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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出青少年体育营商环境政策“组合拳”

扶持+指导助力企业重焕生机
4月10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又跨出了一大步，将之前行之有效

的措施上升为法规，让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常态化、法制化。 这对不少地处上海的企业，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的体育、旅游、文化等行业的商
家打入了一针强心剂。如何推动青少年体育行业营商环境优化，重新焕发生机？4月16日，上海市体育局印发了《2020年上海市体育产业工作要点》，其中
明确指出，要围绕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战略目标，坚定信心，勇于创新，善作善成，努力将疫情对体育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不断推动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李一平

近年来，上海市以打造青少年体
育高地为目标，培育扶持了一批优
质、可靠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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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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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市除了“上海
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
外，还针对足球、棋牌两个项目推出
了上海市青少年足球精英培训基地
和上海市青少年智力运动培训基地，
其中都包含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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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少
年训练管理中心副主任周战伟介绍，
当下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的培养正逐渐成为未来竞技体育发
展的趋势所向。但对于不少青少年体
育培训机构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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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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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鼓
励企业拓宽原本的经营思路，从单纯
的培训类服务向培训+办训相结合的
复合型经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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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青少年体育的民营
企业来说，获得“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社会培养基地”这样的一个认证会
带来不少实质性的帮助。“其实家长考
察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一是看机构的
硬件设施，第二就是看师资力量和相关
的资质。”上海刚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的负责人信亚威表示，如果能取得培养
基地的认证，则会加深不少家长对于机
构的认可，也为优质青少年体育机构的
茁壮成长创造了条件。

推动培训向办训升级
激励机构复合型经营

未来，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赛事将
推出以上海市少儿体育联赛主普及、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促提
高、上海市青少年体育精英系列赛助
成才的三级赛事体系。其中除了以业
余青少年运动员为参赛主体的上海市
青少年体育精英系列赛外，其余的两
项赛事目前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
心、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皆通过公
开招标的方式，鼓励企业进驻品牌赛
事，通过搭建赛事平台促进行业共同
交流提高。
3月31日，2020年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联赛启动了公开招标流程，
本着开放办赛、鼓励参赛的精神，沪上
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都有机会成为联

赛的承办者、参与者。通过在“上海体
育”和“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招标公告，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联赛受到了办赛单位的热烈
反响和参与。经过10天的投标流程后，
4月10日，截至最后的投标时间，最终
共有102家单位参与了足球、篮球、排
球、田径等18个项目赛事的投标。
2019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联赛在大数据挖掘青少年精英人
才、体育名将助阵提升赛事影响力、参
赛范围扩大至长三角区域、赛事体系
以专业赛事为参照专业度凸显四个方
面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今年的上海
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则会在顶层
设计、加大投入、扩大项目、人员培训、

宣传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继
续做大做强本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
赛。为了让青少年参与更加专业、完
善的赛事，在赛事完成招标后，上海市
青少年体育管理中心还将针对办赛内
容为赛事单位进行统一培训，提升各
办赛单位的综合办赛能力。

而另一项赛事上海市少儿体育联
赛则是坚持以赛事为导向，立足扩大赛
事影响力，打造少儿体育的生活圈，带
动少儿体育培训、赛事走进社区、商圈、
学校。今年，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影响，上海市少儿体育联赛还特别开
设了线上赛的部分，鼓励办赛机构转型
线上举办赛事活动，并计划将针对线上
办赛对赛事单位进行培训。

此外，近年来上海市青少年体育
协会立足加强内部管理和能力建设，
在组织制定和实施团体标准的同时及
时反映行业诉求，并每年开展行业培
训、发展咨询等服务，打造上海市青少
年体育的大家庭，助力青少年体育机
构健康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该如何转型发展渡过难
关？寒冬过后，申城青少年体育事业
的发展路在何方？近日，上海市体育
局走访调研了多家沪上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倾听当下俱乐部发展难点
痛点，为未来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其中，上海市东亚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就是一家隶属于久事体育旗
下的青少年培训机构，依托徐家汇
体育公园场馆资源，搭建体教资源
平台，开展各类青少年业余体育的
普及推广和培训拓展工作。
上海市东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负责人夏洁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当
前，在上海市体育局的指导下，目前
俱乐部正在积极探索转型发展之
路，暂缓线下培训的同时，大力发展
在线训练指导。“通过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教练员亲身示范和创意设
计，在跳水、网球、花样游泳等项目
上形成了亲子互动训练的模式。”据
悉，目前东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已
经推出了十余篇在线训练指导内
容，取得的效果显著。

对于YBDL青少年篮球发展联
盟来说，借助科技打造线上陪练课
程及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未来球场项

目则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
况交出的答卷。“虽然目前我们的资
金链确实很紧张，但市体育局的相
关扶持政策让我们感到温暖，也收
获了信心，我们坚信阳光总在风雨
后。”YBDL品牌总监俞芳对未来的
发展仍然充满信心。
日前，上海市体育局针对类似

YBDL的情况，发布了《关于全力支
持本市体育企业抗疫情稳发展通
知》，提出了减免房屋租金、给予赛
事企业补贴等12项措施，不少体育
企业在体育局的帮助下，还得到了
银行相关的贷款项目支持用以渡过
难关。
近年来上海市体育局化身“店

小二”，在履行体育行业监督管理职
能的同时，进一步做好企业的服务
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表
示，目前上海市体育局已经和各青
少年培训机构建立了有效的政企沟
通机制，希望能以政企合作的方式，
携手推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事业的
发展。通过协助青少年体育机构打
造具有上海特点的体育培训项目，
创立具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品牌
赛事，助力上海打造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

建立政企沟通机制
携手探寻“路在何方”

公开、优化服务流程
鼓励企业进驻品牌赛事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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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不少青
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来
说， 自掏腰包办训6-8

年无疑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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