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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记
者王康景）11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项目在三亚市第一中学
体育馆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现场看到，尽管来自不同代表团和民族，但摔跤选
手们交流互动热络，还时不时分享各自“跤种”的

特点和技术要领、规则等。
“对手的实力也很强，我很开心能进入

半决赛，重要的是我们都发挥了各自的水
平。”当天上午，在参加完且里西74公斤级
摔跤比赛的新疆代表团运动员亚沙尔·提力

瓦力地接受采访时由衷地称赞对手。
据了解，这次民族式摔跤项目有且里西、

格、搏克、北嘎、希日木和绊跤等6种摔跤比赛，这
些跤种是分别来源于不同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
目，各有特色。

亚沙尔·提力瓦力地告诉记者，在运动员热身
区，大家时不时相互交流学习，了解各自跤种的比
赛规则。“今天在热身区做准备的时候，也看到来
自内蒙古和西藏的朋友，他们也都很强壮，我们也
会一起交流切磋一下，比如大家撞撞膀子感受一
下对方的身体条件，大家都是兄弟、好朋友。”他
说，特别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把且里西摔跤项目
进一步推广给更多人。

当天下午，在场馆一楼的热身区，记者看到很
多摔跤选手正在热身，并开展试摔训练等。在参赛
运动员待赛区，记者还听到几位参赛选手热情讨论
不同跤种的技术特点。参加北嘎项目的选手热身
区，有运动员表示，虽然跤种不同，但都有共通之处。

民族式摔跤运动员热络互动：

大家都是好兄弟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符彩云）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
下简称运动会）毽球比赛正如火如荼进行中。赛场
上，运动健儿们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献上了一场技术
与艺术交融、力量与优雅共存的毽球视觉盛宴。

毽球，是一个集羽毛球的场地、排球的规则、
足球的技术于一体的体育项目。海报集团全媒体
记者在现场亲眼见证了这项运动的魅力。

与其他运动相比，毽球本身有何要求和特
点？在运动装备等方面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此，记者专门采访了运动会毽球项目副裁判长
胡兴黎，进一步了解毽球这个竞赛项目。

“毽球运动是相对容易推广普及的一个项目，
主要使用脚的踢法。比赛中我们常看到运动员做
出劈叉救球、鱼跃救球等动作，所以对比赛服装的
弹性要求比较高。”胡兴黎说。

比赛中，记者注意到，运动员穿的鞋子脚面宽
大，像球拍一样，十分显眼。

“鞋面宽大且平，从鞋底来看呈现弧形设计，
增加了受力面，其特点是便于运动员击球。其次，
和普通跑步鞋不一样的是，鞋后跟两边有一定的硬
度，具有支撑的作用，可以保护运动员的踝关节，防
止受伤。同时鞋底也有一定的硬度，鞋子就相当于
脚上的球拍，可以做出类似打羽毛球扣杀的动作。
而且毽球鞋的鞋码比正常鞋大。”胡兴黎介绍道，

“经过多年发展，最早在我国广东省出现了隔网对
抗。根据毽球项目在比赛和推广的阶段特点，鞋子
的设计也一直在更新。与我当年踢球时相比，现在
鞋子的设计改善了很多，很有科技感。”

毽球运动具有竞技性，对腰腿及关节灵活性
的锻炼效果显著，男女老少都能参加，且场地要求
也较简单，非常适合各族群众日常锻炼。“毽球对
身体的灵敏性、柔韧性，以及腿部的力量要求较
高。刚开始练时，可以使用盘踢或者是用大腿击
球，能锻炼我们盆骨的力量和收缩性，增强下肢力
量。从小踢毽球，还能锻炼青少年的身体灵活性，
包括反应能力、专注度等，有助于增强体质。”

据悉，毽球运动是在我国民间踢毽活动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毽球比赛球网
高度男子比赛为160厘米，女子比赛为150厘
米。毽球的基本动作是盘、磕、拐、蹦，有前踢、后
踢、内踢、外踢、倒踢、头顶、胸触等几十种踢法。
目前毽球比赛设置有男子三人毽球、女子三人毽
球、男子双人毽球、女子双人毽球四个单项。
1995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
次将毽球列为竞赛项目。

球拍穿在脚上？
裁判带你认识不一样的毽球运动

■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梦楠

你送我可爱的毛绒骆驼玩偶，
我送你制作精美的鲁班锁……这
是11月24日，发生在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
球比赛赛场上的温馨一幕。

当天的男子珍珠球第二轮比赛
中，山东队对阵新疆队。赛场上，银
球飞舞，双方有来有回，比分交替领
先，一次次巧妙的突破过人和精准
的抄网捕球，将比赛带入一段又一
段高潮，不时引起全场观众的欢呼。

“今天新疆队的状态很好，队
员们很有韧性，一直拼到最后，比
赛特别精彩。”山东队队员杨文森
说，这一难忘的体验让他很开心。

在珍珠球男子山东队教练吕
建强看来，赛场上全力以赴，是对
自己也是对对手的尊重，“下了场，
大家都是好兄弟，一起交流学习，
共同进步。”

是对手，亦是朋友，珍珠球成

了一种纽带，将两地连接在一起。
运动员们在球场上学会了相互尊
重、相互包容、相互帮助，在相互协
作中赛出友爱、和谐、团结。

一场比赛结束，双方熟悉了起
来，心也靠近了。临走前，双方队
员互送礼物，彼此鼓励。

新疆队送上了骆驼玩偶，山东
队则带来了鲁班锁。礼物不重，却
蕴含着两队沉甸甸的情谊。

“大家一想到新疆，第一反应是
烤串，第二就是大沙漠。”珍珠球新疆
男子队教练马冬笑着解释，希望大家
一看到骆驼，就想到新疆，想到这次
的相聚。

鲁班锁亦是山东的“名片”，历
史悠久做工精巧，更为重要的是，
鲁班锁各部件紧密团结在一起，有
兄弟同心的含义。

“来，我们拍个照留念。”互赠

礼物后，队员们举着手里的礼物，
纷纷合影留念，记录难忘的时刻，
并热情欢迎对方前来做客。马冬
也和山东队的领队交换了微信。

“聊天时，有山东队员问我，来
新疆管不管烤串，我说，只要你来，
管够！”马冬发出邀请。

山东与新疆需穿越4000公里，
但山海之远从未阻隔一代又一代人的
鲁疆情缘。赛场外，双方也一直有友
好交流。

“这些年，山东对口支援新
疆，带来了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人
才，把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到新疆，
我们也在相聚相知中产生了友
谊。”马冬说。

“泰山天山根连根，鲁疆队员
心连心。新疆是个好地方，好客山
东欢迎你。”正如队员们所说，虽然
这场比赛结束了，但他们的情谊还
将继续。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

鲁疆队员心连心
珍珠球比赛结束后，双方球员互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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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孙春丽

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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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比赛在
三亚技师学院篮球场进行。

在赛场上，陀螺比赛从
守方旋放陀螺开始，由攻方将自

己的陀螺抛掷，击打守方陀螺，将守
方陀螺击中或击出中间区域则取得
胜利，并且按旋转时长得分。

运动员高隽语缠绕好陀螺，一
手握竹竿、一手举陀螺，单眼瞄准，
然后将缠绕陀螺的长线用力一抛，
再迅速旋转身体，在长线带动下，抛

出的陀螺瞬间飞速旋转。
来自大连民族学院的壮族选手

高隽语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代
表辽宁队参赛。高隽语说：“我今年
读大二，为了准备这场比赛，我在课
余时间训练了两年多，能打出今天
的成绩，我很满意。”

“台上竞技，台下交友，我参加
运动会是抱着交流学习的心态，多
看高手打陀螺，自己也能从中学到
不少技巧。我很享受这趟三亚之
旅，在三亚认识了不少朋友。”高隽
语说，他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陀
螺比赛，心情很激动。

高隽语说，陀螺是一项极具观

赏性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
中华文化的浩瀚海洋中，每一项传
统技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
内涵。陀螺，这一看似简单的比赛，
实则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智慧和世代
相传的技艺。

“比赛不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
大团结，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
识、接触陀螺这项民族体育运动。我
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陀螺这个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一定能够得到很好
的传承与发展。”高隽语说，打陀螺
是承载着深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传
统技艺，它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的
传承。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

特点

对抗性
技巧性
趣味性

很强的体育运动

比赛一般采用非金属平头陀螺
鞭由鞭绳、鞭杆组成

鞭绳不得用金属材料制作
其粗细不限

鞭绳最长男子为6米
女子为5米

（不得少于2米）
鞭杆长度

不超过0.6米

制图/张昕

20岁陀螺“小将”高隽语：

牢记于心
发展好这项运动

11月24日，民族式摔跤在三亚市一中体育
馆里进行，北嘎（藏族式摔跤）项目比赛结束后，运
动员相互握手。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孙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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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陀螺项
目比赛现场。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曹志 摄

规则

从守方旋放陀螺开始

由攻方

将自己的陀螺抛掷

击打守方陀螺

将守方陀螺

击出比赛场区

或比守方陀螺在比赛场区内

旋转的时间更长

比赛只计攻方得分

以当场比赛的累计得分

决定该场胜负

得分多的队为获胜队

比赛一般采用

非金属平头陀螺

■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孙春丽

1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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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男子个人赛和陀螺女
子个人赛精彩上演，现场你攻我
守，运动员身姿矫健、动作优美、活
力满满。

陀螺又称打陀螺，是彝族、壮
族、佤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喜爱的传
统体育运动。1995年在第五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打
陀螺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2023年
更名为陀螺。

今年52岁的“老将”王清文，是
广东代表团陀螺队男子运动员，曾
经参加过5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我是广东锦绣中华民俗
村景区陀螺队的成员，我们陀螺队
的飞陀螺是表演性质，与运动会的
竞技陀螺不一样。”王清文说，他和
陀螺结缘25年，当时是出于喜好自
学的。

“年轻的时候参赛会紧张，现在

参加过几届运动会，已经不紧张
了。”王清文说，在这次比赛中，来自
全国各地的很多对手实力强劲，他
的目标就是勇往直前，赛出个人风
格。

“这次运动会是一个民族欢聚
的大舞台，比赛让我们认识了各民
族的兄弟姐妹，大家互相认识，增进
了感情。我们是来交流学习的，所
以比赛完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互
动。”王清文说。

王清文还分享了陀螺技巧：稳、
准、狠。稳就是要用平常心对待比
赛，不要紧张。准就是要把握好手
势、动作、步伐和手中鞭子的准确
度，要能把对方的陀螺打出外线。
狠就是看力度，不同的场地需要的
力度不同，需要调整自己的动作和
力度。

“我对打陀螺有着很深的感
情，这是一项需要传承和创新的
民族传统技艺，希望更多人并肩
同行，发展这项技艺。”王清文说，
打陀螺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
目，兼具趣味性和观赏性，希望
更多人关注并参与这个项
目，一起传承民族传统
技艺。

（本报三亚11
月24日电）

52岁陀螺“老将”王清文：

念念不忘
希望更多人传承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