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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

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和社会

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老年群体来说，体育

是健康关口前移、治未病的最经济、最有效

的手段之一，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发挥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宣传报道好全国各地

老年体育事业的开展，为全国广大老年体育

爱好者搭建交流、互动、学习掌握科学健身

方法的平台，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指导

下，本报和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合作开辟

“银龄体育”专栏，讲好老年体育故事，为老

年体育爱好者服务。

本报记者 冯 蕾

5月的漯河，阳光明媚，热情如火。8日至12日，由中国老年

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漯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4年全国老年人广场舞分站赛“双汇杯”河南漯河站在漯河

市医专新校区体育馆开赛。来自安徽、陕西、浙江、河南等地的

33支代表队、5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以舞会友，展现最

美“夕阳红”。该项赛事是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今年推出的一项

旨在面向基层、服务大众的全新活动，也是漯河市近年来承办

的最高规格的老年人体育赛事。

活力漯河 热情共舞

开幕式上，老年广场舞爱好者身着五颜六色的运动服，伴

随着激昂的音乐，将广场舞《新时代跳起来》演绎得动感十足。

在漯河市老年人体协模特专委会选送的节目《如是繁华》中，表

演者们身着旗袍，与优雅的舞蹈碰撞共鸣，表达了老年人的追

求和向往。而中国传统三大内家拳之一《心意六合拳》将传统武

术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黄河源头》则将我国民间传统舞蹈

秧歌元素与健身操舞动作完美结合，展现出广场舞的多样性和

活力。

“这次比赛为老年人搭建了展示自己的舞台，非常开心能

够参加活动。”陕西西安阎良区老年人体协代表队教练薛欣荣

说。她从事广场舞教学已十年，现在舞蹈班和老年大学任教。广

场舞虽源于大众，但经她之手，融入了多元舞蹈元素，既带来欢

乐，也促进了健康。

薛欣荣说：“队伍每周在老年大学上两次广场舞课，舞种多

样，包括新疆舞和藏族舞等。我们自选舞蹈《太阳姑娘》展现了

藏族少女的热情奔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折射出老年

人的青春活力。”平均年龄56岁的她们，正以广场舞传递青春与

活力，期待未来给观众带来更美的享受。

服务老年 面向基层

广场舞赛事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中国老年人体育协

会积极贯彻全民健身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健

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促进区域性老年人体育活动广泛开

展，积极引导基层老年人就近、便捷参加广场舞赛事的重要举

措。

本次比赛设广场舞规定项目和自选项目两项，按照百分之四

十、百分之六十的比例录取优胜奖和优秀奖。其中规定项目有《今

夜舞起来》《策马奔腾》《站在草原望北京》《最美的中国》《吉祥谣》

《天蓝蓝》《万树繁花》《丝绸之路》《回到山沟沟》《中华全家福》，自

选项目是由参赛队自编或选编的广场舞套路。活动旨在让更多老

年人参与到广场舞这项活动中来，享受运动的乐趣。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广场舞的魅力，赛事组委会还组织参赛

队伍到全国文明村、中国幸福村———南街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贾湖遗址进

行基层广场舞交流学习，让参赛选手感受基层广场舞队伍的热

情和活力。

此外，广场舞国家级教练员还在现场进行科学健身知识的

指导，让参赛选手和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广场舞的健康价值和

科学健身方法。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广场舞专委会主任温文表

示：“本次赛事是满足广大老年群众的健身需求、普及科学健身

知识、推动广场舞项目开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协会面向基

层、服务大众，举办百姓身边赛事的一次有益尝试。”

跳出健康 愉悦身心

广场舞植根于人民群众，简单易学，愉悦身心、学习门槛

低、健身效果明显，成为当前老年人参与度最高的群众体育

活动之一。

在比赛中，记者看到许多老年人在跳广场舞时都面

带笑容、身心愉悦、精神焕发。他们通过舞蹈来表达自

己的情感和心情，享受运动的快乐。而观众也被她们

的热情和活力所感染，纷纷加入到广场舞的行列中

来。

浙江省绍兴市老年人体协代表队是第一次参

加全国性的广场舞交流。她们抱着传播友谊、共

享快乐、交流学习、共同进步的想法而来。“回

去将带动更多老年朋友加入到广场舞行列，提

高银发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教练陈国平

介绍说，“广场舞具有很好的健身效果，在

跳舞的过程中需要频繁地活动身体各个

部位，从而有效锻炼全身肌肉。同时，广

场舞也是一种心理疗法，可以帮助人们

释放压力、缓解紧张情绪，对身心健康

非常有益。”

广场舞正逐渐成为老年人追求

健康与快乐的重要方式。来自四面

八方的老年朋友们通过舞蹈结交

朋友，用情感搭建桥梁，共同在

舞动中享受健康，在欢乐中开

启幸福新篇章。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老年人体育

协会不断创新，以“体育+旅

游”“健身+文娱”相结合的方

式，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运动健康生活需求，让老年

人乐在其中，还带动了当地“银发

经济”发展。

“我和老伴儿这几年参加了市

老年人体协组织的多次旅游健身活

动，玩得特别开心。”呼伦贝尔市老年

人体协健身球操工委副主任杨丽艳笑着

分享她和老伴儿的旅游经历。

呼伦贝尔市老年人体协与有资质、信

誉良好的旅行社合作，为老年人量身定制了

一系列体育旅游产品，遵循“安全第一、价格

实惠、保证质量”的原则，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

彩的旅游健身活动。这些活动让老年人开阔了

眼界，增长了知识。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共组织了12000多老年

人赴浙江、江苏、陕西、四川、湖南、广西、福建、贵州、

云南、新疆、广东等地参加康养旅游等体育文化健身

活动。“每次出去旅游，我们都特别期待。不仅能欣赏到

美丽的自然风光，还能参加各种有趣的健身活动，让我

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曾多次参加体育旅游活动的老

人高红兴奋地说。

文体融合让老年人焕发体育新活力。

呼伦贝尔市老年人体协自2016年起举办

多项文体活动，包括春节晚会、纪念抗战

胜利演出、经典合唱等。第九届少数民族

运动会开幕式上，1200多名老人表演民族

舞蹈，广受好评。老年体育文化节也已成

功举办九届。

呼伦贝尔市老年人体协还分别在阿

尔山、西双版纳、三亚等地建立了多个老

年人温泉疗养基地和旅游康养基地，为老

年人提供休闲养生的好去处。在这里，老

年人可以放松身心，享受专业的医疗保健

服务，还能结识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

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温泉疗养

基地不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还有专业

的医护人员为我们提供健康指导。每次来

这里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身心愉悦。”常来

基地疗养的张新满意地说。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也高度重视老

年文化旅游工作，将其作为群众文化和旅

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鼓励和支持

老年体协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为老年人提

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展示平台。“我们将

继续加大对老年文化旅游工作的支持力

度，为老年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相关负责人表示。“体育+旅游”与“健身+

文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也将成为丰富

老年人生活的新趋势。

本报记者 冯 蕾

在2024年全国老年人广场舞分站赛“双汇杯”河南漯

河站比赛中，记者采访了安徽省凤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鼓乡艺术团的领队熊观霞。她热情地介绍了凤阳花鼓健

身操（舞）这一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及她与广场舞的不解

之缘。

熊观霞眼中闪烁着对凤阳花鼓的热爱与自豪：“凤阳花

鼓是安徽省凤阳县的曲艺，又称双条鼓、打花鼓、花鼓小锣，

是安徽地区一种集曲艺和歌舞为一体的汉族民间表演艺

术，流行于明清时期，最初表现形式为姑嫂二人，一人击鼓，

一人击锣，口唱小调，鼓锣间敲。”2006年，凤阳花鼓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无疑是

对它独特艺术价值的最高认可。

熊观霞说，2019年，安徽省老年人体协成立了凤阳花鼓

健身操（舞）推广委员会，委员会设在拥有“花鼓之乡”美誉

的花鼓健身操（舞）发源地———凤阳。

在漯河医专召陵校区体育馆内，老年凤阳花鼓健身操

（舞）爱好者们和着优美的旋律，踩着节奏感很强的花鼓调，

敲着简单而又高雅的花鼓小锣，边唱边跳。“新编花鼓健

身操（舞）节奏感强，体育元素和着舞蹈韵味很优美，很适合

中老年人休闲健身。”熊观霞介绍说。

凤阳花鼓是熊观霞从小就喜爱的艺术形式。虽然多年

没有跳过，但她一直心怀对这门艺术的热爱。自从2000年广

场舞兴起以来，熊观霞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广场舞

不仅能锻炼身体、愉悦心情，还能结识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从2003年开始，她就开始尝试凤阳花鼓健身操（舞），一

边打腰鼓一边学花鼓。“这种创新的尝试得到了大家的喜

爱和认可，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凤阳花鼓与广场舞结合这一

独特的表演形式。”

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五六十人，大家在一起跳舞、交

流，相处得非常融洽。”她介绍说，队伍曾经参加过多次全国

性的广场舞比赛，第二套风阳花鼓健身操（舞）《凤舞鼓乡》

于2023年6月被列为安徽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六届老年人

运动会凤阳花鼓健身操（舞）专项比赛项目，并在比赛中荣

获集体优胜奖、个人和双人冠军。

熊观霞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更多的人了解凤阳

花鼓健身操（舞），让它在全国范围内绽放光彩。

呼伦贝尔少数民族老年人：

体育活动的热情践行者

本报记者 冯 蕾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市，生活着鄂温克族、达斡

尔族、鄂伦春族这三个少数民族，因人口较少，他们被亲切

地称为“三少民族”。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三少民族”的老年人群体正逐渐成为体育

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

春……”如今，许多鄂伦春老人放下了猎枪，走进了健身房，

开始享受体育锻炼的乐趣。

老猎人莫日根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生活好了，不用上山

了，但我们更要注重锻炼身体。”相关数据显示，在鄂伦春自

治旗，4.98万名老年人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占老年人口总数

的87%。这里的体育活动站点遍布城乡，三级以上的教练员、

裁判员、辅导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多达190余人。乒乓球、台

球、门球、象棋、健步走，以及歌舞、走秀、广场舞等活动丰富

多彩。

鄂温克族自治旗老年人体协则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开展了中老年速滑交流活动和老年人射箭、棋类活动等民族

民间体育项目。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更是将体育活动与文

化建设相结合，建起了1900平方米的体育馆和博物馆等，经常

组织“那达慕”等传统民间文体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老

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是老年人门球的热门地区。

每个乡镇都有1至2支老年人门球队，门球活动已经成为他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90岁高龄的李冬梅和闫成禄组成的混合组合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岗时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和医务工作

者，退休后依然坚持打门球，成为门球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赛场上不仅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入门不久的新球员，

大家在球场上展现出了“银发生辉”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风

貌，呈现出北方少数民族群众热爱体育、团结和睦的生动画

面。

值得一提的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老年人体育协

会的骨干们积极带头参加比赛。旗老年人体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莫旗老年人喜欢打门球，月月都有门球赛事活动。协会

多次荣获自治区、市里的老年人门球交流活动冠军，还经常

到黑龙江省讷河等地参加门球交流活动。”这不仅展示了他

们的高超技艺，也体现了他们对体育活动的热爱和坚持。

此外，该旗还开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实践活动。莫

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老年人体协太极气功工委丽华俱乐

部连续五年开展健身气功“六进”活动，先后走进学校、社区、

医院、机关等地开展健身气功培训，累计培训人数达到1500

余人。这一活动推广了健身气功这一传统体育项目，增强了

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

呼伦贝尔少数民族的老年人群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

释着“生命在于运动”的真理，成为体育活动的热情践行者与

推动者。

熊观霞：让更多人了解凤阳花鼓健身操（舞）

健身人物

乐在体旅间 舞出夕阳红
———呼伦贝尔老体协探索文体旅融合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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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 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