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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云南的德昂族运动员李春福和
王辉是同一个村的好友，本届民族运动会
上，他们一起参与表演了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陀螺飞旋”。“这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东
西，能在全国舞台上展示，感觉很激动、很
自豪。”首次参加民族运动会的李春福说。

实际上，参加民族运动会也是来自中
缅边境的小村落——临沧市镇康县白岩村
的李春福和王辉第一次走出云南。他们不
仅带来了精彩的“陀螺飞旋”，也带来了德
昂族2018年底整族脱贫的好消息。

“水泥路修通了，自来水到家了，住
上两层楼房了，这几年家里变化太大
了。”王辉家里种了 20多亩甘蔗，李春福
家里种了 16亩甘蔗、40多亩玉米，如今，
他们每年的净收入都在 5万元左右。带
着参加民族运动会的喜悦从郑州回到
家乡，正赶上玉米收获的季节，又是一
个丰收年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
不能少。中国再一次用脱贫攻坚奔小康
的实际成效，证实了各民族风雨同舟、团
结奋进、共同富裕。

德昂族巨变背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
最大、速度最快的反贫困斗争之一。2018
年底，我国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仅余
602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2519万人，6年
累计减少 80.7％。世界银行 2018年发布
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实际上，70年来，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努
力下，民族八省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民族体育盛会落下帷幕，来自各行各
业的运动员将回归工作岗位。西藏射弩
队的次旺曲珍将回到她任教 16年的林
芝市波密县完全小学，继续教育朝夕相
处的孩子，守护雪域高原上的祖国花
朵；河南男子珍珠球队队员文博将回到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他

想当一名体育老师，向孩子们普及珍珠
球运动；云南独竹漂代表队队员杨文武
将回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特
警队，继续守护当地百姓的幸福家园。
赛场上，他们为促进民族大团结加油鼓
劲；工作中，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

十几天后，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华诞；两年后，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周年；四年之后，第十二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将在南海之滨举办时，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将离我们更近一步，人民更
加富裕，国家更加昌盛。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这是 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许下
的心愿。56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富足美好，中
华民族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让我们齐
心协力，顽强拼搏，共同创造各民族更加
光明的未来！

迎接各民族团结进步更加光明的未来
——写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顾立林 韩朝阳

当会旗缓缓降下，当主火炬渐
渐熄灭，当欢聚的人群慢慢散去，第
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16日晚在河南郑州落下帷幕。

初秋时节，黄河之畔，由约
7000名民族体育健儿掀起的民族
体育的热潮、民族团结的联欢在过去
的9天里席卷神州大地，并在中华民
族的重要发祥地河南达到顶峰。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体育
盛会，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拼搏奋进的
故事；这是一回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
盛事，呈现了一幕又一幕各具风情的
表演；这是一次各民族齐聚中原的大
联欢，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民族大团结
的赞歌；这是国庆前夕，全国各族人民
呈给新中国70华诞的献礼。

平等团结拼搏奋进
共办民族体育盛会

过去的9天里，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在
中原大地载歌载舞、竞技交流，相识相知、相
交相融。如今，到了依依惜别的日子。

16日20时，闭幕式在郑州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举行。在民族运动会会歌《爱我中
华》的旋律中，民族运动会会旗缓缓降下，主
火炬渐渐熄灭，会旗由河南转交给海南，这
意味着民族运动会的海南时间将要到来。

“我今年58岁了，第一次参加民族运动
会，开阔了眼界，各民族同胞的竞赛表演真
是精彩。”来自青海的回族运动员马泰鑫感
慨万千，“舍不得离开，民族文化的精彩展
示，民族大联欢的喜悦心情，民族大团结的
深厚感情，每一样都令人难以忘怀。”

这是一次精彩纷呈的民族体育盛
会。民族健身操将民族舞蹈的柔美与健
身操的力度结合，节奏欢快流畅，律动感
强，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跳板运动中，朝鲜
族姑娘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表演，空中姿
态优美，令人赏心悦目……“看点多，有意
思，很精彩。”这是大家对本届民族运动会
上竞赛表演项目的一致评价。15日晚，组
委会对 194个表演项目中最精彩的 66个
项目颁发了一等奖。

竞技场上更多是惊心动魄。被称为
“大象拔河”的押加项目，充满“秒杀”的决
赛场也出现了僵持战。55公斤级决赛
中，内蒙古的额尔敦白乙拉与贵州的韦学
精展开鏖战。双方在两局的前 90秒都难
分高下，两局都加赛 90秒，第二局再加赛
30秒，最终额尔敦白乙拉获胜。

押加项目裁判长张建国说：“虽然激
烈，但押加比赛很和谐，各民族运动员之
间非常友好，没有发生争执，赛前赛后都
会握手致意。”赛场上，运动员为民族体育
拼搏奋斗；赛场下，朋友们为民族情谊欢
呼喝彩。

据赛会执委会介绍，本届民族运动会
参赛人数为历届最多；不管是竞赛还是表
演项目，水平都非常高；竞赛表演项目有
很强的民族性、文化性、观赏性、群众性，
丰富多彩。

展示风采交流交融 共促民族团结文化繁荣
西藏射弩队队员罗红英和次旺曲珍

是相识 20余年的好姐妹，这是她们第六
次携手参加民族运动会。从雪域高原到
塞上江南，从岭南广东到多彩贵州，从辽
阔草原到中原大地，两位藏族运动员的胜
负心日益归于平静，她们更享受参与的过
程，更注重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更珍惜
赛场上、舞台下结下的珍贵友情。

“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大
联欢、大团结，欣赏不同风格的民族表演，
了解各具特色的民俗传统，结识不同民
族、不同地域的朋友。”在次旺曲珍眼中，
民族运动会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平台，是促
进民族团结的盛会。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对手，更是
朋友”“共同加油鼓劲，中华民族一家亲”。
恐怕没有任何一场运动会能像民族运动会
这样，让各民族同胞结下如此的深情厚谊，

这比赛场上的精彩表演更令人动容。
脚下的“斯诺克”蹴球、移动的“篮球”

珍珠球、用脚踢的“羽毛球”毽球……这些
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突
破地域限制，吸引各民族同胞共同参与。竞
赛是次要的，重在展示各民族文化风采，促
进各民族交流交融，推进各民族团结进步。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
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66年来，乘着11届民族运动会的东风，民
族体育事业已获得长足发展。

在广西，从1982年起，已成功举办14届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发了300余
个比较完整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在西藏，2006年以来，当吉仁赛马会、拉
萨风筝等22个项目被列入国家和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由西藏推荐的押加、
北嘎等项目列入全国民族运动会竞赛项目。

在贵州，全省建立了 49个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利用“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的气候优势和山地条件，打造山地
特色体育大省强省。

“聚是一团火，各民族在运动会中相
互交流，共同进步；散是满天星，回到家乡
要把各民族的风貌风采向大家讲述。”作为
56个“民族之花”中的一员，来自宁夏的回
族姑娘张嘉瑞在火炬传递和开幕式上，展
示了回族儿女的精神风貌，同时她也接触
到其他 55个民族的代表。“虽然各民族有
不同的风俗习惯，但大家尊重差异，相互包
容，形成了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落下帷幕，
但各民族之间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深厚情谊，越过大江大河、雪山草原，洒遍
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
在各民族群众心间，茁壮成长，枝叶参天。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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