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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BA”“村超”“龙舟赛”，近段时间，一些区域性、接地气的“村赛事”火爆出圈，这

些集日常生活、运动健身、民族文化、乡村旅游于一体的赛事，有着强烈的文化符号和精

神价值，带动了当地文旅发展，成为新时代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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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打开社交媒体，不难发现，
“村”字打头的文体赛事已成一种“现象级”
的社会景观。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
旅游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作为乡村旅游的
重要载体，民间体育赛事正在成为促进乡
村文体旅融合、夯实乡村体育旅游基础、提
升乡村旅游形象的重要手段。

“村”字开头的比赛，始于乡村，兴于乡
村，也带火乡村。但火爆出圈并非一时运
气，而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是在一次次失败
后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探索的结晶。

以“村超”举办地贵州榕江县为例，从
2021 年以来，当地先后策划了 5 次城市 IP
塑造活动，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效果有
限。最终，受众广的大众体育运动足球结合
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一思路被采纳，爆款“村
超”应运而生。探究榕江此次的成功原因，

“本地血液”“接地气”居功甚伟。场上既有
激烈的竞技对抗，也有浓郁的乡村生活气
息。一头是足球的盛宴，一群草根球员频频
踢出世界级进球，彰显出纯粹体育的非凡
魅力；一头是文化的华筵，芦笙舞、侗族大
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联着榕江的历史文
化和民俗风情。

无论“村 BA”还是“村超”，这些“土”
味浓厚、民族色彩鲜明、社会影响力大、可
持续性强的乡村体育综合赛事活动走出
了一条保持纯粹、“土”味的乡村振兴创新
之路。我们相信，沿着“村 BA”“村超”蹚出
的这条“土”味之路，各地在提高比赛的品
质和水平，促进比赛与当地人文历史、资
源禀赋以及民风民俗的有机结合上多下
功夫，就一定能打造出更多有特色、有内
涵、有灵魂的乡村赛事，实现更高质量乡
村振兴。

近段时间，贵州省两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城——台江县和榕江县搭乘持续升温的

“村BA”“村超”快车，不仅火遍全国，还热
出国门。当地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村赛
事”对于各地游客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大
量外地游客涌入，刺激了当地旅游收入不
断增长。

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会同文化和旅
游部等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依托
乡村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优势，以“美丽
乡村”为主题，打造“体育赛事+乡村旅
游+传统文化+全民健身”多元融合发展的
品牌体育赛事活动，这意味着体育赛事+
乡村旅游迎来了全新发展机遇。

在我国乡村振兴与文体旅融合的背景
下，“村赛事”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乡村旅游
的单一模式，激励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持
续引入多元化、创造性的文化、体育及旅游
产业要素，满足游客对于体验和娱乐多样
化需求。

以“村超”为例，榕江县借助民俗文
化、传统节庆与体育赛事融合，以“村超”
为核心，积极推动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构
建了“吃、住、行、游、乐、购”六位一体的全
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今年的端午节，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
过于各地频繁“出圈”的龙舟赛。先有江西
南昌九龙湖、湖口鄱阳湖、九江八里湖等
地的龙舟赛，接连不断、热闹非凡；后有辽
宁、广东各地的龙舟竞渡视频屡屡冲上热
搜，各地有组织、有计划开展龙舟赛，有的
还通过社交媒体直播、短视频分发等新形
式，让本是一地一域的龙舟赛被更多人看
到、了解到、喜欢上，将网络“流量”变成游
客“留量”。

近年来，我国乡村体育赛事活动蓬勃开
展，不少区县、乡镇依托体育赛事活动的影
响力，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展示当地旅游
资源，展示展销特色农产品，成为推动当地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拓展阅读

浙江
一根跳绳跃动湖州市余村

近日，“民生银行杯”第三届长三角体育
节花样跳绳挑战赛暨余村跳绳嘉年华在浙江
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举行。作为本届
长三角体育节的第二场赛事，活动以“全民健
身迎亚运、信心满怀奔共富”为主题，吸引了
长三角地区400多名选手参与。他们跃动在余
村的绿水青山间，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跳绳
竞技盛宴。

30秒单摇展示速度与力量、技巧有机地
结合；一分钟一带一跳和3分钟10人8字绕长
绳是速度、团队配合的体现；集体自编花样更
是技巧融合街舞的创新、团队配合的又一次
升华。参赛选手们将他们最有魅力的一面展
现给了所有人。赛事之外，选手们还可以通过
完成嘉年华打卡点任务，领略余村美丽的山
水、乡村市集，体验现代化的网红图书馆。

近年来，湖州市安吉县大力推进体旅融合
发展，充分利用优质的山水资源和乡村风貌，
全面开发户外运动业态，形成了“冬滑雪、夏玩
水、周末度假”户外新潮运动产品体系，吸引了
上海、杭州、苏州等地众多游客慕名前来。

体育搭台，文旅经济唱戏。2022年，安吉
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4.56平方米，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口比例占46%以上，接待国内外
游客272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93.3亿元。户
外运动越来越成为县域乡村推进共同富裕、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立足点。

（《中国体育报》李金霞）

辽宁
一场龙舟赛带动消费七十万元

大连市第二届端午龙舟挑战赛6月22日
举行，这场规模并不算大的赛事，带动周边餐
饮、零售消费收入70余万元。

这次比赛在大连西山湖水上休闲运动中
心举办，吸引了25支龙舟队、625人参赛。比
赛当天，西山湖公园就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
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收入70余万元。

西郊金龙寺体育公园项目是大连市探索
“公园+体育”产业的第一步。未来，大连市将
通过引入高品质文旅产业、举办国际体育赛
事等方式，将西郊金龙寺体育公园打造成大
连市生态产业的标志性品牌和东北地区的优
质体育运动区。 （新华社 蔡拥军 张博群）

广西
马山县发力攀岩事业

红水河畔，石山连绵。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区驱车约100公里，便来到全国首个攀
岩特色体育小镇的所在地——马山县。

2017年 5月，中国—东盟攀岩精英挑战
赛在马山县古零镇羊山村三甲屯开赛，比赛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38名专业选手和攀
岩爱好者参加。2017年8月，在国家体育总局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和当地政
府的推动下，全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落
户马山县，给“因山而困”的人们带来发展的
新机遇。

自2022年8月以来，马山县先后举办了广
西青少年攀岩锦标赛、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
赛（广西马山站）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五届
运动会攀岩比赛等活动。6年多来，马山县依托
得天独厚的岩壁资源，举办多场赛事；推进攀
岩运动进校园，培育后备人才；运营攀岩小镇，
发展体育旅游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人民日报》李纵 郑壹）

5月24日，福建省首个大型地域性公共
艺术季在晋江市金井镇洋下村一启幕，就轰
动乡野。“艺术季自带青年流量，希望通过此
次艺术季，链接更多的青年艺术家。”洋下村
驻村第一书记许国梁说，通过在地创研和多
元化的公共活动，将为洋下带来新的文化可
能性，触发新的生长点，并不断激活乡村，为
洋下村的发展带来更多动能，也为乡村振兴
和文旅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如今，全国各地乡村特色文化体育赛事
开展得红红火火，《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体
育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更具活力，农体文体智
体深度融合、多元融合格局基本形成”蓝图
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
赛举行，火热的现场氛围和“接地气”的办赛
风格让“村BA”火爆全网；在内蒙古鄂托克
前旗昂素镇的草原上，流行起了“排球热”，
常住人口不足1万人的昂素镇，由农牧民自

发组织的排球队多达49支，平均每年举办
各种规模的排球比赛400余场；端午期间，
珠三角热闹喧天的龙舟竞渡，更是让人看到
了体育运动赋予乡村建设的活力与魅力。

以洋下村为代表，晋江市结合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提出以深沪和金井为重点，加强
滨海旅游资源、滨海古村落保护，积极发展
生态观光运动、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旅游
产品，串联晋南各乡镇古村落、特色村、渔
村、文化村等，建设晋南滨海度假村落，打造
晋南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基地。当前，晋江市
正委托专业规划团队编制高水准滨海旅游
专项规划，进一步优化滨海旅游专项行动方
案，促进滨海旅游资源串珠成链、旅游产品
提档升级、旅游业态丰富多元，打造推动晋
江文体旅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经济
增长点。

为抓住“村超”出圈机遇，榕江全县培
育了1.2万余个新媒体账号和2200余个本
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抢抓数字经济发展

机遇，推介榕江资源、带货榕江产品。这些
新媒体直播达人、营销团队、群众等自发拍
摄赛事短视频，用新媒体平台宣传“村超”，
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除了线上，当地
政府在赛场周边合理规划夜间经济聚集
街，鼓励广大经营主体通过流动摊位、后备
厢集市等形式入驻，提供餐饮美食、农特产
品、赛事周边销售等服务，打造“月亮山+”
品牌，带动县城及周边餐饮、住宿、旅游等
行业发展，拓宽当地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
村振兴。

特色赛事不仅是爱好者的交流舞台，
更成为了各地引流的重要平台，当前，各地
乡村打造文体旅综合体，放大文体旅融合
发展的辐射效应，吸引和留住人才，通过体
育赛事让山水“动”起来，让文化“活”起来，
串联成类型多样的文旅体产品，形成产品
库、线路图和故事汇，成为乡村振兴和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的带动点、赢得发展优势的
突破点。

“村超”扩大了榕江的知名度，火热的
赛事形成了独特的吸引力，不少游客慕名
前来。同时，通过“村赛事”的举办，不仅丰
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刺激了消费
增长、激发市场活力，为群众增收开辟了新
渠道。

榕江县政府在赛场周边科学合理规划
了680余个免费摊位，为观赛群众提供餐饮
美食、农特产品、赛事周边销售等服务，带动
近千个灵活就业岗位。榕江牛瘪、羊瘪、卷粉
等特色美食，榕江西瓜、罗汉果、小香羊、白

茶等农特产品，以及蜡染、刺绣等非遗产品
不断走进观众席，拓宽了当地群众的致富门
路。截至6月20日，全县实现农特产品线上
线下销售收入近1.5亿元，多种产品供不应
求。截至6月25日，榕江共吸引游客79.6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5亿元。游客
量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全县住宿、餐饮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住宿业同比增长352%，餐饮
业同比增长386%。

6月9日至11日，住建部帮扶办、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发起，在湖北省红安
县举行了乡村三人篮球挑战赛，网上总观看
量超2600万次。挑战赛期间，红安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全媒体多渠道推介红安
的红色历史、旅游景点和体育事业发展情
况，开拓乡村消费新空间。

6月22日上午，2023年第二届潘安湖
龙舟赛在江苏徐州贾汪区潘安湖神农码头

开赛，12支来自贾汪各地的龙舟队伍挥桨
逐浪。线下人头攒动、线上60万人次观看，
共享中华传统竞技运动的速度与激情。龙
舟赛搭台，农文旅体唱戏，参赛的每个乡镇
街道，不但用力赛出精气神，也不失时机推
广自己家乡的“土特产”。活动现场，推出了

“贾汪真旺”自卖头品牌展销、非遗市集、百
味粽宴、香囊祈福等主题活动，以民俗活动
带动农文体旅融合。据了解，今年以来，贾
汪区大力开展“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行动，先后
举办品牌节庆赛事活动15场，1-5月份共
接待游客46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亿元。

“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我国各地开展
的具有鲜明本地特色的文化体育休闲活动，
有力地拓展“消费圈”，带动相关产业蓬勃发
展，给乡村带来了经济活力。

特色赛事“出圈”
带动乡村旅游

“村赛事”带动“村经济”B

“土”味比赛为乡村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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