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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提起位于豫西边陲的灵宝市!很多人都知

道那里是有名的苹果之乡"黄金之城!鲜为人

知的是!灵宝还有着闻名全国的#篮球之乡$的

美誉!戴着首批#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桂冠%

有人说!不到豫西!不知道农民篮球的火

爆& 不到灵宝! 不知道民间篮球爱好者的能

量'((拿起锄头是农民! 走进球场是队员!这

里的农民球队曾经创造了打败省级专业球队

的)神话$!这里的农民也办起了
"#$

球赛%

)篮球之乡$是怎样形成的!又何以兴盛不

衰*

%&

月下旬!记者慕名走进灵宝)取经$+

打败省级专业球队的!神话"

篮球运动在灵宝有着悠久的传统! 据史料
记载" 早在上个世纪

'&

年代" 随着军人的驻
扎"篮球运动就在灵宝生了根! 弹指一挥间"篮
球运动已在灵宝走过了近百年历史!

灵宝市体委副主任赵晨霞告诉记者"解放
前"灵宝农民就不时走上球场"与国民党驻军
比试高低! 新中国成立后"篮球运动在灵宝大
地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学校#机关纷纷成立篮
球队"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

据统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灵宝城乡
各级篮球队最多时有

()&&

余支" 几乎每个生
产队都有篮球队"不仅有男篮"还有女篮! 国家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灵宝市焦村镇卯屯村

*+

岁的农民梁金牛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焦村

公社大多数生产队都有球队和球场"公社也经
常组织篮球比赛"$上世纪

+)

年代" 村里人上
山割草积肥"背着草走了几十里山路"回来把
草一放"还要再走三四里路去打篮球! %

在人们的印象中"打篮球多是城里人的娱
乐方式" 灵宝农民为什么对篮球运动如此热爱
呢& 灵宝市体委主任吕随民认为" 像城里人一
样"农民也有精神文化追求"也需要体育活动"

篮球运动具有简便易行#强体健身#趣味浓厚等
特点"在农村相对容易开展'再者"人们都爱看
热闹"篮球比赛场面激烈"颇能吸引人参与和观
看'加之灵宝又有几十年的篮球运动传统"到了
节假日和乡村集会时"灵宝城乡都有篮球比赛"

因此"篮球运动在灵宝农村一直长盛不衰!

建国初期"灵宝曾经为洛阳地区管辖! 上
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灵宝第一高中体育教师李
德润等人"带领篮球队员刻苦训练"顽强拼搏"

夺得洛阳地区篮球比赛
%,

连冠" 多次在全省
篮球比赛中斩金夺银"荣获国家银盾奖! 由教
师#搬运工和农民组成的灵宝篮球队"还创下
了打败省级专业球队的骄人战绩"

-)

多年威震
中原! 国家#省主力篮球队曾多次到灵宝挑选
$苗子%"进行冬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
新闻媒体还多次进行报道!

从此 "灵宝是 $篮球之乡 %的美誉不胫而
走"很快就享誉全国!

抱薪烤干球场的真实传奇

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篮球仍然是灵
宝人的最爱!

灵宝焦村镇东仓村是一个只有
.))

人的
小村子"

%...

年春节"该村办起了$华冠杯%农
民篮球邀请赛! 然而"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
几天大雪"眼见开赛之日就要到了"球场还是
泥泞一片! 村干部正在犯愁"村民们纷纷抱来
自家的柴火"铺满了球场"燃起熊熊大火"硬
是把球场给烤干了(

与东仓村相邻的万渡村"是个近
/)))

人
的大村"村里不搞体育活动"群众都到东仓村
观看球赛"觉得很不光彩"把村干部骂得抬不
起头来! 村委换届后"新班子一上任"办的第
一件事就是建起了一个土篮球场" 从学校借
来一副旧篮球架" 当年就开始办起了农民篮
球邀请赛"声势比东仓村的球赛还要大!

现在" 灵宝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
的惯例)村民们选村官注重$体育情结%"在同
等条件下"谁支持群众搞体育"村民就选谁(

在一次全省体育系统的会议上" 当吕随
民动情地讲起这些事情后" 与会人员多表示
怀疑"认为这是$吹%的! 于是"从

-)))

年到
-))*

年" 省体育局领导每年春节期间都来到
灵宝农村考察!

领导们发现"每年春节期间"灵宝各村镇
的篮球比赛异常火爆"既有村与村#乡与乡之
间的竞技性的对抗赛"也有村民自发组织的娱
乐性的邀请赛#友谊赛! 各个赛场都是人山人
海#人声鼎沸"巧妙的配合#精确的投篮#快速
的跑动**农民兄弟的球技一点也不含糊"场
面煞是热闹激烈! 十里八乡的农民开着三轮车
携家带口"从几十里外赶来观赏比赛"带看台
的球场被啃着干粮#端着饭碗#里三层外三层
的农民围得严严实实"没带看台的球场"旁边
的房顶上#门楼上#树杈上都是观众"这一切"

无不说明灵宝群众对篮球运动的喜爱" 说明
$篮球之乡%名不虚传!

打篮球和找对象" 应当是毫不相关的事"

但在灵宝农村"篮球打得好"就有可能找到好
媳妇"因为当地农民认为"球品也代表着人品!

听说哪里有了球赛"很多老头老太太也来凑热
闹"其实他们是一边看球赛一边相女婿! 球赛
期间"农户家门口#公路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个人素质也提高了!

打篮球不但提高了农民的身体素质"也转
变了很多地方的村风! 谈到打篮球给村里带来
的变化" 川口乡川口村党支部副书记魏书敏
说)没有建球队之前"村民经常赌博#酗酒#打
架"现在这些现象几乎没有了! 打球也使邻里
关系更加和谐"有两位村民曾经因为下雨房檐
滴水一事闹矛盾"多年不来往! 后来两人都爱
上了打球"比赛时分到一个球队"两人互相配
合"很快就和好了!

焦村镇万渡村青年杨建雄热爱体育"能打
球会裁判"因此被群众推选为村委主任! 上任
后"杨建雄应村里人的要求建篮球场"但唯一
可用的地方是一条深达

%)

米的大沟" 是该村

用了多年的垃圾场"要取土填沟"全村人均土
方量达

*

立方米"工作量非常大! 出人意料的
是"建球场的决定宣布后"全村

%)))

多口人齐
上阵"不到一个月就填平了大沟"建起了一个
水泥地面#带看台的灯光球场"杨建雄不由地
感叹道)$没想到"篮球释放出的能量这么大( %

农民也办起了
!"#

球赛

美国的
"0$

篮球联赛闻名遐迩"近年来"

灵宝农民也办起了篮球联赛"成为当地人不可
或缺的一道体育大餐"被誉为$农民

"0$

%!

%..1

年春节"梁金牛在卯屯村发起了第一
届$园林杯%篮球赛"球赛越办越红火"吸引了
/)

余支球队参赛"甚至义马#新密#三门峡市区
的球队也前来参赛"赛程从春节一直排到了元
宵节!

久而久之"为了使农民篮球更持久#更规
范地发展"从

-))/

年初开始"梁金牛又筹办起
了号称$农民

"0$

%的灵宝农民篮球联赛!

$农民
"0$

%可以说是世界上开支最少的篮
球联赛! 首届联赛只有

2

支球队参加"参赛者都
是自己解决食宿"裁判也是义务的"组委会当年
仅花了

%%

元钱)

*

元钱买笔墨纸张书写比赛规
则"

-3*

元买茶叶"

-3*

元买煤球烧开水"

%

元钱买
水泥钉挂比赛横幅! 到去年第三届联赛时"来的
客人多了"又买了一条烟"共花了

(-

元钱!

联赛在赛制上学习
"0$

"分为
2

个赛区"

采取主客场制"$常规赛% 设在各村庙会期间"

经过预赛"每个赛区的第一名角逐最后的总决
赛! 由于参赛球队多"一个赛季几乎贯穿全年"

每周都有比赛! 为了培养各村的体育人才"比
赛不允许请外援!

和
"0$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 " $农民
"0$

% 不但组织有拉拉队为比赛加油助威"球
赛开场和暂停时"由农村姑娘组成的$篮球宝
贝%也时常上场舞动一番! 经费紧缺是困扰农
村体育活动深入开展的一大难题"为此"联赛
组委会除了设有竞赛# 裁判和纪律等委员会
外"还在开发体育产业方面做了尝试"专门设
有市场开发部!

农民篮球联赛的举办"明显促进了相关产业
的发展! 联赛期间"每场观众都达数万人"聚集
的人多了"赛场周围卖服装的#买玩具的#卖小
吃的不请自来" 企业也被吸引过来在赛场上做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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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家企业出资
%

万元冠名联赛"

联赛所有费用不但迎刃而解"而且还有盈余!

美国
"0$

有
()

支球队参赛"而短短
(

年
间" 灵宝农民篮球联赛就吸引了多达

+(

支球
队参赛"灵宝市区的企业#市直单位篮球队也
报名参赛"联赛已经打了

+,.

场比赛"观众达
()

多万人! $农民
"0$

%的成功举办"使灵宝农
民在春节期间形成了一种习惯+++过年就去
看篮球联赛!

$农民
"0$

%的球员没有任何报酬 "身着
的不是名牌运动衣" 脚穿的也不是运动鞋"但
农民们图的不是金钱和输赢" 而是健身和快
乐" 他们从球赛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富通
天"钱壮胆"联赛人是好汉"源自干群撑腰杆'

捷如猴"猛如虎"一身汗浑身土"不为输赢图舒
服! %这副当地农民为联赛撰写的对联"抒发了
灵宝人投身体育的心声!

政府部门的有力推手

灵宝篮球运动能够发展壮大"政府部门功
不可没! 灵宝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体育工作"

将体委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单独设立" 吕随民
说"目前"全省将体委单设的县不到

%)

个! 早
在

%..,

年"灵宝市就投资
+)))

万元兴建了全
省最好的县级综合性篮球馆+++灵宝体育馆"

每年至少承办一项国内大型赛事"以开阔当地
农民的视野! 灵宝有

//)

个行政村"农村有体
育场地

*./

个"有的村甚至不止一处篮球场!

去年
/

月" 灵宝市举办全市第九届运动
会"为了让更多农民参与进来"运动会组委会
提出了 $以农民为主体 #以乡镇为重点 %的方
针" 乡镇组参赛的

%*))

多名运动员全部是清
一色的庄稼人"乡镇组的奖品也最为丰厚! 大
会的开幕式十分简单"办会经费多用来购买体
育器材作为奖品发给参赛队伍!

体育设施匮乏"是各地农村面临的共性难
题"把体育器材作为奖品发给参赛农民"是全
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个人吕随民的一大发明!

吕随民深知"农民不在乎奖品值多少钱"而是
对他们是否有用"因此"他们节俭办会"将奖品
向农民倾斜"各乡镇参会就有奖品"共奖给各
乡镇价值

-)

多万元的篮球架#乒乓球台等! 发
奖当天"灵宝市体委院内停满了各乡村前来拉
体育器材的卡车"农民兄弟高兴得眉开眼笑!

近年来"灵宝市体育部门积极探索农村体
育长效机制"不仅在政策上扶持"在资金上支
持"还大力培养体育带头人"从而推动了农村
篮球运动的广泛开展!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国家认可的在群众性
体育活动中从事运动技能传授# 科学健身指导
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吕随民说"他们连续多
年利用春节前的农闲时机" 将农村的体育骨干
集中到市里免费食宿" 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班"经过培养"这些人就像种子"使篮球运动
在全市各地生根#发芽! 像该市阳店镇"农民体
育骨干达

()))

余人"有的人还在家里建立了社
会体育指导站和晨练#晚练点'城关镇西华小学
学生个人购买篮球"学校补贴

%)

元钱"该校每
学期还设立了$篮球之星%#$希望之星%等奖项!

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有了一批农民体育
带头人"篮球运动便在灵宝深深地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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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有一个叫香王的村庄!全村
( 5 /

的

户制作香!制作历史
())

多年!解决了
')))

多

人的就业问题! 家家户户都有几万元的存款!

也因此制香村子叫香王% 制香的技术现在也大

大提高! 由过去手工制作发展为机械化制作!

品种也多样化!全村每年制香
*)))

多吨%

制香 全村
$%%

户人家参与

在尉氏县和许昌交界处有一个村庄叫香
王村"正值收秋时节"乡间公路两旁处处晒着
玉米"汽车行走十分不便"记者几经周折才找
到这个偏僻的村庄! 还没有走进村庄"就看到
道路两旁的树干上挂着广告牌"其上内容都是
该村农民自家生产的香的种类# 联系电话#联
系人等!

走进村子"一股股香气扑鼻而来"只见家
家户户门口摆放着一个个香箩"上面晾晒着紫
红色的#土黄色的#红色的香"香味随着秋风在
村子里弥漫! 走进几家农户"每家都有一台技
术含量并不高的制香机器"村子里没有一个闲
人" 想找一个人帮助找找村支书都很困难"他
们都说自己很忙! 好不容易找到村支书家"他
老婆也正在包装香" 说客户马上就来拿货"而
村支书去乡里了!

据一位村民讲"

(+

岁的张铁定过去是全村
最孬的孩子"上到小学就不上了! 最近几年他

开始正干"被选为村长"他与几个村民合伙投
资

()

多万元开办了全村规模最大的股份制
制香厂"有

.

台机器"用工
()

多人!记者找到
了在自己香厂忙活的张铁定"他说)$过去"村
民生产香是偷偷摸摸地在夜里干! 改革开放
后的

%.2'

年"村里有
%)

家开始公开生产香"

看到这
%)

家赚钱 "

%..)

年至
%..%

年 " 全村
家家户户先后都开始生产香" 这总比跑到外
地打工强( %

据张铁定介绍说" 香王村一共有
/))

户
人家" 制作香的有

())

户"

%2))

口人有
%)))

口人从事香的生产" 香成了全村主要经济来
源!除了老板"打工者一天可收入

')

多元!除
了本村的人员外" 他们村还吸纳了邻村

%)))

多名妇女就业" 这些外村妇女的收入与本村
人差不多!

由于全村都制作香"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
兴起"有人专门制作生产设备"有人专门经营
香料"有人专门从外地采购榆树皮!

烧香 中外历史源远流长

烧香是我国的一个民俗" 汉民族烧香"少
数民族绝大多数也烧香" 而且做什么都要烧
香)对祖宗要烧"对天地神佛各路仙家要烧"对
动物要烧"对山川树木石头要烧'在庙里烧"在
厕所也烧'过节要烧"平常也要烧'作为一种生
活情调要烧"所谓对月焚香"对花焚香"对美人
焚香"雅而韵"妙不可言'作为一种门第身份"

所谓沉水熏陆"宴客斗香"以显豪奢'虔敬时要
烧" 有焚香弹琴" 有焚香读
书' 肃杀时也要烧" 辟邪祛
妖 "去秽除腥 '有事要烧 "无
事也要烧" 烧香本身就是事
儿 "而且还会上瘾 "称为 $香
癖%"就仿佛现代人抽烟饮茶
一样!

有人考证说"烧香的历史
起源早于西周!有人认为在中
国正统文化中"祖先祭祀并不
烧香" 烧香是十足的外来习
俗"早在西晋末年"当胡人进
驻中原时亦把印度的烧香习
俗带入中原"烧香最初目的是
驱鬼"并非是祭拜!

世界上好多民族和国家也烧香! 香的英
语为

67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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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中有如下内容)古埃及人从阿拉
伯和索马里沿海地区引进香料树" 把香当作
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用品! 巴比伦人在祈祷和
占卜时往往焚香! 以色列人在被掳往巴比伦
.公元前

*2,

年
;

前
*(2

年/以前引进了香"后
来"一些祭坛专供奉香之用! 印度教特别是湿
婆派在正式礼拜和家常礼拜中都要焚香 '佛
教在节日礼拜# 成年礼拜以及日常礼拜中都
焚香!日本神道教也焚香!从公元前

2

世纪希
腊人就焚烧木头和树脂" 以供奉神明和祛除
恶魔! 罗马人先是焚烧香木"后来引进了香"

焚香在公祭和私祭上以及崇奉皇帝时越来越
显得重要!

最早烧的香是柴#玉帛#牲体#香蒿#粟稷
等! 有需要"就有生产"慢慢中国出现了手工制
作香的人"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制作香者"

制作香的祖师爷是谁"没有看到相关资料!

手艺 代代相承
$%%

多年

村长张铁定介绍说"他们村很久以前叫肖
毛村" 是

-))

多年前才改为香王这个名字的!

在香王村中间有一个小庙叫黄龙祖师庙"里面
供奉着一个叫黄龙的人"阴历七月初三是黄龙
的生日! 每年这一天"村民们要举办

(

天隆重
的庙会祭拜教会他们制作香手艺的祖师爷"周
围村庄人都来赶会"好不热闹!

据香王村人祖祖辈辈的传说"祖师爷黄龙
是山西洪洞县人"在

())

多年前的清朝"因饥
荒要饭来到肖毛村安家落户" 靠制作香为生!

在手艺传男不传女的旧社会"他除了自己制作
香"还把自己掌握的手工制作香的技术毫不保
留地教给邻居"让他们也靠这门手艺挣钱养家
糊口"慢慢带动了全村人制作香"全村人都十
分感激他! 他死后"没有留下后代"村民就在村
中建庙供奉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庙"改革开放
初期村民集资将庙又重盖"但比一个报亭大不
了多少!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小庙前的香炉
里香灰很厚!

村里
2%

岁的老人张守科说)$解放前"周
围村庄饿死很多人" 因为我们村有做香的手
艺"饿死人很少! %他们姊妹

*

个"七八岁开始
做香"然后用独轮车推百把斤或挑几十斤到西

华#太康#淮阳#扶沟等地方去卖"卖了钱
买红薯干吃! 也有人拿粮食换香"

%

斤香
可以换

%/

斤绿豆! 换回粮食"看到不会
做香人家饿得不行" 就将粮食和他们分
享"不至于饿死人! $那时候"我们都是手
工做"冬天手冻得裂口流血!现在都机械
化了"比我们那时候好到天上去了( %

$文革%时$破四旧%"烧香#制香都是
封建迷信"如果发现是要挨批斗的!但为
了吃饱饭" 村里仍然有人偷偷摸摸在半
夜做香"一个晚上制作二三十斤"来买的
人也是偷偷摸摸在夜晚来买" 那时来买
的人最远的是安徽的!改革开放后"大家
才大张旗鼓地制作" 并且这块蛋糕越做
越大!

制作 并不很复杂的工艺

不少人都烧过香"但香的原料是什么& 怎
样制作的& 知道者恐怕寥寥无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制作香的原料是木
粉#榆树皮粉#黏粉#胶粉#香精和色素! 以前没
有机械化时"他们制作香是像和面一样手工将
这些原料加水和成香泥" 然后用擀面杖擀"再
像切面条一样切成一根一根!

如今"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他们用搅拌
机将原料搅拌成香泥"然后装入铁桶里放在机
器上"像做红薯面条一样挤压出来缠绕在木棍
上" 再人工按照长短不同的规格切成一根根
香! 将这些湿漉漉的香放在香箩上晾晒#压顺#

包装"就可以出厂了!

香属于无公害产品"清香宜人"可清新空
气! $过去香都是佛教#道教用来祭拜的"现在
你们城市人把香的使用范围扩大了" 在一些
高档饭店的厕所里都烧香" 目的是清除难闻
的味道!有些讲究的人家"也经常在自己家里
烧香 "目的是驱赶蚊蝇 "净化空气 ! %张铁定
说!鉴别香的质量好坏一是香味"二是焚烧后
的香灰是否直立! 虽然他们生产历史有

())

多年" 但他们承认他们制作的香的质量不是
很好"就没有印度生产的香味好!

他们村有能人潜心研究"在香里加入他们
称为$显字灵%的化学原料"当香燃烧完时"立
着的香灰上能出现 $恭喜发财%#$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四季平安%的字样"满足了人们

心理的要求"销路特好"覆盖安徽#河南#陕西#

山东"$少林寺使用的香也是我们生产的"都是
客户上门"不需要出去跑销售! %张铁定说!

利小 但家家户户存款不少

全村几乎家家户户有自己的商标"但没有
一个注册的商标! 接受新生事物快的张铁定购
买了电脑"请人制作了网页"把自己的产品上
了网"与客户谈生意也是通过

<<

! 但这也给
他增添了一些麻烦" 有电视台经常给他打电
话"让他出费参加一些节目! 正在采访时"又有
电视台打电话"他一看说)$这个电视台已经多
次打电话了"我们的利润不大"产品又不积压"

谁去做广告啊( %

小小的香能赚多少钱呀& 平常不注意核算
利润的张铁定拿出计算器算了算说)$我自己
制作的长香"一把价格是

2

角"最短的一把是
两角五"利润也就是

%)=

的样子! %

他们村现在可制作
%))

多个香的品种"囊
括了市场所有销售品种" 如果客户有特殊需
要"也可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像新郑拜祖大典
上那长粗的香他们也制作!全村每年制作

*)))

多吨香"年产值
,))

多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
达到

'*))

元!

和张铁定合伙的股东张继革悄悄告诉记
者说)$我们村靠香都致富了"家家户户都有存
款"五六万元以上的存款户很多! 村里不让随
便盖房子"如果让盖"全村家家户户早都是楼
房了( %

灵宝农村女子篮球队在赛场上

村民家中制香

村民正在晒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