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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云南民族传统体育的 

新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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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管理中心，云南 昆明 652800)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下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具有特色鲜明的新时代价值：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产业深度

融合、绿色生态发展、边疆繁荣稳定、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但在乡村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双重制约下，其发展面临

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内生动力不足、村民全面发展受限等困境。发展云南民族传统体育要坚持政府主导，整合资源，

统筹推进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人才建设，深化民族传统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乡村命运共同体，培养和激

发村民全面发展的素质能力，实现云南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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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

兴道路，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19年云南省印发《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意见》指出：

“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健康休闲产业发展。”云南拥有 25个少数民族，各少

数民族已有 300多项传统体育项目，处在全国首位，有“民族体育王国”之称。因此，云南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文化强国、体育强

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新时代的价值内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

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三个定位”的重要载体，是云南实现

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1 云南民族传统体育的新时代新价值 

2018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20 字方针”的总要求，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阶段性谋划。因此，结合云南省的边境线长、民族众多、民族体育

活动丰富等优势特点，统筹推进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它为云南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新平台、新载体和新抓

手。从文化、产业、生态、安全、组织五个维度来评价，加快推进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建设为乡村文化建设、产业深度融合、绿色

生态发展、边疆繁荣稳定、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等具有重要价值。 

1.1推动乡村文化美美与共、共同发展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彰显地域性和文化性双重价值的重要资源。云南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节日

庆典中创造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民族体育活动，这些活动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族心理和文化传承中有着独特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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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因此，民族体育是推动乡村文化美美与共、共同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一是乡村文化融入民族和体育两个特色文化符号，

文化内涵进一步彰显；二是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三是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

不断赋予民族体育新时代内涵，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优质载体。 

1.2助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调整 

云南在乡村振兴中融入民族、体育、旅游等元素，不仅在全国独树一帜，还为乡村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开辟了新路径。长期以

来，云南的乡村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以发展农业为主，二产、三产层次不高、基础不牢固。民族体育为乡村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

抓手，也为云南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提供解决方案。 

1.3推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少数民族经过多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瑰宝，具有原生态、民族性、传统性等特点。一方面，民族传统体

育不仅能满足村民文化活动的需求，还能推动旅游、手工制品、文创作品、研学、度假、养生等绿色产业发展融合与发展。另一

方面在乡村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展示基地，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通过打造体育赛事活动带动村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建

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4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安定团结 

云南与越南、老挝和缅甸三国接壤，边境一带正是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地区，有 16 个少数民族、1 种人跨境而居。在边境民

族地区其特征表现为山水相连、同宗同源、习俗相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跨境民族在生产、生活、节庆、祭祀等活动中保留

下来的活动载体，搭建了边境各民族之间交流互通的桥梁，促进了边疆繁荣稳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1.5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

求。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建设在实现文化、产业、生态、安全的同时，也具有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2 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困境 

2.1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 

云南民族传统体育作为自然、生态、民族、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面临着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低下，效益低、周期长，无

法满足消费者需求，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产出质量和数量低下，主要体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受外来文化的侵蚀，

村民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在村庄建设、场馆建设、体育设施建设等方面，忽略了与古村落、山水自然的协调统一，忽略了乡村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未能结合消费者需求，供给效率低下，主要体现在云南民族体育发展过程中，同质化较为严重，差

异化不明显。 

2.2内生动力不足，村民发展受限 

云南民族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受乡村自身内部软硬件条件影响较大，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乡村民族体育文化符号不明

显。如今，具有文化认同与符号价值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面临消失的风险。乡村民族体育文化商业化、利益化和现代体育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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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乡土气息不再浓厚，民族特性不再原生，群众参与度很低，青年人不愿意学习传承，面临被现代体育逐步取代，甚至是消失

的境地。 

3 云南民族体育发展路径 

3.1政府主导，统筹推进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建设 

3.1.1健全云南民族传统体育体制机制 

政府应在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建设与发展中建立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落实激励和问责机制。首先，政府应主导

建立协调工作机制，民族传统体育建设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较强。其次，制定完善的政策为云南民族体育发展发挥导向、监

督、问责等作用，进一步修订细化《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云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保护与开发提供政策依据。制

定鼓励和引导政府、企业、村民等多方参与的政策文件，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创造性，进一步整合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发挥

其最大效能。 

3.1.2整合资源，协同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政治、文化、人才建设 

在云南民族体育建设过程中，政府除了发挥政策导向性作用外，还应发挥在资源整合方面的主导作用。一是构建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它是实现云南民族体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需要政府、企业、村民共同作用，协同发展，打通政

策落实最后一公里。二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和体育性双重符号，它既是人

类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文化强国、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三是构建民族传统体育特

色教育和人才体系。政府进一步统筹整合社会资源，在民族自治州、县、乡构建民族传统体育特色教育和人才体系。 

3.2深化云南民族传统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聚焦云南民族体育核心要素，融合旅游、文化、康养、医药、手工业等产业，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开发出新业态新产品，摆脱

乡村产业单一、资源分散、供给能力弱等问题。同时，还可以融合美丽乡村、体育小镇建设，打造集民族体育赛事、旅游、研学、

全民健身为一体的云南乡村特色民族体育产业综合体。其次，推动云南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政府、企业、村民在民族体育

融合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应坚持协调性与差异性并重、短期性和可持续性并重、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 

3.3构建乡村命运共同体，实现云南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 

3.3.1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云南民族传统体育良性发展 

云南民族体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监督检查、项目引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要企业在旅

游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体育小镇开发、手工制品等产业发挥协调推进作用。一方面，企业在云南民族体育规划建设上，应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聚焦乡村民族体育文化符号，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实

施特色和内涵建设，实现村民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应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力

度，加大对公共文化民族体育服务投入力度，主动接纳和吸收村民到企业就业。 

3.3.2培养村民全面发展能力，激发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内生动力 

所谓村民的全面发展能力，就是指村民的道德、智力、体力、才能等方面得到整体提升。一方面，村民主动参与到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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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中来，既增加了家庭收入，提升了生活品质，又提升了村民的综合素质能力，进一步增强村民对本民族文化自信，助力

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村民的全面发展是云南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村民的全面发展促

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促进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从而形成云南民族传统体育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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