免费

门票，针对四川游客推出魔幻都市、

壮美三峡、世界遗产、温泉养生等 4

条精品线路，部分景区还在交通、娱

乐项目方面给予四川籍游客提供不

同程度优惠。四川、重庆所有优惠景

区均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游览。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旅

厅党组书记、厅长戴允康表示，川渝

两地山水相连、历史同脉、文化同源、

人文相通，长期以来互为文化发扬

地、旅游集散地和重要客源地，在文

化旅游方面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

先天的合作优势，协同打造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有利于两地优势互补、创新

发展。此次开展的“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自由行”活动，将进一步深化川渝

文化旅游合作，有助于两地文化旅游

市场共推共享。

成都全力做好灵活
从业人员救助工作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随着成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

进，外来灵活从业人员群体不断扩

大，这类群体中部分人员因就业技能

单一、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导致其就业

不稳定、收入不确定以及生活出现临

时性困难。为全力保障这类群体基本

生活，成都市民政局将灵活从业人员

帮扶纳入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重

点支持范围，鼓励社会组织发挥自身

专业优势，为灵活从业人员提供就业

培训、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服务。

据了解，成都市民政局还将扩大

临时救助范围，将找不到工作又得不

到家庭支持，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

的灵活从业人员，纳入临时救助范围，

由急难发生地街道（镇）给予快速救助

或临时救助帮扶。同时鼓励慈善机构

开展救助服务，对符合条件的灵活就

业困难群体，根据本人自愿，由社区链

接慈善资源，慈善机构按规定和程序

进行慈善救助服务，并支持社工和志

愿者发挥社会工作协会的优势，组织

动员广大专业社工和志愿者，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有需要的灵活就

业人员提供相关社会服务。

唱好“双城记”
建好“经济圈”
川渝两工会签订战略协议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5 月 14日

下午，四川省总工会、重庆市总工会

协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第一次联席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双

方签订了川渝工会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协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川渝工会将在联合建

立协作发展机制、联合开展建功立业

活动、联合搭建维权服务平台、联合

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联合拓宽信

息交流渠道、联合促进工会干部素质

提升等领域开展协同合作，为加快建

设“两中心两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中体现工会的责

任担当、贡献工会智慧力量。同时，川

渝工会将于近期联合开展的重点工

作项目包括围绕川渝互联互通和出

川出渝大通道铁路建设开展“建好双

城经济圈，打造西部新高地”劳动竞

赛；围绕川渝互联互通和出川出渝大

通道公路水运建设开展“川渝共唱双

城记 水陆互通促发展”劳动竞赛等。

会议指出，当前，川渝合作已进

入战略引领、高位推动、全面深化的

新阶段。两地工会合作应紧紧围绕党

中央提出的“两中心两地”目标定

位，充分发挥两地工会组织优势，为

两地职工交流互动、成长成才搭建发

展平台、营造良好环境，团结动员两

地广大职工群众在唱好“双城记”、

建好“经济圈”中发挥工人阶级主力

军作用。

新华社广州 5 月 16 日电（记

者 詹奕嘉）约五层楼高的盾构机

将 接 收 井 地 连 墙 切 削 、挤 压 破

碎，整个刀盘到达隧道贯通预定

位置……记者 5月 16日从汕头市

委宣传部获悉，广东汕头海湾隧道

东线当天顺利贯通。

汕头海湾隧道位于汕头海湾

大桥和礐石大桥之间，全长6.68公

里，其中海底盾构施工段长度为

3047.5米，分为东、西线两座隧道。

建设方案显示，两台直径分别为

15.01米、15.03 米的超大直径泥水

平衡盾构机掘进施工，从南岸围堰

始发下穿汕头海湾向北掘进，到达

北岸华侨公园接收井后拆吊转场。

汕头海湾隧道施工难度极大，

正式掘进以来，先后遭遇孤石、基

岩区、高粘度黏土地层掘进、高水

压淤泥地层带压进仓等困难。

施工方中铁隧道局成立了专

家委员会，设立了院士工作站，攻

克了多项海底隧道施工难题，实现

了海底大直径盾构掘进通过高强

度基岩凸起段施工技术突破。

由于盾构接收段紧邻汕头海

湾，地质条件复杂、接收风险高，

建设方采用水中接收施工工法，以

迎接盾构机“水中出洞”、实现贯

通。东线盾构段贯通后，隧道内还

将继续进行车道板、烟道板等内部

结构施工及机电装修施工。

广东汕头海湾隧道东线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