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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家机构申报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

申城青训激发市场活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百家机构聚青训。 自上海市体育局发

布2020-2021年度 “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
地”申报通知以来，得到了申城广大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
积极响应。 截至上周末， 相关部门已收到近200家单位的申
报申请，最终结果将于今年6月底出炉。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市体育局的申报通知一经发出，
就引起了不少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青
训企业的热烈反响。通知发布后的三
天里，宝山区体育局青训部部长周冬
燕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一些机构起
初对政策的理解还不够充分，一些机
构则对如何做好申报工作不了解，宝
山区体育局为他们一一耐心解答。宝
山区体育局共收到20家机构的申报
书，经过认真审核，评选出七家具有
一定竞争力且有人才效益的俱乐部
的申报申请。为帮助相关机构更好地
进行申报，宝山区体育局还积极走下
去，对七家单位进行了实地检查，对
设施、器材、材料的准备给出了专业
化建议。周冬燕表示：“通过这次申报
工作，我们加强了对俱乐部的帮助和
指导，让俱乐部的规章制度、设施条
件变得更为规范和专业，为日后培养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打好基础。”

“通过这次的申报，许多曾经不在
我们视野范围内的俱乐部也出现在了
我们面前，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青少
年体育的市场活力。”据徐汇区体育局
副局长王继威介绍，徐汇区体育局共
收到了16家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申
报书，项目涉及排球、篮球、乒乓球、网
球和部分新兴项目。为了对申报单位
进行审核和指导，徐汇区体育局采取
主动“请进来”，请16家单位到徐汇区
体育局进行“路演介绍”：每家俱乐部
用15分钟时间进行自我介绍以及现场
提问。通过这种方式，徐汇区体育局不
仅对申报俱乐部进行了审核与评估，
同时也完成了对16家机构的调研，有
助于日后进一步进行扶持。“我们希望
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机制，俱乐部不
仅需要经费扶持，还需要场地等资源
扶持，未来我们将给这些俱乐部提供
更好的服务。”

本次参与申报的青少年体育培训
机构中既有像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这
样的“老伙伴”，也有更多像上海祺祥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这样的“新面孔”。
“老伙伴”希望能够通过扶持为上海培
养出更高质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新面孔”则更看重这一块“金字招
牌”，“这是上海首次命名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的社会培养基地，我们很想申
报，哪怕没有经费，给块牌子也愿意！”
“新面孔”的频繁出现，也折射了

申城青少年体育市场的发展。根据专
业机构调研显示，目前上海有近千家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涉及50多个体

育项目，已经基本具备了培养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的塔基。在去年举办的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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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海市体育局通过“上海市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申
报工作，将投入1200万元经费用于扶
持社会力量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这一“硬核”政策不仅激发了市场积极
参与的活力，同时也引导了本市更多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逐步从“培训”向

“办训”转型。上海市体育局青少（科
教）处朱卫明表示：“培训是普及青少
年体育技能，而办训更讲究出人才、
出成绩，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投入。办
训不仅需要俱乐部自身投入，更需要
体育部门的引导和扶持。”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高炳宏教授认为，扶
持社会力量办训可以进一步拓宽上海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阵地，除经
费扶持外，阵地还需要两道“保障”：
“一方面是保证社会办训机构的训练
时间，另一方面还要有好的竞赛体系
来调动社会力量办训的积极性。”

上海市体育局青少（科教）处处
长张漪表示，通过这次申报工作充分
感受到了社会力量的信心和活力，将
通过下一步的工作将社会力量的“活
力”转变为“实力”，通过社会培养基
地培育更多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解读政策、走访指导

各区体育部门当“店小二”
有“老伙伴”更有“新面孔”

推动培训向办训升级

覆盖各年龄、不同竞技水平青少年

上海打造青少年体育竞赛“新体系”
游泳、网球、棒球、滑雪、

跆拳道、体能培训……随着目
前社会和家长对青少年体质
的越发关注，青少年可选择学
习的体育技能种类也越来越
多。 除了从学校的体育课上得
到体育技能的指导外，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也应
运而生，给家长和青少年提供
了更多学习体育技能的选择
空间。 为了进一步鼓励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为青少年提供优
质的服务，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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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我们在2015年时创立了上海市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这个品牌，通
过近几年的逐步发展，我们希望将这
个赛事打造成俱乐部之间互相交流、
学习、展示的一个平台。”从2015年初
创，到目前发展为囊括18个项目的综
合型联赛，在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
中心的工作人员文静看来，上海市青
少年体育联赛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
被沪上青少年、家长所认可的品牌赛
事，同时也为上海的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土壤。

在往年的基础上，今年的上海市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进一步通过

“上海体育”、“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微
信发布了公开招标公告，广泛面向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出承办邀请。据了
解，截至4月2日，已经有不少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购买了招标文件，表现出浓
厚的承办意向。
今年2月，上海市体育局发布了关

于“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
养基地”的申报通知，通过申报的青少
年体育社会机构将得到上海市体育局
相关的引导和扶持。设立“上海市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反映出
的是上海青少年体育社会力量的茁壮
成长。“目前，上海经过前几年的扶持

和培养，已经涌现出一批优质的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初步具备了培养体育
后备人才的能力。”文静表示，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联赛未来同样将成为“上
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
地”的练兵场，助力上海社会力量培养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
“爱体育、齐参与，共育人才”是今

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的赛
事主题，也是举办这场赛事的初衷所
在。借助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这
个“共享平台”，相信未来将有更多的
青少年爱体育、参与体育，成为优秀的
体育人才。

除了赛事项目更多，2020年度的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的参赛
范围同样有所扩展，不仅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体育公司、学校等相关组织机
构及个人均可报名参赛，包括上海在
内的长三角地区的团体和个人也可参
与到赛事的报名中来。此外，今年的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还将采取统一的
logo和赛事视觉识别系统（VI系统），
统一各项目的背景板、道旗、竞赛制作
物等物料，提升赛事整体形象。

各类规范化的要求不仅体现了赛
事经过多年的培育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背后也有更加深远的考虑。“目前，我们
除了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联赛以外，还有
上海市少儿体育联赛、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精英系列赛等多个品牌赛事IP。”上
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副主任周战
伟介绍，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联赛不仅是
一项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参赛主体
的赛事，同样也是未来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未来的设想中，上海市少儿体

育联赛将偏向于青少年体育的普及推
广，吸引更多青少年广泛参与，体验体
育乐趣。而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联赛则
是面向拥有一定基础的青少年运动爱
好者，在学习体育技能之余，为他们提
供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促进他们进

一步提高体育技能水平。而作为赛事
体系“金字塔”塔尖的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精英系列赛将会在俱乐部联赛的基
础上，进一步发挥培养青少年体育后
备人才的作用，帮助青少年运动员发
掘潜力，超越自我。
通过普及、提高、选拔三步走的方

式，未来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将会形成
面向青少年全人群的体育赛事，为不
同程度的青少年运动爱好者提供参与
比赛的机会，促进青少年儿童身心健
康、推动优秀运动员技能水平提高，助
力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从无到有 打造社会俱乐部练兵场

普及、提高、选拔三步走
“金字塔”平台发掘好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