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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思锐

放下手机，关掉“朋友圈”，走出家门或办公
室，到健身场所锻炼一下，需要多久？日前，市
政府发布的《重庆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
2025年）》给出了答案：实现区县（自治县）、乡镇
（街道）、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15分钟健
身圈”全覆盖，进一步推动城市社区“10分钟健
身圈”建设。

曾几何时，网络上一句心灵鸡汤“要么健
身，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
上”，激发了无数网友的健身热情。健身就像修

行，靠的是意志，比的是自律，一旦养成习惯，就
会爱得疯狂。然而现实是，一部分人在去健身
的路上，一部分人因去健身的路太远而选择放
弃。对于“宅男宅女们”来说，健身的理由只有
一个，不健身的理由却有成千上万个。太忙了、
太累了、太困了、太早了、太晚了、太饿了、太饱
了、太热了、太冷了、下雨了、要下雨了、追的剧
更新了、宠物生病了等等，都可以成为不健身的
理由。

为了让大家运动起来，也避免某些“动口不
动身、持续准备中”的“准健身者”，埋怨健身场
所太少、太远，重庆各地政府部门准备大干一
场，新建一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乡镇健身广
场、智慧健身路径、市民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
等场地设施，真是为全民健身“操碎了心”。未
来五年，重庆计划新建体育公园50个、健身步道

1000公里、全民健身中心30个、社会足球场300
片、群众滑冰场10片。同时，还将加快推进“两
江四岸”“山城步道”“金角银边”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充分利用老旧厂房、桥下空间、滩涂
码头、江畔水岸等建设中小型多功能运动场、体
育场馆、骑行漫道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可以
说，为了提高全民健身的热情，提高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比例，重庆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方
面“也是拼了”。

按照计划，到了2025年，无论你住在重庆哪
里，不论城镇还是山村，15分钟步行路程半径范
围内，就可以到达某个健身场所；如果是住在城
市社区，这一路程半径还将缩短至10分钟。试
问，健身场地密度如此之大，触目可及，你还有
什么理由不去健身呢？不仅如此，为了能引导

“宅男宅女”健身，政府部门还拼命“吆喝”，推出

了重庆国际马拉松赛、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动
公开赛（重庆·武隆）、全市龙舟公开赛、城市定
向赛等一系列赛事，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会、
市民运动会、社区运动会、新年登高、大众冰雪
季等全民健身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市民的健
身热情。

强身健体，既是个人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提，
也是国家、民族走向富强的需要。无论是深入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还是
加快体育强市建设，都需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居民体质持续
提升。就当下现实而言，强身健体也是抵御病
毒、阻击疫情的重要方式。现在，随着重庆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免费或低价健身
场地的普及，健身应该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生
命在于运动，而健身始于行动，快动起来吧！

从“朋友圈”到健身圈需要多久

□李育蒙

今年，重庆将深化完善以社区为平台、以社
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志
愿者为辅助、以社会慈善资源为助推的“五社联
动”机制，力争全面建立起融合发展、运转有效
的“五社联动”机制，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五社
联动”是在党建引领下，以社区作为综合保障平
台，吸纳社会力量推进基层治理。

更好地推进基层治理，对于各地而言都是
一道“必答题”，但是如何作答却是一道“开放
题”。如何把“必答题”以“开放”的形式答出高
分，考验着治理的智慧。从“三社联动”到“五社
联动”，力求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联动，这为重庆
市做好这道“必答题”做出了最好的注脚。高位
推动“五社联动”落实落细，必将凝聚起基层治
理的强大合力。

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重要部分，是一项
重要民生工程，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
目前我市的社工机构、服务覆盖率、社工人才数
量以及服务群众的情况来看，“五社联动”已经
在回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发挥了有效
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五社联动”的有效性和
推广价值。

从具体实践来看，“五社联动”是为社区赋
能，为基层减负。在一些重点人群、重点领域
的服务上，调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
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等各方力量共同参
与，社区则重点在统筹保障上发挥作用。这样
一来，可以通过赋能社区来吸纳各方力量形成
基层治理“合力”。同时也能让社区有更多的
精力，更好地聚力为辖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
细化服务，真正让社区回归到“治理”和“服务”
的主要功能上。

当然，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并不
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和相关的管理部门可以当

“甩手掌柜”。“五社联动”机制，牢牢抓住党建
引领这个根本，引领各类社会力量齐心协力向
前行；同时立足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等重点
服务对象，聚焦乡村振兴、婚姻家庭、教育辅导
等重点服务领域，来解决实际困难。在党建引
领下，不仅能够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热
情，尊重居民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能保证社会
力量在提供服务时价值方向不偏、服务水平不
减，提升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水平，激发出基
层治理活力。

“五社联动”
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近段时间以来，一些机构和单位以新职业
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等名义，随意举办
培训、评价、发证活动，乱收费、滥发证。还有
一些机构和单位虚假或夸大宣传，甚至假冒权
威机构名义组织培训、评价、颁发证书等，社会

对此反映强烈。为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和
社会诚信，保障国家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体系规范运行，人社部自3月起对技术技
能类“山寨证书”进行专项治理。

（据新华网报道）

□陈伯青

3月17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小
面馆，“巴适”得很！》，报道了“没钱没门面”的
璧山人李强如何白手起家，在政策支持下开
了家小面馆的故事。璧山区对于小微企业创
新创业支持政策完备、服务到位，让包括李强
在内的众多创新创业者获得了成长的机会。

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小微企业是吸
纳就业的主渠道。据统计，我国4800万家企
业中，有4000万小微企业。家门口的小面馆、
校门口的“夫妻店”，它们抗风险能力弱，受疫
情冲击最直接，一旦生产经营难以为继，一个
或数个家庭便失去了生活来源。当前，疫情
防控呈反复拉锯之势，奥密克戎带来的“倒春
寒”，使部分小微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如何让
广大小微企业、个体户在困境中依然保持活
力，是施政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帮扶力
度不断加大。为解决小微企业面临的困境，

全国各地纷纷送上“政策大礼包”，从减税缓
税、贷款融资、房租电力等方面提供优惠，为
小微企业纾困解难、雪中送炭。为小微企业
减税降费连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进行部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小微企业
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今年的
全国两会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

“退税优先考虑小微企业，因为小微企业量大
面广，支撑的就业人口多，而且现在是他们资
金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

助力小微企业创新创业，重庆一直以实
际行动见真章。去年10月，重庆多部门联合
启动“春雨润苗”行动，多角度“惠苗”“助苗”

“护苗”。在重庆，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
先后出台“巴渝榨菜贷”，解决菜头收购旺季
时的资金困难问题，为涪陵菜头送上“及时
雨”；农商银行推出线上自助续贷服务，操作
简单、到账迅速，解小微企业燃眉之急。

无论是白手起家的“李强面馆”，还是及
时甘霖“榨菜贷款”，都让我们看到了“政策大
礼包”不断为小微企业注入“活水”，为新企新
苗破土广洒“甘霖”，为一个个你我身边的小
微企业提供持续向前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指导老
师金华）

助力小微企业政策要见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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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假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