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达营盘村的青少年足球研训基地，放眼

望去，视线为铺天盖地的绿意所冲击：远处是连

绵起伏的苍翠青山，近处是精心修整的绿茵场

地。球场上，有刚刚接触足球的西安一年级小

学生在认真听讲，有正在集训备战的留坝县中

学女足队员在激烈争夺。五颜六色的队服点缀

在一片绿意中，交织成孩子多姿多彩的梦想。

留坝县营盘村位于秦岭南麓腹地，过去因

为深山交通不便，经济发展遇阻；而今发展足球

产业，绿水青山成为“得天独厚”的金山银山。

在绿色的球场上，孩子们挥洒汗水，为梦想

而拼搏：县中学球队从深山校园走上全国舞台，

在各级赛事中留下足迹；踢进国少队、国青队的

师晓敏、邹梦瑶，成为许多孩子的榜样；好好踢球、

好好学习，或许自己也能考上理想学校……足球

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的视线跨过大

山，看见外面的世界，畅想人生的精彩故事。

在绿色的山谷间，自然禀赋变成产业优势，

乡村因青训基地的助力，在致富路上走得更稳、

更远。参训小球员和教练员、学生和家长组成

了消费群体，形成了一条集住宿、餐饮、休闲观

光、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消费链。在外务工的

老乡回来了，开起民宿、农家乐，到青训基地打工就

业，“绿色饭碗”端得

更加稳当，乡村振

兴画卷越发亮丽。

绿意中的多彩梦想
郭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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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陕西省汉中市一路向北往紫柏山，70
余公里便到留坝县，再由城区向西约 30 公里，

就是营盘村——据当地人讲，此地是三国时

期诸葛亮屯兵处，故而得名——登高而望，百

余户的村落已占满山间谷地，让人意外的是，

村中还“挤下”了 7 块足球场。

“中国女足去年来集训过，亚洲杯夺冠后

还发来了感谢信！”留坝县体育运动中心主任

陈军引记者来此，“营盘村的青少年足球研

训基地，就是留坝校园足球的代表作！”

这些年，一颗小小足球给这个人口不足 5
万的陕南小山城带来大变化：入选全国青少年

足球试点县，省内各级校园联赛上屡屡捧回奖

杯；县中学女队亮相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15 岁以下组总决赛，成为唯一闯进全国总决赛

的县级中学队；校园足球打牢基础，青训名气

逐步叫响，城乡发展因而又添动力。

起 步

泥 巴 操 场 上 画 球 场 ，两 块 砖
头摆成球门，数学老师兼任教练

“既没有运动传统，又缺乏场地设施，咱们

为啥子要搞校园足球嘛！”13 年前，时任留坝县

中学校长的陈军面对着老师和家长的质疑。

“想要娃娃精神头更足，就得让他们运动起

来！”陈军平日里温文尔雅，但这次十分坚决。

为啥？一切要从 2009 年在上海的调研经

历说起。一所幼儿园里，陈军看到孩子们踢

足球、拍篮球、滑滑板，活力十足。“留坝的娃

娃都在干啥？”回去后，他走访了县里几所幼

儿园，孩子们都背着手坐在教室里看动画片。

教育理念的反差让陈军多个夜晚辗转难

眠：“山沟沟里人口基数小、教育底子薄，还得想

办法让孩子的路越走越宽。”他根据山里孩子体

力好、耐力强等特点，把目光瞄准校园足球，

希望通过推进体教融合，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当时的留坝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各级各

类学校有十几所，但场地、师资都难以支撑校

园足球发展。”陈军学哲学出身，善于抓住主要

矛盾、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泥巴操场上画出球

场，拿两块砖头充作球门，场地问题“解决”了；

数学老师张素洋曾在陕西省青年队踢球，顺理

成章当起教练；买来 200 套球服、200 个足球，

发给想踢球的孩子，“兴趣可以慢慢培养”。

万事开头难。短短一个学期，坚持训练

的孩子就从浩浩荡荡的 200 人减到 20 人。让

陈军头疼的还是理念问题——很多家长担心

影响学习，不同意孩子参加训练。

为此，学校组织老师进行课题研究，通过

成绩对比验证，“踢球不耽误学习，对学生全

面发展更有好处”。几个学期下来，现实逐渐

打消了大家的顾虑——踢球的孩子，学习成

绩不仅没有下滑，不少还考上了理想大学。

家长的感受更直观：“娃吃得更多、睡得

更香，身板、精神头更棒了。”质疑声变成叫好

声，人们看到陈军纷纷竖起大拇指。

发 展

建 立 足 球 特 色 班 ，成 立 各 年
级校队，聘请省级教练到校执教

作为县里唯一的初高中一贯制学校，留

坝县中学从 2014 年起组建足球特色班，每个

年级都建立了校队。

“那时候有八九名体育老师，平时教学生

基本技巧不成问题，但要带校队、打比赛，有

些力不从心。”陈军介绍，学校聘请陕西省青

年女足原主教练李旦担任校队主教练，为孩

子们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

“你们首先是一名学生，然后才是一名球

员。”李旦常把这话挂在嘴边。球队每天利用

课余时间集训两小时；外出打比赛时文化课

老师随队给队员补课。“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

为 职 业 球 员 ，一 定 要 用 文 化 课 为 孩 子 兜 住

底”，这一点在留坝县中学已成共识。

张素洋一家子都跟校园足球结了缘。自

己担任第一届足球班的数学老师，爱人则是英

语老师兼任班主任。外出比赛时，两口子一个

在教练组，一个做领队。“侄女和侄子都是足球

班毕业的，分别被西北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录取。”他的亲哥哥张素春则在距县城 30 公

里的武关驿镇中心小学担任校长，平时还兼任

足球教练，“足球是学校最热门的体育项目，全

校师生都会参与。我们一周 4 节体育课，有 2
节足球课，下午放学还会集中训练。”

“只有一家两家搞校园足球是走不长远

的。”陈军说，如今，县里几所重点小学也组建了

足球校队，参与各级校园联赛；其余中小学还借

鉴校园足球经验，发展起田径、乒乓球等项目。

收 获

足 球 ，让 孩 子 看 到 更 广 阔 的
世界，对未来有更多憧憬

接触足球之前，留坝孩子

的眼前多是绵延大山。如今，

足球让他们看到关于未来的更

多可能：走进高校继续求学，进入职业足球俱

乐部，甚至穿上国字号球衣。

今年 6 月 11 日，中国足协 U20（20 岁以下）

女足集训队备战亚洲杯名单公布，来自留坝的

小球员邹梦瑶、赵欣悦、刘晓乐榜上有名。陈

军感慨：“足球给山里娃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唐钒是留坝县中学高三足球班的学生，初

中时曾入选中学生国家集训队。“每天都踢球，

风雨无阻，只要球不会漂在雨水上，训练就不会

停止。”随着球技不断进步，她的兴趣也越来越

浓，“我很喜欢和同学一起踢球的感觉，射门的

瞬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国家女足球员王霜。”

孩子珍惜上场的机会，家长也逐渐多了

理解和支持。当初学校资金紧张，去广西梧

州打比赛，球队大年初三就要坐火车出发。

“两天一夜‘硬板板’坐下来，腿怕是要肿。”唐

钒出发前夜，妈妈走进来，一边抱怨一边帮着

她检查行装。家长的支持，也让孩子有了更

多底气。唐钒期待着考上大学后继续踢球，

她把球场上的拼劲、韧劲用到学习上，每次考

试都能跻身年级前 50 名。

关于未来，孩子总有着无限憧憬。在今年

的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上，今年刚升高一的黎

静茜和各地的同龄高手过招，技术和心理都有

很大提升。“感谢足球，让我对未来有更多期待，

但不管怎样，足球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为足球，留坝的很多学生走出了大山，

不少人又选择回到山里。在火烧店镇中心小

学，记者见到带小朋友上足球课的刘伟琪。

他通过足球单招考上了青海师范大学，利用

节假日回母校兼任教练。在江口镇中心小

学，体育老师万璐同时执教着两支球队。她

自陕西理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还兼

任了留坝县足协主席，平时要参与陕西乙级

联赛和教练员培训等组织工作。

未 来

依托建在营盘村的足球青训
基地，打造体育运动休闲小镇

为国少队、国青队输送师晓敏、邹梦瑶、

廖阳等多名队员，50 余名学生因足球特长考

入高校，近 300 名学生获得国家一、二级运动

员称号，建成县级队 10 支、校级队 16 支……

校园足球品牌打响，县里开始考虑发展足球

产业及配套。

2016 年起，留坝县多方统筹、持续投入，

在营盘村建成青少年足球研训基地。“这里海

拔近 1600 米，森林覆盖率超 90%，夏季日均气

温不到 20 摄氏度，具备开展足球训练的准高

原、全封闭条件”，陈军说，“这也吸引了中国

女足去年 8 月来此封闭集训，备战亚洲杯。”

如非亲见，难以想象，这个秦岭深处的小

村庄，夜晚的街上依然人流熙攘。基地里，建

成了 6 块训练球场和 1 块标准球场，配套 8 栋

公寓、2 个餐厅及生活馆，能满足 600 人的食宿

需求。2018 年至 2021 年，村里接待 200 多支集

训球队，承办省市赛事活动 30 余场次，累计接

待游客 5 万余人次——据县体育运动中心统

计，平均 1名小球员能带动 2.5名家长前来。

一业兴，百业旺。村党支部组织培训，助

力餐饮民宿规范发展，推动 28 户农家乐与青

训基地签订床位租赁协议、优先用工协议。

过去两年，这个约 300 人的村子，通过基地服

务、清洁、场地维护等工作，解决了近百人就

业。纷至沓来的游客，更吸引了在外务工的

村民返乡创业。村民杨宝壹此前在广东打

工，和留村种地的妻子一合计，返乡开起农家

乐，一个旺季能收入十五六万元，“最火时啥

程度？连只土鸡都买不到！”

“10 年前，营盘村是县里最偏僻的村落之

一，当时全村近 1/3 是贫困户”，驻村第一书记

马俊介绍，如今功能齐全的紫柏山滑雪场建

成，10 余公里的自行车慢道修通，足球学校、

康疗中心等正抓紧施工，足球主题体育文化

公园即将开工，营盘村要向着建设体育运动

休闲小镇的目标迈进。

球场上下，参训的孩子在跑圈、踢球，草

坪如茵，远山连绵；基地内外，设施建筑越发

专业、完备，村舍俨然、街道整洁。据县里数

据显示，足球每年能给留坝带来近千万元综

合收入。陈军说：“我们以足球为支点，撬动

体旅有效对接、深度融合，产业成熟后，再增

加对青少年足球的投入，形成以球促产、以产

养球的良性循环。”

陕
西
省
留
坝
县
开
展
校
园
足
球
，打
响
青
训
名
气
，助
力
城
乡
发
展

足
球
给
小
山
城
带
来
大
变
化

本
报
记
者

李

洋

郭
雪
岩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R

图①：留坝县中学女足球员在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比赛中。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供图

图②：留坝县武关驿镇中心小学的小队员在备战省市比赛的集训中。 赵 海摄（影像中国）

图③：群山环绕间，留坝县营盘村村落和青少年足球研训基地融为一体。 张力洋 马瑞萍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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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沈阳浑河，艳阳高照，水面如镜。位于 9 号

码头的沈阳国际赛艇中心内，来自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第

二初中赛艇队的队员跟着教练，喊着号子从艇库中抬出赛

艇、放入河中，分组登艇、有序落桨。

“参加赛艇运动，能锻炼身体，还能和大家齐心协作，为

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第二初中赛艇队队员施长全听说学

校开设赛艇课，第一时间就报了名。“这些孩子正在备战即

将举行的浑南区中小学生赛艇比赛，将有 40 多个学校的

800 多名孩子参赛。”沈阳国际赛艇中心总经理隋青杨说。

“浑南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水域条件，我们在 2021
年 3 月就将赛艇正式纳入课程体系，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积

极响应，目前有 2000 余名学生参与。”浑南区教育局局长陈

勇介绍，《浑南区赛艇运动进校园实施方案》2021 年底制

定，提出每一台仪器必须安全使用、每一位体育教师必能授

课、每周必保一节赛艇课、每校必有一支校级赛艇队、必须

开展一系列赛事、必须争创第一批示范校。

在浑南区第九小学的体育馆内，赛艇队的队员在赛艇

测功仪上进行力量练习，不远处的荡桨池里，专业教练贾桐

正带领学生练习划桨配合。“学校有一个配备 60 台测功仪

和 12 人荡桨池的专业赛艇陆地训练基地，赛艇运动也正式

列入课表。”第九小学校长侯明飞介绍，学校开设的赛艇课

程，除了运动技巧训练，还融入赛艇文化礼仪、水上运动安

全常识、水环境保护等内容。浑南区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卢啟荣说：“全区已安装完毕 585 台测功仪，实现中小学校

测功仪课程教室全覆盖，荡桨池以一所学校辐射五六所学

校的布局也初步形成。”

据介绍，浑南区已经建立校内竞赛、校际联赛、选拔性竞

赛为一体的赛艇运动竞赛体系，形成“日日必练、周周上水、

月月有赛”的校园体育教学模式。陈勇说：“我们还将建设多

校互动、万生互联的青少年赛艇运动大数据中心，满足课程

线上教学、反馈评估，同时累积学生体质监测跟踪记录、发布

教学量化考核指标，实现线上观课和约课、文化普及和咨

询、科学指导和训练等功能，为赛艇进校园注入科技力量。”

沈阳浑南创新体育教学、完善竞赛体系

赛艇运动 划进校园
本报记者 刘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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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日渐转凉，打问新雪季何时开启的人越来越多；滑

雪场陆续公布开放日程，最早 11 月中旬便可开板上雪。入

冬去滑雪，成为近年来越发常见的一幕，折射出不断丰富的

全民健身新场景、冰雪经济新业态，体现着一届冰雪盛会持

续释放的发展动能。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后的首个雪季即将到来。在业

界看来，人们对于冰雪运动、冰雪旅游的需求正在提升，雪

季前景普遍看好。在各地实践中，冰雪场馆、赛事活动的建

设健全收到良好效果，也在印证这一观点。

在四川，成都建成较大规模的 14 个冰场、6 个雪场，让

冰雪运动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今年省运会上首次开设了滑

雪项目。在云南，昆明大海草山冰雪运动中心开设“全民冰

雪公开课”，吸引居民赏冰乐雪。在山东，烟台推动滑雪运

动进校园、社区、企业、家庭，带动万人参与，入选国家体育

总局全面建设志愿服务项目库。冰雪运动打破地域和季节

限制，正在走进群众生活。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冬

奥效应在赛后持续推动各地冰雪运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

展，由此衍生的冰雪经济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冰雪市场

发展活力十足。

在湖南，永州蓝山县以云冰山景区为依托，发展冰雪旅

游，独具特色的生态魅力进一步凸显，今年以来带动旅游人

数超百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约 5.3 亿元。在河北，张家

口崇礼区充分利用冬奥场地资源，开展赛事经济、会展经

济、论坛经济等，7 月以来已承办举办各类大型群众户外赛

事活动超过 20 项，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20 万人次。

冰雪运动的种子广为播撒，冰雪经济的花朵次第绽

放，足以证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一段隽永记忆，也

是 一 份 美 丽 憧 憬 —— 冬 奥 盛 会 带 来 的 发 展 动 能 持 续 释

放，为全民健身深入开展、冰雪经济蓬勃发展注入源源动

力，必能更好地满足群众对健康、快乐的需求，回应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冬奥动能 持续释放
杨笑雨

冬奥盛会带来的发展动能持续释
放，为全民健身深入开展、冰雪经济蓬勃
发展注入源源动力，必能更好地满足群
众对健康、快乐的需求，回应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体坛观澜R

本报北京 11 月 2 日电 （记者王亮）11 月 1 日，在江苏

无锡进行的全国击剑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击剑锦标赛（以下

简称“击剑全锦赛”）上，江苏队击败上海队，夺得新设项目

成年组混合团体赛冠军。至此，本届击剑全锦赛成年组个

人和团体赛事战罢，江苏队夺得 6 金表现抢眼，山东队和广

东队各收获 2 金，上海队、辽宁队和北京队各获得 1 金。

据中国击剑协会介绍，本届击剑全锦赛于 10 月 28 日开

打，共 8 个比赛日，吸引了全国 500 多名选手报名参赛，共产

生 26 枚金牌。为促进各队全剑种发展、为国家队人才选拔

提供更多考量，本届击剑全锦赛新增设了成年组及青年组

混合团体赛项目。混合团体项目参赛队伍由同单位、不同

剑种的男女花、重、佩剑各 1 名共 6 名运动员组成，比赛中每

人上场 1 次，共打 6 局，每局先得 5 分者获胜。

击剑全锦赛成年组江苏队夺得6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