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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业运动员。

“我们纯粹是因为热爱聚到一

起。”韦亚军说。虽然外出打工很

辛苦，但仍会抽时间找人踢球，虽

然很累，但他感到很满足。“村超”

的球队经费几乎全靠自理，韦亚军

说，除了球衣由一名老板赞助，鞋

和护具都需要球员自己购置，就连

矿泉水都是球员支付，“我们就为

自己踢、自己玩”。

位于榕江三江乡的四格村，距

离县城有 40 公里，2020 年 10 月全

部贫困人口刚刚实现脱贫。由于位

置偏远，村里长期接触足球的人其

实并不算多，即使如此，村里仍为

参与此次“村超”凑齐了一支足球队，

也是此次“村超”球员年龄跨度最

大的足球队。

今年刚刚 18 岁的杨胜郓从事养

殖业，是球队最年轻的一员。作为

球队“临时”守门员，杨胜郓几乎

每场比赛都在不停扑救，但仍避免

不了球队连续以大比分落败。他坦

言，自己此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足球，

是两个月前被村里经常踢足球的兄

弟们拉进队里，当起了守门员。“练

的时间太短了，动作老是做不好，

扑球也没扑住。除了自己技术上的

不足，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也并不顺

利，甚至会出现自家后卫挡守门员

的情况。”

尽管球队成绩在参与“村超”

的球队中垫底，但让杨胜郓感慨的

是，乡亲们始终在支持自己的球队，

球员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因

为我们队是刚组建的，比赛经验不

足，配合也不好，但我们从来没有

消极应赛，都是拼到底，现在感觉

越踢越有劲。”

对于杨宗恒来说，媳妇是他身后默

默的支持者：“我所有的球鞋都是

我爱人买的。”他很感激媳妇对他

的支持，“我会一直踢下去，就像

我俩的爱情一样”。

虽然受伤了，但杨宗恒的心显然

还是在“村超”赛场上：“还要休养

一个月才可以康复，我可以赶到最后

两场参加比赛，争取不留遗憾。”

为自己踢球

榕江县共 20 支村级足球队参加

“村超”比赛，在绿茵草场上驰骋

的球员，几乎全都是像董永恒和杨

宗恒这样的“草根”，上场前几个

小时他们可能还在工地搬砖、在餐

厅颠勺，或者在稻田里犁地。

每个“草根”球员都有属于自

己的人生故事，而他们身上共同的

一点是与足球的不解之缘。

由于当时家庭贫困，月寨村足

球队的前锋李恒和小伙伴们大多是

光着脚踢球长大的。李恒回忆说：

“小时候，村里没有足球场，我们

就在篮球场上踢球，4 对 4 或者 5 对

5，分边踢。那时候的篮球架下面是

用钢管搭起来的，正好给我们拿来

当球门用。到了大学我才第一次站

到真正的足球场上踢球，以前我们

没有老师和教练，都是自己练。”

李恒的弟弟李璐如今也是月寨村

足球队的一员，李恒小时候踢球时就

会带着弟弟一起去，久而久之，村里

开始称两兄弟为足球“双人兄弟”。

毕业以后，李恒在榕江县政府

工作，李璐在贵阳某职业学校当老

师。兄弟二人还是会找时间踢球。

“几乎每周都踢友谊赛，除了老球

员，现在我们也会带上村里的小球

员，最小的球员还在上小学。我们

和他们一块练、一起学，也算是一

种传承吧。”李恒的儿子今年 4 岁，

女儿 2 岁，李恒去踢球会把儿子放

在球场边，“就当提前培养球感了”。

今年“村超”上，除了李恒和

李璐，月寨村足球队中还有很多和

李恒一起长大的亲戚。“我的两个

堂哥和一个侄子都在球队里。算大

家族的话，球队 30 多个人中有一半

都是我亲戚。”站在正规的足球场上，

享受着村民的鼓励与支持。“感觉

我就像参加世界杯的大牌球星一样，

肩负着整个村子的荣誉。”李恒说。

今年 32 岁的韦亚军平时在工地

上做钢筋工，常年跟着施工队在外

地奔波，但得知球队招人参加“村

超”的消息，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特意请了两个月的假回家参加比赛。

他表示，在“村超”球队中，类似

他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他所在的

车江二村队就是一支草根球队，算

上领队和教练共 32 个人，没有一个

左图：“村超”球员、

18 岁的杨胜郓，从

事养殖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