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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余佳琪黄媛艳）7月31日，为期

3天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同心畅享”系列活动——“民族

团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在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落幕。

12支全国优秀摔跤队“以跤会友”，在比

赛中赛出了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充分

展示了民族体育的独特魅力。

本次比赛中，共设有搏克（蒙古族式

摔跤）、且里西（维吾尔族式摔跤）、格（彝

族式摔跤）、北嘎（藏族式摔跤）、绊跤

（回族式摔跤）、希日木（朝鲜族式摔跤）

六个比赛项目。其中，搏克（蒙古族式摔

跤）项目包含男子团体、男子个人、女子

团体以及女子个人四组比赛，其余五个

民族式摔跤项目均分别设立62公斤级、

74公斤级、87公斤级以及87公斤以上的

组别比赛。

海南省代表队共派出15名运动员

参赛，共收获2个一等奖、8个二等奖、3

个三等奖，分别为：获绊跤74kg、绊跤

87kg一等奖；格87kg、北嘎62kg、绊跤

62kg、绊跤87kg以上、希日木87kg以

上（2个）、搏克女子个人、搏克女子团体

二等奖；且里西62kg、且里西87kg以

上、搏克男子团体三等奖。

“海南省代表队这次收获颇丰。”

在海南省代表队领队领队符明智看

来，在本次比赛中，海南代表队与高

手过招，积累了经验，收获了良好的成

绩，也收获了与其他优秀运动员交流

切磋的机会。

民族式摔跤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

浓厚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因时、因地、因

习俗而形成，是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开

展的所有摔跤活动形式和规则体系的

集合。自1953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始，摔跤就成为其比

赛项目。今年11月，第十二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三亚拉开帷幕，

民族式摔跤比赛将在三亚市第一中学体

育馆和体育场举办。

“民族团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在内蒙古收官

海南代表队收获13个奖项

搏克项目比赛现场。王荣荣摄

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记者党朝
峰实习生安露瑶）为加快建设具有较

强服务功能和辐射能力的国际航运枢

纽，鼓励和吸引航运物流企业在海口

注册、新增运力、新辟航线和发展集装

箱运输业务，海口市出台《海口市促进

航运业稳定发展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将于2024年8月23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办法》明确，对在海口市行政区

域内从事散杂货船运输、集装箱运输

和相关航运物流企业进行扶持。

《办法》规定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其中，新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稳定运

行的集装箱班轮航线均可享受相应补

贴，金额从50万元至600万元不等。

南国都市报8月 1日讯（记者 黄
婷）7月28日，第21届“叶圣陶杯”全国

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在江苏省盐城市颁

奖。其中，海口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黄

海获得大赛最高奖项“全国十佳小作家

奖”，他是20年来在该赛事中唯一获得

该奖项的海南省中学生。

据了解，“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

作文大赛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

文学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中学生》杂志社和盐城市盐都区人

民政府等联合承办。

据悉，本届大赛分高三组、高一高

二组两个阶段进行，共有2000余所学

校、80余万学生参赛，最后评出“全国

十佳小作家奖”10名，特等奖50名，一

等奖1600名，二、三等奖若干名。

“叶圣陶杯”从2005年第三届开始

设立“全国十佳小作家”的评选，至今已

经推出了200多位文学新苗。

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记者 刘孙
谋 文/图）8月1日上午，在海口市西秀

镇博养街旁，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

指挥部基地项目03地块主体工程封顶。

据了解，该项目共包含三个地块，占

地面积约162.58亩。整个项目功能包含

办公研发用房，会议中心，企业形象展

厅，油气调控中心，勘探作业指挥中心，

地学仿真模拟中心，多媒体教室，档案

馆，以及配套的食堂、职工公寓等生产生

活设施。

项目建设规模为25.14万平方米，概

算总投资36.17亿元。项目建成后可容

纳海油系统驻琼单位共3680人办公。

最高奖励600万元
海口出新政加快建设国际航运枢纽

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

03地块主体工程封顶

海口中学高一学生黄海

荣获“全国十佳小作家奖”
项目施工现场。

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记者 李绍
远通讯员柳雨杉张明青文/图）小手握

着纸扇浸入漆料的瞬间，流动的色彩铺

满扇面，摇曳的不止清凉，更是诗情画意

……近日，在东方市大坡田小学内，孩子

在返乡支教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学

习国家级非遗项目漂漆扇的制作方法。

漂漆扇是基于非遗大漆工艺开发的

一种现代创新工艺，因运用大漆颜料来

制作，所以被称为漆扇。漆扇是以扇子

为载体，运用国家级非遗漆染工艺手工

染制而成的艺术品。

7月下旬以来，大坡田暖乡青年志愿

者协会联合琼台师范学院“‘支’援乡兴·

‘教’暖人心”乡村振兴团队以及西京学

院“束草之约·椰椰童行”志愿服务队到

大坡田小学开展为期12天的“微光炬火·

点亮童心”暑期支教活动，为当地孩子们

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文化盛宴。

“这个像地球！”“这个像灯笼！”“那

个像落叶！”……校园内，来自琼台师范

学院的志愿者张勇帅引导学生各自挑选

自己喜欢的扇子、书签，排队选择喜欢的

颜色，将漆料滴入提前准备的一盆水中，

轻轻地搅散，然后慢慢地将纸扇和书签

完全浸入水中，确保着色充分。待水分

干后，等候一旁的大学生、志愿者帮忙写

上毛笔字，孩子们独一无二的作品就算

是正式完成了。

“快看，我的扇子好漂亮！老师说它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年级的学生符

芷菡兴致勃勃地向其他小朋友展示着自

己的新作品。而四年级的学生卢瑞凡小

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扇子对着阳光使其能

更快变干，在阳光的照射下扇面仿佛放

出无限光芒，扇柄上的流苏穗子随风飘

扬，他的眼里满是期待。

来自西南大学的志愿者柳雨杉是第

三次返乡支教。她告诉记者，“此次招募

了35名大学生志愿者，比去年更大、更多

元的团队让开设非遗课程成为可能。学

生在学习非遗技艺的同时，也锻炼了创

造能力和审美能力。”

此次暑期支教活动开设的非遗课程

不止漆扇，还有书法、八段锦等。

东方返乡大学生将非遗文化带进乡村课堂

孩子们体验漆染工艺感受非遗魅力

小学生在支教大学生带领下制作漆扇。

参加第21届
“叶圣陶杯”全国中
学生新作文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