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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发展，需要“十年磨一剑”

的定力，需要“百川东到海”的合力。近日，

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

地的校园、职业俱乐部、社会俱乐部和体

校，了解中国青少年足球的现状和发展脉

络。本版今起推出“关注中国足球青训”系

列报道，探寻中国足球的发展。

——编 者

5 月中旬，2023 第二届中国青少年

足 球 联 赛（以 下 简 称 中 青 赛）男 子 U17
（17 岁以下）组北区预选赛宁夏赛区，主场

作战的银川高级中学队以 1∶0 战胜北京国

安 U17 队。出自校园的球队赢了职业俱乐

部梯队，在赛场上制造了“冷门”，现场球迷

的助威声和参与感同样令人动容。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出：

“促进青少年足球人才规模化成长。”中青赛

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力抓手。越来越

多的孩子爱上足球，走上球场，那一张张朝

气蓬勃的面庞，让人对未来充满期待。

搭建赛事体系

中 青 赛 于 2022 年 正 式 启 航 ，学 校 、体

校、青训机构、职业俱乐部梯队都可以作为

参赛主体报名。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

办公室执行秘书乔岱虎表示：“校园足球队

参赛数量增多，水平也有明显提升。此外，

赛事进校园是本届中青赛的一大亮点，场边

有了观众，让球员的比赛感觉更加强烈。”

赛事平台的搭建，让更多“新面孔”出现

在球场，也让青少年足球环境发生积极改

变。以男子 U17 组为例，今年该组别的报

名球队超过了 200 支，比 2022 年增加了 50
多支。在香河赛区，北京人大附中三高俱乐

部领队李军说：“这次来比赛的队伍，很多我

们之前并不了解。有的球队是由周末足球

训练班组建而成，能参与这样高规格的赛

事，在以前很难想象。”参赛队伍的多样和赛

事的高质量让李军感到振奋，“近几年，大伙

儿的水平都赶上来了，拿冠军、争名次的难

度越来越大，这也说明青少年足球的发展越

来越有希望了。”

对中青赛来说，扩容当是未来发展的方

向。与此同时，赛事将进一步统筹梳理，以

更加有序、系统。浙江足球俱乐部青训总监

池谷友良说：“举办全国性的青少年比赛是

非常棒的事情，但是一些球队之间的实力差

距比较明显。让水平相近的球队之间多交

手，将使比赛更有锻炼价值，这是关键。”

在中青赛之外，还有中国足协青少年足

球锦标赛、潍坊杯等青少年杯赛以及教育系

统的足球赛事，这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全国

青少年足球竞赛的日程表，让青少年球员可

以参与数量足够且具备锻炼价值的比赛。

这不仅是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青少年赛事

体系，更是搭建中国足球发展的阶梯。

整合各方资源

今年的中青赛上，河北遵化益众中学队

接连战胜实力不俗的对手，尽显“黑马”本

色。这所去年才启动校园足球的民办高中

何以一鸣惊人？队员球衣胸前“遵化市阳光

精英足球俱乐部”的徽标给出了答案——通

过足球专业力量与民办学校合作，在短时间

内产生了“化学反应”。

遵化市阳光精英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王

海鸣曾任女足国家队主教练，今年 3 月，他

出 任 这 家 校 园 俱 乐 部 的 总 经 理 兼 青 训 总

监。而这次带队出征中青赛的主教练郝腾

蛟在退役前也是在中超球队效力的职业球

员。在遵化益众中学，还有 9 名有过球员经

历的专职教练。以 2022 级高一足球班为起

点 ，学 校 已 完 成 初 、高 中 男 女 足 球 队 的 布

局。随着专业团队的到来，小学阶段的梯队

建设正在迅速推进。郝腾蛟表示，球队并没

有成绩上的压力，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在校

园足球领域里培养球员。

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仅靠职业俱乐

部梯队还不够，需要整合调动校园、社会以

及体育系统的力量，打破壁垒、融合发展。

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焦凤波表

示：“职业俱乐部拥有专业资源、管理经验

和品牌价值，可以与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展

开合作，并在政府引导下整合资源，汇聚更

多 力 量 ，实 现 社 会 价 值 最 大 化 、资 源 最 大

化。”去年，俱乐部与衢州市展开合作，当地

柯城区少年儿童体校作为首批“浙能绿城

青 训 职 业 球 员 输 送 合 作 点 ”，组 建 和 培 训

U10（10 岁以下）年龄段球队。“以前浙江队

都是和省一级共建全运队伍，这次和衢州

柯城合作共建，尝试创新。希望通过这样

的 模 式 可 以 带 动 整 个 浙 江 的 足 球 青 训 发

展。”焦凤波说。

筑牢发展根基

从年龄上看，中青赛男子 U19（19 岁以

下）组衔接着职业联赛，但到了这一组别，球

队数量就明显减少。去年，U19 组只有 26
支球队报名，今年在吸纳了多支大学生球队

之后，也只有 42 支球队报名。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青少年足球培养

人才流失的问题，乔岱虎说：“因为小球员的升

学通道得不到充分保障，在初高中进行常规

训练的孩子数量不算太多，中国足球人才后

备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这是需要重点突破的

部分。各地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

建立升学通道，解除孩子升学的后顾之忧。”

缺少高水平教练也是青训当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中国足协男足青训部青训总监

吕 军 认 为 ，青 训 想 要 真 正 突 破 ，关 键 在 教

练。近年来，中国持证教练的数量有了较明

显的增长，目前约有 8 万人，但是高水平教

练的比例仍然偏低。

关注中国青训的足球人士认为，很多中

国小球员 15 岁之后就不再涨球了，因为缺

乏比赛机会。对此，焦凤波表示：“高水平赛

事是球员提升实力的保证，现在俱乐部 U12
（12 岁以下）、U13（13 岁以下）年龄段的球

员，每年需要经历约 60 场比赛的锤炼，除了

数量，在比赛质量上也要有所保证。”焦凤波

的话也道出了很多基层足球人士的心声：

“必须脚踏实地、筑牢根基，把足球青训抓细

做实，中国足球的现状才会得到根本改变。”

让更多孩子逐梦绿茵场
—关注中国足球青训①

本报记者 陈晨曦 陶相安 王 亮 唐天奕

端午临近，东江南支流东莞高埗河段，传

来阵阵鼓声和呐喊声。靠近河岸，一群身穿

背心的汉子，正排坐在龙舟上奋力划桨。手

起桨落，龙舟快速划过江面，留下长长的水

痕。他们是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芦村龙舟队

的 队 员 ，“龙 舟 这 项 运 动 ，光 下 水 练 是 不 够

的。特别是从普通村民里选拔出来的业余选

手，要想快速提高成绩，就得有新办法。”高埗

镇芦村村干部黄桂林带记者来到沿河而铺的

碧道旁，一座两排不锈钢架悬吊着一艘木船

的大装置，赫然呈现在眼前。

这是芦村龙舟队“上新”的一种陆上训练

器械，被形象地称为“拉铁桶”。不久前，一段

村民在陆上训练船训练的视频走红网络。这

种新练法，由一名龙舟教练带到芦村，村民根

据教练指导，将训练用龙舟改装为陆上训练

船。装置充分利用了定滑轮和杠杆原理，船

身围起一圈栏杆，每个座位旁安装一个增加

阻力的铁桶，用绳子经过栏杆将铁桶与船桨

两头相连。

训 练 时 ，队 员 像 在 龙 舟 上 一 样 排 开 坐

定 ，划 动 船 桨 时 ，在 滑 轮 作 用 下 铁 桶 被 带

起；通过往铁桶内添加不同重量的沙子，可

以 调 整 训 练 强 度 ，达 到 不 同 的 训 练 效 果 。

黄 桂 林 介 绍 ：“这 种 负 重 训 练 ，主 要 用 于 提

升 队 员 的 臂 力 和 协 调 能 力 ，帮 助 队 员 在 下

水时能更好发挥。”

装置中悬吊的龙舟，是由村里一艘旧船改

造而来。“旧船早已经不用了，加上简单的负重

装置改造后，便成了龙舟训练器，队员们在岸

上就能模拟划龙舟时的动作。”黄桂林说。

为准备 6 月举行的龙舟比赛，芦村从 4 月

初就在村里选拔队员并组织训练。龙舟队员

有 近 70 人 ，年 纪 最 大 的 近 60 岁 ，最 小 的 20
岁，大部分都是在外务工的本村村民，抓紧中

午或晚上空闲时间回村训练。

“别看只是一根铁杆，每根桨杆上都加了

30 来斤的沙子做配重，划起来可不轻松！”龙

舟队成员黄志标感慨，前段时间，他每晚训练

2 个小时，一练就是十几天。近日，队员们结

束 了 陆 上 训 练 ，进 入 每 天 4 小 时 的 水 上 实

操。即使天气炎热、训练辛苦，队员们依旧充

满热情。

这种热情，源于水乡居民千百年来对龙舟

项目的热爱。高埗镇地处东莞市北部，外部三

面环水，内部河涌密布，独特的水乡自然环境

孕育出了深厚的龙舟文化，龙舟元素在高埗镇

各村皆可见。每年端午前后的各种龙舟赛事，

更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体育名片。

今年，龙舟赛事即将重启。除“龙腾大湾

区”2023 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外，7 月 2 日高埗

镇还将举办龙舟锦标赛，届时，全镇将有 18
支队伍参与冠军头衔的争夺。

（胡雪彬参与采写）

端午临近，赛事将至

村里龙舟队“上新”陆上训练船
本报记者 贺林平

“老李，我先出发了，老地方见！”清晨，

家住浙江杭州武林街道的张国明大爷提着

羽毛球拍，与老友相约到附近的安吉路实

验学校羽毛球场“较量”一番。

乒乓球、篮球、跑步……校园体育场

上，前来锻炼的市民挥汗如雨。最近，老张

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这里“打卡”。

“以前，免费运动场地不好找，在小区里

遛遛弯、找块空地拉伸拉伸，就算运动了。”

张大爷说，自从杭州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开放

后，与球友们切磋球技的愿望实现了。

预约十分便捷。张大爷打开“浙里办”

手机应用，点击“校园健身”模块，不一会儿

就完成运动时间、场馆等登记。如果不会线

上操作，还可以到社区进行线下登记。拿着

市民卡到学校完成人像采集，只需对着闸机

屏幕“刷脸”，就可以顺利进入校园健身。

去年 7 月，杭州在浙江率先推进中小

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今年 2 月底开

始，杭州具备开放条件的公办中小学校体

育场地（馆）实行“全面开放，应开尽开”，加

上已经对外开放的杭州亚运会比赛场馆，

杭州公共运动空间持续扩大。同时，校园

健身数字系统也进行了升级，支持人脸识

别、市民卡、二维码等多种核验方式，既方

便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也优化了管理模式。

为了更好地满足市民健身需求，不少

中小学校还特意增加了许多运动器材和相

关配套设备。

家住江南实验学校附近的章力新，养成

了新习惯：一有空闲时间，就到家门口的学

校田径场跑上几圈。最近，悄然发生的变化

让他倍感温暖：夜幕初垂，操场上新安装的

照明大灯，将运动场照得亮堂堂的；跑步累

了，操场西侧新安装的直饮水机，方便大家

及时补水。不仅如此，学校医务室门口还配

备了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并安排掌握急救知识的人员专门管理。

场馆开放服务中的细节变化也让章力新竖起大拇指。“以前一

个人只能选社区里的一个地点，现在可以登记 3 所学校。”章力新

说，如果要更换登记学校，也不需要再次采集人脸信息。此外，开

放区域从原先杭州主城区扩大到所有区、县（市），室内场馆也纳入

开放范围。

位于上城区的采荷第三小学被章力新纳入了新登记学校名

单。作为杭州市棋类共建单位，学校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向居民开

放。每当下雨天，室外锻炼不便，章力新就约上三两好友来到采荷

第三小学，一边赏雨一边对弈。采荷第三小学还设置了“运动器材

开放区”，将足球、篮球、排球、短绳、长绳等器材陈列在展柜中，居

民可以自主扫描二维码借用和归还。学校体育老师兼任社会体育

指导员，定期为居民进行健身活动指导。

“各种运动，都可以找到专业的场地和器材，学校的便民服务

水平显著提升。”上城区教育局局长项海刚介绍，校园场地的开放，

让邻里交流与社区互动不断增强，许多立足校园的赛事活动也因

地制宜办了起来，全民健身的热情日益浓厚。

此前，杭州市的亚运场馆已全部对外开放。目前，杭州中小学

校开放校内体育场地（馆）共计 1184 个，其中 905 个室外体育场地

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279 个室内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

“杭州市正不断加快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高市民群众的

身体素质，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不断提高。”杭州市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大力度和更便民的服务，满足广大市民

的健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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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4日电 （记者孙龙飞）当地时间 3 日，在巴黎进

行的 2023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之臻

以 1∶3 负于上届法网亚军、挪威选手鲁德，止步 32 强。尽管如此，

张之臻仍成为公开赛时代以来首位打进红土大满贯赛事男单 32
强的中国网协选手。

“你在比赛中展示的技战术实力和不畏强手、顽强拼搏的精

神，令人赞叹！”赛后，中国网球协会向张之臻发出贺信，希望张之

臻和所有中国男子网球运动员一起，相互勉励、勇毅前行，继续创

造中国男子网球的新纪录。

中国网协祝贺张之臻
法网取得好成绩

本报北京 6月 4日电 （记者孙龙飞）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

级 500 级别的泰国公开赛 4 日在曼谷结束，中国队组合梁伟铿/王
昶战胜印尼队组合夺得男双冠军，何冰娇则负于韩国队选手安洗

莹收获女单亚军。

男双决赛，梁伟铿/王昶仅耗时 28 分钟，以 21∶10、21∶15 战胜印

尼队组合，收获本赛季第二冠。女单决赛，何冰娇以 10∶21、19∶21
负于韩国队选手安洗莹。在男单、女双和混双 3 个项目上，中国队

选手没有进入决赛。

世界羽联泰国公开赛

中国队收获一冠一亚

本报北京 6月 4日电 （记者王亮）为期 6 天的“韵味杭州”2023
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 6 月 1 日在

浙江淳安开赛。国家队在成年女子团体竞速赛中表现优异，分别以

46秒 235和 46秒 044的成绩两次刷新全国纪录，夺得冠军。

本次锦标赛同时也是杭州亚运会测试赛，共设 34 个比赛项

目，其中成年男子项目 9 个，成年女子项目 9 个，青年男子项目 8
个，青年女子项目 8 个，共有 19 支代表队、398 名运动员参赛。

2023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

国家队两次刷新全国纪录

本报北京 6 月 4 日电 （记者李洋、郑轶）2023 年世界女排联

赛名古屋站 4 日进行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女排以 3∶0 战胜

日本女排，收获四连胜。

从 3∶2力克巴西女排，再到接连战胜德国队、荷兰队、日本队，中

国女排收获四连胜。6月 13日至 7月 2日，中国女排将继续参加中国

香港站和韩国水原站的比赛，先后对阵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强队。

世界女排联赛名古屋站

中国队战胜日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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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芦村龙舟队进行水上

龙舟训练。

图②：芦村龙舟队队员借助

自制器械进行陆上训练。

以上图片均为李淦斌摄（人

民视觉）

图①：5 月 6 日，第二届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女子初中年龄段 U14
组 比 赛 举 行 ，参 赛 选 手 在 比 赛 中

拼抢。

曹建雄摄（人民视觉）

图②：2022年 8月 3日，第一届中

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广西赛区）举行，

参赛选手在比赛中拼抢。

李冠才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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