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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刚诞生，党中央就
对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十分
重视。1953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
在天津市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
育表演及竞赛大会。30 年后，即
1984 年，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将这
次体育运动会定为第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从此，这
项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主的赛
事活动便每4年一次地开展起来。

参加民族形式体育及竞赛大
会的，共有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
苗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
族、傣族、朝鲜族、纳西族等民族的
397名运动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人
民解放军、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内
蒙古自治区、东北区、西北区、华东
区、中南区、西南区（包括西藏）、华北
区共9个单位的代表队。大会在天
津民园体育场隆重举行，时任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
员会主任郭沫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

体育项目分竞赛、表演和特邀表
演三部分。竞赛项目有：举重（杠铃
举重和石锁举重）、拳击、摔跤、短兵
和步射；表演项目有：武术、民间体
育、骑术三大类；特邀表演有：马球、
蒙古式摔跤、狮舞、杂技等。其中维
吾尔族的踩绳(即达瓦孜)、蒙古族的
摔跤、朝鲜族的跳板、回族的武术以
及内蒙古骑兵的马术等少数民族项
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竞赛项
目中有10名举重运动员创造了国家
新纪录。来自全国各地及天津市的
观众有12万人次。运动会闭幕后，
又挑选了90名优秀运动员进京连续
表演了31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该届运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召开的，
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民族形式的体育盛会，更是一次体现
民族平等团结的盛会。少数民族第
一次将自己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拿
到全国体育运动会上展示，在中国体
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贯彻党
的民族政策，推动民族体育事业的发
展，增强民族团结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入了一个
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微晶 王文捷

■全国民族运动会历届回顾

第一届：天津，1953年11月8日至12日

首届民族盛会花开津门

金秋九月，民族传统体育的盛会将在中原大地拉开帷幕。从1953年
到2019年，秉承着“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运动会，在展现民族体育、文化乃至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折
射着民族政策的价值光辉，更推动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深入人心。

蒙古族运动员的马队行列

运动员走过主席台前

东北区朝鲜族运动员表演的“跳板”

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
大会入场式

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
的本届运动会会徽轮廓与汉字“中”的轮
廓相似，会徽主体图形由形似数字“11”
的龙、凤及两侧代表黄河与长江的色带
组成，突出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的主题。

5月 8日，在河南登封观星台，民族
运动会火种采集暨互联网火炬传递仪式
如期举行。7月 12日至 17日，本届民族
运动会的马上项目，在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的分赛场首先开赛。当下
的郑州，民族运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
按计划扎实推进。

比赛场馆及各项辅助设施建设等已
基本完工，主场馆郑州奥体中心芳容尽
展；郑州地铁 14号线一期作为民族运动
会的重要公共交通配套，计划于8月底前
开通；来自十几所高校的数千名大学生，
为了开闭幕式文体展演活动坚持排练；
历经 15天 32场次专场培训后，1.2万余
名骨干城市志愿者将为天南海北的朋友
展示热情和专业。

“我们的赛场，在高山，在大海，在草
原，同一个心愿，点亮中国梦的火焰……”
一首《奔跑的梦想》，将在本届民族运动
会上唱响。一个月后，我们郑州见！

全民健身的大舞台 民族文化的大展台
——写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一月之际

新华社电 作为新中国历史最长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66年来，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成为展示少数民族风采的闪亮舞台，也是各
族同胞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推动全民健身和传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个月后，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9月8日至
16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在我国中部省份举办。届
时，近万名来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运动健儿将齐聚中原一展风采。

“中中欢迎你”，在河南省郑州市的
公园、广场、街头、路口，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吉祥物“中中”
随处可见。

民族运动会自举办以来，就为推动全
民健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深受少
数民族群众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已成为
全民健身项目而进入城市社区、田间地头。

上届民族运动会专门在竞赛项目中

增加了民族健身操。本届民族运动会该
项目分为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河南代
表队民族健身操主教练孙凯说：“这是个
很受欢迎的项目，这次来参加的代表队基
本上都报了这个项目，大家也都是带着不
同民族的风格来参赛的。”队员李昱昊说：
“这套健身操可以加强身体素质，我们希
望通过这次运动会，让民族健身操成为更
受欢迎的全民健身项目。”

新中国成立后，被誉为民族文化“活
化石”的传统体育得到重视和保护，全国
陆续挖掘整理的上千个传统体育项目
中，有700多个来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已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发
扬的重要舞台。

从 1953年第一届民族运动会至今，
参赛人数从10多个民族的395人到近万
人，竞赛和表演项目从5个和3个发展到
17个和 100多个。民族运动会越办越火
热，各民族间的交流也越来越深入。

民族运动会让很多濒临消失的民族
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发扬。比如，高脚竞

速发源于土家族、苗族群众在积水的雨
季行走或设法过浅河的工具高脚马。民
族运动会的持续举办，让很多有着较高
竞技性、观赏性、趣味性的项目得以保
留，并发扬光大。

民族运动会也成为各民族体育文化
展示的舞台。比如，摔跤在 66年前的第
一届民族运动会上就是竞赛项目之一，而
在本届民族运动会上，仅民族式摔跤一
项，就包括搏克（蒙古族式摔跤）、且里西
（维吾尔族式摔跤）、格（彝族式摔跤）、北
嘎（藏族式摔跤）等6个跤种，其中蕴含的
悠久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借此得以展现。

民族运动会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民族运动会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弘扬

来自中原大地的盛情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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