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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10月12日电（记者宋立崑）
12日上午9时许，武当山玉虚宫大殿前，上千
名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白衫武者走上道台，
用一套集体太极拳展演拉开大会序幕。

这是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的开幕
式。来自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
名运动员及500余名专家学者、武术协会代
表等参加盛会，全球各地观众通过线上直播
共同见证。

候场时，来自爱尔兰的艾伦·卡瓦纳仍
在与队友反复排练。“我和队友们为了这次

大会准备了两个月。”他说，“以前我的精神
压力很大，在武当山待了7年，太极文化改
变了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让我见天地、见
众生，从而认清自己。”

今年是武当山古建筑群建成600年。
作为世界道教圣地和太极文化发祥地，数百
年来，武当山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道家文化爱
好者登山修行问道。如今，武当武术和文化
的影响力正通过互联网得到进一步增强。
据统计，目前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
亿人在习练太极拳，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太极拳组织，武当武术协会已在全球范
围内相继建立了34家海外分会，每年有约3
万名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武当山习武。

太极文化包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的核心理念。湖北省省长王忠林在开幕
式致辞中说，湖北将坚持以文化赋能，全力
塑造文明融合新优势，大力推进太极文化与
旅游产业深度发展，加快打造世界太极文化
传承地，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

世界武当太极大会是以“武当山”和“太
极”两大知名文旅IP为依托，融体育赛事、文

化旅游、理论研究、经贸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
节会活动。本次大会从12日持续至14日，以

“武当太极对话世界文明”为主题，分为第八届
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第二届全国武当拳交流
大赛、“太极向世界”文化交流等5个版块。

“举办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是推动
武当太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
武当山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有力举
措。”大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将进
一步加大太极文化的推广普及力度，推动中
外武术交流，持续擦亮武当山的国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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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10 月 12 日，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表
演。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10月12日，演员在开幕式上展示武当太
极文化。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2007年1月，邮递员罗细英从陈坊乡
出发前往锁子桥村（自然村）送信件和报刊，
为了赶时间、抄近路，就扛着自行车过河。
跟随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在河边拍下了这张
照片。如今，老照片拍摄地的小河沟上已建
起了公路桥。

陈坊乡邮政代办所位于江西省铅山县
的偏远山区，以往交通不便，送件需要邮递
员自己肩挑背驮，跋山涉水，原有的邮递员

因工作环境太艰苦而调岗。1996年，原本
在家务农的罗细英顶替成为陈坊乡的代理
邮递员。“小罗子好好干，干好了能转正的。”
为了老所长的这句话，当时28岁的罗细英
硬着头皮背上了邮包。

“刚开始工作的几年，确实很累，很辛
苦，但山里的老叔叔、老阿姨们真的是离不
开我。读信、看报、收汇款单……他们是守
着门等我来的，你说我能不送吗？”寒来暑
往，刮风下雨，寂寥的山间邮道上，几乎每天
都会出现罗细英瘦削的身影。

罗细英一年有300多天奔波在乡间邮
路上，骑坏了4辆自行车，走破了不计其数
的鞋子。工作的26年间，她从未发生过报
刊和信件积压、丢失和延误，被乡亲们亲切
地称为“山乡鸿雁”。年复一年的坚守和奉

献，罗细英不仅如愿转正，还获得了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和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2022年，罗细英光荣退休，现在和女儿
一家居住在县城，平时帮女儿接送外孙、打
理家务，享受天伦之乐。“以前因为工作忙，
基本没有带过我女儿，连她坐月子都没管
过，现在退下来就多帮帮她。”说到这里，罗
细英显得有些愧疚。

不久前，记者跟随罗细英回到她曾经工
作过的陈坊乡邮政代办所。重新装修过的
代办所门前停放着一辆电动三轮邮政车，所
里还更换了无人自动出库设备，这让罗细英
感到很新奇。

“以前沙泥路骑不了自行车，我去沽溪村
都是用脚走的，最远的居民点要走20公里，
翻6座山岭。现在公路直接通到家门口，邮

政车过去只要30分钟。”罗细英感慨不已。
沿着盘山公路上行，汽车开进了沽溪村。

群山环抱着整齐的新楼房，鲜花点缀在整洁的
村道两旁，村民在院子里晾晒收获的稻谷。

“以前家人在外打工的汇款单都是细英
亲手送到我手里，看见她就像看到了亲人。”
正在院子打谷子的温春香见到罗细英，连忙
把她拉进屋子，喝茶叙旧。

如今，住在山里的居民都搬到村里，建
起了新楼房，有的还买了小汽车。陈坊乡已
经把老街开发成旅游景点，并在2021年开
办了中心幼儿园。

“山区虽然曾经不通路、不通电，但邮路
永远不断。现在我退休了，希望家人平平安
安，家乡越来越美，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罗细英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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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江西省铅山县陈坊乡，罗细英把
信件送到居民手中（2007年1月6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春园 摄

罗细英在步行送邮件的路上（2011 年7 月
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这是罗细英走在江西省铅山县陈坊乡的山间邮路上（2007年1月6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春园 摄

罗细英展示当年的老照片。如今河上已建
起了公路桥，身后是现在邮递员使用的电动三轮
邮政车（9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