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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农村地区常见的集体活动形式，体育赛事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台盘乡乡

村篮球“村BA”为典型案例，深入农村传统体育赛事的发展价值进行探析。从农村体育赛事在乡村治理

层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民族文化层面、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层面等多个层面对农村体育赛事的时代价值进

行审视分析，最后提出推动农村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希望能为相关工作人员带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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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rural basket-
ball “Village BA” in Taipan Township, Qiandong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value of traditional rural sports event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era val-
ue of rural sports event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rural govern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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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Finally, it proposes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event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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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体育赛事是农民参加体育活动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村民们在农忙之后的放松、村落以及村

落之间的团结互助，也承载了各个村落之间传统文化的发展。经过了时间的沉淀，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台

盘乡“村 BA”篮球赛事红遍网络，为本次探讨农村体育赛事时代价值审视以及优化路径提供了有力的帮

助。基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台盘乡“村 BA”出圈事件，探讨发展体育赛事的时代价值审视以及合理路径。 

2. “村 BA”的源起 

每逢贵州省台盘乡的 6 月 6“尝新节”，当地居民都会举办斗牛、笙鼓舞、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预

祝稻谷丰收，已有几百年历史。随着时代发展，年轻的男女对新事物的向往与追求，篮球比赛已成为当

地必不可少的活动。每到“尝新节”这天，台盘乡的篮球场便会人山人海，场内赛况激烈、场外球迷热

情高昂。每一场篮球比赛都人山人海、这种气势只有 NBA 比赛现场才会出现，所以有了“村 BA”之称。 
“村 BA”初期，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转发点赞，将赛事活动拉入国际关注视野；赛事组织邀请了大

量的名人前去观赛，如主持人撒贝宁，国家教练杜锋，NBA 球星巴特勒以及大量职业篮球运动员等，进

一步助推了赛事的推广和传播；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助力乡村体育品牌推广和宣传，实现了乡

村体育活动广泛传播，扩大了乡村体育的影响力。 

3. 农村体育赛事的时代价值 

3.1. 从乡村治理层面看农村体育赛事的时代价值 

推动农村经济，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对于已脱贫的台盘

乡，巩固脱贫攻坚的扶贫方案不仅仅只局限于学习种植技术，大规模农产品生产，而是借助“村 BA”顺

势而为，以赛扶产，以赛助旅，以赛聚贤。 
一、以赛扶产，打造品牌。“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怎么去打造‘村 BA’，

最终还是围绕产业发展为重心，以‘村 BA’为契机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台盘乡党委书记雷

黔敏介绍[2]。“村 BA”的出圈给当地的中药材、食用菌、苗族银饰刺绣手工等特色产品带来了新机遇，

同时还打造了“稻 + 渔”、“茶 + 果”等复合产业，通过政府的扶持作用让更多的企业和农户进行合

作。根据相关数据的显示，从 2022 年开始，台江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9.7%、规模以上的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56.3%、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 8.6%，增速跃至全省第 1 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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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赛助旅，文旅融合。“村 BA”不仅探索了一种大众体育运动发展模式，也探索了一种做旺文

旅消费，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打开方式[4]。根据现场调查，当地政府因地

制宜、因势利导，打造了农村独有的田园风光。当地坚持深耕“村 BA”的文化旅游 IP，把文体旅融合

发展作为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围绕“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充分利用体育活动、

节庆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旅游体育资源，建设提升文化体验体育旅游产品，推出更多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旅游精品，助力乡村振兴”[5]。 
三、以赛聚贤，贤来福到。随着“村 BA”出圈，台盘村的返乡人员逐渐增多，根据调查目前台盘村

共有外出能人 100 以上返乡创业，同时也吸引了更多有潜力的年轻球员，经验丰富的教练、赛事组织、

策划和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动机”。 

3.2. 从民族文化传承层面看农村体育赛事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尤其是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深刻阐述和广泛运用[6]。文化能够唤醒依赖特定的

文化符号而存在集体记忆，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在传播和交往中阐释民族文化的社会性建

构[7]。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对特定共同文化符号存在普遍的情感依赖，超越个体的自我局限，塑

造着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村 BA”作为一项具有乡土气息的比赛，在赛事的策划和设计中，充分考

虑现代化元素和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演绎出了“接地气”的农村篮球比赛。在比赛现场，不仅有激

烈的篮球比赛，还有苗族舞者带来的热情奔放的苗族舞蹈、木偶艺术、芦笙等非遗表演，将当地的特

产作为奖品。“村 BA”的每一环节都体现出现代元素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碰撞融合，不仅为更多人

展示了乡村篮球运动背后丰富的地域文化，还起到了传承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的作用，为农民打造了

宣扬乡土文化的平台。 

3.3. 从群众体育层面看农村体育赛事的时代价值 

目前，农民群众普遍呈现缺乏体育锻炼的兴趣、体育认知低、体育意识差、体育常识欠缺等现象。

“村 BA”是贵州乡土文化的淳朴融合了业余体育的纯粹而成的现象级的群众体育文化[8]。这两方面的

融合对群众体育的关注度、认知以及群体的扩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3.3.1. 提高乡村群众对体育的关注度 
体育赛事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农村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吸引了更多的群众通过参赛、办赛、

观赛等方式全面参与乡村体育活动中，成功的能将乡村的氛围活跃起来，使得体育更直接的融入群众内

心。 

3.3.2. 强化了乡村群众对体育锻炼的认知 
现如今大部分的人都还会觉得体育锻炼和劳动的没有区别，特别是农村地区。随着乡村群众对体育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当地百姓直观认识到体育锻炼和劳动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提升乡村群众体育的锻炼

意识。通过举办群众体育赛事，群众参与运动健身意识不断增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也稳步

提升。 

3.3.3. 扩大乡村体育锻炼群体 
如“村 BA”举办过程中，球场上不仅仅只有男子篮球赛，还有当地各个村寨的女性居民参与到其

中。针对于当地的女子篮球比赛的比赛，裁判只有一条规则：不准打架不准抱篮球回家，主打一个玩

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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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社区体育赛事活动开展的优化路径 

4.1. 坚持发展传统体育文化，将现代化元素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作为一项集体性活动，农村体育赛事常常依托于各种节庆所举办，寄托着村民们的精神信仰。各个

地区的节庆所带来的文化各不相同，但是依托于这些民族文化而建立的集体性活动对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促进村落社区整合有着积极的意义。“村 BA”的火爆恰好印证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价

值偏见，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并不冲突。坚持发展传统体育文化，拥有现代化元素与传统文化深度

融合的农村体育赛事最容易产生集体记忆，从而加深村落文化认同，并成为村落文化的某种象征，进一

步凝聚村落社区的精神。每一个村落的文化都来自于村民们拥有发自内心的认同，是一种比任何外在制

度更加能够决定村民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强大力量。当村民们拥有自信的村落文化并认可这种文化

时，他们会维护这种优秀的文化、渴望村落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4.2. 重视青少年篮球人才培养，强化乡村体育赛事发动机 

对于很多乡村篮球人才，他们的天赋很难被发掘，训练和比赛环境很难得到保证，他们没有更多的

机会去展示自己的天赋和梦想。乡村的小学、中学等都是青少年篮球人才的摇篮，当地政府以及乡村学

校有必要重视体育科目的发展。政府应帮助和监督乡村学校体育场地及器材的建设、分配专业的体育老

师进行体育授课、增加当地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数量等。 

4.3. 完善体育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 

农村体育赛事顺利进行以及持续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运动场所的配备情况、资金充足稳定、比赛的

专业规划等等。其中完善好农村地区的体育基础设施成为了最关键的一步。在此环节，不仅需要政府的

扶持作用，发挥供给功能，承担公共体育设施与产品的供给责任和人力、物力资源辅助，同时也需要鼓

励与企业、大型品牌合作，提供一定程度的市场曝光，获得在产品推广、技术指导，资金支持等方面的

帮助从而实现共同商业价值的增长。 

4.4. 打造独有品牌，发展体育赛事周边文化 

要打造特色乡村体育品牌，加强乡村体育品牌保护，实现乡村体育品牌可持续发展，就要重视体育

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开发利用，如赛事口号、理念、符号、吉祥物、体育旅游产业、邮票、纪念品等

都属于体育有无形资产，它们品牌赛事的产物，更是提高体育赛事认可度与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名片，也

是发挥体育赛事文化价值的主要载体。 

4.5. 做好市场推广，扩大农村体育赛事的影响力 

受限于资金、技术水平和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影响了农村体育赛事的

持续性、知名度等。农村体育赛事在招募选手、吸引观众和媒体关注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招募选手需

要足够的吸引力和激励机制来吸引更多优秀运动员参加。吸引观众通常面临着参与热情不够、观赏性不

高、举办规模不大和比赛质量较低等问题。媒体关注度需要提供重要新闻价值，如果热点有限，便只能

昙花一现。做好市场推广，要善于结合当地民族文化，合理设置各类话题引发热度，加强赛前话题的设

置和推广。 

5. 结束语 

对“村 BA”赛事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举办农村体育赛事的成功要素：一是坚持发展传统体育文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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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元素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二是坚守初心，以农民为核心，为农民群众服务；三是管理组织好每

一场比赛，做到公平专业。四是利用好当地民风民俗，打造好当地独有品牌，有效利用网络平台，不断

提升品牌的知名度。“村 BA”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中国农村治理改革提供了宝贵启示，做到了巩固脱贫攻

坚衔接乡村振兴发展，还带动了农村经济以及群众体育的发展。经过分析“村 BA”的现有经验，运用地

域特色、民间智慧与国际趋势，可将此模式扩展至其他农村体育活动，全面推进中国农村体育事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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