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体坛风云体坛风云责编：刘 峣 邮箱：onionliu@hotmail.com

2018年4月4日 星期三

U23球员中超露头角

本赛季的中超，有不少新变化。一方
面，“加码升级”的U23球员政策，为更多
年轻球员创造了登场机会，也给各队的主
教练排兵布阵带来不小挑战；另一方面，
视频裁判的启用，有效减少了比赛的误
判，但尚处摸索阶段的新技术，同样引发
很多争议。

联赛第四轮，共有19名U23球员首发
登场，平均出场近80分钟，29名替补登场
的球员平均登场时间 18.7 分钟，出场时间
创造了新高。

很多在上赛季就有出色发挥的年轻球
员，继续在球队中扮演重要角色。河北华
夏幸福的高准翼、天津权健的刘奕鸣、北
京中赫国安的韦世豪、广州恒大的邓涵
文、长春亚泰的何超、上海申花的刘若
钒、广州富力的黄政宇……成为所在球队
不可或缺的一员。其中，韦世豪、何超、
邓涵文与刘奕鸣还入选了上期国家队，出
战中国杯。

更多年轻球员通过联赛赛场崭露头
角。山东鲁能的姚均晟、江苏苏宁的黄紫
昌和北京人和的曹永竞，就是本赛季涌现
的佼佼者。姚均晟不仅在鲁能坐稳主力位
置，还在中国 U23 同叙利亚 U23 的比赛中
打进精彩的世界波；黄紫昌是今年联赛第
一个进球的 U23球员，他敢于拿球进攻的
能力，为“锋无力”的国家队提供了新选
择；曹永竞经过中甲联赛的锻炼，在中超
赛场已然如鱼得水。

U23 球员的整体能力，成为衡量一支
球队青训水平和综合能力的重要参考。目
前联赛积分榜前五名的球队：上海上港、
广州恒大、北京中赫国安、山东鲁能和广
州富力，都已搭建起了较为成熟的青训体
系。较早投入青训的鲁能足校，已经为各
级联赛输出了众多优秀球员；后起之秀的
恒大足校，也凭借集团优势迅速崛起；上
海上港的各级梯队，多次拿到同年龄段国
内比赛冠军；北京国安也在近两年大力投
入青训。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足球名宿徐根宝
日前将其麾下的 1999-2000 年龄段梯队整
体转让给上海绿地申花。这支享有盛名的
青年军，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搅热中国
足坛。

希望之星青超寻机遇

4 月 1 日下午，由中国足协联合全国校
足办推出的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级联赛

（青超联赛），在中赫国安顺义基地迎来新赛
季揭幕战，坐镇主场的北京中赫国安U17队

5:1 大胜青岛黄海 U17 队。据介绍，近年来，

北京国安已经建立了 U19、U17、U16、U15
等队伍，并与朗跃俱乐部、国奥越野俱乐部、
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合作参赛。

相比于去年首个赛季只有U14、U15和
U16 三个组别，今年的青超联赛共有 U13、
U14、U15、U17 和 U19 五个组别，参赛队伍
也由 87支增至 274支，比赛场次则由 564场
增至 2700 多场。比赛继续采取周末联赛与
集中赛会相结合的赛制。中超和中甲 U19、

U17梯队参加青超相应组别比赛，中乙U15
梯队参加青超相应组别比赛。全国校足办选
派高中、初中优秀队伍分别参加 U17、U15
组别比赛。U13、U14、U15、U17组别分为大
区赛和总决赛，U19组别比赛计划4月至11
月举行。

在 4 年精英梯队联赛成果经验的推动
下，中国足协对青超联赛的整体框架进行
了系统梳理和全面规范。2018赛季精英梯
队联赛整体融入青超竞赛体系，改组成为
青超U19联赛。

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表示，新赛季
青超联赛以保障比赛质量为前提，以提升
球员竞技水平、综合素养、适应职业联赛
能力为目的，以不同年龄阶段的球员发展
需求为基础，以实施主客场联赛赛制为主
导，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构建赛事，
进一步提高职业俱乐部、省市协会、业余
俱乐部、校园足球队的高质量比赛数量，
满足青少年球员提高运动竞技水平的需求。

“升级版”的青超联赛，将进一步完善
和加强中国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的建设。
俱乐部梯队、学校球队与各省市队伍集中
亮相，将展示青少年足球的整体水准，为
希望之星的成长创造舞台。可以想见，青
超联赛的完善与成熟，将成为未来中超联
赛的重要人才来源地。

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表
示，青训是俱乐部必须要承担的责任，青
训工作、梯队建设，和一线队一样，都是
俱乐部工作重点。球队的目标就是把青训
体系打造成全国最具特色的体系，对此已
经有了相对完善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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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本赛季中超联赛第四轮战罢。随着各支球队进入状态，争冠与保级阵容渐露端倪。上海上港2:1
逆转重庆斯威，在取得4连胜的同时，坐稳了积分榜头名的宝座。另一方面，中超新军大连一方1:1客场逼平
河南建业，收获了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和第一个积分。

相对于激战正酣的中超，另一项联赛关注度虽不及中超，却同样事关中国足球的未来——集聚了青少年人
才的第二届青超联赛，也在周末拉开帷幕，规模和赛事数量都有了很大的增长。

中超与青超，虽然是不同层级的联赛，但从中可以透视中国足球发展的新趋势。

随着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进展顺利，主
要新建场馆已于2017年开工建设，现有
场馆的改造工程将在今年陆续开工，而
在场馆建设过程中也将按照申办阶段的
预算金额进行严格控制。

北京冬奥会计划使用26个场馆，分
布在北京、延庆、张家口 3 个赛区。为
有效控制办奥成本，尽可能利用现有场
馆改造，北京冬奥会将最大程度地利用
2008 年的“奥运遗产”。以北京赛区为
例，13 个场馆中有 8个是利用 2008 年奥
运会场馆。

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
介绍，北京赛区、延庆赛区 5 个已开工
新建场馆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11个场
馆和配套项目今年将实现开工，2018年
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已经进入全面展
开、加快提速阶段。

去年 4 月开工的国家速滑馆位于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西侧，这座有着浪漫名
字“冰丝带”的新建场馆建筑面积约 8
万平方米，能容纳观众 1.2 万人。目前，
该场馆正抓紧进行地下结构施工，将于
2020年达到测试赛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速滑馆采取了
PPP 模式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建
设，积极吸引社会资本、社会力量投身
冬奥场馆建设和运营，指定北京市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国家速滑馆政
府出资人代表，与通过竞争方式确定的
社会资本共同组建业主单位，承担国家

速滑馆的建设和运营，确保北京冬奥会
赛后服务于冰雪运动开展和全民健身活
动。

据北京国资公司副总裁、北京国家
速滑馆公司董事长武晓南介绍，“冰丝
带”从设计到施工、再到未来长期运营
的提前考量，都努力实现申办阶段承诺
的投资控制目标。与此同时，“冰丝带”
未来将成为集“体育赛事、群众健身、
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社会公益”五位
一体的体育场馆，在目前的设计施工阶
段，也要保证在实现功能的前提下提前
考量相关功能，避免未来返工，从而减
少浪费。

节俭办奥的理念贯彻冬奥筹办始
终。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常务副部
长刘玉民表示，北京冬奥会的场馆预算
将按照申办阶段的预算金额进行严格控
制，目前部分场馆的设计方案还在与国
际单项体育组织、奥林匹克转播公司进
行深入研究，因此北京冬奥会场馆的准
确预算数额还不能确认。

据刘玉民介绍，北京冬奥会场馆
赛后利用的设施和城市既定建设的基
础设施，属于业主单位和城市政府的
投资，与冬奥会投资无关。对北京而
言，场馆的赛后运营是场馆选址、规
划 设 计 和 建 设 过 程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为了让所有场馆、特别是新建场
馆赛后均能得到很好的可持续利用，
场馆设计方案会兼顾业主单位赛后遗
产使用要求，将部分赛后运营设施与
冬奥会设施同步建成，如北京奥运村
的部分公寓建筑、国家速滑馆西侧的
部分地下车库等，该部分建设不直接
服务冬奥会，相关投资不计入冬奥会
总投资。

刘玉民还说，冬奥会的场馆运行和
赛事组织将会依托城市的部分基础设
施，包括高速铁路、机场、道路、市政
设施等，这些设施均为城市发展的既定
建设项目，由政府投资或社会投资，其
预算也与冬奥会预算无关。

（据新华社电 记者姬 烨、刘 旸）

北京冬奥会共涉及26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其中，北京赛区计划有13
个场馆，将承办滑冰、冰球、冰壶等全部冰上项目，以及单板滑雪大跳台
这一雪上比赛项目，另外还将承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延庆赛区
位于小海坨山，计划有5个场馆，将承办高山滑雪、雪车、雪橇等项目。
张家口赛区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计划有8个场馆，将承担自由式滑雪、
单板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越野滑雪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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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场上常有经典励志故事，尽管主角
不同、情节不一，但带给人的启迪并无二致。

前几日的北美冰球职业联赛上，由于两
名常规守门员接连受伤，一位本职是会计师
的业余守门员作为紧急替补，在一片质疑声
中默默上场。在无人看好的情况下，他 14 分
钟扑掉对方7个射门，令现场观众和解说员情
不自禁呐喊欢呼。

他是怎么做到的？
赛后，这位一战成名的会计师守门员腼

腆地表示，自己实在是太热爱冰球运动了，
从大学起就渴望进入职业球队，但或许因为
天赋不够，愿望没能成真。然而，他没有因
此放弃，平日在工作之余，靠着一腔热血和
顽强意志，十几年来坚持练习。终于，在那
一晚，成为场上的超级明星。

这让笔者想起另一个故事。2018 年平昌
冬奥会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了尼日利亚国
旗。31 岁的雪车运动员阿迪贡的一声呐喊，
让梦想成为现实。

2014 年，坐在家里收看索契冬奥会电视
转播的阿迪贡被雪车项目的惊险刺激深深吸
引，随即燃起了参加冬奥的梦想。原本是田
径选手的她，经过两年训练成功跨界。2016
年，她代表美国队参加雪车世界杯的比赛。

不过在内心深处，她还是希望帮助尼日利亚
出现在冬奥会的赛场上。

接下来，她寻找队友、自制“山寨”雪车、众
筹训练资金并出国参赛。在2017到2018赛季国
际雪车联合会世界杯的赛场上，阿迪贡和队友
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冬奥会参赛资格。从1924年
首届冬奥会起就设置的雪车项目，第一次迎来
了来自非洲的冬奥代表队。阿迪贡和队友的经
历应证了那句话：越努力，越幸运。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从我身上夺走的荣
光，这是我可以回家骄傲地告诉孩子的事
情。”赢得比赛后，那位冰球守门员如是说。
正是这些梦想的存在和实现，让无数普通人
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完成愿
望。人们对他们报以掌声，不只是对创造奇迹
的肯定，还有对赛场上坚持执著的赞许，更是
对为梦想默默付出的激励。或许我们在各自的
领域中并非佼佼者，但就像那些创造奇迹的运
动员一样，如果在面对机会时全力以赴，做到
最好的自己，也能在生活中创造精彩的励志
故事。即便无法拿到最后的“冠军”，但拼搏
奋斗的过程、坚持执著的态度，就是对体育
精神最好的诠释。每一个全力以赴、创造属
于自己励志故事的背影，都是我们生命中的
荣光，都值得被看到、喝彩和祝福。

每个努力的身影都该被看到
汪灵犀

尼 日 利 亚 选
手阿迪贡/奥米欧
加在平昌冬奥会
雪车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