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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以体育之名
共绘乡村振兴万千气象

苏智霖

霸屏出圈稳“热力”

乡村体育赛事搭建产业振兴桥梁

今天的四川，紧抓乡村体育赛事机遇，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生活力。

四川体育通过举办系列乡村体育赛事，搭

建近距离接触乡村、感受乡村体育魅力的交流

平台，进而驱动着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开辟

出一条以体育赛事为引擎，带动乡村文化、乡

村经济、乡村旅游全面振兴的新路径。

说到乡村体育赛事，其中必然有炙手可热

的“村BA”。对此，四川体育积极响应，在乐山

市苏稽镇楠园村成功举办首届大赛，将“村BA”

等系列乡村体育赛事带入蜀乡公众视野，“以

赛会友、以赛助产、以赛促旅”的乡村振兴路子

正铺展开来。

“村BA”篮球场上的激烈对抗仍在脑海回

荡，紧接着四川凉山足球场上运动健儿们拼搏

的画面又跃然眼前。以赛为媒，四川“村超”相

关系列直播观看人次超过2398.8万，其中有

941.8万网友与村民们共享决赛盛况。在现代体

育与传统民族文化交融下，用文旅IP打造的方

式助力乡村振兴。

此外，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和美乡村乒乓球邀请赛等“村”字

头赛事也相继涌现，赛事品牌建设及其带动效

应逐渐成为乡村体育产业发展的新抓手。

乡村体育火热，这与四川对群众基础的重

视分不开。在广泛开展的乡村体育赛事中，不

仅有省内惠及上亿群众的四川省“百城千乡万

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更有全国范

围内开展的川籍农民工运动会。赛事已连续开

展五届，体育风潮在对四川家乡的“反哺”中深

深扎根。期间同步开展的川货返乡展销进一步

宣传独具巴蜀特色的农副产品，促进体育赛事

与乡村经济的深度融合。

众多引人“围观”的乡村体育赛事，热闹的

背后是热爱。以“村BA”为例，据一点四川统计

数据，相关信息报道覆盖客户端、网站、视频、

微信、微博等多项信源渠道，累计线上观看点

击量超过1.5亿人次，线下观众超过10万人次。

作为全民参与的大型文体活动，媒体和网

民同样也对四川乡村体育赛事给予了高度的

关注，在由前180个讨论热词组成的互联网词

云中，各类相关关键词层出不穷。

聚焦“赛事”这一关键词，四川体育硕果

正丰。

从川渝毗邻地区群众体育荟，到盐源县黄

草镇村的篮球赛，再到雅安市汉源县的气排球

比赛，不仅在乡村地区吸引了众多体育爱好者

的关注，更带动了当地特色农副产品的销售，

民宿业也迎来了发展。这种“跟着赛事去旅行”

的“体育+”模式，发挥着体育的综合价值，进而

助力乡村经济产业链的可持续循环。

“提升”一词，是村民在乡村体育赛事广泛

举办下的切身感受。

据四川省体育局公布数据显示，四川省城

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及以上

的人数比例达91.3%，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比例达38.4%。同时，全省超过100万人次引领

员参与各种体育赛事活动，引领服务全民健身

超1000万人次，进一步激发乡镇居民参与运动

健身的热情。

四川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在采访中表示，

举办系列赛事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在

广大城乡社区全域开展，是助力乡村振兴和赋

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放眼巴蜀大地，在四川体育对乡村振兴补短

板的助力下，乡村体育赛事活动仍将持续火热。

热辣滚烫助“输血”

乡村体育设施反哺文体发展浪潮

今天的四川，因地制宜完善乡村体育设

施，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在赛事营造的“全城热练”氛围下，相关体

育保障从未缺位。四川体育着力推进乡村体育

设施的建设与升级，为各类体育活动提供了坚

实的硬件支撑，也成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所在。

当下，四川省共有体育场地30.65万个，总

面积达2.13亿平方米，其中村委会相关体育场

地面积4991.06万平方米，约占全省体育场地面

积的四分之一。

“小小的足球场有大能量，村里打麻将的

人少了、爱运动的人多了。”四川省成都市三河

村村委委员刘晓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通

过村民与政府共同筹办修建首个真草灯光标

准足球场，三河村现已成立了成都市首个农民

足球俱乐部，年均吸引成都周边区县球队及观

赛群众10万人次。

乡村体育设施是主场，各类体育场地便是

主角。在四川省体育场地中，共有田径场地

9815个、游泳场地2947个、球类运动场地20.85

万个、冰雪运动场地53个等基础大项场地，相

关乡村运动健身服务体系构建得到大幅提升。

乡村体育设施的建设与后续使用，为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促进乡村

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生动实践。

入围国家第二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创

建名单的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通过“体育+旅

游”的形式，致力打造“冰雪运动”特色产业。凭

借9条冰雪赛道对乡村体育配套设施的完善，

旅游体育产出近2亿元，并利用“体育+”反哺乡

村体育场地建设，全民运动健身场地面积达到

280.25万平方米，构建着更高的乡村振兴质量

服务体系。

各类体育场地的不断完善，也让运动成为

乡村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四川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模式保

障村民群众运动健身场地需求。目前，四川

省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表明，全省全民健

身路径6.65万个、健身房5552个、健身步道

9158个，潜移默化地丰富着乡镇群众的日常

生活。

在家门口的居民健身广场里，多了很多打

太极拳和四处玩耍的老少身影。在四川省乡村

体育设施建设工作中，还特别强调了要加强适

老化、适儿化健身设施配置。新建的健身设施

项目原则上应100%配置老年人和儿童健身设

施，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新配建的健身器材

中，适老化、适儿化健身器材数量合计占比应

不少于50%，四川省全龄友好的公共体育空间

面积正逐渐扩大。

“我们要求各地紧盯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

施方案，细化工作举措，千方百计加快推进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四川省体育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朱明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从简陋的露天球场到标准化的体育设施，

从单一的健身路径到综合性的体育公园，每一

处变化都见证了四川乡村体育设施的日益完

善。在提升村民的健康水平之外，还注入了新

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乡村旅游、体育培训、医

疗健康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条充满动力的乡

村振兴之路逐渐铺开。

劲吹体育新风，在乡村体育设施的完善

下，乡村振兴发展的麦浪正浮现眼前。

领跑未来共“造血”

乡村体育人才同谱全面振兴蓝图

今天的四川，着力挖掘培养乡村体育人

才，乡村振兴事业正接棒传承。

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四川体育着眼后备

人才基地建设并聚焦乡村体育人才培养项目，

从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到搭建线上线下

的交流平台，从修建标准化的体育设施到引入

专业的体育教练，用坚实步伐激发着乡村人才

的运动热情。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一个大山女孩征服

海浪的故事被媒体定格。从四川大凉山走出

的奥运选手杨思琪，通过不懈努力从“大山”

到“大赛”，在巴黎奥运会冲浪比赛中创造了

中国队在该项目的最好成绩。越来越多的乡

村体育人才也在这片巴蜀大地上掀起一场空

前“巨浪”。

如何发掘体育“新星”以助力乡村振兴？四

川体育正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体育、体

育产业、体育文化五位一体融合发展的战略行

动“选天才，育人才”。如何“选天才，育人才”？

借体育之力，四川用乡村后备人才培养给出了

这一问题的答案。

三大球、三小球、游泳、体操、田径……四

川省体育局针对不同领域开展多样化乡村体

育人才培养项目，包括体育支教“双百”计划、

“选星计划”、“雏鹰计划”、“送教上门”“跟队实

训”行动等，源源不断地发掘并培育着新一代

的乡村体育人才，推动“国线+五线”后备人才

队伍体系建设。

在此基础上，四川省锚定乡村体育人才发

掘机制，在各市县认定体育后备人才基地72

家，其中包括犍为县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等

19个“四川省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2022-2025年）”、成都市射击射箭运动学校等

10个“四川省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 才 基 地

（2022-2025年）”、资中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等43个“四川省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培育类）

（2022-2025年）”，为乡村振兴提供绵延不断的

人才硬实力。

乡村体育人才生根发芽的背后，是四川省

乡村体育教师队伍对梦想的播撒。在四川省布

拖县拖觉镇小学，乡村教师阿凉子拉用6年时

间组建布拖县第一支校园女子足球队，通过体

教融合拓宽了山区女童的体育成才之路。“布

拖女足”先后输送了60多名脱贫户、特殊困难

家庭女孩到成都、绵阳、内江等地接受优质教

育和专业训练，其中3名女足队员已入选省足

球队，进一步提升了乡村体育人才培训质量。

再观四川省的社会体育引领员工作，正在各

级乡镇因地制宜将高深理论变得“接地气”。截至

目前，四川省社会体育引领员招募总人数达到77

万人，组织超过12000名引领员开展了275场社区

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万村女性指导员培训服务”

“九九重阳节志愿服务”等体育+应急救援普及服

务，将健身指导和应急救援普及相结合，打通服

务乡镇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在强化体育和教育帮扶中，越来越多的体

育人才回到这片巴蜀大地。走进四川省古蔺县

长龙村，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一行启动了乡村振

兴“冠军同行”公益行动，标志着该学院“10余

名奥运会冠军、100余名世界冠军、1000余名全

国冠军”投身乡村振兴火热实践，用专业能力

反哺家乡发展。

“来到我们的乡村支教活动当中，我想把

我在大学所学的一些专业知识传授给小朋友

们，在他们的心里面埋下一颗体育的种子，让

他们能够了解体育的规则，对体育产生浓厚的

兴趣。”四川体育支教志愿者刘政鹏说道。在广

袤的乡村土地上，乡村体育人才不断“出土”，

他们将在体育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为乡村振兴

的明天增添无限可能。

担当领跑姿态，乡村体育人才正按下“加

速键”，为四川乡村振兴的传承发展注入持久

潜力。

以体育之名，共绘乡村振兴的万千气象。

从热火朝天的乡村体育赛事，到田间地头的健

身设施，再到不断涌现的体育人才，每一项都

是乡村振兴战略在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的生

动注释。

今天的四川，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

而站在全面振兴发展新节点的四川体育，

正积极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力量，引领着这片

土地迈向更加宽广与美好的未来，勃勃生机尽

显其中。

“雄起！”眉山市体育馆内，不时响起熟悉的加油声。近日，2024年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落下帷幕。这是一

场围绕全省21个市（州）、183个县（市、区）、1000个以上乡镇（街道）、10000个以上行政村（社区）开展的体育盛会，赛事号角在全年接连奏响。

始于赛事，却不止于赛事。“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背后，是四川推动乡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不仅构建着对外

体育文化的交流桥梁，还通过返乡展销、办赛兴产、文旅融合等“体育+”的创新模式，推动四川乡村体育产业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

截至目前，四川全年开展县级以上各类赛事活动超1.1万场（次），吸引超4000万人次参与全民健身。透过赛事窗口，不难发现体育已成

为推动四川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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