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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第七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落下帷幕

运动中，感受民族团结之美
朱亮羽 雷沈英 刘 婷

初冬时节，景宁这座小城洋溢着青春火
热的朝气，身着运动服的民族选手结伴热
身、跃跃欲试⋯⋯那几天，来自浙江省内 11
个设区市的各民族运动员齐聚这座“灵秀之
城”逐鹿赛场，展示民族风采。

浙江省第七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
幕式上，幸福畲乡·山哈情、诗画江南·民族
风、之江同心·石榴红三大表演篇章依次上
演，各演员身着民族服饰，配合 3D 成像、立
体光影、人景互动等特效手段，上演了一出
震撼人心的表演。在《之江同心·石榴红》章
节中，象征民族团结的“石榴”与象征体育精
神的“火炬”结合而成的“石榴火炬”更是让
人眼前一亮。

“也算为后面举办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留下点东西。”总导演麻益兵说，往届的开
幕式都相对简单，这次除了对畲族文化的深
入挖掘展示外，还展示江南多民族标志性歌
舞和全新的体育竞技文化。他还说：“民族
传统体育的特点就是民族性、广泛性和参与
性。”

与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比，本次
运动会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一方面，传承了
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各民族运动员

共同组队参赛的方式，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平台。

另一方面，也做了积极创新，比如，为本
届运动会创作了会歌，这首名为《超越》的会
歌是浙江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首曲
会歌，意义重大。开幕式使用了大面积LED
地屏配合舞美凸显3D效果的全空间舞台模
式，在丽水市内也是首次。

“举办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一个目
的是为备战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选拔出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本
次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技术代表鄢锋说，
本次运动会的 10 个竞技项目都属于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希望借助省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个竞赛平台，进一步
厚植人才培养梯队。

例如比赛日首日的高脚竞速，在 2003
年被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
式的比赛项目，是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
赛项目的重头戏，该项目与普通的田径跑不
同，需由运动员双手各持一杆，同时脚踩杆
上的脚踏蹬进行比赛，极具观赏性。这次比
赛中，丽水代表队的选手李利荣获高脚竞速
冠军。

一场创新的盛会

（本版图片由景宁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浙江省最不一样的运动会落下帷幕了。

11 月 24 日至 27 日，浙江省第七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成功举办。这是一场蕴含浓郁民族文化特色、

体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运动会，也是有别于其他竞技类运动会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运动会。

本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了珍珠球、蹴球等10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等3类表演项目，共有全省12个代表

团包含33个民族成分的657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然而，这并非景宁第一次举办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时间回溯到1986年，首届全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就已在景宁举办，时隔36

年，这场盛会为什么重新选择景宁？民族团结之花又如何在这座“灵秀之城”绽放？

1986 年，浙江省首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景宁举
办，36年后，景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次圆满地完成
了承办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任务。

这场大型体育赛事，为什么时隔半甲子重回景宁？
浙江最早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县就是景宁，

培养出了全省第一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教练员、裁
判员。在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景宁不遗余力，共挖掘民
族体育项目11个，其中省级非遗项目4个、市级非遗项目2
个。在发展方面，景宁更是不甘落后，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八八战略”，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2022 年前三季度，景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1.53 亿元，
同比增长5.7%。

景宁县相关负责人说，这场运动会，不仅全面展示了民
族传统体育特色和运动水平，为参加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积累经验、选拔人才，还充分展示景宁县
走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的新面貌、新成就。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东西。”丽水学院的
阎朝兵是本次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裁判，在他看来，民
族传统体育是树立民族自信最好的瑰宝，需要好好传承与
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的盛会，带来的是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
交往，展示的是民族团结。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焕发
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在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价值
追求和精神依归。这些年，国家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
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从开幕式上各族同胞满怀深情齐唱《爱我中华》，到运动员
们以赛会友、展现新时代民族风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互学互鉴互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中华民
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浙江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就像一个支点，撬动景宁
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发展，推动各民族的深度融合，汇聚起民
族团结进步的磅礴力量。

景宁，民族精神的绽放地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精粹，也是
时代风貌的标识。

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东
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县，是浙江省民族工作
重点地区。景宁县文广旅体局局长吴文伟
说，景宁有实力，也有义务承办浙江省第七
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近些年，全省各民族都进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景宁也不例外。翻开景宁县委的报
告，一张全新的发展成绩单不容忽视：今年
上半年，景宁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0%，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县域经济
综合竞争力从全国 120 个民族自治县（旗）
中进入了前十，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中，景宁成为全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
块重要拼图。

经济发展了，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景
宁畲族自治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民族传统
文化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加大民族传统体育
建设的脚步一刻都没有停息。

自 1984 年设立景宁畲族自治县以来，
《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对发展民族传
统体育事业作出了明确规定：“自治机关自
主地发展体育事业，恢复和发展民族传统体
育活动⋯⋯”

在 2020 年，景宁提出“四提升四覆盖”

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工作，实现“便民体育设
施、体育社会组织、健身活动、科学健身指
导”四个方面的全覆盖，旨在构建出惠及全
县人民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本次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主场
馆——景宁畲族自治县体育场，在 2021 年
就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圆形的拱顶，和谐
的对称美感，这座投资 2.57 亿元的体育场
设置有座位 2500 个，可容纳 7000 人观看
体育赛事，充分具备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及
运动会的能力。

“景宁是高度重视民族传统运动的。”吴
文伟还说，畲乡景宁一直在不断挖掘、传承、
创新、弘扬民族文化。

在畲族人极其重视的节日——“三月
三”上，运动与歌舞相伴，体育与民俗结合，
摇锅、操石磉、蹴球击准、旱地龙舟、赶野猪
等民族传统项目，全县居民带领海内外游客
一起参与，一起弘扬。

而且，民族传统体育的种子也已经种到
了景宁孩子的心中，景宁相继在县民族中
学、景宁一中、县职业高中等学校建立了一
批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在景宁畲族自
治县民族中学，从 1986 年成立伊始就将畲
族民间体育纳入学校体育教学，现在每周都
有畲族民间体育课程。

民族传统体育的脚步从未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