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龚哲汇

一层秋雨一层凉，上海天气逐渐转
冷，然而在金山区张堰镇张堰小学内，
二十多位足球小将内心火热，他们即将
收获一批崭新的装备，助力足球之
梦———11月26日，无限极2020年快乐足
球捐赠活动在张堰小学如期举行。
“希望工程·无限极快乐足球”项

目是无限极通过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
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
为青少年打造的集足球普及、培训和
比赛于一体的公益项目。项目自2015
年启动以来，为全国100所小学提供足
球支教、捐赠足球物资；组织两场足球
夏令营，捐资捐物超过1400万元。

此次受赠的张堰小学，至今已有
122年的历史。学校于2015年建立足球
队，至今每个年级都配备了梯队，对于
装备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在最需要装备
的时刻，“希望工程·无限极快乐足球”
项目助力校园足球，提供了价值八千多
元的球门、足球、球服、球鞋等足球装
备。此外，为支持疫情防控，该公司向学
校捐赠了价值1万元的防疫物资。

无极限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刘波表
示，企业希望能帮助更多孩子，让他们
自由快乐地学习、游戏、成长，勇敢地面
对未来。同时他表示在各级政府部门的
支持下，该公司将一如既往地承担社会
责任，为上海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张堰小学获赠新装备
圆百年校园“足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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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荣

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
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意见》的背景下，本次培训班由
上海市体育局指导、上海市青少年训
练管理中心主办，旨在学习新政策文
件精神，达成发展共识，共同推动上海
各级各类体校新一轮转型发展，进一
步促进本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
体系的建设。
开班仪式后，上海市体育局二级

巡视员杨培刚做主题为《助力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建设、强化市区体校的使
命与担当》专题授课；上海市体育局青
少（科教）处处长张漪解读《上海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浦东干部学院领
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石泉
讲述《新时代的领导创新》；上海市体
育局人事处处长胡红解读体育专业人
员职称制度有关文件精神；市东中学
校长沈洪做《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当
好新时代体校校长》主题讲座；宝山区
体育局副局长陆体金做《基层青训工
作的社会力量合作探索》介绍；原上海
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袁辽新讲授《体
教融合背景下青少年训练的组织与管

理》；上海市青训中心副主任周战伟讲
授《结构化研讨：体教融合背景下体校
建设的问题与对策》。除了理论课程
外，培训期间主办方还组织校长及俱
乐部负责人参观了在体教融合方面具
有特色的金山少体校，实地进行交流
学习。
上海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杨培刚

围绕《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
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关于构建本市竞
技体育发展新体系的实施意见》两份
文件，重点阐述了抓好领导班子团结、
做好体校发展规划、推进训科医一体
化三个方面的内容。

杨培刚强调，基层体校要立足长
远，做好规划，要高度重视训科医一
体化发展，将青少年运动员的个性特
征与项目规律相结合，科学选材育
才，不断提升竞技体后备人才培养的
质量。“细节决定成败，关键在于落
实，认真做事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
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杨培刚希望
参与课程的体校校长及俱乐部负责
人更加清楚地了解体校、俱乐部的管
理方法和办训目标，狠抓落实，注重
细节，用心为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添砖加瓦。

上海市体育局青少（科教）处处
长张漪在授课中系统阐述了深化体
教融合提出的背景、体教融合的由来
与历程、《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
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解读、上海体
教结合工作的主要做法，并对上海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概况、上海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重点工作做了详
细介绍。
“‘十四五’期间，我们依然要坚持

体校办训的模式，同时也要进一步推
动体校的转型发展。”张漪在授课中介
绍了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
发展历程，揭示了未来体校转型的方
向。“十四五”期间，上海市体育局将通
过大调研深入了解基层体校发展的经
验模式与瓶颈困难，以体教融合的理
念顺势而为，分层分类开展传统体校
的转型发展。

本次培训不仅是一次培训，更搭
建了交流、互动、沟通的平台。通过开
展本次培训，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
中心积极听取和收集全市体校校长及
俱乐部负责人对于“十四五”期间体校
转型发展的意见与建议，将进一步汇
聚智慧、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携手共
同展望未来发展。

激发新时代体校育人新动能
2020上海各级各类体校校长及俱乐部负责人培训班举行

11月25日，2020年上海市各级各类体校校长及俱乐部负责人培训班在金山区举行，申城市属及

区属各级各类体校校长及俱乐部的60余名负责人参与培训。 上海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杨培刚、上海

市体育局青少（科教）处处长张漪出席并授课，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相关领导出席培训。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
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
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学校、特别是
高校未来将在青少年运动人才的培养
上发挥更加重要的内容。而今年，上海
市体育局面向社会力量首次评选了
“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
基地”，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搭建申城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体系。目前，
在首批获评的35家社会培养基地中，
就有两家社会培养基地与高校达成了
合作，社会力量与高校是否能发挥出
1+1大于2的作用？

携手体院武术学院

强化师资提升办训

上海宝山区刚锋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成立于2017年，在这次的“上海市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的评
选中，刚锋是20家“上海市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中唯一武术
类体育社会组织，武术也是其中唯一
入选的非奥项目。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虽然武术的修行和造诣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但师父作为领
路人同样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性。目
前，上海宝山区刚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现有专业武术资质教练员50余名，大部
分毕业于专业体育院校和武术运动学

校，俱乐部的董事刘秀华和总经理蔡克
井、高管查贺等曾经都是上海体院的专
业武术散打运动员，刘秀华还是我国第
一批女子散打运动员，因此俱乐部本身
就有着浓厚的体院基因。
获评社会培养基地，如何能更加

优化师资力量，扩大教练员团队成了
刚锋首要的目标。“刚好‘体教融合深
化改革’的文件中特别提到，要吸引优
秀退役运动员进入学校，那么我们就
思考，我们社会力量是不是也能吸引
优秀退役运动员补充我们的师资力量
呢？”刚锋负责人杨全胜介绍，后续刚
锋就与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取得了
联系。与高校携手，一方面体育学院作
为专业体育院校，学生的基本素质有
保证，一方面武术学院的学生都是具
备武术专业知识的优秀运动员，符合
人才培养师资的要求。

在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看来，
高校和社会力量的强强联手，能取得
出1+1远大于2的作用：既可以帮助不
少即将毕业的学生多一份选择的余
地，同时青少年武术人口的增加、武术
项目的普及推广也会反哺武术学院未
来的招生办学。
“在所有的现代体育项目中，除了

我们的传统武术，其他的体育运动大
多是舶来品，只有武术是我们真正的
东方体育。”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党
委书记刘明生介绍，未来武术学院将
和刚锋达成合作，有意向的学生可以
前往刚锋实习、就业，刚锋也会为体院

学生提供培训，帮助他们适应教练员
岗位，双方共同努力推动武术这项“东
方体育”的普及。

打造全面的

乒乓“一条龙”

与刚锋有所不同，另外的这家乒
乓球俱乐部与高校之间的连接更为
紧密，也更加特殊。1992年，华东理工
乒乓球俱乐部成立，这也是全国第
一个由大学组织的乒乓球俱乐部，
就算放眼当下也是为数不多的。俱
乐部成立后，华东理工与上海启新
小学和上海中学组成共建学校，俱
乐部的乒乓球选手只要成绩够好，
就能从小学读到大学。他们有专门
的文化课老师上课，每天上午学习，
下午训练。到了大学，华东理工的高
水平师资队伍也会优先考虑“一条
龙”体系中的学生。

可以说，华东理工乒乓球俱乐部
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建立全面“一条
龙”体系的训练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体
育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跃表示，未
来会继续帮助华东理工乒乓球俱乐
部，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探索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全新模式。

上海市体育局二级巡

视员杨培刚做专题授课

两家社会培养基地率先“吃螃蟹”

携手高校
探索体教融合办训

上海市宝山区刚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走进体院宣讲

华东理工乒乓球俱乐部选手李昊

参加二青会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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