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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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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 3 个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顺
利通水就要 5 年了。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
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顺利通水，一渠清水沿
京广铁路线西侧北上，开始润泽缺水的河
南、河北、北京、天津。

昨日，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报道的部分媒体记者来到荥阳市
古柏渡，参观南水北调穿黄口。

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
宏大的穿越大江大河的水利工程，是整个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标志性、控制性工程，其任
务是将中线调来的长江水从黄河南岸输送到
黄河北岸，向黄河以北地区供水，同时在水量
丰沛时可向黄河相机补水。

记者们登高望远，参观了工程穿黄口，并

观看了介绍工程有关情况的文字和图片，纷
纷为这项伟大的工程点赞。

北京青年报记者褚鹏告诉记者，这次从
北京来到郑州，能够亲眼看见南水北调穿黄
工程，内心特别激动。“我家住在北京西城区，
以前饮用的是地下水，水质虽有保证，但矿物
质沉淀相对较多。自从喝上了南水北调的
水，水质更有保障了，过滤壶也下岗了。现
在，我们拧开水龙头就能喝上甘甜的丹江水，
幕后是这么多人多年奋战的结果。”褚鹏感
叹，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定有许多默默付出的
幕后英雄，丹江水让我们甜到了心里。毛主
席当年的设想终于成为现实，今天来郑州能
够有幸看到南水如何神奇地穿越黄河，真的
是不虚此行。

全国媒体记者感受郑州“新气象”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文/图

9月13日，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全国媒体代
表，到中原西路绿道、黄河博物馆、古
柏渡南水北调工程穿黄处等地进行实
地采访，体验郑州的生态之美，探寻黄
河之魂，感受郑州的“新气象”。

一个传承着荣耀的
名字——“查干扎那”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昨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民族式摔跤项目进入后半程，除搏克外，且里西、绊
跤、希日木、北嘎、格五个跤种的比赛落下帷幕，共决
出25项一等奖。内蒙古队作为该项目的传统强队，
共包揽了9项一等奖。

在获奖名单上，记者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内蒙古队中，“查干扎那”，这个名字出现了三次，
而且都是不同跤种的第一名。更有意思的是，内蒙
古队教练的名字也叫查干扎那。

原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草原上，蒙古族历
史悠久的传统节日——那达慕大会在蒙古族人民的
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草原上孩子们的偶像都是最
勇猛的摔跤手，看到优秀的前辈摔跤手后就会去模
仿他们，各自代表一个著名的摔跤手进行比赛。而
大人则用这些摔跤手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命名。

“这 3个队员的父母都是在我最盛名的时期有了孩
子，他们为了让孩子像我一样，就给他们起名叫‘查
干扎那’。我的名字也来源于一位草原英雄摔跤
手。”内蒙古队教练查干扎那告诉记者，“查干扎那”
在蒙语里指白色的大象，象征着力量。

谈到这 3个与自己同名的徒弟时，查干扎那笑
道：“孩子们都是老实的牧民，不抽烟不喝酒，很自
律。这次比赛发挥得不错，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传
承了老一辈摔跤手的光辉与荣耀，正将民族传统文
化一步步发扬光大。”

除内蒙古队外，西藏队获得 5项一等奖紧随其
后，吉林队凭借高超的希日木摔跤技术获得 3项一
等奖，广东队拿到两项一等奖，河南、河北、天津、陕
西、四川、甘肃等队各收获1项一等奖。

9月 14日、15日，郑州大学中心体育场将上演
搏克项目4个级别的角逐。

9月 13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独竹漂比赛
在郑东新区龙湖水域开幕。虽然
受大风天气影响，但参赛队员纷纷
发扬体育精神，克服易落水、易偏
航、易打滑等因素，在斗智、斗勇、
斗天气中完成比赛，完美诠释了独
竹漂这种源于生活、勇于面向大自
然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当日上午 9点，独竹漂 60米项
目正在激烈地角逐。较前两日，天
气虽然转晴，但大风却不时将湖面
吹起阵阵波浪。

独竹漂全靠运动员的平衡能
力，风向虽然对于赛道是顺势，但
由于带点侧风关系，使得不少运动
员不知不觉中就偏离了航道，更有
不少队员因为风势而直接掉入水
中，但他们并不气馁，选择重新爬
上独竹漂继续奔向终点。

最终，海南队选手何国润获得
女子组60米一等奖，云南队选手卢
应文获得男子组60米一等奖，重庆
队选手韦杨遮获得女子组 100 米

一等奖，贵州队选手胡朝贵获
得男子组100米一等奖。

在中原大地找到
宾至如归的感觉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

13 日下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组委会，在郑州奥体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
发布会，就参加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云南代表
团、湖北代表团的参会情况和民族事业发展情况
进行发布。

据云南代表团副团长、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副主
任李正洪介绍，云南代表团共计 545 人（含少数民
族代表 16人、观摩团 30人），其中竞赛项目领队、
教练、运动员共 246人；表演项目领队、编导、运动
员共 212人。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云南代表团参
加了所有 17个竞赛项目的比赛，组织了 10个表演
项目参加比赛。截至 13日下午，云南代表团竞赛
项目共获得 9 个一等奖，26 个二等奖，17 个三等
奖。表演项目也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的
比赛中，云南健儿将以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和
最佳的竞技状态，在赛场上顽强拼搏，赛出水平、
赛出友谊，努力实现云南代表团“安全、团结、精
彩、节俭”的参赛目标。

“这次到郑州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我有很深
的感触，郑州非常重视民族体育事业，基础设施建
设、场馆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组织、服务高标准，
给各参赛代表队在中原大地取得良好成绩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李正洪接受采访时说，“郑州发展变
化很大，城市管理水平高，在当好东道主方面，郑
州充分体现出了中原人民的热情、好客，虽然是从
边疆到内地，但是在中原大地上也感受到了宾至如
归的感觉，让参赛人员实现了把‘驻地’当成‘主
场’的比赛愿望。”

“湖北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56个民族俱全，是
全国 8个既有自治州又有自治县，还有民族乡的省
份之一。”据湖北代表团秘书长，湖北省民宗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吴红娅介绍，此次湖北代表团组团规模
达 402人，为历届之最，少数民族人员共 262人，占
代表团人数的 65%，占运动员人数的 69%。在本届
全国民族运动会上，湖北省代表团参加11个竞赛项
目和8个表演项目的角逐。

截至13日下午，湖北代表团在蹴球、民族武术、
陀螺、板鞋竞速、龙舟、民族式摔跤、高脚竞速项目中
获得1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22个三等奖。

据湖北代表团表演项目总教练、三峡大学体
育学院教授任丽萍介绍，本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比上一届整体水平提高了很多，今后
将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学习，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将民族性、传统性、观赏性、体育性、群众
性融为一体，充分展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示湖
北健儿风采。

独竹漂比赛首日
运动员斗智斗勇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文 记者 周甬 图

感受生态廊道之感受生态廊道之““美美””
昨日早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实地

探访中原西路绿道建设。
走在中原西路南侧的银杏道上，路两边绿意

正浓，美女樱开得正艳，树状月季也很吸引眼
球。一群老人正在悠闲地练太极拳，慢行步道和
自行车道上不时有散步或骑行的市民经过。

郑州市的生态廊道建设从 2012年开始，中
原西路是我市第一条生态廊道。中原西路西起
荥阳界，东至西三环，全长约 11公里，北侧绿线
宽度 50米，南侧绿线宽度 80米~120米。人们
走进中原西路，首先看到的是由机动车道路面
组成的“灰带”，接着快车道两侧是由绿化带和
行道树共同构成的“绿带”，再向外是由三排银
杏树组成的景观慢步道。

为了方便市民骑行，中原西路在绿线范围内
设计了慢行步道和自行车道，同时，慢行步道和
自行车道相互分离，行人和骑行者在组团花灌木
与林荫树间穿行，真正达到人车分离，快慢分离。

有了样板后，郑州的生态廊道建设进入了
“跑步前进”的阶段。郑州在总结国内外廊道建
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廊道建设的基本思路：
在城市“组团发展、廊道相连、生态隔离、宜居田
园”的布局下，通过中心城区到县市、到新市镇、
到乡村，用交通道路相连，两侧建设20米~50米
的绿化廊道。廊道里建设有自行车道、人行步
道，配置公交港湾、休闲驿站，实现“公交进港湾、
行走在中间、辅道在两边，休闲在林间”，达到交
通、人行、绿化、生态的和谐统一。截至目前，全
市生态廊道建设绿化累计完成30748万平方米，
相当于140个碧沙岗公园。

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和在这里晨练的老人
聊起来，听他们讲述生态廊道给自己带来的生
活享受。

津云传媒体育记者谢力强说：“今天看了郑
州市生态廊道，总体感觉很震撼。廊道的长度、
宽度都能够满足各类人群的健身需求，包括栽
种的植物的品种也非常丰富，能做到三季开花，
四季常青，感觉工作非常细致。从一个侧面也
体现了郑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如果没有强
大的经济支撑的话，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投入
去改善民生，让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

到了黄河之都，怎能不去了解母亲河？
成立于 1955 年的黄河博物馆成为全国媒体
记者全面了解黄河知识的好去处。

黄河博物馆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以黄河
为专题的自然科技类博物馆，现有藏品 1万
余件（套），涵盖历史文物、自然标本、书画、
音像图片四大类，已初步形成了具有黄河特
色的藏品体系。该馆基本陈列以“华夏国脉
——黄河巨龙的缩影”为主题，通过珍贵的
文物标本、历史文献、图片等，辅以模型、场
景、雕塑、幻影成像、三维动画、互动体验等
生动展示了自然黄河、人文黄河、历代治河、
当代治河以及新时期治河新理念与实践等
内容。陈列分为序厅、流域地理、民族摇篮、

千秋治河、治河新篇、和谐之路等六个展区。
在黄河博物馆，媒体记者认真听讲解，看

视频和文图介绍，了解黄河的“前生今世”。
山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严斌听着讲解，

不停地用手机拍照。他说：“今天上午参观了
黄河博物馆，感觉这个馆里展示的有关黄河
的知识特别全面，从黄河的发源、变迁到治理
等，让我们对母亲河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
认识。我觉得，黄河的治理史也可以说是中
华民族的奋斗史，我们一直在寻找人与自然
的平衡点。新中国成立之前，黄河灾害频发，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
70年来黄河没有决堤，黄河沿岸的人民安居
乐业，这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体验母亲河之体验母亲河之““魅魅””体验母亲河之体验母亲河之““魅魅””体验母亲河之体验母亲河之““魅魅””

看南水北调穿黄工程之看南水北调穿黄工程之““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