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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冠！ 美的变频空调成功卫冕

引领行业开启全变频化时代

晨报讯（记者 王雪）8 月 30 日，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2011 冷冻年度空

调白皮书》，美的变频空调以超过 36%的市场占有率，继续蝉联变频空调销量

冠军，成功登顶变频空调三连冠，变频王者霸气尽显，震撼业界。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淀，美的于 3 年前发动变频空调普及风暴，开启中国

空调行业的变频化时代，自此，美的一直称霸变频空调行业。 业内专家指出，

美的变频空调能够持续领跑市场，关键是掌握和打通了整个变频空调技术产

业链，从直流变频压缩机、直流无刷电机、变频控制芯片、变频控制算法到变

频整机的制造工艺和品质管理， 美的变频空调都通过技术创新全面掌控，形

成足以傲视同行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自 2009 冷年强势切入变频空调市场， 美的变频空调在行业内掀起了震

撼性的变频空调普及风暴。 随着三年来的推广普及，变频空调的发展趋势得

到业界的一致认可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同，加上高能效定速空调的节能惠民补

贴在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取消，成为变频空调全面普及的催化剂。2011 冷

年迎来了变频空调爆发式增长的高速普及期。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 冷年变频空调销售量占整体

空调比例已经达到 38.68%。 从 2008 冷年的不足 8%到 2011 冷年的 38.68%，

是美的引领变频空调行业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跨越。中国家电营销委员会副理

事长洪仕斌指出，如果没有美的的持续推动和强势引导，中国变频空调的普

及进程还要等很久。

作为变频空调最坚定的推广普及者， 美的变频空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

“变频化”普及浪潮中，始终是那个高高立于潮头的变频王者，连续三年销量

冠军的成绩引得业界连连惊叹，今年还宣布计划在三年内淘汰国内定速空调

的生产。美的变频空调能够连续三年取得这般震撼业界的成绩，除了在产能、

品质、服务等方面的前瞻性布局以外，更重要的是美的变频空调构建了全产

业链竞争优势。

空调行业“全变频化”进程的推进在 2011 冷年取得瞩目的成绩，美的变

频空调三连冠的佳绩只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 2012 冷年，美的把变频空调销

量目标定位为 1500 万套，进一步扩大变频空调的市场份额。 同时，美的变频

空调将继续发挥其行业影响力，引导空调行业从变频产品的升级，迈向变频

产业链的升级，打造震撼全球的中国变频产业链，推动中国实现从变频制造

大国向变频技术创新大国的转变。

长生源：让大家吃上健康、安全的绿色有机食品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我们长生源绿色有机食

品特产店的经营宗旨是做食品良心工程，通过健康、安

全的绿色有机食品和全国各地特产， 让大家享受真正

的田园生活。 ”9 月 4 日，长生源绿色有机食品特产店

经理王宵说。

据悉，长生源绿色有机食品特产店是鹤壁长生源杂

粮食品有限公司的旗舰店，主要经营绿色有机食品及全

国各地特产，包括长生源与北京食品研究所养生专家共

同研发的各种养生粥，以及长生源在湖北宜昌高山深处

自种的 2 万亩有机大米。该店经营的有机食品包括各类

有机杂粮、有机紫薯粉条等。 为方便市民购买各地土特

产，长生源还经营山西沁州黄小米、西藏牦牛肉、内蒙古

风干牛肉、大兴安岭野生木耳、猴头菇、松茸、梅花鹿茸、

人参、椴树蜂蜜、黄柏蜜、松子、榛子、太行山特产菌类以

及北京特产驴打滚、艾窝窝、京八件等。

据王宵介绍， 有机食品是指原料来自有机生产体

系，并根据有机认证标准生产、加工，获得权威认证机

构认证的纯天然食品及加工品。 有机食品最显著的特

点是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禁止使用农药、化肥、食品添加

剂、转基因技术，比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有更高的质

量要求。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食品安全关注

度的提高，不施化肥、不添加任何化学制剂的有机食品

很受青睐。

“目前，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非常受消费

者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完善、贴心的诚挚服务，全力推

动有机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 ”王宵说。

9 月 2 日， 四季

青集团与工商银行

举行银企洽谈会，商

讨银行与中小企业

深度合作，建立长效

机制 ， 实现共同发

展。 工商银行将为四

季青农产品批发市

场的商户提供更加

优惠便捷的融资渠

道， 推动产业资本、

金融资本全面对接，

开创合作共赢的新

局面。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向“带头大哥”刘明祥

致敬！ 但凡成功施救的范

例，都有一个挺身而出的人

充当“主心骨”，起到稳定人

心、加油鼓劲的作用，并组

织有效的自救行动，以赢得

时间，配合外部营救活动！

王志庆 新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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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 18 名弟兄生命的那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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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

局部小雨，偏北风 2 级到 3

级，温度 19

℃

到 22

℃

。 夜里

到明天阴有小到中雨。

预计本周内我市多阴

雨天气，全市有一次较明显

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时间

在周二到周四。本周内阴雨

日数较多，最高气温将明显

偏低。

今天部分气象指数，紫

外线指数 ：一级 ，辐射强度

最弱；人体舒适度 ：早中晚

为四级，感觉适中。

更多天气资讯，请拨打

12121。

国人 10年增长体重

相当于西方人 30年

2010 年国民体质

监测 公 报 显 示 ，

成 年 人 越 来 越

“没劲儿”

■

建议

全民健身开销

地方要舍得投入

此前，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

中曾不无忧虑地说过：“有些地方的干

部还不够重视， 还不舍得把必要的财

政投入到全民健身的开销上。 而目前

我们接受监测的群体中，高血压、高血

脂的人还不少，这很让人担忧。 ”他称，

我国国民的身体素质情况不容乐观 ，

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 《全民健身条

例》任重而道远。

而针对学生群体在体制健康方面

所存在的问题，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

贵仁表示，教育部将围绕教育规划纲要

的贯彻落实， 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促

进学生体质与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一是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

时的校园体育活动；二是建立和完善学

校体育卫生工作保障机制；三是建立健

全推进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机制，把减

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四是努力

改善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目前全国各高校都呈现急剧扩大

的趋势， 很多高校动辄 4 万

～

5 万名在

校学生。 这不像一个中小学 1000 多人

可以到操场上锻炼，几万人如何集体锻

炼，如何安排体育活动，这都是我们未

来需要讨论研究的课题。 ”杨贵仁表示，

想加强学生体质健康， 既有学校的因

素，也有家长和社会的因素。 杨贵仁说：

“我们尤其需要家长的支持。 很多家长

总考虑加强孩子智力的发育，想培养出

天才学生，而忽略了体质的发育。 没有

家长和社会的支持，仅靠学校的改善是

无法将这项工作真正完成的。 ”

杨贵仁提出， 将加强幼儿园的保

健工作也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 防止

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防止近

视率向低年龄层次扩散的趋势。

（据新华社电）

检测数据显示，2010 年，成年人和老年人超重率

分别为 32.1%和 39.8%，比 2005 年分别增长 3.0 和 4.2

个百分点， 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肥胖率分别为 9.9%和

13.0%，比 2005 年分别增长 1.9 和 1.7 个百分点。

“过去 10 年，国人的增长的体重几乎等同于西方

人在过去 30 年增长的体重。 ” 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群众体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梅说。

王梅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前，国人的体重一直偏

瘦，西方都说中国没有体重问题。但改革开放之后，特

别是近 20 年以来，国人的肥胖率和超重率大幅增长。

不论中小学生，还是成年或老年，国人超重与肥

胖率都在持续增长。 王梅表示：“肥胖和超重是全球

性问题。这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化有很大关系。比如

以前我们是走路、骑车上班，而现在很多人是开车或

乘坐快速公交上班。此外，我们工作中的体力活动也

大幅度减少，再加上摄入的能量又高，很容易导致肥

胖和超重。 ”

肥胖、超重会导致诸多慢性病，王梅建议想要减

肥的人要注意吃、动两方面平衡。“一要全面营养，膳

食平衡，二要坚持中小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和

慢跑”。

王梅建议人们在体育锻炼中应注重全面性和科

学性。“锻炼要有针对性，针对自己的目标，比如减

肥、锻炼耐力、柔韧性。 ”

2010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2 日上午公布。 据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体质总体合格率持续上升，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有所改善， 但国民体质健康方

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如各年龄段人群的超重与肥

胖率持续增长，“过去 10 年，国人的增长的体重几乎

等同于西方人在过去 30 年增长的体重。 ”

三成以上成年人和老年人超重

王梅介绍，与上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相比，反映

生长发育水平的身体形态指标有所增长， 反映肺活

量、台阶指数等的身体机能指标大部分也有所提高，

而反映力量、柔韧性等的身体素质指标则有升有降。

“与 2005 年相比，2010 年国民体质总体合格率

(即达到‘合格’以上标准的人数比例 )有所增长，这

种增长的趋势在不同年龄、 性别以及城乡人群中均

有所体现。 ”王梅说。

与此同时，国人特别是 20 岁至 59 岁的成年人，

在柔韧性、 绝对力量和爆发力方面与之前相比也有

所下降。 体现力量耐力的俯卧撑和一分钟仰卧起坐

等指标的平均数， 自 2000 年以来呈持续增长趋势。

2010 年，成年人的身体素质中的握力、背力、坐位体

前屈等指标平均数略低于 2005 年，更低于 2000 年，

呈持续下降趋势。

按通常的理解， 随着营养的丰富和锻炼意识的

提升，这些身体素质指标应该随之增长才对。但王梅

解释说：“近几年，人们的体育锻炼意识虽然增强，但

在进行体育锻炼时，人们往往更重视有氧锻炼，对力

量和柔韧度的锻炼相对不够重视。 ”

对力量和柔韧度锻炼不够重视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介绍说， 参加这次

调研的学生人数达到 34 万多人， 涉及 31 个省市的

27 个民族。中小学生主要是指 7 岁

～

18 岁年龄段的

学生，调研显示，反映下肢爆发力的立定跳远成绩、

反映身体柔韧度的坐位体前屈和反映耐力素质的耐

力跑等项目比 2005 年有部分提高，反映力量素质的

握力成绩全面提高。

但在中小学生体质状况出现好转的同时， 大学

生人群的身体素质仍旧延续下滑的趋势； 中小学生

营养过剩的情况普遍， 超重和肥胖比例城乡都持续

增加；而在所有年龄层，近视的比例都在上升，而且

有向低年龄层次扩散的危险。 杨贵仁说：“虽然全国

学生体质总体有提升，但提升效果不明显，某些个别

方面还有下降趋势，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的状况仍旧

很严峻。 ”

调查发现， 中国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普遍低于

中小学生， 大学生过多地将时间用于上网 、 看电

视、玩游戏机。 教育部在切实落实“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 ”中，一直比较重视对中小学的考核 ，

对高校的要求还不到位。 高校体育工作的问题也

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 还没有切实可行的改善

对策。

大学生锻炼普遍低于中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