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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乡村振兴

　　数万名观众挥舞手机电筒闪耀全场，就
像万颗星辰点亮了夜空。
　　这并不是巨星演唱会，而是“村口的篮球
联赛”决赛现场。
　　 3 月 25 日晚，随着一声哨响，贵州省首
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在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开打。比赛
从黄昏打到午夜，2 万多人的现场几乎无人
离席，赛场周边的围墙上、梯子上、房顶上，全
部挤满了观赛的群众。
　　锣鼓喧天，阵阵欢呼声在群山之间回荡。

“村口的篮球联赛”火爆“出圈”，乡村文化新
活力令人印象深刻。

篮球联赛从头到尾“农”味十足

　　去年夏天，台盘村“六月六”吃新节篮球
赛、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
州半决赛、佛（佛山市）黔（黔东南州）协作美
丽乡村篮球交流赛让这个贵州大山里的小村
落火爆“出圈”、火出国门。由于场地在农村、
比赛主要由村民组织和参与，被网友亲切地
称为“村口的篮球联赛”。
　　今年比赛当天，有人从清早就开始占座。
来自贵州黎平县的吴斌喜一家 4 口上午 10
点多到达台盘村的“网红”篮球场，他说：“两
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去年看到台盘村篮球联
赛的报道，非常向往，今天开了 3 个小时的
车来现场观赛。”
　　比赛开始前，前往球场的道路被堵得水
泄不通。台盘乡政府初步统计，在比赛的 3
天时间里，4 场比赛场均观众超过 2 万人，观
赛人次超过 10 万。
　　没有商业广告，也没有职业球员，球场上
奔跑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和当地求学归来的大
学生，但球员们传球、跳投、上篮等动作连贯，
再配上 2 万多名观众的欢呼呐喊，同样让篮
球赛极具看点。
　　“现在是绰号‘台江牛王’的 22 号球员
欧明辉，你看他一记‘猴子捞月’就轻松拿下
2 分。”台盘村村民、球赛讲解员王再贵幽默
风趣的解说引得观众们笑声不断。
　　中场休息时，苗家阿哥阿妹献上的苗族
特色歌舞和主办方举办的互动游戏，为比赛
增添光彩；颁奖环节以当地特色农产品鲤吻
香米、三穗麻鸭等作为奖品，让篮球联赛从头
至尾“农”味十足。
　　 3 天 4 场比赛，网络直播累计观看量达
数亿人次，相关话题占据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的热搜榜。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网友们纷
纷点赞。
　　一场乡村篮球赛为何如此火爆？篮球运
动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
的群众基础。以台盘村为例，全村 270 多户
1100 多人中，约三分之二的村民有打篮球的
习惯，在农闲和传统节日都会举办大大小小

的篮球赛事。
　　半个世纪前，这里也曾出现一支火遍全
国的“苗寨女子篮球队”。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到 90 年代，被篮球运动所吸引的苗族姑娘
们在这里形成了 4 代“苗寨女篮”，许多苗族
女孩因为篮球改变了命运。
　　台江县县长杨德昭说：“篮球运动体现了
团结精神，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意义，反映出
农村地区对体育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其背
后是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期盼。”

体育活动极大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

　　“篮球联赛火了，村里的老百姓也富起来
了！”乡村体育在乡村振兴中不可缺席，体育
赛事带“火”了乡村的休闲旅游、餐饮、住宿等
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进一步助力乡村
振兴。
　　 2022 年，台盘村在球场周边开设了 60
多个餐饮摊位和十几家餐馆。最近几天，球场
附近的摊位和餐馆生意火爆，牛肉粉、酸汤
鱼、重庆火锅等随处可见。“比赛的时候，村里
有的餐馆一天能赚一两万元。”台江县投资促
进局派驻台盘村第一书记张德说。
　　数据显示，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
联赛总决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数万名观众到
场观看，广州、长沙、重庆、杭州等城市成为省
外主要客源地，3 月 25、26 日，黔东南州旅
游搜索热度较上一个周末上涨 276%。

　　 2022 年，台盘村的“六月六”吃新节篮
球赛吸引了 176 支球队报名参赛，由于参赛
队伍太多，出现了“从早上打到晚上”和“从晚
上打到天亮”的情况。据统计，去年 7 月至 8
月，台盘村吸引了近 2000 名运动员参赛，共
接待游客 50 余万人次，直接拉动台盘乡的
餐饮等行业消费 4000 万元以上。
　　杨德昭介绍，台江县民俗节日甚多，姊妹
节、吃新节、苗年等 20 多个节日贯穿全年。
每逢节日，村村寨寨必举办篮球、跑步、拔河
等活动，极大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
　　记者数次到台盘村采访发现，台盘村无
论在乡村面貌、产业发展，还是在球场的提升
改造上，都坚持让村民作主，村民的事村民自
己说了算。
　　去年以来，台盘村先后召开 4 次村民
代表大会对球场改造方案、篮球联赛的未
来发展进行讨论。张德说：“篮球场基本保
持原貌呈现，只在安全性、舒适性上适当做
加法，这些意见都是村民们集体讨论出来
的。”
　　这两年，类似台盘村的篮球联赛在贵州
多地逐渐流行开来。今年 2 月，安顺市镇宁
县的乡村篮球赛吸引了 16 支队伍参赛；去
年 8 月，毕节市第二届民族团结杯篮球联赛
在 5A 级景区百里杜鹃打响，拉动了景区消
费……据贵州省体育局统计，截至目前，贵州
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从 2021 年 6 月
开赛以来已在全省各地开展超过 5000 场比

赛，有效地带动了举办地的旅游、文化和经
济发展。

新生力量助推乡村文旅融合

　　“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人气回来了！”
如今，改扩建后的篮球场面貌焕然一新，更
衣室、停车场、小吃街等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不少年轻人也谋划起了返乡创业之路。
　　 38 岁的台盘村村民、台盘村篮球协
会会长岑江龙以前在外务工，去年他回村
与妻子在球场边开了一家餐馆，每逢村里
有篮球比赛，生意好得不得了。
　　开民宿、直播带货等新兴创业方式逐
步在台盘村年轻人中发展开来。张德介绍，
台盘村正在利用国家支持的农村“三变”改
革示范村项目资金，盘活村集体的一栋总
面积 800 多平方米砖房，打造篮球主题
民宿。
　　在比赛现场，不少台盘村年轻人拿起
手机，通过直播向外界展示篮球的魅力。3
月 25 日一大早，球赛讲解员王再贵就开
始了直播，营造氛围、派发礼品、解说球
赛……让不能到现场观看球赛的网友也能
过把瘾。
　　前些天，一家以篮球为主题的“线下体
验店”在赛场旁开业，“我们通过体验店的
方式，不仅推广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还希望
吸引更多的年轻力量加入我们，设计制作
出更多新潮的文创产品，为乡村振兴赋
能。”该体验店店长张慧说。
　　张德介绍，更加年轻化、更具活力的新
一届村两委组建以来，台盘村新增篮球场
看台座位 10000 余个、硬化路面 1800
米、新建停车场 1000 平方米、改造流动摊
位 2500 平方米、整治墙面 40000 平方
米、新增价值 4 万余元的健身器材。
　　现在的台盘村，处处可以看见村民改
造、翻新房屋的火热场面。台盘村村民杨平
贵正着手建设总面积 1000 平方米的四层
洋房。“我想把楼房做成民宿，沾一点篮球
联赛的光。”
　　不仅本地村民奋力发展，周边的村民
也看到商机并涌入台盘村。距离台盘村 25
公里的梅影村村民欧研童在赛场旁租了 2
个门面，一处用来开餐馆，一处用来开设

“球迷服务中心”，准备大干一场。
　　同时，650 亩中草药林、1500 平方米
食用菌大棚、300 箱蜜蜂等产业项目已经
实施；枇杷、金秋梨、蔬菜等产业项目正在
谋划……张德说，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业，
依托少数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利用好篮
球联赛招牌，加强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是台
盘村今后要走的路。 
      （记者赵新兵、欧东衢、蒋成）
     　　新华社贵阳 4 月 3 日电

从“村 BA ”感受贵州乡村文化新活力

  ▲ 3 月 26 日，比赛开始前，苗族同胞在“村 BA”赛场上跳舞（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延绵的青山染上一层新绿，
一丛丛山花肆意绽放，大山里的
春色，分外惹人喜爱。为了不错过
美好的春光，来自上海的白领许
云放下工作，来到浙江省安吉县
章村镇开启一场乡村自驾游。
　　开阔平坦的乡村公路，一路
指引着她来到目的地。在章村镇
河垓村，她入住了刚开业不久的
木田峪露营基地，白天吃农家菜、
喝咖啡，傍晚在绿道上散散步，夜
晚则轻松实现“星星自由”。短暂
的假期结束后，许云意犹未尽：

“这里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村
生态，又拥有城市生活的便捷度，
体验非常棒！”
　　这番评价，在木田峪露营基
地创办人叶梦达听来并不陌生。

“不仅仅是外来的游客，我作为
土生土长的村里人，也时常感叹
乡村的惊人变化。”她说，“这里
有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
施，生态资源在悉心呵护下变得
更加丰富，这些都是我在大学毕
业近十年后选择回村创业的底
气所在。”
　　露营基地、咖啡馆、文创产业
园、青创基地……这些原本是“城
市限定”的时髦元素，不断在安吉
的乡村涌现。这番蜕变与成长的
源头，是乡村能级的不断提升。
　　近年来，在深耕美丽乡村建
设与乡村振兴过程中，安吉将乡
村纳入城市能级提升的“主战
场”，全域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风尚、融
合治理“五大能级”，全力开展乡
村现代化安吉实践。
　　在提升乡村能级过程中，安
吉自始至终都把人才招引作为首
位战略。通过吸引青年人、大学生
到乡村来创新创业，让与时代发
展同频共振的新理念、新技术、新
项目落地，激活乡村发展潜力，翻
开乡村振兴新篇章。
　　凭借安吉白茶产业富了群众
口袋的溪龙乡，也在遵循着这条
思路不断求新谋变。通过改造废
弃的竹木加工厂，溪龙乡打造了
一个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集接待区、共享办公区、宿舍区为
一体的“数字游民公社”。自 2021
年 12 月试运营以来，目前已经
入住来自全国各地近 600 位程序员、设计师、插画
师、翻译、投资人等。
　　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的余村，正在依托“余村
全球合伙人计划”，吸引全世界青年创业者的目光和
注意。眼下，通过梦想启动大会、各类项目路演、青年
共创行动等活动载体，余村已签约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ECI 国际数字经济创新组织、浙江大学等各
类机构、组织、高校 10 余家，吸引上海美影、浙大机
器人、庆渔堂、手造时代等 50 余个项目入驻，带动
招引高层次人才 13 人、大学生 1115 人。
　　随着乡村能级的提升，安吉的美丽乡村不仅是

“看上去很美”，绿水青山间，不断聚集的青年人才、
不断优化的现代产业，碰撞出绵绵不绝的发展活力，
推动安吉探索乡村现代化新路子。
            （本报记者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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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商意盈）3 月 28 日，记者沿
着 210 省道来到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杭坪镇乌浆
村，这个位于浙中盆地的小山村掩映在百亩郁金香
中。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驻足流连，几名主播正在郁
金香花丛中直播卖花，一片春日里的热闹景象。
　　这个“郁金香王国”起源于 2019 年，村民薛勇
看到了中高端鲜花的巨大市场，关掉了他在广东的
灯具厂，流转了上千亩土地，带着村民一起种鲜花。
目前，乌浆村已有郁金香上百亩、芍药近千亩，今年
鲜花销售收入预计可达 1300 万元。
　　“村民刚开始不相信人们愿意花五六元钱买一
朵花，等到花卖出去后，他们主动来找我要工作。”薛
勇说，现在村里鲜花种植吸纳了 60 多名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加上土地流转收入，村民月增收达 4500
元以上。
　　薛勇介绍，芍药等花卉是温带植物，江南的气候
并不是最适宜的，他们引进优质的花卉品种、栽培介
质和农用技术，实现芍药花期和山东、河南等地错
开，从而在销售上赢得了一定优势。
　　“选择种植郁金香、芍药、牡丹等中高端花卉，最
大的信心还是来自长三角消费市场。郁金香中的

‘狐步舞’等可以卖到 10 元一朵，芍药中的‘典雅香
槟’甚至可以卖到每朵 45 元，还经常供不应求。”
他说。
　　随着销售渠道的丰富，除了进入大型商超，乌浆
村还开通了抖音直播，每天不间断直播卖花，日销售
鲜花可达 3 万朵至 5 万朵。“现在运输条件好，网上
下单的鲜花，长三角地区已经实现次日送达。”乌浆
村鲜花基地一名主播说。
　　游客郑女士带着朋友一起来到乌浆村观赏郁金
香。她告诉记者，乌浆村现在是浦江的“网红村”，朋
友们约着来打卡，顺便买花。“等到 4 月份千亩芍药
开花的时候肯定更壮观，我们还要来。”
　　目前，乌浆村鲜花基地正在打造未来农场，将通
过全场景的“农业+”延伸服务，促进鲜花种植、赏花
旅游、花卉文创等多业态跨界融合。
　　 52 岁的村民张方凯在基地做鲜花管理员，收
入比在外打工时翻了一番。“我们的村子在花里，我
们的生活像在画里。”张方凯乐呵呵地说。

小山村里的“郁金香王国”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
者李云平）春耕时节，内蒙古河
套地区许多农户正利用北斗导
航技术精准播种小麦，进一步
提高农业生产便捷化、高效化
水平。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
农场广阔的田野中，惠诚农机
合作社的农机手驾驶着北斗导
航播种机种小麦。随着播种机
的匀速前行，种子、肥料同时均
匀播撒在土壤里。农机手方龙
说，只要在拖拉机上安装的北
斗导航系统中设定好线路和地
块数据，播种机就能进行直线
播种，每千米偏差不超过 2 厘
米，播种精准度明显提高，每天
能播种 100 多亩。
　　记者现场看到，在平整的
耕地中，每台播种机都沿着田
垄直线前行，17 垄麦田同时完
成播种。惠诚农机合作社负责
人赵海川告诉记者，去年以来，

他们共采购 12 套北斗导航系统，每年至少
能完成播种 2 万多亩耕地的社会化农机服
务工作，可以使每亩地出苗率提高 10%、土
地利用率提高 10%、增产 15% 以上。
　　据临河区农牧局副局长傅政介绍，当地
安装每套北斗导航系统的价格约为 1.3 万
元，其中国家补贴 6000 元，如此大的补贴力
度进一步提高广大种植户购置、使用积极性。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巴彦套海农场，双
利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文杰说，今
年他们首次利用北斗导航技术播种小麦，提
高了播种效率和效益。
　　磴口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姜晓平
告诉记者，全县现已引进 240 多台安装北斗
导航系统的播种机，解决了以往播种不直、行
距不匀等问题，实现每粒种子的播种深度相
同，确保种子同时出苗、保苗率高，为粮食丰
产丰收奠定基础。
　　内蒙古河套地区拥有 1100 多万亩耕
地，被誉为“塞外粮仓”。近年来，当地依托北
斗导航等现代农业技术，逐步提高智能机械
作业的精准度和覆盖率，提升农业生产机械
化、智能化、产业化水平。

北
斗
导
航
助
春
耕

　　“羊！拦住我的羊！”早春的清晨，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莎车县的牛羊巴扎
上，几位牧民合力把横冲直撞的小羊赶回羊
群，引起周围一阵笑声。这个小插曲并未影
响市场秩序。在他们身后，载满牲畜的车辆
排起长龙，正等候通过检疫后进场交易。
　　这里是莎车县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
逢周四和周日“巴扎日”便人潮涌动，来自十
里八乡近万人汇聚于此，带着牛、羊、马等各
色牲畜，把这片两百多亩的市场变得热闹
非凡。
　　阿依加马力·吐尔孙自 2015 年起便担
任市场管理人员，见证了巴扎的日渐繁荣。

她说，每逢“巴扎日”，周边县城甚至阿克苏地
区、和田地区的人们都会来此售卖牛羊，日交
易量最多时超过 2000 头（只）。
　　巴扎被划分为家禽、小畜、大畜、餐饮等
不同区域，既方便交易又干净卫生。巴扎现
有 53 个交易棚，可容纳大畜 2 万头（只）、禽
类 4 万羽。“如今人多时能达一万人，平常也
有八九千人左右。”她说。
　　下午两点，是巴扎最热闹的时候，堪称

“牛山羊海”。人声鼎沸，牲畜嘶鸣，还有从各
种摊位上传来的动感音乐，交织融合、不绝于
耳。交易棚下，人们争相查看牛羊膘情、问询
价格。餐饮区内，人们围着烤炉、汤锅、餐桌，

讨论报价高低、交流养殖技术。
　　交易的繁荣也催生了一批“牛羊经纪
人”，将当地各乡镇不同日期开市的牛羊巴
扎变成一个流动的大市场。
　　吐热甫·卡迪尔便是其中一员。平日
里他往来于各地牛羊巴扎，买卖牛羊赚取
差价。春季是牲畜交易旺季，也是吐热甫·
卡迪尔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这次他带来
了 10 头牛。“这个巴扎客源广，在这里牛
卖得很快。”
　　记者观察发现，这里依然保留着“袖中
议价”这种颇具特色的交易方式。买卖双
方握紧双手，半遮半掩在袖子里比画，私密
地讨价还价。一旦交易成交，双方正式握
手致意。
　　巴扎日渐红火，来客日趋增多，带旺了
村民的特色餐饮生意。农牧民来交易时，
往往带同伴一起参谋、讲价，常常是“一拖
三”“一拖五”。做完买卖，大家就来心满意
足吃一顿。也有人专门呼朋唤友，周末开
车来牛羊巴扎，不为买卖，只为看看热闹的
交易场面，吃吃便宜美味的烤包子、缸子肉
等美食。
　　不少游客也慕名前来，体验当地民俗
风情，品尝特色美食，让这里逐渐成为“网
红打卡点”。“有了这个巴扎，日子过得更好
了。牛羊巴扎就是我们的聚宝盆。”在巴扎
上经营一家美食摊的帕提古丽·吐尔逊说。
　　“牛羊巴扎促进了当地畜牧产业蓬勃
发展，也使不少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
富。”莎车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军红说，
越来越多的人购置了电动车、汽车，过去人
们坐着驴车、赶着牛羊逛巴扎的场景，如今
已被满载牛羊的货车所替代。
　　天色渐晚，人们尽兴而归，喧嚣的巴扎
恢复宁静。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新疆南部
小城，热闹的巴扎描绘出一幅幅鲜活热烈
的生活图景。
   （记者李响、尚升、王科文、胡虎虎）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牛羊巴扎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新疆莎车县米夏镇的牛羊巴扎(3 月 12 日摄)。在南疆，巴扎天由当地约定俗成，在邻
近几个乡镇每周轮流进行。每逢巴扎天，周边的老乡和各地游客纷纷涌入，购买百货，买卖
牛羊，交友聚会，享受美食。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