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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座“家门口的羽球馆”获评社会培养基地

青少年“林丹”梦从这里启航
本报记者 李一平

从仅仅想让孩子“锻炼身体”，到
发掘孩子的羽毛球天赋，青少年有机
会通过俱乐部参加市级比赛摘金夺
银，如今在民营体育机构练球的孩子
也有了代表上海队、甚至代表国家征
战顶级赛事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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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海博宽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孙俊葛菲羽
毛球俱乐部两家社会体育组织获评羽
毛球项目的“社会培养基地”，这两座
“家门口的羽球馆”，未来也有希望走
出下一个“林丹”、“谌龙”这样的世界
级冠军。
比起其他的一些社会培养基地，在

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羽毛球项
目负责人陈昕云看来，博宽、孙俊葛菲
这两家社会化办训程度更高，甚至可以
说是百分之百社会化办训的体育组织。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羽毛球本身的市场
化程度较高，一方面也是体现了我们这
次社会培养基地评选的特征。”
为何说社会化程度更高？实际上

则是体现在俱乐部的教练员配置上。
“不少俱乐部会聘请一些体制内退休
的老教练来执教，但我们这里全部都
是专职教练员。”孙俊葛菲俱乐部主教
练吴蓓介绍，除了一名作为训练顾问
的总教练外，其他都是拥有专业队经
历的年轻教练员。

“因为我们是社会化办训的机构，
会更加照顾到学员和家长的感受，对
我们的教练来说不仅是要教好球，也
要和孩子成为贴心的朋友，才能得到
家长们的认可。”在吴蓓看来，在球技
之外，亲和力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
对在俱乐部里参加训练的小朋友

而言，有可能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对
于更热爱羽毛球的孩子来说，这里则
是增长兴趣爱好的舞台。获评社会培
养基地，则给了家长一种全新的选择，
如果孩子确实有天赋，将来也有希望
走上运动员的道路。
孙海和的女儿现在是孙俊葛菲俱

乐部“专业队”的一员，作为俱乐部里
打球比较出色的队员之一，未来也有
希望进入上海市二线队伍，在羽毛球
运动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作为父亲，
孙海和始终支持女儿的选择，如今孙
俊葛菲俱乐部有了“社会培养基地”的
身份，也让女儿的梦想更加有了实现
的可能性。
对于孙俊葛菲俱乐部的董事长张

隽铭来说，也离他创立俱乐部的初衷
更进了一步：我想一不小心培养出一
个世界冠军来。
年轻教练虽然富有激情、亲和力，

但同时缺少了几分老教练的经验与稳
重。在评选完首批“上海市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后，上海市体育
局、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也推
出了相应的政策，帮助社会培养基地
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12月12日、
13日，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督

训组专家来到两家羽毛球社会培养基
地进行督训。原本，督训针对的是体制
内的少体校队伍和项目二线队，而今
年评选社会培养基地后，新获评的社
会培养基地也有资格进入督训名单。

通过现场的教学指导和纠错，督
训组的专家蒋永谊、程演、杨毅炜帮助
博宽体育的教练发现了不少训练中可
以改进的地方，同时也引导教练从更
长远的目标为队员制定训练计划。
“蒋指导作为前辈，培养出了许多

优秀的运动员，对于训练的理解也让
我们深受启发。”博宽体育教练员胡杭
磊表示，专家前来俱乐部进行督训，对
于自己而言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通过专家的指导和点拨，让他有了更
多的信心培养出优秀的苗子。“最重要
的是，能让我们的孩子少走弯路。”
据了解，除了经费上的扶持以外，

上海市体育局还将给予社会力量办训
单位同等参与赛事、获取奖励的机会。
目前以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下
属的比赛为例，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
已经开始逐步开放面向社会报名，后
续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还将鼓
励社会力量的教练员、运动员到市青
训中心注册。同时，只要获得好成绩又
有人才输送，可以享受与体制内等同
的奖励。
在队员们训练的同时，也有几个路

过的市民带着孩子在场边观看，随着羽
毛球的上下翻飞，孩子的小手也有规律
地上下摆动，也许未来下一个“林丹”真
的就会在家门口的球场中诞生。

本报记者 丁荣

在12月12日“双十二”购物狂欢节晚上，位
于徐汇社会体育培训中心的祺祥搏击俱乐部徐
汇总店里人声鼎沸，一群家长陪着孩子们参与
摔跤运动。2020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上海站）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益艺新中国
式摔跤）周末营让家长和孩子度过了收获更大
的“体育双十二”。

作为2020-2021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
营（上海站）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周末营的组成
部分，本次中国式摔跤周末营由上海市体育局
主办；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承办，公益艺新
（上海）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在开通网
上报名之后，20个名额立刻就被秒杀。本次周
末营通过双休日开展，由原上海柔道队专业运
动员、上海祺祥道馆负责人萧梦娇和原上海柔
道队队长黄梅担任教练。
据萧梦娇介绍，10节课程从倒地、滚翻等基

本保护动作开始教，先让孩子们学会保护自己，

然后再进行基本功、协调性、站立技等技术训练。
在一个半小时的课程里，教练会安排40分钟给孩
子们进行热身以确保肌肉、关节都活动开，然后
再通过训练帮助孩子们掌握中国式摔跤的协调
能力与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每堂课最后还会进
一次实战训练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练了摔跤
之后，我更自信了，身体也比之前更好了，还能保
护自己！我很喜欢这项运动！”今年10岁的学员丁
子珊在萧梦娇带领下，通过周末营的学习，不仅
享受了运动乐趣，同时也锤炼了意志。

每次到实战训练时，一旁的家长比小朋友更
激动，他们纷纷拿出手机来记录过程，回家后和
孩子一起研究。10岁学员高正的母亲就是其中之
一。通过一段时间训练，她发现孩子的身体素质
和抗击打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同时平时比较内向
的孩子还通过学习摔跤提升了沟通交流能力。
“通过坚持训练对孩子的身体素养成长很有帮
助，这期周末营结束后，我会继续让孩子坚持练
下去，希望上海市体育局能够在寒暑假和双休日
开展更多类似这样的训练营。”

青少年中国式摔跤周末营人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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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荣 摄

本报记者 丁荣

12月12日至13日，2020年“曹燕华·杨行杯”
上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在曹燕华乒乓学
校举行，来自全市23所学校的408名学生运动员
参加比赛。比赛历经两天近千场比赛的激烈争
夺，决出了各个项目的前八名。

本次比赛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主办，上海市乒乓球协会、上海市中学生体
育协会、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承办，是全市
中小学生乒乓球最高规格和最高水平的年度传
统赛事。该赛事符合年龄及相关申办要求的运
动员，可申报国家一、二级运动员资格。通过比
赛，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校园体育运动的推广
和普及，推动了学校体育工作的深入发展，扩大
了体教融合成果，展示了上海青少年乒乓健儿
的竞技风采。

杨浦少体校、曹乒校、曹杨二中、七宝中学、
上海中学……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作为体

教融合的乒乓球比赛，参赛队伍既有少体校也有
具有乒乓球特色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来自上海中
学的高二选手朱国祯就通过首次参赛收获了锻
炼价值，“连续两天的比赛很充实，每天都从早上
一直比赛到下午四五点，通过比赛对我的意志品
质有了很大的锻炼。通过与曹乒校、中乒院选手
比赛，我的技战术和比赛能力也有了显著的提
升。”
“曹燕华·杨行杯”上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冠

军赛自2002年至今已连续举办19届，为上海市中
小学生呈现了一届届精彩的比赛，更通过赛事磨
砺培养了一批上海优秀乒乓球学生运动员。国家
队现役队员中有上海运动员许昕、赵子豪、杨屹
韵，为上海取得全国最高级别乒乓球比赛四连冠
的运动员及考入北大、交大等高校的上海乒乓健
儿，还有今年上海市九名跻身国家乒乓球青少集
训队的运动员，他们都曾历经“曹燕华·杨行杯”
冠军赛的磨砺。“曹燕华·杨行杯”上海市中小学
生冠军赛已成为本市中小学校传统品牌赛事。

市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搭建体教融合赛事舞台

体校与传统学校同场竞技

临场指挥的

曹乒校老教练樊

天健对陈诗瑶进

行指导

冯思雨 摄

社会培养基地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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