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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特稿

翻开《炎陵县人民革命史》可
以看到，自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
率秋收起义部队到了炎陵县水口
开始，到 1938 年 10 月，南方各路
游击队下山北上抗日为止，坚持
了整整 10 年的革命武装斗争。在
罗 霄 山 脉 中 段 相 继 建 立 了 井 冈
山、湘赣革命根据地。在红色区域
内建立了省、县、区、乡各级党组
织和革命政权，并组织和领导了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在当年的革命根据地里，由
于生产力不发达，加上敌人的经
济封锁，物资相当匮乏，军民生活
较艰难，但根据地军民依然不怕
牺牲，前赴后继与敌人展开浴血
奋战。为什么红军能够艰苦奋战
而不溃散呢？究其原因，除了有一
个崇高的政治目标外，勤政为民，
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是非常重要
的因素；其次，严肃党的纪律也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手段。

在根据地有一些铁的纪律。
1927 年 10 月，工农革命军由荆竹
山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毛泽东就
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即：一
是行动听指挥，二是不拿老百姓
一 个 红 薯 ，三 是 打 土 豪 要 归 公 。
1928 年在桂沙田，毛泽东向部队
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32 年 12 月，湘赣省工农民主政
府在《战争紧急动员决议》中提出

“严惩贪污分子，反对浮支浪费”。
1933 年 1 月，中共湘赣省委在《红
军新胜利与我们的紧急工作》一
文中强调：“必须领导反对贪污
腐化，清查各独立团、营和各级政
府的经济。一经查出，就须送到苏
维埃治罪。”1934 年 4 月，湘赣省

“第一次全省区以上主席联席会
议”中指出：“特别是贪污浪费分
子，要按照中央第 26 号命令交裁
判部惩办。”

在根据地，一旦发生违背纪
律 的 不 法 行 为 ，坚 决 打 击 ，毫 不
手 软 。据 党 史 资 料 记 载 ：1927 年

12 月，毛泽东接到一团党代表宛
希先报告，亲自率人由宁冈茅坪
赶到茶陵湖口，将贪污部队 10 多
斤黄金并企图叛变的团长陈皓带
回宁冈处决。1931 年酃县赤卫大
队事务长贪污 5 块半银洋（伙食
金），根据当时“贪污 5 块银洋以
上者杀”的规定，依法将其处决。
1934 年元月，酃县苏维埃政府财
政 部 长 企 图 贪 污 公 款 60 块 银 洋
被判处 3 年监禁。1934 年 3 月，湘
赣省卫生部中药科长把药库的虎
腰私人拿去浸酒，还私自把名贵
中药卖给群众，也被送交裁判部
判刑。

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战费、
粮食及军用物资空前紧张。除了
打击贪污犯罪外，根据地还大力
倡导增产节约运动。为此，湘赣省
发出“号召苏区革命群众实践六
项节省规约”：（1）每天节省一个
铜 板 ；（2）不 进 馆 子 ，不 吃 小 食 ；

（3）节省办公经费 3%；（4）普遍建
立节约箱；（5）每个单位建立一个
菜园；（6）残酷地开展对一切贪污
浪费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在根据地里，从省苏维埃政
府主席到一般战士都吃一样的伙
食。还规定，如遇到经济困难，机
关 人 员 要“ 优 先 让 战 士 吃 饱 肚
子”。地方苏区的干部在自家吃完
饭再到苏维埃政府去做事，正如
苏区山歌唱的那样“苏区干部好
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
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尽管
条件艰苦，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非常密切，亲如家人。正因为干部
勤政廉洁，受到工农大众的拥护，
大家团结一心，不畏艰难困苦跟
着共产党干革命，直至夺取全国
胜利。

掩卷静思，感慨万千。古人云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
奢”，言犹在耳啊！我期盼勤政为
民，廉洁奉公的优良革命传统能
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扬。

纪律严明的苏区根据地
张观怀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这个
节将道教的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
节、民间的鬼月鬼节习俗集于一身，
绵延1500余年，传播至东亚很多国
家，承载着情感与寄托，丰富着人们
的精神与生活。从古至今，中元节有
着多元的仪式风俗，寄托着中国人
对亲情的眷恋与对爱的信仰。

祭祖

七月原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
成熟，讲究孝道的中国人，要向先祖
报告，并且请老祖宗尝新，所以七月
例行祭祀祖先。

到如今，有些地区还有在旧米
中撒入新米煮，循四时更替适时而
食的习俗，代表稻物将熟，要与天地
共同尝鲜。

普渡

中元节，传说先人会回到生前
的家中，看看自己的亲人，食一回人
间烟火，享受后辈们的孝心，这是逝
去亲人重返人世团聚的日子。而后
辈们也会精心准备美食和纸钱予以
供奉。

人们为了安顿地狱中无人祭祀
的魂魄，常常在家祭之外，沿街、沿
河设香案香火，甚至设立盛大的道
场，超度不安定的亡灵。

这 种 施 孤 方 式 称 为“ 中 元 普
渡 ”，希 望 一 切 在 苦 厄 中 挣 扎 的
亡 灵 离 苦 得 乐 。虽 然 这 样 的 习
俗 夹 杂 着 些 许 迷 信 色 彩 ，但 它
所 呈 现 的 悲 天 悯 人 的 善 意 ，是
人 们 对 逝 去 亲 人 的 一 丝 牵 挂 与
怀 念 。

放河灯

中元节还有放河灯的习俗。人
们 认 为 ，中 元 节 是 鬼 节 ，也 应 该 张
灯，为鬼庆祝节日。河灯也叫“荷花
灯 ”，一 般 是 在 底 座 上 放 灯 盏 或 蜡
烛，中元夜放在江河湖海之中，任其
漂泛。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曾描写过
放河灯的场景：这灯一下来的时候，
金呼呼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
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
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
几千几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
叫 绝 ，跳 脚 欢 迎 。大 人 则 都 看 出 了
神 ，一 声 不 响 ，陶 醉 在 灯 光 河 色 之
中。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
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
会有这样好的景况。

“买买买”

如果说春节过年买买买还合情
合理的话，那俗称“鬼节”的中元节
怎么就成了购物狂欢节了呢？

在古代，中元节是个普遍祭祀
的日子，各地都会举行斋会，唐代甚
至将中元节设置成“法定小长假”，
放假三天。这三天里，各种各样的祭
祀品都被摆进了集市，它们中的许
多东西都是平时很难买到的。

送羊

农历七月十五，还被称为“送羊
节”。在北方地区，古人中元节要给小
辈们送羊，之后演变为面羊。用面粉做
成羊的形状，然后上蒸笼蒸熟，送给外
孙、外甥或者女儿。之所以送羊，就是
取羊的谐音“祥”，寓意吉祥如意。

古人在中元节会做什么

中元节的意义，除了子孙表达
对先人的追思外，更重要的是感受
生命的价值，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
涵值得我们去认真了解和看待。

2008 年，浙江温州的汤和信俗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元节

（潮人盂兰胜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 中 元 节（资 源 河 灯 节）也 分 别 于
2011 年和 2014 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汤和信俗

汤和信俗是浙江省温州特有的
以祭祀汤和为主题的传统民俗及民
间信仰活动，也是中元节习俗中最
具典型性的个案。

明初，东南沿海频遭倭寇侵扰，
百姓不堪其苦。大将汤和奉太祖朱元

璋之命沿海岸线修筑卫所 59处，温州
宁村所即为其中之一。倭患平息后，
民间感念汤和的功德，在东南要塞宁
村建庙立祀，并于每年农历七月十五
中元节举行“汤和出巡”、“追悼倭难
亡魂”等仪式。整个活动持续五天，仪
式所到之处，人们夹道摆祭迎候，久
之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汤和节，至今
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汤和信俗在东南沿海一带影响
深远，具有广泛的民间性和自发性。
它突破中元节祭祖和送鬼的一般习
俗，形式上涵括了手工技艺、歌舞、
曲艺等众多的民间艺术门类。

潮人(指潮汕地区人)盂兰胜会

香港潮人举行的盂兰胜会始办
于香港铜锣湾的公和堂，后来香港
各地区都效法举行，至今已有 100 多

年历史，主要有佛家和道家两种仪
式，但其宗旨和形式至今已融会贯
通，异曲同工。

香港的盂兰胜会规模宏大、仪
俗繁杂。每年从阴历七月一日开始，
人们在不同小区搭起大棚，用于放
置祭品、举行祭拜仪式、演出潮剧、
宣读经文等。此外还包含福物竞投、
吃平安米、撒花及潮州大锣鼓游行
等多种内容，热闹非凡。

资源河灯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河灯节历
史悠久，是当地民间一年一度民风
浓郁的传统节日。每到农历七月半，
当地人以唱歌放灯的形式寄托缅怀
先人、消灾避祸的情思。起初，资源
河灯只有“敬神灯”“莲花灯”“粽子
灯”3 种。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河灯的

制作工艺及内容得以日益完善和丰
富，河灯的种类也花样百出。每到农
历七月十四夜，县城风雨桥河段两
岸人山人海，大家集中放河灯，各式
河灯竞相绽放资江河面，展现了“万
盏河灯耀资江”的奇观。

如今，以河灯为主体内涵的资
源河灯节渐成规模，形成了一个以
祭祖、祈福、商贸、民娱等内容为主
的地方性节庆活动。

河灯节拓展提升了资源的文化内
涵和旅游品位，2004年国家旅游局把
资源河灯节列为“全国百姓生活游”十
大主题活动之一，2008年被列入广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成
功晋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加以保护，其经济、社会、历史
旅游文化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网络综合

延伸阅读 这些中元节习俗被列为“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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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台盘村“村 BA”走红并非孤例。近
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稳步推进，这种从头到
脚“村”味十足的乡村体育活动也在勃兴。在
甘肃平凉，一场篮球比赛让找不到座位的观
众爬上树梢观赛；在广西、福建等地，类似
的以村为单位的体育赛事也非常火爆；在
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乡村体育赛事还“赛”
进了县体育馆。除了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乡村体育活动还以赛事举办带动乡村
休闲旅游产业，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不过，虽然整体上乡村体育设施正在

改善，但仍要补短板。黔东南州文体广电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常海认为，目前黔
东南州的乡村篮球场都是露天的风雨球
场，仅能满足基本需求，下一步要量力而
行增加灯光、遮雨棚等配套设施。台盘村

“村 BA”虽然大获成功，但赛事举办中的
一些安全隐患，如过于拥挤，架梯子、站房
顶、爬围墙的观众有跌落的风险，等等。要
长长久久火下去，成为远近村民的嘉年
华，采取措施确保赛事安全、增设更多观
众席位、增设公共卫生间等，须提上日程。

现场：能站住脚的地方都是观众 场下：外交部发言人点赞关注

“农”味十足的“村BA”为何火出圈
没有电子屏幕，没有商业广告，没有

赛前造势和新闻发布，仅一块村委会门
口红绿配色作底的篮球场；场内球员不
停地奔跑、传球、上篮，场外人头攒动，欢
呼呐喊……一场看上去并不专业也不高
端的乡村篮球比赛却极具感染力。

“现场氛围真的太赞了！”7 月底，
贵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的一场乡村
篮球赛引起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
坚的关注。在推特上，他发文并配视频
进行了点赞。

这轮由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自发组织
的“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一开打，就吸
引十里八乡的群众前来围观，因其热烈
的氛围而迅速走红网络，火爆出圈。由于
场地在农村、比赛由村民组织、参赛者以
村民为主，甚至奖品都是黄牛、香猪等地
方农产品，网友亲切地称其为“村BA”。

为了延续赛事氛围，7月 30日至 8
月 2日，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
东南州半决赛在台盘乡台盘村举行。架
梯子、站房顶、爬围墙，现场观众人山人
海，网络直播累积观看人数则超过一亿。

贵州“村 BA”为什么这么红？记者
采访发现，乡村篮球赛的火爆是偶然中
的必然，折射出农村地区对高质量精神
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

8 月 2 日下午 3 点，烈日当空。88 岁的牙
爷爷打着伞坐在球场的露天看台上，等待即
将开始的篮球赛。他从 30公里外的凯里市赶
来，为了防止座位被占，上厕所时只能和老伴
轮流着去。

不少观众从河南、广西等地慕名而来，就
是为了看一场接地气的“村 BA”。

等到比赛开打，球场内人山人海、座无虚
席，球场外的山坡上、屋顶上，只要能站住脚
的地方都是观众，“乡里的梯子都卖空了”，村
民笑着说。

一些村民从家里带来铁锅、铁盆等为场
上的球员加油助威，篮球入筐，四处传来铁器
撞击的助阵声响。

现场解说员在普通话、贵州话和苗语之
间不断切换。中场休息时的“篮球宝贝”表演
换成了少数民族特色歌舞，比赛获胜者的奖
品是黄平黄牛、榕江塔石香羊、从江小香猪、
榕江西瓜……“村 BA”从头到尾“村”味十足。

台盘乡政府初步统计，在 4 天的比赛时
间里，场均观众超过 1.5万人。因场地限制，每
天未能进入现场而在外围徘徊的群众超过 1
万人。不少群众在距离球场几十米的远处拍

照“打卡”，“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来过”。
4 天时间 27 场比赛，有的场次进行到次

日凌晨 4点。从天亮打到天黑，从天黑又打到
天亮，鲜有观众提前离席，当地称之为“天亮
文化”。

在抖音等网络平台，对贵州“村 BA”的直
播以及相关短视频多达数百个，网络直播累
积观看人数超过一亿，关键词“村 BA”连续多
天进入热榜，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有网友说：“我看了三天三夜，球赛精彩，
场面壮观，观众精神抖擞！”有网友分析贵州

“村 BA”火爆的原因：“没有资本的比赛得人
心，实打实，接地气。”“球员们都是在为了各
自的家乡拼搏，不为金钱，只为名誉。”

当地基层干部表示，体育文化在乡村振
兴中不可缺席，既能让村民们拥有良好的身
体素质和精神面貌，也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

台盘村村民、“村 BA”解说员王再贵说，
比赛这几天，球场周边专门划定几十个摊位
让村民卖小吃，赛事组织方只收取几百元的
摊位卫生费，大量的人流涌进台盘村，带火了
当地的小吃和农产品，村里有的小摊位每天
能赚 1万到 2万块钱。

因为篮球，不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回
来了。

组织这场比赛的，是包括王再贵在内
的台盘乡二三十个年轻人。今年 26 岁的
王再贵是退役军人，目前是台江县的一名
辅警。为了村里举办篮球赛，他特意请了
一周的假。

“办了几十年了，不能到我们这一代就
断了。”王再贵说这话时，比赛已经落幕，但
村委会门口临时搭建的观众席还没有撤下，
几十个孩子正在球场上追逐抢球。

台盘村举办篮球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6年。从那时候起，台盘村的村民在每年

“六月六”吃新节时，都会举办一些诸如“斗
牛”“斗鸟”等体育赛事，而篮球作为一项参
与度最广，群众最认可的赛事被传承下来。

“听村里的老人们说，1936 年至今，
台盘村一年一度的篮球赛从来没有间断
过。没有篮球，村民就用布料捆扎成球，没
有篮板，村民用两根柱子加一块木板，再
搭上一个铁圈。”台盘村村支书张寿双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台盘乡“六月六”吃
新节篮球赛声名逐渐远播，从刚开始的十
里八乡的群众参与，到近几年整个黔东南
州各个县都会参赛。

直到现在，每年农历六月六前，为了
举办篮球赛，台盘村家家户户出资，少则
几十元，多则几千元。

“也曾有人想过放弃，但村里的老人
不允许。”王再贵说，一句“你们年轻人还
不如我们当年‘雄’了”就能彻底激发起台
盘村年轻人的斗志。

台江县有“天下苗族第一县”的美称，
当地民族节庆比较多，而篮球赛作为团体
运动，能凝聚村民团结意识，激发正能量，
因此当地村民一直以来都将篮球比赛作
为节庆中的固定项目。“每逢篮球比赛开
打，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蜂拥而至，为了
参加和观看篮球比赛，甚至外出务工的人
都会赶回来。”台江县县长杨德昭说。

张寿双介绍，台盘村有 270多户 1100
多人，三分之二的村民有打篮球的习惯，篮
球运动在村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农闲
和传统节日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篮球赛
事，赛事氛围浓烈，群众体育参与度很高。

除了少数民族的历史传承和篮球运动
的群众基础，“村 BA”火爆背后，还体现了
农村地区对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
求，其火爆出圈是偶然中蕴藏着的必然。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
和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老百姓得到了极
大的实惠，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有了更多的
精力和经济实力参与到体育和文化活动。

“我们受此启发，将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群众喜欢的我们就要干，提升老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让他们成为参与者
而不是旁观者。”杨德昭说。

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
局长常海说，乡村篮球赛包含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在比赛中，无论输赢，都有观
众的鼓励，从来不喝倒彩，赛场上每个人
都是勇者，线上线下联动，大家一起欢乐。

不过，从现场也可以看出，目前乡村
体育还存在竞赛队伍技术差、裁判员紧
缺、组织能力不足等短板。黔东南州文体
广电旅游局竞技体育科科长杨家华说，可
进一步加大对乡村体育爱好者、运动员、
裁判员的选拔培养，逐步将赛事规范化、
常态化。

常海建议，继续挖掘民族竞技项目，
努力拓展民族体育竞技表演、休闲体验等
活动，开展好赛龙舟、斗牛、独竹漂、武术
等传统体育项目，释放乡村体育赛事的持
续影响力。

“乡里的梯子都卖空了”

站在场外观赛的观众。受访者供图

8月2日，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州半决赛在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举行，前来观赛的观众爆满，气氛热烈。受访者供图

“办了几十年，不能到我们这一代就断了”

“村BA”火爆背后是美好生活的共鸣

“村BA”要长长久久还须补短板

（图文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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