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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贵州省榕江县许多人
都在忙着找房。

自5月中旬榕江县“村超”开赛以
来，这场乡村足球联赛的热度持续攀
升，多日霸占社交媒体热榜、热搜。网
友惊叹：村里的足球队居然也能踢出

“世界波”，足球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
直中球门。一场球赛直播，竟有上千
万人次观看。开赛一个月以来，已有
几亿人次关注过这个大山深处的足球
联赛。

“村超”每周五到周日开赛，到了
有比赛的日子，游客浩浩荡荡前来，一
来就是上百人：上周末，贵阳的车友开
来50辆越野车，广东来了50辆越野
车，另外还有上百辆车从各地赶到榕
江……

“村超”的热度也从足球辐射到住
宿、餐饮、土特产等周边领域。6月16
日，在OTA（在线酒店、旅游、票务等
预订系统平台统称）平台上搜索县城
酒店、民宿，几乎全部爆满。上个周
末，县里、乡镇的干部紧急搜集有空房
的酒店或民宿。一位村支书说，自己
这两天接了上百个电话，大家都在问
有没有地方住。

榕城尚品国际大酒店总经理全春
木注意到，5月13日“村超”启动后，客
流明显增长，尤其是“超级星期六”的
客流比以前翻了一番。在“超级星期
六”，“村超”下午3点半开赛，踢到夜
里12点甚至更晚，而且除了足球比赛
还有各类民俗表演。全春木说，这段
时间，榕城尚品国际大酒店周五的入
住率大约八九成，周六更为火爆，107
间客房全部住满。

县里推出了“村超周报”，刊载村
超的赛程、比赛的精彩瞬间，介绍榕江
县的风景、民俗等。全春木安排服务
员将两三百份周报放进客房、大厅，供

游客阅读。
游客从县城外溢，村里的民宿也

迎来了火爆预订。张亚在两个村经营
“井上见”民宿，这家高端民宿的售价
一晚达七八百元到上千元。张亚注意
到，最近这段时间，高端民宿的生意略
好于以前，平价民宿的生意则非常好。

在举办“村超”的县体育馆附近，
更是热闹至极。

榕江县政府部门在体育馆外空地
上规划了摊位，供人们免费使用。因
为摆摊的人太多，摊位又从300多个
增加到500多个。很多摊主表示，东
西不涨价，“原先卖好多（钱），现在还
是卖好多（钱）”。

“西瓜妹”熊竹青是其中一个摊
主。这些天，她的嗓子哑得厉害。她
担任村里的拉拉队长，嗓子喊哑了，不
锈钢盆都敲瘪了。

不当拉拉队长时，熊竹青守着摊
卖西瓜、卖杨梅，最近一个月，她卖了
上万斤西瓜。5月20日那天，熊竹青
热情地给现场球迷送西瓜吃，没想到，
被博主录制了视频传到社交平台上，
这个穿着紫色民族服装的姑娘意外走
红，被网友称为“榕江西瓜妹”。自驾
游的球迷离开榕江前，喜欢找她买几
个西瓜带回家。

熊竹青自家种的西瓜早就卖完
了，她又帮村民卖西瓜，这个年轻姑娘
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

零售平台美团的数据显示，6月9
日至11日，榕江县的餐饮、宾馆、超市
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4%，便利店、水果
店等本地商铺的即时零售订单量也较
上周同期增长50%。

在“村超”带来的商机面前，很多
人表现得非常冷静，产品不仅不涨价，
反而还要降降价。

全春木说，榕城尚品国际大酒店

对看“村超”的客人有优惠，“比如平时
跟单位的协议价是238元，如果是看
村超的游客，就是218元，降了20元。”

熊竹青在山里摘来杨梅，自己熬
了杨梅汤来卖。有人买西瓜，她送杯
杨梅汤尝尝；有买杨梅汤的游客，她送
块西瓜吃。她还给现场的警察、主持
人等一线工作人员免费送西瓜吃。算
下来，卖西瓜赚的钱又通过这种方式
捐了出去。

6月初，贵州青于蓝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智开始组织蜡娘生产

“村超”主题的蓝染T恤。这种由板蓝
根染色的工艺，对于布料非常挑剔，只
能在亚麻、真丝等天然材料上着色。
而蜡染又极为费工，一名蜡娘一天最
多只能画7件T恤。这种手工制作的T
恤如同艺术品，平时一件卖两百多元。

但刘智说，“村超”主题的蓝染T
恤只卖100多元。最近两个周末，他
们在“村超”现场卖出三四百件T恤，
而在往年，蓝染T恤一年最多只卖出
100件。

采访中，不少人感叹：“没想到村
超这么热！”“没想到村超热得这么
快！”人们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迎
来了爆发的客流。

在“村超”入场仪式的“投喂游客”
环节，榕江县侗家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腌鱼很受游客欢迎。身穿侗族
盛装的侗家姑娘，托着小盘，盘上放着
切成小块的腌鱼、腌肉，游客可以免费
品尝。试吃的几斤腌鱼腌肉很快就一
扫而光。

榕江县侗家风味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吴必吕说：“没想到‘村超’这么
火，我们没备那么多货。”他说，目前公
司储备的七八百斤腌鱼几乎售罄。这
种由酒糟发酵而成的食品，如果没有
及时炒制就会持续发酵，味道也会

变。这家公司正在建新车间，计划将
腌鱼做成开盖即食的熟食。吴必吕估
计，这款新产品一个月内可以投产，争
取在“村超”总决赛之前到现场推广。

眼下无货可卖，吴必吕只能先“务
虚”，做做宣传推广。他惊讶地发现，
以前他发腌鱼的视频，浏览量只有几
百。现在动辄有几万的流量，点赞都
有上千。

青于蓝农投公司在各个自媒体平
台开了账号，直播制作蓝染T恤的过
程、讲解蓝染知识。让刘智高兴的是，
几个平台的粉丝都在持续增长。

但她还没在网上卖产品。开网店
意味着一整套新的工作流程，需要配
备客服、接单员、发货员等，而目前公
司人手不足，很难开辟这块“新战
场”。再加上购买毛坯T恤的物流时
间比较长，现在没有备足货，她还不敢
在网上开卖。

刘智自称“老牌球迷”，“村超”火
起来之前，她经常到县体育馆看足球
比赛。县里每年的三大足球赛事，她
如数家珍。刘智笑道：“我们县的男生
如果没有加入球队，就没有归属感。”
她觉得，足球运动让人热血，也能增加
社区的凝聚力。

7月28日，榕江“村超”将迎来总
决赛。这段时间，榕江县广发“英雄
帖”，邀请全国乡村足球队来榕江参
赛，目前已有500多支球队报名参赛。

榕江县寨蒿镇有1500亩百香果，
将于9月份上市。普通的百香果味道
偏酸，而榕江产的是甜甜的“黄金果”，
寨蒿镇党委副书记杨宗领笑道，“非常
上头，一口气能吃几十个。”

他期待，等百香果9月上市，赶上
“村超”全国邀请赛，这种甜美的百香
果可以在全国游客面前亮相。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最近，绿茵场上火爆的不只有梅
西，还有贵州榕江县的“村超”——只
有38.5万人口的小城，一场比赛居然
能吸引近5万观众。20支由当地群众
组成的球队与数万观众，用热爱、激情
与欢呼声、呐喊声，“顶翻”了夏日夜晚
的天空，在网络上也当仁不让地晋身
顶流，斩获数十亿播放量。

“村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
是一场文化盛宴。中场休息时、芦笙、
木鼓、多耶舞、侗族大歌等，各种民族
特色技艺轮番助威，热闹与快乐的气
氛让观众大呼过瘾。

贵州去年还诞生了风靡全国的
“村BA”。端午节临近，东南沿海的诸
多村镇纷纷投入备战龙舟大赛。“村”
字特色赛事一次次掀起热潮。

“村超”“村BA”的运动员中，有开
挖掘机的、有泥瓦匠、有卖鱼的，更多
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与著名体育赛
事解说员韩乔生一起解说“村超”的，
是名银行职员，主裁判是饭店老板。
奖品更是标准的土特产，牛、猪、羊、
鹅、大米。“村超”队员的费用是村里每
人20元凑的，还有在外打工的村民请
假跨省、跨国回家乡参赛。最近忙着
划龙舟的队员们甚至自掏腰包训练、
摆席。而观众只要自带小马扎来就
行，没有门票，不用预约。有网友调
侃，“主打一个自产自销”“把‘村’字落
实到位了”。但这些丝毫不影响赛场
上队员们“玩命”，不影响观众们不远
万里加入狂欢的海洋，甚至有残疾人
球迷从内蒙古专程来到贵州榕江，只
为沉浸式地感受“村超”的激情。

没有赞助、没有宣传、没有专业选
手，实实在在地接地气、冒热气、聚人
气，这样的乡村赛事解锁了“承载乡愁
记忆、展现乡村新貌”的密码。

观众们在看“村超”时，看的是“C
罗附身”的球技吗？在围观龙舟赛时，
仅仅是为了看谁最后赢得比赛吗？有
人不远万里奔赴现场观赛，难道只为
和众人合唱一首歌？显然，这些理由
不足以让“村”字头赛事如此出圈。

不如说，是场内场外、网上网下的
观众被赛事中浓浓的人情味、纯为热
爱而拼争的精气神，以及多元的风土
人情，狠狠地共情到了——在围观一
场场精彩赛事的同时，我们也与天南
海北有共同兴致爱好的人，产生了强
烈的情感共鸣。因为，“留得住的乡
愁”既藏在绿水青山、柴米油盐中，停
留在乡音与味蕾上，更沉淀在我们共
同的文化基因里。

当地村民因为一场比赛而聚拢在
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和儿时的伙伴、亲
友一起投身赛场，让乡愁在欢歌笑语
中变成了乡情，也让赛场成为人与人
沟通理解、情感升华的新场域。尤其
是在如贵州这样多民族聚集的地区，

“村”字头赛事更是不同民族文化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好机遇。

一场场欢乐的聚会，有聚有散，但
它们在潜移默化中，以文化留人拴心，
筑牢着乡村振兴的基底。这个乡土中
国的全新故事版本里，写着百姓精神文
化的进阶需求，写着乡土乡情里磅礴的
生命力。不管是政通人和，还是兼容并
包；无论是燃情四射，还是穿越时光，今
天，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就是参与和围
观欢乐赛事过程中的沉醉感和体验感。

希望“村超”“村BA”等赛事，能原
汁原味地办下去，能继续自由而欢乐
地生长。这，不就是我们对欢乐美好
生活的希望吗？

——“村超”“村BA”，共赴一场场欢乐盛宴
文/李冰

“村超”火了，然后“理所当然”地引发了争议。
“该不该踢‘村超’”其实跟“该不该踢足球”

一样，是个伪命题，别说是2002年之后再也没有
登上过世界杯舞台的中国足球了，即便是奥运会
和世锦赛上拿金牌拿到手软的乒乓球羽毛球，也
没有“霸气侧漏”到不许老百姓在水泥台子上摆
几块砖头，或者用几支竹竿撑一根晾衣绳，然后
在那里打乒乓球和羽毛球一样，也没听说过跳水

“梦之队”的谁谁谁，因为站在泳池或者水塘边的
谁谁谁腰身不够纤细姿势不够优雅，大声说上一
句，看着跟广场舞似的，不准跳！

可能对一些足球专业人士来讲，时不时地被
人用“村超”的火爆嘲讽一下，多少有些难以接
受，毕竟顶着“专业”的光环，却被人说成不会踢
球，不是谁都能平心静气接受得了的。尽管这么
多年以来，中国足球经常处于鄙视链的底层，但
该有的心气还是有的，想要在纯业余的“村超”面
前展现一下存在感，维护一下自己的江湖地位，
不难理解。

“村超”与中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舞台，完
全可以各走各的路，相互欣赏却互不打扰。把两
者放在一起比较，更多的是因为对职业足球的怒
其不争，也没有谁会天真地以为，一群中学生真
的能够踢过去年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铩羽的那
支中国男足国家队。调侃也好，讥笑也好，对于

“村超”的出现与火爆，作为职业足球的从业者，
还是应该眼睛向内，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让自
己的腰杆硬起来挺起来，只有这样，头才能真正
抬起来。

有朝一日，那些踢“村超”的队员把自己的名
字从“榕江梅西”和“美香村罗纳尔多”改成了“榕
江艾克森”和“美香村谭龙、巴顿、张玉宁”，中国
足球距离真正的强大，也许真的就不远了。

村超火爆
触痛了谁？

酒店爆满特产热销，“村超”带火小镇经济

香港艺人陈百祥在个
人社交平台发视频喊话贵
州“村超”，他将带领中国
香港明星足球队前往贵州
与当地的球队过招。

这里的足球很纯粹！ 记 者
视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