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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杨钰莹

6月20日，广受瞩目的全国和美乡村篮球
大赛（村BA）揭幕式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
台盘村隆重举行。村民、球员代表与篮球明星、
相关领导共同为大赛揭幕。现场劲爆的民族特
色文艺表演后，友谊赛由黔东南州农民篮球队
对阵甘肃省临夏州农民篮球队。比赛间歇，展
示台盘农产品、美食、乡村啦啦队表演、苗语乐
队演唱等活动，充分体现农民主体，乡土特色。

村BA，这项发端于台盘村“六月六”吃新
节的村民篮球赛，因其火热的现场氛围和接地
气的办赛风格火爆全网。相关部门敏锐发现
这一基层文化创新的意义，因势利导在全国铺
开，让全民健身活动多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和抓
手。村BA虽然姓“村”，但不能局限于一村一
地，要推动它出村、出山，成为广大村民的村
BA、各地农民的村BA、全国人民的村BA，让健
康、文明、和美的理念与绿色、优质、生态的产
品共同携手，风行天下。这不仅是推动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有力举措，也成为促使农文
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村BA“热”体现群众对体育文
化事业的渴求

此次大赛把村BA升级为全国赛事，某种

意义上说，就是为农民自发自愿组织的一种
自娱自乐的活动提供政策加持，使其更好地
发挥品牌赛事的带动效应，促进全民健身开
展。目前，村 BA至少已在全国 10省区开花。
这说明，篮球运动在我国乡村有着广泛的群
众基础，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村BA爆火的不只是乡村篮球，还有多姿
多彩的民族歌舞表演，独具“农”味特色的牛
羊鱼果等优质生态奖品，人山人海的村民观
众的现场互动，以及热情似火的全网网民的
联动呼应。它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赛
事，更体现了群众对体育文化事业的渴求和
热情，成为一种爆款式、传奇式的群众文化
现象。

请看乡亲们是如何为自己的运动员鼓劲
的：“张桐不能得第一，满山梯田不同意”“拉
个横幅告诉你，余辉辉球技杠杠滴”“黔南球
王李大洪，村BA球场霸王龙”……

这是 6 月上旬，快手村 BA 赛事在贵州安
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小寨村进行时，该村四
处飘扬着印有乡亲球员名字的横幅，朗朗上
口的标语，成为最靓的“村弹幕”。村民用朴
实且接地气的口号，为一场发轫于乡村田野
间的篮球赛事村 BA 助威。该村群众集资建
设了球场，邀请周边村寨球队开展友谊比
赛，球员都是熟面孔，赢球能领走香肠、大

鹅、拖拉机等。村 BA 成为当地村民之间、村
寨之间维系乡情友情的桥梁纽带，也是村民
展示风采的舞台。

新疆巴楚县夏马勒乡英吾斯塘村村民
热发提·买海提说：“村 BA 让村民由看客变
为主角。村 BA 篮球比赛，不仅让我们感受
到篮球带来的激情和活力，更展现出我们新
时代农民自信、团结、拼搏的精神面貌，我们
团队里的几个小伙子还通过这次比赛有了
很多球迷呢。相信通过村 BA 赛事，我们的
乡村会变得越来越和美。”

当台盘村BA爆火一周年后，以乡村篮球
为主题的比赛广泛开展起来，其承载的不只
是基层对篮球的喜爱，还有人们对体育改变
乡村、体育让生活更美好的期待。

农趣农味才能让更多人向往
乡村记住乡愁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大力发
展农民体育，对于推进农民群众“强身健体，
铸魂壮魄”，推动广大乡村“志智双扶、文体同
行”，加强乡村人才振兴，促进乡村移风易俗，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繁荣，全面实现农
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村BA源于农耕农趣农味，体现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培育

更多这样接地气的乡村体育品牌赛事，以文
化振兴带动旅游等乡村产业兴旺。据悉，村
BA 举办期间，台江县旅游综合收入大幅提
高，农产品、旅游、餐饮等消费成倍增长，台江
县数据显示，3天 2夜的村BA总决赛，该县共
接待游客 18.1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516 万 元 ；黔 东 南 旅 游 预 订 量 同 比 增 长
140%。现在，台盘村的村BA已经蝶变成一种
以篮球赛为主线的、原汁原味的“乡村嘉年
华”。在当地，“助农带货直播”“最佳旅游打
卡线路”等富有特色的线上线下文旅活动破
壳而出，形成了以赛促健、以赛促文、以赛促
旅、以赛促兴的良好局面。

农民体育属于群众体育范畴，在竞赛规
则、场地要求，及参与性、趣味性、表演性、互
动性、灵活性等方面，都应与竞技体育有所区
别，并重新定义，才能探索出一条更适合乡村
田园特点和农民群众需求的发展新路。

同时，应当顺应农时季节和传统习俗，协
同带动民族文化、民间节庆、民俗活动等同步
参与，增强群众性体育赛事对城乡游客的吸
引力，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探索

“休闲农业+农村体育”模式，促进农村体育产
业与农业、旅游业、康养业等互融互进、协同
发展。

释放乡村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将带动更
多人记住乡愁、关注乡村、热爱乡村、建设乡
村，增进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营造健康
文明、昂扬向上、广泛参与的乡村体育文化，
将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内生动力。

加强农民体育事业改革探索，推进繁荣
发展，正当其时。

农味文化魅力挡不住
——村BA爆火现象观察

伴随炎炎夏日一同“热”起来的，还有村
BA。近日，农业农村部、体育总局发布通知，
将组织开展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
大赛分基层赛、大区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总
决赛将于村BA的诞生地——贵州省台江县举
办。从发源于台江县一地的“土味”篮球赛，到
全国范围内的乡村篮球赛，村BA在万众瞩目
中迎来了“全国版”，再次成为全民话题热点。

回顾去年火爆全国的台江县村BA，村里
建起来的球场、本地村民队员、苗族歌舞啦啦
队……这个从乡村“土生土长”的体育赛事，其
中许多办赛环节至今仍被大众津津乐道。去
年以来，村超、村BA等许多乡村体育赛事受到
关注，越来越多人被赛场上农民热爱体育的精
气神所感染，看到了乡村体育发展的新面貌。
但不可否认，还有不少农村地区的体育健身设
施不足、赛事形式单一，不能满足农民的体育
健身需求。此前印发的《关于推进“十四五”农
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广泛
开展农民体育健身赛事活动，推动农村体育高
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将村BA打造成全国
赛，有利于在广大农村地区营造更热烈的体育
健身氛围，推动农村体育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村BA的火，火在其群众性、基层性和农趣
农味。在全国范围内办好村BA，各地在办赛
过程中要把握好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要保持村BA的农民主体性。村BA
是办在农村、为农民而办的比赛，这是保留村
BA特色的根本。全国赛的竞赛规程提出，参赛
球队所有球员要来自同一乡镇且户口迁入一年
以上，这就避免了地方办赛出现临时组队、找外
援等行为，确保了参赛主体仍是以农民为主，所
以，各地在筹备赛事中要对参赛队员资质严格
把控，避免出现挤占农民队员名额的行为。村
BA升级为全国赛也意味着在篮球运动中增加
一定竞技性，但归根到底这是为农民而办的比
赛，因此也要不失农民参赛的娱乐性和趣味性，
既要让赛事在双方竞技中有看头，也要保留这
项运动本身的包容度。在这方面，不妨多听听
农民的心声，了解他们参赛观赛的需求，须知农
民享受、喜欢才是最好的。

其次，要保留村BA的农趣农味。抛开体
育赛事本身，村BA之独特，也在于其呈现出的
乡土风貌。此前台江县发的奖品有能吃的鸭
子、鲟鱼，有能用的土特产，“土味”颁奖方式主
打的就是用地方韵味展示赛场风貌，无形中也
给地方土特产品增加了传播度。所以，村BA
赛场已不仅是篮球运动场，也是地方风土人
情、特色饮食的传播场域。放眼全国，一地有
一地的风俗，各乡有各乡的传统，各地可以因
地制宜，将地方乡村特色元素植入赛场当中。
但要注意的是，办赛形式上不必贪大求洋，不
能将之变成摊派性任务，给基层带来负担，量
力而行，实用就好。

最后，要做好赛事内外的组织工作。一方
面，要做好比赛现场的安全保障工作，让队员
在安全有序中完赛，可以在借鉴台江县组织办
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赛事
规则、应急预案方面把功夫做实做细，防患于
未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观赛群众，这里

不仅有本地村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要提前了解本地村民的
观赛需求，协调好观赛席位，必要时还可以对比赛进行直播，让场外观
众也能大饱眼福。还要看到，出了球场，远道而来的观众也是游客，会
对当地旅游消费等业态有所需求，因此地方也有必要把这些多想一
步、把服务多做一层，挖掘出村BA更多元的价值。

台江县村BA叫好又叫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乡村体育和乡村文化
发展的成功范例。我国地大物博，广大农村地区不乏各具特色的体育
运动项目，有擅长打篮球的，也有爱好踢足球的、会打乒乓球的，除了
球类运动，还有的地方在龙舟赛等传统体育项目上深耕多年，有些少
数民族乡村还有不少民族特色的优势项目。各地在积极参与村BA的
同时，也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结合本地农民爱好和需求，发展富有地域
特色的涉农运动项目，让更多活跃在地方的乡村体育运动走向公众视
野，展现独具特色的乡村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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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这么大的投入力度，靠村里自己根本
做不到，我们赶上了黄花产业发展的好时候！瓜园
村农民的人均收入一年上一个台阶，从 2016 年的
2400元增长到2022年的1.28万元。”李成感慨道。

“农民的的确确是挣到钱了，过去这一亩地一年下
来也没多少收入，如今农民有土地流转、合作社打工、
分红至少三块收入，单是采摘季的40天下来，一家就
能有5000到1万元的收入。种上一亩黄花，农民就脱
贫了。黄花产业稳定发展，农民就能持续获得稳定收
益。”在西坪镇党委书记张丽霞看来，看得见的变化非
常喜人，然而一路走来，也远非想象中那么容易。“产业
发展初期，我们也是蹚着石头过河。前年收获季遇上
了蓟马虫害爆发，去年正是黄花出花关键期遇上了干
旱，前期功课都做足了，还是没有达到预期产量目标。
好在这两年价格好，收益还是有保障。”

这一路就像闯关一样，遇到啥问题，解决啥问
题。“虫害发生后，农业部门紧急找来专家，连夜从外
地调来安全可降解的农药，把虫害降到最低。”云州
区黄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一鑫说，“之后，我
们聘请了 9位农技专家，每个乡镇配备一位专家，原
来的农技员队伍重新划分片区，责任到人。每年在
关键农时，由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进行统防统治。”

“水利设施这些年一直在完善。打机井，建喷灌、
滴灌设施，今年政府投资把桑干河水引到坊城河里，可
以实现地表水灌溉。遇上干旱天再也不发愁。”张丽霞
说，“问题都解决了，眼下就盼着七月黄花大丰收。”

即便前几年遇有灾害，农民的收益也有黄花政策
性保险兜底。“从2017年起，黄花就有了种植险和价格
险两种保险，种植险保费175元一亩，各级补贴140元，

农民只需要交35元，价格险保费280元一亩，各级补贴
168元，农民自己交112元。”张一鑫说，“只要干菜价格
低于一斤18元，价格险就可以赔付。前几年的旱灾、
虫灾、雹灾，农民每亩都能得到几百到上千元的赔付。”

一条有活力的链条——每个环节都
能分享红利

如果说大同黄花产业的大踏步跨越靠的是政策
打底，那么充分运用市场规律，让产业链上的每个环
节都能分享到产业红利，则是黄花产业迸发出无限
活力的源泉。

“合作经营、规模种植是基础，有了规模才有了
标准化、绿色有机生产的可能，也为产业下游的精深
加工品、高品质原料溯源提供了支撑。在此基础上，
这几年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黄花销售模式之变。”大同
市黄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安一平多年来深耕黄
花产业，对这种变化有着敏锐的洞悉，“过去大同黄
花销售以批发市场为主，到 8月份就卖完了，现在除
了烘干、晾晒的干黄花，还有冰鲜、冻干黄花，以及丰
富多样的黄花产品，产业链延长了，价值提升了，还
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坊城新村，一个现代
化的黄花产业园已经建起来了，云州区最大的黄花
生产加工企业大同三利集团农业有限公司就驻扎在
这里。“我是从黄花经纪人到合作社，再到创办农业
企业，一步步做大的。”三利公司董事长庞乃东上世
纪90年代时白手起家，凭着敢闯敢干、不怕吃苦的劲
头，跑遍了全国所有省区，一点点把大同黄花等土特
产的市场打开，“企业要做的是单个农户、合作社做

不到的事情，这样产业链才能一步步壮大起来。”
黄花生长需要雨水，而采摘下来需要晾晒，又最

怕雨水，一旦晾晒时节遇上雨，黄花只能低价卖。十
年前，在三利公司的车间里，庞乃东和技术人员反复
调试烘干设备温度时长，最早成功引入了黄花烘干
机。如今，烘干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为了解决大规模
采收时的烘干问题，政府出资为每个合作社配备了
烘干机。像三利公司这样的农业龙头企业重点则转
向黄花产品的开发、销售上。

“沃尔玛、盒马鲜生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进驻
产品需要做到常年稳定供应，对产品品质和产量的
要求都很高，单靠农户或合作社很难达到要求，农业
企业可以做到。我们把绿色有机黄花基地的高品质
黄花收购来，进行加工包装，卖到大型商超，每年黄
花的销售额有5000万元。”庞乃东说。

“作为国有企业，我们一方面承担着帮农民兜底收
购的责任，比如2019年黄花收获季遇上下雨，我们把
附近几个乡镇的黄花都以保底价收上来了。”黄花加工
企业宜民公司总经理王利宏说，“另一方面，企业要盈
利，就必须对准市场，做差异化特色产品。”在宜民公司
的厂区里，一条预制菜加工生产车间已经投产运营，黄
花水饺、黄花包子、黄花饼等黄花预制菜品都已经投产
上市。“企业一头连着黄花种植基地，一头连着市民餐
桌，预制菜生产实现了从田头到餐桌的直供，既提升了
效益，也解决了黄花销售问题。预制菜投产第一年就
实现了3000万元销售额，为大同市企事业单位食堂、
学生食堂、养老院等供餐。”王利宏说。

从种植端的农民、合作社到加工销售端的农业
企业，每个环节各司其职、各得其利又相互影响，种

植端的标准化提升为下游加工销售提供了有力支
撑，销售市场的打开又反过来稳定了种植端的收益，
产业链各个环节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与此
同时，大同黄花产业协会和产业发展联盟成立了，组
织企业、合作社抱团发展。大同市与山西农业大学
合作共建了大同黄花产业发展研究院，为黄花产业
发展全面提供科技支撑。

一种看得见的希望——乡村人气在
慢慢升腾

进入采摘季，黄花必须在每天夜里采摘完成，否
则到白天黄花开了花就不能卖了。“夜里露水大，我
穿上长衣长裤，带点干粮和水，头上戴一顶照明帽，
就下地摘黄花了。从半夜12点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
9点，中间累了困了就到地头坐会。”瓜园村村民吕永
红因为要挣钱给老伴治病，干起活来十分卖力，“第
二天一早把当天采摘的黄花称重结算，一斤 1.2 元，
手快的一天能有两三百块钱的收入。去年40天的采
摘季下来，我挣了8000多块钱！”

“农民拿到现钱就要消费，以前村里的猪肉卖不
出去，如今一天一头整猪都不够卖，村里卖熟食的、
卖水果的都多起来了，好不热闹。”李成说，“过去村
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毛驴，这几年农民挣了钱都买
上了三轮车，全村只剩下两头毛驴，村里即将消失的
驴正是农民生活之变的生动写照。”

坨坊村原本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7 年前，
政府部门通过招商引资，在原来废旧大棚的基础上
修建了一个以黄花为主题的农文旅融合项目——忘
忧农场。“农场以黄花产业为核心，一产与高校合作

建立了黄花种质资源库，二产与台湾生物科技公司
合作研发了黄花面膜、黄花益生菌等系列产品，建起
了一个前店后厂的黄花系列产品加工厂，三产以黄
花的‘母亲花’文化内涵为主题开展教育研学、亲子
休闲游活动。”忘忧农场负责人段亚萍说，“如今，村
里从无人问津到游人如织，从一无所有到繁花似锦，
我们的农场就是乡村振兴的种子。”

段亚萍原本是一名教师，7年前来到忘忧农场创
业，从无到有，一点点把农场建起来，如今的忘忧农
场不仅有十几种亲子教育、游玩项目，还有冒险乐
园、住宿营地、劳动教育基地等，周一到周五接待研
学的学生，周末接待休闲游的游客。人气聚拢来，人
才也引进来。“农场的管理团队是个年轻的团队，团
队中还有几名博士生、硕士生，能把这些高学历人才
留住，乡村的未来可期。”段亚萍说。

“现在农村种地的人少了，且以老年人为主，因
此走合作经营的路子是必然趋势。而产业发展起来
后，也在吸引着一批年轻人回乡创业。”安一平说，

“过去很多外地经纪人来收购我们的黄花，这几年在
下榆涧村悄然形成了一支有几十人的年轻经纪人队
伍，他们头脑灵活、能力强，既懂黄花种植，又熟悉市
场，是黄花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庞乃东的儿子庞尔舜毕业后最初留在了重庆工
作，“年轻人还是喜欢在大城市，但这几年看着家乡的
黄花产业发展越来越好，政策和机遇都很难得，我还是
决定回来试一试。”庞尔舜说。他返乡的几年时间，负
责开拓了公司的电商销售渠道，如今已经有了一支几
十人的电商销售队伍，都是年轻人，黄花等特色农产品
在抖音、淘宝等电商渠道的年销售额达到上千万元。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杨钰莹）6 月 20 日晚，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
赛（村 BA）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
揭幕。

本次大赛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
促进司、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指导，中

国农民体育协会联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
体部主办，中国篮球协会提供技术支持，旨
在引导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富有农趣农
味的乡村篮球比赛，展示新时代农民风采，
展现乡村风貌，引领乡村风尚，营造全社会
关心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浓厚

氛围。
揭幕式上，贵州省黔东南州对阵黔南州

U10（十岁年龄组）进行垫场赛；黔东南州农民
篮球队对阵黄河流域九省（区）首届农民篮球
邀请赛冠军甘肃省临夏州农民篮球队进行友
谊赛。台江县本地农民群众和来自全国各地

的观众逾万人现场观看，超过100家媒体通过
网络直播。

本次大赛，各省区市将以农民为主体组
建参赛队伍，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和现有场地
设施灵活组织办赛，经基层赛、大区赛和总决
赛三个阶段于10月结束。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在贵州台江揭幕

村 BA 揭幕式友
谊赛，贵州黔东南州
农民篮球队对阵甘肃
临夏州农民篮球队，
比赛紧张激烈，扣人
心弦。

农民日报·中国
农网记者 程天赐 摄

村BA首场

友谊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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