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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莘县
“村村有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日前，在山东省莘县燕塔街道花园村的文体活动室，戏曲
爱好者的歌声不时传来。以这个活动室为阵地，农民文艺爱
好者排出了一个个精彩节目，丰富了周边村民的文化生活。

记者在该县燕塔街道、樱桃园镇等地看到，近年来先后建
成的3个高标准乡村大舞台、20个村史馆及文明实践基地等，
为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多样的舞台。乡村有了阵
地，莘县多次举办“一个剧场唱全县”“民间文化艺术节”等文
化活动，全面推动“村村有舞台、村村唱村戏”，弘扬乡土文化，
助力文化振兴。燕塔街道党工委书记宋保华表示：“将持续推
动‘村村有戏’，擦亮‘登燕塔、听故事、品文化、看振兴’的文旅
名片。” 王慧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见习记者 杨钰莹

“村 BA”全国八强中的两支队伍“揭榜”
了！8 月 2 日到 6 日，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村BA）东北赛区大区赛在天津市蓟州区下营
镇郭家沟村成功举办。8个省市，16支强队，24
场比拼，近两百名球员，以“村BA”为舞台，比拼
高超球技。精彩对决背后，乡村健儿们“虎”一
样的朝气，赛出新时代新农人们的精气神儿。

赛事之余，当地民俗文化、煎饼果子、蓟州
烙饼与各省市队带来的特产汇成“大席”；浓浓
人间烟火气中，浮现勾勒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的精神内涵。

拼出精神打出友谊

“村BA”大区赛把蓟州区山沟里的小村“点
燃”了。8月2日晚，东北大区各省代表队、前中
国女篮中锋郑海霞等体育界名人陆续进入开幕
式现场。这些基层赛中层层突围出来的球队，
都燃动着相同的梦想：冲进贵州总决赛！

天津市渔阳镇队以年轻球员为主，作为东
道主，他们压力与动力并存。“拼了，东道主不能
输！”开场赛上，21岁的队员王志源多次持球进

攻、精准上篮，帮助队伍赢得胜利。夜晚郭家沟
村的山风，唤起他曾经的乡村童梦；乡情下的无
拘无束，换来赛场的得心应手。年轻篮球队员
们，为乡村点亮新的活力曙光。

当“大闸蟹”先生遇到“推土机”壮士，江苏省
昆山市巴城镇队和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十家堡镇
队的精彩对决让人难忘，无论胜负他们都创造出
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巴城镇队中有一半人都
从事大闸蟹产业。领队朱俊熠和队员们把发展

“大闸蟹”产业中的拼搏和十余年队友们事业、生
活上的默契，用在球场上。脂香满溢的“六月黄”
上市季里，他们顾不上卖蟹也要参加球赛。对手
吉林省十家堡镇篮球队来自“二人转之乡”。日常
田间种植玉米的劳作，让队员王浩羽甚是强壮，因
为喜欢突击内线，他被队员们戏称为“推土机”。
这支常年只在水泥球场打球的队伍，虽败犹荣，他
们的口号仍气势如虹，“下田能种、上场会打”。

历时五天的竞技，让球队间有了“一面之
缘”的较高下，更将有“千里神交”的新故事。

8月 3日晚，伴随着《好汉歌》，山东省淄博
市沂源县悦庄镇篮球队以70∶50的成绩战胜北
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篮球队。赛后，悦庄镇篮
球队大方捧出家乡特产——沂源苹果分给对手
和现场村民。

8月 6日晚，东北赛区大区迎来最后决战。
最终，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乐平铺镇篮球队和
淄博市沂源县悦庄镇篮球队出线，将代表东北
赛区挺进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

体旅融合赋能乡村

江苏和天津代表队收到了来自家乡父老的
祝福加油视频；远在意大利训练的国手赵继伟
通过视频为家乡辽宁省海城市西柳镇代表队鼓
劲助威；山东淄博代表队在给大赛组委会的感
谢信中写道，赛余时间分享经验、探讨乡村振兴
方案中，他们获益匪浅，拓宽了视野，提高了水
平；北京平谷代表队队员自家种的大桃在赛场
中供大家品尝；蓟州神韵炫鼓第六代传人刘洪
全带着 40人队伍搬着总重 720斤的大鼓，为远
道的球员们接风……

“村BA”为乡村球员们搭建了舞台，但每一
位奉献、支持赛事的人也都在共享乡村体育的
激情和魅力。

比赛期间举办的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演
出、乡村美食集市等农耕农趣农味活动，为广大
农民群众、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文化传承人、乡
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旅游景点等搭建了宣传推
广平台，进一步推进农民体育健身与乡村产业、
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休闲旅游等深度融合。

东北赛区大区赛的举办地天津蓟州区下营
镇的郭家沟村曾是大山沟里最普通的村落。人
居环境的不断提升、一次次切中乡村旅游发展
的脉搏，让这个小村的面貌不断迭代升级。随
着“村BA”到来，山水晴民宿的经营者王彩霞明
显感觉到了客流量的激增。她的两个儿子也成
为此次活动的啦啦队成员。入夜，村民张铁民
的烧烤摊香气弥漫，牵动着整个村庄的味蕾。
篮球队员和游客一茬接一茬来。

这个夏天，乡村体育赛事串联起村民们
的休闲生活，也让互联网上“围观”的全国观
众过足了瘾。这份乡土味道和体育热情将持
续火热。

乡村健儿赛出振兴精气神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东北赛区大区赛见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杨钰莹

一个村能凑出几支球队？
6月底，河南省济源市“村BA”基层赛赛场

上，两支来自梨林镇水运庄村的篮球队大放异
彩，其中水运庄村一队取得总冠军，将代表济源
市参加省赛；水运庄村二队进入了前八强，同样
取得不俗战果。

济源市在国内是为数不多的“篮球城”之
一，篮球文化已经融入当地百姓的血液：村村都
有篮球场，村村都有篮球队。在如此浓郁的篮
球氛围下还能拔得头筹，且派出两支球队，哪来
这么多活力满满的年轻队员？水运庄村的夺冠
密码又是什么？

“一双鞋”留住年轻人

水运庄村的皮鞋加工厂内，机器正发出欢
快的“咔咔”声，厂外，快递员正忙着把一捆一捆
的鞋盒打包装车。

村民买年旺家是村里的皮鞋生产大户，父
亲是上一代的鞋匠，妹妹和他一起经营家里鞋
厂。400多平方米的厂房里，打印机“滴滴”响
个不停，接连吐出订单。“基本上网店日均能销
售 4000多双鞋子。”买年旺说，“在外打工不如
在家赚得多，所以我们村年轻人可多了！”

制鞋业是水运庄村的“名牌”产业，较为悠
久的皮鞋制作历史，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看得见
的经济收益，为村庄留下了一批批年轻人。

袁梦浩三年前从郑州返乡，互联网知识的

储备让他对电脑制图、数据分析等开网店必备
技能上手很快。2020年，他首次“触电”电商，
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淘宝鞋店，“反响还不错，
今年还升级成为企业店铺，以后会长期做下
去。”袁梦浩说。

产业兴、人才聚。在水运庄，像买年旺、袁
梦浩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篮球是他们相互
竞技、交流情感的最佳方式。

晚7点左右，结束一天忙碌的水运庄村年轻
人都潜在微信群里等待袁梦浩的消息，提示音响
起，一张村球场灯光亮起后的照片像是冲锋的信
号，标志着水运庄村的篮球之夜大幕拉开。

对于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球场的意义非同
一般。2020 年，球场因为长期使用而坑洼不
平，年轻人自发集资十多万元重建球场，“早一
天修好，我们就能早一天打球，一天不打，对我
们来说都很煎熬。”袁梦浩坦言。

白天卖鞋为生计、晚上打球乐生活，“在我
们村，七八支球队都可以组织起来。”水运庄村
党支部书记丁三保说。

“苗苗班”培养接班人

在济源，有个格外引人注目的“水运庄现
象”，即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水运庄籍篮球运动
员，他们一是数量大，经常到其他的镇、村参加
篮球友谊比赛；二是技术精，像单二兵、马冲冲、
马飞等球员，经常作为省市代表赴外地参赛。

小村庄怎样培养出篮球人才？村支书丁三
保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三保今年58岁，酷爱篮球的他虽不擅长
打比赛，但却是忠实的球迷。1996年，当时还
在村里卖汽车配件的丁三保，发现一件令人担
忧的事：村里小学篮球队参加市里或镇里的篮
球赛，老喜欢打架，原因是孩子们篮球基础薄
弱，几乎不怎么赢球，输了之后又因为好胜心太
强不服气，于是经常和别的队起冲突，连带整个
村庄名声不佳。

看到问题后，丁三保和当时的村支部书记
反馈，决定成立篮球“苗苗班”，练好基本功。村
里挖掘到一位体校老师担任专职教练。此后，
孩子们在水泥球场训练的队形，丁三保陪练的
身影，以及围观“蹭课”挤满球场的村民，成为村
里延续五年的风景。

“苗苗班”成员现已成才，单二兵、马冲冲，
都是从“苗苗班”走出的济源市“明星球员”。多
年前因为输掉比赛而愤愤不平的他们，现在带
着全村人的希望，将各项奖项收入囊中，济源市
春节篮球比赛第一名、五龙口镇篮球邀请赛第
一名、首届豫西北青年篮球交流赛第三名等，他
们的光环到哪里，村民们的啦啦队和欢呼就跟
到哪里。

另外一位水运庄一队的成员马飞，是最年
轻的村委会委员，篮球爱好让他在年轻村民中
很有群众基础。担任村干部后，他跟随丁三保
外出考察学习农村电商，希望能为村里皮鞋产
业的下一步落棋献计献策，促进转型创新。“没
当干部前，只想着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现在更想
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马飞说。

“村BA”圆村民主场梦

“打篮球，天赋很重要。”袁梦浩顿了顿说，
“有时候看着一队打全场是很羡慕的，谁不想成
为主角呢？”

这句话的背后，是以袁梦浩为主力的水运
庄村二队，虽然也是一帮热爱篮球的年轻人，但
因为综合实力逊于一队，在大大小小的赛事上，
他们只能在替补席欣赏他人风采。俗话说，人
多力量大，但这句话并不适用于竞技比赛。

机会来了！济源市举办“村BA”的消息很
快传遍豫西北地区，突出农民主体的办赛宗旨
让二队成员兴奋不已，单独组队参赛的机会太
难得，他们摩拳擦掌，每天组织爬山、长跑练体
能，生活再次被点亮了。

“我们可能技术不如强队，身高也不高，但
是我们拼劲肯定要比他们强，哪怕输上二十分，
只要终场哨不响，我们都不会放弃。”袁梦浩说。

转眼到了“村BA”比赛日，场地就设在水运
庄村篮球场，在自己的主场上，马冲冲、单二兵、
袁梦浩等球员在场上热血沸腾拼劲十足，买年
旺携一家三代球迷给全场观众免费提供饮用
水，丁三保组织全村人出动，为远道而来的各个
球队加油助威。

中场休息时，几十个孩子抱着自己的篮球
飞奔进场地，和小伙伴们一较高下，等哨音一
响，他们又迅速齐刷刷回到座位观赛。欢笑声、
音乐声、篮球拍击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乡村夏
夜最美的乐章。

河北魏县
暑期文化下乡为青少年打开艺术之门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京、津艺术家们的表演，让孩子接受
高雅艺术熏陶，我们非常高兴！”近日，带着6岁女儿连看两场
演出的河北省魏县群众宋艳霞说。

进入暑期，由北京保利剧院牵头，联合京津冀8家剧院和
魏县政府共同举办了“打开艺术之门”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包
括红色之旅、非遗之旅等在内的各地特色文旅资源，“文化下
乡”演出节目等安排。这样，当地乡亲尤其是孩子们能享受到
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艺术体验和启蒙。该文艺活动秉持“艺
术普及、文化惠民”理念，如今已在全县城乡剧场演出9场。

今年以来，保利剧院还参与运营了魏州大剧院，积极组织
当地非遗项目冀南四股弦、大平调、落腔等开展惠民演出。同
时，还组织开展“名团名角进景点、进校园、进农村剧场”活动，
线上线下组织演出150场（次）以上。

李志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
展示活动将在京举行

第十三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
动将于8月9日至16日在京进行现场展示与终评。届时，来自
全国27个省区市、64所院校、近千名学生带来的250个节目将
在北京多个剧场集中展示。

“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是由文化和旅
游部主办、国内规格最高的青少年专业舞蹈教育成果展示活
动，其前身是“桃李杯”舞蹈比赛。本届“桃李杯”现场展示活
动分为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群舞以
及教师精品课等六大组别，共安排17台学生节目展示、3台教
师精品课展示以及1台综合汇报演出。在为期一周的现场展
示活动中，将产生优秀表演人才、优秀剧（节）目及编导、优秀
指导教师、优秀精品课共4类优秀项目。本届“桃李杯”的成果
将陆续在各地展演。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贵州毕节市
文教卫生帮扶增强乡村发展后劲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在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工
作中加强农村文化、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和
乡村文化振兴。毕节市委统战部以深入实施“聚力行动”为抓
手，整合统一战线各方资源力量精准帮扶，积极探索统一战线

“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新模式，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在推进乡村旅游、手工艺、文创产业富民方面，该市携手

全国工商联深入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和商
（协）会参与毕节脱贫攻坚成果巩固，通过特色文化产业带动、
就业帮扶等举措，为广大群众铺就致富路。在乡村医生培训
方面，民革中央通过“博爱牵手·生命护航”医疗帮扶行动，对
毕节市乡村医生进行培训，着力打造一支业务精湛的乡村医
生队伍。该市通过文化、教育、卫生和产业帮扶，有效增强了
村民发展信心和后劲。 周明宽

体育扎根乡土，乡村体育事业欣欣向
荣，不仅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还带动了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彰
显了乡村文化的强大魅力。当代农民的精
气神展现了出来，而村民们的社会责任意
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在乡

村体育的加持下进一步激发出来。赛场上
奋力拼搏，赛事之余，农民群众用饱满的热
情和极具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为体育盛
宴注入了“接地气”的元素和精彩。

“村 BA”的火爆，充分显示了乡村文
化建设的澎湃活力与巨大潜力。

接地气的体育盛宴
付雅

文化语丝

制鞋是高手，赛场亦风流
——河南济源市梨林镇水运庄村篮球队的制胜密码

“村BA”东北赛区大区赛比赛现场。 杨钰莹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文/图

山西省榆社县素有“古建之乡”美誉。近年来，该县从加强
古建技艺保护传承、丰富古建文化产品供给、建设古建一站式产
业园区、打造高端古建文化品牌、形成全链条全产业格局五个方
面发力，做强古建文化产业。一大批民间工匠承揽国内外古建
修缮工程，名扬四方。

作为炎帝文明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榆社县有着深
厚的人文历史资源，古建彩绘技艺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
以来，榆社相继成立美术厂、金漆厂，培养了大批彩绘、雕塑
人才。1975 年，当地古建师队伍走出榆社奔赴省城太原，开
始涉足古建筑市场，他们依靠高超的技艺和诚信的美德，业
务由山西扩展到全国。40 多年来逐渐形成彩绘、壁画、雕
塑、造像四大门类的古建产业链。目前，榆社有大小古建工
程队 100 余个，从业人员 7000 多名。从国内到国外，处处留

下了榆社古建人的精品力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建工
程有：山西太原双塔寺、河北正定“荣国府”、山海关“靖边
楼”、北京密云“白龙潭”度假村、天津市塘沽奇石苑、日本鸟
取县燕赵园、立陶宛维尔纽斯市黄河酒家、美国纽约中国亭
园等。

榆社古建产业每年给从业的乡亲们带来上亿元的工资性收
入。目前，榆社县已成立“山西榆社古建集团”，并在县职业中学
开设古建专业班，为产业发展和技艺传承集聚、储备人才。同
时，榆社县积极进行“榆社古建彩绘技艺”国家级非遗、“榆社古
建”省级劳务品牌的申报工作。

为了进一步规范引领古建行业的健康发展，榆社县成立了
全县古建行业组织——山西榆社古建商会，进一步凝聚团结古
建人才队伍，使古建队伍由散兵游勇型转向正规集团军，使承揽
项目由各自为战转向抱团发展。该县积极开展古建彩绘技艺培
训等工作，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入了古建大军。

山西榆社县：7000工匠做强古建文化产业

图为榆社古建技术名师岳俊德在示范彩绘技艺。

广西大新县
龙眼喜丰收 果农游客笑开颜

立秋时节，龙眼之乡广西大新县迎来龙眼的丰收季。近
日，笔者和一批城里来的游客，带着放暑假的孩子到该县榄圩
乡那遵村黎金海家的果园里采摘龙眼，体验农耕乐趣。一串
串沉甸甸、饱满香甜的龙眼果缀满枝头，丰收的景象让孩子们
兴高采烈。

“我们从上周就开始摘果了，每天能采收 600-1000斤。”
果农黎金海满脸笑容地说，“我家果园种有300多棵龙眼树。”
那遵村遵屯村民小组长闭瑞新介绍道：“这里的果树有20多年
的树龄，都种在半山坡上，果肉厚、果味甜，深受欢迎。”

大新县龙眼栽培历史悠久，目前，全县龙眼种植面积 2.2
万亩。该县认真实施龙眼农产品地理保护工程，挖掘当地
多彩的民俗文化，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叫响了大新龙眼文化
品牌。 雷丽军 潘小香

云南西盟县
传承民族文化 带火乡村旅游

观美景、吃美食、享民俗、赏表演……最近，在云南省西盟
县勐卡镇马散村永俄寨，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永俄寨是西盟县传统的佤族村寨，较好地保留了佤族
原始建筑元素及生活习俗。在这里，人们可以体验佤族古
老的民族风情，感受佤族织锦等非遗的魅力，品尝佤族的
特色美食。

一栋栋佤族石头房别具一格，一条条石块铺砌的道路蜿
蜒在村间。穿梭在永俄寨，到处都是游客的身影，大家纷纷拿
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沿着永俄寨旁的山林行走，翠绿如
玉，清透凉爽的永俄湖也备受游客们的青睐，“趁着暑假期间，
约着亲戚朋友来这里野营，非常开心。”游客叶女士表示。

艾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