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临万里黄河，背依苍茫群山，
面向黄淮海大平原。在中原大地这
个中华民族的摇篮里，耸立着我们的
人文始祖——高达 106米的炎黄塑
像。它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更
是全球华人的文化坐标。

从紧张的赛场走进拥有厚重文
化底蕴的炎黄广场，全国56个民族的
运动员、嘉宾首次欢聚古都郑州。大
家手挽手、肩并肩，在载歌载舞中体
会“中华民族一家亲 携手奋进新时

代”的激情与豪迈，在仰视炎黄二帝
塑像中感受“一条血脉万古流 巍巍
炎黄是源头”的文化凝聚力。

昨日上午 10时 40分许，民族大
联欢活动正式启动。56条彩带如瀑
布般从炎黄塑像山体上方瞬间垂下，
巨型会徽从屏幕后方山脚下腾空升
起，醒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
联欢”字体映入眼帘，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

随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海霞、
刚强宣布文艺演出开始。

第一篇章为“郑州欢舞迎客
来”。只见“中”字形舞台上，河南本
土歌手郭亚琼等高声唱起原创歌曲
《一起来》，一群年轻人用青春、热情
演绎的精彩歌舞，让八方宾朋感受到
古老商都焕发出的崭新活力。“来到
这里就到了家，手拉着手儿一起来。
来到这里都说‘中’，心贴着心儿我们
一起来。”伴随充满激情的歌声响彻

上空，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盛世联
欢开启。

少林武术威震八方。作为河
南、郑州乃至中国一张靓丽的文化
名片，虎虎生威的少林功夫表演吸
人眼球。100多名来自登封塔沟武
校的少林小子集体表演武术《天地
之中》。禅武精神与浩然正气在天
地之中激荡出磅礴的力量，祝愿各
民族的体育健儿在本届盛会中取得
优异成绩。

昨日的民族大联欢启动仪式
文艺演出环节，一曲舒缓的童谣
《石榴红了》引起所有观众共鸣。

“这首歌曲是民族大联欢
活动的主题曲，由国家一级

编剧任卫新作词，著名
作曲家刘青谱曲。

节奏是舒缓、温暖
和温情的，用童

声来传唱更
好 体 现 了

这 种 节
奏。作
词 作

曲也是根据民族大联欢量身定做
的，朗朗上口，意境深远。我们希望
通过这个节目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族团结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更
加形象地展现出来。”节目执行导
演张惟告诉记者，参演的儿童来自
郑州各个小学。孩子是国家的未
来，选用孩子们演绎节目能够更好
突出对未来的展望，代表孩子在国
家、在家长们的呵护下，在各族人
民携手团结共赴未来的良好氛围
中健康成长。

演出结束，6岁半回族小姑娘
李奕阳满脸笑容。她告诉记者，自

己穿的是哈尼族服饰。她还指着
身边小朋友挨个介绍说，这是土家
族的，那是苗族的。显然，通过这
场民族大联欢活动，她对于56个民
族已经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石榴红了，涨红笑脸；石榴红
了，醉红家园；石榴结籽，结成红
心；相亲相爱，永远永远……”演出
结束了，但《石榴红了》的歌曲依然
在观众之间轻轻吟唱。阴雨天气
里，郑州已经有了些许凉意，但对
于他们来说，这里处处有红红的色
彩，有暖暖的温度。
郑报全媒体记者 覃岩峰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且歌且
吟，钟磬齐鸣……”在志愿者的引
导下，嘉宾们有序踏上祭坛。两旁
300名少年在笙、瑟、编钟等古乐声
中吟诵着欢迎词，一派礼敬贵宾的
庄重气氛。

越过祭坛，煮茶老者、奉茶女
子、添茶男子，代表中原的男女老

少、父老乡亲，捧着黄河水泡出的
毛尖茶，以一杯中原特色的香茶
敬献各少数民族远道而来的贵客
宾朋。

作为一名煮茶演员，郑州工商
学院学生赵雪颖表示，中国是茶的
故乡，中原人朴实厚道，热情诚恳，
民间素来有喝茶的习惯，客来敬茶

自然也是待客之礼。
整个迎宾仪式，让每位运

动员、嘉宾切身感受到了中原文化
的独特魅力。“现场节目表演真的
很震撼，像过大节一样。中原文化
特色和各民族元素表现得很明显，
让我们都有种回家的感觉。”江苏
代表团运动员余沅松说道。

携手欢聚母亲河畔 同心共谱盛世华章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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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舞水
袖，“天地之中”迎客
来。昨日，恰逢中秋
佳节将至，气势恢弘的
炎黄广场沉浸在一
派民族大联欢的欢
乐团聚气氛中。来
自全国 34 个代表
团、56个民族的运动
员、嘉宾、工作人员、
观摩人员等万余人
齐聚母亲河畔，共同
唱响激情澎湃的民
族大团结之歌。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山海欢歌同庆贺
金秋 9月是欢聚的最美时光，

深情厚谊跨越山海，交融成锦绣中
华最动人的华章。

第二篇章“山海欢歌乐交融”
由舞蹈《欢聚》、歌舞《锦绣中华》
组成。来自云南、新疆、广西、内
蒙古等地艺术团的少数民族艺术
团陆续登场，精彩表演了藏族舞
蹈《炽舞飞扬》、蒙古族歌曲《美丽
的草原》、回族歌曲《花儿与少
年》、维吾尔族舞蹈《欢乐的舞步》
等节目。

舞台上，精彩的少数民族舞
蹈组成璀璨的中华民族文化精
彩画卷。舞台下，天南地北的

方言、欢乐开怀的笑脸，编
织成全国各民族大家庭

团 聚 一 堂 的 动 人
画面。

“石榴红了，涨红笑脸；石榴红了，
醉红家园；石榴结籽，结成红心；相亲
相爱，永远永远……”随着舞者离场，
舞台中央出现 56个身穿各民族红色
节日盛装的可爱孩子。伴随舞台升降
装置慢慢升起，孩子们聚拢在圆形平
台中央，趴在彼此肩上，仿佛一颗颗饱
满的石榴籽。种下和谐的种子，结出
团结的果实，“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现场观众情不自禁跟随
孩子们开始吟唱。

作为第三篇章“家国欢笑共筑梦”
的开场节目，童声合唱《石榴红了》，不
仅让万名观众记住了 56个孩子纯真
的笑脸、甜美的歌声，更让全场都溢满
了石榴的香甜。

“明天就是中国传统佳节——中
秋节。石榴寓意家庭兴旺、红红火火，
在孩子们憧憬的眼神中，我们感受到
了这份真挚的祝福，让我们共同祝福
家庭生活美满，祖国更加富强！”被《石
榴红了》童谣感染，来自祖国各地的不

少嘉宾发出由衷祝福。
舞台上，朝鲜族、彝族、佤族、高山

族等多位少数民族艺术家与河南本土
歌手一起，唱响耳熟能详的《幸福组
歌》民族歌谣。随着熟悉的伴奏乐曲
响起，现场观众与多民族艺术家们一
起哼唱起朝鲜族歌曲《阿里郎》、彝族
歌曲《酒歌》、佤族歌曲《阿佤人民唱新
歌》、高山族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河
南民歌《编花篮》等经典歌曲。

在喜庆民族盛会举办和迎接新中
国70华诞的浓郁氛围中，全场嘉宾与演
员们一起高唱《爱我中华》，共同祝福我
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
的共同心愿。要实现这个心愿，离不开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民族团
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团结就是
力量，团结才能前进。”当主持
人铿锵有力的话语响
彻炎黄广场上
空，此

时此刻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各民族
儿女手拉着手、亲密无间，跳起了
欢快的圆圈舞。

群山莽莽，黄河泱泱；
华夏之源，始祖故乡；九州
通衢，历史绵长；天地之
中，气象煌煌。在 56
个民族大家庭成员
的欢歌共舞中，中
华儿女相约共同
携手谱写祖国
繁 荣 昌 盛
的 盛 世
华章。

郑州欢舞迎客来

家国欢笑共筑梦

■迎宾

迎宾开启中原文化盛宴：

以客为尊礼相迎
作为全国民族运动会民族大联欢的重要看点之一，迎宾仪

式都极具地域文化特色。
昨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民族大联欢迎宾仪式采用

了“礼乐迎宾”的形式，处处彰显“以客为尊礼相迎”。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赵柳影

早上9时，迎宾仪式开始。
“远接、近迎、礼敬”三个迎宾

层次中，一个个独具中原文化特
色的迎宾节目，热情地欢迎来自
五湖四海的各民族运动员和嘉
宾，让他们感受中原文化的博大
精深，感受 56个民族多姿多彩的
灿烂文明。

1953人组成的鼓阵和旗阵在
黄河南岸的江山路上绵延 1953

米列队“远接”，沿线可见大旗招
展如云，盘鼓震天动地，形成了
“中原鼓阵，旗舞和谐”的迎宾序
曲。几位击鼓表演者告诉记者：
“1953也代表着第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于
1953年。”

随后，各少数民族嘉宾从星门
入口，标志着“近迎”开始。象征56
个民族的 56名黄河汉子擂起大

鼓 ，
56名
少 女
跳起中
原 古 风
舞蹈，夹
道相迎。56
名少女手持
柳枝洒水，为嘉
宾接风洗尘。

1953米“远迎”，揭开迎宾序幕

“节目很震撼，犹如过节一样”

■花絮

《石榴红了》唱响民族团结

扫码看大联欢
精彩视频和图片

扫码看精彩迎宾式

擂响迎宾鼓，为嘉宾献茶 郑报全媒体记者 丁友明 图

昨日，第
十一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大联
欢在炎黄广场
举行。
郑报全媒体
记者 李焱 图

民族大联欢现场 陈俊杰 图

56个民族运动员、演员载歌载舞 郑报全媒体记者 丁友明 图

载歌载舞 郑报全媒体记者 周甬 图

花儿飞扬迎客来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图

《石榴红了》唱响民族大联欢 郑报全媒体记者 周甬 图

乐声阵阵庆联欢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图

“中中”欢迎您
郑报全媒体记者
白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