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传统盛会
——写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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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亚10
月22日电（记者王
晖余、许仕豪、刘博）
椰风海韵，碧波银
滩。海南三亚，第十
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迎
来倒计时一个月的
重要节点。

时钟拨回1953
年，全国民族形式体
育表演及竞赛大会
在天津举办，这是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的前身，为
这项新中国历史最
悠久的全国性综合
运动会拉开了序
幕。71年来，这项
赛事不仅发掘和传
承了传统体育文化，
更成为各民族展现
风采、增进交流的大
联欢。

当前，赛会各项
组织工作已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一个
月后的南海之滨，将
见证这项传统盛会
焕发出的别样新意。

践行新理念：
力争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双赢”

当“最年长”的运动会遇上年轻的

自贸港，三亚希望交出一份具有新意

的答卷。自2018年申办成功以来，东

道主在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等部

门的统筹指导下，紧扣“节约、精彩、绿

色、科技、人文”的办会理念，力争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场馆是办赛基础，场馆建设集中

体现着本届运动会的理念。本着简约

办赛的原则，本届运动会以三亚市现

有场馆场地为主，19座场馆经过修缮

提升，已陆续交付使用。位于三亚国

际体育产业园、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等地的场馆，在闭

幕后将为当地群众留下宝贵遗产。此

外，运动会相关活动所使用的道具，如

道旗、海报等，均为重复利用物料，于

细微处体现简约、绿色的理念。

科技元素是本届运动会一大亮

点。在本月进行的采火仪式上，以可

燃冰作为燃料的火炬引人注目。据介

绍，这是“探索二号”科考船为运动会

采集的可燃冰，由潜航员通过保压取

样器采集并带回陆地。火炬设计团队

表示，这象征科技的力量，也寓意海南

自贸港发展的无限潜力。本届运动会

还开启了“科技奇妙之旅”，市民

游客打开小程序“相约民族运动

会”，选择城市、定制专属AI形

象、上传照片、

传递火炬，便

可“解锁”自己

的火炬手形象，成

为一名“数字火炬手”。

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在筹

办运动会的过程中，三亚焕发新颜，城

市规划和人文气息都得到很大提升。

近年来，借助“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

三年行动”“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

等规划，三亚正在以日进日新的城市

交通、城市环境、城市管理和城市面

貌，向各地来宾展现欢迎姿态。与城

市提升形成合力的是市民的踊跃支持

——8000余名志愿者，上千名定岗保

障人员，鹿城洋溢着“人人都是东道

主、人人都是参与者”的浓厚氛围。

挖掘新玩法：
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焕发生机

当传统的民族体育文化遇上现代

的竞技形式，势必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本届运动会设有18个竞赛项目和约

170个表演项目，从各民族传统生产生

活方式中发掘整理体育项目，进而传承

发扬，成为赛事一大看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陆续挖掘整

理的上千个传统体育项目中，多半来自

少数民族，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正是发掘和传承这些“活化石”的重

要平台。本届运动会新增的特色项目

“攀椰竞速”，来源于海南各民族群众爬

树摘椰子的生活劳作场景；过去在积水

的雨季，土家族、苗族群众会使用传统

工具高脚马来行走、涉水，这样的生活

方式在运动会上摇身一变，成为颇受欢

迎的“高脚竞速”。

逐渐消亡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

现代体育项目相结合，为发扬传统文化

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将采蛤蚌和篮

球规则结合而成的“珍珠球”、参照羽毛

球等隔网运动设计的“毽球”、被称为

“东方橄榄球”的“花炮”……传统文化

焕发新的光彩，也具备了吸引更多参与

者的条件。为满足本届运动会需要，国

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国家体育总局群

众体育司还特意将赛会竞赛项目和表

演项目的规则及裁判法编撰成册，供广

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爱好者、参与者和

从业者学习使用。

传统文化有了新解读。在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秋千项目只

有女性运动员参加，不少人认为这沿袭

自朝鲜族的传统。在吉林队教练杨玉

丹看来，这也是对女性的一种鼓励，她

们通过荡秋千变得更勇敢，“去看到更

远、更广阔的世界”。以五禽戏、八段锦

为根源的传统健身运动，融合多民族舞

蹈被创编成民族健身操，56个八拍，寓

意56个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健体娱乐

的同时，已经成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

流、互鉴融通的鲜活实例。

折射新成就：
展现全民健身成果
彰显民族团结进步

走进本届运动会各场馆，随处可

见这样的标语：一场群众体育的盛

会、一场民族团结的盛会。

这将是一届展现全民健身战略

成果的盛会。与竞赛成绩相比，更重

要的是共享体育的乐趣。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

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丰富的文化特性以及相对

简便、易于开展的特点，使其在丰富

群众体育生活、增强人民体质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全民

健身事业取得空前成就。那达慕大

会、内蒙古赛马季、端午龙舟赛，一年

热过一年；体育援疆工作成效显著，

新疆群众的全民健身路径更亲民、更

便利、更普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的“村超”“村BA”火爆出圈，

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

这将是一届彰显民族团结进步

的盛会。新中国成立75年来特别是

新时代以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必然。

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平台，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推动下，原先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

个地区的“特产”，逐渐成为各民族的

共同财富。南方的花炮和龙舟，如今

在北方大地越来越流行；东北满族群

众酷爱的“珍珠球”，在西南少数民族

中也生了根。微小的交融，折射出的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将于11月22日至30日举

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56个民族的

35支代表队、约7000名运动员相聚

三亚，共同谱写民族团结大联欢的新

篇章。

焕新颜焕新颜

海南省木球队在训练。（黄东光摄）

少数民族代表参加运动会火炬传
递启动仪式。（海南日报王程龙摄）

三亚街头为运动会扮靓。（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