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BA”凝聚乡村振兴蓬勃力量：

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条新路

� �“村 BA”何以出圈？新时代贵
州赶超跨越的“黄金十年”，让曾

经偏远的台盘村彻底摆脱了贫

困，通上了高速、扩建了场地、联

通了 5G网络，不断完善的硬件设
施为“村 BA”出圈打下良好基础；
村民们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让

每逢“六月六”吃新节都会返乡打

篮球、组比赛的约定和传统，在山

乡间孕育出一个以群众体育事业

为基础的文化舞台，为“村 BA”厚
植起经久不衰的乡土魅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

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

国特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新征程上，贵州紧扣中

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

要求，努力探索一条把握时代大

势、符合发展规律、体现贵州特

色、服务国家全局的多彩贵州现

代化建设之路。方寸球场间，人

人都可参与的“村 BA”，成为观
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聚

光灯下，浓厚的体育氛围，正投

射出乡村体育文化与精神文明

建设的有机联系，照见一条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中的

乡村振兴新路。

“小村”出圈
乡土气散发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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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3月 27日，在台盘村，一场接
地气的颁奖仪式为贵州省首届

“美丽乡村”篮球联赛画上了完

美句号。

“这样的奖品我也想要！”不

少网友在实名羡慕的同时，也表

示“希望不要因为出圈，而改变

他们的热情和初衷”。

浓浓的乡土气息，是“村

BA”热度得以持续的秘诀；而如
何守好“村 BA”的乡土气，成为
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不需要门票，队员和裁判都

是村民，加油呐喊的工具是家家

户户都有的铁锅铁盆、中场休息

啦啦队表演的节目是民族歌舞

……从黑龙江专程到贵州看球

的吴友栋说，“村 BA”极具乡土
气息，篮球不再拘泥于特定的环

境，比赛现场氛围感十足。现场

观战的贵州黔南州长顺县代化

镇睦化村村民傅朝相表示：“一

场比赛能吸引四面八方的人来

到现场助威，我要竖大拇指。”

2019 年，曾经“九山半水半
分田”的国家级贫困县台江县，

如期实现“整县脱贫摘帽和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随着

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的短板加快补齐，不断

扩建的场地、完善的设施器材、

丰富的赛事活动，让大家参与体

育的热情更加高涨。

“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性和清

醒，坚持公益性、公众性、公开性

的基本定位，不建封闭球场、不

关门卖票，球场修缮、赛事组织

由村民说了算，守住‘村 BA’的
乡土气。”台江县委副书记、县长

杨德昭表示，以人民为中心，始

终是“村 BA”的价值取向。台江
县将守住“村 BA”的乡土气，以
“村 BA”带动系列“农字号”体育
赛事，把赛事办成老百姓的节

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

感、认同感、获得感。

“全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

总决赛选择到台盘村，不变的

是，比赛规则、球员资格审查、赛

场氛围烘托依旧全部由当地群

众自行组织；变化的是，前所未

有的办赛规模———3 万余人参
赛、在 80 余个县（市）开展 5501
场比赛、覆盖 456.75万群众，这
是一场属于贵州乡村群众的体

育嘉年华。”台盘村驻村第一书

记张德表示，无论多大影响力，

“村 BA”永远姓村！
“村 BA”的举办也带动了台

江县旅游发展。赛事期间，全县

接待游客 18.19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5516万元；带动黔
东南州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140%，黔东南旅游搜索热度周末
环比大涨 276%，乡土气散发出无
穷魅力。

村民自发
群众体育展现凝聚力

精准的三分、激烈的对抗、

精彩的中场休息表演……虽然

被冠以“村 BA”之名，台盘村这
个人口不到 1200人的“小村”比
赛的参与度和观赏性却一点也

不低。每逢传统节日“六月六”吃

新节，苗族群众都会身着盛装，

载歌载舞，举办斗牛、斗鸟、对歌

等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庆祝。多年

来，篮球比赛更是作为一项集体

运动而备受追捧，成为当地人生

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体

育中心主任李文鹏说：“篮球运

动在我们当地的群众基础非常

深厚，我们这边的节日又多，基

本上是‘逢节必比赛、比赛先篮

球’，不光是台盘村，几乎每个村

都有自己的篮球队，比赛时附近

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来看。”

由于篮球比赛都是村民们

自发组织，场地、资金等无法得

到保证，用村民们的话说，过去

比赛什么时候办、规模是大还是

小，“要看大家心情”。直到 2016
年，国家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体育运动越来越重视，全民健

身工作由城市逐步推广到乡村。

“十三五”时期，贵州实现了乡

镇、行政村农体工程全覆盖，乡

镇和多数行政村都建设了标准、

规范的篮球场，对群众体育、乡

村篮球运动投入逐年增加。

“赛事办在家门口，群众就

是最大的明星。”黔南州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州体育局）党组成

员、二级调研员徐文说，做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才能保

持体育的活力、动力和生命力。

据贵州省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的贵州省首届“美

丽乡村”篮球联赛，以村镇为主

战场，广泛号召年龄 22周岁到
45周岁的本地乡镇居民参赛。通
过乡镇赛、县区赛、市州半决赛、

省级常规赛和总决赛的竞赛模

式，打造五级联动的全省群众性

体育赛事品牌。

能穿上印有家乡名字的队

服，参加比赛争得荣誉，一直是

黔西南州晴隆县光照镇规模村

篮球队员罗月宇的梦想。他说：

“观众都是老乡，自豪感当然不

一样！”黔南州长顺县广顺镇队

员胡威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

么隆重的比赛，从村里的篮球场

打到县级体育馆，充满了成就感

和荣誉感。

“翻过山，越过水，相聚在这

里，向着未来去出发，我们一起

拼……”正如赛事主题曲《奔跑

吧 我和我的村》中所唱的，一颗

小小的篮球，正在展现出乡村体

育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凝聚起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黔

西南州晴隆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局长周兴禹表示：“比赛提升了

大家体育锻炼的兴致，‘请人流

汗’正成为一种风尚。”

振兴乡村
精神文明聚拢人气

“欢迎来给我们报道啊！你

们是我今天接待的第三批客人

了！”台盘村村委会主任岑江龙

一边笑着说话，一边紧握记者的

手。旁边的台盘乡副乡长张任泉

补充说：“自从‘村 BA’火了，全
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都有上万

人了！”

“都来学啥呢？”记者问道。

“学我们村靠什么能聚起这么

旺的人气啊！”头发一丝不乱、穿搭

时尚得体的岑江龙自信地说，一靠

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二靠台

盘村热爱体育的好传统，三靠村里

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

岑江龙说，随着“村 BA”叫
响全国，村里的年轻人陆陆续续

都回来发展了。“比如，跟我一起

长大的杨雄，也是我们村篮球队

的主力，如今他开了一家篮球餐

厅，还经营‘村 BA’周边纪念品，
现在生意越来越好。”

“球赛火了，不仅台盘村的

年轻人回来了，我们台盘乡的经

济也活起来了。返乡就业、创业

的人多了，农产品销售额涨了，

村民对卫生和环境更重视了，还

积极为未来规划建言献策。”张

任泉说，“村 BA”这一美丽的乡
愁，把台盘村带进了乡村振兴新

赛道。

杨德昭认为，“村 BA”本质上
是一种乡村文化现象，折射的是

精神文化生活，呈现的是文化振

兴图景，应当倍加珍惜、共同维

护、认真用好、持续放大，借势“村

BA”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台江实
践。他表示，台江县将继续做好

“村 BA”的品牌文章，全面展示农
村地区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

促进文化发展的新形象。

在更广袤的贵州乡间，不断

丰富乡村体育活动和“体育+”新
业态正与乡村文化、旅游、休闲

产业共同绘出最大同心圆，转动

起反映美丽乡村景美、人美、生

活美的“万花筒”，成为助力乡村

振兴的强劲力量。

不久前，在贵州省黔西南州

兴义市纳录村举办的贵州省乡

村趣味运动会上，巧搬“黄金

瓜”、抗旱庆丰收、巧抛玉米庆盛

会等 8个比赛项目，吸引了来自
黔西南州各市、县 15个参赛队
伍约 400人参加。“赛事活动多，
游客就多，我们再也不怕好货卖

不出去、好景引不来客人了。”纳

录村村民李江说。

“来到朴实的乡间、走进老

百姓的身边，才能感受到一幅别

样且幸福的景象。”上海游客吴

靖在现场体验后感慨，乡村体育

除了好玩、好看，更是沉浸式感

受农村发展、领略村民精神风貌

的窗口，如果中国的农村都能有

生机、有意思、有韵味，那一定会

越来越让人羡慕和向往。

� � “返乡的和在外的村民比例
从以前的 3∶7 到了现在的 7∶3！ ”
贵州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村
委会主任、村篮球协会会长岑江
龙一句话讲出了 “村 BA”带来
的最大变化：青壮年回村发展的
越来越多！

在乡村振兴中 ，一个 “发展
引路人”返乡，就能带回一批人。
在台盘村采访时，记者对岑江龙
和杨雄这两位 30 多岁的年轻人
印象深刻 。 他们都曾是村里球
队的主力，也都有沿海发达省市
的工作经历，更有想干事创业的
愿望和能力。 岑江龙发扬老一
辈的传统 ， 带头把台盘的 “村
BA”办得火遍全国；杨雄则看准
了体育产业在乡村发展的前景，
开起篮球餐厅、篮球酒吧 ，做起
“村 BA”周边纪念品。 这两位一

起长大的 “发小”， 一起外出打
工，又一起返乡创业。 作为村里
年轻人的榜样，两人的选择影响
了身边青年，他们也纷纷回到台
盘村：赛事运营管理公司办起来
了、创业园建起来了 、体育小镇
也规划出来了。 “能人” 带动产
业， 产业又吸引更多人返乡，台
盘村的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乡村要振兴，人才振兴是重
要方面 。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
现，台江县和台盘乡党委政府在
实践中考察、 识别和锻炼干部，
尊重群众意愿，将入党积极分子
岑江龙吸纳进村委会班子，对办
好“村 BA”起到了重要作用。 乡
村振兴急需的人才就在村民群
众中，只要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给
他们创造机会 ， 为他们营造环

境，让他们看到希望 ，人才就能
“冒出来”“干起来”“留下来”。抓
住“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
策明白人”这些关键少数 ，乡村
人才建设这盘棋就能走通 、走
活、走赢，就能不断为 “三农”工
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农村是希望的田野， 是干事
创业的广阔舞台。 “村 BA”这朵盛
开在贵州村寨里的“山花”能够大
放异彩，充分说明农村需要人才，
农村也有人才。 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幸福图景，绘就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篇章，要
加强政策支持力度， 不断吸引致
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退役
军人等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
功立业，通过各方面努力，打造一
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村
人才队伍。 （据《光明日报》）

记者手记>>>

从 3∶7到 7∶3的启示

� �一场乡村篮球比赛，气氛能有多火热？赛前提前数小时

占位子，赛场边里三层外三层挤满观众，每次网络直

播都引发全网关注，就连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也曾发出“我

不确定我能拿到票”的感慨……

只要比赛开打，不论白天还是深夜，贵州省黔东南州

台江县台盘村总会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这个在乡村举行、

球员土生土长、观众来自十里八乡、奖品也全是农特产品

的比赛，因其热烈的氛围、十足的“村味”，被网友们亲切地

称为“村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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