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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手记】

一线蹲点影像

7月17日，龙安勇（左一）正在水电站的机房内检修设备。7月17日，龙艺文的母亲正在为他收拾比赛用的球衣球鞋。 7月15日，身穿11号球衣的龙安勇正在比赛。

继继““村村 BABA””篮球比赛之后篮球比赛之后，，贵州榕江的足球比赛贵州榕江的足球比赛““村超村超””又走红网络又走红网络。。
截截至目前至目前，，贵州贵州““村超村超””网络直播在线观看已累计超过网络直播在线观看已累计超过 22..55亿人次亿人次，，““村超村超””效应效应
正在扩散正在扩散。。连日来连日来，《，《工人日报工人日报》》记者蹲点榕江记者蹲点榕江，，记录记录““村超村超””的同时的同时，，也记录下也记录下
这里正在发生的改变这里正在发生的改变。。

7月15日，贵州榕江，在第9轮“超级星期六”的比赛中，新中村以大比分战胜丰乐村一队后庆祝胜利。他们的奖品是两只猪脚和一条稻花鱼。

7月15日，坐满观众的贵州村超体育中心。

7月15日，16岁球员龙艺文踢进制胜球，队友背着他绕场庆贺。

7月15日，观众借助木梯爬上围栏观赛。

7月15日，来自广东的一名女游客在场边大声助威。

7月18日，古州二小的体育场内，一名即将上一年级的小女孩正在观看女足训练。

7月 15日，“村超”比赛现场外的马路市场上，阿根廷球星梅西的
10号球衣随处可见。

7月 16日，“村超”夜市上，南来北往的游客正在聚餐聊天。贵州
“村超”在为榕江带来高人气的同时，也为城市“夜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榕江，一座鲜有人问津的贵州县城，因为足球，使它迸发出惊人

的能量，火遍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句对中国足球的美

好愿景，在榕江实现了。

有着28年教学经验的王长杰是古州二小的一名足球教练，最近为

了新年级的足球培训忙得不亦乐乎。即使下着大雨，依然有家长将奶

气十足的孩子带进球场，趁着教学间隙向他咨询足球培训的情况。作

为基层体育工作者，王长杰已经预想到了“村超”带来的改变，只是这改

变的速度“确实太快”。等不谙球场规则的孩子们走上球场，在细雨中，

一次次将滚落的足球捡回又踢飞时，严肃的王长杰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在“村超”火了之后的这段时间，生活在榕江的人们每天像过年

一样，努力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见到的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一个机会，但没人给，只能自己造一个了。”坐在出租车

上，一位司机得知我的来意之后，他这样表达自己对于“村超”的理解。

对于贵州的一个普通县城来说，他的这番表达是一种普遍心声，

只是有人在等待，他们在创造。

房间不够，住亲友家，免费；车辆不够，组个车队，免费；车位不

够，街边停放，免费……面对汹涌的人流，接待能力受限的榕江没有

一推了之，而是以最大的热情，让天南海北

的游客真切感受了一次家的温暖和随性。

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轻微举动会激发出怎

样的“蝴蝶效应”，但这份热情和纯粹足以

扣动数亿国人的心弦。

“村超”让这里发生改变

7 月 15 日，贵州村超体育中

心 又 迎 来 了 一 个:“ 超 级 星 期

六”。闷热的天气并没有阻挡球

迷和游客的热情。随着著名足球

裁判孙葆洁和解说员黄健翔的加

入 ，现 场 的 气 氛 也 被 推 向 了 高

潮。而这样的场景在今年的“村

超”现场已属常见。

在“村超”现场什么都有可能

发生。可以是“演唱会”，可以是

球 迷 见 面 会 ，也 可 以 是 民 俗 展

会。“村超”在聚人气引流量的同

时，也在打破着人们对于传统体

育赛事的认知。

榕江“村超”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 1940 年左右，当时因为战乱，

广西大学南迁到这里，先是校内

学生踢球，之后这项运动推广到

了村寨中，足球这项体育运动就

此在榕江落地生根，拥有了良好

的群众基础。到了上世纪 90 年

代，当地群众自发搭建了一个简

易的露天足球场，组织各村村民

举办了早期的联赛。这便是现在

“村超”的由来。

随着“村超”的出圈，当地人

的热情好客被大众所熟知。村民

自发组织起志愿者队伍，为家乡

服务。

“我是一名车队志愿者，也是

今天比赛的球员。”15 日当天，在

高铁站停车场，39 岁的水电站工

人龙安勇这样向游客介绍起自

己。每当这时，都会有游客要求

合影留念。“感觉像球星。”踢了

30 多年球的龙安勇说，“大家这

么热情，我们也需要用热情来回

馈远方来客。”

6 月初，众多“村超”球迷遭

遇“一房难求”窘境，榕江县仁里

乡太元村副主任通过短视频喊

话：“远方的客人，如果您订不到

房，欢迎来仁里乡太元村村民家

做客，免费入住村民家！”当地政

府积极组织志愿者参与辖区内

餐饮营业、住宿床位等情况的统

计 调 查 ，同 时 以 短 视 频 留 言 回

复、发布家乡“农文旅体”宣传短

片等方式，将滞留游客分流至各

乡镇（街道）。截至目前，榕江县

群众自发提供的临时性床位超

过 3000个。

“一出高铁站，我就感受到

了当地群众的热情，他们带我入

住的露营帐篷只要 50 元一晚，

真实惠！”来自广西的背包客说，

这感觉就像回家了。

如果说热爱是“村超”火爆的

起因，那么纯粹则是火爆能够持

续的基底。

为了给游客留下一份美好

的“村超”记忆。当地行政管理

部门纷纷从城市“执法者”变身

为城市“服务者”，在“村超”体育

赛事中心合理规划临时免费夜

市摊位、免费停车场，严格监管

所有宾馆、餐饮等服务行业，不

得随意涨价，全面提升城镇精致

管理水平。与此同时，当地还专

门开辟出露营区、房车停车区等

场地，用以缓解接待压力。

榕江在收获“村超”粉的同

时，一件件富有当地民族特色的

文创产品也借道出了圈。

“ 我 们 的 刺 绣 和 民 族 服 饰

订 单 量 增 多 了 ，产 品 供 不 应

求。”当地刺绣能手袁仁芝告诉

记者，“村超”的火爆，也带火了

榕江的传统文化，侗族大歌、蓝

染 、刺 绣 、银 饰 等 民 俗 特 色 在

“村超”现场大放异彩。他们的

产 品 不 局 限 于 原 有 传 统 图 案 ，

借力“村超”，当地村民制作了

大量的“村超”短袖上衣，引来

了各地游客的抢购。而比赛现

场，更是成了民族文化的秀场，

村 民 们 身 着 节 日 盛 装 ，排 成 长

长 的 队 伍 ，用 独 具 特 色 的 民 族

元素为“村超”助力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