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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贵州乡村足球超级
联赛（村超）开启2024年新赛季，
62支村队将进行162场比赛，再
次点燃全国球迷热情。去年“村
超”全网浏览量超480亿次。

2023 年以来，乡村足球赛
（村超）、乡村篮球赛（村 BA）等
“村字头”赛事火爆全国，掀起了
乡村体育发展的热潮。

去年，我市先后举办了全市
农民特色项目运动会、和美乡村
篮球大赛（村BA）、和美乡村乒乓
球邀请赛（村TT），乡村体育热度
持续走高。

前不久，我市新增沙坪坝区
青木关镇、城口县修齐镇枇杷村
两处全国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基
地，国家级基地总数达到5个，市
级基地总数达到10个，乡村体育
发展势头强劲。

乡村体育，是全面推进乡村
文化振兴、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
内容，我市广大农民群众正用多
样“玩法”助力乡村振兴。

核 心 提 示

▲2023年7月10日，酉阳县兴隆镇兴隆中学，来自机关、学校和各
个村的近十支队伍在进行“村BA”篮球联赛选拔。

通讯员 储潇 摄/视觉重庆

▲城口县修齐镇枇杷村举办乡村趣味运动会，背谷子接力赛、刮洋
芋、锯木头等活动，引得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受访者供图）

▲2023年9月23日，重庆市和美乡村乒乓球邀请赛（村TT）总决赛在沙
坪坝青木关镇火热进行，8支区县队伍展开比拼。

通讯员 郭晋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2013年一个夏日，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一
家企业的安装工人辛克伟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迫不及待赶往镇里的乒乓球馆。他麻利地脱
下工装，换上运动装，穿上专业的乒乓球鞋，在
乒乓球台前和球友切磋起来。

辛克伟此前在原荣昌永荣矿务局工作，因
为酷爱打乒乓球，球技也好，他的另一重身份
是永荣矿务局乒乓球联赛“连冠王”。

让辛克伟没想到的是，当日击出的一球，
在十年以后会成为重庆乡村乒乓球品牌赛事
的“关键一球”。

2023年9月，经过辛克伟等众多球友持续
多年的努力，青木关镇成为重庆市首届和美乡
村乒乓球邀请赛（村TT）举办地。两个月之
后，青木关镇被全国农民体协授予全国农民体
育健身活动基地。

竞技体育落地生根
一场“坝坝球”比赛带出一个“乒乓小镇”

1月14日，青木关镇乒乓球协会球馆内，
一场乒乓球赛正在进行。

这场球赛的选手大都是镇里农民和企业
的工人，球赛的奖品也并不诱人——冠军的奖
品也只是乒乓球、球袜和毛巾。

然而，这场球赛吸引了镇里上百名球迷到
场观赛，场上选手每得一分，观众都报以欢呼。

“为了让大家对乒乓球能有今天这样的热
情，我们花了整整10年时间！期间我们不断
举办各种比赛，有专业选手参加的正规赛事，
也有初学者都能参与的乡土赛事。”现场参赛
的球员之一、青木关镇乒乓球协会副会长辛克
伟介绍。

2012年，来青木关镇打工的辛克伟和镇
上常打球的11位球友建起乒乓球爱好者QQ
交流群。为了让更多人参与乒乓球运动，辛克
伟便和球友商议着在镇中心广场上举办一场
交流赛。

“大家收入都不高，最后众筹了一笔钱买

了乒乓球和毛巾作为比赛奖品，定了个日子比
赛就开打。”辛克伟回忆，首场比赛既没有拉横
幅也没有邀请观众，十多个人在两张球台前展
开“厮杀”。

令辛克伟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场“坝
坝球”比赛，让交流群的成员一下增长到70多
人。成员一多，辛克伟干脆以小交流群为基
础，注册了青木关镇乒乓球协会。

协会成立后，辛克伟和会员四处“化缘”，
争取到当地4家企业每年5000元的商业赞
助，随后承租了一处闲置门面作为协会的首
个球馆。

作为回报，协会每个季度都会举行以四家
企业冠名的乒乓球赛事，奖品和奖金也由企业
提供。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奖品，青木关镇
的乒乓球赛事很快聚集了当地甚至邻近村镇
的乒乓球爱好者。

但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对此感到不满：
每次比赛都是高水平球员“过把瘾”，中等水平
和初学者球员只能坐“冷板凳”。

这一下提醒了辛克伟：创办协会的初衷是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乒乓球运动中来，而不只
是为了选拔“高手”。

经过大家商议，青木关镇乒乓球协会制定
了一种被称为“南北赛”独特赛制。按照这种
赛制，所有的参赛队员按照水平高低被分成
ABC三类，然后抽签组队，这样就可以由强的
队员“带”着弱的队员打，大家都有参与感。同
时，每位球员不论水平高低，每盘球都只有11
分，增加了比赛的偶然性，让赛事更加精彩。

新赛制效果立竿见影，以前，协会举办赛
事，只有一二十人报名，现在常常都有50多人
参与。一到比赛日，协会成员常“鏖战”大半
天，吸引当地男女老少前来观赛。

由于青木关镇乒乓球运动群众参与人数
多、热情高，2013年，首届重庆市西部部分街
镇乒乓球邀请赛在这里举办，并逐步定为两年
举办一届。青木关镇乒乓球赛事也从乡镇级
赛事升级为区县品牌赛事，名气越来越大。

2023年9月，重庆市首届和美乡村乒乓球
邀请赛（村TT）在青木关镇举办，这场赛事线
上浏览量超过10万次，火爆“出圈”。

“去年我市举办市级以上群众体育赛事活
动100余场次，区县级以上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2300场次。”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董海山
说，竞技体育在乡村受到广泛欢迎，多项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马拉松、户外越野赛等赛事在
多个区县乡村举办。

传统体育提档升级
一支女子龙舟队的“征战”之旅

合川地处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合之
处，沿江的乡镇都有举办龙舟比赛的传统。

云门街道邻近嘉陵江，当地每逢端午节
都会举行龙舟赛，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到场
观赛，云门街道为此专门在嘉陵江边修建了
看台。

郑江玲的父亲郑继友是云门水厂工人，从
记事起，她就看到父亲每逢端午节前夕和工厂
工人组队在嘉陵江上训练，父亲的龙舟队常在
当地比赛中夺冠，这在郑江玲心中种下了一颗
划龙舟的种子。

“在2011年前，除全国农民运动会、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外，其余赛事少有专
业女子队伍参与。”合川龙舟队主教练尹大伦
说，2010年，重庆尝试组建一支女子龙舟队伍
参加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
川女子龙舟队由此诞生。2011年，郑江玲成
了合川女子龙舟队一员。

“最开始学划龙舟时，大多数队员连握
桨都不会。”郑江玲回忆，女子龙舟队组建初
期，教练尹大伦只能从握桨、练体能开始慢
慢教。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队员根本抽不出足够
的时间训练：女子龙舟队初期的队员中，既有
郑江玲一样的宝妈，也有在村里务农的农民，
不少队员在农忙时节，要赶在天黑前回家，尽
可能多地做些插秧、喂鱼等农活。

这样一支队伍，最初其实不被看好，连
总教练尹大伦都担心这支队伍坚持不到赛
季结束。

得知尹大伦的担心，郑江玲为了坚持训

练，让母亲帮她带着孩子，自己留在基地训练，
一周只跟孩子见一次面，以“稳定军心”。

“务工务农虽然不吃训练这份苦，但却难
得为家乡挣得荣誉。”郑江玲的一番话，说到了
队员们心坎里。渐渐地，在郑江玲的带动下，
其余队员也请人代管家中农活，全力备战赛
事。

有的队员没有划桨经验，手被磨得起了水
泡，但戴上手套仍然坚持训练；因为久坐，有的
队员长了疮，仍不肯下场；有的队员为了尽快
熟悉动作技巧，每天自行加练……

终于，在2011年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合川女子龙舟队崭露头角，
一举夺得第三名。

“如果当初选择外出务工，就没有机会代
表家乡站在奖台上，赢得这份属于团队、也属
于自己的光荣。”郑江玲说。

比赛结束后，队员们纷纷选择放弃外出务
工的计划，继续留在队伍里，成为专职龙舟队
员，继续为家乡荣誉而战。

接下来的几年中，郑江玲出任队长，带
着队员四处征战，先后力克广东等地的龙舟
强队，在全国比赛中共获得5金 5银 4铜的
成绩。

尹大伦说，近年来国内龙舟赛事发展迅
猛，合川龙舟队已经成为职业化队伍，合川区
各镇街也组织了自己的龙舟队伍，多支队伍在
区县和市级比赛中取得名次。

“去年以来，我市举办了市级龙舟公开赛、
市级传统武术精英赛、中华龙狮大赛等各类传
统体育赛事。”董海山说，通过规范训练、组织
专业队伍、举办专业赛事，扎根乡土、世代传承
的传统体育运动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农趣农活都成赛事
一场趣味运动会带动了农特产品的销售

背谷子接力赛、刮洋芋、锯木头……城
口县修齐镇枇杷村因一场乡土运动会成功

“出圈”，不仅引来了人流，也带火了农特产
品销售。

如今，枇杷村已依托春花、夏李、秋稻、冬
桃产业，打造了四季农民趣味赛事，村子也因
此入选国家级农民体育健身基地。

枇杷村党支部书记颜从洪介绍，前些年枇
杷村修建了休闲广场、篮球场，但使用率却很
低，因为会打篮球、爱跳“坝坝舞”的村民屈指
可数。

一次，颜从洪在枇杷村工作微信群推送了
一个稻田运动会视频，视频中参赛选手在泥田
里面翻滚，引得周边观众哈哈大笑，这给了枇
杷村本土人才刘娇莫大的启发。

“枇杷村拥有保存完好的梯田景观，可以
借此打造趣味运动会，聚集人气，带动乡村旅
游发展。”刘娇提出了她的建议。这个建议得
到村干部的认可，他们随即召开村民大会，和
村民商议举办首届枇杷村趣味运动会。

有村民说：“平时活路都做不完，哪个来参
加你们搞的这些‘空活路’哦！”

“老辈子，我们是‘运动搭台，经济唱戏’，
在现场有农产品集市，大家的谷子种得好，肯
定能卖出去，家里熏的腊肉香肠，游客喜欢得
很。”村干部从村民最关心的产业发展入手，给
村民算经济账。

不少村民松了口，同意办运动会“试一
试”。

赛事当天，近300位村民和游客一起参
加背谷子接力赛、刮洋芋、锯木头等项目的比
赛，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全网浏览量突破
10万。

除此之外，村里还举办了稻田音乐会，开
设了土特产集市等。与“稻”相连，成了枇杷
村乡村赛事的“流量密码”，“稻梦空间”等景
点也随之“出圈”，持续为当地引来游客体验
农趣赛事。

“又好耍，又能赚到钱，要得！”赛后，村
民态度转变了不少，追着问“下次比赛啥时
候办”。

“2023年以来，我市区县乡镇开展各种
农民特色赛事活动30余场次，其中，农民趣
味运动会、农民水果采收运动会成为常态化
开展的乡村体育赛事。”市农民体协秘书长
许静说。

看“村字头”赛事如何助力重庆乡村振兴

▲2023 年 6
月20日，重庆市
第三届龙舟公开
赛总决赛（合川
站）暨合川区龙
舟比赛举行，川
渝 22 支代表队
同场竞技。

通讯员 李
文静/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