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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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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画卷，56枝鲜花花团锦簇活
色生香；这是一部史诗，56个篇章一脉相承
气贯长虹；这是一曲琴谱，56个音符同频共
振宛转悠扬，奏响民族团结乐章。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将于 9月 8日至 16日在郑州举行，56个
民族约 7000名运动员如约而至，本届运动
会共包括17项竞赛和194个表演项目。四
年一度，民族体育之花再次绽放中华大地。

留驻记忆花有重开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群众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
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健身、娱乐活动，也
是民族文化、生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它承载着民族记忆，有些曾在光阴流转中
遗落，又经共同努力被拾起。

珍珠球是一项具有满族特色的传统体
育运动，作为民间游戏流传至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由于历史变迁，这项运动本已
失传。为了发扬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大批
专业学者和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对珍珠球进
行发掘整理和规则制定。

在 1986 年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珍珠球首次亮相。1991
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上，珍珠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珍珠球是模仿采珠人劳动演变而来，
反映的是采蛤蚌、取珍珠的场景。”本届运
动会河南代表团珍珠球队满族队员黄悦帆
说，接触到这项运动后，对相关历史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早期珍珠球运动的相关规则已无从考

证，现代珍珠球运动是经过加工整理形成
的，跟篮球有较多相似的地方，有着较强的
对抗性、竞争性和趣味性。与篮球不同的
是，球员要把球投入自己队的持网人网里
才算得分。

和珍珠球起源类似，壮族民间传统体育
项目板鞋竞速也承载着一段民族记忆。相
传，明代倭寇侵扰我国沿海地带，广西百色
地区的瓦氏夫人率兵赴沿海抗倭，曾经以板
鞋训练士兵之间的团结性和协作能力。

如今，板鞋初始的严肃军纪功能褪去，
但步伐一致、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核却保留
了下来，演变成日常的娱乐游戏并流传至
今。2007年，三人板鞋运动正式成为第八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
目，并根据比赛的特点定名为板鞋竞速。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体育老师白洋
说，体育项目是承载民族记忆的形式之一，
从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
来，不断有民族传统表演和娱乐项目被发
掘和发展，并逐渐成为运动会比赛项目，赋
予民族传统体育以新的生命力。

交融共享花团锦簇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成功
举办 10届，不断有独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
动被增加为表演和竞赛项目。随着参与人
数的增多，这些项目不再为某个少数民族
专有，而是被中华民族共享，民族体育之花
进入了花团锦簇的繁荣时代。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是民族运动会毽球
的比赛场地。获得 2018 年河南“毽王”公
开赛亚军和第四名的黄子洋和梁诚海出现

在这里并不奇怪，但他们二位却并非在此
备战运动会。

“我们是汉族，还是做陪练更合适。”梁
诚海和黄子洋幽默地解释道。其实，从侗
族、苗族、水族的手毽演化而来的毽球属集
体项目，规则允许汉族选手参赛，但有人数
比例之限，“赛场外也能发光发热。”二位高
手说。

梁诚海和黄子洋认真、无保留地陪练，
团队和睦友善，彼此如战友般亲密。蒙古
族选手连仁辉因学练类似排球扣杀的“踏
球”动作，还把黄子洋尊为半个“师父”。

本届民族运动会还有不少毽球这样的
集体项目，自然少不了场上场下各民族运
动员间的团结互助。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就对各民族
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将
自己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拿到全国体育运
动会上展示，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对推动民族体育事业发展，增强民
族团结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溯历史，1953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仅有13个民族的395名运
动员参加。如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解放军、新疆建设兵团的 34 个代表
团、7000 多名运动员参赛，竞赛和表演项
目空前丰富，这项赛会已然成为中华民族
的大联欢。

未来已来花开不败

56 个民族 56枝花，时至今日，无论参
赛人数还是比赛项目，民族运动会都早已
今非昔比。竞赛项目不仅有竞技性，更具

有观赏性，一些竞赛项目适度调整后风靡
全国，民族健身操就是其中一项。

“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很多民族都
有自身在本地区形成的较为流行的健身操
舞，多以当地的一个或多个民族舞蹈元素
为主，注入体育健身的肢体动作创编。”据
河南民族健身操代表队教练孙凯介绍，还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整动作难度，因
此有很好的推广基础，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在民族成分居多的云南，每年定期开
展健身操舞比赛，其所创编的有白族霸王

鞭健身操、哈尼族健身操、佤族健身操等；

在四川藏族聚居区，有以藏族锅庄舞为主

要舞蹈元素的健身操；在湖南、湖北的土家
族聚居区，有以土家族传统摆手舞为基础
创编的土家摆手操，不少都已经成为百姓
广场健身活动的重要内容。

健身操风靡全国是因为好看和有益身

体健康，还有一些竞赛项目因趣味性而被

广泛接受，例如“打陀螺”。早在新石器时
代，一些遗址留下的儿童墓葬中就发现了
石制和陶制的陀螺，可见当时就有这种游
戏。如今这项古老的运动已成为一项深受
人们喜爱的健身活动。

“还有很多体育项目都起源于娱乐，比
如空竹球脱胎于空竹，玩的人多了就有了
成为比赛项目的基础，可以通过不断地完
善规则提升活动的对抗性、趣味性和观赏
性，去年已经纳入河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竞赛项目。”白洋说，很多民族体
育项目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因亲民而
更有生命力，要注重传承培育，争取“让中
国的成为世界的”。

民族体育之花盛开中华大地
新华社记者 李亚楠 牛少杰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9月8日将在郑
州盛大开幕，本届运动会共设17个竞赛项目以及表演项目，
除了竞赛项目中的民族马上项目和表演项目中的马术、赛骆
驼已于7月在呼和浩特分赛场举行之外，其余项目均于9月
9日开始陆续在郑州10个赛地的16个场馆展开角逐。

■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比赛项目：民族武术 ★时间：9月9日～11日
郑州奥体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58.4 万平方米，包括“一

场两馆”，即 6万座的体育场、1.6万座的体育馆及 3100座
的游泳馆。奥体中心整体设计理念取“天地之中、黄河天
水”之意，采用“品”字形格局，以东西向为主轴，形成南北对
称的布局，体育场、体育馆与游泳馆造型方圆中正，周围环
境像黄河水一般环绕。本届运动会的民族武术比赛将在新
建的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

■郑州市体育场
★比赛项目：木球 ★时间：9月9日～15日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郑州市体育场，不仅承办过多次

国际、国家和省级大型赛事，还举办过不计其数的全民健身
活动。翻新后的市体育场将给来自全国各地运动员提供优
良比赛环境，也会给郑州市民在运动会后提供一个更加舒
适的健身、休闲场所。

■郑州市体育馆
★比赛项目：民族健身操 ★时间：9月10日～14日
郑州市体育馆馆内分上下两层，上层是比赛大厅，观众

席设在比赛大厅东西两侧，装有悬挂式座椅，容纳观众
3000余名。可常年进行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健身
操（舞）、武术等 10余项体育比赛和健身活动。今年 5月，
郑州体育馆开始升级改造。“变形”后的郑州体育馆有了崭
新的灰色外墙，明朗而厚重。馆内竹木纤维板墙体结实环
保，灯光明亮，座位整齐，原来的旧仓库、空置间改造成了媒
体中心、运动员更衣室、裁判员休息室等配套房间。

■郑东新区龙湖水上基地
★比赛项目：龙舟 ★时间：9月9日～11日
★比赛项目：独竹漂 ★时间：9月13日～14日
郑东新区龙湖水上基地的建设以满足赛事需求为前

提，提倡绿色运动的设计理念。比赛用的主码头采用组合
式板块拼装，可根据裁判组和运动员赛事需求进行调整。
龙湖水域面积约5.6平方公里，湖面相当于50多个如意湖，
平均水深4.5米，最深处为7.5米，总库容2680万立方米，蓄
水量相当于两个半西湖。

■河南工业大学
★比赛项目：蹴球 ★时间：9月9日～16日
★比赛项目：高脚竞速 ★时间：9月9日～15日
★比赛项目：板鞋竞速 ★时间：9月9日～15日
位于郑州高新区的河南工业大学，将承担蹴球、高脚竞

速和板鞋竞速等三个竞赛项目的比赛。其中，蹴球比赛在
体育训练中心进行，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的比赛将在田径
场举办。经过升级改造后，目前，河南工业大学比赛场馆已
完全具备比赛使用条件。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比赛项目：毽球 ★时间：9月9日～15日
★比赛项目：陀螺 ★时间：9月9日～15日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承担毽球和陀螺两项比赛。毽球

比赛场地设在文体会堂。文体会堂看台位置 1950 个，有
四块正规比赛场地，两侧还可容纳 500 名观众和工作人
员。距文体会堂不远处的室外篮球、排球场，将作为陀螺
比赛的场地。整个比赛场地包括 8块比赛场地和 2块训
练场地，其中看台位置约为 800 个，总占地面积约为
11000平方米。

■郑州大学
★比赛项目：花炮 ★时间：9月9日～14日
★比赛项目：民族式摔跤 ★时间：9月9日～15日
★比赛项目：押加 ★时间：9月9日～15日
本源体育场
进行花炮比赛的本源体育场位于郑州大学主校区内，

2012年 8月竣工。本源体育场是一个以教学为主，兼做训
练比赛的综合性乙级体育建筑。可容纳 17000人，在主看
台及周边看台设有巨型罩棚，可以有效遮挡雨水和阳光。
场内有标准的田径场，配套设施齐全。

中心体育馆
进行民族式摔跤的中心体育馆，2004年 12月开工建

设，2008年 8月 10日竣工。中心体育馆是一个以教学为
主，兼做训练比赛的综合性乙级体育建筑。地上3层，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总席位数5300位。

室外排球场
押加项目将在郑州大学室外排球场展开对决，为了符

合押加比赛要求，郑州大学室外排球场进行

了改造，相关配套设施围网、墙壁、路面都进行了整修。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比赛项目：秋千 ★时间：9月9日～14日
★表演项目 ★时间：9月9日～14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将承担秋千竞赛项目、表演项目和

颁奖晚会，届时参赛、服务、观赛人员将达 5万人次。参赛
的全国各地运动员将带来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俗活动。

秋千场地
作为民族运动会唯一只限女运动员参加的秋千项目，

对场地和器械的要求极高。尽管去年承办过河南省第八届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仍按本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标准安装秋千架，重新铺设草坪，绿化面积达
1100平方米，安装了300个座位的移动看台。

室外体育场
进行部分表演项目，学校在原有的塑胶跑道和草坪上

进行打桩、挖沟等改造，主席台进行钢模处理，两侧安装了
900个观众座椅；主席台对面加装两个LED大屏幕，用来做
相关宣传片的播放和记分工作。

室内体育馆
进行部分表演项目，场馆升级改造均按直播标准进行，

裁判员会议室、器材存放室、媒体工作间等功能房间设备严
格按照标准执行。此外，室内体育馆 9月 15日晚还将进行
表演项目的颁奖晚会。

■郑州师范学院
★比赛项目：珍珠球 ★时间：9月8日～16日
郑州师范学院综合训练馆位于新校区西南角。训练馆

分为教学用房、小球类和体操类训练场馆以及游泳馆三大
部分，设有球类馆、游泳馆、健身房、篮排球馆等。郑州师范
学院对综合训练馆实施多个内容的改造，包含照明、空调、
遮阳、消防设施、安保系统、网络、功能性用房、比赛场地维
护等。将场馆原有金卤素灯改造为LED灯组，场馆采用变
频多联机空调系统。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比赛项目：射弩 ★时间：9月9日～14日
市十一中行健馆建成于 2005 年，地下是个标准游泳

池，地上是室内篮球馆。经过十几年的使用，行健馆的建筑
和设施都存在破损老旧的情况，借着本届民族运动会射弩
比赛在这里举办的契机，学校对整个场馆进行了改造升级，
现在的场馆在外观、功能以及布局上会更加美观，更加完
善，更加合理。

开赛在即 10赛地整“妆”待发
本报记者 王文捷 文 白韬 丁友明 廖谦 周甬马健 宋晔 图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 王文捷）9月 7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城市火炬传递仪式将在郑州举行。作为火
炬传递活动准备工作中的最重要环节——火炬手培训工作，5
日在郑州人民警察培训学校进行，123名火炬手接受了全方位
的培训。

5月 8日，本届运动会的火种采集仪式在登封观星台完成，
随后开始了历时 121天的互联网传递，9月 7日，火炬将进入城
市实地传递阶段，并在9月 8日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9月 7日的火炬城市实地传递由起跑仪式、火炬传递、收火
仪式三部分组成，线路全长 8.7公里，以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为
起点，郑州二七纪念塔为终点。

共将有123名火炬手参加传递，其中56名是来自全国的各
民族代表，67名由河南省和郑州市选拔、推荐产生。届时，56位
民族代表和 67位各界火炬手交替传递，寓意 56个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火炬手的选拔上，也充分体现出先进性、典型性、代表性
的特点，涵盖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战士、各界劳模、
行业专家、运动员、环卫工人和残疾人代表等各行各业杰出人
物。他们当中包括了担任第一棒的89岁的战斗英雄张利修、担
任最后一棒的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感
动中国人物”王金宽、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虎美玲等人，央视著
名体育节目主持人沙桐也回到家乡，担任第122棒火炬手。

作为所在行业的杰出代表，这些火炬手们平时都是事务缠
身，但为了火炬传递活动的顺利进行，他们全部准时出现在培训
现场，无一缺席。根据安排，每个火炬手当日的跑动距离为 70
米，看似很容易完成，但整个活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影响到活动效果，因此组织者专门邀请
了相关导演、专家对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讲解。包括火炬的构
造、使用方法、交接棒需要注意的问题，乃至上、下车的次序这些
细节全部涵盖在内。随后，火炬手们还进行了实际操作，熟练掌
握了火炬的使用技巧。

据悉，9月 7日之前,还将举行本次火炬传递仪式车队演练、
开跑仪式及收火仪式演练等。9月 7日当天，河南卫视将对火炬
传递仪式进行全程直播。此外，观众还可以通过本届运动会的
官网、中原网的直播平台心通桥、郑直播、今日头条、新浪、网易
等50多家网络平台的直播收看活动盛况。

火炬9月7日实地传递
123名火炬手接受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