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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体育人
积极支持战疫

拓宽渠道培育后备人才增量

申城投入1200万扶持社会办训
本报记者 丁荣 李一平

为充分发挥本市社会力量开展青
少年体育训练工作的优势，探索建立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办
训模式，围绕奥运争光和上海建设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的战略目标，不断拓
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近日，
上海市体育局发布2020-2021年度“上
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
地”申报通知，预计将有1200万经费用
于扶持社会力量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
据了解，此次扶持的项目主要是

奥运会、全运会项目（除足球）。申报的
基本要求：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
银行账户，能够承担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任务；2. 配备有三名及以上专
职教练员，并有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日
常训练管理；3. 具有符合训练项目要
求的体育场（馆）、设施设备；4.具有相
对固定的青少年训练队伍；5. 具有开
办青少年训练机构的项目发展规划和

保障制度。详细要求则以基地创建方
案为准。申报流程步骤采取先自评申
报，申报单位将申报报告及有关材料
递交至办训运营所在地的区体育局进
行初审。各区体育局4月17日前将初审
通过材料递交至市体育局。此后专家
复审，由市体育局会同招标公司组织
专家进行资料评审、实地考核。市体育
局综合审核后，命名、挂牌并拨付相关
扶持经费。
扶持项目将按照《上海市竞技体育

发展新体系》的意见分为A、B、C三类。
其中，以田径、游泳、篮球、排球等项目
为主的A类是基础大项、母项目和三大
球项目以及上海的优势项目、冰雪项
目；以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射箭、击
剑、自行车、武术等上海传统优势项目
为主的B类；而C类项目则是以马术、高
尔夫、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橄榄球、攀
岩等深受市场欢迎的新兴项目为主。申
报不同的类别，扶持经费也会有所不
同，此外每个类别还将分为精英基地和
培养基地两个级别。

引入社会力量办训，在申城其实
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举措，对上海的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来说，2000年以
来，徐根宝足球青训基地、曹燕华乒
乓培训学校等一批社会力量办训机
构逐渐兴起，使体育人才培养逐步社
会化。
如果说曹燕华乒乓俱乐部、根宝

足球俱乐部的目标结果和奖励模式
是上海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的1.0时代，伴随着上海近年
来在高尔夫、马术、冰雪等项目上鼓
励市场化运作，许多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应运而生，社会力量与体校合作的
模式则标志着社会力量办训进入1.5
时代。

而现在随着青少年体育培训市
场的发展，目前据上海市青少年体育
协会统计，上海现有注册的青少年体
育培训机构，涉及50多个体育项目，
已经完全具备了培养精英人才的塔
基。

在去年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运
会上，上海代表团在马术、乒乓球、高
尔夫以及冰雪项目的社会俱乐部组
别上表现亮眼，体现了上海社会力量
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成果。
2019年6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构建本市竞技体育发展新
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构建更开放、
科学、可持续、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发
展新体系。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徐彬在二青会接受采访时曾表
示，在成绩面前要找问题，上海将通
过管理机制创新，逐步建立健全体制
内与体制外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
体制和评估体系，进一步转变训练理
念、创新训练方法、破解训练瓶颈，全
力提升竞技体育竞技实力。

作为构建上海市竞技体育发展
新体系的一项落地措施，近日上海市
体育局发布2020-2021年度“上海市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申
报，准备进一步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办
训。
申报一经发出，就引起了不少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企业的热烈反响，
宝山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周冬燕最
近就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可以感
受到社会力量对于参与办训的热情
非常高，不少资深的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也的确具备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的实力。“

在经过去年二青会上对社会力
量办训的检验，随着上海市竞技体育
发展新体系的逐步构建，体育系统与
社会力量的合作即将进入到2.0时
代。

“对我们体育人来说，尊重竞技
体育发展的规律，是培养后备人才的
一个重要理念。”上海市青少年训练
管理中心副主任周战伟介绍，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有一个过程，通常
需要6-8年才能培养出一个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而对于许多社会办训机构
来说，自掏腰包办训6-8年无疑是困难
的。因此，上海市体育局针对此类情
况，决定对社会办训力量进行了“过
程投入”，通过扶持经费，帮助社会办
训力量解决办训过程中的教练员问
题、场地问题、参赛问题等。
“对于我们民营的青少年体育机

构来说，其实也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
政策，这不仅是经费上给予我们帮
助，也是在信心上对我们有一个强有
力的支撑。”注册在宝山区的上海刚

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一家主营武术
项目的社会青训机构。在去年的二青
会舞台上，刚锋的多名运动员代表上
海出战，最终摘得了三个第五的好成
绩。负责人信亚威介绍，作为一家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起初俱乐部面向的是
青少年的普及课程，但随着俱乐部的
壮大和成熟，也开始逐渐尝试培养竞
技体育人才。
“但是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说，全

民健身的收益较高，而培养运动员由
于周期性和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
更大的风险。”但随着社会培养基地政
策的落地，给刚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打了一针“强心剂”。信亚威表示，如果
最终能成功获评，还将进一步扩大后
备人才培养的规模。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核心目

的是出人才，在给予扶持经费的基础
上，“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
养基地”后续还将进行考评和激励，将
采用每年年度审核，两年进行一轮复
评的方式对成功申报的社会培养基地
进行监督。
除了经费上的扶持以外，上海市

体育局还将给予社会力量办训单位同
等参与赛事、获取奖励的机会。周战伟
介绍，目前以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
中心下属的比赛为例，羽毛球、乒乓球
等项目已经开始逐步开放面向社会报
名，后续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还将鼓励社会力量的教练员、运动员
到市青训中心注册。同时，只要获得好
成绩、有输送人才，可以享受与体制内
等同的奖励。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的培养，并不是意味着摒弃原有
的体校培养模式。正相反，上海正在探
索一种全新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通
过融合创新，对项目“量体裁衣”，打造
全新的“上海模式”。
目前，上海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已形成三种模式：体育系统办
训模式、体教结合办训模式、社会力量
办训模式。其中，社会力量办训注册人
数较多的项目是足球、乒乓球、跆拳
道、空手道、冰球、冰壶、花样滑冰等，

分布在全市16个区。
针对各个项目不同的特点，选择

不同的办训模式，也可多模式相结合
“融合办训”，如目前上海市的足球项
目，既存在着如杨浦区白洋淀足校的
体育系统办训模式，也有普陀女足与
梅陇中学、曹杨二中、金沙江路小学的
“一条龙”体教结合办训，也有徐根宝
足球训练基地、幸运星足球俱乐部等
社会办训力量。

而针对不少新兴的奥运项目，上
海努力通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新兴奥

运项目办训来补上这块“短板”。目前，
上海新兴奥运项目90%以上都是以社
会力量办训为主要发展模式。

上海体育的育人之路已经从小体
育向大体育转变，一手抓后备、一手育
市场，采用青少年后备人才多元化培
养模式。未来，上海的体育后备人才队
伍建设将与社会力量联手，打造出以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为基础、各级体校
为骨干、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为补充
的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探索后备人才培养“上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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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嘉明 摄

B类项目是以乒乓球、羽毛球、

网球、射箭、击剑、自行车、武

术等上海传统优势项目为主

C类项目是以马术、 高尔夫、

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橄榄

球、攀岩等新兴项目为主

A类是基础大项、母项目和三大球项目以及上海的优势项目、冰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