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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以来，山东省青州市
六处“郑委员超市”相继亮相城市街
头。市民在此申请帮扶、留下诉求，
委员在此听取民意、汇聚共识，小小

“超市”成为连接委员、群众、政府的
履职新平台。

“郑委员”代表每一名政协委
员。近年来，青州市政协紧扣履职为
民理念，创新打造“郑委员超市”协
商品牌，赋予其公益救助、界别活
动、社会建设三大功能，构建形成

“党委领导、政协搭台、委员引领、社
会参与”的运行模式，实现了政协协
商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衔接。

传递爱心的桥梁

2022年10月7日，身为教师的
住青潍坊市政协委员王雪涛带领学
生们来到“郑委员超市·华邦号”捐
赠书籍、文具、衣服等物资。“作为一
名潍坊市政协委员，带头发挥委员
作用，组织孩子们利用节假日来‘郑
委员超市’奉献爱心，就是为了让爱
心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教育引
导他们立志成为有爱心、爱奉献、对
社会有贡献的人。”王雪涛说。

开展公益救助是“郑委员超市”
的功能之一。自启用以来，全市广大
政协委员积极捐物资、献爱心，带
动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引领了共享
文明新风尚。据负责人董超介绍，

“郑委员超市”建有网上物资库，市
民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物
资捐赠。

“我筹集了1000件棉服，希望
能够帮助困难群众过一个温暖的冬
天。”爱心人士白晓彬捐赠后在登记
册上留言。

“我最近翻建新房，想把替换
下来的两台冰箱、两台电视、两台
洗衣机捐给需要的人。”政协委员
田中海通过“郑委员超市”小程序
线上留言。

……
“目前，在广大政协委员的示范

引领下，市民人人参与、人人奉献、
人人共享的意识更加强烈。由大家
无偿捐赠的米面油、服装、家电等
各类生活物资，折合人民币已达
800余万元。”青州市政协副主席杨
爱东说。

在接收物资的同时，“郑委员超
市”还收集困难群众的救助需求，交
由申请人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审核
后，于每周五集中发放。每到物资集
中发放日，各个“郑委员超市”都会
将群众需要的米面油、调味品、衣
服、被褥等各类生活必需品摆放整
齐，携带申请表的群众经过扫码、登
记、核对后，依次领取自己需要的物
资。不方便在现场发放的大件物资，
则由志愿者及时送到群众家中。

接纳民意的窗口

群众有困难，可以到“郑委员超
市”说一说；有好的意见建议或者诉
之无门的烦心事，也可以到“郑委员
超市”说一说。每家“郑委员超市”都设有社情民意信息点，开门做公益的
同时也开门听民意。

赵蕾是“郑委员超市·百农思达号”的工作人员，每天记录、整理群众
现实诉求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天有3个群众来反映问题，其中一个
说他们小区下水管道堵塞，还有两个涉及增设公交站点、小区充电桩等问
题，我都一一进行了记录。”赵蕾说。

据介绍，在每个月的界别例会上，委员们会对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
题进行分析、归纳，并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政协渠道整理上报或转
化成提案交相关部门办理落实。《关于改善古城周边小区居民出行条件的
建议》就是“郑委员超市”汇集民意后得到成功解决的提案之一。

去年7月，市民张秀娟向“郑委员超市·华邦号”反映自己居住的教育
学院老宿舍存在出行不便问题。委员们就此调研讨论，形成提案后交由古
城管委会处理。经过协商，半个月后，古城管委会组织人员实地勘察，认真
分析研判，在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家属院北侧开通了北门。“我是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来这里反映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张秀娟说。

自“郑委员超市”开办以来，从事教育工作的政协委员刘德燕就喜欢
经常去转转看看。“山水号位于城乡接合处，作为教育工作者，在这里我跟
老百姓聊得最多的就是孩子教育的问题。”经过一线值岗调研，她正在准
备《关于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几点建议》的提案。

自运行以来，“郑委员超市”收集的群众诉求涉及物业管理、垃圾清
运、供暖供热等民生问题，通过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面对面”协商议事
活动，全力帮助群众解决。如今，“郑委员超市”已日渐成为社区深处倾听
民意的灵敏触角。

凝聚共识的平台

作为一个开放性履职平台，“郑委员超市”涉及面广、覆盖面大，由各
界别委员担任轮值店员，各界别召集人和社区书记共同担任副店长，各部
门全力支持，各镇、街道（发展区）协同配合，共同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社
会治理有效融合。

“‘郑委员超市’设立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更加便捷的平台，让委员、
政府、社会各方实现力量集结、凝聚共识、解决问题。”青州市政协主席王
海华说。

2022年 8月，王府街道南门社区支部书记吴兆岳有了一个新职务
——“郑委员超市·尧王号”副店长。自担任副店长以来，吴兆岳及时掌握
社区动态200余条。“‘郑委员超市’不仅帮助社区群众解决生活难题，还
激发了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诉求收集上来，各部门协商联动，更
加便于我们及时精准地查漏补缺。”吴兆岳说。

去年国庆前期，在政协委员铁广宁的牵头下，一场关于“近郊游”的讨
论在“郑委员超市·坦博尔号”举行。市文旅部门以及12位来自民宿、旅行
社、景区和酒店的代表，围绕“规划可行和实际落实不统一”“旅游景点与
市场需求不适配”“集群化和差异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通
过协商提出对策建议。会后，青州市政协专门形成了《“近郊游”亟需转型
提升》的社情民意信息。

依托“郑委员超市”，青州还全面开展委员到社区报到活动。委员们在
轮值期间，结合自身特长和能力，主动认领政策宣传、社会治理、疫情防
控、物业管理等工作，深度参与社区服务管理。

“重心下移、触角下延，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面向社会各界搭建起
‘同心同向同行、汇识汇智汇力’的开放性履职平台，实现了联系服务群众
的经常化、组织化。”王海华说，通过“郑委员超市”，“有事多商量”已日渐
成为全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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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
是笑，就说明政策好。”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
遵义考察时的重要讲话，语言质朴、内涵深刻。

同样是夏日的贵州，今年黔东南州榕江县的“和美乡村
足球超级联赛”火了。在“村超”的旗帜召唤下，20支“村队”
激战绿茵，“村脚”英雄不问出处，务农农民、商铺摊贩、小微
企业老板、货车司机、在校学生齐上阵，上至中年大叔、下至
乡村少年，为了全村的荣誉，尽情在绿茵场驰骋拼搏。

踢球的乡亲们为进球赢球兴奋不已，看球的乡亲们更
是在盛大的绿茵盛宴上笑得开心。“村超”的火爆，在群众体
育中展示出世界第一运动的感染力和参与度。

“村超”也好、“村BA”也好，其陡然火爆除了体育运动
具有的魅力之外，民族特色文化、乡村风土人情的加持功不
可没。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向来是不错的方式，借助大型集
会、体育运动、文艺活动等载体，把平日里散居村寨山乡、奔
忙各行各业的群众汇聚一处，为本村本土的球队助威呐喊，
既提供了释放激情的好机会、展示民族风情的好平台，也同
样是凝聚民心力量、提升乡土荣誉感的好途径。

“村超”的背后，也展现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带给中国
乡村的巨大改变。精神生活的火爆活跃，背后必然是物质基
础的日渐富足。世界足坛尽管不乏从非洲、拉美贫民窟的街
巷球场走出巨星的故事，但万人空巷、载歌载舞的场面，必
然是“仓廪实”的乡村才会出现的雅兴。假使在上顿不接下
顿的贫穷农村，很难想象青壮劳动力会把力气从稼穑分给
足球。

再者，乡村里有这些生龙活虎的汉子们热衷运动，又是
多么值得欣喜的场面，有青年的乡村才有活力、有劲头儿、有
未来。能“追球”的人一定有追求，懒汉是必然不愿多跑一步
的；多一个人盘突铲射，就必然少一个人游手好闲。

有了这些指征意义，至于比赛水平如何已经不再重要。
能有“彩虹吊射”“百步穿杨”“倒挂金钩”当然最好，只是草
根水平、养生踢法亦开心自得。

可以想见，“村超”“村BA”的成功，必然会在今后一段时
间内被不断复制。村村抄“村超”，就能有“村村超”，就会让“人
人笑”。

不由得向往村野、羡慕乡人。

喝彩“村村超”
期待“人人笑”

本报记者 廉维亮

6月10日，周六。中午刚过，家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口寨村的杨瑞玲，就赶着去美发店做
侗族特有的发型，因为晚上她要参加啦啦队方阵，为村里
的足球队员们加油助威。

下午5点，榕江县城北新区体育馆足球场已是人山
人海、热闹非凡。比赛还没开始，民族歌舞先轮番登场。晚
上8点，终于轮到杨瑞玲的啦啦队方阵进场，她们抬着自
己做的糯米饭犒劳球员和远道而来的观众。啦啦队里一
位94岁的老人尤为引人注目，老人自豪地说：“我高兴了
嘛，要来看，口寨村加油！”

从5月13日起，随着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
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每到周末，这样的场景就会在这块
足球场上轮番上演。6月3日的比赛，更是因为中央电视
台原体育播音员韩乔生的到来，达成了5万人现场观看、
5000万人在线观看的“壮举”。自此，被当地人称为“超级
星期六”的贵州“村超”火爆全网。

“村超”是文化的沉淀，是民间送来的东风

“村超”火了，但要说起这场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的
赛事的由来，还要追溯到起始于千禧年的“车江三宝侗寨
足球联赛”。

杨亚江，车民小学的校长，也是榕江县足球协会副主
席、车江三宝侗寨“快乐老男孩”足球队队长。据他介绍，
榕江县向来有足球传统，因此早在2000年就诞生了车江
足球联赛。此后，比赛一年一度已成为传统。今年春节，车
江三宝侗寨举办2023年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由车江8个
村的足球队参赛。没想到比赛打得火热，有更多的乡镇队
伍跃跃欲试。于是，县足球协会便酝酿将比赛升级为全县
赛事，邀请各乡镇（街道）以村（社区）为单位组织参加，

“村超”从此应运而生。
“村超”，从球员到裁判，都是名副其实的村民，组队

形式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我今天从贵阳来榕江可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踢

球。”《贵阳晚报》体育记者吴再忠是一位30多岁的“老球
员”，作为榕江人，三江乡四格村足球队一声召唤，他便前
来应战，至今已踢了四场比赛。54岁的邹国军是比赛的

“主裁”。12岁开始踢球的他，20多岁就当上了裁判。“我
平时开店做生意，榕江只要有球赛我就来。”邹国军说，由
他执法的比赛每周五、六、日，每天一场。“去年一天还可
以搞两场，现在有点跑不动了，好在年轻一代的裁判员已
经顶上来了。”

6月10日这天，球赛还邀请了一支特殊的队伍——
1984年黔东南州首届中学生“三好杯”足球赛男、女冠军
队。

当年的球员伍飞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榕江二小就
有足球班，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就被选入。“那时学校的
足球场还是泥巴地，离我家就几十米，每天都在那训练。”

高家育也是当年冠军队的一员，这次是从重庆专程
赶来。作为榕江少年体校培养出来的球员，高家育去重庆

上大学后也是校队主力。“不光是
我，他当年被叫作‘球场上的小老
虎’。”高家育指着旁边的陈勇说，

“不谦虚地讲，我俩都是当年榕江县
的优秀球员，奔跑的速度、对球的感
觉，没话说！”如今，看到家乡的“村
超”有着如此高的人气，高家育很是
感慨，“这是榕江足球的厚积薄发，
像一坛老酒一样酿出来了。有这么
多人关注榕江‘村超’，也说明了国
人对足球的热爱。”

正如高家育所说，榕江之所以
能孕育出“村超”这样的比赛，还要
源于榕江人对足球的热爱。

上世纪40年代，广西大学迁入
榕江，足球运动也随之传入榕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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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榕江中
学兴起足球运动。1965年，榕江县
足球队首次参加黔东南州足球比赛

获得冠军。1971年后，足球在县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逐渐发展起来。

榕江县政协科教卫体专委会主任石庆伟最近
考察了榕江足球的历史，正计划参与榕江足球相
关报告文学的撰写。“在榕江县城，每逢足球赛，球
场边都是人山人海，而且村民们爱看球，爱戴球员
也是有传统的。”石庆伟说，今天的“村超”能引得
万人空巷，也得益于榕江浓厚的足球文化。

“村超”是流量的盛宴，也是经济的“顺风车”

“村超”带火了榕江，也让当地经济搭上了流
量的“顺风车”。

2021年，榕江县用好国家“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政策，提出了“让手机变成新
农具，让数据变成新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的
新发展理念。同年11月，贵州·榕江新媒体助力乡
村振兴产业园创建，积极发展短视频、直播电商、
线上营销等核心业务。

据榕江县新媒体专班工作人员全芳介绍，县
里成立了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园工作领导小
组，组建工作专班，各乡镇（街道）组建新媒体服务
中心，各村（社区）成立新媒体服务站，形成县乡村
三级组织体系。通过持续性的免费培训，把非遗传

承人、留守妇女、返乡青年、村干部、易地移民搬迁群众、弱
劳动力等群体培养成为“村寨代言人”，打造“乡乡有网络达
人直播服务中心、村村有新媒体直播团队、寨寨有村寨代言
人”的新媒体人才队伍体系。目前，全县已有1.2万多个新
媒体账号和2200余个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

正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为了配合“村超”赛事，榕江
县专门成立了“‘村超’新媒体专班”，全县群众自发拍摄赛
事短视频，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宣传。5月
13日开幕赛当天，仅通过榕江县自有的“村寨代言人”和直
播营销团队就斩获了500万以上的流量。

引来流量的除了足球赛事本身，还有中场休息时的民
族歌舞表演。榕江县有侗、苗、水、瑶等16个少数民族，有侗
族大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琵琶歌等11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每个“超级星期六”，都会有侗族大歌、芦笙、
民族舞蹈、摆王木鼓、少儿体操、齐跳多耶等民俗展演和加
油助威活动。“村超”赛场上炫起的多彩民族风，让线上线下
的观众大饱眼福。

“村超”带火的还有榕江经济。每到“超级星期六”，县体
育馆周边的空地上就会出现一片由县里统一规划的小吃聚
集区，经营户通过流动摊位、后备箱集市等形式在这里售
卖，品尝当地小吃、选购由蓝染土布做成的“村超”T恤的游
客络绎不绝。

据悉，7月29日“村超”总决赛后，榕江还将发起全国
“村超”邀请赛，榕江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勃已经“喊话”淄博
烧烤队、柳州螺蛳粉队……邀请各地球队来榕江与卷粉队
一比高下。

“村超”是爆款，更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

各种乡村体育比赛不断火爆出圈，不仅让关注者为之
叫好、喝彩，同时也引发了政协委员们的思考：为什么“村
BA”“村超”能火？其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
种成功能不能推广复制？

“真没想到，在祖国南疆的民族地区，居然有如此亮眼
的体育比赛项目。”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村超”，让第十三
届全国政协委员王树理感慨不已。

王树理说，足球运动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是赛场上的
得分，更多的是提升了全体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创造力。要
为“村超”点赞！不仅在于它感动了很多人，更是因为它为我
国小康社会做了最好的证明和诠释。而“我参与、我幸福、我
快乐”的精神，也必将为社会各领域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

王树理表示，体育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体育工作中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要及时
回应群众关切，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体育工作质
量的根本标准。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
长期关注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他认为，当下“村BA”“村
超”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直接体现了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如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所讲的，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
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王济光说，人们
总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其实世界的优秀文化同样也会浸
润、融合到民族的传统中，篮球、足球在中国乡村得到发展，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乡村建设跟上了世界步伐，印
证了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的包容开放，反映了世界多元文
明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从城市到农村互相浸润、互相融合
的趋势。

王济光同时提到，“村BA”“村超”受欢迎，并不仅仅取
决于其本身竞技水平的高低，而是在于通过赛事传递出了
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情感价值，让参与者拥有了精神寄托和
情感宣泄的渠道。同时，在比赛之外，通过民族非遗文化的
展示、当地土特产品的销售，甚至乡村旅游的串联，都给参
与者带来了愉悦和放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休闲体
育和休闲文化的归宿，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之义。

“无论是‘村超’还是‘村BA’，都是乡村特有的文化火
种。只要找到了独一无二的乡村故事，就找到了打开乡村文
化振兴之门的钥匙。”在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民盟湖南省委会主委何寄华看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的重大基础工程，因此，应该重视民俗文化、乡村文化
创新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何寄华谈到，文化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历史传承，是
“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德治与自治的有效结合
纽带，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现在很多地方通过体育比赛
的形式，在凝聚村民向心力的同时，也反映了当地特色文
化，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最终促进了乡村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体育比赛作为一种有力抓手，最终目的还是以此来引
领乡村文化振兴。”何寄华说，乡村体育比赛的火爆，依托的
是当地自身条件，并不是说各地都要效仿这种模式，而是应
该因地制宜。比如通过支持修复村志、家训，建设非遗传承
基地、乡村剧团，发掘保护传统民居等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历史传说、剪纸、蜡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民俗文化记
忆馆等，都可以讲好乡村文化故事。

乡村文化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同时也考验着治理者的
能力和水平。“长期以来，我们的乡村有很多自发的、源于历
史传统的文化亮点，但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规范及发
展。”何寄华说，“村超”“村BA”的火爆出圈，是因为其已经
成为当地乡村治理的一部分，成为当地乡村一种大家约定
俗成的规范活动。因此，要着力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思想引领
主体作用，同时还要围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县一特”
的目标，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品牌，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为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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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村超”还是
“村BA”，都是乡村特有
的文化火种。只要找到了
独一无二的乡村故事，就
找到了打开乡村文化振
兴之门的钥匙。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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