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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福建日报记者 刘必然 本报记
者 蔡斯洵 张茂霖 林小杰 秦越） 6日晚，福
建省2023年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开幕式
在晋江举行。

据悉，在为期七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省九市
一区的20支代表队，将在晋江的英林镇东埔村、
东石镇潘径村、东石镇萧下村和永和镇西坑村等
四个场地展开角逐。

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比赛时
间是7月6日至10日，20支球队分成A、B、C、D
四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赛，各小组排名前两名的
球队晋级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于7月
11日至12日进行交叉淘汰赛和排位赛，并于12
日在英林镇东埔村决出最后的冠军归属。作为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选拔赛，此次赛事的冠
亚军队伍将代表福建参加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
赛大区赛。比赛期间还将举行农产品展销、乡
村旅游推介等相关配套活动。

座无虚席、全场呐喊，上至耄耋老人、下至
年幼孩童，全都聚精会神观看赛事。这个炎热
夏夜，福建“村BA”的热度在晋江持续点燃。

“村BA”不仅是一场篮球比赛，更是乡土文
化的独特诠释。在开幕式上，上演了非遗文化
盛宴——刣狮，瞬间激活了现场观众的肾上腺
素；喜闻乐见的高甲戏，生动、精湛的表演，使得
现场掌声不断，观众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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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福建省2023年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村BA）在晋江打响，来自全省的20支基层
篮球队将在晋江英林镇东埔村、永和镇西坑
村、东石镇潘径村、东石镇萧下村四个场地
上演乡村篮球盛宴。

火爆出圈的“村BA”为何选择晋江？大
赛开（闭）幕式和总决赛为何选择东埔村？
让我们一起走进“草根篮球圣地”——东埔
村去找一找答案。

生产队篮球赛比比皆是

据记载，大约在 1910年前后，那些从大
中城市回乡的学生和归国的华侨将最早的
篮球运动带入晋江。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1949年初的晋江
体育，以篮球和排球为主，但篮球活动比较
分散。

1949年以后，晋江群众体育活动遍及城
乡大地。在农村，几乎村村都有篮球场和篮
球队，有的村甚至达到了“有几个生产队就
有几个篮球场”的程度。如池店镇御辇村，
11个生产队都有篮球场，每年春节期间都有
村级的篮球和拔河赛事，这一传统一直保留
到改革开放初期。

到了20世纪50年代左右，篮球活动的普
及率更高，以生产队（今村民小组）为参赛单
位的大队（今村居）层级的篮球赛比比皆是。

1956年，晋江县农民篮球队参加福建省
首届农民篮球赛，荣获冠军；1957年，金井东
明（塘东下寮）农业社代表队获福建省基层
农业社篮球赛冠军。

东埔村系晋江市英林镇的一个行政
村，地处晋江市沿海西南部，全村有 3000多
人，是晋江远近闻名的“篮球村”。村内有
篮球公园、国际级标准的灯光篮球场、“闽
篮圣地”微景观、篮球场旧址等设施。该村
篮球文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村民利用一个自制的木板、铁圈和两根石
柱组成的简陋篮球架打球，启蒙了一代代
篮球爱好者。

东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晓东
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村里农
民在收完水稻、地瓜、花生后，8个生产队就
组成了8支篮球队伍，互相切磋球技。从20
世纪 90年代开始，东埔村人就希望以篮球
为载体、赛事为桥梁，为晋江的民间篮球搭
建交流平台。

1970年出生的东埔村村民吴辉跃回忆，
村里的篮球氛围一直很不错。每年农历正
月初一至初五，村里的篮球场都很“抢手”。
在他看来，大家对篮球都有一颗真诚热情的
心，都有一种简单纯朴的情。没门票、不设
防、喜闻乐见的篮球赛，因热爱而实现传承，
在传承中得到发展。

东埔村先后荣获 2009年英林镇第二届

“英华杯”篮球基础赛第一名、2014年第九届
“金榜杯”篮球赛第一名、2015年安海镇第四
届“企业杯”篮球邀请赛第一名……2017年，
泉州市委宣传部将东埔村指定为泉州市级
主办村级篮球联赛决赛的定点球场。

众筹球场人气满满

好球要有好硬件。
2012年，东埔人通过村民众筹的方式，

筹集了 160万元（人民币，下同），在晋南快
速通道附近修建了一座占地 15亩、全部铺
设4毫米硅PU塑胶的灯光篮球场。

在每年长达近 8个月的赛季里，东埔篮
球赛事不断，日均观赛人数近千名。最高峰
时，单场1.2万球迷共襄盛举的画面，成为不
少东埔人、英林人、晋江人手机里珍贵的影
像资料。

在“篮球村”长大的吴韦毅是一名篮球
爱好者，一说起东埔篮球，他兴奋地打开手
机，邀请记者观看 2019年第十四届“金榜
杯”大学生篮球精英争霸赛的视频，并随之
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33岁的吴韦毅，从17岁开始打篮球，一
直打到 29岁。在他记忆中，有时一个晚上
赶场打三四场球，除了在本村打，还经常跑
到龙湖和东石打。

“金榜杯”可谓晋江篮球的典型，也是晋
江野球的缩影。所谓的野球，就是有出场
费、有奖金的比赛。

从 2006年正式开启的“金榜杯”篮球赛
费用哪里来？

大部分是靠村民踊跃捐资而来的。第
14届“金榜杯”篮球赛上，捌牌纺织科技捐资
6.5万元、东埔村两委会捐资 5万元、如意四
果汤捐资 500元……满满三页的捐资芳名
录贴在现场，记录了东埔人对篮球的热爱和
支持。东埔本村企业捌牌纺织科技连续 14
年支持该赛事，其初衷正是对篮球的热忱，
以及对家乡文化体育发展的重视。

东埔灯光篮球场投用 11年来，因该村
赛事组织能力优异，英林、东石、永和、金井
和陈埭各镇的许多村庄，以及临近的南安、
石狮等县市都纷纷前来举办篮球赛事，还吸
引了漳州、福州等地的篮球发烧友前来观
赛。同时，东埔的球赛安保能力强，一旦赛
事来临，全村男丁义务当起志愿者，维持好
每场篮球赛事的秩序，并做好交通疏导和维
稳工作，十几年来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或球
迷骚乱事件。

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截
至 2022年底，晋江全市拥有篮球场地 1694
个，其中篮球场 1516个、篮球馆 54个、三人
制篮球场 124个。目前，晋江全市篮球人口
超 100万，每年举办篮球赛超 1000场次，国
家级裁判来晋吹哨超百次。

“篮球+”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晋江乡村篮球赛根植于传统之中，又倡
导移风易俗。如英林镇东埔村“金榜杯”是
为庆祝学子金榜题名而举办的赛事；而新塘
街道后库社区则通过举办“移风易俗杯”篮

球邀请赛，倡导村民健康、文明过节。
东埔村篮球协会会长吴显祖认为，篮球

拼搏向上的精神内涵与优秀学子刻苦拼搏
的劲头是一致的，篮球增进村与村之间的交
流走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同，也激发出
蓬勃向上的精气神和文明新风尚，助力乡风
文明建设。

随着篮球项目的不断发展，晋江村级篮
球赛通过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方式，发展和
壮大篮球市场，也培育出一批篮球运营公
司。如今的篮球赛，逐步向职业赛、专业赛
靠拢，除了竞赛组织外，还带动了裁判、解
说、直播、啦啦队、场地运营、体育经纪等全
产业链发展，网络直播、专业裁判、技术统
计、篮球宝贝啦啦队等，已成为晋江“村BA”
的标配。

乡村篮球赛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食
宿、文旅、保险、服装、地摊经济等产业的发
展。

在东埔村赛场周边经营小卖部和卖四
果汤的吴美容表示，她常年在篮球场边做生
意，平时顾客比较稳定；但每逢有比赛，营业
额就会翻倍，“人气”“财气”双丰收。这正是
东埔夜市经济的一个缩影——篮球赛事“带
火”这里的地摊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
民增收。

目前，晋江已形成村、企业、校园等全面
发展的群众赛事体系，每天赛事最多有近百
场。晋江基层村级篮球赛事已连续举办 15
届，球队的参与数量从首届的 16支发展至
最多时的51支。

爱篮球，爱晋江，更爱比赛带来的激情
和愉悦。在晋江，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场
场比赛，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来去看球，一
起为晋江篮球添彩，一起为福建“村BA”助
威！

火爆！热闹！过瘾！

“村BA”晋江开战 点燃福建人“篮球魂”

本报记者 王昆火 李诗怡

火爆出圈的“村BA”，为何选择晋江？

在永和镇西坑村赛场，场内座无虚席，激烈的比赛让村民们大饱眼福；场外夜市也是热闹非常，大家看球之余还可以在这里一饱口福。
本报记者 王诗伟 摄

本报记者 林小杰 秦越

6日晚，福建省 2023年和美乡村篮球大
赛（村BA）开幕，福建省篮球协会会长刘玉栋
也现身现场观战。赛后，刘玉栋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晋江拥有深厚的篮球基础，虽
然在影响力上不如最近的贵州“村BA”，但从
办赛水平来看，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

晋江的篮球历史悠久。据记载，在1910年
前后，篮球活动就传入了晋江。经过100多年
的发展，家家打篮球、村村有球场、天天看比赛
已然成为晋江的真实写照。“可能由于宣传力度
等一些方面的不足，感觉晋江民间篮球起步比
贵州晚，但实际不然，晋江通过篮球赛事开展乡
村文化是比贵州还要早的。”刘玉栋认为，晋江
篮球要发展，一定要把球迷、观众考虑进去，学
习“村BA”的长处，让球迷融入比赛中。

6日晚，在福建“村BA”开幕式现场，还
上演了刣狮、高甲戏等，现场观众纷纷称
赞。看完开幕式，刘玉栋激动地说道：“刣
狮、高甲戏这些都是传统闽南文化，在闽南
地区家喻户晓，福建省篮球协会希望通过举
办‘村BA’，让更多人参与篮球运动中，把乡
村文化同篮球文化融合起来，从而推动篮球
在基层的发展。”

其实，在刘玉栋来到福建“村BA”举办地
晋江之前，他的足迹早已遍布全国多个“村
BA”现场。在刘玉栋看来，“村BA”如何真正
落地，并不在于参赛球队水平有多高，而在
于比赛现场氛围是否精彩，比赛过程是否热
烈，比赛是否足够有“村味”。

“在福建‘村BA’开幕现场，我们已经感
受到很多闽南特色。当然，可以在节间多开
展一些民俗文化活动，让乡村气息更浓厚一
些，或者让球迷同声唱响闽南人熟悉的歌曲
《爱拼才会赢》，这样现场的氛围或许会更
好。”刘玉栋说。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球员，刘玉栋感
叹，“我们小时候都是在泥沙场地打球，最好
的也不过是在水泥地打。现在室外的篮球
场很多都铺上了塑胶，还设置了观众看台，
打球条件好多了。”

目前，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基
层赛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今年，我们
启动了首届福建‘村BA’，希望多吸取经验，
以后在举办地展示不同的乡村文化，融入更
多乡村元素，将这个赛事办得更好。”刘玉栋
十分看好福建“村BA”的发展前景。

福建省篮球协会会长刘玉栋：
晋江办赛水平
在中国数一数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