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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昕彤 顾宁

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曲棍球早已成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公园

的曲棍球雕塑、围栏上的曲棍球球杆、曲棍球造型的路灯……从哈森开始，一代又一代接续耕耘，实现了莫

旗曲棍球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和发展。绵绵用力，才能久久为功。莫旗曲棍球的

现代化探索之路从未止步。

“我们有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孟军是莫旗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曲棍球教练，从阿拉尔镇中心校曲棍球“源乡”到2008年站上北京奥运

会的赛场，孟军从一个穿着胶鞋在泥地上打球的达斡尔族小子走进了国家

队的大门。“如果说莫旗有哪些领先全国的发展优势，我认为就是我们有一

代又一代的传承。”孟军说。第一代传承人哈森帮助莫旗完成了从传统“波

依阔”到现代曲棍球的转型，建立了国家第一支专业曲棍球队伍。孟军的教

练孟慧臻也是其中一员。十几年时间里，孟慧臻随队征战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在全国比赛中屡获冠军，退役后成为第二代传承人，编写了《曲棍球教学

大纲》，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曲棍球运动员。而后，孟军和队友孟

立志一起接过了接力棒。

孟军说：“我们前辈努力将这项运动发扬光大，让这一古老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走向世界、焕发生机。我们也要永远传承老一辈人勇于开拓的优秀品

质，把莫旗的曲棍球光辉传承下去，带着更多的孩子去看更大的世界。”

莫旗曲棍球队代表内蒙古在全国赛事中共获得40多次冠军，有300多人

次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并出访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

也成为所有莫旗人的骄傲。在曲棍球训练基地训练的队员敖杨是从阿拉尔

“源乡”一路打上来的队员，他说：“小时候我们就在路边土地上打球，现在我

们能在亚洲最大的标准化球场打球，这么多年来莫旗教练一代又一代的传

承，让莫旗很多孩子和我一样有出门看世界的机会，退役之后我也打算回到

家乡做一名教练，教更多的孩子。”

“走出去”还要“办起来”

莫旗曲棍球运动之所以在全国领先，得益于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其中包括后备人才学校的建立、专业教练员的配备、长效的管理

规划机制，以及科学的以赛代练的曲棍球训练模式。

“通过比赛对抗的方式可以提高学生对曲棍球的兴趣。”民族第二小学

教师苏力强说，“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我们会带他们参加比赛，全旗、全自

治区或是全国的，通过比赛检验平时的训练情况，查缺补漏。”去年暑假，新

疆塔城的学生来到莫旗夏训，和民族二小的学生进行过交流赛。

不仅“走出去”，还要“办起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有参赛机会，莫旗也在积

极打造青少年赛事品牌。截至目前，莫旗已连续3年举办全国青少年U系列曲棍

球锦标赛、第三届中国小学生曲棍球夏令营。同时，每年还会举办内蒙古自治

区曲棍球锦标赛、呼伦贝尔市“体彩杯”青少年曲棍球比赛等。

“这也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希望通过在莫旗举办大型曲棍球赛事提

升学生水平，也带动曲棍球后备人才学校的比赛积极性，让他们在家门口就

可以参加全国比赛、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优秀队伍的技战术水平。”莫旗教育

体育局副局长苗春英说。苗春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曲棍球亚冠赛忙碌着：

“一个自治旗能办国际比赛，对我们是宝贵的学习机会。”

在苗春英眼中，曲棍球是莫旗的“金名片”。“希望通过赛事举办探索体育

旅游的新模式、新业态，推广达斡尔族的传统非遗文化，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

如今，莫旗正在通过积极办赛和举办夏训、夏令营等形式，积极吸引全国各地队

伍来到莫旗，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名气有了，自然就能吸纳更多后备人才，比赛成绩就是最好的招生简

章。这在莫旗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得到了印证———随着近几年莫旗曲棍球的

发展越来越好，学校的生源也从莫旗扩大到周边的地市。孟军说：“近几年莫

旗曲棍球成绩越来越好，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锦标赛上，我们学校的

名声在周边地市也越来越响，通辽、扎赉特旗、阿荣旗的家长了解我们学校

后，会主动报名把孩子送过来上学。”

“近几年，全国性的曲棍球赛事大都是以省区市为单位参赛，而莫旗出

的队伍都是以学校为单位。我们在比赛中发现了差距，不集中专业化训练，

成绩提不上来。”苗春英说。谋而后动。为此，莫旗及时调整工作计划，今年

将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一两所挂牌体校，

整合优秀教练员组建U10、U12、U15的男、女精

英队伍，通过以赛促训、逐级选拔培养的方式，

搭建后备人才保障的“金字塔”基础。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轧学超

“一二三，加油！”秦岭以南，

蜀道以北的大巴山腹地，山歌悠

扬，赛事正酣。在川陕交界的襄渝

铁路巴山站区体育场，全国铁路

第十五届运动会启动式暨巴山第

43届路地群众运动会拉开帷幕。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

来，与近千名铁路职工欢聚一堂，

共迎巴山“小奥运”。

“奥运精神”绽放巴山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巴山镇成

为陕西镇巴县唯一通火车的地方。但是巴山的养路工们

守着一条电气化铁路，却点了8年的煤油灯，由于黑水河

中的矿物质含量超标，不能饮用，他们用水不是接雨水，

就是要到山上去挑山泉；买粮更是要翻几座山，甚至还要

自己进行原粮加工。当时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下班后守

在站台上等候一天在此只停留两分钟的慢车。

为了凝聚人心，在巴山工务指导区带领下，职工

们动手在“地无三尺平”的河滩上平整出半个篮球场，

将废旧枕木做成篮板，用废旧的钢轨做篮球架，将旧

安全带做成拔河比赛用的绳子，上山砍来竹子做接力

棒。1981年，首届巴山运动会举行。虽然仅有篮球、接

力、拔河等几个项目，运动员也仅有指导区的职工和

家属40余人，奖品只是一根铅笔或者手绢，这样的运

动会或许在其他地方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却是巴山职

工们对美好生活矢志不渝的追求和自强不息顽强奋

斗的象征。

从1981年开始，巴山路地群众运动会已连续举办

43届。从最初简单的娱乐活动，一步步发展成为铁路职

工和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小奥运”，成为巴山人的“狂欢

节”，被誉为全国群众体育运动的典范。当地居民胡松

告诉记者，这里有一群热爱体育运动的铁路职工和群

众，坚守着大山深处这片乐土，乐观向上，不懈奋斗，积

极参与体育运动。

巴山路地群众运动会比赛项目已逐渐从当初的拔

河、篮球等5个单项陆续发展成为篮球、气排球、步调一

致等6个集体项目和乒乓球、羽毛球等9个个人项目的

综合性体育赛事。参加运动会的不仅有铁路职工，还有

周边企业、村镇社区的群众和中小学校的学生，参赛人

数也由当初的几十人变成了如今的600多人，成为全体

巴山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有效载体。今年的运动会

还专门开设了“农贸集市”，让当地农户家中的腊肉、土

豆等山货特产通过“体育列车”走出“家门”销往全国，

推动特色农产品销售，促进当地农户增收。

巴山腹地的养路人

车站建在绝壁之上，站台位于凌空飞架的桥上，桥

如沉入山谷的弯月，一头钩着黑水河钢梁桥，另一头嵌

入大巴山隧道群……这就是巴山工务车间管辖线路内

情况的真实写照。

解和平是第一代巴山铁路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人称“钢筋混凝土式的工长”，多次参加巴山路

地群众运动会。在巴山当工长时他曾说：“巴山的条件

确实艰苦，但它在祖国的版图上。铁路修到了这里，总

要有人来养护，既然来了，在一天，就要干好一天。”这

句话一直作为巴山家风传承了下来，朴素价值追求更

是形成了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务实创新”为基本内

涵的“巴山精神”。而延续了43年的巴山路地群众运动

会则成为当地铁路职工和群众的另一种文化传承。

全国劳动模范王庭虎是解和平的徒弟，36年前，他

来到巴山工务车间成为这里的一员。多年以来，他养护

行走的线路超过18万公里，对于巴山路地群众运动会，

王庭虎感情颇深，他表示：“我年年参加巴山路地群众

运动会，诞生在大山里的运动会具有跨时代意义，这是

一个关于大山深处的体育故事，是铁路职工和当地群

众梦想开花的故事。”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巴山工务车间已经走过了近

半个世纪，最早一代的巴山铁路人将所有的青春热血

挥洒在这里，点亮了巴山深处的通行希望。如今，巴山

路地群众运动会这辆“体育列车”更是让人们看到了这

片让梦想发生的热土，看到了一份勇敢向未来的决心

和力量。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本报讯 记者从4月18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4中国

运动休闲大会暨体育旅游季将于4

月至6月在山东省日照市举办，其

中大会开幕时间为5月9日，由中国

体育报业总社有限公司、山东省体

育局、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日照

市人民政府、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

主办。

据介绍，日照2024中国运动休

闲大会暨体育旅游季以“新体旅

新消费 新趋势”为主题，融合设计

了“赛”“会”“展”“游”四个板块，致

力于推动户外运动和体育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期间，将邀请行业

知名专家，围绕户外休闲、体育旅

游、体育消费等领域，专题解读相

关产业政策和动态。届时，将举行

全国运动休闲主题作品推荐活动，

发布运动休闲城市指数，并签约一

批重点体育项目。

大会以“经山历海 体育日照”

为主线。山东省体育局将在开幕式

现场发布2024“户外运动季”LOGO

及主视觉，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

山东省赛事目录和“好运山东 健

游齐鲁”四季地图，举办山东省体

育旅游工作培训班。日照市也将在

开幕式上全景式推介文体旅资源，

同时举办日照体育发展成果展、日

照文化旅游图片展。开幕式期间还

将举办中国日照徒步行启动仪式、

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公益垂钓比

赛等重要赛事。此外，旅游季期间，

日照市将配套举办63项赛事活动，

其中国家级26项，省级16项，预计

总参与人数10万余人。

（林 剑）

本报记者 李东烨

4月19日至27日，2024年全国游泳

冠军赛将在深圳大运中心游泳馆举行。

赛事全面模拟巴黎奥运会比赛，达到锻

炼选拔目的，最终将产生35枚金牌。国

家游泳队将全阵容参赛，包括张雨霏、

覃海洋等名将均将全力参赛，争夺“直

通巴黎”入场券。

本届全国游泳冠军赛全面模拟巴黎

奥运会比赛，大部分赛程安排都是直接

对标巴黎奥运会。上午时段进行预赛争

夺，半决赛、决赛全部安排在晚间进行。

按照国家游泳队巴黎奥运选拔规

则，将结合2023年福冈世锦赛、2024年

多哈世锦赛以及本届冠军赛成绩，单项

进入决赛前八名，成绩最好且达奥运A

标的两名选手获得单项资格。如果决赛

成绩都没有达A标，再看半决赛成绩。

福冈世锦赛和多哈世锦赛的决赛

成绩已定，由于世界大赛的竞争激烈，

尤其是部分选手会把最好表现留给半

决赛，所以有些选手没有进入决赛。奥

运名额的决定，主要还是看冠军赛。

本届全国游泳冠军赛是巴黎奥运

名额选拔的最后一站。中国游泳队已获

得巴黎奥运会7个接力项目的资格，但

个人单项的奥运门票要通过本次冠军

赛确定，因此冠军赛每一个单项的角逐

都将与奥运资格紧密相关。

单项资格获取的重要参考标准是

奥运A标，中国游泳队的奥运A标成绩

还没有满额。其中，有10个项目都只有

一名选手达到奥运A标。男子7项，女子3

项。分别是：男子50米自由泳（潘展乐）、

1500米自由泳（费立纬）、100米仰泳（徐

嘉余）、200米仰泳（徐嘉余）、100米蝶泳

（王长浩）、200米蝶泳（牛广盛）、400米

混合泳（张展硕）；女子800米自由泳（李

冰洁）、200米蛙泳（叶诗文）、400米混合

泳（余依婷）。

本次比赛也期待国家游泳队能够

展现出上佳状态，更多人达到奥运A标。

如果没有选手达到A标，根据相关规则

选择达到B标的选手作为备选，世界泳

联随后会进行名额分配，达到B标能否

参加奥运会将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18日，各支参赛队伍均已抵达

深圳，摩拳擦掌，向着巴黎奥运会的门

票发起冲击。 （深圳4月18日电）

本报讯 4月18日，体育总局系统“一把手”政治素

质和政治能力提升班在京举办。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

长高志丹作开班动员并讲授第一课。

高志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领

导干部政治能力建设、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紧紧围绕体育重点工作，始终坚持体育事业发

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牢牢把握体育工作的政治要求，在生

动的体育实践中不断磨炼和砥砺政治能力，为体育强国

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高志丹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和重要讲话，准确把握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基本内涵，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要位置，把政治能力作为第一能力，

旗帜鲜明讲政治。要紧扣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准

确把握提高政治能力的基本要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民主集中制，

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强化风险意识。要躬身践行提升政

治能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中央巡视

整改，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狠抓重点工作

落实，防范化解体育系统风险隐患。

体育总局机关厅司局、直属单位、有关企业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培训。 （轧学超）

体育总局系统“一把手”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提升班在京举办

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

擦亮莫旗“曲棍球之乡”新名片

日照2024中国运动休闲大会
暨体育旅游季启动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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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游泳冠军赛对标巴黎

张雨霏覃海洋领衔国家队全阵容争门票

扫一扫，观看视频

参赛选手在运动会上。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