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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下旬，黔东南冬意渐浓，已经角逐出冠军球
队的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再次燃起战火。在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本年度和美乡村篮
球大赛的邀请赛和友谊赛火热上演。

比赛前，村民们做好保暖“全副武装”，手拿锅碗瓢
盆，加入占位置的队伍；比赛后，双方分别将获得的奖品
鸭子和猪脚分享给观众席的球迷；夜幕降临，“深山音乐
会”拉开帷幕，民族歌曲、动感舞曲、苗族说唱轮番登场。
赛场上的激情与赛场外的热闹交织，勾勒出台盘村初冬
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为 2023 年度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
赛的赛程划上圆满的句号。

从一村到全国，一颗小小的篮球激起千层浪。体育
活动的蓬勃开展，为乡村的田间地头带来了更多欢声笑
语，不仅强健了人们的体魄、富裕了群众的腰包，而且正
在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刻地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激发了
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星星之火”已燎原
篮球依然是那个篮球，球场依然是那座球场，然而，

通过各方努力，这场原本由一个小山村自发组织的篮球
赛事已发展成一项全国大赛。这场属于篮球的狂欢，已
经超越一村一镇，影响力扩展至全国。

属于乡村篮球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近年来在全国各
地风起云涌。湖南怀化、河南济源、福建晋江……各地举办
篮球赛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顺应广大农民群众对体育健身和健康生活的热切期
盼，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今年 6 月初
联合发出通知，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助力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中国农民体协农民体育指导中心主任周虎介绍：“据
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有 20 多个省区市举办了乡村基层
篮球赛。在每个赛区都能感受到乡村篮球带来的全民参
与热情，球迷不远千里参赛、观赛的情形屡见不鲜。”

在台盘村的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现场，外地
球迷就有不少。27岁的王冰玉来自遵义，这是她第一次来
黔东南“打卡”。“看球赛、品美食，还买了不少非遗纪念品。”
王冰玉说，“在台盘村，被这种全民运动的氛围感染，让人热
血沸腾。”

“截至目前，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全网综合点击量
近百亿，有效激发了亿万农民群众的运动健身热情，丰富
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加了动力
活力。”中国农民体协副秘书长胡永万说。

不光是篮球，在足球、乒乓球、羽毛球、龙舟等项目
上，均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乡村体育赛事。放眼全国，从湖
南汨罗、广东佛山等地的龙舟活动，到海南文昌的“村
排”，品类繁多的乡村体育赛事轮番上演，多元“乡村体育
IP”不断激发人们追求健康、快乐的热情，也成为很多地方
推动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近期，国家体育总局等十几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35
年在全国培育 100 项以上‘最美乡村体育赛事’”，为火热
的乡土文体活动再添热度。

体育产业专家、体育咨询公司关键之道创始人张庆
表示：“乡村篮球大赛是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一种新的发展
样式，是自下而上发展的草根赛事。在台盘村的乡村篮
球大赛火遍全网之后，各地的乡村网球、排球比赛也风起
云涌。这些赛事的出现源自基层群众的全民健身需求，
新的发展样式值得鼓励。”

群众主创和政府加持形成了良好闭环，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一朵小浪花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千层浪。

赛出村民幸福生活
乡村篮球赛火了，村民生活改变了。流光溢彩的

灯光秀和中场休息时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为乡村篮
球大赛总决赛开幕式增添了不少风采。《村愿》《幸福
花》等在当地流行的歌舞受到观众追捧，不少观众附
声合唱。“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篮球赛，而是结合了地
方特色的大型体育文化活动，人人参与置身其中的这
种氛围，让人感觉到非常震撼。”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思
宇说。

在台盘村，借助乡村篮球赛，玩偶、钥匙扣、戒指、背
包等一批文创产品应运而生。作为今年 3 月贵州省首届

“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奖品的鲤吻香米，半年来销
量翻了十几倍。统计数据显示，乡村篮球赛带动食宿、餐
饮、农特产品、银饰刺绣等销售额大幅度上升，让群众享
受到增收红利。赛事进行期间，活动举办地台盘乡酒店、
餐饮店每天爆满；县城各宾馆酒店入住率超90％，各餐饮
店日均餐饮收入大幅增加；全县各景区景点、休闲旅游村
寨游客如织。

“苗族舞龙嘘花节、施洞独木龙舟节、苗族姊妹节、全
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等一系列文旅、体旅活动，让台江县
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台江县县长杨德昭说，2022年，台
江乡村篮球大赛火爆出圈以来，赛事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超 150 万人次，带动旅游及综合收入超 18 亿元。今年前
三季度，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60.46%，旅游综合收入同
比增长91.63%。

这样的改变，正在全国越来越多的乡村发生着。
今年9月，吉林辽源当地的基层篮球总决赛吸引近万

人观赛，参赛的是各乡镇业余爱好者；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
隆镇有一座能容纳三万人的露天篮球场和一座大型篮球
馆，每天下午六点后，全镇32个村的塑胶篮球场地都有篮
球爱好者聚集；湖南省益阳市南县组织了篮球、排球、羽毛
球等赛事，与小龙虾、涂鸦村、洞庭湿地风光结合，国庆期
间，超10万人次现场观看篮球赛，全县酒店、民宿爆满。

富于“村味村趣”的比赛和表演，“沉浸式”的观赛体
验，观赛后顺便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的全新出游方式，正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往乡村“约看球”，这也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活力。

打开发展新思路
乡村篮球赛带来的不止是群众生活改变，更长远的

蝶变已经发端。
乡村体育的发展点燃了当地群众全民健身热潮，越

来越多的群众热爱运动、享受运动。采访中，不少村民告

诉记者，篮球、足球、拔河、体操等运动在黔东南州“很有
市场”。如在只有38万人口的榕江县，爱踢足球的群众竟
然超过 5 万人，这才让榕江成了“村超”的发源地；今年 7
月举行的台江“六月六”篮球赛，报名球队多达 247 支，球
员超过3000人。

台江县阳芳村 38 岁的杨美和她 17 岁的女儿吴金凤
经常一同参加村里组织的女子篮球赛。杨美说：“村里越
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学习篮球，经常请我当教练。在乡村
篮球的熏陶下，对篮球的热爱也在代代相传。”

体育的带动作用，为乡村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打开了
新思路。

在许多小县城，有着“缺少大企业和项目——当地经
济发展慢——更加难以吸引企业和项目”的循环怪圈。
台江县常务副县长王峻介绍，在常住人口不足 15 万的台
江县，这样的怪圈正逐渐被打破：2022 年，该县成功引进
优强企业 12 家，完成率为 240%；产业到位资金 26.42 亿
元，完成率为176.1%。

“以前出去招商，别人都不知道台江县。如今出去
招商，只要提起‘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的故乡，立马就能
引起对方投资兴趣。”王峻说，“台江基础相对薄弱，可如
今各类企业却纷至沓来，好项目相继落地。行走其间，
扑面而来的是开放开发的热潮，无处不在的是创业兴业
的浓厚氛围。”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由农业农村部门和体育部
门联合举办，也是要充分发挥体育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和推动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篮球赛只是手
段和抓手，重要的是通过赛事来展现新时代农村建设发
展成果和农民良好精神风貌，将体育与乡村文化、美食、
人文景观、特色农产品相结合。赛事牢牢把握‘群众性、
自愿性、公益性、乡土性、安全性’特点，着重发挥体育在
全国乡村发展中的助推器作用。”周虎说。

这样的“助推器”作用，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得到展
现。

龙舟运动带火了湖南汨罗的龙舟制造行业，15年前，
汨罗有龙舟制造厂约 7 家，每年销售量 200 多条，产值数
千万元，而到了今年，汨罗已有龙舟制造企业 23 家，龙舟
产业产值预计能达到两亿元；广西北海冠头岭旁的紫霞
湾体育旅游精品景区，曾经是渔民们停泊船只的区域，有
体育企业来跟村集体合作，搞帆船、摩托艇、海钓等体育
旅游项目，带动了整个村集体收入增长；海南万宁市田新
村，受益于冲浪运动的发展，从最初只拥有一家吃粉汤、
喝咖啡小店的村落，发展到冲浪俱乐部、民宿、餐饮等商
业业态蓬勃兴起的旅游新村。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鸫表示，近年
来，体育赛事带来的“流量”，正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文旅
消费的“留量”。体育赛事正与文化、旅游等“好朋友”携
手，发挥出强大的互补优势。

在中国的广大乡村，一场篮球赛引发的涟漪仍在
延续。增强百姓体质、丰富文化生活、拉动当地经济、
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球”，必将成为乡村迈向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球”。

新华社贵阳电

一 球 激 起 千 层 浪
——乡村体育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王镜宇 欧东衢 蒋成 相文昊

11月下旬，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迎来一
场寒潮。一大早，室外行人寥寥。一支远道而来
的医疗队，却让闽宁二中体育馆内的义诊现场排
起了长队。

这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名医走基层”
志愿服务行活动。现场接诊的医生来自北京、上
海、武汉、乌鲁木齐和银川等地，覆盖心血管、肝
胆、肾脏、儿科、中医、精神卫生等多个领域。

60 岁的王化武患肝硬化 17 年，这次慕名来
向武警新疆总队医院名誉院长、肝胆外科主任医
师庄仕华问诊。

庄仕华边看病历、边询问病史，又站起身，仔
细检查患者面部和颈部，确认了一处肝硬化红
痣。“目前病情比较稳定，要继续遵医嘱吃药，但
不要自己乱吃。”庄仕华说着，认真将患者姓名、
电话记在纸上，叠好放进白大褂上兜里，又把自
己电话写下，双手递给患者，“上午10点到下午4
点一般有手术，其他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咨询。”

庄仕华是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医生中国
好护士”2018年6月月度人物。参加此次志愿服
务行的医护专家，都从“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月度人物和团队中选取。

闽宁镇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多种常见
慢性病、老年病的诊疗，是这里群众关心的问题。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的诊台前，人群络
绎不绝。给一名患者号完脉，拟完药方，刘清泉
又让跟诊的当地医生接手，也拟一张药方。“加这
两味药，有没有必要？”他问道，随后又指点，“我
们要抓住核心机理。”

跟大专家一同“望闻问切”，让正在闽宁镇
驻点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
师王娜娜有些激动。“我们年轻的中医大夫，有
时把方子开得太大，想兼顾各个方面，反倒都没
顾好。”她感慨，“中医讲‘知其要者，一言以蔽之
’，现场跟诊收获很大！”

到基层义诊，在医院带教查房，为提升当地
群众健康福祉出一份力，专家队伍马不停蹄。

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 86 岁肺炎患
者的病历摆在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
人的面前。从抗肺纤维化，到稳血压、诊断心肌
炎，唐子人干脆利落，从多个角度剖析急救方案。

肺炎支原体感染近段时期流行，当地儿科医生正盼着向专家请教。是
不是混合了病毒感染，什么时候用激素……问题一个接一个，北京儿童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荃详细作答。她现场拿着病历分析：“对11岁的孩子
来说，这个心率是偏快的，我建议今天再做一个肺功能看看。”

“这个孩子能通过语言跟周围环境有互动，还能和妈妈一起玩积木，不
一定是真正的自闭症，要随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副
主任程文红一边查房一边耐心指导。

无论是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现场带教，还是到宁夏医科大学
总医院做护理讲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总护士长王
新华展现出娴熟的专业操作和医者的责任担当。

一个个病例探讨，一次次查体问诊，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示范，
是增进群众就医获得感的实践。

屋外寒风凛冽，宁夏医科大学的礼堂里，气氛火热。“中国好医生中国
好护士”现场交流活动在此举行。

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扎根宁夏 70 年的陈树兰教授，分享她一
生从医的心得，鼓励年轻人将“做个好医生”作为一生的追求。“时代楷
模”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也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彰显援外医疗 60 年
的“天下情”。

截至今年10月，全国共有1002位医务工作者和14支优秀团队被推选
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他们成立了志愿服务总队，已开展

“名医走基层”志愿服务行活动21场，受益群众超过3万人。
新华社银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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