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1月 22日 星期五2024 年 11月 22日 星期五33 要 闻要 闻

弘扬文化的舞台 民族团结的盛会
——写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陈良杰 刘 博 许仕豪

冬日的三亚，椰

树摇曳，沙滩洁白，海

浪轻拍⋯⋯第十二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 运 动 会 将 于 22 日

在这里开幕，一个展

示和弘扬民族文化的

闪亮舞台已经搭建完

毕 。 来 自 全 国 56 个

民族的近万名运动员

和嘉宾将齐聚南海之滨，共襄盛举。

本届运动会是党的二十大之后举办

的首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

是海南建省以来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运动会设 18 个竞

赛项目和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表

演项目。珍珠球、民族式摔跤、花炮等传

统体育项目将悉数亮相，展现各民族传统

民俗，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增强中华文化

认同。

作为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综

合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从 1953 年在天津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

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演变而来。71 年来，

这项赛事已成为展示少数民族风采、促进

各族同胞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平台，为推

动全民健身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

出了巨大贡献。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各民族在

长期生产生活、社会实践中孕育产生的，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与各民

族文化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被誉为

民族文化“活化石”的传统体育得到重视

和保护，全国陆续挖掘整理的上千个传统

体育项目中，有 700 多个来自少数民族。

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

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扬。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生产生活

方式发生了改变，而运动会的持续举办，

让很多有着较高竞技性、观赏性、趣味性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保留并发

扬光大。

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充满

了生活智慧和乐趣。“独竹漂”高手仅凭一

根细长的竹竿，就能在水面上翩翩起舞；

“高脚竞速”的比赛用具源自土家族、苗族

群众在雨季代步或涉水过浅河的工具，赛

场上运动员们双手各持一杆，“同手同脚”

奔跑，上演“速度与激情”；民族健身操融

合了多民族舞蹈动作，把民族舞蹈的柔美

与健身操的力度相结合，实现了传统民族

文化与现代健身运动的完美融合。

本届运动会的表演项目具有鲜明的

地域差异性和民族特色。巍峨雪山、广袤

草原，运动会马上项目的比赛于今年 7 月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举行。其中，

“姑娘追”作为表演项目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姑娘追”原先是哈萨克族男女青年的

一种恋爱方式，即姑娘骑马追上心爱的青

年，用皮鞭轻轻抽打他，来表达爱意。现

如今，在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中，“姑娘

追”已成为一项饶有风趣的群众性体育活

动，不断传承发展。

从天山北麓到南海之滨，从漫无边际

的绿色草原到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交换夏

天、共享冬天。盛会将至，三亚这座美丽

的滨海城市，已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赛会

氛围中。通过民族文化进校园、进社区、

进景区等活动，三亚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不断普及，群众参与度不断提高。

在运动会的推动下，原先局限于一个

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特产”，逐渐成为各民

族的共同财富。南方的花炮和龙舟，如今

在北方大地越来越流行；东北满族群众酷

爱的珍珠球，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生了

根。微小的交融，折射出的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文化互融。

随着运动会开幕的脚步临近，各项准

备工作已经就绪。开幕式将于 11 月 22 日

在三亚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民族大联

欢活动将于 11 月 26 日在三亚天涯海角举

行。届时，精彩纷呈的节目、丰富多彩的

活动、风情浓郁的展示、独具魅力的习俗，

将深刻凝聚天南地北各民族的团结情谊。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

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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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民族文化相通，

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

基因。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

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

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

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这是一场群众体育的盛会。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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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出对体育的热爱

和参与热情。内蒙古代表团将带来表演

项目“抢枢”，这是鄂温克族流传下来的一

个古老的竞技游戏项目，同时也被蒙古

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所接受，已经成

为一项各族同胞共享的文化民俗。

这是一场民族团结的盛会。各民族

兄弟姐妹齐聚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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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会中，各民族来宾都将深切体会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切感悟民族团结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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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运动会，必将为海南省和三亚市

留下一批宝贵的赛会成果，也将进一步促

进各族群众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

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这场“最炫民族风”的文化盛宴，既是

对各民族独特魅力的精彩展示，也是对民

族团结力量的深刻诠释。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赛场内外，都将见

证 56 个民族携手前行，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征程上谱写新的华章。

（据新华社三亚 11 月 21 日电）

前 10 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 10.6%
本报北京 11 月 21 日讯（记者冯其

予）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 10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158.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0.6% 。 其

中，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66.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0%。

前 10 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

营业额 124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新签合同额 177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3%。其中，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00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0.8%；新签合同额

148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7%。

开启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崭新篇章

—
—

秘鲁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记者

王钟毅

赵

凯

郝云甫

应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邀请，习近平

主席日前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

首在利马总统府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

广泛共识。秘鲁各界人士认为，习近平

主席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推

动双边合作提质升级，成果丰硕，开启了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崭新篇章。

增强秘鲁面向亚太辐射能力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博鲁阿尔

特总统在利马总统府以视频方式共同出

席钱凯港开港仪式，受到国际舆论高度

关注。秘鲁主流媒体《秘鲁人报》发表社

论说：“作为秘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成

果，这一超大型基础设施的启用，为推动

秘鲁成为南美与亚洲之间的商业门户提

供了独特机遇，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催

化剂，提高秘鲁产品在亚洲市场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

博鲁阿尔特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

新华社制作的钱凯港开港西语短视频，

并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钱凯港正式

开港对秘鲁增强海上互联互通能力及面

向亚太的辐射能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秘鲁来说，钱凯港开港意味着一

个不同的时代拉开序幕。”秘鲁劳工和就

业促进部长丹尼尔·毛拉特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作为秘中共建“一带一

路”重点项目，钱凯港将极大促进秘鲁经

济增长，也有助于秘鲁缓解失业问题，助

力更多秘鲁人摆脱绝对贫困。

钱凯港开港后，第一批秘鲁货物本

周从这里启程前往亚洲。“我们的优质蓝

莓将通过钱凯港运往上海，带着我们人

民的努力付出和我们土地的恩赐。”秘鲁

塞罗普列托农产品公司日前在社交媒体

上说，“很自豪我们能持续在国际贸易领

域作贡献。”

钱凯港是中秘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的

一个缩影。习近平主席此访期间，两国

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秘将深化在基础

设施、能源和矿业等战略领域的合作关

系，并将循环经济、可持续农业、产业链

供应链、数字经济投资、绿色发展等新兴

领域项目纳入双边合作。

秘鲁可持续工业发展研究所所长赫

苏斯·萨拉萨尔指出，中国在秘鲁的基础

设施、能源、矿业、农业领域的投资已具

有一定规模，为秘鲁创造就业和发展经

济作出贡献。此次双方将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等纳入双边合

作，将促进秘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推动秘鲁工业领域的可持

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

“习近平主席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合作具有历史

性意义。中国始终强调共赢，这令人对两国未来合作充满期

待。”秘鲁安第斯通讯社社长菲利克斯·巴斯说，“秘中在电动

汽车等新兴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将为秘鲁的技术创新和可

持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推动中秘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主席访秘期间，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于共建

“一带一路”的合作规划、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双方发

表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自 2013 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秘中两国交流

合作不断深入，双边互信不断加强。”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

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前运输和通信部长恩里克·科尔内霍对记

者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期间，双方签署了包括秘中自贸协定

升级议定书在内的一系列合作文件，标志着两国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秘中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的签署是习近平主席此访重

大成果。”秘鲁农业发展和灌溉部长安赫

尔·曼努埃尔·马内罗说，除了能对华出

口更多特色农产品外，未来秘鲁在农业

领域将有更多同中国合作的可能。相信

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将促进秘鲁农作

物种质改良，推动动物饲料等领域发展，

激发秘鲁农业生产潜力，给秘鲁带来一

场“巨大的农业技术变革”。

秘鲁外贸和旅游部长乌尔苏拉·德

西卢·莱昂·琴彭指出，秘中自贸协定升

级议定书进一步完善了 7 个原有协定章

节，还新增了 5 个章节。新增的电子商务

章节将便利秘鲁企业对华出口，而环境

与贸易章节则突出了双方对环境和资源

可持续性的关注。“秘中自贸协定升级议

定书的签署将为两国外贸企业运营提供

便利，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合作。这也

表明两国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使之适

应新时代的意愿和信心，秘方对此感到

振奋。”

在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亚洲研

究中心主任卡洛斯·阿基诺看来，秘中自

贸协定升级顺应两国发展进程和当前国

际贸易的实际需求，新纳入电子商务章

节体现出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

性。此次升级还完善了服务贸易、知识

产权等章节，说明这些领域将成为两国

贸易新增长点。“我们将看到秘鲁扩大新

鲜和冷冻水果对华出口，这表明秘鲁在

水果及其制品领域的国际供应商地位得

到进一步认可。”

拉近与“遥远邻居”的距离

中秘都是文明古国，加强两国人文

交流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此访重要成果

之一。两国联合声明宣布，双方重申愿

推动两国文化机构、艺术团组和艺术家

交流互访，加强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

返还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同意加强教育

机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间交流，促

进奖学金互换和体育领域合作。

“未来秘中交流将会更加频密，相信

将有越来越多秘鲁学生学习中文、了解

中华文化，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等也将

为秘鲁年轻人提供更多学习机会。”秘鲁

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校长珍妮弗·帕

扬说，两国加强教育合作有利于秘鲁学

生增进对中国这个“遥远邻居”的了解，

拉近两国年轻人的心理距离。

拥有华人血统的秘鲁资深媒体人和

经济学者卡洛斯·阿卡特告诉记者，近年来，秘中之间人文交

流越来越多。“教育与文化合作就像种下的种子，我们已经看

到种子发芽成长乃至开花结果。习近平主席此访后，秘中教

育和文化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将看到秘中合作这片园

地盛开更多花朵，结出更多果实。期待两国年轻人传承传统

友谊，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秘中两国都有着古老文明，都是世界文明传承和发展的

重要贡献者。”秘鲁考古学家伊万·盖齐在位于该国卡斯马市

郊外的钱基洛遗址考古工作站告诉记者，“我曾多次去中国交

流访问，向中国同行介绍秘鲁的文明和考古成果。秘中文明

交流与对话有助于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十周年。此

访期间，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愿同秘方继续加强在中拉论坛

框架下沟通协作，为促进中拉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秘 鲁 国 立 圣 马 尔 科 斯 大 学 亚 洲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玛 丽

亚·奥斯特洛说，中拉论坛为推动拉美地区和中国在贸易、投

资、基础设施、科技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作出巨大贡献。

拉美国家愿与中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共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通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和全球发展倡议等促进

全球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发展。

（新华社利马 11 月 21 日电）

为中法文化互融互鉴注入新动力

—
—

习近平主席为巴黎唐代文物展题序引发法国各界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张百慧

“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

代（7 至 10 世纪）”18 日在位于巴黎的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

龙分别为展览题写序言。

法国各界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为展览题序

彰显中方对中法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

的高度重视，为两国文化互融互鉴注

入新动力。今年是法中建交 60 周年

和法中文化旅游年，加快人文交流“双

向奔赴”，将历史情感与时代精神融入

两国友谊，必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

相互欣赏、相互吸引，使两国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更加牢固和富有活力。

“中方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

今年 5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

期间，中法双方达成在法国吉美国立

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唐代文物展的协

议。在两国文物专家共同努力下，展

览于 11 月 18 日在法国如期开幕。

“这次展览是中方送给我们的一

份大礼。”吉美博物馆馆长扬尼克·林

茨对记者说，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

统为展览题写序言，体现出两国领导

人对文化交流的重视。

本次展览汇集中国 10 个省区市

32 家文博机构的 200 余件（套）精美文

物，从 11 月 20 日起面向公众开放，将

持续至明年 3 月 3 日。林茨介绍说，此

次展陈的文物价值非凡，其中部分展

品是首次在中国境外展出。

为向法中建交 60 周年献礼，吉美

博物馆将 2024 年定为“吉美中国年”，

展览、音乐会等中国文化活动贯穿全

年，其间还组织论坛，探讨新时代文化

遗产保护议题。

前来观展的法国巴黎赛努奇亚洲

艺术博物馆馆长易凯对记者说，感谢

两国领导人对法中文化交流事业“一

如既往的支持”。十年前，他在吉美博

物馆工作时，曾参与策划“汉风——中

国汉代文物展”庆祝法中建交 50 周

年。习近平主席和时任法国总统奥朗

德也曾为展览题序。

易凯说：“曾因疫情原因陷入低迷

的国际文化交流需要重新启动。在此

背景下，法中两国对文化交流、文明对

话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更显珍贵。

在今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的带动下，各类展览、研讨会在

两国密集举办，有利于帮助法中人文交往恢复活力。”

“理解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今年以来，以中法建交 60 周年和中法文化旅游年为背

景，两国文化交流活动高潮迭起：年初，“山海有灵”主题豫园

灯会“点亮”巴黎；4 月，“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 世纪

的中法交往”展览在故宫开幕；10 月，深圳歌剧舞剧院原创

舞剧《咏春》登上法国舞台；11 月上旬落幕的巴黎中国戏曲

节上，京剧、瓯剧、闽剧、潮剧等博得“满堂彩”⋯⋯

此次唐代文物展从长安都城建制、

唐代社会制度、外来宗教传播、唐代文学

艺术、丝绸之路发展等方面分门别类详

细介绍，再现“盛唐气象”，也让今年的中

法人文交流迎来新高潮。

在法国银行业工作的让—马克·佩

诺对本次展览循序渐进的展陈方式高度

赞赏，认为这便于外国观众了解唐代文

化的兴盛和中华文明的璀璨。“正如习近平

主席在序言中所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

最鼎盛的一个朝代。它包容外来文化在

本土的发展，又将相对先进的瓷器、纸张

等向外输出。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在

某些领域全球领先，国家包容开放。因

此，了解唐代历史是理解当代中国的一

把钥匙。”佩诺说。

习近平主席在序言中说，相信本次

展览能够让法国和欧洲的观众们更为形

象地了解辉煌灿烂、自信开放的盛唐气

象，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来自法

国新阿基坦大区的米丽埃尔·布尔米耶

对此十分认同，称自己已成为“中华文化

爱好者”。

布尔米耶在展览现场对记者说，新

阿基坦大区与中国湖北省多年来保持友

好合作，今年她多次受邀出席中国相关

文化活动，此行是专门到巴黎观看吉美

博物馆的年终“重头戏”。

“拉近彼此距离的最佳途径”

习近平主席在序言中指出，两国人

民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我们要从历史文化中探寻启

迪，深化人文领域交流互鉴和文化遗产

保护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将历史

情感与时代精神融入中法友谊，将中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牢固和富

有活力。

阿诺·贝特朗参与策划了包括本次唐

代文物展在内的多场中国文物展。他对

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从历史文化中探寻启

迪”颇有共鸣，认为这些历史文化活动对

当今时代具有启示意义。“在这些展览上，

我们谈论的不只是中国本身，还涉及当时

与中国交往的民族和地区，通过文物展现

的是一个丰富、彼此关联的世界。”

布尔米耶十分赞同习近平主席在序

言中倡导的“深化人文领域交流互鉴”。

她说，在此次展览上，看到不同民族和文

化在古都长安相遇和交流，就如同在阅

读一段“人类共同的历史”。“文明的冲突来自对彼此的不了

解，而了解各个文明的历史文化，以史为鉴，将有助于认识人

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今年以来，法国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利亚齐德·本

哈米见证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两国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法

国举办。本哈米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双边人文交流，这

对促进法中民心相通、深化双边关系发挥了引领作用。

“世界是多元的。法中两大文明从古至今的交流向世界

表明，对于两个国家而言，文化交流是理解彼此差异、拉近彼

此距离的最佳途径。”本哈米说。

（新华社巴黎 11 月 20 日电）

11 月 21 日，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响肠镇请水寨村一带，蜿蜒的高速

公路与民居、山峦交织成一幅秋日画卷。近年来，当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为推进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夯实基础。 吴均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