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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花开，情暖心怀，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海南火热开展。本届运

动会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香

港、澳门首次正式组团参赛，台湾有关方面继

续组团参赛，各族运动员广泛参加，在国内综

合性体育赛事中实现了各地区代表团大团圆。

多样的竞赛项目、细致的赛事服务、丰富

的文化活动，各族体育健儿、四方宾客共同感

受传统体育运动的魅力，共同奏响“中华民族

一家亲”的华彩乐章。

赛事忙

三亚河上，微风轻拂、波光粼粼。一声令下，

鼓声阵阵、船桨挥舞。11月 23日，在龙舟比赛男

子标准舟 1000米直道赛中，贵州队一路领先，最

终夺得本届运动会开幕后的首个一等奖。海南

队紧随其后，与福建队、广西队获得二等奖，云

南队、湖北队、湖南队和重庆队摘得三等奖。

比赛取消金、银、铜牌，改设一、二、三等奖

的举措，自 2011 年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开始并延续至今。在竞赛项目中，前

8 名将晋级，并按照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

等奖 4 名的配置确定最终获奖等次。淡化金牌

意识，扩大获奖覆盖面，体现了让更多人参与

传统体育运动的初衷。

这里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聚会。在毽球男子三人小组赛中，

西藏队负于香港队。赛后，双方隔着球网击

掌，香港队队员更是为对方送上了毽球造型的

挂坠礼物。“输了比赛很遗憾，但我们被这份友

谊‘治愈’了。”西藏队队员韦盛森说，“能与不

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运动员通过比赛成为朋

友，这份收获很宝贵。”

在海边抢“花炮”，在河上“独竹漂”，在篮

球场“采珍珠”……各竞赛项目引人入胜，掀起

浓浓的“民族风”。此外，170 个极具特色的表

演 项 目 ，也 让 观 众 一 睹 各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的

风采。

在表演项目第一阶段比拼中，云南队在

《菌儿丰收赛》中展现了丰收时的欢快；北京队

的《俏花旦·集体空竹》融入京剧花旦形象，创

意满满；广东队的《同心共“竹”中国梦》带来竹

尖上的杂技；新疆队的《达瓦孜》将杂耍技艺

“搬”到数十米高的绳索上，表演扣人心弦……

一个个表演项目将各族群众的劳动智慧与生

活场景演绎得淋漓尽致。

“借助这样一个国家级赛场和舞台，我国各

民族的优秀传统体育项目实现了有效保护与传

承，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家民族

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副司长张剑辉说。

趣味足

高脚竞速赛场，运动员脚踩高跷、奋力奔

跑，让观众大开眼界。赛场外，竞赛运行组志

愿者郭宇航沿着赛场外围奔跑，在运动员完赛

后及时送上所需物资。“我是土家族人，希

望尽自己的努力提升运动员的参赛

体验。”郭宇航说。

本 届 运 动 会 的 志 愿

者 涵 盖 蒙 古 族 、苗

族 、壮 族 、黎 族 等

多 个 民 族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昵

称——“小鹿鹿”。本

届运动会有近 7000 名赛会

志愿者、1 万余名城市志愿者，为

运动员、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和观众

提供礼宾接待、交通引导、观赛指南等志愿

服务。“小鹿鹿”忙碌的身影、热情的笑容，成为

运动会上的一道风景。

在三亚市吉阳区大茅远洋生态村，蓝天白

云下，秋千架高高矗立。得益于组委会的精

心设计布置，观众能清晰地观赏比赛细

节，记录下精彩瞬间。“三亚的赛场

设施和服务都很不错。”湖南队

选 手 陈 晓 霞 已 连 续 参 加 5 届

该赛事秋千比赛，观众的加油

呐喊声也让她感动不已，“我感

受到了海南人民的热情。”

走出赛场，来到三亚街头，赛事氛围

也十分浓厚。

身处三亚，可赏花——在三亚市体育中心

入口处，海南省省花三角梅等鲜花簇拥着运动

会会徽。花卉布置围绕“喜迎盛会”“乐享盛

会”“相约盛会”等主题，融合吉祥物、口号等运

动会元素，表达着对各族体育健儿、四方宾客

的诚挚欢迎。

漫步城市，可赏画——“画耀盛会·民族运

动风采”画展在三亚市群众艺术馆开展，集中

展示了三亚 87 名青少年创作的主题画作，生动

描绘各民族传统体育、风土人情。

以筹办举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三亚改建

了一批体育场馆设施，积极创新全民健身活动

场景，让运动会的宝贵遗产惠及全民。“我们着

力推动传统体育赛事活动进社区、进景区、进

学校，以此提升群众运动健身热情，让体育成

为促进民族团结、增进彼此友谊的桥梁。”三亚

市副市长张长丰说。

情谊暖

本届运动会，除了在传统体育项目中感受

运动激情，多样的文化活动也让人们感受到家

园之美。在三亚市体育中心，由中国民族博物

馆、三亚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家园——中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吸引了不少人观看。

“这件国宝级文物是出土于春秋早期虢国

太子墓的青铜阳燧，距今已有 2800 多年历史。”

展览讲解员丹珍央金说，“它是目前世界上发

现最早的照日取火工具，以它开启展览，寓意

着中华文明之光点燃了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

展的火炬。”

步入展厅，基于清代冰嬉场景设计开发的

《紫光·冰嬉》数字漫游展示项目引人关注；清

代和田玉双陆棋虽有棋谱但未确认走法，令人

浮想联翩；竹竿舞等互动装置为观众带来体验

传统体育的乐趣……丹珍央金介绍，该展览分

为“孕育·起源”“传承·发展”“交织·汇聚”“时

代·未来”4 个单元，共展示文物 700 余件、图像

和文献 800 多件，展览呈现的传统体育项目涵

盖 56 个民族、包罗 100 多项。

“如果说运动会是动态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平台，体育文化展就是引导观众探求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中国民族博物馆

副馆长郑茜介绍，运动会期间，展览主要面向运

动员、工作人员开放，12月初将对公众开放。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成果展”同期展出，集中展示了海

南在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构建、打造中华

民族的四季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

方面的工作亮点。

本届运动会期间，民族大联欢、表演项目

颁奖晚会等陆续举行。“大型文化活动与赛事

活动相得益彰，为人们留下情谊暖、友谊深的

难忘瞬间。”张剑辉说。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火热开展

 同享精彩赛事  共奏团结乐章
本报记者   孙龙飞   董泽扬   刘硕阳

齐聚天涯海角，共享海韵

椰风。11 月 26 日，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

族大联欢活动在海南三亚天涯

海角游览区及亚沙公园一期指

环剧场举办，各族体育健儿和

四方宾客起舞欢歌、逐浪游园，

分享相聚的喜悦。

欢迎仪式上，颇具海南特

色的牛角号、蛙锣等一同奏响，

富有生活气息的“打柴舞”、敬

茶仪式等活动轮番上演，展现

东道主的热情。

“‘ 打 柴 舞 ’表 演 非 常 精

彩 ，和 我 们 的 竹 竿 舞 很

像 。”云 南 队 运 动 员

玉 应 罕 说 ，“ 今

天我穿着傣族

传 统 服 饰 参 加

民 族 大 联 欢 活

动 ，和 其 他 民 族 运 动

员 交 流 ，交 到 了 不 少 新

朋友。”

游 园 部 分 设 有 百 花 民 舞

场、奇遇百戏里、国潮非遗街、

民俗社火集、逐浪音乐会 5 个

主题展演区，以及丛林游艺区、

沙滩游艺区两个区域，为参加活动的体育健儿和

宾客提供丰富的互动体验。结合海景丛林，近 40
组民族大联欢主题美陈装置分布其中，延展出一

条绵长的风景线，令人流连忘返。

海风阵阵，晚霞如绮。18 时许，文艺演出拉

开帷幕。演出分为“心心相印”“山水相连”“热情

相拥”3 个篇章，以耳熟能详的各民族歌曲和精心

编排的舞蹈节目为主要内容。精湛的演出、有趣

的互动，“点燃”现场气氛。

“太精彩了！”海南队运动员陆庆东在观看歌

舞《扎西的蓝天梦》后表示，这个节目既有地方特

色又富含现代元素，表达了人们对建设航天强国

的期待，令人印象深刻。

文艺演出尾声，歌舞《同心共筑中国梦》上演，

身着各民族传统服饰的演员来到舞台中央，向观

众挥手致意。拱形屏幕上，“民族大联欢   天涯共

此时”的字样格外醒目，歌声回荡在天涯海角，民

族团结的情谊久久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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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传统体育R

图①：11 月 27 日，湖北队选手表演竹马球。

本报记者   厉衍飞摄   
图②：11 月 26 日，演员在民族大联欢活动欢

迎仪式上表演竹竿舞。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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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加速崛起  提亮经济成色

召开张家港氢能产业发展大会，总投资 14.6 亿元的氢能项目签约投

产；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成为“氢能装备全产业链制造第一股”；投资超百亿元的大族激光华东区

域总部基地项目竣工在即……冲刺四季度，张家港动力十足。

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三超一争”目标到新时代以来的“走在前、做示

范”，张家港始终敢拼敢闯，用创新实干奋力书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位于张家港的世界 500强企业沙钢集团上马 200万吨超薄带产线，建成

全球最大双辊薄带铸轧生产基地，新能源领域用高性能硅钢项目入选 2024
年江苏省重大项目名单；永钢集团“特种合金棒材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入选

“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宝马光束汽车项目扎根张家港，采埃孚、麦格

纳、加特可等一批汽车零部件头部企业聚集……围绕发展支柱产业和新兴

产业，张家港积极布局，成效明显。

在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未来产业先行集聚发展试点”清单中，

张家港成为全省氢能产业试点城市。依托全产业链条，氢能经济生态圈

为张家港培育未来产业注入强劲动力。

多年来，张家港坚持“多设路标、不设路障”，统筹推进“政策、市场、

政务、法治、人文”环境建设，打造“五个一流”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不

断在当地增资扩能。截至目前，41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张家港共投资 67
个项目，外资增资扩能动能持续增强。

张家港将今年定为“高质量发展突破年”，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通过强链补链延链描绘产业升级新画卷，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

优势。

涵养文明风尚  彰显文明底色

1995 年、2014 年、2017 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全国县

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现场会”“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3 次

重要会议都在张家港召开，让“文明张家港”享誉全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推动形成了“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有力支撑

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有效牵引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的互动格局，已培

育形成 9 个全国文明村镇、4 名全国道德模范（含提名）等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典型群体，成为连续 6 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市。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踏上新征

程，张家港整装再出发，以归零心态站上建设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的新

起点。作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城市，张家港提出“全民

健心”理念。从线下“追梦学堂”到“理响张家港·掌上学堂”，理论学习常态

化、长效化机制日益健全；深入推进文明润城“八大行动”，致力于解决精神

文明建设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沙洲湖益空间·源书房、金港文化中心

等高品质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市民的文化驿站、热门打卡点……

从健身到健心，张家港着力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形成“中心、分中

心、所、站、点（岗）”五级文明实践阵地，每年实施文明实践项目 3000 余

个，走出了一条文化育人、文明润心的“张家港路径”。

如今，张家港在打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县

域先行区的道路上奋力奔跑，“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标识更加鲜明，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特色进一步彰显。

推进共建共享  增添民生暖色

聚焦“一老一小”打造康养社区模式和家门口的爱心暑托班；“村村

演”“周周演”提升群众参与感和获得感；市民文化艺术夜校让学员笑言

“夜宵不如夜校香”……张家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积极推进落实

“民生微实事”，让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永联小镇曾是江畔的一片芦苇滩涂，抢抓改革机

遇，永联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以钢兴村，在共建共享中趟出了一条农业农村

现代化之路。社区卫生院拥有CT等大型检测设备，每个村民都有数字健康

档案；率先试点数字人民币消费，打造全国首个村域数字乡村信用平台……

永联村促进共同富裕的探索实践成果，折射出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面貌。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张

家港紧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在共建共享中把民生愿景绘成幸福实景，以民生温度提升幸福

厚度。目前，张家港全市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708 万元，城乡收入差

距持续缩小。

站在新的起点，临江而立的张家港，勇当改革先锋、创新先锋、转型

先锋、文明先锋，将奋力打造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俯瞰张家港俯瞰张家港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长江下游的一颗璀璨明珠，万里长江奔流入海前在这里拐了最后一道大弯。张家港坚持“团结拼搏、

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连续 6 次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如今的张家港，正以打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

化县域先行区为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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