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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海
报集团全媒体记者王黎刚）11
月 23 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
动会）高脚竞速项目开赛，选手
们的精彩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和喝彩。西藏河北安
徽的选手表示，来三亚参加运动
会是人生难忘的一段经历，良好
的气候能让选手更好地享受运
动的乐趣。

西藏代表团高脚竞速队队员
旦增达瓦是第一次来三亚，旦增
达瓦目前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咸阳校区）体育教育专业，为了
能参加在三亚举行的运动会，他
刻苦训练，经过层层选拔入选了
西藏代表队。“非常期待能在本届
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不辜负自
己一年多来的艰苦付出。不过，
能出现在运动会赛场我已经很开
心了，能在三亚认识不少朋友。”
他说。

“三亚实在太美了，风景如
画，气候宜人。我很想大学毕业

后到海南从事教育工作。”旦增达
瓦说。

100 米单人竞速预赛结束
后，无缘下一轮的河北高脚竞速
队的满族小伙子刘俊铭有些沮
丧。不过，刘俊铭说，能来三亚
参加运动会就是人生难忘的一
段经历。这是他第一次来三亚，
三亚的大海和气候让他产生了
大学毕业后来海南工作的想
法。刘俊铭目前就读于河北师
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他说，参
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的另一个目的在于结交朋友，
体验不同地域文化。

“我们和三亚很有缘，首次
组队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就来到三亚比赛。”23
日，安徽高脚竞速队主教练周虎
生说。

据悉，安徽队高脚竞速队才
成立一年多，队员均来自淮北师
范大学。“我们来三亚参赛的目的
就是享受高脚竞速的乐趣，感受
三亚的魅力。”周虎生说。

西藏河北安徽三地高脚竞速选手享受比赛：

“恋上”三亚很简单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海报集团全
媒体记者邱江华 袁玉龙 实习生张美玲）
11月23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龙舟项目
1000米直道赛在三亚河开赛，在当日比赛
中，海南代表团男女龙舟队均取得佳绩。

当天共有19个省份的23支男女龙
舟队伍参加比赛，一艘艘龙舟犹如水上
蛟龙，造型精美，装饰独特，它们承载着
不同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印记，在水面上
奋力而行，引得岸边观众纷纷驻足，发出
阵阵赞叹。

记者了解到，1000米直道赛分为标
准龙舟（22人）和小龙舟（12人）两个类别，
每个类别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
参赛各队在各自赛道内同时起航，以龙头
最前沿到达终点先后顺序决定名次。

上午9时许，随着发令声响，刹那间，
河面上鼓声震天，龙舟好似一条巨龙在水

中翻腾，如此“速度与激情”瞬间点燃全
场。“咚咚咚”的鼓点节奏不停变换，指引
划手灵活调整划桨的力度和速度。

赛场上，鼓声、桨声、呐喊声交织，激
情四射；赛场下，亦是热血沸腾，加油呐
喊声让在场者为之一振。三亚市民万霖
随亲友一道前往现场加油助威，她兴奋
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优秀龙
舟队开展较量，大家水平都很高，太精
彩、太震撼了！”

在比赛前，海南代表团男子龙舟队
教练刘长青介绍，队员主要是由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学生组成，虽然是“学生军”，
但大家训练刻苦、有拼劲。对对手实力
有清晰认识，心理状态良好，大家会充分
利用主场优势，在赛场上展现风采。

一支龙舟队伍由鼓手、舵手、左右划
手组成。海南代表团男子龙舟队鼓手卓
小帅的职责是在比赛过程中观察队员和

其他队伍状态，及时调整战术和把握龙舟
节奏。“每次龙舟比赛，我都会全身心投
入，成就感与满足感让我乐在其中”。

最终，海南代表团龙舟队取得标准
龙舟女子组一等奖、男子组二等奖、混合
组二等奖以及小龙舟男子组二等奖的好
成绩，可谓“开门红”。

当得知获得了一等奖，海南代表团
女子龙舟队队员刘春燕压抑不住激动的
心情，流下了热泪，“这段时间大家都很
辛苦，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感谢社会
各界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将尽快调整
状态，迎接下一场比赛”。

海南代表团女子龙舟队领队翁忠学
也十分满意，他表示：“今天队员们状态
非常好，表现出色。海南作为本届运动
会东道主，我们在家乡参赛，特别有信
心，接下来还有很多场比赛，我们会全力
以赴，赛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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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海
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余育桑）11月
23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板鞋项目正式
开赛，男子板鞋60米竞速作为首
项比赛，选手们正在紧张有序地
进入比赛会场。

“在板上我们要一起走才
是最快的！”四川队板鞋竞速项
目选手甲拉云锋在赛前轻拍队
友的肩膀，传递着信心与力量，
他们在跑道旁开始紧张有序的
热身运动。在正式开跑前，他
还和伙伴们穿上板鞋，在跑道
上试跑了一轮，热身状态准备
无误后便开始迎接即将到来的
哨声。

“哔！”随着裁判哨声的响起，
选手们踏着板鞋与跑道摩擦发出

“嗒、嗒、嗒”的声音在操场上回
响，每个代表队的3名队员6条腿
在两块木板上整齐挥动，健步如
飞，在片刻间便抵达终点。几分
钟后，赛场的大屏幕显示，四川队
用时10.44秒。

“今天是稳定发挥，后面几场
比赛我觉得还能更好。”赛后甲拉
云锋说，板鞋竞速需要和另外两
位伙伴在两块木板上一心同体，
心有灵犀，只要稍微犹豫，就会从
板上摔下来。

“我们能一起驱动板鞋跑起
来，都是摔过来的。”谈到训练时
的事情，四川队队员周建宏笑
言。他和甲拉云锋、董德威是校
友，成为搭档后已经一起训练了
半年。在日常训练穿板鞋时摔了
不少跟头，为了提高彼此的默契
程度，在训练之余他们会一起参
加团体的球类运动，在球类运动
中相互配合。日常的生活和学习
中，伙伴们经常沟通，彼此了解，
增进友谊，长此以往，自然而然就
会在无形中增加默契。

在培训时，教练也通过使用
口号来引导，让选手们通过统一
的口令如“一、二、一”或“左、右、
左”来原地踏步或慢步行进，帮助
他们更好地找到节奏和步调一致
的感觉。

甲拉云锋说，板鞋发力是个
技术活。队员们需要共同努力，
将力量前移，才能推动板鞋快速
前进。同时，配合上半身的摆动
才能达到最佳的发力效果。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海南
参加比赛，希望孩子们能在这场
民族盛会中展示自己的自信和勇
气，也期待孩子们在未来的几天
能和东道主海南代表队的选手建
立友谊。”四川代表团板鞋竞速项
目领队韩勇说。

两块木板，6条腿，一起走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记者符彩云）哨声响起，三亚中
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毽球竞赛场馆内，
运动员凌空一脚，毽球直奔对手。11月
23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毽球项目正
式开赛。女子三人小组赛中，海南代表
团首场迎战广西代表团，双方展开了一
场精彩激烈的毽球对决，最终广西队以
2：0的比分战胜海南队。

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比赛中，广
西队采用快攻战术打法，队员一记倒
钩，毽球便“猛准狠”地击入对方区域；
海南队也不甘示弱，将毽球用前胸轻松
一顶、落至膝盖，再用一记踩踏攻球，攻
至对方区域……

第一局比赛，广西队仅用时十几分
钟就赢下。第二局海南队姑娘进入状
态，逐渐掌握场上主动。双方你踢我接，
有来有往，展示高超的技艺，扣人心弦。

比赛中，双方始终以一分之差或者
持平比分，你追我赶，不断拉锯。最终，
广西队以24：22的比分胜出。最终，广
西队以2：0的总比分赢下比赛。

“队员们年纪较小，容易紧张。比
赛前我们再三叮嘱孩子们，不要害怕，

不要慌，她们都做得很好，我很满意。
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比赛心态得到
了很好的锻炼。”广西代表团毽球队领
队陆学仁说。

“从今天现场整体情况看，我们队
员在接球的时候，位置有点太靠后，导
致前场比较空。在对方扣球的时候，
前场保护意识太强，导致后场有点
空。后续我们还会积极调整，同时加强
队员之间的默契度。接下来希望大家
能够调整好状态，打好后面的比赛，争
取小组出线。”海南代表团毽球队领队
陈文科说。

广西代表团毽球队运动员王甜甜
说，“首场比赛对阵东道主海南代表
团，我们都非常重视，以最好的状态去
迎接。”第二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的她坦言，跟五年前相比，
现在经验更丰富了些，心态也更加沉
稳。“今天在赛场上看到了很多前辈和
老队友，我们并不是经常见面，但还是
觉得很亲切。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
友，我还需要向他们学习。比赛结束
后，我们团队计划在三亚好好逛逛，有
机会我也想约上很久不见的朋友们一
起聚聚，感受三亚的椰风海韵。”

毽球项目海南队首场迎战广西队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

海南队男女混合双蹴默契十足，成功晋级

沉着应对 一“蹴”而发！

运动会龙舟项目开赛首日

海南男女队取得“开门红”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记者 潘頔 杜倬荷）11月23日，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蹴球比赛迎来第一个比赛日，来自北京、
辽宁、四川、海南等地的27支代表队，在
三亚学院风雨球场展开精彩对决。在男
女混合双蹴项目中，海南代表队的金仕
蕊/陈振兴顺利晋级下一阶段比赛。

找准角度，脚跟着地，脚掌触球，用
力蹴球……“好球！”海南代表团蹴球项
目教练员赵倩倩在察觉到队员紧张的
情绪时，不时在场下鼓励选手们。

“今天发挥得不错，沟通、配合都挺
到位的，在家门口的比赛让大家很兴
奋，往后的比赛还是要继续努力。”海南
代表队队员金仕蕊说，比赛期间曾有比
分差距大的时候，但是大家相互鼓励，
及时调整心态，最终拿下比赛的胜利。

海南代表队队员陈振兴介绍，对于
蹴球来说，平时练的就是稳和准的状态，
运动员的每一次出球都要用脑思考、用
脚命中，稳住心态从而形成肌肉记忆，这
样打起来才能够稳定有效命中目标球。

而以老带新、新老互促是海南代表
队的一大特色，曾代表海南参加第十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金仕
蕊是团队里的大姐姐。“作为队伍中的
老队员，我会把比赛经验分享给年轻的
队员，如何布局摆设蹴球的位置、攻守
战略的安排和谋划击球的顺序都很重
要。”她表示，蹴球是用脚掌滚动，推出
去，需要运动员动脑筋去打球，虽然场
上是四个球，但是变化很多，就要根据
场上的瞬间变化确定战术怎么去打。

蹴球，作为源于古代蹴鞠运动的传
统体育活动，因其老少皆宜、举止文雅、
富于变化、极具情趣而深受群众喜爱，
在满、蒙、回等民族中广为流传，承载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发展
至今已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上参赛队伍最多、最受群众欢迎的
项目之一。

据了解，蹴球比赛项目分为男子单
蹴、女子单蹴、男子双蹴、女子双蹴、男
女混合双蹴等5个比赛类别，一般每个
代表队有4名运动员。

海南代表团女子龙舟队在标准龙舟海南代表团女子龙舟队在标准龙舟10001000米直道赛中米直道赛中。。海报集团全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媒体记者 宋国强宋国强 摄摄

板鞋竞速运动员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跑向终点。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海南女子毽球队
在比赛中。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在男女混合双蹴项目比赛中，海南
队选手在击球。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