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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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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底，春意盎然，走进石泉县城关镇，目
之所及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田垄间，各色
蔬菜正迎着暖阳奋力生长；残红渐褪的树梢上，
已有青涩的果实鼓胀起圆润的身躯； 油菜花田
里，满地落英化作春泥滋养着大地上的植株；连
片大棚内， 羊肚菌撑着棕褐色的小伞迎来了收
获季……春潮涌动的石泉县城关镇， 农业产业
正于田野间鸣奏起韵律和谐的振兴歌谣。

几场透墒雨后，城关镇黄荆坝社区黄花菜种植
基地里的苗子直蹿高了一大截。 一大早，社区党支
部书记李松就忙不迭地穿上靴子，踩着酥软的泥土
察看黄花菜的长势，看着绿得发亮的叶片在风中摇
曳， 李松忍不住咧开嘴， 笑意从嘴角蔓延到眉梢。
“这下不愁了，黄花菜就是不能缺水少肥，这新品种
的黄花菜口感好、不愁销，只要接下来的管护没问
题，今年肯定能有个好收成。 ”听到这话，正在地里
锄草的村民刘世荣连忙应声道，“李支书，你就放心
吧，这是村上的产业，赚钱了大家都高兴，肯定好好
管理。 ”

看着村民们干劲满满的样子，李松点点头，

转身对记者介绍起黄花菜基地的发展情况。 “我
2019 年担任村上的支部书记后， 就一直想着怎
样把村上的闲置土地盘活， 壮大村集体经济。
2021 年， 了解到县上的正兴公司需要收购大量
的黄花菜做农产品深加工，我便去对接考察，然
后当年 8 月份和他们签订了购销合同 ， 到了
2022 年 10 月份，由正兴公司牵头，从湖南调运
购买了优良的黄花菜‘四月白’品种开始栽种。
目前有 200 亩的面积， 前段时间又流转了 150
亩地准备扩大规模， 今年会成熟一部分，3 年后
进入丰产期， 按照合同约定， 保底每斤收购价
2.5 元，亩产 2000 斤以上，按照一亩地 5000 元
的收益，利润能够达到 40%以上，到时候这 350
亩的黄花菜每年就能给合作社带来超过 70 万
元的利润。 ”掰着手指头算起经济账的李松，正
怀着无限憧憬等待着黄花菜丰产丰收的那一
天。

无独有偶，和黄荆坝社区一样，该镇的丝银
坝村同样也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摸索出
了门道， 走出了一条以特色产业带动村民致富

兴业的好路子。
清明前后， 丝银坝村蔬菜种植基地的羊肚

菌渐次成熟。 每日天刚麻麻亮，村民唐大姐就带
上工具前往大棚开始采摘羊肚菌了。 “羊肚菌娇
嫩， 采摘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不能把菌子弄破
了。 ”唐大姐介绍说，像她一样在这里摘菌的工
人还有十几个，每人一天能摘 20 余桶，一天可
赚 120 元左右。

除了 150 亩左右的羊肚菌， 丝银坝村还因
地制宜，结合靠近水岸、城区优势，发展鱼菜共
生项目，养鱼 2 万尾，种植水培蔬菜 1.5 亩，种植
预制菜茄子 50 亩、西瓜 20 亩、草莓 50 亩、葡萄
20 亩，发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100 亩，其中
大豆扩种 103 亩、有机水稻 150 亩、优质莲藕 20
亩， 使蔬果产业呈现多点开花、 不断壮大的趋
势， 逐步建设成石泉县城蔬菜和特色瓜果保供
基地。 把村集体产业变为村集体银行，用产业生
金， 不断丰富村民的钱袋子， 让他们过上好日
子。

沿着蜿蜒的山路， 记者又来到了城关镇的
东风村，村支部书记冯家兵提起村上的产业，自
豪之情便由内而外散发出来。 “我是 2004 年任
职村支部书记的，迄今已经快 20 年了，我经常
对村民说， 我们村上曾经抓住了脱贫攻坚的第
一波机遇，现在更要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目前
村集体经济主要由‘特色养殖、光伏产业、异地
置业、入股大户’四个版块组成，我有信心，依靠
集体经济将东风村打造成石泉县的乡村振兴一
流村。 ”

说话间，冯家兵领着记者来到了养鸡场，此起
彼伏的咯咯声中，6 万羽鸡在标准化的鸡场内长
得毛色油亮、身强体壮。 “我是这个养鸡场的法人，
2018年去重庆考察，2019 年成立投产， 鸡场用的
是从四川引进的全自动养殖系统， 当初考察的是
肉鸡，最后我发现蛋鸡这个项目利润更好。目前这
个厂占地 6700 平方米，总投资近千万元，每天产
蛋量 7000斤，每斤批发收购价 5 元。 主要销往石
泉本地、安康、四川等地，都是他们上门收购。村上
集体经济合作社在这个厂投进去了 300 万元，每
年 6%的收益总共约有 18 万元，稳定不间断。 ”冯
家兵说，为让村民有更多收入，村上还在石泉县城
的鬼谷庄购置了 153平方米的门面房， 每年房租
收入 6万元， 光伏产业的收益用来开发公益性岗
位，保障脱贫户也能稳定增收。

正所谓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其中，村

集 体 经 济 作 为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的重要载体 ，关
乎着农村经济发
展 、 社会和谐稳
定、农民民生福祉。
城关镇的黄荆坝社
区 、丝银坝村 、东风村
作为石泉县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样板村， 无疑为发展
三农事业， 振兴乡村产业提供了
新思路、新做法。 数据显示，2022 年，石
泉县村集体经济更加壮大，全县 68 个薄弱村全
部清零，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的村 76 个，全县村
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3800 万元。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增多的背后， 离不开
石泉县委、县政府的系统谋划，在狠抓乡村产业
的过程中，该县以农业农村局为牵头单位，坚持
县抓统筹、镇搭平台、村抓落实，创新“三个五”
集体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实施镇村联动、村企联
动、村户联动、三资联动、部门联动“五大联动”，
推行“三变”改革、发展产业、村办实体、异地置

业、
项目

带 动
“ 五 大 模

式 ”， 建立提
高政策支持度 、精

绘经营运行图、确立收益分
配点、织密风险防控网、拧紧监管高压阀“五大
机制”，推动优势资源向村集体经济聚集，引导
村集体经济通过自主发展产业、 闯市场实现稳
步增收。

如今，“集体经济舞龙头，火红日子有奔头”
的场景已在石泉县的各个村落随处可见， 乡亲
们有事干、有钱赚。 奔走在振兴路上的他们，正
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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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罗伟 李莹 通讯员 许兵

3 月 27 日，村民挑着当地农特产品“三穗麻鸭”进入赛场。 这是季
军铜仁市代表队的奖品。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3 月 25 日， 总决赛开始前台盘村一家摊位贴出了凳子出租的广
告。 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33 月月 2266 日日，，““村村 BBAA””总总决决赛赛季季军军争争夺夺战战正正在在进进行行。。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 李李尕尕 摄摄

源头有活水 经济才红火
田丕

当每个村依托各自村情，谋划产业项目，
这些“涓涓细流”汇入到村集体经济中，源头
就有了活水。

石泉县城关镇只是全市广大农村发展集
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也是诸多成功村落中的
一个“点”。可以看到，这些“点”通过大户带领
布局项目，实现了农村和农户产业增收。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有了政策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亮点频闪。
数据显示，2022 年，石泉县全县 68 个薄

弱村全部清零， 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的村 76
个，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3800 万元。

上游“流水”不停，下游“江河”满溢。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增强农村自我保障

和服务群众能力， 解决农村集体问题的根本
举措，也是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实现乡
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同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增强了广大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动性、积
极性，激发了群众自力更生、奋发有为的内生
动力，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正因为有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才有了乡村振兴的底气。

源头有活水，经济才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