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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超”，点燃榕江乡村足球的夏天
“中国攻克杂交水稻难关

50周年”展览在京开幕

  当日，由中国科协、
农业农村部指导，中国
科技馆、中国农学会联
合主办的“稻谷飘香，
禾下追梦——中国攻克
杂交水稻难关 50周年”
展览在中国科技馆开
幕。
   本次展览以袁隆平
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群
体的伟大探索与实践为
主线，通过互动展品、

图文影像、文物陈列以
及艺术作品、艺术化场
景等形式，立体式展现
我国农业科学家在杂交
水稻领域攻坚克难的伟
大历程，以及为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和造福全人
类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据悉，该展览将在中国
科技馆展至 10 月初，
并于之后在全国进行巡
展。

湖南宜章县大元村：村民
代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大叔，您家门前的
柴木我们与你一起将它
堆放整齐可否？”“大
婶，您家屋前的道路有
时间也清扫下，毕竟大
元是我家，卫生靠大家
的。”5 月 31 日， 湖
南省郴州市宜章县黄沙
镇大元村村民代表李金
发、李利军带领几位村
民在搞人居环境整治时
说道。
   宜章县黄沙镇大元
村去年获评为郴州市美
丽乡村，为进一步优化
黄沙镇大元村农村人居
环境，巩固美丽乡村建
设成果，大元村村民代
表主动履职，积极加入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队
伍，当好人居环境整治
的宣传者、践行者和监
督者，全力推动该村人
居环境整治，共促乡村
人居环境换“新貌”。
   该村村民代表主动
亮明身份，充分发挥左
邻右舍邻居的优势，通
过串门入户，广泛深入
动员群众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面对面政策宣
传、转发微信群等多种
方式，动员广大群众积
极加入到环境整治工作
中来，引导群众自觉做
好门前“三包”（包卫
生、包绿化、包秩序），
自觉清理并维护好公共
环境卫生、养成良好个
人卫生习惯，营造人人

关心环境改善、群众自
觉行动的良好氛围。该
村村民代表主动作为，
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带头清扫自家庭院的环
境卫生。同时，积极参
与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与党员干部和志愿
者一起清扫房前屋后垃
圾，清理村道、巷道两
旁杂物，全面清扫过境
公路两侧、河道沟渠等
区域，清除杂草杂物，
整治柴草杂物乱堆乱放
现象。
   该村村民代表还跟
踪监督自己联系村民户
的环境卫生，负责好自
己的“责任田”，通过
串门走访，查看了解禽
畜圈养、柴草杂物堆放、
垃圾清扫转运、污水治
理等情况，对于在人居
环境整治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提出科学合理建
议，并督促村民及时整
改，全力提升环境整洁，
进一步助推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走深走实，力促
人居环境换新貌，巩固
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据悉，今年来，该
村村民代表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达 30 余人次，
带领村民们共建美丽乡
村，村容村貌得到有效
改善，大大提升了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通讯员 黄展徕 
周善军 李厚桥）

来自比利时的外国友人在球场边与观众合影

两队球员场上争球

   中国新报贵州讯（记
者 刘鹏飞摄影报道）
   近日，以村“超”
命名的足球赛事在贵州
榕江县悄然兴起。在榕
江县城北新区体育馆，
万余名观众在看台上席
地而坐，一边摇着扇子，
一边吃着西瓜、卷粉，
甚至有观众带着火锅、
烧烤，三五成群围坐一
起，观看足球比赛，火
热的现场氛围和“接地
气”的赛事风格，在互
联网上广为流传，被网
友们称为村“超“。
   贵州是一个拥有悠
久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
的省份，同时也是一个
有着丰富乡村体育资源
和优秀传统体育项目的
地方。在贵州的农村地
区，人们热爱体育运动，
经常组织各种群众性体
育活动，这不仅提高了
人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也促进了社会和
谐发展。在过去的几十
年间，足球在榕江县逐
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
一部分，榕江县人们的
热情和热爱吸引了不少
的年轻人加入到了足球
运动中。
   上世纪 40 年代，抗
日战争时期，广西大学
迁入榕江，将足球运动
传入榕江。大学生们在
学校围墙内踢足球、打
篮球、打乒乓球，围墙
外是好奇张望的当地百
姓。后来，“足球热”
慢慢地传到了围墙外。
   上世纪 80 年代，随
着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
这一运动，足球运动在
榕江兴起第一次小高
潮。“要想找工作不愁，
就要学会踢足球”这句
话最能诠释当时榕江人
对足球的狂热，父母们
为能把小孩送进少体校

踢足球而感到骄傲与自
豪。每到县里举办足球
赛事，整个县城是万人
空巷，足球场边是锣鼓
喧天、人山人海，足协
杯、商业杯、个协杯、
街道联赛等成了榕江人
的足球盛宴和体育大
餐。每当榕江足球队在
全省全州赛事中载誉归
来，县城群众都自发地
夹道欢迎，毛头、高家
育、夏小松、邹国军、
金老客、八孖、鸡脑壳、
马夫、石文等成了那个
时代榕江足球最响亮的
球星。
  1990 年 8 月，榕江足
球爱好者自发成立榕江
足球协会。10 月，榕江
足协队赴凯里参加“足
协杯”竞赛并捧回金杯。
凯旋时，古州群众自发
组织燃放鞭炮迎接，运
动员们高举奖杯绕城一
周以示庆贺。
   上世纪 90 年代，由
于当时生活比较困难，
村民就在县城河边的草
地上踢球，草地虽然平
坦，但也坑坑洼洼。后
来，河边有一片农田被
洪水冲毁后废弃，当地
村民铲平土地，拔掉杂
草，砍下树枝做成球门，
再用石灰粉画线，“自
制”了一个简易的露天
足球场。露天球场、杂
草丛生、坑坑洼洼，却
难以阻挡榕江人民对足
球的热爱，在沙尘滚滚
的操场上驰骋。每逢过
年过节，村寨就会在河
边举行足球联赛，这个
早已不存在的足球场见
证了最早的几届“村
超”，最热闹的那一年，
有 15 支球队参赛，场
边围满了观众。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这样的足
球赛在榕江一直没有间
断过。

们，希望这里村民对足
球运动的热情能感染到
他们，也祝福运动员们
多进球。”pamela（美拉）
说。
    榕江县作为贵州体
操之乡，体育强县，榕
江先后在体操、攀岩、
跳水获得过世界冠军和
全国多个冠军，是名副
其实的冠军之乡。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
不断提高，体育设施也
得到了全面提升，由于
对足球的特别喜欢，小
小县城（不算乡镇）足
球场地竟高达 14 个，
这对西部地区，乃至全
国来说也是绝无仅有。
    榕江县古州镇丰乐
村一队村民张幸幸说：
“这里的足球氛围是从
我们的父辈中开始延续
至今，那时候的条件很
艰苦，他们一直很乐观
的面对生活，保持着对

足球运动这份热情，到
了我们这一辈，我们深
受父辈们热爱足球运动
的影响，球员们在球场
上拼搏，坚持不懈的精
神感染着我们在场的每
一名观众，为我们传递
着满满的正能量。
  有了良好的体育设
施，榕江足球事业发展
突飞猛进，多次参加和
承办省、州校园足球比
赛，每年积极开展常规
的足球赛事活动，如周
末职工足球联赛、“足
协杯”等一系列赛事活
动，组织全县民间足球
争霸赛，受到广大群众
喜爱。榕江一中、榕江
民中、古州二小校园足
球队员多次在省、州赛
事获得优秀名次。据不
完全统计，2012年以来，
榕江校园足球队在各类
省、州官方赛事共获得
冠军 20次、亚军 16次、
季军 13 次。

   因工作关系来到榕
江的比利时女生 pamela
（美拉）受朋友邀请，
前往村＂超＂的比赛现
场观看比赛。Pamela（美
拉）在接受采访时称：
“我很喜欢这里的自然
风光和村民们的热情好
客。这里的村民对足球
运动的热情也让我感受
非常深刻和钦佩。”
   “我的国家比利时
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

城市化程度很高，所以
很难看到像这里的原生
态自然村庄和民族文
化。比利时的足球水平
在欧洲也是非常有名。
足球文化非常浓厚，我
们有很多知名的球队，
比如布鲁日俱乐部、安
德莱赫特俱乐部等等。
但像这么多观众参与，
以村民为主的足球比赛
很少，我拍很多照片和
视频分享给我的朋友

    2016 年，榕江县被
评定为省级校园足球试
点县。
   2021 年 5 月，国家
体育总局将榕江评为全
国首批县域足球典型
县。
   各项赛事的开展和
取得的优秀成绩让足球
运动得到了良好的反
响，起到积极正面的影
响，收获良好的社会效
益，使得榕江足球运动
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
较强的竞技水平。
   榕江县还具备着很
多的民族特色，这里是
侗、 苗、 水、 瑶 等 多
个少数民族群体的聚居
地。足球运动在榕江县
的传播也是促进了不同
民族的融合。足球运动
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
响，在发展的同时也造
就了很多的足球健将，
他们为榕江县赢得了荣
誉，并且拥有着在全国
范围内更大的发展空
间。足球运动培养了无
数年轻人的自信与毅力
精神，已经成为了榕江
县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
要平台。
   榕江“村超”就是
基于本地的文化火种，
是由本地的村民自发组
织、自行决定、自行实
施，群众广泛参与的

一次大规模乡村体育赛
事，正是榕江落实中央
一号文件“支持乡村自
办群众性活动”的具体
体现。活动充分展现了
浓浓的“村”味，坚持
“村超”姓“村”，坚
持以农民为主体，“村
超”足球场上的运动员
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邻
居或亲戚，拿着锅碗瓢
盆呐喊助威的观众都是
附近的村民，奖品都是
本地黄牛、香猪、塔石
香羊、鹅、小香鸡等特
色农产品。“村超”没
有绚丽的场馆、职业的
球员、专业的裁判，有
的只是球员对足球的热
爱与对胜利的追逐，数
万观众聚集在这里观看
足球比赛仅仅是因为喜
欢这种拼搏的精神与热
闹的氛围。这一切都让
“村超”保留了浓浓的
“村”味，保持农民群
众的参与感、快乐感以
及村民“不忘初心”的
淳朴思想。
  “村超”展现了村民
对足球运动纯粹的热
爱，带给每一个运动爱
好者最本真的快乐，让
我们看到了充满活力、
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
凝聚起了乡村振兴的精
神力量。

5 月 29 日，与会嘉宾在开幕式上共同为展览揭幕。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