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 支队伍尧2000 名选
手袁城市漫步尧定向

徒步噎噎日前袁由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发起的 野红气球挑战赛冶走
进河南郑州袁选手们通过徒步加
搭乘地铁的形式袁先后打卡多个
地标性建筑袁并在途中完成心肺
复苏+AED操作尧 气道异物梗阻
处置尧外伤包扎等六项应急救护
任务遥

这是国内首个以应急救护

为主题的团队式徒步运动公益

赛事袁通过倡导野一起红气球袁快
乐学急救冶袁 让更多人在运动中
学习应急救护技能遥自 2021年 5
月 8 日首场赛事举办以来袁野红
气球挑战赛冶 已陆续在北京尧贵
州尧西安尧苏州尧阿尔山等 16 地
举办 22场袁 累计有 1万余人报
名参赛袁4000余名裁判和志愿者
为赛事提供志愿服务遥

近年来袁 我国持续推进应急
救护知识普及和培训工作袁 但在
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袁 应急救护
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率仍然处于较

低水平遥 经过五年探索实践袁野红
气球挑战赛冶 展示出了独特的吸
引力要要要其结合运动公益优势袁
在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慈善的同

时也让大家在运动中学习应急救

护知识并开展实操袁 有效解决了
真实生活场景中 野不敢救冶野不会
救冶等问题袁其可复制尧可推广的
公益模式也引发各界关注遥

模拟真实生活场景
激发公众参与和学习热情

学习急救知识并不是医务工

作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应该

掌握的基本生活技能。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

年心源性猝死者有 55万，平均每
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骤停突然

倒地。尤其在户外运动过程中，意

外发生的频次更高。发病后的 4
至 6分钟是急救的黄金时间，如
果能在这个时间内开展急救，则

有很大可能挽回生命。

如何以一种创新且公众乐

于接受的形式普及应急救护知

识并开展培训？这是相关部门及

机构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21年 5月 8日，第 74个世
界红十字日。经过前期系列筹备

工作，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

的首场“红气球挑战赛”在北京通

州开赛。当天，来自北京、天津、河

北、江西等地的 865名队员组成
173支队伍参赛，其中既有户外运
动爱好者，也有高校学生、职场白

领等，年龄跨度从 16岁到 70岁，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从背后环抱伤者，双手握

拳顶住上腹部，快速向上挤压。”

“先用夹板固定伤肢，然后用担

架搬运……”根据此次赛事设

计，参赛队伍以 5人为一组，他
们不仅要挑战徒步 21 公里，途
中还要协作完成应急救护六项

指定任务，包括知识问答、创伤

包扎、担架救援、心肺复苏、自动

体外除颤器（AED）使用、海姆立
克急救法等。

“‘红气球挑战赛’的实用性

很强，通过视频或者其他方式去

看去学习的话，在实操方面没有

支撑，不敢去操作，也不知道自

己行不行。参加完这个比赛可能

会更有底气，真正出现意外情况

的时候，也敢于大胆地去操作。”

在运动中学习应急救护技

能，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活动

设计，让这一创新公益模式一经

推出便受到各方关注。有参赛者

对此评价称，“在运动中能学到

相关急救技能，非常有意义。而

且整个赛事设计特别有知识性

和趣味性，我们都非常喜欢。‘红

气球挑战赛’让比赛不只是竞技

比拼，更是一次‘爱的行走’，为

普及应急救护理念贡献力量。”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应急救

护项目中心主任张延超表示，很

多意外都发生在运动过程中，特

别是随着近年来跑步、马拉松等

运动的热度不断提高，猝死事件

也时常发生。另外，很多人工作

压力比较大，他们会选择通过运

动的方式去释放压力，如果运动

方式不当会造成损伤，或者发生

中暑、心梗等意外。因此，对每个

人来说，掌握一定的应急救护知

识都非常重要。

不过，《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21年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应
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率仅有

1%左右，近年来在各方推动下虽
有所提升，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

平。此外，很多人即使学过应急救

护、参加过相关培训，但遇到特殊

情况还是不敢救、不会救。

“‘三救三献’是红十字会的

法定职责，也是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的主责主业，开展应急救护工

作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之

一。”张延超谈道，“结合上述原

因以及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较

低的现状，我们想通过一种喜闻

乐见的形式，加强应急救护知识

的普及。‘红气球挑战赛’其实就

是模拟真实的生活场景，让大家

在运动中学习急救知识并进行

实操，带动大家的学习兴趣和参

与热情。”

面向不同群体
城市尧校园尧企业全场景覆盖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提出，个人及家庭应掌握必

备的健康技能，如积极参加逃生

与急救培训，学会基本逃生技能

与急救技能；发生创伤出血量较

多时，立即止血、包扎；遇到呼

吸、心脏骤停的伤病员，会进行

心肺复苏……其中明确提到，动

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健康知识

普及工作。

作为“红气球挑战赛”的项

目牵头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应

急救护部部长曲永吉告诉记者，

为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这一

赛事，基金会目前只对参赛者做

出了简单限定，如，参赛者年龄

需在 16-65 周岁之间，身体健
康，能够开展长距离户外徒步，

同时也能够配合团队完成带有

一定挑战性的任务。不过，赛事

也会根据不同时间节点、举办城

市特点等因素，对参与者年龄及

活动难易程度等进行调整。

“区别于马拉松等路跑赛事

对参赛规模和影响力的要求，

‘红气球挑战赛’更适合在城郊

公园举办。而且由于赛事的公益

属性，也不会对举办城市的财政

带来额外压力，对于提升城市的

应急保障能力、带动文旅产业发

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项目工

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为吸引不同群

体关注并参与，扩大项目影响

力，除了面向社会的公众赛，“红

气球挑战赛”还设置了校园赛和

企业赛，甚至还能“送赛上门”。

工作人员说，“前期我们做了很

多调研，最初考虑的是举办公众

赛，但就整个社会层面来讲，我

们的影响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小，

因此也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和

尝试，将赛事带给更多人。”

2023 年 3 月，“红气球挑战

赛”走进云南鲁甸鹊落小学，以

寓教于乐的形式向孩子们普及

创伤包扎、心肺复苏、海姆立克

急救法等急救知识，鼓励孩子们

在遇到危险时敢于自救、敢于施

救。据悉，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

入中小学校园。

事实上，此次校园赛的举行

并非偶然。2014年鲁甸地震发生
后，相关企业向鲁甸灾区开展捐

赠，并全程参与援建鹊落小学。

此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及爱心

企业多次走进学校进行回访，并

升级关爱模式，“红气球挑战赛”

则成为物资捐赠之外，相关各方

关爱欠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的

一种具体展现形式。

而各方的不断碰撞也产生了

1+1>2的社会影响力。2023年 6
月，“红气球挑战赛·金赛特邀站”

在吉林长春举行。这是“红气球挑

战赛”自设立以来举行的首场企

业特邀赛事。作为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长期合作伙伴和捐赠方，此

次赛事在金赛药业厂区举行。

“每年 6 月是全国‘安全生
产月’，结合这个时间节点，很多

企业都会举行安全演练。作为基

金会的长期合作伙伴，金赛药业

十分看重‘红气球挑战赛’这种

创新形式，一方面能够带动员工

深入学习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

同时也能够和企业公益深度结

合，比单纯的安全演练更有趣。”

曲永吉说。

据悉，此次活动在长春举行，

邀请了吉林大学的学生参与，并

为该校捐赠了应急救护一体机和

开展急救培训。此后，有位参训学

生在学校期间突遇老师心脏骤停

猝死，他结合学到的急救技能，将

老师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在他

们看来，这虽然是偶然事件，但可

能也是活动最大的意义。

可复制尧可推广尧可传播
全面铺开不断提升项目影响力

自 2023年起，“红气球挑战
赛”陆续走进云南、河南、北京、

内蒙古、陕西等地的中小学及高

校，标志着该赛事实现了城市、

校园、企业全场景覆盖。“与此同

时，结合不同的时间节点，如杭

州亚运会、世界艾滋病日、中山

慈善万人行等，项目组还会有针

对性地设计相关赛事，目的也是

为了让更多人深入了解红十字

品牌、红十字文化和业务，得到

更多社会关注和支持，开展更多

业务。”工作人员说。

2023年 7月，为迎接即将举
行的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红

气球挑战赛”在浙江温州市瓯海

区奥体中心开赛。为充分调动全

民参与亚运会的热情，倡导公众

参与体育运动，此次活动面向公

众开放报名，同时联动当地红十

字系统协调百余支志愿服务队，

组织参与亚运测试赛以及马拉松

等服务保障，积累实战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影响力

逐步扩大，该赛事也成为展示红

十字精神、促进不同国家间青年

交流的渠道之一。

2023年 11月，“红气球挑战
赛”走进苏州，吸引了来自中日

韩等多个国家的千余名运动爱

好者参加比赛。这也是自 2021
年以来，首次由中、日、韩及多国

青年组队参与的赛事，让各国参

赛青年在运动中学习应急救护

知识，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与友

谊。此次比赛也成为“红气球挑

战赛”走向国际化的开端。

有专家指出，随着经济水平

的提升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

会结合自身条件参与一些户外

运动。而随着运动公益这种形式

逐步被大家接受，也能够进一步

激发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并转

化为对公益机构的捐赠，后续也

有可能发展成月捐，在捐赠人和

公益机构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

和粘性。

目前，行业内已有不少关于

运动公益的成功探索，如何体现

自身项目的独特性，成为摆在项

目组面前的一个不小的挑战。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

晓超也曾在多次参与赛事时表达

了对“红气球挑战赛”的期望，即

将该赛事打造成可复制、可推广、

可传播的参与式人道公益标杆品

牌，共同倡导“人人学急救，急救

为人人”的公益理念，提升社会公

众的应急自救互救能力，“一起红

气球，快乐学急救”。

不断扩大项目影响力，或许

是一个方向。记者了解到，2024
年，“红气球挑战赛”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铺开，仅当年就举办 10
场比赛，吸引了 7200余名选手
报名参赛，2100余名裁判和志愿
者提供志愿服务。

“对基金会来说，既要体现红

十字的业务特色，又要与社会公

众产生很好的关联，我们希望通

过这一赛事不断提升公众认知，

进而激发其主动学习急救知识的

热情。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赛事模

式做得更加完善，突出公益属性，

同时将比赛规模办得更大，进而

影响更多人。”曲永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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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气球挑战赛院一场运动与公益的社会实验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观 察

5月 10日袁野红气球挑战赛冶渊郑州站冤在郑州市如意湖文化广场开跑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