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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体育

多名球员公开质疑
中国足协在12月初公布了首

批联赛新赛季准入名单，包括了41

家中超、中甲以及中乙俱乐部。12

月20日又在官网公示了第二批完

成债务清偿俱乐部名单，广州、长

春亚泰、武汉三镇等13家首批未通

过的俱乐部全部在列。据介绍，公

示期自发布之日起至12月24日

止，只有通过债务清偿公示及其他

准入材料审核的俱乐部，方可获得

2025赛季职业联赛的准入资格。

就在这个公告发布当天，国脚

韦世豪更新个人微博，对于足协公

告表示了质疑：“@中国足协 广州

队怎么过的准入？”随后，杨立瑜、

严鼎皓等前广州队球员也都转发

这条微博，同样质疑广州队准入。

韦世豪曾在2019年至2023年

效力广州队，随着恒大集团资金链

断裂，广州队的金元足球轰然崩

塌。2022年包括韦世豪在内的多

名球员几乎是免费为广州队踢球，

广州队与原本年薪高达七八百万

元的他们签了分期付款的协议，得

到唯一确定的承诺是，赛季结束后

让他们以自由身转会离开。2023

年4月，韦世豪免签加盟了武汉三

镇，2024年2月，韦世豪转会到成都

蓉城。但显然，广州队承诺的“分

期付款”，并没有到位。

实际上，并不止一个韦世豪。

沧州雄狮队的主力球员郑凯木也

发文称：“为什么一支顶级联赛球

队可以连续四年欠球员工资，还是

依然可以过准入名单。这份名单

到底是以什么东西为依据的？”连

球队的外援小奥斯卡也表示：“澄

清一下，因为那么多人询问。目

前，我还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俱乐部

的欠款、薪资，连1块钱也没有。”

从球员的反应来看，目前中

超、中甲的多家俱乐部，并没有真

正做到“不欠薪”。而且，问题也不

仅仅是出现在2024赛季。正如郑

凯木所言，“连续四年欠薪”，沧州

雄狮怎么能够年年通过准入？

整治欠薪需要监管
据不完全统计，足协公布第二

批清欠名单至今，已经有多达十多

名球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声对

相应俱乐部的准入提出异议，被质

疑的包括沧州雄狮、广州队、湖南

湘涛等。由于发声的球员过多，足

协也不得不进行回应，新闻发言人

表示，举报邮箱已经收到相关投诉

材料，并且足协已经启动快速响应

机制，将认真处理。

就在这个月初的媒体通气会

上，中国足协副主席杨旭曾表示，

2025赛季要进一步严格联赛准入

标准，做好顶层设计，“加大清理欠

薪、欠款工作的力度”，切实保护球

员和俱乐部以及青训机构的合法

权益。中国足协及职业联赛管理

部门的态度都非常明确，一再强调

不会降低准入标准，一定要严格按

规定治理欠债、欠薪。

不过，作为行业管理部门的中

国足协、职业联赛管理机构并不具

备辨析相关材料，特别是球员、教

练员薪酬发放证明签字真伪的能

力与权利。这其实也是准入材料

审核工作的主要难点。比如工资

发放表上是不是存在“代签字”“伪

造签字”，中国足协也很难辨析。

正因为此，中国足协才推出了“名

单公示”的办法。但从最近几年各

方的反应来看，“名单公示”并没有

真正堵上欠薪的漏洞。

国际足联对欠薪行为是零容

忍，“罚分”“降级”“禁赛”“球员转会

禁令”等是常见手段，一些南美俱乐

部因长期无力支付欠款，直接被踢

出联赛。而在国内，“欠薪”简直成

了某些俱乐部的家常便饭，就算欠

了几年，只要赶在最后关头“补点窟

窿”，依然能拿到准入资格。到底是

俱乐部太穷，还是监管不力？中国

足协的审核标准是否足够公开透

明？球员的维权渠道是否畅通？这

些问题需要权威部门回答。

这场“清债名单风波”引发了

广泛关注，但更重要的是，这次争

议能否成为改进中国职业足球管

理的契机。短期来看，中国足协应

该公开清偿流程，明确工资发放的

权责，给公众一个清晰的说法；而

从长远看，引入外部第三方监管，

完善俱乐部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可

能更为重要。不在系统性解决上

下功夫，类似的闹剧或许还会层出

不穷。毕竟，一个规范、健康的职

业环境，应该让球员踏实踢球，而

不是让他们整天愁着自己的工资

会不会打水漂。 本报记者 关尹

发挥同样出色
决赛开始后，天津女排拼得十

分凶狠，并一度取得领先，但显然科

内利亚诺队的经验更丰富。

数据统计显示，朱婷得到13

分。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她的发挥

都非常出色。有网友感叹：“朱婷好

像又回到了巅峰。”赛后，朱婷再次

表达了为国效力的决心，她说：“我

觉得这次冠军对我来说意义不同，

希望能够再次回到球场，以更好的

状态为国效力。身披中国队球衣，

这是我最终的梦想。”

而在本届世俱杯的个人数据

榜上，李盈莹以104分和97分领跑

最佳得分榜和最佳扣球榜。李盈莹

将胜负抛在了脑后，“几场比赛都打

得非常开心和忘我，我不考虑比赛

结果，更看重自己在场上的心态把

握。”心态更稳了，这是她最大的收

获。“通过与强队交手积累经验，对

我们今后的排球之路都有帮助。”

颁奖仪式上，李盈莹对朱婷

说：“我们两队在‘顶峰相见’，真的

很不容易。”一个是三十而立的朱

婷，争取重回巅峰；一个是青春正

好的李盈莹，在经历沉浮之后，思

考排球的真谛。

心怀同样热爱
巴黎奥运会后，李盈莹有点迷

茫，她难以割舍对排球的感情，却

又不知道未来在何方。她原本想

出去散散心，但就在某一天决定要

出去玩的时候，她又改变了主意，

“我突然又想奋斗了，又想出国打

球。”她重新审视自己，这才发现，

“这种喜爱和这种热爱是刻在骨子

里的，这么多年来，我觉得真的要

去放弃还是挺难的。”

洛杉矶奥运会在她看来，还有

些遥远，那就先享受比赛、珍惜比赛

吧。李盈莹希望，自己能打得

开心些。

在杭州，她打得很开心。

每扣成一个球，她握拳、高喊，

和队友拥抱。领奖时，她更是

和朱婷谈笑风生。其实，全勤

作战的她挺累的，但她一直在

坚持。看到队伍齐心协力再创

历史，这一切都值了。

再次来到世俱杯，过往一幕幕，

在朱婷的眼前闪现。2019年世俱

杯小组赛，她在一次防守中伤到了

右手腕，那一瞬间，朱婷感觉到手腕

没有任何力气，“之前也受过伤，这

次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世俱杯后就是东京奥运会，她带着

腕伤坚持着，却等来苦涩的结果，

“我辛苦付出了，到收获的季节了，

发现机器坏了。”如今，朱婷正逐渐

摆脱腕伤带来的阴影，她在本届世

俱杯上的表现十分亮眼，多次在球

队的困难时刻挺身而出。

昨晚，朱婷第三次夺得世俱杯

冠军。而对于李盈莹来说，率领天

津女排勇敢突破，她一直是那个领

头羊。 本报记者 陶邢莹

从足协公布俱乐部清债名单引发关注说起

体坛话题

昨晚，在杭州举行的    
年女排世俱杯迎来冠亚军争夺
战，最终，朱婷所在的意大利科
内利亚诺队以3比 击败由李
盈莹领衔的天津渤海银行队。
朱婷和李盈莹携手获得“最佳
主攻手”称号。天津女排更是
创造历史，成为首支打进女排
世俱杯决赛的中国球队。

虽然效力不同的球队，但
两位中国主攻手在世俱杯顶峰
相见，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女
排的实力。

中
国
女
排
俱
乐
部

参
加
世
俱
杯
成
绩

几天前，中国足协发布了第二批俱乐部债务

清理完成名单，一条看似平平无奇的消息，却在

国脚韦世豪的质疑下，引起了关注。欠薪就不能

“准入”，中国足协划定的这条“红线”，不能“假戏

真做”成为摆设。

联赛准入制度不能成摆设

女排世俱杯落幕，朱婷
李盈莹包揽最佳主攻

中国女将顶峰相见

▲ 李盈莹（前）

在比赛中面对

朱婷的拦网

▲ 李盈莹（右）

与朱婷同时荣

获最佳主攻

国际排联 供图

年份 俱乐部 成绩

2012年 天津女排 并列第五

2013年 广东恒大 季军

2018年 浙江女排 第七名

2019年 广东恒大 第七名

天津女排 第八名

2023年 天津女排 季军

2024年 天津女排 亚军

■ 韦世豪 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