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贵州省举办美丽乡村篮球赛之

后，贵州省榕江县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

赛近日也火爆出圈，网友们参照“英超”

“中超”的称呼，将“村超”的头衔送给了

这项极具烟火气的基层联赛。

举办“村超”，榕江县的条件可谓得

天独厚。作为全国首批县域足球典型县

之一，榕江县拥有标准足球场 14 块、注

册球队 35 支，拥有球员上千人，其中既

有国家级运动员，也有喜爱足球运动的

老师、农户、商贩……因而，这项群众身

边的赛事从举办之初便获得广泛关注。

足球并非榕江体育的唯一特色。目

前，全县拥有羽毛球场、篮球场、乒乓球

场、网球场、室内游泳馆等硬件设施。此

外，在榕江县老城区还建有一个面积达

30 万 平 方 米 的 生 态 体 育 公 园 ，健 身 步

道、篮球场、五人制足球场、沙滩排球场、羽毛球场、智能

健身器械等一应俱全。在这个黔东南小城，无论是全民

健身还是竞技体育，群众参与度都持续提升，折射出体育

大环境的日新月异。

我国幅员辽阔，在不同地域“生长”出千姿百态的县

域体育模式。近年来，县域体育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等文

件相继出台，为县城体育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县域体育发展也连接着城市与乡村，在中

国体育的大格局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举办

“村 BA”“村超”等多样化的体育赛事活动，让小小县城成

为跨区域的体育中心，带动县域经济、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起县域“体育+”产业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丰富业余文体生活、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还将持

续高涨，县域体育赛事还将有更广阔的舞台。

从
﹃
村
超
﹄
看
县
域
体
育
生
长

晨

曦
红水河畔，石山连绵。从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区驱车约 100 公里，便来到全国首个

攀岩特色体育小镇的所在地——马山县。

自去年 8 月以来，马山县先后举办了广西

青少年攀岩锦标赛、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

赛（广西马山站）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五届

运动会攀岩比赛等活动。攀岩小镇人气日益

高涨，与此同时，一支由当地娃娃组成的国家

少年攀岩集训队（以下简称“国少队”）也引起

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支队伍在国际国内大

赛中屡创佳绩，带领一个又一个孩子走出深

山、拥抱未来。

攀岩和马山因何结缘？农村学校与国家

集训队有怎样的故事？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

如何依托攀岩产业走上致富之路？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走进了马山县。

找到方向，石头山成
了“香饽饽”

在金刚山岩场的自然岩壁上，几名攀岩

爱好者正向上攀爬。“攀岩圈的人逐渐都知道

这 里 了 。”田 家 怡 来 自 西 安 ，有 两 年 攀 岩 经

验。“这里”，指的是马山县古零镇羊山村三甲

屯，是攀岩小镇的中心区域。

全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为何落户马山

县？这还得从 2017年的一场攀岩比赛说起。

2017 年 5 月，中国—东盟攀岩精英挑战赛

在三甲屯开赛，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138
名专业选手和攀岩爱好者参加。“当时我们还邀

请了中国登山协会的成员，看到这里的自然岩

壁后，他们直夸‘干净、整洁，非常适合发展攀

岩项目’。”马山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黄旭进回忆。2017 年 8 月，在国家体育总局登

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和当地政府的

推动下，全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落户马山

县，给“因山而困”的人们带来发展的新机遇。

马山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山丛

立、土壤瘠薄，产业发展一度十分困难。“以前，

村民们看着大山直犯愁，想的是怎么把山打

掉、把石头卖掉。没想到，现在这石头山竟成

了‘香饽饽’。”古零镇镇长黄麟惠不禁感慨。

得益于优良的自然岩壁条件，马山县找

到了发展方向。三甲屯举办了中国—东盟攀

岩精英赛、中国—东盟山地户外体育旅游大

会攀岩大师赛等一系列国际国内攀岩赛事，

马山县攀岩小镇的名声越来越响。

有了土壤，“育种”工作也不能耽搁。为

培育后备人才，2018 年，中国登山协会、广西

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南宁市体育局和马山县

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决定成立国家少年

攀岩集训队（马山组）。“我们邀请国家攀岩队

教练、洲际定线员、全国优秀攀岩运动员等 53
人走进全县 23 所学校，担任专（兼）职攀岩教

师，为攀岩教学、训练提供技术指导。”马山县

教育局副局长陆珍介绍。

在多方努力下，“攀岩进校园”计划迅速推

进。目前，马山县共建成人工岩壁 3254.72平方

米，实现全县 11 个乡镇学校攀岩设施全覆盖，

惠及学生 1.8 万余人。为了让更多孩子认识攀

岩、爱上攀岩，马山县教育局还大力推进体教融

合。全县有 23所中小学开设了攀岩课，古零镇

初级中学还组织编写了校本教材《攀岩》，每

班每周都会上一节攀岩课。“课上主要讲解攀

岩的理论和技能，希望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国少一队教练何琪说。

向上攀登，孩子们看
到更广阔的世界

走进古零镇初级中学的攀岩馆，映入眼

帘的是一面 15 米高的岩壁，上面并排设置了

两条攀岩速度赛标准赛道，每条赛道上分布

着 11 个脚点和 20 个手点。速度赛道旁边是

更“崎岖”的难度赛道，与之相接的是 4.5 米高

的攀石赛道。攀岩比赛分速度、难度、攀石 3
个 大 项 ，难 得 这 所 山 区 学 校 拥 有 全 种 类 赛

道。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室内专业攀岩馆，

众多攀岩赛事在这里举行。

为了方便管理为了方便管理，，国少队在马山设置了两国少队在马山设置了两

支队伍支队伍，，一队设在古零镇初级中学一队设在古零镇初级中学，，二队设在二队设在

马山中学马山中学。“。“一队有一队有 3030 多名队员多名队员，，大多是初中大多是初中

生和小学生生和小学生，，白天上课白天上课，，晚上晚上 66 点开始训练点开始训练，，一一

直 练

到晚上 9
点；二队有

50 多名队员，

以高中生为主，

除了晚上训练，上

午 10 点到 11 点半也

有训练。”国少二队领

队李云侠介绍。

上 午 10 点 ，马 山 县 学

生韦俊欢便来到人工岩壁下，

开始了一天的训练。他加入国

少队已经 5 年多了。目前，男子速

度赛的世界纪录是 5.0 秒，韦俊欢希

望今年自己的成绩能达到 5.5 秒。

5 年前，韦俊欢参加了国少队的选拔

考核。考核很严格，除年龄、身高、体重、臂

展等基本要求外，还要参加 3 个月的试训，熟

悉攀岩的基础训练项目，通过最后的模拟考核

才能转正。“为保证队员全面发展，速度、难度和

攀石这 3个项目，我们都要出题考核。”何琪说。

队员入选后，教练会制订详细的训练计

划 ，并 根 据 每 名 队 员 的 实 际 情 况 做 相 应 调

整。国少二队教练王超介绍：“在攀岩运动

中，速度项目就像百米赛跑，对爆发力要求较

高，因此我们会着重做仰卧收腹、平板支撑以

及实心球多角度的砸、抛运动；对难度项目和

攀石项目来说，加强悬吊式力量是关键，需要

借助弹力带做负重抗阻和单杠训练。”

“我以前有些腼腆，攀岩让我变得自信，

训练和比赛中的每一次突破都让我很有成就

感。”国少二队队员卢思炎说。而对韦俊欢而

言，学习攀岩像打开一扇窗，“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选手切磋，不仅可以取长补短，也让我见

识到更广阔的世界。”

起步艰难，国少队曾
经缺生源、缺教练

“耽误学习怎么办？”“学攀岩有啥出路？”

国少队最初征集队员时，这是家长问李云侠

最多的两个问题。2019 年 9 月，作为国家攀

岩队助理教练的李云侠被派往马山中学组建

国少二队，他们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生源问

题，很多家长甚至觉得攀岩是“不务正业”。

2019 年，当地出台了《马山县义务教育阶

段攀岩特长生升学办法》，明确符合条件的攀岩

特长生可特招进入当地重点中学。“升学通道打

通了，给家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李云侠

说。此外，马山县每年会举办 5 至 6 场攀岩月

赛，根据月赛排名，推优参加全国的攀岩比赛。

攀岩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后 ，越 来 越 多 的 国 际 国 内 攀 岩 比 赛 竞 相 举

办办。。很多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月赛名次不很多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月赛名次不

错错，，还有机会参加大型比赛还有机会参加大型比赛，，态度慢慢转变态度慢慢转变。。

除了为孩子们提供升学保障除了为孩子们提供升学保障，，马山县还马山县还

与广西科技大学与广西科技大学、、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等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等

高校达成合作，为高校输送攀岩人才。

“哪怕以后不做专业运动员，也可以去攀岩

馆当教练，或者去学校做攀岩教师。有一技之

长，未来也能多个机会。”李云侠的话说到了家

长心里，孩子们学习攀岩的热情逐渐被点燃。

渐渐地，生源稳定了，师资的问题凸显出

来。“目前，县里的培训主力是中国登山协会派

下来的教练，本土编制的攀岩教练较少。以古

零镇初级中学为例，目前，我们只有 2 名编制

教练，剩下 3名都是外聘的。”黄旭进介绍。

何 琪 就 是 其 中 一 名 本 土 编 制 的 教 练 。

2018 年 2 月，从广西科技大学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专业毕业后，何琪便入职古零镇初级

中学，成为一名攀岩教练。虽然家人一度不

太理解，但马山县对攀岩事业的大力支持，以

及孩子们对攀岩的渴望让何琪对未来很有信

心。“今年，我们将联合中国登山协会举办 2 至

3 期针对攀岩教练的培训班，希望帮助教练们

更新知识储备，强化专业技能。”黄旭进说。

崭露头角，马山运动
员获得百枚大赛金牌

抹好镁粉，15 岁的胡李胜双手握紧岩壁

上的手点，右脚踩在距离地面约 1 米高的脚点

上，屏息凝神，静候发令。3 秒倒计时结束，他

便蹿跳出去。脚尖用力蹬踩，双腿轮流发力，

双手交替上攀，身体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有

节奏地迅速移动，像在跳一曲岩上芭蕾舞。

在观众的呐喊声中，胡李胜一气呵成，以

7.49 秒率先拍板完攀。随着腰间的安全绳缓

缓降落，他松了一口气，咧开嘴笑了，“这是我

目前的最好成绩！”

胡李胜练习之初，成绩经常垫底，经过教

练悉心调教，他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在去年

举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攀岩

比 赛 中 ，他 获 得 了 甲 组 男 子 标 准 速 度 决 赛

亚军。

“我很喜欢攀岩，再难也从没想过退缩。”

李彦郯今年 14 岁，在比赛中总能冷静地找出

最佳攀爬路线。去年，她获得广西区运会攀

岩项目甲组女子难度决赛冠军和攀石决赛

亚军。

“平常训练我们都按正式比赛的要求来。”

作为教练，何琪很高兴马山少年被人们“看见”。

去年 11 月，攀岩项目首次列入广西区运

会比赛项目，来自马山的运动员共摘得 9 枚金

牌、8 枚银牌、9 枚铜牌。参加甲组女子速度赛

（标准赛道）的黄欣怡更是以 8.245 秒的成绩

打破了全区纪录。

截至 2023 年 5 月，马山县运动员共参加

多项国际国内比赛，累计获得金牌 100 枚、银

牌 90 枚、铜牌 80 枚。

蓬勃发展，体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娃娃们争气，像一张张名片，擦亮了马山的

招牌。如何把人气变为收益、带动当地发展？

马山县引入公司负责攀岩小镇的运营和

管理。目前，在攀岩小镇的中心区域内，已开

发 22 面岩壁、553 条专业攀岩线路，建成了登

山栈道、攀岩平台、专业攀岩馆、索道攀岩（飞

拉达）、汽车营地、露营大草坪等配套设施。

“专业运动员可以享受比赛，不会攀岩的人也

能在这里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三甲攀岩小

镇景区运营管理负责人廖洪诗说。

体育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们守着大山

也富了口袋。

羊山村村民梁芳玲以前在外务工，攀岩小

镇开业后便回到村里，在村委会的统一培训下，

他成为飞拉达基地的安全员。“我的工作主要是

帮游客穿脱头盔、安全带、手套，有时候帮忙搭

帐篷和烧烤，每月能挣 3000多元。每到节假日

我都忙不过来，收入也更多！”梁芳玲笑着说。

黄梦姿跟随丈夫来到攀岩小镇，在金刚

山岩场附近的“攀岩之家”当起了管家。黄梦

姿介绍，除了提供歇脚的地方，“攀岩之家”还

有染香囊、石膏拓印、陶泥 DIY 等项目，这就

拓宽了老人、儿童等客源。随着体育旅游深

度融合，经营业态越来越丰富，2022 年，马山

县接待旅游人数达到 400 多万人次，旅游收入

共计 26.89 亿元，有力拉动了消费，助力乡村

振兴。

“未来，我们还将完善攀岩小镇的基础设

施建设，组织开展微型马拉松、骑行、越野等

户外短途运动体验项目，培养体育旅游新业

态，把马山攀岩的招牌越擦越亮！”黄旭进说。

广西马山县发力攀岩事业

山里娃跳起“岩上芭蕾”
本报记者 李 纵 郑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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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丛立，广西马山县曾经
发展艰难；攀岩运动，带动这里转
型发展。6 年多来，马山县依托
得天独厚的岩壁资源，举办多场
赛事；推进攀岩运动进校园，培育
后备人才；运营攀岩小镇，发展体
育旅游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走进马山县，感受体育运
动的独特魅力。

从因山而困到建起特色体育小镇，从默默

无闻到树起金字招牌，马山县找到了自己的

“出路”。它的探索实践，带给我们 3个“锦囊”。

“因地制宜”。马山县能够建成攀岩小

镇，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岩壁条件。发展体育

产业，必须拿稳“放大镜”，做足“基本功”，深

度挖掘当地在地理区位、自然环境、文化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

的独特发展路径。只有因地制宜做规划，才

能事半功倍谋发展。

“因材施教”。擅长攀爬的山里娃娃接

触到攀岩这项运动，便找到了人生的阶梯。

马山县推进普及攀岩，做到了兼顾“多数”与

“少数”。一方面，让更多孩子走近攀岩运

动，增强身体素质，享受体育乐趣；另一方

面，发现好苗子，畅通人才培养渠道，助推有

潜能的孩子登上更广阔的舞台。

“因势利导”。近年来，全民健身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马山县顺应趋势，不断满足群

众的健身休闲需求。一项项专业性、群众性

赛事活动办出名声，一处处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一张张笑脸彰显发展成果……体育产业

与文化、生态、经济等领域深度融合，添彩人

民生活，赋能地方发展。

在全国，这样的特色体育小镇还有很多，

共同绘就了产业兴旺、人民安康的时代画卷。

三个“锦囊”助推发展
巩育华

■体坛观澜R

■快评R

举办“村 BA”“村超”
等多样化的体育赛事活
动，让小小县城成为跨区
域的体育中心，带动县域
经济、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起县域“体育+”产
业链

本报北京 6月 12日电 （记者孙龙飞）记者从中国残

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获悉：中国特奥代表团 12 日从北

京启程前往德国，参加 6 月 17 日至 25 日在柏林举行的第

十六届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国队第十

次参加世界夏季特奥会。

本届世界夏季特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 128 人组成，

其中运动员 89 人，平均年龄 21 岁，最小的 14 岁，将参加田

径、羽毛球、篮球、滚球、足球、体操、举重、轮滑、游泳、乒乓

球、网球 11 个大项的比赛。代表团团长由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副理事长赵素京担任。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特奥运动员将发扬“勇敢尝试、争

取胜利”的特奥精神，展现体育技能，争取好成绩。

本届世界夏季特奥会设 26 个项目，将有 190 个成员

组织的 7000 余名特奥运动员、两万余名志愿者参加。此

外，赛会期间还将进行城市接待计划、运动员健康计划、

代表大会等活动。首届世界特奥会于 1968 年在美国芝

加哥举行，2007 年上海成功举办了第十二届世界夏季特

奥会。

中国代表团出征柏林夏季特奥会

本报北京 6月 12日电 （记者刘硕阳）12 日上午，中

国短跑名将、男子 100 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苏炳添在社交

媒体上宣布，由于身体原因，决定不参加即将开始的世锦

赛和亚运会田径项目选拔赛，并提前结束 2023 赛季。

今年 8 月，苏炳添将年满 34 周岁。2 月初，他曾在瑞

典哥德堡参加了一站室内田径比赛，并以 6 秒 59 的成绩

夺得了男子 60 米项目冠军。不过，当时苏炳添就感觉身

体状态不甚理想，随后提前结束外训外赛计划回国，此后

便未再踏上赛场。

苏炳添表示，经专家建议并与团队协商，为了能够更

好地延长竞技运动生涯，他不得不放弃今年剩余的比赛，

自己会利用这段时间积极恢复，全力以赴备战 2024 巴黎

奥运会。

苏炳添发表声明后，中国田径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田径协会对苏炳添的决定表示理解和尊重，并将不

遗余力做好后续服务保障工作。苏炳添是一名自律刻

苦、敢于拼搏、为国争光的优秀运动员，我们期待他在充

分休整后，以更好的状态重返赛场。”

苏炳添提前结束2023赛季
将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

本报贵阳 6月 12日电 （记者苏滨）近日，贵州省第

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贵阳举行，这是贵州规

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

有 9 个市（州）和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

等 8 所省属高校共 17 个代表团参赛，将持续至 6 月 16 日。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比赛项目分为竞赛项目和表演

项目两大类，共 11 个大项、74 个小项。竞赛项目有 10
个，分别为龙舟、独竹漂、射弩、陀螺、押加、蹴球、高脚竞

速、板鞋竞速、秋千、民族健身操；表演项目分为竞技、技

巧、综合 3 类，将有 28 支队伍参加角逐，由各代表团根据

本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发展实际，自行编创参赛。

本届运动会首次将具体承办工作交由地方组织和实

施。在项目安排上注重对民族体育项目的普及推广，同时

为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选拔优秀运动员。

贵州举办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本版责编：巩育华 唐天奕 王 博

图①：马山籍选手韦芳婷在比赛中。

赵志岸摄（人民视觉）

图②：游客在三甲攀岩小镇乔老河

中划船。 黄 羽摄（人民视觉）

图③：游客在三甲攀岩小镇体验攀岩。

马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④：游客在三甲攀岩小镇露营。

黄 羽摄（人民视觉）

制图：张芳曼 汪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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