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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超”火了，火得令人猝不及防。一场业
余球赛，前三轮场均上座率媲美职业联赛，抢
球票全靠手速，线上浏览量以亿计，江苏省城
市足球联赛成为一场“现象级”全民狂欢。

泼天的流量正在变成“留量”和“增量”，从
相关文旅消费数据看，综合经济效益相当乐
观。擅长市场思维、主打一个赛事经济算大账
的“苏大强”，正将“苏超”变成整个江苏的推介
引流大会。

“人文经济”的好球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南哥”之争、“太
湖三霸”变成“太湖三傻”……全国人民不管看
不看球，过去半个月几乎都刷到过这些梗。

作为一项地区性赛事，“苏超”5月10日
开幕时还默默无闻，却仅用不到一个月就火遍
全网，被网友们捧成“超”字辈——足球圈的
“顶级”待遇。

又是草根赛事，又是足球，从贵州“村超”
到江苏“苏超”，都火了。火得似曾相识，却又
各火其火，火火与共。

“苏超”前三轮18场比赛观众共19.57万
人，最高一场22613人，逼近中超联赛前13轮
场均人数（24371人）。第三轮6场比赛的线
上观赛人次突破1700万。在多地宣布启用更
大球场后，票房无疑将再创新高。

目前，各大社交平台含“苏”量超标，不少
体育平台还为“苏超”设置专区，就在英超德甲

“隔壁”。银联商务数据显示，端午节假期前两

天，江苏省异地文旅消费揽金65.57亿元，占
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0.8%；据美团旅行数
据，端午节后的3日~8日，江苏省景区预订量
同比增长305%。

从“村超”到“苏超”，火的逻辑很相似，都
是以体育搭台，让文旅唱戏，促经济发展；都是
满场欢呼，满屏点赞。

也各有各的火法。从村里到城里，从西南
山区到东南沿海，人文特色不同。因此多彩贵
州的“村超”凸显民族文化、村味农趣。而在

“散装江苏”的“苏超”中，“十三太保”等老梗，在
官媒主动下场并“伙同”自媒体、网友二创后，
玩出“没有人情，只有事故”“没有假球，都是世
仇”的新梗。懂的都懂，不懂的现在也懂了。

一个是村寨的聚会，各个民族齐欢乐；一
个是城市的较量，齐心协力搞“对抗”。无论是
群众主创还是政府主导，都深深扎根于当地人
文底蕴中，都把球踢到了老百姓心坎里。

也只有接地气、聚人气、扬文气，才能不断
踢出“人文经济学”的好球。

文旅局长笑哈哈

“苏超”第三轮适逢端午节期间，排名垫底
的“十三妹”常州又因乌龙球负于扬州。网友
们在津津乐道“常州终于有龙了，叫乌龙”等热
梗时，意外发现三连败的常州竟是本轮最大
赢家！

比赛前两天，主场作战的常州就放了“大

招”：全市A级旅游景区对持扬州身份证游客
免门票。以“看球”为引，以赛事为媒、文旅为
核、服务为桥，常州在各大景区推出丰富活动、
扬州游客专属通道等“宠粉”操作，把网络流量
变现成文旅增量。

这是一次赛事引流与节日叠加的精准卡
位。短短三天时间里，常州共接待扬州游客
15万人次，中华恐龙园、淹城春秋乐园、淹城
野生动物园等景区单日扬州游客占比超过一
半。“吃瓜群众”们惊呼，输麻了的常州其实“赢
麻了”，“体育局长的委屈，都化作了文旅局长
的笑容”。

其他五个主场城市也没闲着。南京结合
“票根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长达前后一周内
的指定场景优惠；镇江对客队宿迁市民免费开
放景区……数据显示，第三轮6个主场城市的
银联异地渠道文旅消费总额增长14.63%，远
高于同期的全省数字。

第四轮比赛于14、15日举行，尝到了甜头
的各地持续发力。连云港、南通均针对所有持

“苏超”票根的观众推出免门票、餐饮交通优惠
等政策。扬州市5日宣布，所有主场比赛日所
在的周末，国有收费景区将对省内其他12市
市民实行日间免费入园。

在一个经济强省的城市联赛中，那些榜一
之争、美食PK和“拉客”大战当中，实则蕴藏
着各地市不甘人后的精神面貌和市场活力。

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戴斌说，
“十三太保”你追我赶一家亲，都希望持续将赛
事流量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量。

体育局长不委屈

散装江苏，集体破圈，借着体育搭台搞经
济的本事为何这么整齐划一？对此文旅局局

长和体育局局长们的回答可能会有些“凡尔
赛”：“无他，但手熟尔。”

“手熟”是江苏各地多年来文体旅深度融
合的结果。近年来，体育赛事拉动消费、带动
经济的多元功能不断凸显，作为体育大省，江
苏每年要举办100多项全国以上级别的体育
赛事，可要打好体育牌，办赛只是第一步。

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少军直言，除了少数
赛事，多数赛事的本体是亏钱的，但办赛要算
大账，“大账在于拉动效应、城市品牌”。

一场赛事办得值不值，要看融得好不好。
中国街舞联赛已经连续多年在南京门东历史
街区举办，拉动街区营业额明显上涨，“明城墙
下跳街舞”成了“金字招牌”；无锡马拉松每年
吸引大量外地跑友，今年在餐饮、住宿、交通、
旅游、展厅销售和会展服务等方面共产生经济
效益5.05亿元……

回到“苏超”，虽然刚开始不久，但已有业
内人士估算，预计全年带动消费将以亿计。最
近一周，竞赛组织方江苏省足协、赛事运营方
江苏省体育产业集团和各地市都有了“幸福的
烦恼”——找过来想赞助、谈商务合作的太多
了，“忙不过来，根本忙不过来”。

“城市品牌”则更具长尾效应。“苏超”中，
无论是淮安和扬州的“淮扬菜正统之争”，还是
南京与无锡的“盐水鸭”对决“水蜜桃”，无论是
花果山所在地连云港与吴承恩老家淮安的“西
游”德比，还是徐州与宿迁的“楚汉争霸”，满满
历史典故，全是特产风物，成功擦亮城市特色
名片。

“苏超”不仅踢了场好球，还拉着十三个地
市齐齐上大分。

从这个角度看，体育局局长们不但不用委
屈，还可以骄傲一点。

据6月24日《珠海特区报》报
道，曾经闲置的农房石屋，摇身一
变成为展示乡村之美的艺术窗
口。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横石
基村，一场精彩的“空间魔术”正
在上演。6月23日，“笔绘新农村
助力百千万”乡村画展开幕。横
石基村8栋长期闲置的传统石头
屋经改造后蜕变为充满艺术气息
的画廊，为金湾区深入实施“百千
万工程”提供了“艺术+乡村”的创
新实践样本 。

当艺术邂逅乡村并逐渐引领
乡村振兴，将大众传播中趋于扁
平化的“田园”“山水”“古村落”等
要素变得鲜活起来，一些乡村一
改往日萧条之景，拥有了立体、丰
富的新形象，从而实现传统村落
自然美与人文美的回归。

艺术乡建可以互相借鉴、互
相呼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艺术
乡村在各地涌现，传统风貌与艺
术活力交融为乡村塑造带来了更
多可能。实施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战略，借助艺术之手助推农村环
境美化、产业发展、文化繁荣和文
明提升则是取得乡村振兴进一步
突破的有效途径之一。

鸡犬相闻，荔枝花开。走进
珠海横石基村石屋画廊，共75幅
油画、水彩作品陈列其间。来自
珠海市美术家协会的25位艺术家
深入村落，以画笔提炼横石基的
山海风光、淳朴民风与独特民
俗。碧海蓝天、嶙峋礁石、古朴民
居与劳作的渔民……从日常生活

的细节，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美景，画作将横石基村的自然肌
理、人文故事转化为动人的视觉
符号，记录了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艺术美化村落，产业加快振
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一环，通过引入艺术资源，唤醒沉
寂的乡村，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
展，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如，珠海金湾区横石基村的开发
模式区别于其他村，以政府政策
为引导，以艺术创作激活乡土基
因，以市场机制推动价值变现，最
终形成“文化 IP—文旅产品—村
民增收”的闭环，乡村文化自我更
新、持续生长的内生机制将逐步
建立，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新
动能。

毋庸置疑，在中国乡村艺术
建设有更深厚和广阔的施展空
间。艺术引领乡村振兴，靠的是
打造地方特色，利用地方别具风
格的历史、风景或食物加以创新，
融入现代化因素，赋予其时代特
征。目前，各地艺术乡建仍在探
索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激发广
大群众的内生动力，不同艺术形
态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机融合，仍
需要各地在突出地域性、创新性
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艺术特点、
群众需求、发展要求，实现文化、
社会、经济等多元融合。

在黄海之滨的盐城市射阳县，有一个白手起
家，既没稳定资金来源，又无专业演职人员的文艺
社团——射阳县淮剧协会及其所属群英艺术团，和
一个热爱淮剧、尽心竭力的“领头人”，五年来，他以
一名党员对非遗淮剧艺术传承的使命与担当，先后
自费50多万元，组织淮剧“票友”送戏下乡250多
场、举办乘凉晚会20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
他就是盐城市射阳县淮剧协会会长邓正祥。

邓正祥自幼酷爱文艺，他拜师学过民乐笛子、
二胡，14岁时成为学校乐队的“多面手”。中学毕
业入职海河轧花厂，邓正祥自然也就成了企业里
的文艺骨干。那时，他虽也曾按照老师和领导要
求有板有眼学唱过京剧样板戏，但其内心真正喜
欢的还是唱腔婉转细腻，带有地方独特乡音韵味
的淮剧。多年拼搏，孩子成家，年龄渐长，邓正祥
身上所深藏着的淮剧“基因”被激活，他不仅成为
县城淮剧“票友”乘凉晚会中的常客，而且还慷慨
解囊资助组织者持续举办乘凉晚会。久而久之，
邓正祥与众多淮剧“票友”结下深厚的友谊，也在
实际行动中赢得众多“票友”的认同。

起源于苏北里下河地区，被列入省级、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淮剧，其原名门叹词、秧歌
调，又名江淮戏，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经
常参加淮剧票友活动，使邓正祥想着让淮剧非遗
艺术在新时代重现光芒。仅靠淮剧票友，自发在
县城季节性搞几场乘凉晚会，对于传承和弘扬淮
剧非遗艺术远远不够。

“老邓，你既懂得淮剧又擅长管理，不如就牵
头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把我们这些淮剧爱好者聚

集在一起，正常开展活动，那该是件多好的事
情？！”有人向邓正祥提出建议。一位票友当即喊
出：这个组织名称就叫“射阳县淮剧协会”。

2020年1月10日，“射阳县淮剧协会”举行揭
牌仪式，裔小萍、梁锦忠、陈芳等淮剧界众多名家
专程前来庆贺，并登台演出各自的“拿手戏”。

“协会仅有块牌子哪行！还得抓紧找到能正
常活动的场所。”肩负会长重任的邓正祥，考虑到
协会作为社团组织，既没有政府财政拨款补助，又
没有向会员收取会费，自己不声不响以每年3万元
的租金，租下两间厂房装修一新，并配置了桌椅、
灯光、音响、舞台，从而让协会有了活动阵地、会员
有了自己的“家”。2024年7月，这“家”因房东另
有用处不再续租，邓正祥只得腾出自家百余平方
米的厂房，又开辟改造出一个新“家”，仅装修布置
花费就达6万多元。另外，他还拿出2万多元，为
协会置办了一批新服装、新道具。

邓正祥在运行中越来越认识到，协会若仅仅
满足于自娱自乐，就很难在淮剧非遗传承和弘扬
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为此，他与一班人商定，以
淮剧协会会员为基础，出资成立可登台演出的“射
阳县群英艺术团”，为会员们面向社会、走上舞台、
唱响淮剧、弘扬非遗创造条件。

邓正祥做事认真细致，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
不论活动规模大小，每次组织排练和公开演出，他
都身体力行、严格要求、注重细节，确保演出质量
和效果。为适应现代观众欣赏方式，他还大力推
动淮剧与新媒体结合，组织会员拍摄短视频、网络
直播演出，不遗余力扩大传播力、影响力，持续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和弘扬淮剧艺术。

对戏剧艺术来说，人才是根本，观众是基础。
邓正祥采取“选优才、名家带、舞台练”等办法，全
方位、高水准培养优秀演员。他以协会名义聘请
淮剧艺术研究造诣较深的老“票友”，担任艺术团
顾问；持续组织会员开展“大家唱、众人演”活动，
鼓励大家轮流登台，从中择优选取所需“人才”，先
后培育出沈志广、朱素梅、蔡红、蔡中梅等在“唱念
做打”上较为出色的演员。在此基础上，他邀请
省、市淮剧名家，面对面作示范，手把手作指导，着
力提升演职人员的艺术素养和表演技巧，为艺术
团培养优秀的“台柱子”和骨干力量。

传承弘扬淮剧艺术，自然离不开对《珍珠塔》
《金殿认子》《秦香莲》等众多优秀传统剧目的反复
推介与演出。邓正祥棋高一着，他精心组织排演
传统优秀剧目，深入城乡巡回演出，满足中老年淮
剧观众需求，引导青少年热爱传统淮剧艺术，同时
把顺应新时代、创作新剧目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他每年都要委托县内外知名编剧、作曲、导演，量
身定制，为射阳县淮剧协会及艺术团编排出两三
部扬正气、树新风的小戏、小品节目，形象生动地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有付出就有收获。几年来，邓正祥在组织淮
剧“票友”尽情演绎传统优秀剧目的基础上，独家
编排上演的《我家男人是书记》《工地一角》《守住
咱的养老钱》《我家有个廉内助》等新戏，不仅在县
内城乡巡演中受到热烈欢迎，而且还应邀远赴阜
宁、滨海、盐城和南京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好评如
潮。更为可喜的是，这些新戏还连续三年在全市
优秀文艺团体“百团大战”中取得优异成绩。淮剧
小戏《我家有个廉内助》，在2025年全市优秀群众
文化团队“百团大战”比赛中，积分名列前茅。群英艺术团在表演现代淮剧邓正祥登台演唱

““ 苏 超苏 超 ”” 踢 球踢 球 ，， 赢 在 球 外赢 在 球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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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乡建”
赋能乡村振兴

吴学安

邓正祥：在淮剧的土壤里热情演绎
郭开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