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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许锡波，今年42岁，是一名外
贸业务员。我平时不喜欢应酬，大部分
业余时间用来踢足球、打羽毛球。朋友
们都说我越活越年轻了。前不久单位
体检，身边不少朋友高血脂、高血压、尿
酸高……我各项指标全部正常。

尤其是足球，我已经坚持了20年
之久，很多朋友都说我是宁波足球场的

“活地图”。在我的印象里，很多年前通
常是一周约球一次，因为场地不多，要
跑到比较远的地方踢球。尤其遇到下
雨天，一周一次会变成两周一次，甚至
三周一次。

现在就不一样了，全民健身越来越
受到重视，我家附近最多的时候有四处
足球场可以选择：柳锦足球场、羽航足
球场、海曙文体中心、市全民健身指导
中心（前身是宁波市老年体育活动中
心）。再加上城市空间利用率越来越
高，一些高架桥下也被打造成球场，下
雨天踢球的问题也解决了。

现在，我和球友们一周踢球三次，
就在家门口的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笼
式足球场。这里的收费比较“亲民”，每
逢节假日或者全民健身日等，还可以领
取体育健身免费券，对我们喜欢运动的
人来说非常实惠。

十年前，能长期坚持踢球的人很有
限，足球群里活跃分子也就那么几个
人。现在随着单位对员工身体健康越
来越重视，工会出面给大家包场地，身
边能切磋球技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再常
年到头总是一帮老面孔。各类业余足
球赛事也越来越多，2017年，我和队友
们在宁波市八人制草根杯足球邀请赛
上获得过第二名。

另外，去年年底我发现小区附近又
多了几个健身打卡地。白云街道安丰社
区玫瑰园有一条两千多米的星光健身步
道，晚上有灯带会发光。宁波首座棒垒
球场也落户在海曙，离我们家不远。我
带着孩子一起走了两次，感觉非常好。

讲述 踢球20年，发现身边的运动场越来越多

这五年这五年
我要我要点点赞赞宁波宁波 “15分钟健身圈”的运动生活

城市“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奥运金牌实现“零”的突破后又

实现“奥运五金”、体育产业增长势头强劲……过去5年，宁波体育事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家门口的健身“民生工程”更是惠及百姓，越来越

多的市民朋友已经养成运动习惯，体育锻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全民健身设施过去一直是宁波城
市建设的“短板”。5年来，宁波加快推
进体育现代化建设步伐，重大体育设施
建设取得突破，市奥体中心投入使用，
市小球中心、体彩中心迁入新址。共建
成3个区县（市）级全民健身中心、34
个乡镇（街道）级综合性体育健身场馆、
375个村（社区）级社区多功能运动场

所（体育健身广场、健身步道）。
与此同时，我市致力于推动社会

力量办体育，引入社会资本建设体育
设施172处，面积150.8万平方米。我
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 2016 年的
1.72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 2.40平
方米，有效破解了“全民健身去哪儿”
难题，“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

数据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稳步增长

今年2月10日，宁波市人民政府
正式发布《宁波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21-2025年)》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
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示
城市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
多元功能，加快体育强市建设。

到2025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达到45%以上，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3平方米以上，城乡居民符合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人数比例
达到95%以上，成功创建省体育现代化
区县(市)5个以上，城市社区“10分钟健
身圈”基本建成。 记者 戴斌 邹鑫

展望 2025年城市社区“10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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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全国劳模，
万亚勇靠的是实干、苦干、巧干。正因
为尝遍了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他更清
楚人才对创新、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同
时清楚人才尤其是基层人才，面对新的
时代背景萌生的新需求。“希望在这次
党代会期间，能就人才队伍体系建设，
和来自各界的市党代表进行深入交
流。”他说。

万亚勇是2010年到宁波中大力
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
公司主要生产电机和高精密减速器，
80%设备是原装进口，后期维修都要
依靠国外的技术人员，常常受制于
人。没有专业知识，没有经验，只能
边做边摸索。凭着一股肯吃苦、肯钻
研的劲，他独创了“用眼看、用耳听、
用鼻嗅、用手摸、用脑想”的方法，用
来维修这些进口设备，在国外的技术
人员面前“挺直腰杆”。

随着技术更新迭代不断加速，万亚
勇偶尔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刻。他说，
像他这样从基层“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
的人才，学历相对较低、知识储备不足是

“通病”，尤其是面对科技飞速进步，深感
“充电”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虽然一直通
过“一对一”传帮带的方式来培养年轻一
代，“但这种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往往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很多时候已经跟不
上技术日新月异的节奏。”

“因此，在不断强调引进高学历、
高层次人才的同时，也希望政府和相
关职能部门能加大对基层人才继续教
育的投入力度，帮助这部分人群不断

‘充电’，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
需。”万亚勇说。

在经历20多年的打拼后，包括万
亚勇在内，有这样一大批来自基层的人
才已从“热血青年”步入中年，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是从外地到宁波来发展，并在
宁波安家。尽管目前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仍奋战在一线，但“未来何去何从”也
是他们已经开始考虑的问题。

“希望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能够给
予相关的政策和支持，建立健全人才待
遇、保障体系。”万亚勇说。

记者 石承承 林微微 杨辉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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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亚勇：
加大基层人才
继续教育支持力度

谢雪飞：
落实动态清零精密智控
我有三方面建议

人物名片 万亚勇

市党代表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
动股份有限公司动力设备科科长

人物名片 谢雪飞

市党代表 北仑区第二人民医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疫情常态化管控下，如何落实动
态清零精密智控‘七大机制’？作为一
名基层医务工作者，这次党代会我带
来的是与此相关的提案。”市党代表，
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谢雪飞依然记得，今年年初，北仑遭
遇疫情时，全民众志成城共同抗击疫
情的画面……假如今后再次面对这样
的突发情况，会有更好的解法吗？谢
雪飞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疫情期间，作为医护人员，谢雪飞
和同事、抗疫志愿者始终奋战在一线。

“这轮抗疫，我们积累了不少实战经
验。在此基础上，北仑也做了疫情防控
的改进措施，收效较明显。”

第一次参加市党代会的谢雪飞带
来的建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
是加强人、物、环境同防的早发现机
制。“眼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人、
物、环境的防控需要并防在一起，希望
在这方面宁波能率先建立数字化赋能
的公共动态数据库。”

其次，谢雪飞建议建立规范的智
能化基层微网格管理，有利于由面到
点。“在北仑各街道组织的实战演练
中，核酸检测单元中的信息员、打包员
都是社区工作人员，街道的精细化防
控，离不开广大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谢雪飞告诉记者，他们中很多党员干
部承担起了主要工作，这些都大大缓
解了医务人员人手紧缺问题。

再次，“从镇海、北仑先后发生的
疫情来看，当时两地都得到了省市区
三级医疗力量来支撑整个疫情管控体
系。”历历在目的过往和案例，让谢雪
飞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有必要加强基
层医务人员、包括疾控线的人员配置
力度，“这更有利于提升疫情背景下，
整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

谢雪飞从事医务工作已有近30
年。回望宁波医疗健康事业这些年的
发展，她认为，目前不管是高端医疗，
还是基层医疗，在宁波都走进了一个
新阶段。“但是在基层，面对老龄化加
速，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再提升已是
迫在眉睫。”谢雪飞说。

记者 施代伟 潘苗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