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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胖一斤，腰老十岁。”看似夸张的俗

语，背后却隐藏着肥胖与脊柱健康的关联。

椎间盘出现“超载危机”

椎间盘作为缓冲垫，承受身体在日常活动中经受

的各种冲击力，当身体超重时，腰椎压力会显著增

加。体重每增加 1 千克，腰椎承受的压力呈数倍增

加，弯腰时更为明显。椎间盘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会

大大增加纤维环破裂和髓核突出的风险。

脂肪组织的“化学攻击”

除了常见的物理“负担”，脂肪细胞还会引发炎症

因子风暴，脂肪组织分泌的炎症因子可通过循环渗透

至椎间盘。这些炎症介质会导致髓核细胞凋亡，引发

椎间盘水分流失、弹性下降，进一步引发腰椎退变。

给你的脊柱“减减负”

提到减重，不少人脑中的第一反应是节食，但减

重不是节食，而是要进行结构调整。减重过程中，饮

食调整的核心原则是低脂、低糖、高纤维，同时要拒绝

那些隐藏着大量能量的“隐形炸弹”式食物。运动调

整方面则应该选择低冲击运动，强化核心肌群，如快

走、游泳等，帮助加强腰背部肌肉。吸烟、饮酒等不良

生活习惯不仅会影响减重效果，还会对脊柱健康造成

损害，需要及时戒掉。

（营口市卫生健康事务中心）

人胖一斤，腰老十岁？

迁坟通知
归州村北沙岗子采

伐林地区域需要平整场

地，请各位村民自本通

知之日起将该区域内所

有坟墓全部迁出，谢谢

配合。

亿鑫 （盖州） 农业

产业有限公司

2025年6月3日

诚招合作
盖 州 市 双 台 镇 ，一

处 3000 平方米的商业用

地，坐拥天然温泉，地理

位置绝佳，适合酒店、康

养 、文 旅 等 多 元 经 营 业

态 ，租 售 、合 作 开 发 皆

可，稀缺温泉资源，开发

潜力无限。

合作电话：18640731458

弘扬精神力量 矢志创新发展

（上接1版）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
者日活动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创新形式
手段讲好科学家故事，厚植科学
家精神沃土——

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百场
讲坛”走进各地高校、企业、科技
创新园区，让科技工作者从榜样
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

中国科技馆《北辰对话》栏目
邀请多位院士和青年科技工作者
代表展开对话，共同探讨科学家
精神在新时代的丰富内涵；

福建推出科学家故事大型音
乐情景剧《八闽繁星》，全景呈现
科技工作者们在八闽大地挥洒热
血与智慧的动人片段，带给观众
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
展示科技成果 播撒创新种子

活动期间，从前沿成果展示
到沉浸式互动体验，各地纷纷推
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公
众，让高精尖的科技更加可知、可
感、可触。

在 2025 年重庆市科技活动
周现场，AI与机器人展区俨然一
座“未来乐园”。从踢球射门的机
器人到多才多艺的机器狗，充满
智慧的“钢铁伙伴”令孩子们连连
发出惊叹。

“机器人是怎么‘思考’的？
它们有自己的想法吗？”6岁的“科
技小记者”周末在人形机器人前
抛出童真的疑问，重庆市电子学
会青少年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穆云波热情地为
孩子们答疑解惑。

“科普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
是消除‘科技陌生感’的桥梁、培
育未来科技人才的重要力量。”穆
云波说，希望通过高质量的科普
活动，让更多公众走近和理解科
技、学习和应用科技，让崇尚科

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

磁场科学中心邀请百余名中学生
探秘“国之重器”，到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向公众集中呈现智
慧医疗、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的
10余项科研成果，再到贵州科技
馆“科学之夜”让科学探索从“日
间课堂”延伸至“夜间奇旅”……
一扇扇科学的大门向公众敞开，
一颗颗创新的种子悄然种下。
牢记使命担当 扎根民生所需

科普活动既要“有趣”，也要
“有用”。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活动期间，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

“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深入田间
地头、厂矿车间、学校社区，以所学
所研服务经济发展和民生所需。

在河北，农业专家服务团深
入种植基地，面对面、一对一为
农户们解决技术问题；在新疆，
科普大篷车开进 30 余所乡村学
校，为边疆青少年带去航天科普
互动展和大师课；在天津，高校
教师为社区老人科普穿衣“学
问”、园艺技术……

连日来，宁夏吴忠市利通区
科技特派员吕世文奔忙不停，他
不仅走家串户手把手教养殖户如
何科学饲养畜禽，还到社区通过
营养科普帮助养殖户销售滞销的
农产品。“我们既是技术推广者，
也是农民的同行者，能够解决他
们的急难愁盼，我感到很高兴。”
吕世文说。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蓝图
已经绘就。“新征程赋予科技界新
的使命，新时代呼唤科技工作者
施展新的作为。”中国科协主席万
钢寄语广大科技工作者，“以 10
年为奋斗刻度，将个人理想融入
强国伟业，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用创新之火点亮民族
复兴之路。”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旅途之中，走进博物馆打卡
“国宝”必不可少；走进乡村，非遗
工坊里游客们仔细挑选心仪的手
工艺品；打开购物软件，马面裙、国
货彩妆是年轻人的“心头好”……
不知从何时起，传统文化已在人们
生活中繁盛存在。

国潮，就是“国”与“潮”的融合
体——“国”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潮”则是指时尚潮流。“新国
潮”便是通过创新创意将二者结合
起来。

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
起一股“新国潮”，迸发出驱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深层力量。

装点美好生活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唐三彩

凤首壶、北魏蓝色玻璃瓶……白色
表盘上，12件精美绝伦的“文物”，
共同构成了12个钟点数字——网
友“太白猫猫”在社交平台上晒出
由博物馆文创冰箱贴“拼”出的时
钟，评论区收获一片夸赞与羡慕。

“历史存活于过去，也流走于
现在的时间。”一名网友的留言，令

“文物时钟”的作者深表认同。这
样的“思想共鸣”，越来越多被激发
出来。

这股“国潮文创风”，吹得正
劲：前有年年畅销的《故宫日历》，
后有火成网红的凤冠冰箱贴、天宫
藻井冰箱贴，再后来，网友们致力
于收集后再创作，在家建起一座由
文物冰箱贴组成的“博物馆”。

不止为了文创，逛博物馆正成
为更多人的“国潮”生活方式之
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数据显
示，每年购买年票的观众多达5000
余人。“在博物馆喂一喂梅花鹿，甚
至就在树荫下发发呆，挺好。”年票
观众张新林说。

从更大的空间看，在平遥古城
追寻晋商文化、在苏州古城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体验“苏式生活”、在潮
州古城品味茶香与美食……历史
记忆与人间烟火交汇融合，城市文
脉和现代生活共荣共生，“活着的
古城”为人们的生活增添“国潮”新
体验。

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儿
女心中，早已与人们的生活交融相
会。

取材自中国神话的影片《哪吒
之魔童闹海》今年屡创票房纪录，
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夜校”
课程正在城市青年群体中流行起
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茶饮、潮
玩、零食等品牌联名款吸引年轻人
买单……与其说是“血脉觉醒”，不
如说是“新国潮”的号召力被更彻
底地释放出来。

“文化生活化、生活文化化”的
愿景并不遥远。传统文化不再是
抽象的、静止的、留在过去的“盆
景”，而是不断生长中的参天大树。

创造就业机会
走进贵州黔西市化屋村文丽

蜡染刺绣非遗工坊，绣娘们妙手翻
飞，将传统纹样绣进服装、手提袋、
帽子等产品中。

苗族姑娘杨文丽是这里的“主
理人”。这位“95 后”女孩 2019 年
回乡创业，如今已从一名技艺传承
者走向行业创新者。

不同颜色的丝线，绣出寓意幸
福吉祥的各式苗绣纹样；在传统纹
样绣片的基础上，开发成衣、围巾、
太阳帽、装饰画等产品；开拓线上
市场，销路从本地拓展到国际……

“国潮风”吹进青山绿水间，融合传
统与现代设计的创意产品，赢得市
场青睐。

去年，工坊实现280多万元的
销售额。杨文丽说，从最初只有6
名绣娘，发展到现在的63名绣娘，
非遗工坊带动了周边群众稳定就

业，“现在我们村里几乎没有留守
儿童了。”

像这样的非遗工坊，化屋村目
前已引导村民开办了14家。今年
以来，村里还开展了 3 期苗绣、蜡
染技艺培训，参与培训的绣娘达
200余人次。

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共建设
9100 余家非遗工坊，直接吸纳 27
万余名脱贫群众实现就业，人均年
收入超过3.6万元。“老手艺”成为
群众就业增收新亮点。

“新国潮”站上就业新风口。
在陕西西安，“汉服热”催生出对妆
造师的巨大需求。长安区人社局
推出长安汉唐妆造师培训项目，免
费教授相关课程，目前带动就创业
人数近7000人，人均年收入9万余
元。在山西隰县，游戏《黑神话：悟
空》带火当地旅游，景区导游数量
从 8 人增至 31 人；大学生返乡就
业，推动民宿、餐饮等业态发展。
抖音集团近日发布的2025非遗数
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中非
遗直播作者数增长 13.76％，非遗
商家直播成交额中63％来自店播
模式，超 10 个非遗商家店播破千
万元。

“新国潮”的流行，助推社会分
工细化优化、新的职业序列培育挖
掘，开发出新的就业增长点，引导
更多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带动产业发展
4 月举办的 2025 广东时装周

上，穿着新中式元素服装的模特们
走上T台，格外吸睛。

时装周活动“非遗新造”展示
区域人潮涌动，香云纱、贵州蜡染、
织锦等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新中式
产品应接不暇，年轻人围着体验工
作坊与设计师积极互动。

原创服装高级定制设计师刘
宛莹说，她在设计上将先锋潮流与

传统美学融合，让传统的香云纱焕
发现代多元文化混搭的新风格，自
然融入职场、休闲、宴会等不同穿
搭场景，“我希望实现跨界融合突
破，让更多年轻人爱上南粤文化。”

数据显示，2025年1月1日至4
月 29 日，以新中式为代表的国潮
服饰成交额同比增长超120％。

“新中式”潮起，正从文化现象
进化为一场产业变革。

以中国古法黄金工艺为特色
的老铺黄金，将花丝镶嵌、错金等
非遗技艺融入当代设计，2024年销
售业绩同比增长超160％；以天然
草本植物、水果或药材为原料，通
过煮制、萃取等工艺制成的“中式
养生水”市场规模预计 2028 年可
破百亿元……“新中式”渗入诸多
消费细分领域，形成以文化价值驱
动增长新范式。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
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
提出开发时尚国潮产品，打造国货

“潮牌”、“潮品”，为国产品牌高质
量发展提供指引。艾媒咨询发布
的《2024年中国国潮经济发展状况
及消费行为调查报告》预计，到
2028年，国潮市场规模将突破3万
亿元。

国潮澎湃，不断激发消费市场
活力和企业潜能。国潮产业的蓬
勃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品牌的文
化自信，更彰显了传统文化在现代
商业环境中的强大生命力。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传统文化不再是被供奉的“文

化标本”，而是可触摸、可转化、可
增值的“活性资产”。与时俱进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塑造着精
神坐标，更标注出高质量发展的文
化刻度。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传统文化引领“新国潮”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6月2日，中欧班列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编组
场内等待发车（无人机照片）。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经中
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突破2000列，通行量占全国总量26.3％，其中
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31.9％，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注入更多动能。
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组成，截至目前，

通行线路已达27条，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联通我国长
沙、郑州、成都、苏州等60余个城市，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
联互通互惠的重要载体。 新华社发（黄 旭 摄）

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前五个月累计开行超2000列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中国气象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气
象应用服务办法》1日起施行，为
人工智能技术在气象领域的深
度融合应用与规范发展加装“安
全护栏”，为加快实现气象科技
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
提供新动能。

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
表示，办法以“敏捷治理”为重要
原则，强调“支持与促进”，尊重人
工智能发展规律，促进创新和依
法治理相结合。

办法围绕数据开放、算法模
型研发和应用场景赋能等，提出
了具体政策支持和促进措施，加
强人工智能与气象监测预警、预

报预测、数值预报等领域深度融
合应用，构建人工智能气象应用
服务场景，并对气象主管机构参
与国际气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服
务的发展和治理做出了规定。

办法提出，气象主管机构应
推动人工智能在旅游、能源、交
通、金融等气象服务领域的推广
应用，构建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
务场景；加强人工智能气象应用
服务领域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开展人工智能气象应用示范，推
动人工智能在气象业务领域的转
化、准入和应用。

办法规定，国务院气象主管
机构应为进入开放共享和流通环
节的数据要素匹配气象数据身份
标识。

我国促进人工智能气象
应用服务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
者杨淑君）记者 2 日从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
共接待游客821.1万人次，同比增
长 5.4％；实现旅游总花费 107.7
亿元，同比增长6.7％。

端午节期间，北京以“悠悠端
午情·京彩夏日行”为主题推出
1700 余场文旅活动。龙舟嘉年

华、非遗市集、汉服体验……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民俗文
化活动受到市民游客欢迎。今年
端午假期适逢“六一”国际儿童节，
亲子游、研学游成为出游主旋律。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策划推出7
条“山野寻踪·端午自然观察家”主
题游线路，吸引广大市民游客到京
郊感受传统民俗和生态魅力。

端午假期北京接待游客
821.1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