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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体育交流大会举行

上海分享社会办训经验模式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促进青少年体育行业
交流，更好加强青少年体育
工作，1月11日至12日，全
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年会暨
全国青少年体育交流大会在
海口顺利召开。上海市青少
年训练管理中心主任周战伟
作主旨演讲：探索社会力量
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上海
模式，向全国介绍了上海青
少年体育关于社会力量办训
的经验。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打造枢纽型社会组织

2024年 1月1日，《上海市体育发
展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在第三章“青
少年和学校体育”中的第二十三条提
出，体育部门应当会同教育、市场监
管、民政等部门引导和规范青少年校
外体育培训及相关赛事活动组织等服
务，促进校外体育培训市场规范有序
发展。而第四章“竞技体育”的第二十
四条也提到，本市坚持政府与市场相
结合，创新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优化竞
技体育项目布局，扶持社会力量办训，
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竞争力。

《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的施行，
标志着上海为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体
育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2018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训练

协会更名为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
这意味着上海向青少年“大体育观”转
变，未来将拓展和延伸服务青少年体
育市场需求，为更多有志于青少年体
育事业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广阔平台。
目前，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共有会
员单位391家，其中涉及田径、足球、
篮球等63个项目，其中奥（全）运会项
目36个，非奥项目27个，已经逐步成
为承担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引导青
少年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枢纽型组
织。

在上海，青少年体育体系的根本是
由上海市体育局青少处进行政策规划，
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上海市青

少年体育协会共同统筹实施，最终由各
区体育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组织落实。
其中，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作为青少
年体育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
角色，负责在上海市体育总会的引导
下，与各市级单项协会共同管理服务全
市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

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海
市同时还改进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
式。通过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的各
家会员单位，上海以市场培育、社会参
与为理念，打造了青少年体育冬夏令
营、周末营、爱心暑托班体育配送、青
少年社区体育配送等体育技能培训服
务，以及“奔跑吧 少年”四季活动、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等体育普及类赛
事。

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为例，
该赛事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由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单项协会以及体育公司
自主申报承办，2023年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联赛共开展田径、篮球、排球等18
个项目比赛，全年参赛青少年12355
人次。

搭建社会办训“金字塔”

自1952年上海相关部门在南昌
路57号成立市体育训练班至今，上海
的竞技体育已经走过了71年历程，逐
渐形成了基层体校三线，市级体校（中
心）二线，上海市队一线的三级训练网
络，成为上海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通
道。

而经过多年社会办训模式的探
索，上海创新扶持方式，逐步形成“以
奖代补”“过程扶持”“职业化培养”等
多方式并存的社会办训政策体系。目
前已经形成了以上海市高尔夫协会、
上海市户外登山协会、上海市冰雪协
会等为例的一线运动队联办模式，足
球、篮球、高尔夫、马术等项目为例的
二线运动队合作办训模式以及市、区
两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
认定命名，近30个奥运项目的三线、
四线运动队合作办训模式。

其中，为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渠道，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开展青
少年体育训练，探索建立“政府引导、
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办训模式，市
体育局从2020年起开展“上海市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创建工

作，推进社会力量办训布局。
2023年，上海市共有注册青少年

运动员49535人，涉及52个项目，其
中就有来自 232 家不同社会机构的
14196人为社会力量办训培养的运动
员，占比达到了28.7%。而教练员队
伍的社会力量办训比例同样从2016
年13.8%到2023年47.1%，上涨33.3个
百分点。

通过社会办训，上海培养出了武
磊等43名中超球员、五名现役国脚以
及乒乓球奥运冠军许昕等体育人才，
并且在前不久举行的首届学生青年运
动会上，社会俱乐部共为公开组夺得
九枚金牌。

青训26年全市名列前茅

杨浦激发体教融合新动能
杨浦区输送优秀运动员在杭州亚运会上斩获3金2银1铜，代表

上海参加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斩获6金12银1铜；2023年上
海市青少年精英系列赛杨浦代表队荣获84.5金，位列全市前三名；
2023年杨浦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涉及20个项目并贯穿全年……
体育文化底蕴深厚的杨浦区已基本形成体教齐抓共管、互利共赢、融
合发展、一体推进的良性布局和格局，初步走出一条深度融合发展、
具有杨浦特色的新时代体教融合发展新路，正激发出青少年体育事
业发展的新动能。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杨浦区素有全国足球之乡、游泳
之乡、田径之乡美誉，区体育项目布局
广泛且均衡，现有田径、游泳等30余
个训练项目，教练员近70人，曾培养
输送了陆滢、曹忠荣、浦玮、严明勇、章
瑾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在奥运会、亚运
会、世锦赛等国际大赛中为国争光。
2023年，杨浦区完成向上一级训练单
位输送71人（一线输送五人）的任务，
持续保持输送成绩位列全市前位，值
得一提的是，杨浦区的体育后备人才
输送率已连续26年全市名列前茅。

2023年，作为上海唯一国家体育
总局青少司指定的传统体校转型青训
中心建设试点单位，杨浦区青训中心
建设纳入了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杨

浦区政府与上海体育大学围绕已签订
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放大
体育高校人才、资源溢出效应，助力青
训中心建设。除了共同制定青训中心
建设方案，上海体育大学还以杨浦青
训中心的运动员为科研课题研究对
象，研究科学提高青少年竞技水平的
新理念、新方法。

杨浦秉持开门办体育的理念，不
断整合区级体校、传统特色校、社会组
织的优势资源，为全区广大青少年在
科学训练、传授技能、场馆服务方面提
供专业、全面的服务。青训中心积极
推动教练员进校园参与体育教学和课
后服务，加强运动项目的推广宣传；充
分利用中心泳池及教练资源，以公益

价格开设游泳培训班；分别与鞍山初
级中学等十余所中小学签订场地使用
协议，无偿提供场地给基层学校开展
体育课活动。

在打造青训中心的同时，杨浦区
调动各类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积极
性，探索更加开放多元的办训模式，加
快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的青少
年体育管理体制和评估体系。2023
年，杨浦区体育局已和符合社会力量
办训要求的九家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开展新周期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工作。

杨浦区少体校已成功突破原有训
练、管理模式，初步完成了向青训中心
的转型。目前，杨浦区注册运动员由
原来的1500人增加到现在的3800多
人，经常来中心训练的青少年达到
8000多人，大大促进了全区青少年体
质健康水平提升，竞技体育得到了跨
越式的提高。

2023年，杨浦区按照一体设计、
一体推进原则，区教育、体育部门把新
一轮备战周期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坚
持办公室例会制度和分管领导会商制
度，针对年度工作任务、重点工作、传
统校建设、优秀苗子招生政策、阳光体
育大联赛等重点工作及时进行协调沟
通，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扎实有效的推
进。杨浦区已构建“普及-提高-精英”
的分层分类赛事体系，建立健全“班
级-校级-校际-区级”比赛为一体的区
域四级体育赛事活动体系。2023年
杨浦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完成田
径、足球、射击、广播体操、智力运动会
等20个竞赛项目，以赛促训推动学生
智体健康发展。

在体育项目普及方面，杨浦区积
极推动学校“一校多品”普及发展。结
合“足球之乡、游泳之乡、田径之乡”特

色和优势项目布局实际，杨浦区大力
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开设七种以上
体育项目课程，鼓励支持冰雪等新兴
项目和龙舟、射艺、棋类等中华传统体
育项目进校园，实现“一校多品”普及
发展。杨浦区建立体育传统校考评制
度，强化市、区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
建设，发挥现有足球、游泳等八支区二
线运动队的辐射作用，区校联动促进
校办二线运动队办训水平。

在杨浦的校园里，“以体育人”的
校园文化正在不断繁荣。把赛事办进
校园、搬进课堂，开展奥运冠军、知名
裁判、优秀运动员进校园系列活动，组
织观摩体验高水平运动赛事，向青少
年传播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杨浦
区正在积极营造“家庭认同、学校重
视、全社会关心”的青少年健康成长良
好氛围。

体教融合一体化推进
搭建“以体育人”大舞台创建全市首个青训中心

构建人才培养多元模式

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主任
周战伟作主旨演讲

足球、篮球、高尔夫、马术等项目为例的二线运动队合作办训模式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