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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农民诗会启动仪式
在四川江油举行

8月26日，“中国农民诗会，从江油出发”启动仪式在四川
省绵阳市江油青莲国际诗歌小镇太白碑林广场举办。中国农
民诗会启幕式由《家在江油》《诗聚江油》《诗说江油》《诗画中
国》《江油出发》五个篇章构成，推出了2023中国农民诗会主题
歌《从这里出发》。活动通过诗歌互动、诗朗诵、情景演播等沉
浸式的表演，为中国三农喝彩。

江油是全国文明城市、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首批工业强县
示范市。诗仙李白在此诞生，并作下“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
中”的千古绝句。

据介绍，中国农民诗会从江油出发，接下来将走进甘肃、
山东、湖北、内蒙古等地，分别在丰收节、国庆、春节等节庆期
间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展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
博览会将举办

9月 6日至 7日，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将在甘肃省敦煌市举办。本届敦煌文博会的主题是“沟通世
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将举办“传承丝路文化与构建文明
新形态论坛”“敦煌学研究弘扬的世界意义学术研讨会”“文明
古国友好组织对话会”等13场论坛会议，深入挖掘丝路文化精
髓，着力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

此次敦煌文博会还将举办展览展示活动，举办主宾国、主
宾省专题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建设
成果展、丝绸之路简牍文物展等9项展览，涵盖丝路沿线文物
精品、艺术作品、文创产品。大型音乐剧《飞天》音乐会、“一带
一路”民族音乐会，以及“相约敦煌”文艺演出也将亮相此次文
博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乔盛历史长篇小说《杨家城》出版

著名作家、学者乔盛经过3年多的走访、写作、数次修改，
完成了40多万字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杨家城》，日前由中国
文联出版社出版。

《杨家城》采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描写手法，
通过对杨宏信、杨重贵、杨重训、佘赛花、杨洪、张平贵等众多
英雄人物的刻画，全景式再现了五代十国末期和北宋初期那
段战火延绵、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画卷，讴歌了杨家将爱国忠
勇的伟大精神。作品人物众多，形象突出，个性鲜明，故事曲
折生动，跌宕起伏。大场面与小镜头，山上与山下，城里与城
外，交相辉映，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思想厚度。

《杨家城》在赞美杨家将等英雄人物的同时，对底层群体
怀有深厚的同情，爱国爱民情怀浓烈。书中描写的古麟州酒
曲文化等地域民俗文化浑厚香醇，是这部作品的又一特色。

晓程

贵州仁怀市
“党建+文化”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初秋时节，走进贵州省仁怀市美丽村寨，一栋栋特色鲜明
的民居错落有致，一个个文化广场上欢声笑语，多彩文体活动
展现出村民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是该市党建引领、文化
润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新气象。

在仁怀市后山乡，志愿者们为辖区独居老人、残疾人、留
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暖心服务，送去精神文化关怀，受到欢
迎。近年来，该乡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巩固提升文明创建成
果，以新思路、新机制、新手段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和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加快美丽乡村建设。依托政务服务大厅、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文化大院、“强组兴村”工作队活动室等阵地，组建
政策宣传、文化服务、矛盾纠纷调解等志愿服务队伍，组织志
愿者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移风易俗、法制宣传、关心关爱等
志愿服务活动，带动群众踊跃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去。

曾敏

山东肥城
“肥乐宣”让理论宣讲“燃”起来

“打竹板儿，走上台，高高兴兴地唱起来，我们村儿在仪
阳，美丽乡村天下扬……”肥桃飘香时节，一段节奏明快的说
唱快板在山东省肥城市仪阳街道三环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
场唱了起来，村民们连连叫好。

宣讲员走进村民中间，和村民话家常、讲故事、学理论；讲
者声情并茂、深入浅出，听者聚精会神、入脑入心……如今在
肥城市，这样的宣讲活动正广泛开展。

为破解基层宣讲面临的难题，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入脑、
入心、入行，2020年肥城市创新推出了“肥乐宣”理论宣讲品
牌，策划开展“古村古物故事多，新人新事新风貌”——“肥乐
宣”讲给你听系列活动，目前已累计举办4300余场次。该市织
就“理论讲堂+网上课堂+文明实践所站+社区广场+N”的线
上线下阵地网络，将好故事最大限度地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唱和美 庆丰收”2023中国村歌
大赛正式启动

8月 26日，2023中国村歌大赛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此
次大赛在全国分东、南、西、北、中五大赛区举行，总决赛暨颁
奖仪式将在重庆市巫山县举行。

自 2020年举办以来，中国村歌大赛已成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一道亮丽风景，组织村歌大赛、村歌展演等文化活动，也成
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有力抓手。启动仪式上，2023中国村歌大
赛宣传片正式发布，两批“百佳村歌”所在村集体入驻“中国农
村网·村百科”，巫山县特色文化节目《豌豆包谷》现场展演。

2023中国村歌大赛由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指
导，中国农村杂志社联合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中国乡村发
展协会乡村文化振兴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共巫山县委、巫山县
人民政府承办，重庆市巫山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杨钰莹 文/图

蔡世钢是福建省石狮市宝盖镇玉浦村篮球
健将之一，素来被村民冠以“牛钢”的称号。42
岁的他既是生意场上的农民企业家，业务遍及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又是纵横篮球场的“明星球
员”。出色的外线投射能力和组织进攻能力，让
他在泉州市篮球界一呼百应，经常发动和团结
起石狮市队、宝盖镇队、玉浦村队和各企业队，
在侨乡田野赛场上纵横驰骋，赛出友谊，赛出和
美乡村的风采和活力。

怎样的生长环境能培养起成功办企业和热
爱体育运动两开花的“牛钢”？篮球运动为什么
在当地有那样深厚的群众基础？近日，记者来
到蔡世钢的家乡玉浦村寻找答案。

侨乡兴起篮球文化

要追溯篮球如何在玉浦村扎根的，蔡世钢
父亲蔡挡栽更有发言权。年至古稀的他精神矍
铄，声如洪钟，一米八的身高很容易被认为年轻
时一定是位篮球健将。

“我爱看球但不会打，因为年轻时在东南亚
做生意，没有机会打篮球。”蔡挡栽说。

石狮所在的泉州市是著名侨乡，也是民营
经济十分活跃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蔡挡
栽回国发展，发现家乡的服装产业和服装辅料
五金生意已经颇有规模，于是再次投身创业浪
潮，成为第一批农民企业家。

据蔡挡栽介绍，石狮篮球历史十分悠久，第
一支篮球队成立于1930年，由旅菲爱国华侨黄
念打组建。20世纪50年代，玉浦村有位身高近
两米、打篮球习惯不穿鞋子的“赤脚大仙”蔡贤
乙，曾代表福建参加全国运动会，引来一众村民

“仰头看”。
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玉浦村走出了一

批热衷为家乡教育和文体事业添砖加瓦的民营
企业家和华侨、台胞。《玉浦村历年捐助芳名录》
详细记载了乡贤如何添置器材、建设球场等反
哺家乡的过往。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桩桩公益
善举，促进了当地乡风文明，也推动篮球运动在
玉浦村发展为最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

1995年，刚上初二的蔡世钢身高已经蹿到
了一米八，下课后常常约上一众好友，游历各村
球场打野球。正值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即将召
开，因经费问题，蔡世钢所在中学没有报名参

赛，看着儿子失落，蔡挡栽于心不忍，决定自掏
腰包临时组建起宝盖第一支乡镇中学篮球队，

“我开着皮卡，前面四个，后面八个学生，开着车
就去市里参赛了。”蔡挡栽笑着回忆道。

令人意外的是，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野路
子”球队，竟然在比赛中过关斩将，为学校争光，
一举夺得冠军。这不仅让来自乡镇的篮球队声
名大振，也悄然拨动了篮球少年的命运齿轮。

进入新世纪后，借助宝盖镇服装辅料产业
集群的形成，蔡世钢在宝盖镇后垵村创办起服
装辅料五金公司，他白天忙事业，晚上活跃在篮
球场。他还时不时给镇队、村队资助经费、赞助
服装，为篮球队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不少方便。

篮球与民俗相互兼容

8月7日夜晚，在紧邻玉浦村的苏厝村灯光
球场，一场汇集19支篮球队、为期10天的“文明
杯”村级篮球联赛鸣哨开赛，五颜六色小马扎将
赛场团团围住，附近居民楼上也挤满了拖家带
口前来观战的各村观众。热烈的氛围，爆满的
人群，眼前的一切还与正在苏厝村举办的传统
民俗节庆“普度”有关。

农历七月被称为闽南“普度月”，由周边村
落以十二生肖为序轮值主办相关民俗活动，今
年恰好轮到苏厝村。12年轮值一次的普度习

俗曾经让村民有喜有忧，喜的是可以借此继承
传统、维系乡情旧谊；忧的是办普期间，得大摆
宴席，存在铺张浪费等陋习，不啻为一种负担。

怎样在喜和忧间取得平衡？2007年，宝盖
镇人民政府注意到了篮球比赛本身的节日属
性，极富感染力的现场氛围，凝聚乡情、增进友
谊的社交功能，不分老幼都爱看又可弥合村民
之间的观念差距，“普度+村级篮球联赛”的新
模式便在政府的提倡下铺展开来。

近年来，篮球赛作为重要助推器，让移风易
俗融入村民生活日常；民间对普度活动的重视，
也保证了村级篮球赛一年一会的旺盛人气。“现
在办普没有篮球赛都不完整了，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篮球盛宴’。同样是欢聚一堂，篮球
赛的方式不仅更健康文明，还能增进乡村的团
结和谐。”宝盖镇副镇长王安庆说。

篮球运动成为新民俗，还带动了一批人的
观念转变，更多人意识到大操大办无意义，不如
参与到文化体育活动和公益慈善事业中更显
价值。

玉浦村灯光球场于去年年底重修投入使
用，主席台碑刻上刻镂着捐赠人的姓名：“苏府
黄丽琼、吴淑娥捐建。”据玉浦村党支部书记蔡
水权回忆，二十年前，吴淑娥老人过七十大寿，
想到村民们有打篮球的需求，她主动捐出70万

元为村里修建篮球场；前两年计划重建，他们家
又补捐了20万元。如今，老人捐赠的篮球场化
作乡情纽带，成为玉浦村的“新地标”。每天夜
晚灯光亮起，村民们不约而同相继赶来，在相互
交锋的球场上书写新的乡村叙事。

奖项背后不平凡的故事

石狮市市运会“五连冠”、第九届市运动会
男子篮球赛（成年组）冠军，泉州篮球嘉年华·乡
镇赛稳居前三甲，第八届全国小城镇男子篮球
赛冠军……蔡世钢带领的这支“老牌”球队，凭
着为家乡争光的信念，在石狮乃至泉州打出了
名气。一个个奖项背后，这支乡镇篮球队有着
怎样不平凡的故事？

“关键靠新鲜血液补给，每年各村级联赛我
都会去看，从中挑选优秀球员进入镇队，镇队里
状态下滑的也适时淘汰更新，这样不仅能保证
镇队的战斗力，对热爱打球的村队球员也是激
励。”蔡世钢说。

受前两年新冠疫情影响，宝盖镇的各村联
赛曾一度中止，球队后备力量较之前也稍显薄
弱，面对困境，蔡世钢比较乐观，“困难只是暂时
的，所以今年会格外留意苏厝村联赛上球员们
的表现，大家都憋着股劲儿呢。”

能者上、庸者下，靠实力说话，公平公开的
竞争方式和成熟的选人机制，让宝盖镇队坐稳
了“常胜将军”的席位。

蔡世钢的好搭档，今年33岁的蔡文勇同样
来自玉浦村，声名鹊起于2007年的首届村级篮
球联赛，后被选拔至宝盖镇队。因为从小跟随
蔡世钢一起打球，两人很快形成绝佳默契，都擅
长在三分线外轻取对手，故他俩又被球迷称作

“玉浦双枪”。
2016年，为联络同宗情谊，蔡世钢、蔡文勇

带领家乡球队赴晋江参加首届“柯蔡宗亲杯”篮
球联赛，前三节球队始终处于下风，直到最后一
节“玉浦双枪”力挽狂澜，连续飚入三分球，合砍
78分，帮助家乡球队完成逆转，锁定胜局。

篮球，让相差 9岁的“玉浦双枪”成为金兰
之交，不论身处何方，一场比赛，一个电话总能
召唤游子回乡。

眼下，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东南赛区的
战火即将点燃。蔡世钢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
联系上远在菲律宾做生意的蔡文勇。“为家乡、
为球队争荣誉的事，他肯定会回来。”蔡世钢满
怀期待地说道。

球场上书写新的乡村故事
——福建石狮市宝盖镇篮球队摘金夺银背后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8月 27日至 31日，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村BA）西北赛区选拔赛在宁夏固原市举办。因
为这项赛事，各个村庄里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
都变成了篮球，西海固再次沸腾起来。

近些年，西海固篮球赛事的火爆程度可谓
十分惊人，在这里，年年有比赛、村村有球队、人
人是球迷。这里不仅有篮球，背后还有一个个
积极昂扬的故事。

“这次三个孩子能够代表宁夏参加全国‘村
BA’西北赛区比赛，我感到非常开心，也特别自
豪。”杨家三兄弟的父亲杨万栋高兴地说。以杨
佰齐为代表的杨家三兄弟，作为全国和美乡村
篮球大赛（村 BA）宁夏赛区选拔赛的冠军队球
员，脱颖而出。

杨家三兄弟是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有名的
篮球“明星”。“三个孩子从小就喜欢打篮球，尤其
老大杨佰齐对篮球无比钟爱。2021年，在一次乡
村篮球比赛中，杨佰齐不慎摔倒，造成韧带撕裂。
在家休息了整整一年后，又重新回到了球场上，
继续追逐着自己的篮球梦。”杨万栋告诉记者，自
己的小儿子杨佰强初中便进入校队接受正规训
练，打各类比赛，一直坚持到现在。中途受过几
次伤，也未曾放弃，仍然在坚持。

受父亲马志力影响的马光辉，不但爱好打
篮球且与父亲一样是篮球迷。2020年，他租下
了村里闲置土地，出资640万元在村里建成名为
励志篮球俱乐部的高标准室内篮球馆，对村民
免费开放。每年暑假，马光辉还会聘请专业篮
球教练，举办励志篮球俱乐部训练营，为热爱篮
球的孩子提供培训。“打篮球是好事情，强身健
体，不仅聚人气，更聚心气。”在他的支持下，励
志篮球俱乐部发展得越来越好。建设篮球馆、
组建俱乐部、带队打比赛……只要与篮球有关，
马光辉总是不遗余力地出资支持。这次为了保
证全国“村BA”西北赛区选拔赛顺利进行，马光
辉对球场进行升级改造，重置了球馆内部分设
施，增加了专业的灯光、篮球架、计时器等设备。

坚持直播篮球比赛的农民王风强，场场不
落地对西海固篮球赛事进行直播。每次比赛，
他早早赶到现场，架好设备，与直播间的 4万粉
丝互动：“家人们，点个关注，分享一波朋友圈，
都来看这场全国‘村BA’。”专门为了此次全国性
的比赛换的新设备，画面清晰无比。

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王风强在篮球直播
上，已投入 8万多元，这一“奢侈”源于对篮球运
动的热爱。坚持直播篮球赛事多年，王风强的
粉丝数近4万人。直播体育比赛之余，他也为家
乡的农产品直播带货，帮助乡亲们增收。

“尽管我们这儿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但
是从我记事起，我们村子里那个由木板和铁圈
制成的篮板，就是孩子们钟爱的娱乐。”王风强
回忆。尘土飞扬的场地、缝缝补补的篮球，成了
几代西海固人的青春记忆，王风强也不例外。

自从开始直播篮球赛事后，王风强真切地
感受到篮球运动给村里人带来的变化。“以前农
闲时，村民打麻将娱乐。现在，村上人想的都是
村子发展的‘大事’，打篮球不仅健身，还焕发了
大伙儿的精气神。”王风强说。

乡村篮球运动，不仅给西海固的村民们带
来快乐，还带来强劲的干事创业活力，改变了农
村的精神风貌，带动了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村
民打篮球的越来越多，像我就经常参加篮球、方
棋等比赛，这样的生活才更有乐趣。”三营镇新
三营村村民杨强说。

如果说，篮球比赛的火爆对本地村民而言
是“流量变现”的契机，那么对外地游客来说，比
赛也是了解西海固的窗口。

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
的中原文化、开放包容的丝路文化、薪火相传的
红色文化，孕育出独特的人文环境，形成西海固
人民吃苦耐劳、诚实淳朴、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的精神特质。体育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西海固
的明天一定更好。

群众体育，展现西海固魅力的窗口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西北赛区选拔赛见闻

宝盖镇村级篮球联赛在苏厝村火热开赛。

体育赛事成为留住
乡愁的有效载体

杨钰莹

福建省石狮市宝盖镇蓬勃发展
的乡村体育，离不开群众的公益情怀
和作为物质基础的蓬勃民营经济。

调研发现，现下该镇的体育公
共服务设施较为完备，每个村落都
有至少两个灯光球场，官方组织的
村镇联赛与民间比赛经年不断，甚
至乡镇企业联赛每年也有大大小小
上百场，篮球情结已深刻烙印在村
民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中。

当地政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通过合并传统节庆和体育赛事，充
分聚合起村民的价值观和认同感，
让“家门口”的篮球比赛进一步成为
推进移风易俗的有效手段。

类似宝盖镇这样的村镇在我国
还有许多，这启示我们要充分利用
好体育在凝聚民意民心方面的重要
作用，让乡村体育成为乡情的载体
和纽带，留住在传统与现代性冲突
中濒临缺失的乡愁。

文化语丝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加强乡村文化人才
培育，全力推动民间手工艺赋能乡村振兴。该
市立足民间艺术与手工艺资源丰厚的优势，聚
焦“潍坊手造”，全力搭建传承、联营、文旅、传播

“四个平台”，将手造融入民众生活、公共文化、
文旅产业发展，让美丽乡村因“手艺”更兴旺。

针对众多手艺人老去，手工艺学习难、传承
者少的问题，潍坊市组织实施手造人才培养计
划。一方面，推广带头人制度。通过评先树优
和经费扶持，鼓励手造类项目带头人为乡村启
智扶志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完善从
业者、传承人、工艺大师三级梯队，构筑阶梯式
人才培养机制。组织开展第四批“潍坊民间艺

术大师”评选，新评选扎糊、绘画、雕镌等手造门
类民间艺术大师 15人，给予为期三年的资金扶
持。持续实施“百乡千人培训计划”，培养手造
类生产经营人才6000余人。

振兴手工艺产业，只是该市人才工作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潍坊市委组织部人才办
主任冯克亮介绍，近年来，潍坊大力实施人才强
市战略，创新实施产业人才集聚、高端平台支
撑、人才生态优化“三大行动”，强化市直部门

“管行业就要管人才”的职责意识，推动人才资
源赋能产业发展。据了解，目前，潍坊本土文化
人才已带动成立风筝、年画、草编等手造合作社
100多个。全市发展传统工艺类企业和家庭作
坊近2000家，年产值达200多亿元；风筝、年画、
核雕、泥塑、草编等手造产业成为乡村新业态。

山东潍坊：人才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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