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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山前黄“村马”串起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乡村体育何以推动乡村振兴

十月的前黄村，村色如其名，处处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一望无际的高标准金色农

田，配上道路干净、池塘清澈的乡村底色，格

外引人入胜。

在这里“跑马”，注定是种享受。

2003 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20 年来，

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稳产

保供作为发展现代农业首要任务的同时，将

“田园美”作为“乡村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注

重农田基础设施与村庄环境相配套、相协

调，将泵站、沟渠、道路等融入和美乡村建

设，突出乡村特色，推动高标准农田成为和

美乡村的靓丽风景。

前黄村的乡村振兴与“千万工程”密不可

分，是该村借着这次赛事，向四面八方来的贵

客，好好“晒一晒”：前黄村借力“七张问题清

单”工作机制，找准问题堵点，细化攻坚举措，

顺利破解土地流转难题，并投入400多万元，

按照“产游结合”的思路，由村里进行统一发

包出租，与承租户协商，整治出约700亩的田

园，通过种植水稻、油菜花、紫云英等作物，形

成了稻浪、花海等景观。这样大大地提升了

村容村貌的同时，帮助村民增收。

前黄不仅仅是绿色的，更是红色的。

凭借红色资源与绿色生态资源禀赋，推出

“红＋绿”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结合旅游业

“微改造、精提升”专项行动，以红色为主题，坚

持“拆治结合”“产游结合”，打好“红色教育”

“红色文化”“红色休闲”三张牌，全力打造以红

色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村庄，助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正是源自“千万工程”带来的显著成效，

前黄村才有了举办全省乃至全国首个“村马

达标赛”的底气。它恰似一扇窗，折射出浙

江众多乡村的脱胎换骨，记录美丽生态到美

丽经济，再到美丽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久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榕江县的那场“村超”火爆全

国，不仅 20 支参赛球队球员来自各

个村寨，就连赛事组织者、裁判员、解

说员、啦啦队员几乎都是来自周边的

村民。

这场以村为主导、政府打下手的

群众赛事，充满了迎八方来客的开放

性热情。

贵州“村超”如此，前黄村亦是如此。

其 间 ，谁 能 想 象 得 到 ，一 位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竟 然 可 以 同 时 向 镇 政

府、公安系统、卫健系统、执法系统

等“ 发 号 施 令 ”。 前 黄 村 党 支 部 书

记李定是介绍，“村马”是邀请浙江

路跑协会指导，村里承办的。赛事

的 队 伍 组 织、赛 程 安 排、晋 级 规 则

也 是 村 两 委 督 导 第 三 方 机 构 进 行

组织、规划、实施，对村两委负责。

上级政府单位虽参与其中，但更多

的是专注于协调赛事外的“散活”，

譬如场地、电力、通信、安保、环卫、

医疗等方面，提供细致周到的后勤

保障服务。

是的。权力的下放，让村民在台

前当家作主。村民的主观意识得到

了尊重，这才让村民有了兴趣，更有

勇 气 将 家 门 口 的 赛 事 办 得 热 热 闹

闹。自此，村民每晚都会在村广场上

反复地练习演出节目，以备在赛事当

天完美展示；一如既往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主动清理家门口的杂物，展现

优美的村容村貌。

曾有媒体这样评论以群众为核

心的乡村体育赛事：只有真正顺应人

民群众的意愿心声，基层治理才有地

方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职能转

化，才有当地民众从“要我办”到“我

要办”的热情转变。

当然，任何一场圆满的赛事，除

了赛场上全力以赴的选手，也少不

了那么一群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或

是村民、志愿者、基层干部，守候在

比赛路线的每一个补给点，确保选

手在比赛中能够得到充足的补给；

穿着鲜明的马甲，站在比赛路线的

每个重要安保点，示意车辆有序行

驶和规范停车，引导选手们按照规

定的路线前行，保证比赛的顺利和

公平公正。

他们就像一面面镜子，时刻保持

着自律和专业的态度，以及辛勤付

出，才让这些赛事充满了人文关怀和

温暖氛围。

这两年，乡村体育不断破圈，迅

速形成一股全网追赶的“潮流”，展

现 出 巨 大 能 量 和 精 神 风 采 ，已 是

不争的事实。其所展示的全民狂欢

盛 景 ，是 群 众 快 乐 精 神 释 放、幸 福

生活演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展示，

更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活力的

缩影。

如何保持住火热势头，继续下好

乡村振兴这局棋？记者认为，至少从

这三个方面入手。

继续笃定“千万工程”。生态宜

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千万工

程”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引领效应，不

仅体现在自然生态环境上，而且也体

现在人居设施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

的有效配套上。20年来，“千万工程”

为浙江乡村带来最直接、最明显的变

化是人居环境的改善。未来，“千万

工程”或将延伸至乡村公共服务能

力。对此，一个生态宜居的乡村定然

需要加快乡村数字化互联网平台的

打造和相关制度的建构，建立共享公

共服务的医共体、教共体、文体中心、

养老中心等，大大提高乡村公共服务

设施的利用效率、共享水平和服务能

力。

寄希望于青年人才。当前，生活

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相较

于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乡村生活更加

宁静、自由，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抛开

陈规旧念，愿意认识新农村。尤其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许多青年

人才将发展目光转移到了乡村。譬

如 2020 年 6 月，义乌市借村社换届

契机，在全省率先探索构建“一村一

青年委员”制度，换届后，685 名 35

周岁以下的青年委员，进入全市 537

个村社“两委”；前仓镇大陈村打造了

第六空间农产品直播间、围炉煮茶、

星空帐篷、丛林穿越、猪栏咖啡等新

兴项目，带动乡村经济，而这些新业

态的负责人大多是青创客。乡村的

未来发展，迫切需要青年人才注入活

力。

“乡村+”需要百花齐放。乡村

振兴战略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工

程，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并

进。乡村体育作为当前“乡村+”较

为成功的典型，迅速走红，短期内难

免被争相模仿。需要提醒的是，在浙

江“千村千面、万村万象”的万千气象

中，“乡村＋”并不是唯一出路，对乡

村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承和挖掘，

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乡

村＋”模式，才是标新立异的正道。

譬如，宁海县越溪乡王干山村结合

“看东海日出、观沧海桑田”的景观

特色，以独特的山海景观和日趋完

善的服务设施，每年吸引近万名游

客；宁波鄞州区湾底村，聚焦科技强

农数字化发展，打造天宫电商直播

基地，开展直播带货、直播云游等，

不仅为村庄引流，也丰富了村里的

产业业态。

融媒记者 程明星

前不久，全国
首个“村马达标赛”
在古山镇前黄村举

行。来自各地的 500 多名专
业马拉松运动员、业余马拉松
运动员和长跑爱好者，在山水
田园间激情奔跑。赛道途经
金色稻田、村间巷道、瓜果大
棚，以及革命广场等景点，呈
现“醉金秋，最村马”的丰收
景象。

曾经，国内举办马拉松赛
事的，多以历史文化名城和优
秀旅游城市为主。如今，回归
大自然的户外运动逐渐引领新
风尚。各类运动赛事不仅密集
归来，而且变得更加“乡村气”，
并借助乡土乡情和浓浓人情
味，频频出圈。

有 网 友 说 ，“村 马”“村
BA”串起的是村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展现的是乡村振兴
这盘大棋的走向，逐渐成为呈
现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和传播
本土文化的重要渠道。乡村
体 育 为 什 么 能 推 动 乡 村 振
兴？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
原因。

乡村体育
源于乡野

乡村体育 成事在民

乡村体育 不断破圈

前黄村“村马达标赛”，选手们摩拳擦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