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伟）“好球……”4
月 23 日上午， 在周口市体育馆门球
场，河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蹴球项目开赛。

蹴球是我国古代蹴鞠运动的一
种形式，在满、蒙、回等民族中较为流
行。周口代表队教练员王万里说：“蹴
球是用脚掌滚动，推出去，需要运动
员动脑筋去打球， 虽然场上是四个
球，但是变化很多。 ”

据了解， 河南省第九届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蹴球项目分男子
单蹴 、女子单蹴 、男子双蹴 、女子双
蹴、男女混合双蹴 5 个小项。 比赛分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
方式进行预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

方式进行决赛，比赛以上、下半场总
得分决定胜负。

在周口市与平顶山市的对决赛
场上，记者注意到，比赛过程中，运动
员手中都拿着一张纸，对方出球时还
会瞄上两眼。 场上的运动员在瞄准
后，脚跟着地，脚掌触球，稳住重心，
单脚用力蹴球。 在比赛时，击中对方
球或把对方球击出场外得分，

据本届体育运动会蹴球项目裁
判长吕爱东介绍，蹴球项目考验运动
员的身体稳定性和瞄球准确性，具有
竞技性、趣味性、观赏性等特点，且因
场地简单、经费投入较少，且运动时
没有身体对抗，是适合在中小学校园
开展的理想运动项目。 ②2

蹴球项目精彩上演

������本报讯（记者 何晴）4 月 23 日，第
九届全省民族运动会毽球竞赛在市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激情开赛，选手们
每一次惊险的接发球进攻，都引来现
场观众的阵阵叫好，现场气氛团结热
烈。

一记倒钩，毽球便“猛准狠”地击
入对方区域；面向球网助跑、起跳后，
用前脚掌将球攻入对方场区， 扎着

羽毛的小小毽球在毽球运动员的
操控下腾挪翻转， 如同长了翅
膀的 “鸟儿 ”，直朝既定目标
“飞” 去———这便是毽球竞
赛场上的精彩一幕。

在首日颇具看点的
男子三人毽 （郑州队
VS 焦作队） 竞赛中，
作为 “种子队 ”，郑
州队在接起对方发
球后 ，利用 “三人接
发球”进攻阵形，运用
强攻 、快攻 、两次攻及

多点攻等战术打法，
突 破 对 方 拦 网 ；
焦作队顶住 压
力 、 不甘示弱 ，

只见队员们配合
默契， 将毽球用
前胸轻松一顶 、

落至膝盖 ，再用一记踩踏攻球 ，攻至
对方区域。 双方不断拉锯，最终，郑州
队获胜累积一分。 值得一提的是，比
赛过半时， 郑州队 92 号队员在扑身
拦网时 ，因幅度较大失去重心 ，朝栏
网压去，一瞬间，距离最近的焦作队 7
号队员毫不犹豫冲上前扶住，双方队
员纷纷上前关心查看。 一时间，一股
团结 、和谐 、友爱之风席卷整个比赛
现场。

本次毽球竞赛共有 7 支队伍 、98
名运动员参赛，设置有男子三人毽球、
女子三人毽球，男子双人毽球、女子双
人毽球等竞赛项目。场地分为 4 个，为
保证比赛公平性， 每个场地均配备有
6 名裁判。 男子三人毽球、女子三人毽
球竞赛采用单循环赛制， 按照最终累
积分数进行排位；男子、女子双人毽球
竞赛则采取淘汰制，赛后将评比出一、
二、三等奖。

据了解， 毽球运动是由侗族、苗
族、水族同胞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手
毽”演变而来的。 它集羽毛球的场地、
排球的规则、足球的技术为一体，是一
种隔网相争的体育项目。 竞赛时双方
各派 3 名选手出场，其技法以踢、触为
主，可用头、脚及身体去接球，每人均
可连续击球 2 次， 但不能用手臂去触
球。 竞赛采取三局两胜制。 ②15

球场论“毽” 谁与争锋

������本报讯（记者 邱一帆）4 月 23 日，第
九届全省民族运动会珍珠球比赛小组赛

在市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
二层开赛。 据了解，此次
比赛共有包括新乡队、
驻马店队、商丘队、周口

队等在内的 11 组参赛队
伍，分为 A、B 两组，在 3 天

的赛程中， 将举行五轮小组
赛后，进行决赛，角逐出一、
二、三等奖。

根据赛事安排，周口
队和郑州队同处 B组。在
23 日上午举行的第一轮
比赛中，周口队表现亮眼。

赛场上，双方队员先在水区
对珍珠球进行一番争夺，一方

队员瞄准机会，向自己队的抄网
队员投球， 另一方队员则持球拍

跳起拦截。 在上半场比赛中，周口队
以 21:8的比分暂时领先。 在下半场比赛
中，郑州队奋起直追，缩小了比分，但是最
终以 37:17的比分，不敌周口队。 “首战的
胜利，是全体队员敢打敢拼、共同努力的
结果。 ”周口队运动员牛斌扬说。

郑州队队员伊卜拉伊木出手矫健，
走位敏捷，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伊卜拉
伊木是个来自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小
伙儿，今年 18 岁，他 15 岁时通过考试，
来到郑州市第十一中学念书。 “珍珠球
和篮球运动有一定的相似性，我爱打篮
球，也爱打珍珠球。 在打球的过程中，我
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增进了友谊，这或
许才是比赛的意义。 ” 伊卜拉伊木表
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会和队员继续
努力。

据介绍，珍珠球是一项对抗激烈、具
有观赏性的团队比赛项目。 珍珠球比赛
和篮球比赛一样，对走步违例、带球撞人
进行判罚，所不同的是，珍珠球比篮球要
小一号，“篮筐”是会移动的，而抄网队员
就相当于会移动的“篮筐”。 珍珠球比赛
区域划分为水区（内场区）、给蚌区（封锁
区）、威呼区（得分区）；比赛用球为珍珠
（白）色；运动员所持球拍形状如蛤蚌，极
具民族特色。

据了解，在 24日上午，周口队将对战
平顶山学院队；在 24日下午，周口队将对
战漯河队；在 25日上午，周口队迎战济源
队，比赛精彩纷呈，敬请关注。 ②15

珍珠球小组赛：
周口队首战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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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史书杰）4 月 23
日上午，在细雨蒙蒙中，河南省第九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陀螺项
目在市体育中心篮球场拉开比赛帷
幕。

本次陀螺比赛项目设有团体赛
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全省
共六个代表队参赛。

来自驻马店黄淮学院的回族选
手白杨、田润和满族选手吴来鸿都是
20 岁出头的小伙子，代表驻马店市参
赛，是一个代表队。 白杨说：“下雨对
比赛多少有些影响，手有点滑，不敢
太用力，但我们都尽力克服，打出了
最佳水平。 ”

田润说：“为了准备这场比赛，我

们课余时间训练了一年多，打出今天
的成绩，感觉很吃力，对手们的实力
都很强。 ”

“各参赛队台上竞技，台下交友，
相互交流经验，这不仅是运动员的收
获， 也是举办全省民族运动会的初
衷。 举办本届民族运动会，既弘扬了
民族体育精神，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 ”陀螺比赛项目的裁判长
肖亚康说。

肖亚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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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民族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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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15

小陀螺“转动”民族大团结

������本报讯 （记者 郑伟元）“我觉得
自己的心态很好， 毕竟练习摔跤七
八年，已经很有经验。 有信心、有勇
气，就能在赛场上战胜对手，获得胜
利。 ”4 月 23 日下午，在周口师范学
院老体育馆， 刚刚在民族式摔跤绊
跤项目中以大比分获胜、 来自周口
代表队的选手李祥楷对自己的表现
非常满意。

当日， 河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竞赛项
目在周口师范学院老体育馆开赛 。
绊跤是首个登场的跤种，9 支代表队
参赛。 该跤种以体重级别分组进行
双败淘汰赛 ，共有 52kg、62kg、74kg、
87kg 和 87kg 以上等 5 个公斤级，对
应 5 个一等奖。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
漯河市、 周口市和河南大学代表队
的 5 名选手获得一等奖， 我市选手
李祥楷、刘小涛分别获 62kg、87kg 一

等奖。
民族式摔跤历史悠久，民族特色

浓郁，包括搏克（蒙古族式摔跤）、且
里西 （维吾尔族式摔跤 ）、格 （彝族
式摔跤）、北嘎（藏族式摔跤）、绊
跤（回族式摔跤）以及希日木
（朝鲜族式摔跤）6 个跤种。

民族式摔跤项目副裁
判长秦凯介绍， 本届河
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除 23 日的绊
跤外 ，24 日全天及 25
日上午还将分别举行
格和搏克项目竞赛，2
个项目各有 9 支代表
队参赛。 其中，格采用
双败淘汰制，将决出 5 个
一等奖。 搏克则采用单败淘
汰制， 将决出个人和团体 2 个
一等奖。 ②2

民族式摔跤首日
决出 5个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任富强）见惯了田
径赛场上运动员伸右手、 出左脚的
百米冲刺跑步， 我们会为运动员的
速度比拼而热血沸腾。 可让你脚踩
在竹竿的脚蹬上， 跑步过程中手也
要握住竹竿进行顺步跑， 你能跑多
快？ 这项手脚并用的田径项目叫高
脚竞速，在感受激情和速度的同时，
也能体味到十足的趣味。

4 月 23 日，河南省第九届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高脚竞速项目预
赛在周口体育中心田径场开赛。 随着
裁判一声哨响， 运动员们脚踩 30 多
厘米的竹马如离弦之箭向终点飞奔，
他们在高脚马上进行着速度和力量
的比拼。

高脚竞速原名为“高脚马”，也叫
“骑竹马”，运动员为之付出的训练异
常艰苦。 当日冲到终点的周口高脚竞
速代表队队员龙俊俊告诉记者，他是

周口师院大二学生，苗族，家乡在广
西柳州。 他介绍，从小见到大人用的
高脚马是竹制材料做的竹竿，对手和
脚的摩擦都比较大，运动强度、难度
都很大。 随后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双
手，因长期训练磨出厚厚的茧子。

龙俊俊介绍说，“我们现在用的
‘马’是碳纤维材质的，队员们最初训
练时手脚损伤比较多，磨出血泡是很
常见的，练到现在这份儿上，就没有
血泡了而是掉皮生茧，虽然之前我们
没有任何参赛经验，不过，我们信心
百倍，状态很好！ ”

据了解， 周口高脚竞速队共有 6
名参赛队员，参赛项目有男子和女子
100 米 、200 米 ，2×200 米男子接力 ，
4×100 米混合接力，赛期为两日。 当
日， 共有 5 名队员在预赛中脱颖而
出，进入复赛，其中三名女队员直接
挺进决赛。 ②2

“高脚马”上的“空中飞人”

空竹球项目开赛
������本报讯（记者 付永奇）4 月 23 日
上午，在市体育馆综合训练馆，河南
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空竹球项目开赛。

空竹球是近年来空竹界兴起的
一项新运动 ，是在单头空竹抛接的
基础上结合羽毛球 、排球 、网球等
非身体接触运动项目的比赛规则 ，
融合抖空竹运动而开拓创新的一
项竞技运动。 该运动需要抖空竹的
技巧 ， 同时融入比赛的对抗性元
素。

据本届运动会空竹球项目裁判
长李勇介绍， 空竹球项目 2019 年正
式进入河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运动

会，推广普及很快。目前全省 18 个省
辖市都开展了此项运动， 郑州大学、
河南工程学院还将此运动列入公共
体育课程。

据了解 ， 这届运动会空竹球项
目分男单、女单、混合、团体等 4 个小
项。 单、女单、混合采用淘汰赛方式
进行，团体赛采用循环赛。 全省共有
郑州 、周口 、漯河 、濮阳 、南阳 、驻马
店 、郑州大学 、河南工程学院 、黄淮
学院等 9 支代表队的 50 多名运动员
参赛。

目前，淘汰赛正在进行中。 25 日
上午， 将决出各比赛项目的第一名。
②2 木球比赛

民族式摔跤竞赛项目

陀螺项目

平顶山代表队表演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