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焦敏龙

一名爱打篮球的西海固青年对我
说：“生活是多元的，网络世界挺好，现实
中的乡镇生活也不差。”在西海固地区，受
浓厚的篮球文化氛围影响，很多青少年远
离网瘾、强健体魄，性格也变得开朗。一些
文化课成绩一般的青少年将打篮球从爱
好变成特长，再发展为终身职业，找到了
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这里，篮球比赛成了一种“黏合
剂”。无论在外打工多久，西海固的年轻

人只要回到家乡的篮球场，都铆足了劲代
表各自的村子、乡镇参赛，争取荣誉。40 分
钟的球赛，他们展示的是球技与自信、释放
的是青春的光彩与力量，赛出了好成绩、赛
出了新时代青年团结进取的风貌。

还有很多年轻人成了篮球迷，为了追
几场球赛，愿意自驾或乘坐网约车，在西
吉、原州、海原、中宁、隆德等县区来回跑，
自掏腰包住宾馆。他们同样爱上短视频平
台，但不是为了猎奇、看豪车美女，而是付
费看球赛直播。

最新数据显示，宁夏已经实现了“村村
有篮球场”的农村体育建设目标，现有篮球

场 8393 块，占健身场地的 23.97%，位居全
自治区户外球类运动场第一名。

走在固原市西吉县城，最有特色的地
方就是看台被粉刷得五颜六色的篮球公
园，当地群众公认的最好看建筑则是县体
育中心。在原州区中河乡中河村，人气最旺
的地方也与篮球有关，就是致富带头人马
光辉投建的励志体育俱乐部篮球场馆，不
仅有篮球场，还有儿童乐园、桌球和工会帮
建的读书角，被当地媒体称为“乡村振兴道
路上的梦想之馆”。

如今，“村BA”正在风靡全国各地的乡
村。3月27日，我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贵州

省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
村举行的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
赛。这场火遍全网的比赛，赛场是露天
的，啦啦队表演的是苗族歌舞，应援物
是就地取材的铝盆、大镲，奖品是极具
当地特色的台江鲤鱼吻香米和银帽。每
个环节都富有贵州特色，散发着浓郁的
乡土气息。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这
些既新潮又带着“乡土味道”的篮球
赛，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体休闲生活。
一场场颇具地方特色的比赛，抓住了
人们留恋乡土的心，调动了大家的参
与热情，让曾经的空心村焕发出新活
力，让西吉、台江这样的小县城站上了
C 位，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充满干劲、
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乡村体育振兴
之门正在敞开。

在篮球场，我看到了充满干劲、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
记者手记

中青视线 2023 年 3 月 30 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 / 黄冲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谢宛霏

Tel：010-6409837912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看台上的 3000 多个位置座无虚席。能

透过玻璃望进球场的外围区域，也站满了

球迷 。灯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耳边是一

声高过一声的加油声、口哨声。32 岁的刘

正 正 在 球 场 上 全 力 奔 跑 ，传 球 、接 球 、运

球、起跳、投篮 。这个身高 1.84 米、曾在工

地当木工的青年，在 40 分钟的球赛里，迎

来人生高光时刻，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 西 海 固 地 区 的 篮 球 氛 围 好 ，已 到 了

空前的程度。篮球改变了很多农村学生的

命运，影响了太多家庭，还刺激了消费。”

刘正正说 。如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

地区的“篮球风”正越刮越猛烈。

用篮球填补精神世界

在 西 海 固 ，年 轻 人 就 像 候 鸟 一 样 ，过

完 春 节 外 出 务 工 ， 闲 月 （农历十一月至
次年二月—— 记 者 注） 返 乡 休 整 。 篮 球

运 动 正 把 当 地 的 年 轻 人 黏 合 起 来 。 他 们

乐 意 通 过 打 篮 球 宣 泄 情 绪 、 填 补 精 神 世

界的空缺。

当 地 群 众 偏 爱 篮 球 的 原 因 ，63 岁 的

资 深 篮 球 迷 海 文 友 也 说 不 清 。 他 记 得 ，

至少在自己 20 来岁时，西海固人就普遍

爱打篮球。

“用几片木板钉个篮板、架上铁圈，土

场地上就能打篮球。”西吉二中副校长、体

育教师陈志伟分析，乒乓球场地小，站不

了太多观众；西海固地区多大风天气，户

外羽毛球运动比较受限；踢一场足球赛需

要较强的身体耐力，上年纪的人参与度不

高 。“要想在黄土高原的山峦梁卯间开辟

一处标准足球场，并不容易。”

篮 球 比 赛 是 西 海 固 群 众 近 年 来 呈 现

体 育 水 平 的 重 要 形 式 。在 西 吉 县 ，县 乡

（镇）两级尤以农民篮球争霸赛最为热闹。

成 人 赛 有 乡 村 振 兴 杯 、中 国 体 彩 杯 等 赛

事 。在固原市原州区，各校按学生学龄段

举办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篮球联赛。

在 原 州 区 体 育 活 动 中 心 ，每 有 篮 球

赛，三营镇、中和乡等乡镇的老年球迷一

大早就来 。他们带着小板凳、吃着自带的

午餐，等着看下午的球赛。在西吉、海原等

县的“村 BA”赛场，群众架梯子、站凳子、上

树杈看比赛，现场人山人海，有网络主播

的直播观看量近 50 万。对于球技精湛的球

员，球迷从不吝惜掌声和喝彩声 。网友直

呼：“不敢相信这只是乡镇比赛。”

篮 球 赛 事 点 燃 了 刘 正 正 等 一 批 农 村

90 后、95 后的生活热情。打工 15 年，他去过

内蒙古、安徽等省份。每到一座城市，第一

次休班必去篮球场，想打球就随机申请入

队，“一年至少能打 20 次。”

在 工 地 上 ，中 老 年 工 友 爱 打 扑 克 牌 ，

年轻工友喜欢打网游。大家爱好各异，互不

干涉。这个喜欢詹姆斯和易建联的年轻人

对网游不感兴趣，“兴致来了，我也会和工

友打球，教大家拍球、传球、投篮等动作”。

肩上扛着养育 3 个儿子的重担，但在

打球这件事上，刘正正仍像个孩子 。有时

上 午 在 工 地 干 活 儿 ，下 午 就 请 假 参 加 球

赛。“要是不去，心里痒痒的。”刘正正不好

意思地说。

在西海固，还有很多女队员在按照专

业球员的样子，延续中国女篮顽强拼搏、永

不言败的传统。201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篮

球锦标赛女篮比赛，原州区体育活动中心

业余体校对战自治区体校。这场比赛让业

余体校校长李伟至今记忆犹新：当赛时只

剩 35 秒时，业余体校队员抢断、上篮，得两

分；对方发球失误，本队再进一记三分球；距

球赛结束不到 5秒，队长马燕从后场投进一

球，夺冠了！李伟说，那场比赛教会队员“不到

最后一刻，你永远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随着赛事的增多，西海固一些球队的

技战术、裁判规则渐趋正规。比如，“罚篮”

时，球员起跳后身体落在罚球线内，算违

例 ；球 员 打 掩 护 时 身体必须站定，不能移

动；关于“阻挡犯规 ”，球员不仅要提前抢

位、站定，还要给进攻球员留够反应时间和

距离。陈志伟说，这些都是在多次执裁中，

从“不好判断”发展为“精准裁判”的。

赛事之外，西海固一些学校也在探索

体育特色办学之路。原州区三营中学由农

村学生组成的篮球队，从乡镇赛挺进市赛，

还多次摘得自治区级比赛冠军。2018 年，这

所乡镇中学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青少年校

园篮球特色学校”。这所寄宿制封闭管理学

校规定学生进校不得带手机，操场的 7副篮

球架就成了他们重要的文体活动设施。“学

生之间打，教师之间打，教师和学生打。篮

球氛围相当好。”学校体育教师王强说。

西 吉 县 袁 河 中 学 初 三 学 生 王 磊 也 爱

打篮球 。下雪天，他和同学剪掉纸箱的上

下两面，粘在教室墙上当篮筐，练习扣篮。

2019 年 4 月，他灵活的过人技巧和精准投

篮的视频，被众多网友点赞 。中国篮协主

席姚明 2021 年到银川参加活动时，特意与

王磊见面，并鼓励他确定目标、好好努力。

“这次见面对我的学习生活和篮球运动都

有莫大的帮助，激励着我前进。”王磊说。

被篮球改变人生的青少年

在西吉县平峰镇李堡村，像刘正正一

样爱打篮球的青年很多。他儿时的玩伴郭

旭宁、郭小利，都在银川做水暖工。闲月返

乡，他们仨经常泡在球场打球。

一场场火热的球赛，给西海固的年轻

人与家乡制造了多次“双向奔赴”的机会。

每有球赛，主办方总会电话邀约球技好的

青年回乡。只要时间允许，他们虽远必到。

2021 年 西 吉 县 举 办 第 四 届 农 民 篮 球 争 霸

赛 ，在 杭 州 一 所 小 学 任 教 的 95 后 马 红 义

“打飞的”回乡参赛。

那届球赛期间，刘正正代表平峰镇参

赛时左胳膊韧带被压断，与自治区运动会

无缘。他就在家养伤，没再外出打工。伤病

痊愈后，镇领导动员他回村工作 。他通过

14 项政审后，成为李堡村村主任，去年还

递交了入党志愿书，现为入党积极分子，

“ 篮球运动成就了西吉的很多家庭 。这对

我来说也是一次机会，人生改变了方向”。

“ 是 篮 球 成 就 了 我 ，影 响 了 整 个 家

庭。”如果没有篮球运动，24 岁的三营镇青

年 杨 文 学 可 能 会 在 家 种 地 养 牛 或 外 出 打

工 。走上职业篮球运动员这条路后，他去

各地参加球赛，有了商业赛事收入，帮助

家庭脱贫致富，还结识了很多球技一流的

队友和教练。“我是个有梦想的人。有梦想

就要去尝试，不能半途而废。”

在西海固，不少文化课成绩不理想的

学生因篮球技术突出，有机会上高中和大

学。刘正正的发小马建明和马长安都因篮

球特长被特招到甘肃天水师范学院，00 后

球友虎继柏被特招到云南农业大学 。“ 如

果那时候坚持读书，或许我也能通过篮球

特长上大学。”刘正正不无遗憾地说。

在 西 吉 中 学 ，黄 海 莲、古 兰 馨 两 名 女

生先是从乡镇中学被特招进校，拿到国家

二级运动员资格证后，又分别考入宁夏大

学和石河子大学。

西吉中学篮球教师、西吉县篮协主席

单明成说，前些年，一些农村女孩如果文

化课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可能选择外出

务工，甚至早婚 。现在则有可能通过特长

上高中和大学。

“2022 年，西吉二中有 73 名音体美特

长生被高中特招，其中篮球特长生 17 人。”

陈志伟介绍，假如没有特长，一些农村学

生中学毕业后会面临“ 要不要继续读书 ”

的难题。

不过，并非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想走

篮球特招这条路 。与姚明见面后，王磊的

父 亲 王 亚 东 曾 接 到 固 原 市 一 所 学 校 的 特

招邀约 。作为父亲，他更希望儿子学好文

化课，“目前身高不理想，不能‘单腿走路’

只依靠篮球特长。”

篮球热潮正改变西海固的模样

火热的篮球赛事，正给西海固带来一

些积极的变化。

十几年前，西吉县大量农村青壮年外

出务工，空心村问题突出，要想组建一支

有技术水平的篮球队，需要联合几个村才

能凑齐人 。刘正正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 推 进 ，一 些 年 轻 人 返 乡 就 近 择 业 。“ 现

在，每个村都能轻松组建一支球队，球队

的实力都不差。”

为发展篮球体育运动，西吉县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于 2019 年投用。这座形似“扇

动两翼 ”的建筑很有设计感，是全县群众

心目中的地标。不远处有个顺低洼地势修

建的篮球场，曾被人们称为“体育坑 ”。当

地在 2020 年进行改造修缮，场地被硬化，

覆盖了 6 毫米厚的塑胶，看台被粉刷了室

外漆、加固了护栏，安装了户外标准篮球

架，改名为“篮球公园 ”。这是固原市目前

规模最大的户外篮球场。

原 州 区 中 河 乡 中 河 村 村 民 也 喜 欢 打

篮 球 ，但 村 部 曾 经 只 有 室 外 篮 球 场 。2020
年，当地致富带头人马光辉和儿子马小龙

自筹资金，建起一座钢结构室内篮球馆，

还注册成立篮球俱乐部，2021 年 8 月建成

后，承接篮球赛、接待篮球夏令营训练班。

“老家人爱打篮球，就是想回馈家乡 。”马

光辉说。

今年春节期间，西吉县举办第六届农

民篮球争霸赛 。比赛时下了雪，馆内依然

坐满了观众，馆外还站着很多从海原、原

州、隆德、甘肃静宁来的球迷。经营小客车

的王亚东还拉过从郑州专程赶来的球友。

球赛期间，各村的年轻球迷自驾到县

城看比赛，导致场馆停车场爆满，“等车位

需要 1 个多小时”；出租车司机发现，那几

天载客量比平时大，4 个座位很轻松就能

拼座满员；赛期那 5 天，一到饭点，场馆附

近的饭馆爆满，周边宾馆房间也被球队和

球迷提前订完了。

在西海固，很多有天赋的篮球“苗子”

被发现、得到培养，人生有了更多光亮。一

大批体育特长生迈进大学校门，提升了县

中的高考升学率。他们中很多毕业后接续

投身体育教育事业，以较为全面的教学素

质成为多面手，给乡村学校带去新活力 。

当地县中和乡镇学校依托义务教育“改薄

工程”等项目，新建或改建体育场地，硬件

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推进艺体特

色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在西吉二中，作为体育教师的陈志伟

2020 年开始担任副校长，这在学校历史上

从未有过 。为保持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

他不允许学校教师随意占用体育健康课。

赶 上 阴 雨 天 气 、无 法 组 织 室 外 体 育 活 动

时，他就给学生讲体育理论知识，或给学

生播放 NBA 经典比赛视频。

陈志伟经常带队参加比赛。前些年，12
名参赛球员的球衣、球鞋，很难在西吉县城

一次性买齐，“ 急需时要提前联系文体用

品店预订，或去固原市区采购 。”近几年，

这类店铺都在扩张。一家文体用品店原本

不到 40 平方米、在售商品很有限，现在已

经开了分店 。“ 家长对孩子的体育教育更

舍得投入了。体育成为一个契机，让更多家

长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西海固青少年的篮球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篮球运动引领西海固青少年强身健体

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改变。许多

人经常相聚球场切磋球技，生活方式变得

阳光健康。

但也仍然存在些许无力感。球技突出

的 15 岁“网红”球员王磊发现，每到周末还

是找不到伙伴一起打球，不少同龄人还是

抱着手机不撒手，“活在虚拟世界里”。

如何唤醒更多被手游“捕获”的农村青

少年，让篮球氛围更好地浸润这些孩子？

篮球把很多年轻人从酒桌
牌桌“引”到了运动场

打工 15 年，不少工友因长时间的机械

操作而腰疼、腿疼。西吉县青年刘正正则很

少 遭 遇 病 痛 ，他 认 为 ，能 有 较 好 的 身 体 素

质，和打篮球有关，“遇上烦心事，打场球、

出出汗，心情也会好很多”。

35 岁 的 南 亚 兵 在 西 吉 县 以 务 农 和 打

工为生，闲时经常打麻将。这两年，刘正正

带 他 进 球 队 当 替 补 。现 在 ，南 亚 兵 耐 力 不

错，40 分钟的球赛能全程参与。与刘正正

同 村 的 伏 志 恒 今 年 28 岁 ，是 一 名 铲 车 司

机，以前闲来无事经常喝酒，今年春节以来

坚持打球，能做到不熬夜、早睡早起，酒也

不怎么喝了。

刘正正说，前些年，村里一些年轻人爱

好熬夜打麻将、喝酒。极个别年轻人还参与

赌博，输完了辛苦打工一年挣的钱，最后妻

离子散。还有年轻人酒后打架，甚至酒驾醉

驾。“这几年，篮球运动把平时爱上酒桌、牌

桌的年轻人‘引’到了运动场。”

同样因为打篮球，一些农村女孩也磨

砺出刻苦自强的品质。

“我物色体育特长生时，一看技术，二

看心理素质。”作为教练，西吉中学篮球教

师 、 西 吉 县 篮 协 主 席 单 明 成 要 求 女 篮 队

员，“打篮球要和男孩一样，该对抗就对

抗、该拼就拼”。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去年被特招的杨

巧娟看到队友穿几百元的运动鞋，表现出

自卑情绪。训练间隙，单明成通过不点名

的方式鼓励队员“打篮球要看技术，鞋有

多贵并不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

整，“她现在是队里技术最好的后卫。性

格开朗了，能和队友打成一片。”

身高 1.6 米的后卫球员郭志琴是球队

里最矮的，刚进校时技术一般。球队早训

是早上 6 点半开始，她早去 1 小时反复练

运 球 、 投 篮 。 这 名 起 初 最 不 被 看 好 的 队

员，现成长为女篮队长。

“有个说法是‘到运动场上长脑子’。”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在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篮球体育运动对

青少年的智力和情商都具有促进作用。

钟秉枢介绍，篮球属全身运动，能促进

大脑发育，促进手眼协调、各种感觉器官的

相互支撑，同时调动听觉、触觉、皮肤感觉

等。学习拍球、运球、接球等运动技能的过

程，能帮助大脑神经与关节肌肉等身体部

位建立稳定联系。

“篮球运动对情商的促进，体现在人际

关系管理、了解关注他人、情绪自控、自我

激励等方面。”钟秉枢说，在篮球场上，青少

年能客观了解自己、坦然接受自己、认可自

己的身体，从而产生正向的自我激励，养成

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传球、助攻等团队协

作，学会理解他人、激励同伴、影响别人、争

取双赢，能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不因对方犯

规与其打架、不因裁判有可能出现的不公

而与其叫板，形成面对不公保持冷静理智、

面对挫折选择重新再来的思维方式；对于

表 扬 和 批 评、胜 利 与 失 败 ，激 发 内 心 不 放

弃、越挫越勇的斗志。

“这些年轻球员的体能和
意志力都很强”

在篮球赛事中，越来越多的西海固青

少年逐渐找到技战术差距，持续精进、学比

赶超。

“青少年参赛，心理状态的变化可能决

定 一 场 比 赛 的 输 赢 ，那 股 冲 劲 很 重 要 。”

2017 年，固原市原州区体育活动中心业余

体校校长李伟带队去西安参赛。在一场和

新疆队的比赛中，对方领先 30 多分。场均

贡 献 十 几 分 的 前 锋 队 员 杨 琪 轩 只 拿 到 4
分，被对方球员压制，情绪很低落。“也正是

那次比赛，队员体会到，放眼全国，我们仍

有不小的技术差距。”李伟说。

在原州区体育活动中心业余体校，篮

球队员基本都是 05 后、10 后。李伟说，一些

球员文化课成绩不好，会被家长老师批评，

存在自卑压抑情绪。但他发现，这些队员会

通过手机网络视频学习打球技战术，知识

面广、思维活跃，自我意识强，敢于表达 。

“一次次的赛事获奖证明，这些年轻球员的

体能和意志力都很强。”

“篮球训练课相对枯燥，球员没什么时

间沉迷网游，在球队训练几年，做什么都很

有意志力。”在李伟看来，这些队员都是可

塑之才。

获 2022 赛 季 全 国 男 子 篮 球 联 赛 常 规

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的杨文学，因与一

次比赛的冠军失之交臂，曾遭遇网暴。但他尽

可能放平心态，从自身找原因。“有人喜欢你，

就有人讨厌你，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喜欢。能

力越大、荣誉越多，意味着压力越大。”

13 岁 才 开 始 练 球 ， 杨 文 学 知 道 自 己

的 运 动 速 度 还 有 提 高 空 间 。 常 年 在 外 打

球 ， 他 习 惯 晚 上 有 空 时 和 爸 爸 、 哥 哥 、

姐 姐 视 频 聊 聊 见 闻 ， 以 快 乐 的 状 态 迎 接

每一天。

球场上的王磊总是展现出强大的进取

心。看到有同学传接球速度没跟上，他会

在球场上大喊“快回防、快接球、快抢篮

板”，总想争取到每一次进球机会。“别的

孩子周末不在家，可能是去了网吧。王磊不

在家，肯定就在篮球馆。”父亲王亚东说。

探索“让青少年跟着屏幕
动起来”

王磊有时也会感到一些无奈，周中在

校有同学一起打球，周末回家就只能找邻

居家的伙伴当队友。但他几乎每次邀约都

会“碰壁”。伙伴们都在家抱着手机玩游

戏不撒手，目不斜视地说：“等玩完这把

游 戏 。” 可 “ 这 把 游 戏 ” 总 也 结 束 不 了 ，

让王磊感到很泄气。

如何用体育运动唤醒更多被手游“捕

获”的农村青少年，让“小眼镜”“小胖

墩”健康成长？

在李伟看来，要让青少年跑起来、动

起来。首先，要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接触

体育，对体育产生兴趣，体育活动和赛事

就是很好的方式，让青少年从篮球训练和

比赛中培养团结合作、互相尊重、拼搏乐

观的优良品质；其次，社会力量的广泛支

持和参与，有助于吸引 越 来 越 多 的 青 少

年 加 入 体 育 锻 炼 队 伍 ， 希 望 有 专 业 教 练

队伍来西海固送技下乡，“西海固青少年

需要更高水平的篮球教练、更新的技战术

训练”。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雨霏带来的关于“高水

平运动员反哺社会体育”的建议，正与李

伟的期待不谋而合。

“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本身有一定关

联。青少年群体需要强身健体，国家队、

省队优秀的竞技体育运动员拥有多年的运

动经验。他们能把这些经验教给学校的小

朋友，让他们更专业地运动。”张雨霏建

议 ， 开 展 “ 冠 军 体 育 课 ”， 让 广 大 现 役、

退役运动员和教练员走进学校和社区，提

供专业体育指导，同时分享经验、强化师

资培训；建立贯通青少年阶段的体育赛事

体系，便于体育人才选拔。

“青少年玩手机是个很正常的事。手

机网络里有很多对青少年有用的益智类内

容。”钟秉枢认为，“不能一禁了之，要因

势利导，发挥手机的有益作用。”

钟秉枢说，他看到一位导演用技术手

段，将打篮球、舞龙舞狮等场景制作成沉

浸式体育运动短片。在课间时，学校把这

个短片投影到屏幕上，孩子们站起来跟着

屏 幕 一 起 做 动 作 。“ 利 用 手 机 网 络 的 优

势，跟青少年的运动锻炼结合起来了。”

他建议，智能运动设计者可以尝试依

托青少年喜欢的手机游戏，设计一些动静

结合的手机应用软件，“让青少年跟着屏

幕动起来”。

钟 秉 枢 还 提 醒 ，教体部门要思考农村

的孩子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体活动。“要严

格落实双减政策，把下午 3 点半以后的时间

还给孩子，鼓励发动青少年参加文体活动，

促进欠发达地区中小学生文体素质全面发

展，用体育资源为他们带去健康和快乐。”

用体育运动唤醒被手游“捕获”的农村青少年

陕西信达男篮队员、宁夏固原籍青年杨文学参加 2022 赛季全国男子篮球联赛决赛。 图片由杨文学提供

2 月 14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篮球公园，“中国体育彩票杯”宁夏西吉县第六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宁南宁北明星对抗赛比赛现场。 图片由宁夏西吉县体育中心提供

2022年 5月 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

篮球公园，“中国体育彩票杯”宁夏西吉县第五届农民

篮球争霸赛比赛现场，兴平乡代表队与王民乡代表队

进行小组赛比赛。 图片由宁夏西吉县体育中心提供

2021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体育馆，西吉

二中男篮队代表西吉县在全区青少年篮球锦标赛

中获得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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