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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思佳

随着全明星周末的结束，收官
在即的CBA联赛正式进入卡位战的

争夺。此前取得五连胜的上海
男篮在昨晚迎战广东队，最终
球队在半场领先 10 分的情况

下，在末节被对手逆转，以 101 比
108不敌对手。

此役，赵睿因为累计四次技术
犯规而停赛，这也多少影响到了广
东队的攻防节奏，一度被上海男篮
在上半场打出了一波 25 比 3 的高

潮，但易边再战后，场上风云突变，
广东队连续命中三分扭转局势，“上
半场我们的攻防两端都做得比较优
秀，但是下半场在一些细节方面做
得不是很好。面对广东队，我们确
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希望队员们可
以把这股拼劲保持下去，通过训练
去认真准备后面的比赛。”上海男篮
主教练李春江说道。

本赛季两次对阵广东队，上海男
篮都被对手投出了接近五成的三分
命中率，这多少暴露出了球队目前在
外线防守方面的短板，“一方面是我

们在防守的明确性上要加强，另一方
面我们需要去向对手学习，如何在高
强度和高密度的防守下投进三分。
对手在出现机会的时候，能够果断出
手，并且达到这么高的命中率。反观
我们还是有些犹豫，这些我们会在后
续的训练中进一步加强。”

根据赛程安排，上海男篮会在明
晚迎战天津队，后者在昨晚的比赛中
爆冷输给了宁波队。值得一提的是，
这将是球队老队长张兆旭转投天津
队之后，首次回到上海迎战旧主，也
由此为这场比赛增添了新的看点。

大鲨鱼五连胜被广东“三分雨”浇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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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山人海，一座难求……3月27
日，“村BA”冠军争夺战在遵义市队与
黔东南州队之间展开。最终，黔东南
州代表队以68比65战胜遵义市队，
获得“村BA”总决赛冠军。

当地篮球文化“火出圈”
蝉鸣作响，春风拂面。随着哨声吹

响，篮球高抛，位于黔东南州台江县台
盘村的球场瞬间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高空俯瞰，看台四周全是人影，层层叠
叠，一丝空隙也不留，完全覆盖了明蓝
色的台阶。欢呼和掌声中，还夹杂着

“呜呜呜”的声音，低沉有力。这是苗族
人在斗牛场上独有的喝彩方式。

台盘村举办篮球赛的传统由来已
久，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至
今已有80余年。一直以来，黔东南地
区都有很多节日。每逢过节，人们就
聚到一起举办各种活动。

农历六月初六，是台盘村一年一度
的“吃新节”。所谓“吃新节”，就是当地
村民在农忙过后，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的
节日。这一天，来自附近的苗族同胞个
个盛装打扮，带着鸡鸭鱼肉聚到一起，
进行斗牛、赛马、篮球、对歌等多种活
动。其中，历年以来参赛人数最多，也
最热闹的就是篮球比赛。“以前没有好

球打，只能打橡胶球，又是泥巴球场，灰
尘大的时候人都看不见。”75岁的吴运
权是村篮球队的老队员，他说即使条件
再艰苦，依旧挡不住篮球带给他们的快
乐。对于他们而言，篮球赛这项民族传
统，与春耕秋种一样是稀松平常的存
在。渐渐地，一辈辈传下来的篮球文
化，交到了年轻人的手中。

2021年6月，“美丽乡村”篮球联赛
作为贵州全省的 IP 赛事，被正式推
出。一场以村为起点，到县，再到省的
比赛就此展开。2022年夏天，这项赛
事搭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兴起的便
车，依靠着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火
速出圈，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村BA”，
创造了全网超10亿的现象级传播。

比赛期间，台盘村每天可谓是人
山人海，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会不远
万里，闻讯赶来。为了穿过人墙共赏

“村BA”盛况，小卖部里的梯子被村民
和外来观众早早租完。这个鲜为人知
的小村落，因为“村BA”的走红，而变
得络绎不绝。

成功的密码是“人民性”
不同于其他比赛，“村BA”从比赛

规则到球员资格审查，再到赛场氛围
烘托，全部由群众自行组织，各队参赛
人员必须是当地村民，且是本地农村
户口，“我们都是业余的，平时上班，下
班就打打球。篮球对我们来说就是爱
好，但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梦想，就是
登上更大的舞台，展现我们的水平。”
和参赛队员杨昌义一样，“村BA”的队
员中既有在外地的打工人员，也有放
暑假的大学生，还有人会特地请假甚
至辞职回来打球。对于他们来说，每
年的篮球赛，是这些离家的人回家的
最好时机。

据统计，这项赛事在2022年一共
吸引到176支球队参加，受制于疫情

的影响，比赛一度被按下了暂停键，因
此为了赶上之前落下的进度，有时不
得不把比赛堆在一起，“以前办比赛经
常打到转天早上5点，最久的一次打
到7点，太阳都出来了。”台盘村篮球
协会会长岑江农甚至都不需要回忆就
脱口而出，“从天黑打到天亮，我们把

这个叫做‘天亮文化’。”难能可贵的
是，无论比赛进行到多晚，篮球场的看
台上永远都是座无虚席的景象，观众
们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如火的激情，享
受篮球盛宴。

如同一个窗口，“村BA”将外界的
目光引向了当地的万象百态。除了比
赛之外，比赛间隙极富地方与民族特
色的文艺表演——苗族非遗古歌、苗
族舞蹈以及芦笙等民族乐器的演奏，
赋予了“村BA”又一抹亮色。无需任
何人的引领，“村BA”瞬间就可以成为
大型的“蹦苗迪”现场。

在这个以村民唱主角的舞台上，
奖品同样颇具特色。从去年1300斤
的大黄牛，到今年遍地跑的麻鸭以及
台江鲟鱼和国家级非遗苗族银帽等，

无不透露出赛事“接地气”的一面，也
可以说是，“村BA”的成功密码是它的

“人民性”。“奖品比较符合美丽乡村主
题，也是民族文化与体育的结合，想通
过比赛，宣传大美贵州。”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苗族银帽是当地特色，为民间
非遗技艺传承人手工制作，采取镂、
刻、锤、缠等基本制银技艺，上面有蝶、
牛、鸟、鱼等图案和花纹，每项重达
1000克左右。

为乡村振兴插上“翅膀”
和斗牛相比，篮球这项更具现代

化的运动，成为生长在山村的人们和
城市建立联系的纽带。2020年，台盘
村所在的台江县脱贫摘帽，出村10分
钟就能上高速，20多分钟就能坐上高
铁，还覆盖了5G网络。

“村BA”火爆之后，给台盘村带来
的益处实实在在。根据贵州省体育局
的统计，截至目前，贵州省“美丽乡村”
篮球联赛已开展超过5000场比赛，接

待观众50万人次，有效带动了举办地
旅游、文化、经济等发展。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一座篮球文
化小镇快速成长。据悉，在村民的建议
下，台盘村建起了更衣室、卫生间、沐
浴室、媒体接待室和宾客会客间，改造
了公共厕所，拓宽了停车场，观众坐席
也从最初的一万余个增加至两万多
个。据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驻村第一
书记张德透露，村里在篮球场边划定
了61个摊位，包括苗族刺绣、银饰工艺
等地方特色产品展销、餐饮、娱乐等摊
位，进行规范化管理，“让十里八乡的
乡亲和未来球迷观众体验到本地美食

和特色旅游商品，尽情享受到氛围感拉
满的乡村篮球，也让村民通过摆摊从
中增收受益，拓宽乡亲增收渠道。”

除此之外，在村集体入股的情况
下，村里开办了第一家“村BA”线下体
验店。比赛首日，吉祥物玩偶、篮球、
队服等特色文创产品，就售出了5000
多元。据《贵州日报》报道，在球场边
的展板上，展出了台盘村篮球小镇的
规划示意图，包括室内篮球馆、“村
BA”商业街、稻田休闲区、健身步道、
缆车乘降点等，“要保留‘村BA’的乡
土味道，守住、用好这个品牌，还要发

展好产业，让村民有稳定收入，打造篮
球文化小镇。”据张德介绍，台盘村坚
持“以赛促建，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
赛促产，以赛促消，以赛促兴”的办赛
理念，在撬动体旅融合发展的同时，也
照亮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当下，“村
BA”无疑成为了一例生动、美好的成
功实践，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业余体育
文化生活，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也助
推了篮球运动在基层的开展。

抱着西瓜的妇女、拿着板凳的小
孩……台盘村的每一个村民，都在球
场边沉醉于其中的幸福。一场没有职
业球员，没有专业裁判的乡村篮球赛，
成为了风土人情和乡村烟火的寄托，
承载的意义已然远远大于篮球。无需
华丽的包装，村民们对于篮球纯粹的
热爱，是“村BA”走红的根本原因，同样
也是中国篮球最美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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