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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谈

三亚河上，水面被阳光染成了金

色。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运动员双脚

踩在一根大竹子上，双手挥舞着竹竿

左右点水，仿佛串起一个个金色的水

轮，潇洒前行。远远望去，形似现实版

的“一苇渡江”。这就是我国一项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独竹漂。

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中，独竹漂项目的比赛吸引

了广泛的关注。

独竹漂俗称“划竹竿”，又称“独竹

舟”，发源于贵州北部赤水河流域，原

是当地人的水上交通工具，后来逐渐

发展为当地群众的娱乐、比赛项目。

跨越千山万水，独竹漂走出贵州，

知名度逐渐在全国打开。作为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独竹漂在 1999 年第六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首度

亮相，之后在 2011 年第九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被列为正式比

赛项目。

脚踏独竹，破水疾驰。看起来潇

洒的独竹漂，其实要求运动员集力量、

耐力、平衡、技巧等于一身，还要有较

强的心理抗压能力。“赤脚踩单竹，即

便竹竿被固定住，挑战也不小，何况是

浮在波动的水面上，反复落水、遭受打

击是常态。”练习独竹漂已有 17 年的贵

州代表队队员胡朝贵介绍道。

在本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上，设独竹漂男子、女子直道竞速

60 米、100 米和 200 米比赛，吸引了来自

海南、贵州、湖南等地 11 支代表队的 65

名运动员参赛。选手们从起点出发，

到达终点用时最快者获一等奖。

不同于此前同样在三亚河举行的

龙舟赛，独竹漂的赛场上显得格外安

静。这是因为运动员立于竹上，需屏

气凝神，既要保持身体平衡，又要奋力

向 前 划 行 。 岸 边 的 观 众 需 要 保 持 安

静，以免干扰选手。直至比赛结束的

鸣笛声响起，观众才会爆发出雷鸣般

的掌声和欢呼声。

经过两天的角逐，广西代表队的

队员们技高一筹，包揽了独竹漂项目

的全部 6 个一等奖，并获得 7 个二等奖

和 2 个三等奖。云南代表队同样表现

不俗，获得 7 个二等奖，西藏、贵州、海

南等代表队的运动员也各有收获。

比赛间隙，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

们经常一起交流比赛心得。从运动员

等候区到岸边临时搭建的码头，一条

几米长的通道里总能看到选手们互相

加油鼓劲的画面。

“从第九届时的 25 人报名参赛，到

如今的 65人参赛，独竹漂越来越受欢迎，

参赛人数、参赛地区也越来越多。”贵州

代表队独竹漂项目教练王馨平说，“这几

年，除了贵州、广西等传统强队外，云南、

河北、海南等地的选手也进步明显。”

多年来，有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以及全国民体杯独竹漂比

赛等赛事平台的推动，独竹漂在全国

各地的普及度逐步提升，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关注和喜爱。独竹漂的推广，

不仅为体育竞技添彩，也传承弘扬了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上图：11月 28日，广西队选手陆春

桃（左）在独竹漂项目女子组 200 米直

道赛中获得一等奖。 新华社发

版式设计：贾国梁

从“一苇渡江”到“百舸争流”
■本报记者 马 晶

长 镜 头

11月 30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海南省三亚市闭幕。图为闭幕式现场。 新华社发

从小，我就对体育有着浓厚的兴

趣。

在成长的过程中，体育就像一位

忠实的伙伴，陪伴着我度过了许多美

好的时光。上初中时，我曾想报名武

术 学 校 ，梦 想 成 为 一 名 武 术 运 动 员 ，

可 惜 未 能 如 愿 。 我 与 篮 球 裁 判 的 结

缘，则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收获的精彩

旅程。

考上军校，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

转折点。在军校里，除了军事训练和学

业课程，我幸运地接触到了篮球裁判这

个领域。当时，我对篮球运动充满热

爱，学习裁判知识又为我打开了一扇全

新的大门。

从那时起，我开始努力钻研篮球

裁判规则，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培

训和执裁实践。在军校期间，我不仅

掌握了扎实的裁判专业知识，还培养

了 严 谨 的 纪 律 意 识 和 良 好 的 团 队 合

作精神。毕业时，我顺利取得了军队

颁 发 的 篮 球 国 家 三 级 裁 判 员 证 书 。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成

就感。

2000 年 ，军 校 毕 业 后 ，我 正 式 开

始 执 裁 篮 球 比 赛 。 怀 揣 着 对 篮 球 的

热爱和对裁判工作的敬畏，我踏上了

一 个 又 一 个 赛 场 ，在 执 裁 中 提 升 自

己，感受篮球的魅力。作为一名年轻

的 裁 判 ，我 不 断 在 比 赛 中 积 累 经 验 。

每一场比赛，我都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场 上 的 每 一 个 细 节 ，努 力 做 出 公 正 、

准确的判罚。

在我的裁判生涯中，先后执裁过

单位“水神杯”“贺兰杯”等篮球赛，这

些比赛规模不同，参赛队伍的水平也

参差不齐，但我始终以专业态度和敬

业精神对待每一场比赛。在赛场上，

我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比赛公平公正

的重任。无论是激烈的对抗还是胶着

的比分，我都始终保持冷静，严格按照

规则进行判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执裁水平

不断提高。2010 年，我在驻地宁夏回

族自治区，考取了篮球国家一级裁判

员证书。这是对我多年努力付出的肯

定，也激励着我在篮球裁判道路上继

续前行。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2012 年单

位组织的“贺兰杯”篮球赛决赛。那场

比赛非常激烈，双方队员都拼尽全力，

场上的气氛十分紧张。在比赛的最后

时刻，一次关键的球权争夺让双方队

员争执不下。作为比赛的主裁判，我

根据规则迅速作出裁决，也控制住了

双方队员激动的情绪，让比赛得以顺

利进行。

赛后总结时，两队教练和几位助理

裁判都认为我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公正

的判罚。那一刻，我很自豪自己没有被

外界的压力所影响，也感受到了作为一

名篮球裁判的责任和担当。

作为一名篮球裁判，我始终坚守着

公平公正的操守和准则。我明白，只有

秉持公正的态度，才能赢得运动员和战

友们的尊重，才能让篮球运动在军营中

更健康地发展。

当篮球裁判，虽说只是自己的业余

爱好，但我收获的却不仅仅是专业上的

成长，还有许多珍贵的人生经验。通过

执裁各种比赛，我结识了来自不同单位

的战友。我们在赛场上共同拼搏、互相

学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友谊，

成了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一晃投身军营快 30 年了，回顾自

己的篮球裁判之路，我深感幸运。与体

育结缘，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成为一名篮球裁判，让我在工作之

余找到了另一份价值和快乐。在未来

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学习篮球裁判的

知识，为推动军营篮球运动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相信，只要心中有热爱、有坚持，

就一定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

更好。

我
当
篮
球
裁
判
的
经
历

■
徐
殿
闯

我与体育

这是一场民族体育的盛会，运动健

儿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拼搏不息，以昂

扬之姿展澎湃激情，在竞技比拼中传承

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这是一场民族团结的盛会，各民族

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同场竞技，在“各美

其美”中绘就“美美与共”，以团结协作、

奋力拼搏的体育精神诠释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文化认同。

11 月 22 日至 30 日，第十二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海南省三

亚市举行。9 天中，6960 名各族运动员

参加了 18 个竞赛项目、170 个表演项目

的比赛，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大联欢等

文化活动。

赛场上，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下，

各代表队运动员相互交流学习，结下深

情厚谊。各民族兄弟姐妹从祖国的四面

八方相聚于此，留下欢笑，传播友谊。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通过参与这些具有民族特色

的体育项目，人们能够感受到运动的快

乐，激发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热爱和参

与热情。无论是激烈的竞技还是优美

的表演，都让人们大饱眼福，感受到不

一样的民族体育文化魅力，体悟文化交

流的“美美与共”。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

是民族体育的盛会，也是彰显民族大团

结的盛会。从 1953 年举办首届至今，

历经 71 载，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已经成为传承弘扬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在这场盛会上，我们见证了各民族

和谐相处、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感受

到民族团结所激发出的磅礴力量。

本届运动会，实现了全国各地区代

表队的大团圆。其中，台湾少数民族代

表队从 1991 年起就连续参赛；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两个代表

队，则是首次正式组队参赛。这不仅为

本届运动会增添了亮点，也彰显出中华

民族强大的民族团结向心力。

“一家人”“一家亲”，是人们在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听到的“高

频词”。在天涯海角举行的民族大联欢

活动现场，西藏代表队队员与北京代表

队队员共跳锅庄、互换礼物；广东代表

队队员与香港代表队队员在海边步道

上合影留念……

各民族儿女齐聚三亚，在共学共

乐、积极昂扬的氛围中展示多姿多彩的

民族文化，在欢乐的氛围中分享彼此的

故事，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

进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和文

化自信。

一张张笑脸、一声声问候、一句句

祝福……在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中，各

民族来宾都深切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深切感悟到民族团结的浓厚氛

围，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

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

“这届运动会给大家留下了太多美

好回忆。”新疆代表队运动员胡尔西代

姆·麦麦提说，这是一场民族团结的盛

会，每个运动员都是使者，他要把这次参

会经历带回家乡，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

共，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进入新时代，各族儿女心相通、情

相融，志相同、力相聚，正阔步走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

竞技推动进步，交流催生创造。赛

场内外，我们共同见证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相聚“天涯” 心在咫尺
■马 晶

图①：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在高海拔地区开展极限体能、刺杀对抗等

课目训练，锤炼官兵过硬战斗作风。图为官兵进行刺杀训练。

刘亚斌摄

图②：第 77 集团军持续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强健官兵体魄，增

强集体凝聚力。图为第四届“铁拳杯”篮球赛决赛现场。

张哲凯摄

军营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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