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保持“原生态”才是最好的

A 草根体育“春风吹又生”

“村BA”“村超”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新时代的乡村景色，也
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矿泉水好卖了，餐馆生意火

了，民宿越来越多了。当下，体育赛事全面恢复，体育消费需求不断
释放，升级为“全国赛事”的“村BA”、全国各地联谊约战的“村超”，在
一定层面肩负着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使命。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也是当下工业化城
市人口不断向往的旅行场所，这也给“村BA”“村超”赋予了赛事之外
的附加意义，比如探索“休闲农业+农村体育”模式。

“村BA”“村超”为振兴乡村文化提供了路径参考：找到适合自
己的路子，在田野里、村庄中挖掘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基层治

理方面，地方政府强化服务职能，坚持“群众的比赛，群众说了
算”。更大的价值期待，还在于掀起蝴蝶效应。每一片乡

土都有自己的文化火种，只要做好服务、加强扶持，就
能培育出有滋有味有影响力的文体品牌，形成

星火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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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BA”
出圈的背后，
是中国人休

闲方式和生活
习 惯 的 巨 大 变

革。物质丰裕、农
业科技水平提升，
让村民们有了更多
闲暇时间。便捷、
发达的互联网，促

使“村 BA”从一隅走
向大众视野。不只贵

州，在甘肃、广西、福建、
浙江等地，类似以村、镇为单位的体育赛事还
有很多。

“村 BA”之后，各类新的“村 IP”正在不断
涌现。随着体育名嘴韩乔生前往贵州榕江县
进行了一次现场解说，效仿“英超”和“中超”的

“村超”足球赛事也粉墨登场。球场是标准足
球场，但是没有大门、没有栏杆、不收门票，男
女老少吃着西瓜、摇着扇子，搬着梯子进场了，
比赛从规则到赛程村民自己说了算。

赛事负责人说得很直接，“村超”没有俱乐
部，球员多是些村民群众，来自各行各业，不拿
工资，不接受赞助。

观众也是流量的重要一环。他们不是成
为现场摄影师制作“爆款”的主要角色，就是自
己拿着手机一通写意乱拍，享受“画面很美，我
在现场”的社交快感。同样喜欢搞直播的前国
脚范志毅说：“看到‘村超’，仿佛回到了我当
年，甚至当年还没有这样火爆！”就连陈百祥、
谭咏麟、曾志伟等人组建的香港明星足球队，
都喊话要求加入参赛。

每到周末，成都新都区斑竹园街道三河村
都停满了车，游客络绎不绝。足球、音乐、咖
啡、火锅⋯⋯这些城市里常见的场景，如今也
是三河村里的消费“标配”。早在 2013 年之
前，村里的足球爱好者就经常自发聚拢起来，
在田间晒场踢“坝坝足球”。

2014 年，三河村集中全村力量，在王家院
子建起两个标准足球场，目的是想通过足球运
动带动人气，扩大当地特产销售。后来三河村
在民政局注册成立农民足球俱乐部，这是成都
市第一家拥有“正规身份”的农民足球俱乐部。

该俱乐部的会员，主要是建筑工人、外卖
小哥、消防队队员、乡政府公务员，甚至还有不
少本地柚农和在外务工人员。俱乐部除了建
设 U7、U9、U11 青少年足球梯队体系，每年还
要组织举办市级的成人“宝柚杯”等三大足球
赛事，700 余场比赛能吸引 10 万余人次到场观
看。人气带动之下，新都柚等特色农产品也在
家门口销售一空，也“助燃”了当地餐饮、文创
项目的投资热度。

“村 BA”“村超”，由当地政府、村委会、民
间团体和村民共同参与和执行，已经成为当地
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业内人士认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挖
掘和发扬乡村当地的文化和传统尤其重要，体
育 IP 容易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比如国内有很
多“田径之乡”“篮球之乡”“武术之乡”“排球
之乡”⋯⋯基于特有的赛事 IP 平台可以拓展
文创空间，借助知名文化机构的“端口”和“平
台”，可以放大分散各地的乡村特产、景观等的
传播效果和美誉度，一方面让乡村得到更多关
注和资源注入，另一方面则可以激活乡村的内
生动力，从而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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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星罗棋布地出现
了很多乡村篮球场。令人称奇的是，紫云县还
拥有一个溶洞篮球场，哪怕当地仅有 18 户人
家。和几十年前一样的，是临时凑起来的球队、
业余裁判、众筹来的活动资金，一种再自然不过
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是现代的传播手段，让
原本朴实无华的农民篮球赛成为了“网红”。借
助短视频和直播，更多乡村篮球达人可以拥有
展现自我的舞台，真实的乡村篮球故事与乡村
体育风貌被看到、被讲述、被铭记。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不同凡响的“村
BA”入主抖音快手等平台，只要有赛事就同步
直播，不少用户也发布视频分享赛事精彩瞬
间、记录乡村篮球风采，相关话题阅读量上亿
次。小寨村的“村 BA”直播不仅涵盖了多机
位、多角度的赛场呈现，更采用了在 2022 冬奥
会上应用的黑科技“子弹时间”，以 30 部高速
摄像机阵列，结合 3D 重建技术，让观众享受到
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来自成都的草根篮球爱好者王逸群在社交
平台上发帖寻人一起“拼车”前往贵州，“在手机
上看到了那种阵仗，早就想去现场体验一下，贵
州也凉快，好吃好玩的多⋯⋯那些人打球的水
平一般，但不一定都看球啊，他们从白天打到半
夜，我们就一直耍到半夜，有苗寨山歌听有夜宵
吃，还可以一起打开手机电筒数星星，这种体验
真的很奇妙。”

在短视频的“蛊惑”下，成都、广州、长沙、桂

林、重庆、杭州等地的游客，纷纷远赴“村BA”盛
行的黔东南地区观赛和旅游。“村BA”完全是民
间自发组织、村民自发参与，没有浓重的商业氛
围，只有纯粹的体育之乐。新潮而又略显“野
味”的“村 BA”能够走红网络，大抵就在于这种
乡土感、贴近性带来的原生快乐。正是这种草
根性、乡土味、烟火气，吸引了十里八乡的村民
挤满看台，让全国网友“隔空体验”了一盘非职
业体育的本真和纯粹。

而英国“体育商业”网站称，如节庆般
热闹的篮球赛正在中国各地农村越来越
受欢迎，吸引传统媒体、社交平台的关
注。该现象被称为“村 BA”，它之所以
如此受欢迎，一个关键原因是它为通
常遭到忽视的乡村提供机遇、关注和
希望。

贵州省台盘村是“村 BA”的发源
地，许多其他村镇也开始使用“村BA”
的名称并仿效其模式，这少不了地方
政府的包装和助推，有些虽然是县市
级的比赛，也被统一冠以“村 BA”的名
号。又比如，今年的“美丽乡村”篮球
联赛总决赛，短短 3 天 2 夜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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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显
而易见⋯⋯“村 BA”这张新名片，承载的不只
是一个村的希望。

时光拉回到去年夏天，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的一项篮球赛事，就
经由短视频火爆全网，大家仿照 NBA、CBA，给
这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的篮球赛起了个亲切的
名 字 ——“ 村 BA”（BA，即 Basketball Associa-
tion）。今年 3 月，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
联赛总决赛经各媒体平台直播，累计观看人次
接近1亿。

没有专业球员参赛，比赛场馆也稍显简陋，
但“村BA”突破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两万多名
球迷涌入台盘村这个原本只有 1200 人的村庄，
即便场地翻新扩容，观众席依然一位难求。

球员有的是村里的年轻干部，有的是饲养
场的技术员，还有很多常年在外务工的打工人，
因为对篮球的热爱，对社交的需求聚到了一
起。每当夜幕降临，球服一套、球鞋一穿，露天
水泥地的球场上，他们就成了翻版“詹姆斯”、变
形“流川枫”，配合默契、投射精准。场内观众往
往鸦雀无声，紧张得喘不过来气。一旦看到球
员的精彩表演，场内即刻爆发雷鸣般掌声。灯
光球场边，每逢赛事村民们抢位置、站房顶、登
梯子，为了占个好位置，卖肉大叔摊子也不守
了，想买肉的村民们“自助购物”：自己切肉、自
己称肉、自己扫码付款⋯⋯

球场上火热的一幕似曾相识——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国各地的工厂、村社都有
以车间、工厂、村社为单位的篮球队，灯光球场
就是最聚集人气的“社交场所”。环绕球场四
周，水泥台或大条石砌成的一层层台阶就是座
位，球场上拉线出来的大灯泡亮光四射。

几十年后，草根篮球赛的氛围未变，但内容
和硬件已升级换代。如今这一场小寨村的“村
BA”总决赛，现场除了观赏空中接力、单臂风车
扣篮等各种炫技表演，观众还有机会向场上球
员发起互动挑战，还有当地舞团、本土音乐达人
现场表演。在场外，有围绕“吃、喝、玩、乐”四大
主题打造的小寨集市，当地的各种餐馆生意爆
棚，有很多老乡还端着凉粉烧烤，一边看球一边
品尝⋯⋯奖品的“本土味”也足够，比如贵州省
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冠军奖品有台
江鲤吻香米、苗族特色银帽；黄河流域九省（区）
首届农民篮球邀请赛上，冠军队每人可获一只
宁夏滩羊；浙江诸暨“村 BA”，比球赛更火的是
赛区冠军队可以牵走一头2000斤的大黄牛。

在台江县台盘村，改扩建后的“村BA”比赛
场地新修了更衣室、卫生间、沐浴室、媒体接待
室和宾客会客间，改造了公共厕所、拓宽了停车
场，观众座位席也从一万多个增加至两万多。

6月11日晚，贵州省安

顺市小寨村的文体广场万人振臂欢呼声

此起彼伏。在这里，正在举行又一场“村BA”总决

赛，现场人头攒动，甚至有村民拿着板凳挤坐在看台旮旯间，或

者爬上人字梯观赛。

篮球名宿巴特尔最后为冠军紫云县队颁发奖杯。这位前国家

队队员、曾效力过丹佛掘金队并且拿到NBA总冠军的球星，如今面

对眼前似曾相识而又风格迥异的场景，会不会有一种魔幻的感

觉？这场比赛甚至惊动了NBA布鲁克林篮网队球员本·西蒙斯。在

各方的助推之下，他后来向贵州省马场镇捐赠了篮球场。

“村BA”从发端到火热，爆发出了一波又一

波的“超级传播效应”，而这仅仅只用

了短短一年多时间。

在小寨村“村 BA”火爆进行的同时，农
业农村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文称，决定

组织开展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即全
国版“村 BA”。“村 BA”已成为贵州乡村

体育文化的具象符号，为推动乡村振
兴，建设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指明了
具有参考性的道路方向。

但现在，人们热议的话题是：
“村 BA”在全国推行的同时会不

会逐渐变味，失去乡村体育的质
朴与纯粹？

业内人士认为，“村BA”模式
不应简单地照抄照搬，需因地制
宜地挖掘本地特色产品、文化、习
俗，才能为优秀的乡土文化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台盘村及周围

的村子篮球基础好，但别的基层村
镇可能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乒乓

球好一些，有的地方可能足球或者赛
龙舟强一些，是不是都要统一成篮球运

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提道，

“还有，不能把‘村BA’的群众性变成竞技性。”
放眼世界，很多乡村体育比赛都起源于当地

人的劳动与生活，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
每年 2 月，印度旁遮普邦卢迪亚纳市郊外的

基拉莱普尔村就格外热闹，一年一度的乡村“奥
运会”准时举行。比赛项目非常“接地气”，比如
最受欢迎的“赛车”项目，除了拖拉机大赛，还会
赛农村常见的牛车、马车和驴车；在英国，自
1966 年伊始，一年一度的英国耕种锦标赛都会
吸引大量的农民参与。澳大利亚小镇班达农，会
举行一年一度的高地运动会。这种充满苏格兰
风情的运动会历史悠久，观众们在现场不仅可以
观看抛竿赛、凯利舞、掷链球、举重、锤击等传统
比赛，现场还布置有各种市集和游乐园⋯⋯

“村BA”没有明星，没有冠名，球场不收取门
票，不做商业外租⋯⋯有很多企业想来赞助，条件
是让公司冠名的球队参赛，或者是企业有更多的广
告露出机会，村委会和当地篮球协会均表示婉拒。

在另一个火爆出圈的体育 IP 现场——成都
凤凰山专业足球场，同样发生着“流量”拒绝“变
现”的故事。看台上的“刀锋”球迷在中超赛场颇
为“出位”，但会长陈涛却告诉记者，“我们组建刀
锋的初心，就是热爱足球保持纯粹，很多赞助商想
来合作，我们都拒绝了。”在他们看来，如果出了名
就见钱眼开，甚至故意炒作，可持续就是一个大问
题，“不仅会破坏文化传统，也肯定长久不了。”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成都世界赛事名城研究
中心研究员柳伟认为，不管是“村 BA”还是“村
超”，目前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热度，避免昙
花一现，“赛事组织应公开公正文明，深度开发赛
事衍生品。采用群众集资方式办赛，随着规模扩
大、办赛成本的提高，财务亏空的可能性将增加，
且同类单项赛事同质化竞争激烈、赛事的潜在盈
利点尚待挖掘，这些挑战与机遇可通过健康、适
度的商业化运作来应对，应对民用资本注入赛事
持开放态度。从打造体育赛事消费服务场景角
度看，也要致力于营造赛事主题的鲜明性、空间
的独特性、互动的交融性以及体验的畅爽性，不
断深化赛事价值，延伸赛事生命力。”

打开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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