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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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从篮球联赛感受乡村文化新活力

碧波荡漾， 鸟翔鱼跃， 新苇吐绿。
4月的白洋淀淀水清亮， 一派华北水乡
景象。 河北雄安新区设立6年来， 有着
“华北明珠” 美誉的白洋淀焕然一新，
再现 “鸟类天堂” 胜景， 为 “未来之
城” 雄安建设发展增添了生态魅力。

近日， 在雄安新区雄县林业综合
服务中心组织的候鸟迁徙季野生鸟类
监测活动中， 爱鸟护鸟志愿者记录到
200多只野生普通鸬鹚。 这群鸬鹚时而
栖息在淀边和树梢， 时而在水中捕鱼、
嬉水， 是白洋淀单次记录到野生普通
鸬鹚种群数量最大的一次。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湿地生态系统，
白洋淀140多个淀泊星罗棋布， 数千条
沟壕纵横交错， 是我国候鸟迁徙通道
上重要的停歇地、 繁殖地和越冬地。

经过大规模系统性生态治理， 白
洋淀水质从新区设立之初污染严重的
劣Ⅴ类提升至Ⅲ类。 2018年以来， 河
北省统筹向白洋淀补水超40亿立方米，
白洋淀水位稳定在6.5米至7米 ， “华
北之肾” 功能逐渐恢复。

“这几年， 白洋淀鸟的种类和数
量越来越多了 。” 安新县同口小学教
师、护鸟志愿者韩战桥闲暇时喜欢背上
相机，骑上摩托车到淀边巡护，这几年
他记录到80多种鸟类， 其中罗纹鸭、绿
翅鸭、琵嘴鸭等以前很少能见到。

为保护野生鸟类， 雄安新区在白
洋淀划定了9个鸟类重要栖息地， 白洋
淀湿地全域列为禁猎区、 全年为禁猎

期， 最大限度减少人类干扰。 新区采
取 “政府+民间协会+志愿者” 等管理
模式， 发动全社会力量爱鸟护鸟， 志
愿者达数千人。

野生动物一向被誉为 “生态环境
晴雨表” “生态试纸”。 2022年夏天，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全球极危物种青
头潜鸭首次被发现在白洋淀繁殖育雏。
鳑鲏鱼等白洋淀土著鱼类逐渐恢复 。
目前， 新区野生鸟类达到252种， 比新
区成立前增加了46种。 鱼类恢复至46
种。

安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田永昌
说， 作为大自然的精灵， 野生鸟类像
“环评师” 一样， 用翅膀为一个地方的
生态环境 “投票”。 这些珍稀鸟类的出
现， 说明白洋淀水生态健康状况持续
向好， 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显著
提升。

“水会九流 ， 堪拟碧波浮范艇 ；
荷开十里， 无劳魂梦到苏堤。” 这副对
联既是对白洋淀景色的描绘， 也是对
雄安新区未来生活的憧憬。 新区将把
“以淀兴城 、 城淀共融 ” 理念贯穿始
终， 坚持上下游、 左右岸、 淀内外全
流域治理，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开展白洋淀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 。 一幅 “林淀环绕的华北水乡 ，
城绿交融的中国画卷” 美景正在新区
徐徐铺展， 为 “未来之城”、 样板之城
建设发展增添生态魅力， 提升吸引力。

据新华社

“华北明珠”再现鸟类天堂胜景

每年这个季节， 会有部分斑海豹从辽东湾游至山东烟台长岛海域休养生息后， 再继续向太
平洋迁徙。 近年来， 随着长岛一带生态环境不断修复， 鱼、 虾、 藻类等数量增多， 为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斑海豹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改善了斑海豹来此栖息的环境。 图为在长岛海域， 斑海豹
在礁石上休憩。

新华社发

斑海豹现身长岛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