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届民族运动会首次设计了会
徽，会徽由“全国”“少数民族”“体育
运动会”三个词组的汉语拼音第一
个字母 Q、S、T 组成。整体底色为
草原的绿色，中间图案汇集了蒙古
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与射箭。

本届运动会历时 7 天，来自全
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63名
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其中少数民
族运动员593人。十几个省、区组织
的少数民族参观团，内蒙古自治区
各盟、市的参观团，中外记者，以及
正在呼和浩特市学习、讲学、旅游的
中外朋友和当地群众参加了开幕式
并观看了比赛。

体育活动分竞赛项目和表演项
目两大类。竞赛项目有：射箭邀请赛
和中国式摔跤。来自内蒙古、新疆、
西藏、青海4省区5个民族的24名运
动员参加了射箭的角逐并取得了优
异成绩。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
个民族的56名业余摔跤运动员参加
了4个级别的中国式摔跤比赛，涌现
出了一批优秀的摔跤人才。表演项
目有68个，分别由26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46个少数民族的800多名运
动员进行表演，这些传统的民族表演
项目，是由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中产生
和发展而来，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吸
引了80多万观众前来观看。

除体育活动之外，运动会期间，
还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活动图片展览”，举办了有 1.2 万人
参加的盛大联欢晚会。在联欢晚会
上，各民族运动员围着熊熊篝火，载
歌载舞，尽情表达各民族平等团结
友爱的深厚情谊。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微晶 王文捷

■全国民族运动会历届回顾

1982年9月2日至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

时隔近30年 第二届盛会来到大草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津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过去近30年之后，由国家体委、国家民委主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1982年9月2日至8日在呼和浩特
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等
出席了开幕式。乌兰夫、万里分别为运动会题词。乌兰夫的题词是：“努力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繁荣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万里的题词是：“开展民
族传统体育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民族体育的新局面。”

民族武术队：
展功夫之乡风采

一套精确、到位、整齐的陈氏太
极拳动作下来，张振兴神气贯通，仿
佛将混沌的天地分开。

张振兴是参加本届全国民族运
动会民族武术比赛河南代表队
的一员。去年底，为了备战民族
运动会，河南民族武术代表队拟

出一份9名运动员组成的集
训大名单，经过训练观察
以及项目布局，最终确
定6人参赛阵容。目前，
队伍正在省体工队进行
紧张备战。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文捷 文/图

家门口比赛力争展现出最好状态
7岁开始至今，张振兴习武已有 24

年。经过伤病到痊愈，去年张振兴通过
不懈努力终于荣膺世锦赛冠军。他表
示：“这一路下来，感觉自己的人生还是
比较圆满的。”

“还有一个月时间，会进入封闭式训
练，从技术方面、套路编排、演出服装、整
套训练等方面一直会投入下去，争取有
个圆满的结果。”作为少数民族选手的张
振兴，曾参加过上届鄂尔多斯全国民族
运动会，由于发挥欠佳未能获得奖项。
“这次在家门口比赛，我省又是陈氏太极
拳的发源地，力争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张振兴坚定地说。

中国武术在国际上被称作“功夫”，被
视为中华文化之精粹，河南是功夫之乡，
其中少林功夫名扬海内外。河南民族武
术代表队中，参加民族运动会少林拳比赛
的曹帅，是河南大学的一名体育教师。习
武14年的曹帅，8岁进入登封鹅坡武校，一
练就是 10年，18岁到北京体育大学就
读。到河大做体育老师后，已经8年没有
系统训练了。距民族运动会愈来愈近，
曹帅表示力争把体能和身体素质提升
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他说：“在比赛中

争取把套路的完整性打得更流畅，为河
南争光，把少林拳发扬光大。”

争取给河南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除陈氏太极拳、少林拳外，根据规程
的报名要求，河南队还有4名运动员将参
加流星锤、地趟拳等 5个项目的单项比
赛。“目前队员整套动作的表现和体能
状况基本已经成形，下阶段将重点提高
整套动作的演练水平，解决动作的细
节。”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队
教练王力新表示，“通过各个细节的精
雕细琢，让每位参赛选手的整套动作特
点更加突出，更加稳定。在全国民族运
动会赛场上展现出自己的精神风貌，争
取给河南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991年，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民族武术首次被列为
竞赛项目。在历届民族运动会上，民族
武术项目是参赛运动员最多、争夺最激
烈的竞赛项目之一。

武术，是中国的一条“长龙”，各民族
参赛运动员，将在全国民族运动会的赛
场上，让这条“长龙”载着中华人民的武
术梦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河南代表团备战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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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表演项目——黎族的跳竹竿

开幕式上的大型团体操《民族盛会》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式

营造良好电波秩序，确保无线电通信安全畅通

民族运动会无线电安全保障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文

周甬/图） 8月 8日上午，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无线电安全
保障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活动由河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旨在扎实做
好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营造良好电
波秩序，确保民族运动会期间无线电通
信安全畅通。

据介绍，我省将集结全省无线电管
理力量，实地模拟开展民族运动会无线
电安全保障工作，清理整顿非法设台，
主要包括黑广播、伪基站和联通 900h佣
z频率干扰源查处，维护空中良好电波
秩序，达到锻炼队伍，熟悉环境，发现问

题，找出差距的目的，确保民族运动会
无线电安全。此举将净化空中电磁环
境，保护民族运动会各比赛场馆及航
空、铁路等重点地区的无线电频率安
全，进一步提高打击非法设台监测能力
和快速处置无线电干扰事件的能力，规
范行政执法工作，为民族运动会提供无
线电安全保障。

记者注意到，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门前
广场的活动现场，停放着多台无线电移动
监测车，其功能就相当于一个个移动监测
站。郑州无线电管理局有关人士向记者
展示了一台便携式无线电频谱分析仪，这
台小小的机器，具有监测、摄像、定位、查
找黑广播等的强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