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叉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冲高震

荡，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涨跌不一，沪指强

势收出8连涨，深成指逆势微跌，盘
面上超3100只个股上涨，房地产、化
工板块表现较好。截至收盘，两市
涨停超80只，跌停3只。技术上看，
沪指继续收于5日、10日均线之上，
两市合计成交9995亿元环比萎缩；
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时
均线附近，60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
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在国家队积
极护盘的背景下，市场继续保持强
势震荡反弹的走势，深成指和创业
板指也基本结束三日的调整，出现
止跌迹象，美中不足的是两市成交
再次跌破万亿水平，不过由于各股
指5日、10日均线出现金叉，后市大
概率出现中阳线。期指市场，各期
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减少，各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综合
来看，沪指8连涨彰显国家队护盘决
心，由于外围消息面利空边际影响
减弱，政策利好有望加速出台。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4.63元均价
买入爱建集团（600643）63万股，之
后以4.66元均价卖出63万股。目前持
有华创云信（600155）130万股，鲁信
创投（600783）60万股，爱建集团
（600643）180万股，创元科技（000551）
36万股，陕天然气（002267）60万股，电
投能源（002128）26万股，山河智能
（002097）75万股，卫星化学（002648）
30万股。资金余额2943272.37元，总
净值49874072.37元，盈利24837.04%。

周五操作计划：卫星化学拟先
买后卖做差价，爱建集团、创元科
技、山河智能、华创云信、电投能源、
陕天然气、鲁信创投拟持股待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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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好
消息——

新一批文献遗产列入《世界记忆名
录》，世界记忆再添宝贵财富。其中包
括我国申报的《随州曾侯乙编钟》《少林
寺碑碣（566—1990）》，以及我国与斯里
兰卡联合申报的郑和遗存《布施锡兰山
佛寺碑（1409年2月15日)》。

“世界记忆名录”是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的，旨在实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法中规定的保护世界文
化遗产的任务，促进文化遗产利用，提
高人们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

其所指文献遗产不仅包括纸莎草
纸、羊皮纸、棕榈树叶、木片、石片、纸张
等传统载体，还包括录音、电视电影作
品和数字媒体等新型媒体。

新增的三位中国“成员”保存
着怎样的记忆？

武汉东湖之畔，湖北省博物馆，“曾
侯乙”展厅内，三层八组65件青铜编钟的
原件悬挂在曲尺形的铜木钟架上。其上
清晰可见的铭文，令参观者流连忘返。

曾侯乙编钟铭文是目前已知唯一
的中国先秦官方音乐理论文献，以声音
和文字相互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多
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

河南嵩山，少林寺碑碣（566-1990）
现存499通，呈现出1424年较为完整连
贯的石刻历史文献序列。其内容涉及政

治、经济、宗教、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
既见证了少林寺的形成与发展，也真实
记录了中国与印度、日本、韩国、蒙古国
等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进程。

目光移向海外。在斯里兰卡首都
科伦坡，国家博物馆主展厅正中的“镇馆
之宝”来自中国——这座“布施锡兰山佛
寺碑”是600多年前由明代著名航海家郑
和下西洋时所立。其上记载郑和船队在
此巡礼圣迹、布施香礼的碑文，至今仍清
晰可见，常有游客在此驻足欣赏，感受穿
越悠悠历史的友好刻印。

本次入选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包括本次入选的文献遗产，我国目
前已有《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南京大
屠杀档案》等18项文献档案入选《世界

记忆名录》。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意味着
它们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也成为全
人类共同的记忆财富。

为文化档案的保护与传承注入新
的动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建立
《世界记忆名录》、授予标识等方式宣传
这些珍贵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对它们实
现有效保管和抢救，进而促进这些人类
遗产的广泛应用。新加入的中国“成
员”也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为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宝
贵经验——

本次入选的《少林寺碑碣（566—
1990）》及《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409年
2月15日)》都反映着历史上不同文明之
间的交流对话，在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的
包容性、和平性的同时，更有助于丰富
世界记忆遗产的多样性、展现人类文明
的和谐共生。

“文化交流合作是国与国建立合作
关系的最坚实基础。”斯里兰卡外交、
外国就业与旅游部副部长鲁万·拉纳
辛哈表示，此次申报成功是两国文化
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有
力提醒着我们，两国拥有着相同的记
忆、相通的历史，这是维系两国人民友
谊的纽带。”

据悉，以此次《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1409年2月15日)》入选为契机，斯里兰
卡和中国将继续在考古、教育和旅游等
领域进一步合作。 据新华社

“我家孩子才9岁，这半年长了20
斤”“孩子胖了，非常不喜欢动”……近
期，首都儿科研究所成立医学体重管理
中心，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向医生咨询
体重管理意见。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
比例持续上升。超重肥胖，不仅会影响
孩子身体健康，还可能带来焦虑、抑郁
等心理问题。

“小胖墩”扎堆

首都儿科研究所内分泌科副主任
宋福英一边翻看检查报告，一边耐心地
向一位家长解释：“身高1.44米，体重63公
斤，BMI指数超过30，孩子已处于肥胖范
围，这对他的健康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的《体重管理
指导原则（2024年版）》指出，我国居民
健康状况总体改善的同时，超重肥胖问
题日益突出。有研究预测，若该趋势得
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
胖率将达到31.8%。

“小胖墩”增多是全球普遍现象。
近期，英国《柳叶刀》杂志刊发的一项研
究显示，全球青少年儿童肥胖问题正在
持续升级，预计到2050年，将有约三分
之一的青少年儿童面临超重或肥胖，数
量将达约7.46亿。

宋福英说，超重肥胖儿童往往合并
多种代谢紊乱问题，高尿酸血症发生率
在37.6%至64.5%，非酒精性脂肪肝达
23%至77%，高脂血症、糖代谢异常、高
血压的比例也不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更是占到了59%。

专家指出，根据研究，41%至80%
的儿童肥胖可延续至成年，成年后患心
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大大增加，
同时伴随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为何越来越胖？

“小胖墩”扎堆，潜藏不可忽视的健

康危机。记者走访多地，探究这一现象
背后的原因。

——吃多动少。
“学习压力大，久坐时间长。”山西

太原进山中学体育教师朱晓红观察
发现，目前很多孩子在校运动量依然
不足。

“孩子超重肥胖往往是总能量摄入
过多、饮食结构失衡导致的，不少肥胖
儿童也会营养不良。”宋福英说，吃饭速
度过快、吃太多零食、睡前吃过多食物
等都是孩子们常见的不良饮食习惯。

“胖了就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胖，
形成了恶性循环。”北京儿童医院临床
营养科主任黄鸿眉说。

——家庭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儿科主任李敏在门诊中看到，有些“小
胖墩”来就诊，同来的父母看起来也是
超重或肥胖的体型。

“体重跟基因、家庭生活习惯、健康
管理意识都有关系。”李敏认为，家长的
认知尤为关键。有的家庭平时的饮食
习惯就是喜欢吃高盐高糖类食物；有的
家长急于让孩子快速减重，采取节食等
不当方式，导致孩子肌肉含量减少、营
养不良。

——观念误区。
“受传统观念制约，有的家长还存

在观念误区。”宋福英表示，一些家长依
然有“要多吃、吃得好、越胖越健康”的
理念，他们往往认为小孩肥胖没关系，
长大了自然会瘦下来，殊不知饮食习惯
一旦固定就很难改变。

有研究显示，预计在2025年至2030
年间，我国农村儿童肥胖检出率将超过
城市地区。专家指出，传统观念和养育
方式可能是农村儿童肥胖的重要诱因。

——环境因素。
“如今，各类零食层出不穷，宣传铺

天盖地，诱导性很强。”黄鸿眉表示，孩

子们往往会被形象可爱、味道可口的高
糖、膨化食品所吸引。

此外，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和外卖、网购的普及，正在逐渐改变孩
子们的作息习惯；生活变得更便捷的同
时，也让青少年儿童更容易接触不健康
饮食。

相关部门和各地出台系列举措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的《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要求，中小学、幼
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
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
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
糖及高脂食品。

广西近日发布的义务教育学校学
生餐营养配餐指南提出，6至14岁中小
学生餐平均每天提供的食物种类不少
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结合学生营
养健康状况和身体活动水平科学配餐，
确保平均每日食物供应量达到标准的
要求。

学校对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防控
至关重要。北京市近期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
干措施》，提出打造效果显著的体育
课、大力开展学生班级联赛等八条举
措，让校园体育充分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山西
省体育发展条例》要求，学校应当将在
校内开展的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教
学计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接，保
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
时体育锻炼。

“体重管理不仅涉及膳食和运动，
更重要的是提升健康意识和健康素
养。”黄鸿眉说，家庭、学校、社会需要协
同配合，构建涵盖食品监管、教育评价、
城市规划的系统体系，助力孩子们健康
成长。 据新华社

喜报！世界记忆名录新增三位“中国成员”

“小胖墩”为何越来越多？

4月17日在湖北省博物馆拍摄的随州曾侯乙编钟。新华社发

这是位于少林寺的《达摩一苇渡
江像》碑（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