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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晚，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海南省三亚

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约两个小时

时间里，各民族特色风情、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祖国壮美风光、现代发展成就

等元素精彩纷呈，在舞美设计和高科技

的赋能下，为观众带来一场海岛椰风中

的沉浸式“大团圆”盛宴。

亮点一：“同心圆”概念贯穿始终

据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制作人吴艳

介绍，为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一主题，开幕式舞美设计、节目编

排、主火炬设计等，全部围绕“同心圆”

这一概念展开。

舞台中间是一个圆形地屏，地屏外

圈，导演组专门增加“星空矩形”地毯，

围绕中心地屏影像始终保持圆形图案，

构成“同心圆”；在入场仪式、节目展演、

点燃火炬等多个环节，身穿各民族传统

服饰的参赛人员、表演者等，多次在舞

台汇聚成“同心圆”；“一颗心，一个圆，

一齐拥抱紧相连……”“同心圆”概念也

在主题曲中彰显。

“我们想通过‘同心圆’这一概念，

强调56个民族是一体的，围绕一个中

心点去运动，大家一起去编织一个圆

——这个圆是圆满的状态。”吴艳说。

亮点二：港澳台代表团齐聚开幕式

各个代表团入场时，都伴随30秒

的驻停表演，在展示民族文化与地方

特色的同时，也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

香港代表团憨态可掬的舞狮表演、

澳门代表团生龙活虎的舞狮舞龙表演

都让观众掌声不断，台湾少数民族代表

团独具特色的民族舞蹈演绎更是引起

阵阵欢呼。

少林功夫、“劲舞”熊猫、民族歌舞、

杂耍演绎……代表团的驻停表演尽显

中华文化之多元璀璨。“这是展示地方

名片的机会，每一秒我们都很珍惜。在

30秒内，我们展现了宁夏各族同胞相

亲相爱、枸杞和滩羊产业、回族踏脚舞

动作、民歌‘花儿’等诸多元素，前后改

了六个版本。”宁夏开幕式驻停表演队

导演张涛说。

亮点三：“点燃”海浪

本届运动会主火炬台没有采用常

见的高塔设计，而是围绕“同心圆”概念

设计。“同心圆”中，一朵浪花凸显海南

特色，圆上有12圈纹路，除了寓意这是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外，还象征着“轮回”——12时辰、12

生肖、12地支……中华传统文化中，

“12”颇多。

在12名火炬手的接力传递下，最终

由王书茂和符攀婵共同点燃主火炬，水

与火在这座热情的海岛城市交相辉映。

亮点四：科技赋能

在全场观众“哇”的一声惊叹中，整

座体育场化身星辰大海。骑自行车、滑

轮滑、脚踩平衡车的演员们手举海龟、

鲨鱼、海豚等形象鱼贯而入，让观众如

置海底。随后，高铁飞驰、深海探测、火

箭发射、太空行走等画面在星海中逐一

呈现，展现了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成就，带来生动的沉浸式体验。

“观众‘哇’的一刹那，我们还是很

欣慰的。”吴艳说，主创团队借助灯光设

计、特殊装置等，利用激光反射、折射原

理，献上一场“会呼吸”的光影盛宴，将

空间有限的体育场打造成浩瀚星海，让

观众彻底沉浸其中。

此外，开幕式上绚烂的电子烟花、

节目演绎中的“山河海”等场景，皆是在

科技助力下实现的。

亮点五：民族服装惊艳全场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

之美，谓之华。”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草

原，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中华大地

56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服

饰文化伴随着劳作、舞蹈等场景的演

绎，一齐亮相开幕式。

色彩鲜艳、图案精美、纺织技艺独

特的黎锦，装饰繁复、内涵深刻的苗服，

端庄朴素、以五色丝线织就纹样的壮族

服饰，淡雅、素净、轻盈的朝鲜族服饰，

草原风格浓郁的蒙古袍……国旗和会

旗入场时，56名手捧花束、身着不同民

族盛装的少女夹道两侧，淋漓尽致地展

现了中华民族的服饰多元之美。

“为确保演员能流畅地做出肢体动

作，我们对演出服做了改良，但整体还

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民族服饰的特

点。”吴艳说。

亮点六：海岛风情“热辣滚烫”

得益于海岛城市三亚的独特气候

条件，本届运动会得以在温暖的冬天开

幕。设计节目前，主创团队到三亚深度

采风。“我们发现能提取的元素非常多，

除了海岛度假，海南还有深厚的民族文

化底蕴和高科技领域成就等。”吴艳说。

通过高科技手段，地屏和中央环形

屏幕上营造了阳光、沙滩、椰林的场景，

让整座体育场化身海岛，拉开文体展演

的序幕。“甘工鸟”衔来稻穗，在海南特

色民居前，演员们的热情舞蹈展现了海

南各族人民辛勤劳作的场景，棉纺织家

黄道婆、黎锦等文化元素贯穿其中，展

现了海南厚重的文化底蕴。

新华社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 马

思嘉 罗羽）从连踢数百个毽子，到能

将毽球踢过160厘米高的网，需要多

久？罗文兵的答案是“差不多一年”。

23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毽

球项目开赛。场地上，运动员们双腿如

双臂般灵活，时而飞腿将毽球横扫过

网，时而脚底板扣球绝杀，时而高抬腿

一记倒钩让对手措手不及……

“全国毽球界顶级高手都在这里相

遇，我感到压力很大，但是也学到了很

多新技术。”24岁的贵州队毽球运动员

罗文兵说。

这名苗族小伙从初中开始踢毽，最

初只是和小伙伴比谁踢得多，但接触毽

球比赛项目后，他发现自己“踢不了一

点”，备受打击。日复一日地训练了一年

多，他才能隔着球网接发球。后续的每

个技术动作，他都要花时间专门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学里，他教

同学踢毽球，以脚代手却行云流水的发

球动作让同学连连惊叹，一下对这项运

动产生兴趣。毽球也让他得以在高手

云集的运动会上一展风姿。

毽球运动是在我国民间踢毽活动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毽球比赛场地类似羽毛球，男子比

赛中球网高度为160厘米，女子比赛为

150厘米；其规则与排球相似，如在团

体赛中，三名参赛者要在四脚内击球过

网、使球落到对方场地内得分，比赛采

取三局两胜制；其技术动作之精彩不亚

于花式足球，有前踢、后踢、头顶、胸触

等几十种踢法。

在本届运动会的毽球竞赛场馆内，

记者不时能听到观众席中“太帅了”的

惊叹。“毽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有些

技术动作独一无二，完成后非常有成就

感。”罗文兵说。

广东队的蒙古族运动员孙丽艳是

一名中学体育教师，她已是第六次参加

运动会，一直致力于毽球项目的推广普

及。她认为，毽球项目优势突出，没有

场地限制，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尤

其能锻炼眼脚协调能力和灵敏度。

“踢毽球需要有空间认知感，青少

年经常练习能促进大脑发育，也适合作

为全民健身项目推广。小球类也是我

们的优势竞赛项目，希望越来越多学校

能把毽球作为特色项目发展起来。”孙

丽艳说。

新华社记者 李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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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中国钢架雪车选手赵丹以

0.37秒的优势，力压北京冬奥会冠军、

德国选手奈泽，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雪游龙”夺得2024—2025赛季国际

雪车联合会钢架雪车世界杯北京延庆

站冠军。这是中国钢架雪车女子项目

的首枚世界杯金牌。

“第一！”21岁的赵丹结束滑行后，

手握国旗，难掩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她

身穿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红色领

奖服登上了最高领奖台，“中国红”绚丽

夺目。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赵

丹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冬奥舞台上，

“00后”小将在“雪游龙”展现青春风

采，最终获得女子钢架雪车第九名。

上赛季，在同一条赛道，赵丹获得

钢架雪车世界杯北京延庆站亚军，她在

首轮滑行中发挥出色、排名第一，然而

第二轮成绩仅排名第五。赵丹的总成

绩与夺冠的德国选手赫尔曼仅相差

0.02秒，虽有遗憾，但她已然创造历史，

收获中国女子钢架雪车的首枚世界杯

奖牌。

一年后，赵丹用两轮滑行成绩均排

名第一的出色发挥强势夺金，圆梦“雪

游龙”。她在赛后兴奋地说：“今天滑出

了最佳水平，能够在主场赛道夺冠是梦

寐以求的时刻，身披国旗、唱响国歌，感

觉很高兴，也非常骄傲。”

赵丹练习钢架雪车的时间并不

长，但是近年来进步迅速。2018年，

还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田径队练跳远的

她以跨界跨项选材的方式加入中国钢

架雪车队，很快爱上了这项“勇敢者的

运动”。

钢架雪车由铅块加重的钢架、两根

管状滑行钢刃、车身两侧的推车扶手和

缓冲器组成。出发时，运动员身着紧身

服、戴钢盔、踩钉鞋，抓住扶手爆发式起

跑，沿冰轨推动钢架获得最大初始速

度，跃入钢架调整体态，直面前方俯身

滑行。钢架雪车最高时速超过130公

里，完全依靠运动员推车起跑惯性、场

地落差变化实现。

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上，出于安

全考虑，钢架雪车没有被纳入比赛项

目。第二届冬奥会，钢架雪车在项目发

源地瑞士圣莫里茨登上冬奥舞台，之后

又无缘奥运。1948年，冬奥会回到圣

莫里茨，钢架雪车得以回归，但之后又

被取消资格。直到2002年美国盐湖城

冬奥会，钢架雪车第三次被列为冬奥会

正式比赛项目并保留至今。

这一拥有百年历史的运动项目在

中国起步较晚，中国钢架雪车队于

2015年成立。北京冬奥会场馆“雪游

龙”赛道完工前，国内没有一条达到国

际标准的赛道，中国选手只能在国外训

练。而现在，“雪游龙”完善的场馆设施

和配套服务持续助力中国钢架雪车运

动员不断取得新突破。

北京冬奥会上，闫文港在男子钢架

雪车比赛中摘铜，成为首位在冬奥会赛

场上获得钢架雪车项目奖牌的中国选

手。如今，赵丹通过刻苦训练和努力拼

搏，让国歌在“雪游龙”奏响。

“这些年来，特别是在北京冬奥会

之后，我们的成绩一直在进步，这次的

目标就是拿金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我也要继续保持专注，更好地适应国外

的赛道，力争取得好成绩。”赵丹说。

在今年2月进行的钢架雪车世界

杯拉脱维亚锡古尔达站比赛中，中国选

手殷正以两轮1分40秒82的总成绩获

得男子钢架雪车冠军，这是米兰冬奥周

期中国钢架雪车项目的第一块世界杯

金牌。在本次世界杯延庆站男子钢架

雪车比赛中，殷正获得第三名。

延庆作为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

一，拥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和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两大竞赛

场馆。这个冰雪季，延庆还将承办国际

雪联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世界杯、国际

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等高水平赛事。

北京市延庆区副区长任江浩表示，

延庆区持续打造“最美冬奥城”，以赛事

为引领，开发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筹

划多条旅游线路、多个消费场景，参赛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可以前往八达岭长

城等景区、景点，沉浸式体验特色旅游

资源和民俗风情，在中国留下难忘的参

赛记忆。

“雪游龙”闪耀“中国红”

毽子能踢上百个，
毽球踢不了一点？

新华社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 王

春燕 刘邓）3秒到4秒的时间能干什

么？仿佛干不了啥，但已经足够一些运

动员赢下一局比赛了。

正在海南省三亚市进行的第十二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民

族式摔跤就是一个能在电光石火间决

定成败的项目。

民族式摔跤23日开赛，有搏克、且

里西、格、北嘎、绊跤、希日木共6种跤

种。率先进行的是且里西和格的小

组赛。

且里西，即维吾尔族式摔跤。按照

竞赛规则，双方运动员须先抓好对方腰

带，比赛中双手均不得离开腰带去抓握

对方的其他部位。将对方摔倒，使对方

肩、背或体侧着地则胜一跤。

格，即彝族式摔跤。运动员双手从

两侧抓住对方腰带，将对方摔倒使之膝

关节以上（包括膝）、肘关节以上（包括

肘）部位着地者为胜，该局结束，胜方得

1分。

这两个跤种都采取3局2胜制的

比赛规则，而且大多数情况都是“一跤

定胜负”。因此，在23日的比赛中，比

赛开始仅3至4秒即宣告结束的情形

出现了好几次。

除了这种“闪电战”，当日的比赛还

有一个特点：比赛从双方僵持转到突然

分出胜负，中间几乎没有过渡阶段。

上一秒，双方还是抓住对方的腰带

相互抵着肩僵持着；下一秒，其中一方

就已经重重地倒在垫子上，电子屏上的

倒计时牌将时间定格。

因此，若来现场观看民族式摔跤的

比赛，边刷手机边看比赛的“一心二用

式观赛法”根本不适用，那可是要错过

好多个精彩瞬间的。

目不转睛地盯着比赛现场，静静地

观看双方僵持，等待其中一方打破僵局

……当比赛分出胜负的一瞬间，任谁都

会忍不住地想要为这些摔跤手们高声

喝彩。这，应该就是民族式摔跤的魅力

所在吧。

民族式摔跤：一个观众千万不能分神的比赛项目

新华社记者 马锴陈子薇

对篮球运动员来说，篮筐会主动迎

向自己投出的篮球，无疑是件幸福却不

可能发生的事。而这一幕，却会发生在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珍珠

球赛场上。

珍珠球，源自满族民间游戏“采珍

珠”，由模仿采珠人的劳动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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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基本技术和比赛方法与篮球类似，珍珠球

也被称为“移动篮筐的小篮球”。

珍珠球赛场与篮球场大小相同，分

为水区、封锁区、隔离区和得分区。水

区是双方展开攻防的主要区域，两队各

有7人登场，其中每队有4人处于该区

域内，他们需通过传、运、控等方式将球

送到己方得分区的“移动篮筐”里。

“可以说水区是珍珠球最像篮球的

区域，球员运球、传球、突破、滑步的技

术动作，裁判对阻挡、推人、走步等犯规

和违例的判罚与篮球基本一样。”新疆

男子珍珠球队教练马冬告诉记者，不少

珍珠球选手都有篮球运动经历。

所谓“移动篮筐”，是指一名球员可

手持抄网在得分区内移动和跳跃，只要

能用网接住水区队友的投篮，所在球队

即可得分。但若接球时处在得分区外，

或用网干扰对方防守球员，则会被认定

进球无效。

“投球点和入网点都能移动，所以

投球的角度、线路会有更多选择和变

化。”马冬说，珍珠球比普通篮球小一

些，所以投球时的手感不同，“出手可以

随意点，但手感要求更细腻”。

“篮筐”能移动配合，却不意味着得

分更容易，因为对方还有持拍球员拦

截。珍珠球赛场上，在水区和得分区之

间设有封锁区，每队有两名球员手持双

拍在此干扰、拦截对手投球。为此，各

队常会选择移动快、弹跳好的球员守护

封锁区。“因为有更大的防守面积。”马

冬解释道。

根据规则，进攻一方投球若从空中

越过拦截入网，可得1分；若球在后三

区反弹入网，且未被任何人碰到，则能

得2分。后三区是指对方封锁区、己方

得分区以及其间的隔离区。

这一记分方式给各球队提供了更

多战术选择。在本届运动会的珍珠球

赛场上，既能看到凭借高大身材频频空

中取分的球队，也能看到快速机动善于

反弹得分的球队，彼此间的对决战况激

烈、比分胶着。

23日进行的一场男子小组赛中，

新疆队与浙江队就分别代表了前后两

种风格。整场比赛，两队各展所长、比

分交替上升。直到终场前读秒时刻，新

疆队球员才用一记超远距离的抛投，帮

助球队40:39险胜。

“珍珠球独特的比赛形式能让每个

参与者都找到自己的特长，再加上玩法

和篮球相似、趣味性强，愿意参与的人

比较多，使得珍珠球项目越来越受欢

迎。”辽宁省男子珍珠球队队员李超说，

这是他连续第五届参加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该项目比赛。

如他所说，珍珠球自亮相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来，早已走出发

源地东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更多

人挥洒汗水、交往互动的运动媒介。本

届运动会珍珠球项目共有20支男队、16

支女队参赛，23日开赛，将于29日完赛。

珍珠球：

“篮筐”会移动的“小篮球”

11 月 24 日，广东队选

手在决赛中。

当日，在海南省三亚市

进行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男子

组（标准龙舟）800米直道赛

中，广东队获得一等奖。

新华社记者江汉 摄

11月24日，广东队选手在比赛中。最终，广东队获得二等奖。

当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武术女子对练决赛在海南

三亚举行。

新华社记者张丽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