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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点击

体育制造是一项前景广大的
朝阳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近年来， 湖南通过主办或承办足
球、篮球、羽毛球、马拉松等国际
国内高水平赛事， 培育打造了若
干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国内
品牌体育赛事， 也拉动了体育产
业的快速发展。

根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2015年湖南省体育产业总产
虽达493.30亿元， 但仅占当年全
省GDP比重的0.67%。“一般情况
下， 该占比应该在三个百分点左
右。”钟高明认为，湖南的体育产

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体育制造业呈上升发展

趋势， 但对比福建等省相关产业
存在明显不足。

“湖南有熊倪、刘璇、龙清泉
等一大批奥运冠军，却没有李宁、
安踏、特步、361度、舒华等有影响
力的大品牌。”钟高明指出，高端
赛事以观赏为主， 本土品牌的参
与和识知度高， 体育产业要植根
于社会和市场， 高端和草根缺一
不可，没有大规模、高水平、产业
链完整的品牌， 很难带动整个产
业发展。

为孩子建心理健康档案

自2016年以来， 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就提出“要加大心
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 做好
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
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
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但省政
协委员王东调研发现， 这项工
作的落实还存在相当的难度。
正在进行的“两会”上，他提出
建议， 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

王东介绍， 中国儿童中心
早些年曾发布过一份报告显
示： 中国至少有3000万未成年
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
题的困扰，5.2%的未成年人存
在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 还有
一篇《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的文
章称：国内有77.9%的中小学生
存在心理轻度不良反应。 主要
表现在：人际关系紧张、抑郁、
焦虑、自杀及暴力倾向等。

王东分析， 造成未成年人
心理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首要
的是家庭教育缺失。 家长因孩
子在家时， 一些心理问题难以
发现，而开始群体生活后，就陆
续出现问题学生， 家长意识不
到这是心理问题，要么漠视，要
么强压，还有的不以为然，没有
寻求专业咨询解决的意识。其
次， 专业心理老师不专业及专
业机构稀缺也是其中的原因。

王东认为， 心理健康教育
需广泛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增
强心理健康意识。 相关部门应
大力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让群众出了心理问题具备主动
找专业心理咨询师帮助的意
识。针对学校活动基地，建立成
立新相关机制， 并配齐专业人
才， 并为每个学生建立心理健
康档案， 特别关注已经有心理
问题倾向的个体。 ■记者 李琪

近年来， 全国多地学校
接二连三被曝光“毒跑道”事
件刺痛大众神经， 引发社会
强烈关注。“两会”期间，多位
省政协委员建议， 在校园体
育设施健康发展方面， 进一
步完善技术、 监管和政策等
关键支撑因素。

加强行业创新与规范

“绝不能让不合格的体育
设施流入校园危害孩子们的
健康。”身为优冠实业集团董
事长，省政协委员钟高明从入
行起便深知这是一项重要的
民生工程， 首先要做到安全、
环保。他呼吁行业加强创新和
规范，为孩子们打造健康安全
的体育设施塑胶跑道。

“问题跑道”为何能进入
校园呢？钟高明说，部分企业
和项目选材用材规范性不
够， 直接导致项目落地后不
合格。另外，采购方、项目实
施监理单位等缺少化工方面
专业知识， 无力对塑胶跑道
的材料优劣进行辨别， 这一
漏洞也给了施工方在材料方
面做文章的机会， 在验收环
节， 采购方往往自行对塑胶
跑道的一些物理层面上做些
检查就算验收完毕。

钟高明建议， 在校园体
育设施建设过程中， 首先要
注重规划设计的规范性，杜
绝不专业设计， 遏制投标竞
标不规范操作。 在聚氨酯跑
道铺设的施工前、中、后都要

进行检测和监督。建议住建、
环保、教育、质监、体育等部
门要共同研究， 对校园体育
设施建设的质量标准、 施工
标准及行业标准进行系统完
善， 使其更具备可操作性与
可检测性。

建设一批“健康校园”

省政协委员、 岳阳教体
局副局长万五龙建议将校园
体育设施安全与健康问题的
综合处理工作，纳入省政府为
民办实事对市州考核，选择在
有基础的市州开展一批示范
应用工程。“可以由省教育厅
牵头，制定专门的造价预算体
系，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先行
建成一批健康校园。” 他还建
议，将“健康校园”建设纳入地
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省政协委员李舜也非常
关注塑胶跑道的质量安全。
他说，随着全民健身的需求增
多，包括自行车赛在内的许多
运动场地铺设与塑胶息息相
关，有关部门也应该加强规范
和监管，为老百姓提供健康的
运动设施。 李舜特别强调，针
对在建和拟建的塑胶跑道项
目， 各单位要对相关资料、合
同进行严格审查，要重点明确
质量与安全标准要求，注重规
划设计的规范性，在招标过程
中要择优选择有资质、 有信
誉、 有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
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记者 刘璋景 杨昱

奥运冠军多，为何体育品牌叫不响
体育界别政协委员提交集体提案，建议大力发展湖南体育制造业

当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创
立品牌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何选择突破口？

钟高明认为， 要加大对体育
设施用品制造业的关注力度，坚
决打击假冒伪劣。 建议出台强制
性的政策、法规，对体育制造业相
关企业和个人严加管理， 强力推
进诚信建设， 每年组织开展1-2
次体育产品质量专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各种恶性竞争违法犯罪
行为，维护市场公平，保护体育制
造业市场的良性运转。

在体育界别的这份提案中，
委员们建议， 打造优质体育制造
园区，充分利用“飞地经济”模式，
实现优势互补、 互惠共赢。“2018
年1月，新一批11个国家体育产业

示范基地、22家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单位等名单在全国体育产业发
展大会上公布， 上榜名录里湖南
仅有一家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
位，其他项目均为零。”建议省委、
省政府对健康体育制造业的发展
进行专题研究，抓好龙头带基地，
建立体育制造园区， 打造高端发
展平台，树立品牌；扶持、引导1—
3个省内体育制造业领先者上市，
推动其打造成全国规模大、 实力
强、影响远的体育市场品牌，引领
我省体育制造业加快发展。

同时， 提案建议引导企业自
主创新，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的
产学研合作， 同时注重自主研发
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重视
人才引进与队伍建设。

【现象】 湖南体育产业缺乏知名品牌

走进商场可看到， 市场上国
内外体育用品琳琅满目， 但叫得
响的湖南产体育品牌却不多，为
何出不了明星品牌?

同为省政协委员的湖南省体
育局局长李舜认为， 当前我省体
育制造业没有规模化、集约化，缺
乏整体的发展规划。 从事体育制
造、经营的企业有过万家，但产业
规模化程度尚低， 科研开发投入
不足，有相当一部分是小型企业，
规模偏小、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
的科技附加值低， 在产品研发方
面与其他省份的体育制造企业存
在较大差距。

由于监管相对薄弱， 部分生

产经营者在利益驱动下， 不按质
量标准和市场规范生产、经营，导
致体育产品制造业出现局部混
乱。 特别是校园跑道与市民运动
场塑胶跑道质量参差不齐， 掺杂
使假，以次充好，未经国家与地方
安全检测的问题比较突出， 影响
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李舜表示，2016年，湖南省就
出台了《湖南体育发展“十三五”
规划》，提出利用各地独特的自然
优势，加大“江、湖、山、道”全民健
身品牌活动，到2020年全省体育
产业总规模达到1000亿以上。从
现在的情况看，要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问题】 产业规模化程度低监管薄弱

【建议】 抓好龙头带基地，打造全国品牌

连线

“问题跑道”
不能久治不愈
建议五部门联动监督校园体育设施建设

支持企业加大产品、 技术、 服务与商业模式创
新，培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品牌……在1月24日开
幕的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如何振兴实体经济，
找准着力点，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明确清晰的答案。

省政协委员钟高明认为， 湖南有一大批奥运冠
军，却没有有影响力的体育品牌。其所在的体育界别
向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集体提案， 建议结合
湖南的优势条件，出台强制性的政策、法规，打造一
批湖南的品牌实体产业。 ■记者 刘璋景

李舜委员 钟高明委员 万五龙委员

·提案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