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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子纯

近年来，浙江毛村山头村因攀岩运动

改头换面，一张“体育＋旅游”的特色名片

让村子名声在外，村民也因此富了口袋、强

了体魄。

2013年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周勇强是

这个变化背后的功臣。“刚开始肯定有难度

的，村民卫生习惯差，垃圾丢在地上感觉是

很自然的行为。”周勇强说。那时，毛村山头

村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养猪村，1100多人的

村子里散养了1000多头猪，村庄卫生环境较

差，于是，周勇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整治村

居环境。

随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把美丽风

景转变为美丽经济成了周勇强的难题。在

赶赴衢州市参加乡村扩展项目交流时，他

和村委会接触到了攀岩项目，由此打开了

“体育＋旅游”的发展新思路，尝试让这个

“石窝窝”里的村子“走出去”。回村后，周勇

强立刻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乡亲们也觉

得可以试试看。

在毛村山头村的大胆探索中，攀岩运动

与乡村发展实现了完美对接。2016年，村委会

从浙江江山举办登高健身大会得到启发，村

里建成全国首个农村攀岩主题公园，连续举

办美丽乡村攀岩比赛，此外，多项国家级赛事

落地于此，至今共举办大小赛事近百场，吸引

游客十万余人次，直接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

1000余万元。

如今，村里的攀岩墙已成了独特景点，不

仅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也纷纷爱上这项运动。

在毛村山头村连续举办多年的新春运动会

上，攀岩是最受村民欢迎的项目。还有不少

在外工作、定居的毛村山头村人也因攀岩而

回到家乡，有的带着孩子回来参加比赛，有的

只是想亲眼看看村里的新气象。同时，为了吸

引更多青少年参与，攀岩墙每周日免费向村

里的孩子们开放。

“现在村里游客很多，生意也蛮好的。”

前几年，毛海娟瞅准了村庄发展带来的红

利，与在外打工的丈夫回到村里，将关停的

旧猪场改造成了农家乐。周勇强说：“我们村

就是走体育强村的路线，利用文体活动做大

做强，把游客引进来，把村里的民宿农家乐

做起来，带动村民多挣一点钱。我们依托‘体

育＋旅游’优势打造的研学基地还将持续推

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轧学超

过去，大家一提到“土特产”，常常想到的

是农副产品。但随着乡村体育产业的发展，

各类体育品牌赛事渐渐变成了“土特产”。如

今，在山东济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在这

片绿水青山中已成为生动的实践。

朱家庄村位于济南历城区荷花路街道，

这里因荷花得名，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朱家

庄村区位条件发生了改变，村民更倾向外出

务工，村里传统大棚种植逐渐落寞，调整势在

必行。因地制宜，让体育赛事自然生长，又积

极将体育纳入发展规划，实现体育＋农业的

深度融合，如今，朱家庄村已经趟出了独具特

色的振兴之道。

近年来，在朱家庄村，一些足球乡村品牌

赛事陆续举行，足球产业渐渐成了当地乡村

新名片。贺岁杯、荷花杯、村级联赛、济南市

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一场场足球比赛通过

“以赛促健、促文、促旅”模式，推动体育产业

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不断带动当地高质量

发展。

“我们现在全年的比赛基本上都排满了，

一年能举行1000多场。”朱家庄村党总支书记

刘凯说。据了解，朱家庄村与足球的渊源可追

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村里有着浓厚的

足球氛围，村民们都爱看爱踢足球，刘凯就是

其中一员，2014年，他返乡工作，足球与农业

间的关系越来越近。

站在球场内，刘凯算了一笔账，目前村

里一年能承接1000场比赛，按标准两个小时

为一场计算，收取管理费500块钱，仅这一

个球场一年就能为村里增收五十万元，场

内管理人员、保洁人员也是本村村民，等于

为老乡提供了一个就业机会，“今年区里把

‘乡村振兴杯’也放在我们村了，5月开踢，

算是填上了全年的一段空白，大家伙又要

忙了。”刘凯笑着说。

据介绍，朱家庄村还将围绕足球打造

民宿、公园等配套设施，把足球产业做大。

发展足球赛事吸引了众多游客，在为朱家

庄村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

的经济发展，以赛事经济打开了村民致富

增收路。

本报记者 李金霞

河南周口扶沟县体育中心的杜强是一名资

深门球爱好者，是门球圈里的明星人物，参加门

球赛事经常夺冠，他说，门球在扶沟是一项老牌

运动，有30多年历史，以致于乡镇村里除了健身

广场最常见的运动场地就是门球场，门球带给

了不少乡里乡亲欢乐健康。扶沟县也经常举办

门球比赛，选拔人员，征战四方，乡村人也有了

出去涨见识的契机。门球比赛，也成了村镇里最

受瞩目的活动之一，点亮了乡村生活。

近日，河北唐山市滦南县老促会在革命老

区村举办第七届老区村门球赛，这次活动在四

个村进行，设主赛场和分赛场。主赛场设在西胡

家坡村，分赛场设在汪庄村、杜土村、南套村。

周围四里八乡闻声而动纷纷组队参与，不仅程

庄镇潘家戴庄村、西胡家坡村、东胡家坡村、汪

庄村、长凝镇温庄村、宋道口镇杜土村、南套村、

张庙村、西小营村等农村门球队参与，还引得县

城的教育队、友谊队、文体队及热心球友参加，

比赛总共汇集了16支队伍，120余名门球爱好

者。这次比赛，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

特色。

在江西吉安市永新县，门球运动同样红火，

门球赛事也是那里的老牌运动比赛。永新县乡

镇村门球比赛已经举办了17届，最近一次比赛有

石桥镇、才丰乡、澧田镇、埠前镇、象形乡、龙门镇

等十五个乡（镇）村门球队参与。赛场上，许多选

手已年逾花甲，但一个个都精神抖擞，无不洋溢

着“舍我其谁”的自信神情。他们手握重锤，气定

神闲，挥杆对垒，沉着冷静，“过门”“击球”“撞击”

“闪击”等一系列动作一气合成。其身姿娇健，精

准有力，动作挥洒自如，凭着精湛的球技赢得现

场观众掌声阵阵喝彩连连。

有最美乡村之称的江西婺源，就把门球赛事

做成了一张“名牌”，婺源已经多次承办全国门球

大赛，为乡村体育事业增添活力生机。门球赛的

举办，为乡村门球爱好者提升了幸福指数，对活

跃乡村文化体育生活，注入了动力，而且为广大

乡村门球人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切磋、交流的

平台，助推了乡（镇）村体育文化的振兴，更展现

了新时代乡村门球人的风采。

本报记者 刘昕彤

一根长扁担、两个定制的大竹筐内装着

出土不久的竹笋,“乡土味”十足的举重比赛

吸引了12名宁波慈溪“大力士”参与；协力竞

走、农田障碍跑、插秧割稻、粮食大丰收等诸

多充满农耕文化元素的比赛体验，充分展示

了杭州建德钦堂乡村特有的风情；来自衢州

市6个县的1000余名选手在拔河、跳绳、两人

三足、乒乓球、围棋、象棋等比赛项目中展开

激烈争夺，用运动赋能乡村建设……这些颇

具特色的农民赛事都来自于浙江农村文化礼

堂运动会在各地的火热开展。

伴随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持续深化，结合广大农民精神生活需要，浙

江省2013年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据数据

统计，截至2022年底，浙江累计建成20511家

农村文化礼堂，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

盖，在浙江，文化礼堂成为发展农村体育，

推动群众健身，丰富农民业余文体生活的

重要场所。

文化礼堂建好了，如何用起来？2020年5

月，浙江印发《浙江省体育进农村文化礼堂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推动体育资源

要素向乡村流动，让农村文化礼堂“动起来”

“热起来”。作为品牌活动之一，从2020年起每

年举办的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形成了

多级赛事体系，覆盖了浙江多地乡村，各市县

也充分发挥农村文化礼堂的阵地作用，根据

当地特色和体育项目发展水平设置适合村民

的比赛项目，动员各镇、街道分别开辟赛场，

把赛事影响力扩展至每一个农村文化礼堂，

引导农民群众不断参与到丰富多样的体育赛

事中。

此外，运动会的持续举办也拓展了当地

文化礼堂的服务功能，让文体活动走进千家

万户。在慈溪附海镇东海村，该村文体志愿

者不仅在文化礼堂内开设“村运”报名点，

还在礼堂外辟出场地，组织报名的村民进

行赛前训练。大家在这里唱歌跳舞、锻炼身

体，还能看电影、听讲座。在庆元县，“礼

堂＋健身”赋予文化礼堂更多功能，健身设

施一应俱全。农村文化礼堂成为老百姓的

“会客厅”“健身房”，农村文化礼堂精神高

地成色更足。

本报记者 冯 蕾

发展农村老年体育，是老年人体育工作重

点。近几年，海南省琼海市老年人体育工委在推

动农村基层老年人体育发展，打造品牌体育活

动工作方面，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自2017年起，琼海市创建全国“老年人操舞

之乡”活动，其目标是将操舞活动普及到广大农

村，做到全市204个村居委会，“村村有操舞队伍，

天天有健身活动”。操舞队的村民们伴随着美妙

的音乐、律动的节拍翩翩起舞，加上靓丽的服

装、精心打扮的妆容和热情开朗的笑容，举手投

足间都展现出当地老年健身爱好者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当地村民李晓莲今年50岁，自从村里开展了

操舞运动，每逢大小赛事活动，都能看到她的身

姿。李晓莲说：“操舞活动种类丰富多彩，有豪迈

舒展的蒙古舞、异国情调的印尼舞、动感十足的

健身操，舞曲风格迥异、动作流畅，让我们中老

年人在锻炼中收获健康的同时，也让我们的日

常生活充满活力，更加精彩。”

5年多来，琼海市老年人体育工委通

过宣传发动、调查研究、制订计划、培植

样板、推广典型、办班培训、专场比

赛、在抗击疫情下坚持活动等一系

列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创建工作环

环紧扣，步步推进，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

据当地村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操舞活动由城及乡在广

大农村得到广泛开展，极大地

丰富了当地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随着

创建工作的步步深入，从根本上

改变了“城市热、农村冷”的状况。

目前，当地204个村居委会都有一块操舞的

场地，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完善。从2017年开始，各

地基层操舞队伍人员逐村落实，各村居委会都建

立起操舞队伍，日常操舞活动在农村普遍开展。

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全市排练比赛镇区操舞专

场比赛的队伍有190支，队员人数达3500人，观赏

助威的群众达3.5万人。操舞这项接地气的活动

使农村老年体育呈现一派如火如茶、蓬勃发展的

景象。

日前，琼海市委市政府颁发了专门发展农村

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文件《琼海市创建全国“老年

人操舞之乡”工作方案》，使农村老年人体育工

作由社团行为逐渐朝着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广

受老年人喜爱的操舞运动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城

乡各个角落，极大丰富了村民的文体生活，营造

了良好的全民健身

氛围。

浙江毛村山头村：“攀”出村庄新气象

乡村体育打造品牌之路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让村民“动起来”

海南琼海市：创建“老年人操舞之乡”

济南朱家庄村：品牌赛事成为“土特产”

全国各地：门球活动点亮乡村生活

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顾 宁

拔河、运粮接力、趣味“插秧”、斗笠下的

“收获”……一些农耕项目成为竞技内容，这是

近日在四川天全县举办的“锦瑞杯”迎春耕农

民趣味运动会现场，只见五支队名分别为“春

华秋实”“深耕细作”“耕云播雨”“瓜熟蒂落”

“五谷丰登”的村民代表队纷纷登场，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用汗水和拼搏诠释着团结就

是力量的含义，比赛场边喝彩声、助威声此起

彼伏，使得比赛既农味十足，又丰富有趣。

此次趣味运动会主题为“人勤春来早 备

耕正当时”，旨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

式，进一步丰富农村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展现

农村发展新貌，为掀起新一年春耕热潮加油

鼓劲。同时，也为群众搭建了相互交流沟通的

平台，促进邻里和睦，倡导健康生活，提升了

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今天来参加农民趣味运动会，挺好的，

希望这个活动以后多搞一些。”“这次运动会，

形式丰富多彩，大家的积极性都挺高，举办这

样的活动能把大家都聚到一起，增加大家的

凝聚力，我感觉这样的活动挺好的。”“还有太

极功夫扇、太极推手等文艺节目可以看，希望

这样的活动可以再多一点，我们非常喜欢！”

当地村民说。

其实，每年秋天粮食收获的季节，也会有

很多地方举办“农”味十足的农民趣味运动

会。比如在江苏泗洪县，就将运动会作为稻

米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举办。运粮接力赛、微

量元素装运工比赛、套圈大王，一连串趣味比

赛，让参赛选手在极富乡村特色的比赛中，享

受运动的快乐和丰收的喜悦。在200米的运粮

接力赛中，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肩膀挑

起两筐，共20千克重的粮食，快速向前冲，大

家都争取第一个将粮食交到队友手中。

场上的参赛选手铆足干劲、奋力追赶，场

外村民们也是热情高涨，不断为选手加油助

威。趣味运动会充满了乡村气息也贴近农村

生活。比赛项目很多农民的拿手农活，也是农

民平时生产劳动的场景再现，趣味运动会既

有竞争性又有趣味性，每个项目都彰显出了

“乐”字 ，让参赛者玩得开心比得精彩，充分

展示了农民的“精气神”，表达了大家对丰收

的喜悦之情。

四川天全县
江苏泗洪县：农趣运动会 展示“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