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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建华

去年，贵州省台江县的“村BA”火

爆网络、声名远播。前几天，贵州“美丽

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台江结束，

“村BA”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不仅在贵州，近年来，全国多地

相继举办了充满特色的“村BA”赛事，

比赛无一例外火爆异常。究其原因，

这与体育具有的凝心聚力、鼓舞人心

的特质相关，还体现了深厚的乡土情

怀，是群众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乡

村需要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群众期

盼乡村振兴的直观表现。

赛前提前数小时占位子，驱车从

数百公里外赶去看比赛，赛场周边的

小卖部、餐饮店卖断货……这样的场

景屡见不鲜。队员土生土长，奖品是地

方特产，拉拉队来自街坊亲戚，观众就

在十里八乡，“村”正是“村BA”的根和

魂。面对越来越火爆的比赛，当地政府

不断加大投入，扩建场地、完善设施器

材，赛事同时带动了群众健身、健康意

识不断增强。

“村BA”的火爆还促成了地方经

济新的增长。因为篮球赛，贵州黔东

南州旅游热度增长276%，餐饮、住宿、

购物等营收也相应增加。更重要的

是，一些原本已经离开乡村的年轻人

选择回乡，还有人推迟或打消了离乡

的念头，体育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留下的年轻人，正是乡村发展的

生力军。

无论是“村BA”的参与者还是关注

者，大家共同的声音是：这样沾泥土、

接地气、冒热气的赛事可以越来越多。

“村BA”的成功不仅是一项篮球赛事的

成功，还将每个人的热情和期许，凝聚

起关注乡村、关怀群众的磅礴力量，继

而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弓学文

赛场上，双方球员奋力拼抢，你争

我夺，攻防兼备；赛场外，观赛群众人

山人海，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日前，

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喜迎八

方来客，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

联赛总决赛冠军战的到来，使台盘村

万人空巷、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当地

人民也用最饱满的热情和极具浓郁民

族特色的表演，为这场体育盛宴注入

了不一样的元素和精彩！

这场极具乡村气息的篮球赛事

能够如此精彩，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成果。贵州“村BA”赛事历史悠久，

是由台盘村“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

发展而来，吃新节是苗族庆贺丰收

的传统节日，苗族人会身着盛装，载

歌载舞，举办各种活动来庆祝，诸如

斗牛、斗鸟、篮球等各式各样的活

动，篮球的参与度与对抗激烈的优

点从而被传承下来，孕育了一个以

体育为基础的文化舞台，“村BA”是

网友们为台盘村“六月六”吃新节篮

球赛起的昵称。

今年“村BA”依旧乡土气息十足，

非常“接地气”，组织者、参赛者也以村

民为主，但比赛现场非常火爆，不锈钢

脸盆等家家户户都有的物品也被村民

们合理利用成为加油呐喊的工具，而

且中场休息也秒变大型“蹦苗迪”现

场，比赛中穿插的民族歌舞演出的

演员均为来自地方的返乡青年，一

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多彩的民族服

饰、悠扬的民族歌舞、灿烂的民族特

色文化……少数民族的精神风貌也在

比赛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为季军铜仁市代表队颁发三穗麻

鸭和苗族绣片，为亚军遵义市代表队

颁发台江鲟鱼和木龙船，为冠军黔

东南州代表队颁发台江鲤吻香米和

银帽……”一场别开生面的颁奖仪式

为此次赛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与其

他赛事不同，决赛奖品也是全部就地

取材，获奖奖品是非遗和农副产品，当

地体育文化与日常生活、民俗民风紧

密相连，这也正是“村BA”独特的魅力

之处。

“村BA”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普通

的体育赛事，已然成为当地人民难

以割舍的节日情结，为村民们的日常

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如今更加

成为了当地展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的重要窗口，同时为美丽乡村增彩

赋能。

余敏刚 徐萃萃

3月上旬，在杭州亚运会重点场馆

之一的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迎

来了一场特别的比赛———浙江省首届

乡村青年篮球争霸赛总决赛。对阵双方

是来自丽水缙云壶镇镇和绍兴诸暨店

口镇的两支村镇级篮球队伍。当晚的黄

龙体育馆内，球场边与看台上的绿水青

山布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田野乡间。

品尝完缙云小烧饼、萧山萝卜干等乡土

特产，大家纷纷举着印有“村BA”等标

语的手牌，为球员们呐喊助威。

一场乡村青年间的篮球赛，为什

么会打到杭州亚运会的场馆里，又怎

么吸引来众多观众？

据了解，浙江省首届乡村青年篮

球争霸赛于去年11月开打，分别在丽

水缙云县壶镇镇和杭州萧山区临浦镇

拉开南北赛区的比赛帷幕。全省共有

12支队伍参加，在各地掀起了浙江乡

村青年的“村BA”热潮。现场观战的缙

云县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曹雄

英也被场馆内火热的氛围震撼，“不管

是球员还是观众，他们对这场球赛的

热情都出乎我们意料，他们拼尽全力

的样子也让我非常振奋。”曹雄英说，

乡村青年篮球争霸赛从村镇打到省

城，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篮球氛围，也

加强了队伍的凝聚力。

在浙江，早已有不少“村BA”，为当

地的乡村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体育

力量”。在“篮球之乡”诸暨，曾创下2199

个球场，4416支球队，26460人同时打球

的县级市吉尼斯纪录，每年24个行政村

都会利用晚间举行为期6个月的赛事；

在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流传着一句，

“巴西的足球，楼塔的篮球。在丽水缙云

县的壶镇，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会在湖

川村露天灯光球举办篮球联赛，除了现

场爆满，网上直播观看人数场均达到16

万；去年，在台州三门县举行的省助力

山区26县篮球联赛总决赛横跨景宁、开

化、三门三个赛区，历时23天，来自26县

的26支队伍近400人报名参赛，实现了

山区县参赛球队全覆盖。

此外，在“村BA”带来热潮的同

时，还令这些村庄带来了新的活力。像

上虞永和镇“村BA”改善了村风民风，

金华武义的“村BA”为山区少年带去

“梦想球场”，嘉兴的“村BA”规模已成

为人们口中的“西甲联赛”……而参与

“村BA”的大多是本地村民，他们有的

在当地务农、做点小本买卖，有的在外

务工，比赛时特地赶回村里。

“篮球在浙江自古有着悠久深厚

的运动基础。‘村BA’更是搭建起了人

与人、人与村、人与篮球的情感认同。”

浙江省篮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志

刚表示，体育基因需要培育，体育精神

需要激发。当下，“村BA”在讲好乡村

文化故事中已经做出示范，期待更多

乡村文化创新，掀起一波又一波文化

赋能浪潮。

一把燎原篮球火，沸腾山区共富

路。以首届乡村青年篮球争霸赛为例，

赛事结合“浙江有礼”活动，鼓励选手

们在比赛之前互赠礼物，通过篮球赛

事传播家乡农产品，共同推进乡村振

兴发展。金华两头乌、缙云麻鸭、缙云

烧饼、舟山海鲜大礼包等化身各支篮

球队的金名片，镇村之间借此契机交

流分享创富经验。“把篮球赛事向农

村、基层延伸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让

乡镇篮球赛到亚运场馆进行比赛，更

加激发了各个队伍的斗志，同时也让

城市的观众领略乡村篮球风采。”浙

江省青少年体育运动联合会会长鲍学

军表示，这样一场城乡联动的比赛成

功举办，反映出老百姓对运动、对亚运

会的热情越来越高，浙江的体育氛围

越来越浓。

韦军伟 崔宇

这两年，“村BA”成了中国乡村篮

球的代名词并流行开来。不过在河

南，中原大地那些南北开花的“万村

千乡”农民篮球赛，几乎都有着比“村

BA”这个词更悠久的历史。

河南的农村有诸多篮球爱好

者，他们不仅爱看爱打，还爱办比

赛。早在1969年，焦作市武德镇村就

开始举办农民篮球赛，随后成为春

节期间必不可少的一项体育活动，

50余年来从未间断过。24岁的本地

小伙李超说起篮球如数家珍：“我们

村老一辈就有篮球底蕴，年轻人同

样爱看爱打，周边十里八乡也知道

每年武德镇都有篮球比赛，逢年过

节还会邀请外面水平比较高的球队

来打比赛，场面非常火热。”热情好

客的武德镇人用篮球把大家聚在了

一起，这也是河南乡村体育的一个

缩影。

去年8月的三门峡焦村篮球广场，

一场自带乡野气息的篮球赛拉开序

幕，从田地里劳作回来的村民自带板

凳，伸长了脖子，挤坐在一起，用精彩

的赛事消除疲劳。为期10天的篮球邀

请赛，引来周边县市、乡镇的千余名

群众观看。“从邀请函发出起，我的电

话就没停过。”焦村村支委委员张旦

旦是这次篮球赛的工作人员，他表示，

篮球赛共设青年组和老年组两个组

别，共20支队伍。赛事分三个阶段，保

证每天都会有比赛进行，还设置了奖

金。参赛队伍中，有篮球训练营的学

生，也有村民临时“拼凑”的。“农民、

老师、上班的，啥人都有。”张旦旦说，

大家职业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浓厚的

兴趣爱好。

“美国有‘NBA’，咱国家有‘CBA’，

俺村有‘村BA’!”67岁的河南省优秀

党务工作者、东大阳堤村党支部书记

陈来胜自豪地说。为了增加年味儿，

活跃气氛，该村从2015年开始连续举

办乡村篮球赛，拿出“重金”邀请8支篮

球队，从大年初三到初六进行为期4天

的友谊赛，让村民“热闹热闹”。而在

这之前，鼓了腰包的村民还没有太多

的业余文化生活和“精神食粮”。陈来

胜向干部群众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又

到外地频频“取经”……经过一年的酝

酿筹备，2015年春节，东大阳堤村篮球

赛应运而生。村民们在赛场上生龙活

虎较量比拼，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和

精神的充实。

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农民的健身需

求，2009年，河南开始举办每年一届的

“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打造覆盖全

省乡村的篮球赛事体系，助力全民健

身走进千家万户。赛事贯穿全年，从

村级赛事启动，通过乡镇、县、市选拔

出的冠军队，在春节期间分为南、北两

大赛区进行各自的总决赛，同时举办

南北赛区前四名参加的争霸赛。经过

十几年的发展，已成为河南乡村体育

和文化相结合品牌赛事，每年万余场

的比赛吸引了30余万人参与其中，全

省各地以此为基础衍生的农民篮球赛

事更是不计其数。

乡村篮球赛的火热体现出了农

民们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也展示着乡风文明的转变和乡村振

兴的成果。在武德镇，多家企业及个

人筹资百万余元建起了室内篮球

馆，50多岁的赵建伟见证了乡村篮

球赛的时代变迁：“球场、球衣，还有

球，从室外到室内，包括看球坐的地

方，那是越来越高级，‘村BA’这个名

字也很时尚。”而在焦村镇，篮球元

素已融入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打造

之中，篮球场成为焦村镇38个村的

“标配”。东大阳堤村的村民们没事

儿就去球场上遛遛，看看球赛、打打

球，“离开牌桌到球场、不打麻将打

篮球”已经成为村民生活方式转变

的真实写照，也让农村更吸引人、更

能留得住人。

贵州“村BA”展现民族风情

“村BA”打进亚运会场馆浙江

河南“村BA”扎根万村千乡

广东“村BA”火爆“水到渠成”

火爆“村BA”凝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徐萃萃摄

雷
乃
益
摄

本报记者 黄心豪

佛山市村（居）际男子篮球赛、佛

山南海百村（居）男子篮球赛、均安镇

男子篮球邀请赛、广州番禺“乡村振

兴”男篮联赛、南沙区男篮联赛、中山

市村居男篮联赛、东莞麻涌篮球赛、

梅州五华县男篮赛、河源龙川篮球

赛、潮州饶平海山镇篮球赛……近3个

月，经本报记者报道的广东各地村居

篮球联赛众多，“村BA”风靡南粤大

地，以篮球为纽带，掀起乡村体育热

潮，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两大国

家战略的发展。

记者日前走访了佛山市南海区

文广旅体局，以南海百村（居）男子篮

球赛为例，了解“村BA”如何助力乡村

振兴。

南海区百村（居）男子篮球赛素有

“南海NBA”之称，自2005年至今已连

续18年未间断举办，多年来已成为南海

区参与运动员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关

注群体最广泛的单项体育比赛项目。

该项比赛赛制在18年的发展中不断调

整、改善，现阶段赛制是分两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初赛由南海区七个镇（街

道）分别组织实施，历经小组赛、淘汰赛

最终决出2-3支决胜队伍参加第二阶

段的全区复决赛；复决赛阶段赛事在初

赛优胜的20支队伍中开展，分4个小组

进行，最终决出1-8名进行奖励。目前

南海共有292个村居，2022年共有262支

队伍，超3000名运动员参赛，两阶段赛

事合计举办583场次赛事，线上、线下观

看观众数量超407万人次。

该项赛事特点明显，亮点颇多。

一是筑巢引凤，激发社会力量活力。

该赛事历年来平均每年参赛村（居）

达260个，村（居）参赛率超90%。赛事

品牌影响力受到社会企业的高度关

注，18年来各类企业赞助不断，历年赞

助金额已超1000万元。

二是首开先河，催生后续各级赛

事。18年来，赛事影响已深入民心，不仅

带动了区内篮球运动文化的发展，掀起

全民健身的热潮，同时它所产生的“蝴

蝶效应”已辐射佛山和广东全省。目前，

南海区百企篮球赛（狮山）、佛山市村际

篮球赛、广东省万村篮球赛都是在南海

百村篮球赛的影响下而举办。

第三，固本强基，推动篮球场地发

展。佛山篮球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

20%，南海比例更高，篮球运动在佛山

市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目前南海区已

完成区、镇（街道）、村（居）三级体育设

施网络搭建工作。持续推进各镇（街

道）“一馆两场”和社区“一馆三场”建

设，全区现有区级体育场馆4个，镇（街

道）级体育公园8个，1766个村民小组

分别配备至少一个篮球场、一个综合

文体室、10件室外健身器材，村（居）公

共体育设施早已实现全覆盖。

四是弘扬新风，促进基层治理能

力。经过18年发展，该赛事不仅是一项

体育运动，更是每个村居的精神力量，

已成为南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全民

参与率最高的体育赛事，也是南海文化

振兴的一项品牌赛事。各村（居）民通过

举办篮球赛，团结群众，凝聚奋发有为

的南海精神，积极投身村（居）治理现代

化建设中，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

最后，赛事是挖掘篮球种子选手

的摇篮，人才辈出。18年来，南海区百

村居男子篮球赛草根选手不断涌现，

已成为南海篮球培苗的沃土，走出的

明星草根选手不胜枚举。如“佛山易

建联”麦子键、“千分先生”吴远根、“叠

南双星”孔祥健与钟俊杰等。

窥一斑而知全豹。事实上，佛山

“村BA”只是广东篮球发展的一个缩

影。广东是我国的篮球强省，东莞是

我国著名的“篮球之城”，不管是竞技

体育、职业联赛还是业余比赛，成绩和

水平都相当高，广东篮球氛围和群众

基础相当浓厚，各级领导重视，各地加

大投入，各地都有篮球IP赛事，篮球培

训和产业方兴未艾，因此“村BA”的火

爆，在广东是“水到渠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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