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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8 月 2 日 ，贵 州 省“ 美 丽 乡

村”篮球联赛黔东南州半决赛现场。

张 奎摄（人民视觉）

图②：8 月 9 日，现场观众在佛黔

协作篮球交流赛中场休息时参与投篮

游戏。 张 奎摄（人民视觉）

图③：一名观众在游戏环节赢得

西瓜。 张 奎摄（人民视觉）

图④：7 月 20 日，台盘村“吃新节”

篮球赛现场。 姚顺伟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8 月 28 日电 （记者厉衍飞）2022 年全国武

术散打锦标赛漯河赛区的比赛 24 日至 28 日在河南漯河举

行。根据竞赛规程，本次比赛设男子项目，分为 48 公斤级、

52 公斤级、75 公斤级、80 公斤级、85 公斤级、90 公斤级、100
公斤级、100 公斤以上级共 8 个级别，有 36 支代表队、224 名

运动员报名参赛。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获得各级别前 16
名的运动员可参加本年度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漯河赛区闭幕

本版责编：程聚新 唐天奕 高 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村 BA”声名鹊起，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偶

然在于比赛视频“入网上云”，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引

起关注；必然在于农民体育“乘风而起”，为美丽乡村增色

添彩，引发共鸣。

农民体育能站上“风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重要

推动力。《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健全完善农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民

体育发展方式，促进农体文体智体融合，不断满足农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农民体育健身事业高质量发

展。”发展农民体育，被明确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体

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放眼广袤乡村，希望的

田野潜力无限：基础设施健全、人居环境改善，田园牧歌

有诗意，家园更宜居；新型产业勃兴、新兴业态涌现，干事

创业涌热潮，村庄更宜业；涵养时代风尚、建设精神文明，

以文化人吹新风，乡土更宜人。所以，当“村 BA”以贴近

专业范又透着原生态的面貌出现，为乡村生活再添全民

健身活力，便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原来，农民体育

也能划进乡村振兴的“同心圆”。台盘村篮球场的盛景，正

体现了乡亲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展示了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蕴含了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的美

好前景，唤起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城乡共鸣。

“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实现乡村振兴，要从

“形”出发，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也要从“魂”切

入，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涵养文明乡风，最终实现“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村

BA”以传统转化创新、赛事带动发展的故事，为“建设什

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课题新添解答“参照系”。同

一时期，河北省张家口市玉狗梁村的老人们自创乡村瑜

伽、福建省泉州市塘头村引入社会资本组织篮球传统村

镇赛、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昂素镇承办鄂托克前旗

农牧民排球文化艺术节，同样展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广

度和深度，提示着乡土“体育+”发展的空间与潜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贯彻落实，成果非凡。但应该看到，农民体育健身事

业现已取得的成绩，相比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仍有差距：农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农民

体育发展方式仍需创新，农村体育场地、体育教育培训等

资源相对匮乏……其实，“村 BA”也带来启示，农民体育

工作补短板，也是美丽乡村建设新机遇：纳入乡村发展地

方规划，丰富政策供给，调动社会合力；充分挖掘乡村内

部资源，结合乡土特色，扩大覆盖面积；依据乡村人居环

境特点，完善场地设施，满足健身需求；广泛开展宣传教

育，营造良好运动氛围，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推进“农文旅

体”融合发展，健全产业链，打造新引擎。

人们关注“村 BA”时，能感受到厚植传统文化、延续一

方乡愁的努力，也能看到创新融合发展、激发乡土活力的

成果。当农民体育融入乡村发展，当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全民健身开展、健康中国建设融为一体，乡村振兴的

路径将会越发宽广，美丽乡村的画卷也将更为色彩鲜明。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城市发展与治理研究院教师）

农民体育
添彩美丽乡村

韩柯子

黔东南，山连山。此间的台盘村近来因

办在村里的篮球赛而备受关注。

从早上到凌晨，现场球迷总有万人规模；

哪怕已至午夜，网络直播观众仍能以十万计。

因为赛场氛围热烈，有人将之与中国男篮职业

联赛（CBA）做比，“村 BA”之名不胫而走。

村中篮球赛，为何能吸引如此关注？寻

常小山村，如何将比赛办出名堂？篮球赛出

名后，给村子带来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走进了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腹地的台盘村。

当传统活动遇上新媒体

篮球赛是村里庆祝农事
节日的重头戏，比赛视频因
氛围热烈引来全网关注

台盘村是台江县台盘乡行政村，村党群综

合服务中心门外，有两块露天标准篮球场，一面

临街，另三面有阶梯式看台，最高处有 21级。

这就是村里的“网红球场”。镜头中，赛

场景象令人惊讶：看台座无虚席，不少人自备

马扎、板凳；前排的席地而坐，身后的踮脚张

望，更有人搬出梯子、踩上凳子；当地特有的

斗牛号子“呜——呜——”响彻全场，夹杂着

敲击锣鼓甚至锅盆的助威声、带着浓浓乡音

的现场解说声……环场四顾满满当当，氛围

堪比职业赛场。

“透过视频也能感受现场的炽热气息”

“西南山间竟有这么好的赛场氛围”……十数

天里，村里篮球赛的故事全网刷屏，浏览、点

赞、评论持续升温。有人专程前来直播，各类

媒体跟进报道，“村 BA”甚至扬名海外。

所谓“村 BA”，其实是村里的传统活动。

台盘村 272 户近 1200 人，多为苗族。农历六

月六，是当地苗家农事节日“吃新节”。按惯

例要办斗牛、赛马、吹芦笙、唱苗歌等文体活

动，篮球赛则是传承已久的重头戏。

“台江县有 9 个苗族支系，逢年过节，十里

八村各自办赛，相互参赛、观赛。”47 岁的村民

杨光炳说，“据说在 1950 年，村里就有篮球场。

农忙晒谷子，农闲打篮球，人气一直不低。”

过街穿巷，老球场现身于两栋民房之间。

水泥地面上的标线已经模糊不清，村里木匠手

做的篮板摆在一边。在这里，杨光炳打小跟着

父辈练球，年轻时代表村子参赛，直到岁数渐

长，再难适应比赛强度，转而成为场边的观众、

孩子的教练。村里篮球人口不断增长，老球场

也渐渐不敷使用。2016 年，村委会牵头、乡亲

们出力，标准球场建成投用，篮球赛也就此规

模化，从县内村寨参与到如今省内各地参赛。

时光流转，当年的民间高手成了如今的

铁杆球迷，新球场陪伴着新生代球员和观众

成长。对于乡亲们，“村 BA”已是生活中不可

缺又太常见的内容。

办乡亲都能参与的球赛

村 民 自 主 办 赛 ，本 乡 本
土的选手、深度沉浸的体验，
让村赛总是不缺喝彩

7月 20日，“吃新节”篮球赛女子组、少年组、

中年组、村村组和自由组 5 场决赛轮番上演。

看球的人一如既往的多。老大爷自邻村

步行 7 公里远道而来；小伙子从五金店借来人

字梯登高而望；两夫妻为占个好座位，顶着日

头轮流撑伞等待；母子俩没挤进球场，借用村

委会电脑收看直播……比赛从上午打到凌

晨，大伙也从清早守到夜半。

“村里不少娃正读中学，所以今年比赛延

迟 了 些 。”参 与 比 赛 组 织 工 作 的 岑 江 龙 说 ，

“176 支参赛队，从 7 月 12 日打到 20 日，有的

比赛只能凌晨开场。”

村民自主办赛，是“吃新节”篮球赛的传

统。村里成立了篮球协会，岑江龙正是会长，

带着年轻人担起组织工作：有人对接报名球

队，有人采购体育用品，有人担当裁判，有人

现场解说，有人负责计分，有人维持秩序。

球员主要来自各村寨。42 岁的李正恩是

台盘村队主力，平时在外务工，过节总要返乡

参 赛 ，这 次 他 参 加 了 村 村 组 和 中 年 组 的 比

赛。球队最终止步四强，李正恩一边当观众，

一边帮忙维持赛场秩序。24 岁的朱光华来自

铜仁市，在自由组比赛中遭遇一轮游。他打

定主意明年再来，“黔东南不少村子都办赛，

但台盘村年年不落，还是少见。”

比赛裁判也多是本地居民。“主场办赛，关

键是吹罚公平公正，人家才愿意再来。”31 岁的

吴小龙是台江县城关二小体育老师，在村里执

裁已有 15 年。乡里乡亲，讲究传帮带，村里裁

判已有十几人，还常到邻村吹比赛。

“太阳上山唱一回，太阳下山也不回，叫

上月亮来作陪，东南西北，生活有滋味……”

中场休息，山歌响起，杨光炳的妻子蒋志梅带

着苗家啦啦队登场表演。头颈的银饰随着舞

步叮当作响，观众也随着音乐打起节拍。有

时，中场休息还设游戏环节，妇女儿童投篮中

的，即可获得饮料、西瓜或者猪脚，奖品多是

当地特产。“主要是活跃气氛，让观众深度参

与。”岑江龙说。

从竞赛组到气氛组，村民包干到位、有模

有样。本乡本土的民间高手、深度沉浸的赛

事体验，让“村 BA”总是不缺喝彩。

好氛围引来高级别赛事

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
赛办进村里，以农民群众为主
体，奖品有黄牛、香羊、小香猪

因为篮球氛围好、办赛水平高，7 月 30 日，

台盘村又迎来一项重要的篮球比赛——贵

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州半决赛。

“‘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是贵州第一个以

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大型体育赛事。比

赛从村级一直打到省里，在省内

参赛人数最多、运营周期最

长 。”贵 州 省 体 育 局 群 体

处 工 作 人 员 刘 上 博 介

绍，截至 8 月 16 日，赛

事 在 各 市 州 覆 盖

2624 个村镇、进行

5457 场 次 ，共 有

30438 人参加。

这 一 次 ，赛

事组织由体育部

门接手，比赛保留

了“ 吃 新 节 ”篮 球

赛的味道——既有

“ 专 业 范 ”，也 透 着

“原生态”。

“参赛队员必须是

本地农村户口，本地务农

的，做小生意的，还有外出务

工、特意赶回来的。”岑江龙说，球

场仍然不收门票，裁判也多是村民，啦

啦队依旧表演民族特色舞蹈，解说员在普通话

和方言之间不断切换……8 月 2 日比赛结束，

第一名获奖黄平黄牛一头，第二名夺得榕江塔

石香羊两只，第三名则领到从江小香猪两头。

贵州素有篮球传统，最早可追溯至 1908
年。近年来，省内体育场地数量增长明显，为

举办“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提供了坚实基础。

据贵州省体育局数据，截至 2021 年，全

省建成城市街道室内外公共健身设施

15478 个，乡镇、行政村（社区）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 16437 个，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 2.06 平方米。

黔东南各市县的 16 支参赛队，在

台盘村进行了 4 天 27 场比赛。据台盘

乡政府初步统计，场均现场观众超过

1.5 万人，每天未能进入现场的群众超

过 1 万人。各平台网络直播的累计观看

人次上亿。

这一番热闹景象，足以给人美好预期：

以“美丽乡村”之名，让“村 BA”在各地开花结

果，更好满足乡亲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激发乡土活力。

台盘村迎来发展新课题

加 强 体 旅 融 合 ，把 篮 球
赛的招牌“打”出去，把台盘
村的致富路“赛”出来

8 月 9 日晚，台盘村篮球场又迎来新一轮

较量——佛黔协作篮球交流赛。来自广东省

佛山市顺德区的男、女篮球队与当地球员进

行了多场友谊赛。

“呜——”篮球进筐，看台上响起熟悉的

欢呼。杨光炳忙放下手中活计，探着身子望

向赛场。他和蒋志梅在坝子上摆起粉面摊

位，既做生意又当球迷。“吃新节”篮球赛打了

8 天，两口子摆摊净利润三四千元，高于平时

打工所得。

据台盘村党支部书记张寿双介绍，“吃新

节”篮球赛期间，村里规划近 500 个摊位，接待

游 客 40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2154 万

元。办比赛、迎客流、促增收，村里的餐饮、住

宿，在“村 BA”走红前就已经发展起来。张寿

双说，2021 年台盘村人均收入超过 1.3 万元，

“比赛带来的收入占大头”。

“既能促团结，又能富口袋！”吴小龙说，大家

的办赛意愿和由村民捐资的办赛支出，都“水

涨船高”。据介绍，早年的比赛奖品是一面锦旗，

后来升级为大米和球衣，到如今奖品变奖金。

今年，少年组冠军奖金 3066 元，最高的自由组

达到 20066 元——金额零头寓意“六月六”。

来自台江县投资促进局的驻村第一书记

张德，今年第一次深度参与“村 BA”：“吃新节”

前，村委会要审核、备案村篮协的办赛方案；

比赛期间，村干部要组织县乡村三级 200 余人

的志愿服务队；“村 BA”出名后，大伙想到注册

商标，张德负责联系市场监管

部门，“如果能成，可以整合

赛事、旅游资源，打造

村里的品牌！”

张 寿 双 相

信，“村 BA”还

会带 来 更 多

机遇：“村里

希 望 以 此

为契机，办

好篮球赛，

也 跟 周 边

村镇联合，

发 展 旅 游

项 目 。”8 月

23 日 ，村 民

大 会 召 开 ，大

家 一 致 同 意 ，先

从 新 球 场 改 造 做

起。张德介绍：“加盖

更衣室、洗手间、媒体室，

拓宽通往看台的通道，以此升

级球场功能、改善村容村貌。”

村里体旅融合的想法也得到了地方的认

可。“县里有说法，积极探索建设乡村体育旅游

综合体，培育乡村文化、体育休闲、赛事旅游

等，加强体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台江县

体育中心主任张斌说，“想办法把‘村 BA’的招

牌‘打’出去，把台盘村的致富路‘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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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者李硕）北京时间 29 日晚，

美网公开赛将拉开大幕，7 名中国网协球员进入正赛。张

帅、郑钦文、王曦雨和王欣瑜凭借世界排名晋级；吴易昺、张

之臻和袁悦从资格赛突围，首次获得美网正赛资格。其中，

张之臻、吴易昺、张帅、王曦雨将于首日登场亮相。

美网正赛签表共 128 个签位。女单赛场，世界排名第

三十五位的张帅、第四十位的郑钦文、第七十五位的王曦雨

和第七十九位的王欣瑜凭借排名入围，首轮将分别迎战瑞

士小将泰希曼、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法国选手帕里和

捷克小将弗鲁维尔托娃；袁悦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弗利

斯。男单赛场，吴易昺和张之臻将在正赛首轮分别迎来格

鲁吉亚选手巴斯拉什维利和荷兰选手范莱特霍温。

中国网协7名球员进入美网正赛

本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者李洋、郑轶）在 28 日进行

的 2022 年女排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女排敢打敢拼，以 3∶2
战胜全主力出战的泰国队，赢得六连胜、晋级亚洲杯决赛。

本届亚洲杯在菲律宾举行，中国女排派出以二线队球

员和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旨在通过高水平赛事锻炼新人、

磨合打法。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为主攻庄宇珊、

吴梦洁，副攻胡铭媛、王文涵，接应周页彤，二传许晓婷，自

由人许嘉楠。比赛中，泰国队“小快灵”的打法给中国女排

带来不小麻烦，但队员们顶住了压力，全力冲击对手，最终

打满 5 局获得胜利。这是中国女排连续第七次闯入亚洲杯

决 赛 。 决 赛 将 在 29 日 进 行 ，中 国 女 排 将 与 日 本 队 争 夺

冠军。

中国队晋级女排亚洲杯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