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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赛该有的，咱村儿都有

6月11日是2023“双城杯”斯诺克公开赛决赛的
日子。夏天的成都气温颇高，行走在三河村干净整
洁的乡村公路上，无风的时候感觉很有些闷热。

午后，村里的露营地、儿童乐园没有了头一天的
周六那么热闹，只有花农还在忙碌着，忙着给草坪和
花浇水。“太阳太大了，再不多浇水，花就蔫巴了，没
得卖相了。”一男子手拿水管，一边肆意地喷洒着水
花，一边和记者闲聊。

下午两点，还没有到比赛时间，工作室外的停车
场就已经停满了各种车辆，其中大多数是从周边驱
车到三河村看周跃龙和肖国栋决赛的。看到有人走
来，工作室内一女孩将玻璃门拉开一个缝，礼貌地
说：“请等一下，正在比赛，局间才能放你们进来。”肖
国栋、周跃龙虽然不如丁俊晖那么出名，但都是中国
斯诺克的佼佼者，两人都在职业生涯轰出过单杠最
高分 147 分，周跃龙曾获得过世界杯冠军、2019 欧洲
大师赛亚军，肖国栋则获得过亚洲室内运动会金牌
和中国职业巡回赛总决赛冠军。两人能够进入决
赛，可谓实至名归。

掏出手机，扫一扫门口的直播二维码，决赛没
有直播画面。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两人都是职业
选手，按照世界台球运动联盟（WCBS）的规定，不
经允许两人参加的比赛不得进行网络直播。也正
是因为如此，导致工作室里满是观赛的人，大家安
静地围坐在工作室的三面（参赛选手单独一侧），几
个孩子安静地坐在父母身旁，注视着球台上周跃龙

和肖国栋的表现。
工作室很专业，正中间是两张斯诺克标准球

桌，球桌一侧有斯诺克世界名将丁俊晖的签名，电
子屏积分显示器记录比赛结果，球桌顶部的摄像头
直连直播平台，有一面墙上贴着斯诺克名将的介
绍。比赛现场，裁判穿着西装、戴着白手套，可以
说，国际大赛该有的，三河村的斯诺克冠军工作室
都有。以至于，国际斯诺克比赛应有的礼仪，大家
也都遵守——没有喧哗，没有叫喊，观众会在球手
击打出好球后鼓掌致敬。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比赛持续近半个月，参赛选
手的年龄跨度很大，从 12 岁到 50 多岁的都有，选手
大多来自成都及周边，也有部分来自省外，比如山西
太原等地。

冠军练球室，村民免费用

由三河村村民委员会主办、三河村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承办，赛事主、承办方决定这就是一场村级
的斯诺克比赛。但，就参赛选手的水平而言，却远不
仅仅于此。本次比赛除了肖国栋、周跃龙两名斯诺
克大咖，还吸引了成渝两地众多斯诺克高手参赛。

而进行冠军争夺的周跃龙和肖国栋对比赛也异
常重视，决赛硬是打满了9局，最终周跃龙5:4险胜。

“光虎牙平台观看比赛直播的观众就上百万，我
们三河村因为斯诺克在网上狠狠地火了一把！”一位
村民自豪地对记者说。要知道三河村仅有 700 多户
人家，村民总人数不过 2000 余人，网络收看直播的
人是其500倍还要多。

决赛从下午两点开始，打了 3 个
多小时才结束。走出冠军工作室，放
眼望去就是接地气——听闻比赛结束

的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穿着随意，有的人甚至
穿着拖板鞋。对此周跃龙和肖国栋并没有介意，领
完奖后他们主动招呼大家：“现在是合影时间，大家
挨个来。”在他们热情的召唤下，大家排着队上台，挨
个合影。看到小孩，两人还会抱起拍照，现场温情满
满。“比赛非常圆满，希望来年继续！”肖国栋如是
说。“高端！大气！舒服！”参赛选手董文建说：“我到
全国很多地方参加过比赛，很少遇到这种和专业比
赛差不多的场地，比赛打得很舒心！”

三河村为什么会举办“双城杯”斯诺克公开赛
呢？这要从 2019 年说起。那一年，为了填补乡村精
致体育运动的空白，三河村引进了肖国栋&周跃龙
斯诺克冠军工作室。这里成为中国斯诺克名将、职
业选手周跃龙、肖国栋在国内的重要训练场所之一，
两人俨然成为三河村的“新村民”。经过 4 年多的发
展，工作室不仅成为众多专业级斯诺克选手训练、交
流的平台，更成为附近村民学习、练习斯诺克项目的
优质场地。

“工作室是村上出资建的，我们要是来了这里，
就会在工作室练球。平时的话，村民带球杆就能来
打球，不收费的。”结束“双城杯”比赛、即将飞赴英国
打职业比赛的周跃龙对记者说。

看完比赛，带点土蜂蜜走

4 年时间，三河村多了不少的斯诺克爱好者。
“现在村里自己有球杆的应该有 20 多个吧，休闲的
时候大家都会来练练。”作为本次比赛三河村的唯一
参赛选手谭晓勇说。

谭晓勇的小学同学周宇也是斯诺克爱好者，是丁
俊晖的粉丝，常常跑到外面去玩斯诺克。村里建起了
斯诺克冠军工作室后，他也去玩过，很喜欢那里的专
业感觉，也曾经遇到过肖国栋、周跃龙，向他们请教了
一些技术问题。周宇觉得，斯诺克来村里后，大家的
眼界开了，格局也变大了。

村民陈超平时也是很喜欢打台球的那一拨，自
从家门口就能看到如此专业的斯诺克比赛，他兴奋
了很久，也时常到斯诺克冠军工作室来上一局。

记者在比赛现场还注意到训练室一角的土蜂
蜜。据悉土蜂蜜是三河村特产之一，借助斯诺克、足
球赛事带来的人流，土蜂蜜销量也提升了。这算是
三河村“村诺克”的一大地方特色。

运动有了群众基础，村委会也就有了通过肖国
栋和周跃龙的影响力举办比赛的想法。“足球是三河
村体育的线下名片，斯诺克则是三河村体育的线上
名片，这两张名片的目的都是为了乡村振兴。”村支
书谭杰说，“此次成渝联手举办乡村斯诺克公开赛，
系西南地区首次，特别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
略和成都大运会倒计时的大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非
凡。希望用这样一场专业赛事，为成都大运会预热，
为运动健儿们加油。”

踢场足球赛 奖品是柚子

首届“双城杯”斯诺克公开赛结束了，三河村恢
复了往日的平静。

雨后的上午，走进三河村，矗立在村头的大力神
杯雕塑经雨水冲刷，泛着金光，焕然一新。足球场
上，来自新都消防大队的队员激战正酣。

“足球是我们村体育发展的主线，这个方向不会
改变。”坐在三河村足球俱乐部的办公室里，三河村
支书谭杰对记者说。

2015 年开始发展足球，短短8年时间，三河村就
成了远近闻名的足球村，有了“成都足球第一村”和

“四川足球第一村”的美名，还上了央视。在谭杰看
来主要是政策机遇的把握。谭杰介绍，搞足球之前，
村里主要产业是新都柚的生产和销售。“一伙种了三
四百亩，柚子丰收了，我们犯难了，想了各种办法，哪
怕让村民挑起担子出去卖，还是滞销，怎么办？”村
支书和村民都感到一筹莫展。

成都足球的一项发展举措让谭杰逮住了机会。
2015 年，成都市出台示范性球场建设验收奖励补助
办法，七人制球场每块补助 20 万元。村委会经过商
量，决定修球场、办比赛、聚人气，以此为突破口，带
动新都柚的销售。就这样，村里修建了两块七人制
球场，跟着是举办比赛。这就很快为村里带来了人
流量，新都柚的销售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

“我们把柚子当成奖品发放给优胜队，大家品尝
后觉得味道好，于是口口相传，口碑就慢慢积累起来
了。”言及此，谭杰很高兴：“我自己就是一名足球爱
好者，能够将村里事业、产业的发展和自身的爱好结
合起来，真的感觉既幸福又有成就感。”

经过 8 年时间，三河村足球发展早已从单一的
促销手段跨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小村也从“足球
村”变成了“足球音乐小镇”。现在的三河村，新都
去香城乡巴旅游专线直达，从早晨 7 点到傍晚 7 点
半，班车滚动发车。与此同时，村里的餐饮、民宿一
应俱全。谭杰说：“搞足球之前，村里连一家像样的
农家乐都没有，现在餐饮、民宿 10 多家，一天接待
上千游客，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在 8 年前，这个数
字为零。现在一到周末，来村里旅游消费的客人大
概在 3000 到 5000 不等，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
升到 37000 元，村民返村就业的多了，企业入驻量
也增加了。”

近年来，三河村的赛事链条越来越丰富。在俱
乐部大门口，记者看到了三河村 2023 年赛事安排：
3-5月第三届新都区职工杯（柚花杯）足球联赛；5-6
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斯诺克交流赛；5-10 月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首届无人机邀请赛（周末组）、第二
届周末“理想杯”超级联赛；7-9 月首届“理想少年
杯”青少年夏令营足球超级联赛；5-11 月第九届“宝
柚杯”足球超级联赛；11-12 月第七届“宝柚杯”青少
年足球超级联赛（周末组）。确实排得满满的。

双球叠加 以赛营村

办斯诺克比赛，在谭杰看来是在足球基础上一
次延伸。

谭杰说：“从大的基调来说是体育助乡村振兴，
结合川西林盘的优质存量资源进行盘活。三河村的
做法就是与赛事相结合，将村里土地、住房资源活化
使用，让村民获得更多的利益。现在很多地方都建
立了工作室，比赛、活动的举办是盘活的最佳途径。
这次‘双城杯’的举办，也是因为一个契机造就的。
肖国栋是重庆九龙坡人，周跃龙是成都人，两人的工
作室落户我们三河村，正好符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赛事的举办。本次比赛，通过线下小资源、只有
150 平方米的房子，通过线上传播无限放大，收获了
大量的关注，这与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也是非常
符合的。大而言之，成都在以赛营城，而我们则在以
赛营村。”

让谭杰感觉非常欣喜的是，2023“双城杯”斯诺
克公开赛还没结束，就已经有城里的企业想要入驻、
投资了。谭杰说：“我想把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推销出
去，让村民通过收入的提升切实感受到幸福。乡村
振兴，就是在现有财政投入下，将各方资源，资本、人
流、人才都融汇在一起，形成合力。要把体育产业做
强做大，在这方面我们能力有限，但以赛事营村，让
体育助力推动三河村的发展，这个是我们坚定不移
的方向。”谭杰表示，接下来村委会将根据院落、林盘
开发，进行主题式发展，根据人才引进、需求以及成
都市青少年体育赛事规划，有目的地进行乡村体育
建设，形成常年多赛事稳步推进。

深读

把村里一草一木都推销出去

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三河村又

火了！不过作为成都北部知名的

“网红村”，它这一次出圈不是因为

外界熟知的足球，而是因为斯诺克

这项兼具时尚、国际、几乎与乡村不

怎么沾边的运动。

5月底6月中，首届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斑竹园三河村2023“双

城杯”斯诺克公开赛，在位于三河村

内的肖国栋&周跃龙专属斯诺克冠

军工作室举行，持续半月，仅虎牙直

播平台就狂收百万直播观看者。

4年来，三河村的斯诺克冠军

工作室不仅成为众多专业级斯诺克

选手训练交流的平台，更成为村民

练习斯诺克的优质场地，村里的斯

诺克爱好者不知不觉就多了起来。

关注成都潮流运动新场景

成都日报文化传播中心特别策划④

熟悉周星驰的人，想来很多人都看过他主演
的电影《龙的传人》。在这部 1991 年出品的电影
中，从大屿山大澳村走出来、酷爱斯诺克的周小龙

（周星驰饰演）凭借高超的斯诺克技艺，战胜世界
顶级高手吉米·怀特，拿回了丢失的土地。

对村民来说，谭晓勇就是三河村的“周小
龙”。“双城杯”比赛，他通过预赛进入正赛，可惜止
步第一轮。

“我没打过正式比赛，一上去就很懵、很紧张，
没发挥好。”看完决赛的谭小勇挎着斯诺克球杆盒
走出了工作室，和村民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谭晓
勇打斯诺克已经 20 多年了，但乡亲们知晓他有这
一手，还是在肖国栋&周跃龙专属斯诺克冠军工
作室建成的这 4 年。平时谭晓勇爱在这里打球，
有时也会拖着球友来打。

谭晓勇还有和“周小龙”相似的一点，就是很
腼腆，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首轮结束后，记者通
过村委会多次联系他，但电话都没有人接。决赛
当天，记者在守门大爷的帮助下几经寻找才“逮”
到他。见到记者时，谭晓勇说：“我一听到你们媒
体要采访就虚。现在碰都碰到了，聊一聊倒是可
以的，但你们千万别拍照哈，我这个人一拍照就紧
张⋯⋯”一如周小龙刚被梁家仁饰演的毛仁性带
出大澳村的样子。

站在路边随意地聊天，谭晓勇不再紧张了，他
说：“以前我都是到外面的球房去打球，村里建了冠
军工作室后方便了很多。有时间看周跃龙他们打
球，非常享受，自己的技术也在不知不觉地提高。”
说到本届“双城杯”一轮游，他很是遗憾：“论真实实
力，我应该可以打得更好一些。村里有条件这么好
的场地，还邀请来了这么高水平的选手，组织了这
么好的比赛，真的是机会难得啊，对我提高台球水
平大有帮助。接下来我会多到工作室练球，下次比
赛呢，一定要克服紧张情绪，争取能够多打两轮。”

与记者简单说了几句，谭晓勇就走了，有熟识
的乡亲热情邀请他吃饭，他答：“就不打扰了，城里
有几个朋友来看比赛，我要去陪他们。”

“一轮游”村民谭晓勇：

只因心头有点虚

特写

▲肖国栋、周跃龙与小粉丝合影

▶看到好球，鼓掌致敬

周跃龙险胜。比赛虽在村里举行，包括孩子在内的观众都遵守国际斯诺克比赛应有的礼仪

谭晓勇（后立者右一）站在最后面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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