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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威海

本报威海5月24日讯
(记者 侯书楠) 由威海
市体育局、威海市直机关
工委、威海市总工会、共青
团威海市委、威海市妇女
联合会、威海市教育局主
办，本报协办，在全市范围
联合开展的“2012年度威
海市全民健身十佳评选活
动”报名即将进入收尾阶
段，距离6月1日报名截止

时间仅剩一个星期。在最
后的时刻，“十佳单位”这
一奖项也备受关注。

本次全民健身十佳评
选活动设置“2012年度全
民健身十佳单位”、“2012
年度全民健身十佳学校”、

“2012年度全民健身十佳
俱乐部”、“2012年度全民
健身十佳社会体育指导
员”4个奖项。获奖单位和

个人将颁发奖牌、证书和
1000元奖金或等价物质奖
励。全市机关、企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体育俱乐部
社会体育指导员及个人均
在参评范围。

继“十佳学校”备受追
捧来，近几天，“十佳单位”
也成了许多企事业单位竞
相关注的热点奖项。各区
市部分社区居委会和村委
会纷纷拨打本报热线咨
询，一些酒店甚至也有意
向报名。

十佳评选活动有详细
的参评条件。例如，“2012
年度全民健身十佳单位”
需是曾被评为县级以上群
体先进单位，有专兼职人
员负责体育设施建设、活
动组织和健身知识宣传，
每天有固定的活动时间且
不少于30分钟，年开展全
民 健 身 活 动 2 次 以 上 。

“2012年度全民健身十佳
学校”要保证师生每天1小
时的锻炼时间，一年举办
大型体育活动2次以上，学
校体育设施面向社会开

放。“2012年度全民健身十
佳俱乐部”要有固定的经
营场所，经常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会员人数保持在
500人以上。“2012年度全
民健身十佳社会体育指导
员”则要求社会体育指导
员持证1年以上，长期担任
晨晚练站点、健身队伍或
机关企事业单位健身工作
负责人，业务指导水平在
一定区域内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和认可度，每年至少
组织3次以上体育活动或
比赛。

需要注意的是，十佳单
位、学校、俱乐部于6月1号
前持《威海市全民健身十佳
集体报名表》报名，而十佳
社会体育指导员于6月1日
前持《威海市全民健身十佳
社会体育指导员参评表》报
名。所有电子版报名表可到
威海市体育局官方网站下
载 。链 接 地 址 : h t t p : / /
www.weihaitiyu.gov.cn/。

11月1日前确定候选
集体(个人)名单，11月10
日前在《齐鲁晚报·今日威

海》刊登候选名单和选票。
11月10日至11月25日接受
市民投票，并于25日在公
证人员公证下负责统计市
民投票结果。获奖名单与
11月末在《齐鲁晚报·今日
威海》公布。

本次评选活动报名及
资料报送地址：文化中路
78—2号威海市体育局群
体科。联系人：田三生。电
话(传真)：0631-5802737。
电子邮箱 : t i a n 3 4 5 1 1@
163 .com。

资料报送条件：各参评
集体需于举办或参与健身
活动结束3日内将活动情况
简介、影像资料等相关证明
材料报市体育局。各参评集
体和个人需于11月5日前将
全年活动总结、影像资料、
证明材料报市体育局。

12月上旬召开2012年
度威海市全民健身十佳评
选活动表彰大会，为获奖
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牌、证
书和1000元奖金或等价物
质奖励。至于其它未尽事
宜将另行通知。

4项大奖、4万元奖金礼品等你来拿！
“威海市全民健身十佳评选活动”报名即将结束

(一)“2012年度全民健身十佳
单位”。重视体育工作，曾被评为
县级以上群体先进单位；拥有健
全的全民健身规章制度；有专兼
职人员负责体育设施建设、活动
组织和健身知识宣传；每天有固
定的活动时间且不少于30分钟；
年开展全民健身活动2次以上。

(二)“2012年度全民健身十
佳学校”。重视体育工作，有健全
的体育教学设施；按教学大纲规
定保障体育课时；保证师生每天
1小时的锻炼时间；年举办大型
体育活动2次以上；学校体育设
施面向社会开放。

(三)“2012年度全民健身十
佳俱乐部”。接受各级体育行政
部门的管理与监督，年审合格；
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管理规范；
财务状况良好；有固定的经营场
所，经常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会
员人数保持在500人以上。

(四)“2012年度全民健身十
佳社会体育指导员”。持证1年以
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长期担任
晨晚练站点、健身队伍或机关企
事业单位健身工作负责人；业务
指导水平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积极宣传
全民健身知识，每年至少组织3

次以上体育活动或比赛。

格相关链接：

“威海市全民健身十佳

评选活动”参评条件：

23年风雨无阻———

前双岛村民“情迷”广场舞
文/片 本报记者 侯书楠 见习记者 李孟霏

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前双岛村有这样一群执着的村民，他们坚持每晚跳广场
舞。23年来，无论刮风下雨，都阻止不了村民们的热情，一些老村民甚至会跳上百套
不同的广场舞。随着时代的发展，村民们的脚步远没有停止，舞步越来越潮流了。

5月20日晚7点多，记
者来到了环翠区张村镇前
双岛村，在一个不大的篮
球场上，上百名村民正在音
乐的伴奏下跳着广场舞。站
在队伍前面的是村委会办
公室主任黄真儒，已经57
岁的黄主任正注视着大家
跳舞，并不时做出指导。由
于跳舞的村民几乎全是女
性，黄主任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妇女主任”。

黄主任告诉记者，广场
舞历来是他们村的强项，从
1989年录音机刚刚兴起时，
村民们就自发组织跳舞了。
黄主任指着篮球场北面的一
个厂房说，“以前就在那个院
里跳，但是场地太小，后来才
改为在篮球场里跳。”

虽然村里的场地条件比
不上市中心的大广场，灯光
也比较昏暗，却是村里晚上
最热闹的地方，大家在这里

都特别开心。村委会副主任
谷源清说，大家每天晚上不
到7点就开始集合，在广场里
等着跳舞。“组合音响放在篮
球场办公室里，而办公室的
钥匙就搁在对面的商店里，
谁要想跳舞，自己去拿钥匙
开门就行，非常方便。”由于
村民热爱舞蹈，通常情况下，
晚上要跳两个半小时左右，

“即便是刮风下雨，大家都坚
持来跳。前年冬天下大雪，一

些妇女们傍晚把雪扫了扫，
跳了一个多小时呢！”谷源清
笑着说。

村民们的舞步难度不
大，花样却很多，大家一个
小时能跳上10套舞蹈，除了
基本的舞蹈外，大家也会跳
扇子舞，平均每套舞蹈时长
6分钟，中间基本不休息，
“大家都想抓紧时间，两个
半小时对大家来说根本就
不够。”谷源清说。

徐荣兰今年65岁，退休
前是一名幼儿园老师，由于
职业的功底再加上自身爱
好，她成了这里最早的教练，

“跳了十几年了，一开始就是
把以前工作当中学习的舞蹈
进行整合，教给大家，后来实
在没得教了，我就去买光盘，
自己回家研究，然后再一个
动作一个动作的教。”徐荣兰
说，一套舞蹈大概能跳两到
三个月，这些年算下来，她已
经教给大家上百套舞蹈了，
而随着人数越来越多，她的
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大家

也有新的想法。
“去年夏天，村里的一

位老太太找到我，说是一直
有个心愿，想学扇子舞，我
就赶紧买来光盘，先学习了
几套。可学习扇子舞得有扇
子啊，我就和村委会商量能
不能村里支援一下，没想到
第二天，跳舞的村民就都自
发地把钱凑齐了。”徐荣兰
说，这么多年来之所以坚持
教大家跳舞，真的是被大家
的热情感染了。

62岁的刘新英也是一名
退休的幼儿园教师，在这个

广场舞队伍当中，大家都称
她为“刘导演”。就在前不久，
她把一首耳熟能详的《兵哥
哥》改编成舞蹈，并且仅仅用
了四天的时间就教会了大
家，“我们前双岛村一共分为
八个区，我是七区舞蹈队的，
这首《兵哥哥》是我们区去年
参加威海全市比赛的舞蹈，
因为反响比较好，我就想把
它教给村民们，让大家都来
练。”刘新英说。对于这位“导
演级”的教练，大家也都非常
认可，并对她给予厚望，“我
们就盼着在‘刘导演’的带领

下到市里表演，再拿个
好名次。”一位村民说。

当记者问到这么大
的广场舞蹈队伍里有几名
教练时，谷源清说，这可统
计不了，一开始是固定的几
个人，到了后来，很多人就
自告奋勇，谁看见好舞步，
觉得大家跳起来好看就毛
遂自荐，主动教给大家跳。

谷主任说，前不久，《最
炫民族风》在网上火了起
来，几名骨干教练正在研究
怎 么 把 这 股 民 族 旋 风

“刮”到村里来。

村民争做教练，《最炫民族风》也要拿来学

上百村民挤在篮球场里“热舞”，风雨无阻

感情浓了，习惯好了，连孩子也迷上了

张海霞、张海华姐妹俩
是德州人，7年前俩人来到
前双岛村，在村口租了间房
子做五金杂品生意，由于姐
妹俩年纪小，离家又比较
远，平时感到很孤单。而姐
姐张海霞很快就找到了乐
趣，“我们店正好在篮球场
旁边，一开始我只是听听
歌，看大家跳跳舞，很快我
就被大家新潮的舞步吸引

了。”第二天，张海霞就跟在
大家后面学起来，尽管一开
始不太熟练，后来经过教练
的指导，张海霞很快就进入
了状态。“除了跳舞健身，我
还认识了不少热心人，大家
在一起让我感觉很温暖。”
张海霞说。看到姐姐这么乐
呵，妹妹张海华也忍不住来
凑热闹，谁知道练了没几
天，也上瘾了。

如果说，张海霞姐妹俩
跳舞是为了排解自己的孤
独，那么对于68岁的王女士
来说，跳广场舞则改变了她
的生活习惯，“以前，我的生
活除了干农活就是打麻将，
儿女都说老打麻将对身体
不好。现在经常来跳广场
舞，感觉确实不一样，可比
打麻将好多了。”王女士说，
她能坚持下来，还有一个原

因，那就是左邻右社
都来练，做着伴当然
就有积极性了。

在人群后面，三位
在读幼儿园的小朋友也
有模有样地学着。王彦婷
的母亲王女士告诉记者，孩
子平时在幼儿园里并不太
喜欢运动，给她报了好多班
都不爱去，可是一到晚上，
孩子就喜欢来这里跳舞。”

▲村民们手中的扇子
是大家自发凑钱购买的。

▲三位幼儿园的小姑娘在队
伍的最后有模有样地学着跳舞。

▲已经晚上9点多了，村
民们依然在跳舞，热情不减。

▲刘新英跳舞时
脸上总洋溢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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