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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我们竞得土地1个小时

就取得了施工许可证，实现拿地与开工

‘双同步’。”海口市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

目首开区开发企业大华集团总裁朱录松

称赞海口营商环境的“高效”“便捷”，

让其在海南投资的信心更足了。

今年年初，海口市秀英区应急管理

局等7家单位的监管执法人员前往中石

化永万加油加气站检查，主动出示“监

督检查码”告知检查单位、检查内容、

检查人员等信息，开展“综合查一次”

联合检查。这是海南全面推行的“亮码

检查”，减轻经营主体负担。

近年来，海南坚持经营主体需求导

向，打造“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有诺

必践”的企业服务体系，强化问题解

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让营商环境成为海南自贸港

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在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

海南将推动出台“二线口岸”通关信用

管理、涉企监督检查等法规文件；新建

和提升离岸贸易信用监管、信用就医等

特色应用场景40个以上；开展规范涉企

执法专项行动，实施多个行业领域“综

合查一次”“监管一件事”。

海南营商环境该如何优化？“良好的

营商环境是吸引企业投资海南的关键因

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正大（海南）兴隆

咖啡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行政后勤部后勤

主管黄海文一直关注海南的营商环境，她

认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离不开国内外

优质企业的投资。“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吸

引更多的企业落户海南，让市场更有活

力，提升海南自贸港的综合竞争力。”黄海

文说，随着数智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

发展，海南可利用这些“新引擎”赋能营商

环境建设，推动政府治理升级。

“建议进一步加强大数据在优化营商

环境的应用，及时了解企业需求，将政策

拆解并向合适的企业推送，实现由‘企业

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提高政

务服务效能。”黄海文认为，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海南在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同

时，要提升制度规则的国际互认度，增强

海南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王
沁鸥、王镜宇、刘扬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体育元素出现在提振消费、加大保

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等多个领域。代表委

员们认为，这反映了体育的社会功能正在

拓展，“体育+”“+体育”模式正成为建设

体育强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

量。如何通过体育提高国际影响力、经济

生产力、社会亲和力、文化传播力和国民

“健康力”，是新时代体育工作者应当主动

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老委员”的新体会

“作为一个‘老委员’，感觉这两年体

育界别的工作思路一下打开了。体育工

作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体育工作者责任

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副主席杨扬说。连续担任第十三届和第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形象地将现在的

体育工作比作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医

卫、文教、科技、产业等多个领域的大门。

杨扬的履职历程也与她自己的观察

相呼应。一方面，作为供职于国际组织的

中国体育人，近年来她一直在思考如何通

过体育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建言献策。另

一方面，她的身影也常常出现在基层，去

年就多次参与了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

会组织的“冠军思政课”品牌活动，为孩子

们带来科学健身课和中华体育精神宣讲。

“体育强国应该是一个‘双强’的概

念。”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

育政策研究院院长鲍明晓说，“一方面，体

育领域自身要强，要在竞技场上不断取得

突破、为国争光。另一方面，体育推动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能力也要

不断加强，要从更多维度为国家发展添砖

加瓦。”

大产业的新机遇

鲍明晓的观察是许多代表委员的共

识，也正在多个领域成为现实。众多“体

育+”版块中，如何释放文化、旅游、体育

消费的潜力，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之一。

“精品赛事对文旅产业的拉动作用，

已经实实在在被感受到了。”全国政协委

员、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丁亚琳介绍

说，在去年武汉马拉松、“武网”等赛事活

动成功经验吸引下，今年湖北文旅集团旗

下的每个5A级景区都在策划以至少一

个体育项目为核心，打造赛事“IP”。

丁亚琳此次的关注点在于进一步促

进赛事经济发展，许多想法都产生于基层

的一线调研。“不同城乡对赛事的需求有

差异，应发挥好头部赛事的牵引作用。比

如，可以把预赛阶段或分站赛从头部城市

向下延伸，或者和群众参与性赛事形成互

动。”她说。

备受关注的冰雪产业讨论中，全国统

筹挖好这座“富矿”成为共识。全国人大

代表、无锡灵山文旅集团战略规划委员会

主席吴国平认为，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催生了南北联动、四季运营的产业新

生态，南方城市可通过“室内场景创新、南

北资源互补和科技绿色赋能”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

体育还可以成为促进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的前沿阵地，并为传统行业带来新机

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

管理中心主任王励勤说：“前沿技术正在

体育训练、赛事转播、运动康复中改变着

体育的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体育与科

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可以促进科研成果

转化，培育新动能。”

健身潮的深融合

多名代表委员表示，想要真正释放体

育消费市场的潜力，关键在于让体育成为

更多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提振体育

消费市场与构建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是相辅相成的两项工作。

“户外运动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应该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多向群众开放相关资

源。”鲍明晓说，一些体育公园、露营营地、

社区健身房，即便其本身为公共服务性

质，但如果设计合理，也能吸引其他业态

在周边落地，同样可起到以体育公共服务

带动消费生态形成的作用，最终达到经济

与健康收益的双赢。

而对于如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鲍明晓此次提出了推广社区

健身房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社区健身房可

与社区医疗服务站共同组成居民健康监

测和干预的“前哨站”。全国人大代表、山

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

所副所长杨蓉也建议，老旧小区在改造过

程中应走向精细化，将居民尤其是老年人

健身和健康的多元需求考虑在内。

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谢敏

豪感慨于体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功能的变化。他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体

育界别小组会议上提出，为了将新的精神

落在实处，应在报告中更多体现融合发展

的要求，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委员的认同。

软实力的大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

学研究所副所长厉彦虎呼吁“孩子们需要

在阳光下奔跑”。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发挥中华体

育精神凝聚人心、振奋国人的力量，在新

时代释放出更为强大的精神动能，在代表

委员间引发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竞技体育训

练管理中心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主任陶璐

娜认为，举办重大体育赛事、加强与国

际体育组织的合作等，是激发民族自豪

感、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

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表示，应当发挥优秀运动员的正向引领作

用，用体育锤炼青少年的意志、韧性、抗压

能力和爱国主义情怀等优良品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单县一中副

校长樊董伟说：“体育是一种让人受益终

身的教育，它的潜在功能应被更加充分

地认识到。”在单县一中，樊董伟为学校

排球队定了一个目标——“让每个孩子

有扬在脸上的自信、住在心里的善良、

留在心里的骨气和写在生命里的坚强”。

如今，体育的育人功能正受到越来

越多教育工作者的认可。

发力“体育+”促进“+体育”
——代表委员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体育力量

海南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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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享
受到了全周期跟踪服务，审批周
期比预期缩短了40%，效率很
高！”在国家能源集团港口有限
公司乐东港一期项目座谈会上，
项目负责人为乐东营商环境建
设局的高效服务点赞。该负责
人说，项目落地至今，感受到海
南欢迎企业投资的满满诚意。

近年来，海南高度重视营商
环境建设，推出系列政策措施和
创新举措，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取
得明显成效。2025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持续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让外资企业更好发展。今年
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让营商环境成为海南
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

南国都市报记者谭琦

海口秀英区应急管理局等7家单位的监管执法人员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