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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林）经过4天的
激烈角逐，11 月 28 日，海南省第七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
简称“省七届民族运动会”）陀螺项
目比赛在三亚技师学院圆满落幕。
三亚代表队发挥出色，将陀螺男子
团体赛和女子团体赛两个一等奖收
入囊中。

此次陀螺项目比赛共有海口、三
亚、万宁、琼海等 10 个代表团的 66
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男子团体、女
子团体、男子个人和女子个人四个
比赛项目。当天上午，上演的是陀
螺男子、女子个人项目决赛。

比赛现场，运动员缠绕好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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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长线带动，
抛出的陀螺瞬间飞速旋转。顿时，
飞转的陀螺、飘舞的长线，加上运动
员矫健的身姿，不仅“旋”出最炫民
族风，更迸发出满满的活力。

据介绍，陀螺比赛分为攻守两
方，守方首先旋放陀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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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得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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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激烈比拼，陵水代表队的黄
亚鸿挑落一众好手，拿下男子个人
赛一等奖。三亚代表队的罗木生、
林强和林聪获得二等奖。女子方
面，昌江代表队的符小莲赢得女子
个人赛一等奖。三亚代表队的董健

云获得二等奖。
小陀螺“转动”民族大团结，各支

参赛队伍台上竞技、台下交流，气氛
融洽。来自三亚代表队的罗木生表
示，比赛期间，不仅学到了许多技巧，
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
次运动会是一个民族欢聚的大舞台，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都是抱着
一种学习的心态来参赛的，这几天大
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打陀螺的技巧，

相处得非常开心。”罗木生说。
“虽然在团体赛中没能战胜三亚

队，但也没有留下遗憾。”陵水代表
队队员黄亚鸿对这次比赛取得的成
绩表示非常满意，他告诉记者，此次
在与全省各地的高手的对决中，对
手新奇的技巧给了他许多灵感，比
赛结束后他将把此次比赛中学到的
技巧充分运用到日常训练中，认真
备战明年在海南举办的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争取
取得好成绩。

陀螺项目裁判组负责人表示，各
参赛队台上竞技，台下交友，这才是
举办全省民族运动会的初衷。通过
比赛，既弘扬了民族体育精神，又促
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让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认识、接触民族体
育运动。希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能
够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板鞋竞速、高脚竞速项目比赛
三亚代表队

获得1个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11 月 27 日，海
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板鞋
竞速、高脚竞速项目在三亚技师学院体育
场圆满完赛。白沙代表队获得7个一等奖
奖项，海口经济学院代表队获得 6 个一等
奖奖项，三亚代表队获得1个一等奖奖项，
10 个二等奖奖项，5 个三等奖奖项。市领
导林有炽、张长丰为获奖代表队和获奖选
手颁发奖杯和奖牌。

板鞋竞技是一项集群众性、娱乐性、竞
技性于一体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同
时也是一项非常独特的健身娱乐活动，需
要比赛者齐心协力和默契配合。2007年，
三人板鞋运动正式成为第八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并根据比赛
的特点定名为板鞋竞速。

高脚竞速传统名称高脚马，又名“骑竹
马”。是流行于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
东等地区多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非常
考验运动员的灵活性、协调性以及平衡
性。在 2003 年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高脚竞速首次被列为竞
赛项目。

“板鞋竞速十分讲究团队合作，三个人
必须齐心协力、步调一致，三个人上了一块
板要人板合一才行。”白沙代表队队员曾秀
如告诉记者。“我们之前已经参加过很多比
赛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平时利用很多时间
进行训练，所以我们比赛前就很有信心。”
白沙代表队队员刘文彬说。

陀螺项目比赛 三亚代表队表现不俗
分别获得男子、女子团体赛一等奖

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以下简称“省七届民族运
动会”）正在三亚进行。从竞赛场馆
到运动员村，再到城市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赛事志愿者和城市志愿者
的身影。

默默奉献，周到服务。志愿者用
贴心的服务为赛事顺利举办提供坚
实保障，让参赛运动员以及八方来客
感受到三亚的热情和温暖。

“射弩比赛节奏快、赛程紧，我们
也要跟上节奏，保持专注。”三亚学院
大二学生王胜是射弩项目的志愿者。

今年10月，王胜通过校团委报名
成为运动会志愿者，在参加多次岗前
培训后，他被分配至射弩项目场馆担
任赛事记分员。为了更好适应赛事
需求，从未接触过射弩的他认真学习
射弩规则、观看比赛视频、详细了解
记分员职责。“当一名志愿者，与不同
的人沟通交流，既能展现青年学子的
精神面貌，也是讲好三亚故事、提升

自我的好机会。”王胜告诉记者，他学
的休闲体育（高尔夫）专业也需要记
录比赛杆数、最终成绩，这次的志愿
经历，是一次很好的实践机会。

伏地、蓄力、爬行……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体育馆内，押加参赛运动员
动作一气呵成，现场观众加油助威声
不断。场边，负责引导服务的志愿者
们时刻关注比赛动态。比赛一结束，
他们就迅速找到对应代表团的运动
员，引导他们有序离场。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学院的
大二学生韩妍是这个志愿者团队中
的一员。她告诉记者：“每天工作大
约 8 小时，主要负责引导运动员入
场、离场。”为了更好地完成引导工
作，韩妍利用比赛期间的空闲时间，
不断纠正自己的步伐，并试着发声，
让自己在喊口号时能更加洪亮。她
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工作的更好进
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运动员
的信心，起到激励的效果。

像这样的故事，在运动会的赛场
内外还有很多。赛事期间，龙舟、独
竹漂项目赛事志愿者、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大二学生陈嘉骏每天搬运器材、
保障赛事有序进行；三亚技师学院会
计专业的吉祥物志愿者陈开涯，穿戴
厚重的演出服，顶着闷热，与观众互
动；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的志愿者
赵艺茹，不仅要参与保障运动会开闭
幕式，还要参加押加比赛志愿服务
……他们的专业、细致、认真，赢得了
广泛赞誉。

“这些志愿者分别来自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三亚学院、三亚航空旅游
职业学院、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三亚
城市职业学院、三亚技师学院等6所
本土院校，主要围绕竞赛组织、接待、
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工
作。”运动会执委会社会工作部工作
人员谢卓睿介绍，运动会志愿者招募
工作于今年6月份启动，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和踊跃参与，共收到

2000余份申请，执委会优中选优，通
过面试考核等方式，最终确定了750
名志愿者。“虽然运动会已临近尾声，
但志愿者们仍将继续做好服务，在各
自岗位上用周到的服务温暖八方来
客。”

如果说，身着浅蓝、洋溢青春的
赛事志愿者是运动会赛场上一张靓
丽的青春名片，那么身着蓝色马甲、
头戴蓝色帽子，穿行在三亚大街小巷
的城市志愿者则是三亚这座小城的
温暖底色。连日来，100名城市志愿
者活跃在比赛场馆、交通场站、热门
景区景点、志愿服务站等重点区域，
为省七届民族运动会提供热情、规
范、专业的服务。

市文明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志愿服务一直是三亚的
一张“金名片”，通过省七届民族运动
会，城市的志愿服务会更加蔚然成
风，向全社会展示一种“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志愿服务精神闪耀赛场内外
本报记者 林林 实习生 桂周琪

11 月 28 日，在三亚
河畔“独竹漂”比赛项
目赛场外，运动会志愿
者们争相与“阿吉”人
偶合影。海南省第七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正在如火如荼
进行。在赛场内外，本
次运动会的吉祥物“阿
吉 ”成 为 人 见 人 爱 的

“显眼包”，备受人们青
睐 。 据 了 解 ，吉 祥 物

“阿吉”源于黎族传说
吉祥鸟——甘工鸟，是
海南人民心中的吉祥
鸟，展化为凤凰，代表
着海南少数民族同胞
的勤劳、朴实、热情、奔
放的形象。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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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专注比赛。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本报讯（记者 林林 郭志华 通
讯员 康辉）11月 28日，海南省第七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毽球项
目圆满完赛。三亚代表队陈泳标、
叶垚彬夺得男子双人赛一等奖。东
方代表队陈奕沛、魏成文以 2:1 总
成绩拿下女子双人赛一等奖。此

外，三亚代表队还赢得男子三人赛
一等奖，东方代表队拼得女子三人
赛一等奖。

赛场上，运动员或旋身或起跃，
用腿钩、用胸顶、用头接，小小毽球
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
令人眼花缭乱。场外观众看得啧啧

称叹。
“最满足的事情是能够与其他

代表队的运动员交流学习，赛场上
我们有竞争，赛场外我们是团结友
爱一家人。比赛结束后，我们将总
结训练体系和训练模式上的经验，
更好地提高这个项目的水平。”三亚

代表队教练刘佳说。
“毽球比赛太精彩了！我们学

校计划开设毽球体育课程，让学生
们参与其中，让我们的民族运动真
正走入校园。”运动会毽球竞委会
副主任、三亚中学副校长辛建斌表
示。

本报讯（记者 林林 通讯员 康辉）水
上独竹翩翩舞，一苇渡江踏歌来。11月 28
日，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独竹漂项目开赛，本次比赛赛期两天，共
设 6个一等奖奖项，来自三亚、陵水等 6支
代表队 31 名运动员在三亚河上展开激烈
比拼。

独竹漂项目共分为两组，分别为男子
组和女子组，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独竹漂
60米、100米直道赛的比拼，共决出4个一
等奖，第二个比赛日将进行独竹漂 200 米
直道赛的对决，将决出2个一等奖。

在今日的比赛中，东方代表队何国润
获独竹漂60米直道赛女子组一等奖，陵水
代表队胡朝贵获独竹漂 60米、100 米直道
赛男子组一等奖，陵水代表队周群辉获独
竹漂100米直道赛女子组一等奖。

独竹漂俗称“划竹竿”，是发源于贵州
省北部赤水河流域的一种民间技艺。2011
年独竹漂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11 月 28 日，在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押加竞赛项目赛场上，来
自三亚、儋州、琼海等 12 支代表队的运动
员参加了比赛。赛场上运动员们展开力
量的巅峰对决，观众们不断加油助威，气
氛十分热烈。押加，又名“大象拔河”，是
一种趴着拔河的体育项目，考验选手的爆
发力和体能。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大象拔河”趣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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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球项目比赛收官

三亚代表队夺得
男子双人赛、三人赛一等奖

在三亚河上，选手们如同武林高手，
施展独竹“水上漂”绝技。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独竹漂项目开赛
“水上芭蕾”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