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浙江衢州江山市的凤林镇白沙村，“一张木制乒乓球桌”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这张已经44

岁的乒乓球桌，见证了白沙村从贫穷落后到体育兴村的华丽转身，也承载了无数村民对健康和快乐的

追求。

日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了200余名各地老年体育宣传骨干工作者走进白沙村，开展基层

采风活动。他们被这张乒乓球桌背后的故事深深吸引，感受到了体育运动给这个小村庄带来的巨大变

化。

据村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40余年前，地处偏远的白沙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民们的休闲活

动十分匮乏。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村干部们商议后决定动手做一张木制乒乓球桌，以丰富村民们的

业余生活。这张由村民们亲手制作的乒乓球桌，很快成为村民的抢手物。自从有了它，打球的人多

了，打牌的人少了，村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这张乒乓球桌不仅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还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与友谊。

许多村民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学会了打乒乓球，也在这里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它见

证了白沙村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与变化，成为村民们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2002年，白沙村因水利工程搬迁至新村。面对即将离开那张陪

伴了他们多年的乒乓球桌，村民们心中充满了不舍，他们将这张乒乓球

桌悉心包裹起来，运至新村继续使用。这一举动体现了村民们对乒乓

球运动的热爱和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在新村，大伙儿集资新建了文化体育中心，添置了健身

器材和篮球场等体育设施。全民健身的氛围在白沙村日益浓

厚，乒乓球桌也成为文化体育中心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每当

夜幕降临，村民们便会聚集在这里打乒乓球、锻炼身体、交

流感情。

“作为一位打了近60年乒乓球的老年爱好者，我对乒

乓球的热爱早已深入骨髓。看到白沙村乒乓球的故事，

我内心涌动着深深的感动。白沙村将一张小小的木制乒

乓球台，变成了促进村民健康、丰富业余生活的桥梁，

这让我看到了乒乓球运动在基层的无限活力和潜力。”

来自杭州拱墅区老体协的体育宣传工作者潘国峰说。

潘国峰从6岁起便开始接触乒乓球运动，至今已打

了近60年，对乒乓球有着深厚的感情。此次活动期间，

潘国峰也不忘组织乒乓球活动。他提前在微信活动群

里召集球友，大家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聚在附近的江山全

民健身中心一起打球、交流，共同享受乒乓球带来的乐

趣。

他笑呵呵地说：“每天打乒乓球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打，晚上就会睡不好觉。以球会友，

让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

步。”

来自杭州萧山乒乓球协会的老年体育工作者瞿斐建也对

白沙村的故事高度赞赏。他看到白沙村通过一张木制乒乓球台

发展到如今体育设施一应俱全、健身项目丰富多彩的景象，仿佛

看到了从星星之火到逐渐燎原的壮丽画卷。

瞿斐建从11岁开始打乒乓球至今已有56年的球龄，对乒乓球运动情

有独钟。他介绍说：“在萧山，从县区域到乡镇街道到社区，乒乓球运

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到处都可以听到乒乓球的击打声，看到大家挥拍打球

的身影。”

白沙村的故事让他深受启发，他表示，未来要不断发展国球运动，提高

乒乓球的运动水平，并狠抓宣传工作，将“体育＋旅游＋文化”贯彻到整个体

育宣传工作当中，通过乒乓球运动助推全民健身。

白沙村的故事不仅是一张乒乓球桌的传奇，也是体育运动改变乡村面貌、提

升村民生活质量的生动写照。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就一定能够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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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的凤林镇，

有一个距城区33公里的水库移民新

村———白沙村。尽管只有十余年的建村

史，但白沙村已经荣获了“浙江省全面小

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小康体育村”“浙

江省首届魅力新农村”等荣誉称号，并被

列为江山市首批18个“中国幸福乡村”之

一。

走进白沙村，浓厚的体育氛围扑面而

来，广场舞的欢快、太极拳的宁静、茶灯戏的

热闹……在白沙村体育广场上，村民们沉浸在

丰富多彩的健身项目中，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整个村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日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在浙江衢州江山举办

了2025年全国老年人体育宣传骨干指导活动。此次活动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老年体育宣传工作者深

入基层，走进白沙村，亲身感受这里的体育氛围和文化魅

力。

村书记郑日福介绍说：“体育健身广场和健身中心不

仅是村民们日常健身的好去处，还是我们举办各类体育

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体育广场，活跃着一支广场舞队伍，她们身着绿色

运动服，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通过舞蹈传递

健康与快乐，成为村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2岁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何灵芝是这支广场舞

队伍的领队，来自江山市老体协，拥有丰富的体育教学经

验。“广场舞不仅能让大家身体更健康，还能增进邻里间

的团结和互助。在白沙村，体育活动的普及也提升了村民

的生活质量，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何灵芝说。

体育搭台“乡味”十足

除了健身广场，白沙村还打造了老年健身活动中心。

这里设有游泳、乒乓球、篮球、羽毛球、健身器材等10多个

体育项目场地，为村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健身选择。郑日

福说：“村委会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鼓励村民

们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位

村民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享受到体育

带来的快乐。”

茶灯戏是白沙村独具特色的一项体育表演。队员谢

爱秀是一位从峡口镇外嫁到白沙村的村民，她介绍说：

“这是村民们将当地茶文化与体育舞蹈相结合自创的锻

炼项目，每年春节都会进行演出，队伍由20余人组成，年

龄跨度从20岁到60多岁，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而聚在一

起。”

“打麻将的少了、打篮球的多了，妯娌、婆媳、姊妹

其乐融融地出现在村里的文体广场上。”江山市老年人

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赵江平介绍，从2005年

开始，白沙村连续多年举行春节运动会。运动会期间，

村民们积极参与各项比赛，如拔河、举木车轮胎等，既

锻炼了身体，又凝聚了人心、振奋了精神。此外，白沙村

还以村组为单位开展篮球对抗赛等趣味活动，这些活

动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记者在采访期间深切感受到了体育给这个村庄带来

的变化。体育不仅留住了乡愁、凝聚了力量，还化解了矛

盾、增进了友谊。每年运动会期间，白沙村都会趁机拍摄

“全家福”，几百人、上千人同框的合影一时成为美谈。这

些照片也成为村民们珍贵的记忆，见证了白沙村体育事

业的蓬勃发展。

体育在白沙村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村民们每天

都会利用村里的体育设施进行锻炼，一个月至少会进行

两三次体育赛事、培训等集体活动。这些

赛事活动为村民们提供了展示自我、挑

战自我的舞台，他们在比赛中增进了友

谊，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新农村面貌。

“文体＋旅游”让白沙长名气

白沙村以体育为抓手，全面贯彻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通过加强体育设施建

设、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弘扬

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白沙村不仅提

升了村民们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

还推动了乡村“文化+体育+乡村旅

游”全面发展与繁荣。

“白沙村每年吸引约10万人次来

团建、研学与度假，成功实现了文体活

动向文旅产业的跨越发展。”据郑日福

介绍，白沙村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

特的乡村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游泳、打网球、吃农家菜、住

民宿等特色旅游项目让游客们流

连忘返。

老年体育宣传工作者们纷

纷表示，深刻感受到了白沙村

在体育事业发展方面所取

得的显著成就和独特经

验。白沙村以体育为抓

手推动乡村旅游和文

化产业的发展模式

为各地乡村振兴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

借鉴和启示。随

着乡村振兴战

略 的 深 入 实

施和全民健

身运动的广

泛开展，白

沙 村 将 继

续 以 体 育

之名，绘就

乡 村 振 兴

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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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蕾 沈士婕

随着2025年“迎新年，贺新春”全国老

年人体育健身线上系列活动收官，各地老

年体育宣传工作成果斐然，亮点频出。一

系列宣传活动犹如一曲激昂澎湃的开年

乐章，全方位提升了老年体育的影响力，

在全社会成功掀起了关注老年体育、踊跃

参与老年健身的热潮，为老年体育事业的

蓬勃发展营造出良好的舆论环境。

渠道融合 多元矩阵范围广

当下，老年体育传播渠道丰富多样，

涵盖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客户端、微信、

微博、自媒体以及短视频等诸多平台，构

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矩阵。根据中国老

年人体育协会近期影响力评估数据显示，

微信平台以950篇成为最主要的信息传播

渠道；客户端、网络媒体、自媒体的报道量

分别达到438篇、259篇、270篇。

在此过程中，中国老体协及地方老体

协等官方账号积极发挥作用，与各类媒体

紧密协作。国家体育总局政府网站、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官方网站等政务平台，以及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中国体育报、

新体育网、华奥星空等中央和地方主流媒

体及其新媒体账号，都对老年体育给予了

重点关注与深度报道。多方协同的宣传模

式，实现了老年体育信息的广泛覆盖，精

准触达老年目标群体，为老年体育活动的

广泛传播筑牢根基。

内容聚焦 老年体育显魅力

各地宣传内容紧密围绕活动亮点，突

出展现各地老年人在活动中的优秀表现，

彰显了老年人的风采以及活动的积极意

义。各地媒体聚焦活动成果，详细报道各

地老年朋友的参赛成绩，例如国务院国资

委离退休干部局太极扇队等获奖情况，以

及邻水县、句容市等地的获奖数量，激发了

老年群体的参与热情和集体荣誉感。

同时，各地媒体注重挖掘活动背后的

感人故事，生动展现老年群体的精神风

貌。体育总局老年大学队的学员们克服年

龄带来的身体挑战，坚持刻苦训练；额尔

古纳市夕阳红歌舞秧歌队创

新编排参赛作品，将传统秧歌

与现代健身理念巧妙融合，绽

放别样夕阳红。这些故事不仅

让人们看到老年人对体育的热爱和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还体现了活动对于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满足老年人文化体育需求

的重要意义。

地域特色 本地参与燃激情

各地充分结合自身特色，有效激发本

地老年人的参与热情和认同感。从地域声

量数据来看，此次活动，内蒙古、四川、河南

等地报道较多。内蒙古当地宣传突出冬季

特色，讲述在寒冷冬季老年人积极参与线

上活动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对体育健身

的热爱。四川邻水县老体协组织有力，荣获

36个奖项，当地媒体深入报道获奖背后的

努力，激发了本地老年人的自豪感和参与

热情。河南黛眉电业健身站点《老年健身风

采》真实记录了当地老年人日常健身的活

力瞬间，有效提升了活动在河南的知名度，

带动了更多老年人参与。

此外，宁波、恩施、洛阳、天长、自贡等

地也积极探索多样化宣传路径。宁波各级

老体协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下展

示、培训及宣传活动，老年体育骨干团队深

入乡村社区、商业街区，面对面传播运动健

康理念；恩施、洛阳等地通过大力宣传本地

参赛队伍获奖喜讯，有效激发老年人的参

与热情；天长、自贡等地借助媒体平台，全

方位宣传活动意义与丰硕成果，不断扩大

活动影响力。

“乒乒乓乓”最动人

多元传播，奏响老年体育开年乐章

编者按：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

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老年群体

来说，体育是健康关口前移、治未病的最经济、最有效

的手段之一，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为宣传报道好全国各地老年体育事业的开

展，为全国广大老年体育爱好者搭建交流、互动、学习

掌握科学健身方法的平台，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指

导下，本报和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合作开辟“银龄体

育”专栏，讲好老年体育故事，为老年体育爱好者服务。

体育惠民 白沙村“尝到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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