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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结束的年度体检中，8 岁男孩丁丁

（化名）测出 BMI25.9kg/㎡，超出了正常标

准，他还被查出有 3颗龋齿，其中一颗需要根

管治疗。平日里，丁丁酷爱甜食，虽然丁丁妈

妈有意控制，还约定了“糖果日”，但孩子常常

仗着爷爷奶奶的宠爱，一口气吃下许多蛋糕

和巧克力。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尤其是

儿童青少年人群超重肥胖患病率增长较快，

成为严重危害居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儿

童青少年肥胖与高糖饮食密切相关，糖的过

量摄入是导致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的重要原

因之一。帮助孩子控糖、减糖，是健康饮食的

重要部分。

在近期举办的健康食物与城市发展研讨

会上，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儿童青少年慢

性病防控科主任熊静帆分享了深圳含糖饮料

销售带来的健康警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

“温暖一平方”直播间对她进行了专访。

“糖泛滥”现象已成为影响儿童青少年

健 康 的 元 凶 之 一 。《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2022）》中指出，7 岁及以上年龄儿童和成

人每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小于 25 克，

最高不超过 50克。

其中，添加糖（或称“游离糖”）是指人工

加入食品中的糖类，包括单糖和双糖，不包括

天然水果中的糖和主食中的天然碳水化合

物。常见的添加糖有蔗糖、果糖、葡萄糖等。小

小一块甜品，含糖量或许已超出健康标准。

“糖是纯能量食物（几乎不含其他营养物
质——记者注），过量摄入添加糖，容易导致

肥胖。”熊静帆表示，儿童肥胖的危害不容小

觑，它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也是如高血

压、糖尿病、脂代谢异常、高尿酸血症等慢病

发生的高危因素。世卫组织报告指出，大约

1/3 的肥胖儿童和 2/3 的肥胖青少年最终会

发展为肥胖成人。“相较于正常体重者，肥胖

儿童青少年罹患慢性病的风险更高，因为他

们多数器官发育还未完全，相较于成年后发

病的个体，其病情更严重。”

肥胖是导致儿童发生Ⅱ型糖尿病的高危

因素。熊静帆指出，研究显示，肥胖儿童成年

后发生Ⅱ型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

的 2.7 倍，儿童期至成人期持续肥胖的人群

发生Ⅱ型糖尿病的风险是体重持续正常人群

的 4.3倍。

除了肥胖，糖摄入过量还会造成儿童青

少年诸多健康问题。例如，高糖会造成维生

素、矿物质缺失，引发骨质疏松，增加青少年

骨折的风险；甜食中的糖类物质会黏附在牙

齿上，不及时清除易形成牙菌斑，导致龋齿

发生；糖在体内的代谢需要消耗多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容易导致孩子维生素缺乏、缺钙、

缺钾……“糖过量毁全身”。

高一男孩刘畅（化名）最喜欢在打完篮球

后来一瓶冰镇可乐，“无糖饮料没有含糖的喝

起来爽”。刘畅掐指一算，今年暑假，自己平均

每周喝 5瓶。

《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科 学 研 究 报 告

（2021）》中披露，儿童青少年含糖乳饮料和含

糖饮料消费率分别在 30%和 25%以上，消费

率远超成人，儿童青少年已经成为含糖饮料

最大的消费群体。大量添加精制糖的含糖饮

料被多国认定为造成儿童肥胖的重要原因。

为孩子营造低糖、健康的食物环境刻不

容缓。于 2021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的《深圳经

济特区健康条例》，其中规定碳酸饮料的销售

者应当在货架或柜台上设置符合标准的健康

损害提示标识，分为儿童青少年不喝或少喝

含糖饮料标识、每日添加糖摄入限量标识、长

期过量摄入添加糖健康提示标识三类。一项

涵盖了 7396 名儿童青少年消费者的健康提

示标识设置抽样调查显示，看到过提示标识

的儿童青少年，更多会选择放弃购买或选购

低糖/无糖饮料。

今年 8月，上海市疾控中心也制定了《含

糖饮料健康提示标识试点应用及效果评估实施

方案》，在全市 159家试点商超及便利店开展含

糖饮料调研试验，通过悬挂具有警示作用的“红

橙绿”含糖饮料标识提醒消费者适当购买含

糖饮料。红色标识上写着“过多摄入添加糖可

增加龋齿或超重风险，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橙色标识提醒消费者“每日添加糖<25 克”。

绿色标识则提醒消费者“会看标签”，并列出

一张营养成分表，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含糖

饮料对健康的影响。

家庭食物环境也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

的重要一环。熊静帆表示，有的家长缺乏科学

食养知识，认为贵的就是好的，孩子喜欢吃的

就是好的，在食物采购上也比较容易受广告

的影响。

“部分家长还以含糖饮料、糕点糖果等

作为奖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孩子们

偏好高糖食物，不爱喝白开水，不喜欢吃全

谷物、粗杂粮和低油盐糖烹饪的食物等。”

熊静帆说。

“家长可以先行示范，带头不吃高糖食

物。”熊静帆认为，家长一方面应主动学习营

养健康知识、提升营养素养；另一方面也需要

为孩子提供学习、体验和实践的机会，营造家

庭健康氛围。如家长较少让孩子们参与食物

采购和制作，则不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

行为习惯。

中国营养学会于 2022年发布的《中国学

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提出，学龄儿童应

天天喝奶，足量饮水，不喝含糖饮料，禁止饮

酒。在学校层面，熊静帆建议将营养健康知

识技能融入“五育并举”之中，采取课堂教

育、劳动教育、同伴教育等多种方式，提升学

生营养素养水平。

“社会应该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健康成长

环境，比如限制高糖食物的商业广告，丰富健

康食物供给。”熊静帆认为，学校、家庭和社会

有责任和义务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方便可及的

健康食物和运动支持性环境，帮助他们养成健

康行为习惯。

营造健康饮食环境 帮孩子远离“甜蜜陷阱”

我国部分地区拟推出“红橙绿”含糖饮料分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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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
职业技术学校团委着力打造
新时代“五好新青年”，充分
发挥动员青年、引导青年、组
织青年、服务青年和培养青
年的基本职能，打造多元化
青年实训基地、青年创业孵
化基地，推出更多的盘职青
匠之星，联系更多的优质实
习实训岗位，为盘职青年提
供更多展示平台；建立健全

青年联络站，为盘职青年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带
领更多盘职青年踏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舞台；
鼓舞广大盘职青年不懈淬炼匠艺，精进技能，以

“千万锤成一器”的卓越追求，“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志，“千磨万击还
坚劲”的韧劲，培养技术骨干、行业先锋、青年工
匠，让奋斗的青春焕发绚丽的光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通讯员 笪天浩 涂新宇

这里似乎有太多的巧合——他们同是淮南师范学院 00后大四学

生，又都正在紧张地准备考研，一个被同学称为靠谱贴心的“暖心哥”，

一个是同学眼里开朗热心的“侠女”。他们都是在 18岁时开始献血、留

下了一颗宝贵的“生命种子”，他们又都在 2023年的秋季开学，接到了

千里之外传来的配型成功的消息。他们在 10月 12日同时踏上“献髓”救

人的征途，住进同一家医院，10月 17日当天，在一个采集室，同时完成

了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远方的两位少年点亮了生命之光。

“匹配成功就一定要去捐献。”面对采访时，刘春和胡敏君的回答也

惊人的相似。

“我们等了 3年，但有的患者却可能要苦苦等待一辈子！”2020年，

胡敏君在学校的一次献血活动中参与了骨髓造血干细胞捐赠的留样。

一晃 3年过去，今年 4月，正在备战考研的她突然接到淮南市红十字会

的电话，告知其血样与一名血液病小患者初配成功时，她像中了大奖一

样惊讶激动：“太惊喜了，能为别人带来希望，多有意义！”

救人于危难之中，对刘春来说，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初二时，春游活

动中刘春就毫不迟疑地跳入河里将同村的一个女同学拉上岸。他就这

样自己捡到了第一个“妹妹”。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他又救起了同村的一

个落水小女孩，再次成了大家称赞的“小英雄”。

“我真是幸运，跟孩子有缘，前面捡了两个小妹妹，这次又捡来一个

小弟弟，完美！我可不是独生子女了！”刘春笑着解释，得知与一名刚满

10岁的男孩匹配成功，他感觉“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联想到那个

小患者是多么痛苦和不幸，自己一定要去救这个小生命。

10月 17日，他躺在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的病床上，看着机器在

静静地运转，将他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地采集出来。“我现在感觉良

好，没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可以帮助到别人，确实有一点自豪吧。”他说。

“如果只是有一点点难受，就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这是

非常值得的。”10月 17日，胡敏君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她本是一个清秀的南方女孩，就读于淮南师范学院计算机学院，却

常被同学们称为“君哥”。一头短发，一身中性休闲装，爽朗的笑声，干练

的言行，一副“侠女”的气魄，“侠肝义胆”的她目前是淮南市年龄最小的

干细胞捐献者。

2023年 4月，胡敏君接到了淮南市红十字会告知她初配成功的电

话。她爽快地答应了捐献。“如果因为考研放弃了这次救人的机会，我可

能会后悔一辈子。”时间又过去了 3个月，由于患儿的病情尚未稳定，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劝慰她耐心等待。小患者的病情始终反反复复，直到 9
月底才确定下来，胡敏君在 10月中旬进行捐献。而此时，考研复习迎来

了关键时刻，“对我来说，考研还有机会，但生命只有一次。只要条件允

许，我一定要捐献！”胡敏君说。

事实上，在淮南师范学院，之前就曾有两名大学生完成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值得一提的是，在淮南师范学院校园内，有全国第一所建在高

校的市级好人馆——淮南好人馆，淮南籍“中国好人”张宝捐献造血干

细胞跨国挽救韩国青年生命的事迹，也陈列其中。

“这些好人的事迹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心中早早埋下了一颗真善美的种

子。”刘春说。

太多的人生巧合最终汇聚成生命的光芒

□ 冯宁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朱娟娟

从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现场返校 10 多
天了，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级翻译专

业本科生李佳盈仍常常想起赛场上，和老

师、伙伴们为赛事做翻译的那段宝贵时光。

在这个 00 后大学生看来，这是一次

特别的历练，“也为青春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亚运会赛时新闻服务（AGNS）是亚

运会媒体运行的核心工作之一，是亚组

委的“官方通讯社”。在本届亚运会上，湖

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受邀作为中方文字团

队牵头单位，选派 16 名师生参与 AGNS
工作。

3 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湖北大学这 16
名师生，与 23名来自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共同完成

了新闻信息翻译、译审等工作。

翻译之前，成为“球迷”

今年 4 月底，正在备战外研社辩论赛

的李佳盈接到了入选杭州亚运会新闻信息

服务（翻译）团队的邮件。一结束比赛，她就马

不停蹄投入译前准备工作，“要观看相关赛

事规则、新闻，熟练掌握一些项目的技巧、战

术，至少得成为‘球迷’”。

第一次培训会上，吕奇老师将 16名师

生分为 3个小组，分别从赛制、项目发展历

史、杰出运动员等八个方面搜集中英双语

专业术语和背景资料。

“国际赛事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对跨学科

综合素养要求很高，既要懂语言、精翻译，还

要通体育、晓传播。杭州亚运会 40个大项，

可能只有像足球这样的极少数项目，队员

们才敢说‘熟悉’，其他项目要在短时间内

从陌生到熟悉，也颇具挑战性。”吕奇回忆。

学生队长、2022级翻译硕士邢伟康主

动揽下棒垒球、皮划艇、电竞等难啃的硬骨

头。从平均 500 页的大赛信息报告里一行

一行找，从国内到国外、中央媒体到地方媒

体的相关报道里一个词一个词积累，加上

每周的保留项目——实战演练、学习打卡，

让邢伟康在图书馆泡了一整个暑假。

负责带队的译审老师们完成自己的任

务后，还需要逐字逐句检查学生整理的项

目资料是否齐全、新闻翻译是否准确、语言

修辞是否适切……并不时抽查学生演练。

两个月的准备时间里，这支平均年龄

不到 25 岁的团队为杭州亚运会制成涵盖

40 个大项、61 个分项、481 个小项的近

5万双语词条的术语库。

亚运会开幕前，团队提前一周多时间

抵达杭州参加集训。李佳盈感到了一种没

来由的紧张。

在模拟翻译环节，她接到的第一篇稿

件是 100余字的赛事回顾稿。“一个单词一

个单词地核对，生怕有一点纰漏。”由于对

自己翻译的成稿准确度不够自信、怕犯错，

这种平时只需要 10分钟就能完成的稿件，

她翻译了近 1个小时。

“初次参与大赛信息服务的学生首先

要学会克服心理障碍，敢于和老师交流意

见。”在吕奇的鼓舞、指导下，同学们很快

“进入角色”。

推开语言那扇门，文化因
交流而互通

9月 23日，亚运会正式开幕，主媒体中

心大厅人声鼎沸，媒体记者几乎同时进入

工作状态，电话声、交流声、出镜记者现场

采访声交织在一起……衬得 AGNS中文总

编室更加安静。

湖北大学的这16人团队，分别从事译审、

翻译、机动记者、短视频助理等工作。其中，吕

奇担任整个AGNS中方文字团队主管。

邢伟康第一天翻译了 20余篇稿件，动

辄数千字的赛事回顾、满篇专业术语的冷

门项目都没有难倒他。但一周后，邢伟康碰

到难题，板球比赛的赛后采访中，运动员提

到的新战术，邢伟康不确定应该如何正确

表意，他向吕奇求助。吕奇建议他自己去和

外方专家交流，向他们请教。

但看着英文总编室里低头工作的专

家，邢伟康心里有点打怵。“他们会理会我

吗？我能把问题讲清楚吗？”这些担忧困在

他心头，让他有些不敢迈出第一步。

吕奇见状，打趣道：“小伙子要去见心

上人啊，这么紧张。”邢伟康红着脸否认后，

吕奇接着说：“放轻松，你是队长，当然要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高强度的工作，从前方记者到后方中、

英文编辑团队，很难保证完全不出错。“这

时候沟通很重要。”译审老师吴术驰鼓励

同学们。起初是由译审老师去和外方文字

团队交流，后来，学生也主动开始和外方

专家沟通。

“无论是学生译员还是我们译审老师，

都从中学到很多。中间那扇门打开的时间

越来越多，来去穿行的频率也明显增加。我

们从各干各事的‘隔绝’状态走向相互交

流、相互合作。”吴术驰说。

翻译团队的敬业与专业也得到了运

动 员 的 认 可 。吕 奇 向 48 岁 的“ 体 操 传

奇”丘索维金娜介绍团队刚刚翻译了她

比 赛 的 相 关 报 道 ，她 对 吕 奇 竖 起 大 拇

指，欣然和翻译团队合影。“感谢你们让

我 被 中 国 观 众 认 识 ，也 让 我 认 识 了 中

国。”丘索维金娜说。

“中国心外国语”，既锤炼
专业素养也传递中国声音

在亚运会整个赛时工作中，湖北大学团

队所参与的 AGNS中方文字团队在 INFO
系统中发布稿件总量超 4500条，平均每天签

发翻译稿件 300篇，最高时达到 400篇，每篇

稿件依类型和长度需要在 5-10分钟内完成

翻译，3-5分钟内完成译审和签发。

能够迅速找到工作节奏，进入状态，并

出色完成工作，离不开翻译团队师生多年

的专业锤炼和底蕴积淀。

2009年，湖北大学组建口译队；2022年
整合笔译队、外语宣讲队，正式命名为“译

心向党”翻译与传播团队。团队先后为中国

外文局翻译院、北京冬奥组委、湖北省科技

厅、武汉电视台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行

业机构、社会团体做同声传译、洽谈翻译、

文献资料翻译及字幕翻译和配音等工作。

近年来，包括 2019 年武汉军运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2年《湿地公约》第

十四届缔约方大会、2023中非创新合作与

发展论坛等在内的数十场大型活动的文字

翻译和口译服务，也都有湖北大学“译心向

党”翻译与传播团队的身影。

“10 多年来，无论是杭州亚运会这样

的顶级赛事，还是湖北武汉武昌区的科创

活动路演项目，我们的要求和标准从来都

没有变过。”“译心向党”翻译与传播团队口

译队指导老师常言说。

这支团队也从最初不足 10 人的口译

队伍，一步步扩充为口译、笔译、传播宣讲

全面发力的 60余人团队，并持续吸纳更多

翻译人才加入。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向

杨介绍，培养一支思想素质过硬，熟练掌

握各类语言、信息服务业务的翻译团队

是“译心向党”翻译与传播团队成立的

初衷；能够在不同平台积累实战经验、

展示自我，不仅有助于学

生 专 业 能 力 和 个 人 素 质

的提升，“ 更是一堂如何

向 世 界 传 递 中 国 声 音的

思政课”。

这群大学生翻译官的亚运时间

在杭州第19届亚运会上，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16名师生，受邀参与亚运会新闻信息服务工作，提供译审、翻译等服务。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刘春（右）和胡

敏君在捐献后合影

留念。 陈 彬/摄

山东高速威
海发展有限公司
团委始终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
局，持续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抓
牢思想引领，以
青 年 理 论 学 习
小组、主题团日
等为载体，加强

政治学习，提升组织向心力；抓实岗
位建功，立足青年建功项目，在重要
节日节点开展保畅保通志愿服务，
提升组织号召力；抓好服务帮扶，送
关爱、送活动下基层，强化青年专业
技能，提升组织凝聚力，以青春梦
想、担当精神汇聚企业高质量发展
青春力量。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

市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副书记 李进

山东高速威海发展有限

公司团委书记 刘海鹏

上海某长租公寓实施

“人脸识别”制度且不提供门

禁卡或其他进门识别方式，

引发住户担忧个人信息安

全。虽公寓方称此举旨在增

强安全，但上海市虹口区人

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官调查发

现，公寓在收集和管理人脸

数据时存在多个漏洞，未为

住户提供完整的数据处理信

息，且数据储存不安全。经过

检察建议，公寓采取了多项

整改措施，增设了其他进出

方式并加强了数据安全管

理，但仍存在部分安全隐

患。相关行政部门正进一步

督促落实整改。目前，相关

公寓已将门禁系统电脑改为

内网运行，删除远程协助软

件，并建立陌生人脸信息定

期删除制度。 漫画：程璨

进门先“刷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