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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气——
赛事全程“土”味十足

7月12日晚10时43分，4人鸣锣
开道，20人的腰鼓队锣鼓喧天，夹道
欢迎 8支参赛球队入场。长达 15分
钟的闽南特色欢迎仪式后，期待已久
的福建“村BA”颁奖环节在全场欢呼
中激情点燃。

“太过瘾了！不枉我连着两天从
厦门赶来。我是做传感器贸易工作
的，来晋江纯粹是因为对篮球的热爱。”
坐在记者身旁的张先生兴奋地说，在
他看来，这是全中国最接地气，也是福
建省氛围最好的民间篮球比赛。

和张先生一样，为了不错过比
赛，不少球迷提前 4 个小时进场就
座。距离开赛还有 2个小时，12层的
看台已经座无虚席，上至耄耋老人，
下至年幼孩童都翘首以盼。即便是
球场入口的铁栏杆外，也都挤满了球
迷。透过栏杆，球迷就算只能看到篮
球场的一角，同样甘之如饴。

生于乡间、长于乡间的文化体育
活动，摇身一变成了村民眼中的“顶
流活动”，它的魅力究竟在哪？

先说浓烈的乡土气。“村 BA”最
大的看点之一，就在于其中的“农民
印记”，而这种“土”味最能激发浓浓
的乡愁。从队伍名称到比赛奖励，整
个赛事都十分接地气。冠军奖励一
头猪，亚军奖励一只羊，季军奖励一
担鲍鱼，还有土笋冻、紫菜等林林总
总的奖品，农味十足的比赛奖励让村
民们乐在其中。颁奖仪式上，当挂着
红色绸缎的猪和羊相继亮相，各球队
球员挑起自家的战利品时，总能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

再说纯粹的乡土情。500元（人
民币，下同）、1000元、3000元……无
论是永和西坑赛场，还是英林东埔赛
场，抑或是东石萧下、潘径两大赛场，
都可以看到各村上下踊跃捐资的身
影。英林东埔占地 15亩、全部铺设 4
毫米硅 PU 塑胶的灯光篮球场，是
2012年东埔村民通过众筹方式，筹集
160万元修建而成的。村里的事就是
自己的事。全村参与，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更有乡贤买机票回来帮
忙。7月 2日上午，身在江苏盛泽的
晋峰纺织副总经理吴天龙，听闻家乡
东埔要筹备“村 BA”，当天下午便简
单交接好厂里的工作飞回晋江，投入
志愿者召集工作中。人高马大的他，
还担负起了颁奖仪式上扛“冠军猪”
入场的重任。

最后说简单的乡土心。“兄弟，帮
忙占个座。”“我晚点才能到，能不能
到时候带我进去。”……过去一周，东
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晓东
收到不少“不情之请”。人之常情，却
不得不辞，就连老丈人要进现场，吴
晓东都得一视同仁。

不收门票，早到早占座，这就是
“村 BA”最朴素的规矩。正因为“村

BA”是让老百姓真正看得见、摸得着
的赛事，才让它变得更具生命力。白
天忙于生计、晚上汗洒球场的草根球
员们，激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
从他们身上，村民们感受到了体育运
动最本真的快乐，也看到了普通人身
上不屈的精神，从而激起大家对篮
球、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这，才是

“村BA”打动无数球迷的关键所在。

冒热气——
各色夜市红红火火

“村 BA”来自乡村，也服务着乡
村，诠释了“敢首创”激发出的活力，
夜经济也在热闹的赛事中应运而生。

7月 12日，英林镇陈山村村民李
霞从一路的吆喝声中走向当晚的决
赛现场。离球场越近，摊贩越多。东
埔村篮球场旁的空地，原本规划了30
个摊位，供参加福建省2023年和美乡
村篮球大赛农产品展销节的邀请商
家使用。随着比赛的开打，越来越多
的摊贩推着小推车赶来，加入东埔的
篮球夜市。吴晓东粗略估计，当晚出
来“摆摊”的商贩大约有300家。

当晚是决赛，李霞带着10岁的儿
子来看球。比赛7点30分开始，他们6
点30分就提前到了现场，趁着比赛还没
开始，母子俩索性逛逛球场边的夜市。

“美女，要不要看看古法制作的
酱油？”正说着，身边的商家便向李霞
推销起了自家的酱油。“像这种古法
制作的酱油，在超市里比较少见，很
多地方买不到，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小
时候母亲自制酱油的场景。”李霞告
诉记者。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体育与美
食结合的夜市。这样的形式很好，能
够为我们搭建品牌推广的平台。”小
浯塘古法酱油总经理吴华清告诉记
者，许多全省热爱篮球的球迷齐聚晋
江，他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古法酱
油，进而了解小浯塘。

“甲特啊！我们经常参加各式各
样的美食节活动，但和‘村 BA’结合
还是第一次。这样的形式很好，我们
这种极具本地特色的产品，很适合夏
季食用。”肖民土笋冻经理蔡联对一

边招呼着客人，一边向记者介绍，“平
均每天晚上能有 1600元左右的营业
额，开幕和决赛的人流更是爆满，营
业额至少有2000元。”

“这次‘村BA’比赛期间，村里首
次在篮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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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特产品等销售服务，以
此拓宽群众收入渠道，实现‘村赛事’
带动‘村经济’。”吴晓东说。

极具烟火气的美食节，不仅出现
在英林东埔村。

7月 5日，“村 BA”开赛前一天，
2023年永和镇（西坑）首届娱乐美食
嘉年华拉开序幕，占地面积达 10亩。
7月6日，“村BA”大幕拉开，如织的人
流涌至，永和镇西坑村村委会副主任
林小虎紧急开辟空地，将美食节的活
动场地扩大至18亩。

“利用篮球场地周边的空旷区
域，我们原本组织了60个摊位。随着

‘村 BA’的引爆，摊位激增了一倍不
止，超过130个。我们初步测算了下，
平均一晚有 1.1万的人流，最高达 1.3
万人次。每个摊位每晚平均有 3000
元的营业额。”

这一说法，在永和牛牛牛肉馆负
责人林荣锡处得到了证实。“我们在本
村开牛肉店 5年多，听说村里要办美
食节，便赶紧报名。每天从17时卖到
24时，平均能有4000元的营业额。”

不仅线下夜市红红火火，与“村
BA”有关的线上展销也是热闹非凡。

在福建“村BA”优质农产品展销
直播间里，热气腾腾的马鲛羹、清甜
爽滑的石花膏、香气四溢的拳头母，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主播一
边细细品尝，一边把味蕾捕捉到的信
息通过手机“发射”到另一端。

“看起来很香！”“小时候的味道。”
“有优惠吗？”“还有其他农产品吗？多
推荐几款。”……直播间评论区快速滚
动，让人目不暇接。主播助手一刻不
停地回复着网友的各种问题。

“村 BA”不仅是一场篮球盛宴，
更是乡土文化的独特诠释。“我们第
一次将农产品与篮球赛事结合，并策
划网红直播带货，展销晋江本地的农

产品。”晋江市农业区划中心副主任林
英泼表示，特色农产品在这一盛大活动
中，呈现出“美食可以留住人”的特性。

“我们组织了26家商家参加和美
乡村展销，7天下来，大家都取得不错
的销售额。比如肖民土笋冻，营业额
达到 13500 元，興荣成拳头母 9800
元，美琼肉粕 18600元，小时候蜂蜜
7256元……”晋江伴手礼协会秘书长
王良友透露。

聚人气——
“比以前的庙会还热闹”

赛场人如攒，场旁烟火香，戏台
鼓声响。

循着悠扬的洞箫声，穿过错杂的
人群，映入眼帘的，是正在表演的东埔
南音小组的几位长者。只见演唱者执
拍板居中，她的左上方是一位头发发
白、吹着洞箫的老奶奶，左下方是一位
拉二胡的老爷爷，右上方坐着一位弹
琵琶的老爷爷。洞箫声起，紧接着琵
琶、二弦、三弦也融入进来，箫咬弦，弦
入箫，将观众引入骏马奔腾的境界。

今年90岁的吴远共告诉记者，受
“村 BA”主办方的邀请，他和小组成
员在英林东埔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口
表演了5天。小组组员有的是东埔村
的，也有从石狮、金井等地赶过来的，
大家都想为家门口的赛事捧个场。

“我们村很久没这么热闹了，比
以前的庙会人气还旺。最近好多朋
友都跟我打听比赛，还有人让我帮忙
占座。说实话，作为东埔的村民，还
蛮骄傲的。”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的
村民吴金燕说，这次“村 BA”不仅让
村民们在家门口欣赏到了高水平的
篮球比赛，而且每天都有表演，让大
家多了一个饭后娱乐的好去处。

戏曲在八闽乡村，向来是热闹与
欢乐、团聚与幸福的代名词。每逢节
庆，伴随着各种民俗活动的轮番举
行，“看戏”都是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由此衍生出的“看戏饭”等，更是乡邻
之间走亲访友、沟通情感的好契机。

晋江的乡村篮球赛事根植于传
统之中，又倡导移风易俗、展现新时
代新风貌。如英林镇东埔村“金榜

杯”，是为了庆祝学子金榜题名而举
办的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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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西坑的篮
球赛则替代了过去普渡日喝酒打牌
的旧俗……

东埔村篮球协会会长吴显祖认
为，篮球赛增进村与村的交流走访、
人与人的情感认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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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期待这些根植于民间的运动
保持纯粹和“乡土气息”，喜爱它自下
而上生长的活力。这些民间赛事最重
要的，是“将人们联结在了一起”。

体育赛事的发展，推进了乡村振
兴，提升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同时也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随着篮球运动在基层的不断发
展，晋江村级篮球赛通过市场化、产
业化的发展方式，不仅壮大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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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等产业的发
展。湖尾赶小海、古厝群—嘉排古
街、海潮寺、海螺乡村振兴基地……
在享受激烈比赛带来愉悦的同时，乡
村游也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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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做生意，平时顾客比较稳定，每
逢有比赛，营业额还会翻倍，可谓“人
气”“财气”双丰收。这正是东埔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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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埔村在这次‘村 BA’中又一
次名声大振。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
用机会，认真研究现有条件，开发民
宿、餐饮等。”吴晓东说。

综合来看，篮球赛不仅给了村民
们展现竞技实力的机会，还让他们有
机会代表本村而战，尽显团结协作的
精气神。“村BA”承载乡愁记忆、映照
农民火红生活、彰显乡村文化新貌，
是乡村赛事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的重要原因。

以体育为媒，“村 BA”串联起乡
村的文化展示、经济商业发展和群众
丰富的业余生活，展现出自身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多元功能价值，其积极
意义毋庸置疑。“村BA”，亦是晋江农
村农民逐步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由晋江
经济报发起的第六届“夏日送清凉·请
喝一瓶水”大型公益行动启动首周，除
了得到社会各界源源不断的爱心捐
水，本报在晋江市区设置的“清凉一站”
爱心赠水点也增至19个。据统计，截
至16日，活动首周，我们共为高温下的
劳动者送出7095瓶爱心水。

“晋江市青年商会15000瓶，晋江
城建·市政公司 15000瓶……”16日，
在本次公益行动新增的罗森便利店

“清凉一站”赠水点前，一名身穿蓝色
制服的中年人看着墙上的“爱心捐赠
榜单”久久没有移步，口中还不停念
叨着榜单上的名字。

这个中年人是阳光夜市的保安
唐小华。仔细看完海报后，他从桌上
拿了一瓶水大口喝起来。“阳光夜市
这边人流量很大，特别是晚上夜市开
起来后，人就更多了，需要配备的保
安和环卫工人也更多。”对于“请喝一
瓶水”公益行动，唐小华早在朋友圈
刷到过，“前几天，我还在想阳光夜市
怎么没设个‘清凉一站’，没想到今天
就看到了。这是给高温下劳动者实
实在在的福利，希望（公益行动）以后

要持续做下去。”
还没聊完，唐小华便急匆匆骑上

电动车到阳光夜市路口，招呼同事过
来领取爱心水。“我也会通知附近的
环卫工人，让他们也来这边免费取水
喝。”唐小华说完，便骑着电动车继续

巡逻去了。
“我们这个点虽然只启动了2天，

但因为所处位置人流量大，每天从门
口经过的外卖小哥、环卫工都很多。
今天下来，门口的爱心水我们已经补
了好几次。”罗森便利店“清凉一站”

赠水点负责人洪诗娜说，站点启动第
一天，他们就送出 72瓶爱心水，昨天
更是送出了120瓶。

这两天，万达爱心小屋驿站“清凉
一站”赠水点的送水量迎来爆发式增
长。一个周末过去，该赠水点就送出

了384瓶爱心水。“这两天是周末，大家
外卖点得多，所以外卖员出入也更加
频繁，因此用水量也比平时更多。”该赠
水点负责人林永明告诉记者，这边的
外卖小哥都行色匆匆，大家都在抢单、
抢时间，就连喝水也是“一口闷”，“一瓶
喝完，我会让外卖小哥再拿一瓶放车
上。真的，他们赚钱不容易。”

征集令

为致敬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劳
动者，由晋江经济报发起的第六届

“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大型公
益行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广大
爱心企业、热心市民和商家，如果
你们也想加入，欢迎拨打爱心电话
0086-595-82003110，或到晋江经济
报微信公众号留下姓名、地址、联
系 方 式 ，报 社 将
有 专 人 进 行 对
接。本次公益行
动诚邀全市上下
一 起 携 手 ，为 晋
江 城 市 降 温 、为
晋江人文加分。

“村BA”为乡村带来了什么？

“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启动一周

共送出7095瓶爱心水

□关注第六届“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大型公益行动

本报记者 施珊妹

晋南沿海，夜幕初降。“网红篮球圣地”晋江英林镇东埔村篮球场，灯火通明。球场上呐
喊声、助威声不绝于耳，球场外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交织出乡村红火生活的烟火气。

过去一周，“农业银行杯”福建省2023年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持续霸屏。看似
“土”味十足，却成为村民们喜闻乐见的“顶流”，让沉寂的乡村一次次沸腾。即使没有一流
的设备，没有高大上的场馆，没有星光熠熠的专业选手，“草根”们的狂欢同样构建出现象
级的社会“景观”，打开了乡村繁荣发展的另一扇窗。

那么，“村BA”的魅力在哪里？“村BA”为乡村带来了什么？“村BA”背后的乡村品牌有
何发展“密码”？

▲一批批爱心水陆续送抵晋江报
业大厦。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

罗森便利店罗森便利店““清凉一站清凉一站””爱心赠水点爱心赠水点，，外卖小哥前来取水喝外卖小哥前来取水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巧玲陈巧玲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