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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聚焦 

贵州“村 BA”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向 

朱政方 

哈尔滨体育学院研究生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 

摘 要：相比较于炎炎夏日当然是黔东南贵州大地上展现的村与村之间的激烈对决，露天球场，草根球队，狂热观众

以及猪牛羊奖品，在 2022 年夏天出现在国人眼前，贵州市台江县台盘村的篮球赛大放异彩。自 1936 年至今，该赛事延续

了几十年，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球赛，而被作为传统的“节日”与斗牛、斗鸟等一并传承了下来了。在台江县台盘村举办的

“村 BA”火爆全网，引起一股体育热潮。研究爆火的“村 BA”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乡村体育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多元化发展，创新型发展以及振兴乡村体育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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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村 BA”赛事的发展现状 

（一）贵州“村 BA”赛事的形成与规模 

根据台江县的记载，早在 1935年，在县里的小学操场

上就有着简易的篮球框架，这是台江县篮球出现最早的有

关记录。后来台江县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会时，有着 18支

代表队，数百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不乏很多报名参加篮球

的队伍。篮球运动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很多人甚

至已经记不起自己是在何时开始打篮球的了，隐隐只知从

记事起就经常看到村里很多人都在打篮球。因为人民比较

喜爱篮球运动，后来此项运动逐渐融入节庆活动中了。 

（二）贵州“村 BA”赛事的组织与运行 

我国乡村体育赛事的编排组织基本是由外部的力量引

导开展的，农村居民在这些乡村赛事中几乎没有参与权与

表达权。由于乡村居民只能被动地听从赛事中安排，从而

导致乡村社会的自主发展收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贵州台盘

村的篮球比赛不同于以往的由外生发展模式出面牵头组

织。台盘村采取自建自管的运营模式，由当地居民自行组

织、建设篮球协会，协会成员基本是在一起打球的球员。

协会拥有着明确的分工，包含着赛事的组织策划、制定相

关的比赛规则、培养自己的裁判、采购日常的用品、审查

参赛队伍以及球员、甚至连现场观众的秩序维护都考虑到

了。同时动员当地的居民，让大家参与进来。台盘村为附

近的村民提供了多元化的参与机会，例如参赛、加油助

威、赛前舞蹈，以此来突出乡村居民在乡村赛事中的主体

地位。恰如台盘村的党支部书记所说，“村 BA”如何发

展，还是由咱们村民说了算。球场的组织与运营，修建与

管理均有当地村民自行管理。 

（三）贵州“村 BA”赛制与赛程安排 

贵州台盘村篮球赛由每年六月六吃新节举办，当地村

民利用农闲时间举办。很多在外工作的当地村民，都会在

这段时间请假回村，参加球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为乡

村体育赛事贡献自己力量的一种方式，为村里争光，为自

己乡村争取一份荣誉。台盘村的篮球赛组织形式完全是由

村民自己决定，将农村农季与当地的风俗喜庆结合起来。

赛制采取交叉比赛，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四天时间，白天

打到黑夜，球场的氛围拉满。对于参赛球队的人员要求严

格，在 22岁的基础上必须是当地居民，促进了乡村体育赛

事在当地的发展。比赛奖品相当接地气，避免了一些商业

的不良竞争，以猪牛羊为奖品。这些朴实无华的奖品，激

发当地村民的激情，延续传统的民族文化，推动了乡村体

育的振兴。 

（四）贵州“村 BA”赛事的传播手段 

任何大型的体育赛事，都远远离不开先进的传播手段

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村 BA”赛事的举办也是如此。官

方媒体，乡村自己的新媒体，向上与线下相结合，省区县

的等相关部门，相继带着直播设备奔赴现场，开展关于

“村 BA”赛事的最新动态直播。同时，这些年科技的发

展，每个人都是一个行走的自媒体，每个人都是新闻的传

播者。人们只要拿起手机，不仅能拍摄，而且能够发布到

各个平台上，微博，快手，抖音等等。这些发布的赛事新

闻基本都是当前的热点话题，不仅能够帮助发布者获取大

量的流量和粉丝，同时也能够帮助“村 BA”赛事起到网

络宣传作用。“村 BA”赛事自身的宣传以及自媒体的推

动，使得这场赛事得到很高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最初的预

计结果，乡村篮球赛作为乡村体育文化的代表，在全国范

围内传播开来，引起全国范围内乡村篮球的浪潮。 

二、贵州“村 BA”赛事未来发展选择 

（一）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抉择 

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不想让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当

前热度超高的“村 BA”却对赚快钱说了“不”。随着姚明

等人对于“村 BA”的高度点评，可以想到，这些名人的

好评以及到来，将会更进一步提升台盘村篮球赛的知名度

和声誉。同时也将增强篮球赛的传播效应，使得“村

BA”的影响力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在我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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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赛事活动的组织举办，一直以来是比较缺乏资金

的，仅仅依靠当地的村民进行集资，这是远远不够的。在

我国体育产业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了。“村 BA”

可以在坚守初心的基础上，使得其中一部分商业化，以此

来达到对资金的需求，使这项体育赛事活动能够长久的举

办下去，商业化也可能是必要的。无论“村 BA”是否进

行商业化转型，都不能远离最初的使命和目标，依据当地

村民的实际情况和村民的需求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得篮球

赛更具生命力，更能满足当地居民需求。 

（二）贵州“村 BA”标准化与业余化的碰撞 

贵州“村 BA”这种村级赛事引得世人关注，因为这

是乡村体育赛事所特有的村里氛围。全身心的投入，多元

化的民族文化交融，这些无不展现出新时代下我国乡村体

育的发展，展现出乡村体育所特有的淳朴气息。农民、教

师、建筑工人以及外卖小哥，为了村子荣誉而战，他们来

自各行各业。但无论是走位还是传球都让人有意想不到的

思路。“村 BA”怎么说也是田间地头长出来的，无论是主

持人解说，还是球员或者啦啦队，或者场下观众用着本地

方言表达着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但随着台盘村赛事的火爆

起来，逐渐走向世界的大舞台，外界人很难理解他们当地

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同时，比赛转向于标准化，容

易被接受了，但也会遭受资本的利用，失去“村 BA”自

身那种“乡村野性”，成为“别”人的比赛。未来台盘村

“村BA”是依旧保留乡土、乡情、乡味或者转变为像NBA

那样专业化值得思考。 

三、贵州“村 BA”赛事未来发展路向 

（一）打造台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贵州“村 BA”赛事是我国乡村体育文化的一次振

兴。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

生活条件以及经济消费能力的提高，人们对于更高水平的

优秀文化产品和文化吸收的需求更加迫切。很多地方文化

产品的攻击形势比较单一，无法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

甚至很多地方采取模仿形式，缺少本地特色。根据《关于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里传统优秀乡土文化

的孕育与农民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活态传承

和创新发展也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贵州“村

BA”面向全体村民，当地居民每一个热爱体育运动，喜

欢篮球的都可以参与到其中。这样的乡村赛事，参加要求

比较低，如此一来参与的人多了，自然而然文化也就传承

起来了，进而带动乡村体育文化振兴。贵州“村 BA”产

生于农村，发展于农村，最终也回馈于农村。未来打造属

于自身的文化品牌，彰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乡村文化特

性。“村 BA”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活力与群众基础，厚植于

乡村体育文化价值，推动台盘村传统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承

与发展。 

（二）打造台江品牌，坚持经济思维 

民族的复兴，乡村文化的振兴。国家的繁荣发展、长

治久安需要文化的建设和传播。乡村体育文化的振兴不仅

需要物质富裕，同时也需要精神富足，这不仅是我国传统

文化的要求，同时也是乡村居民的生活需求。乡村传统的

节日在农村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和长久的生命力，拥

有着极强的促进性为乡村的篮球赛事提供发展的动力。台

江的民族文化资源多元化，要坚持以发展本地乡村的地区

品牌特色。找好标靶，运用好台江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和群

众基础，借着“村 BA”的浪潮，通过吃新节、舞龙嘘花

节、苗族姊妹节等来宣传台江的民族特色节日品牌。引导

等多群众参与赛事，以乡村节庆赛事活动的举办吸引全国

各地的游客，把消费多元化，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每一

次的活动举办，每一次的节庆日宣传，都可以吸引全国无

数的游客前来，这些游客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通过节庆

品牌来带动乡村经济振兴。 

（三）打造台江声音，与互联网相结合 

民族的振兴与发展离不开体育，坚持助理发展乡村体

育，以赛促兴，发展农村体育赛事，是全面振兴乡村体育

赛事，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村 BA”赛事把台江的

乡土特色展示出来，台江苗族飞歌、反排木鼓舞等。民歌

民舞成了“村 BA”的啦啦队，展现乡村当地特色与体育

相结合，达到创新型体育文化，实现乡村体育资源的互

补。开设专门的“村 BA体育频道”，当地相关部门宣传纪

录片“让我们走进村 BA 乡村”。同时要做好网络宣传，

“村 BA 爆火背后的真相”，通过抖音、微博、头条等相关

平台。采用多角度、多维度和多元化的记录，通过短视

频、赛事直播、邀请大咖来讲解等方式进行台江宣传。与

此同时，做好台江优秀人物事迹形象宣传，打造一群优秀

的典型人物和事迹，通过这些人和事去激励和凝聚人心。

通过多方面的台江展示，把当地区县的风情面貌更好地展

现给大众，更好地引导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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