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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
一 首 绿 茵 的 离 歌

5?23日，中国足协发布了两份公告，宣布16家俱乐部无缘新赛季三级职
业联赛，其中辽足、四川、申鑫等在内的11家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天津天
海为首的五家俱乐部则选择主动退出。

在告别了16家俱乐部后，如今这个寒冷的年末，北京人和、泰州远大等球
队也都在解散和退出边缘摇摇欲坠。

很难不去担心，那声需要鼓起勇气才能道出口的“再见”，未来我们会不
会说到麻木？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22002200

一句“再见”，已经说到麻木

笙辽足

67年历史须臾成灰，身后之事越理越乱
这个月，辽足球员讨薪又成为了

足球圈的热门话题。3866万元，这是
所有辽足球员、教练和工作人员加起
来的欠薪，他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却连一分钱都没能见着。在这期间，大
多数人转会了，有人不踢球了，还有人
因此得上了抑郁症。
球队已经解散了，俱乐部不再是

中国足协的会员，足协仲裁无法适用，
诉诸法院成为了球员、教练们唯一的
途径，但在诉状被一审法院驳回后，处
理结果似乎遥遥无期。
除了球员、教练和工作人员，辽足

其他债主也在近日陆续找上门，俱乐

部的前冬训服务商诉苦道，俱乐部还
拖欠他们近28万服务费，怎么追讨都
如石沉大海。
俱乐部不是没想过转让，然而超

过4亿的欠税足以吓退绝大多数的观
望者。辽足67年的历史确实是块金字
招牌，但漫长的年月中累积的不仅是
情怀和荣耀，还有资金、政策、管理等
方面的隐患，堆砌到了一定程度，在去
年集中暴发便也不令人意外了。
往前数上十几年，辽足也经历过

重大的经济难关，当时球队曾因经济
问题而缺兵少将，导致球队成绩一落
千丈。到了中超时期，几度易主的辽足

无法在金元时代里叱咤风云，始终在
联赛中下游徘徊，再未能复制辽小虎
的佳话。2017年，辽足降入中甲，再后
来便只剩唏嘘一声。

2019年11月10日，苏州奥体中心，
辽足在与苏州东吴的中甲升降级附加
赛中艰难保平，获得了留在中甲的资
格。即便如此，这支曾经统治中国足坛
整整10年的昔日王者，最终还是难逃
解散的命运。一年后的11月12日，同一
片场地，江苏苏宁击败广州恒大成为
了中国顶级联赛的新科冠军。

再光芒的球队都可能消亡，但总
有球队正在辉煌。

笙上海申鑫

坚持17年的倔强
申鑫的告别其实挺凄凉的。一群

东拼西凑而来、平均年龄不满23岁的
中甲一年级生，几个花费为零的外援，
在联赛交出了一份3胜3平24负的成
绩单，82粒失球在中甲历史上尚属罕
见。

球队和新东家接触的消息比欠薪
传得早。去年6月中旬，投资人衡源集
团便表示有意彻底退出，换了几个潜
在下家轮番谈，最后没能谈出个结果，
而当时球队已经开始拖欠球员薪水。
后来才知道，球队杂七杂八的欠债加
起来，足以打消不少人的念头，而接连
的大比分输球更是让“虎山行者”都知
难而退。上海不缺有钱的企业，却也不
缺职业球队。

眼看转让无望，球员讨薪的念
头急迫了起来。原本，大伙儿是不着
急的，老板徐国良的人品一向信得
过，以前也曾出现过迟发薪水奖金
的情况，但老板最终都会补上，甚至

为了表达歉意，还会稍许多加一些。
但这回情况没那么乐观，在生意场
上身陷纠纷的徐国良确实遇到了一
些麻烦。
没钱怎么能行？球员和教练选择

联合起来，先以罢赛逼宫俱乐部，没
用。后来去上海足协讨说法，有用，足
协垫付了三个月的工资。有的球员选
择在夏窗离开，更多人则留了下来，多
是寂寂无名的年轻人，平台比薪水更
重要些。
再后来，罢训、罢赛不止一次重

演，虽说最后是跌跌撞撞踢完一整个
赛季了，但球员的薪水奖金还是欠着
大头。今年过年前，徐国良曾想过凑钱
给一线队的球员们发一个月左右的工

资，但被身边人劝阻了，担心引发预备
队或其他工作人员的不满。
如今一年过去了，申鑫球员手里

还是只剩一张欠条，他们倒也不打算
依靠法律途径，觉得那是白费力气，
“老板有钱了自然会给的。”

自2003年初次征战职业联赛起，
申鑫就一直没有换过投资人，无论
在中乙还是中超，都由衡源集团一
家民企投资支持，这在中国足坛并
不多见。

申鑫很早就摸索出了一套自己
的活法，在上海远郊建设社区足球
文化，依靠培养年轻球员实现自给
自足。或许这样的模式能给其他的
中小型俱乐部带去一点思考。

笙四川FC

苟活6年一直在欠薪
2013年9月，一支名叫四川隆发的

足球俱乐部在绵阳市三台县成立，这
里是四川的足球之乡，是个人口超过
百万的农业大县。俱乐部的创始人黄
学军是一名从事外贸的三台籍企业
家，在家乡组建一支职业球队是他一
直以来的梦想。只是，他远远低估了足
球世界到底多烧钱。
黄学军的财力很快便无法支撑球

队的开支，尽管他曾承诺每年提供600
万至700万的运营费用，但早在2014年
8月球队初征中乙联赛的时候就已经
出现了欠薪情况。短短一个赛季，欠薪
的数字累计达到200万。
当年年底，新东家中财鑫达海接

手球队，可球队的资金情况并无好转，
球员甚至试图通过罢赛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一年后，俱乐部又换了投资
人。此后的3年间，老板何亚平通过一
系列引援动作终于让球队在2018赛季

以全胜战绩成功冲甲，只是在欢呼声
背后，零星的欠薪指控从未间断过。

2019赛季的故事已经无需多说，
老板何亚平彻底无力承担俱乐部的开
销，四川省足协和体育局顶了上来，他
们先是发放数百万工资帮助球队保住
准入资格，又和俱乐部签订了托管协
议，还帮忙找来了新的赞助商，让球队
好不容易保级成功。
哪知道托管协议到期后，球队又

成了“没妈的孩子”，老板何亚平置之
不理，既不出面解决欠薪问题，甚至还
一度拒绝与有意收购的企业代表见
面，大有任其自生自灭的意思。
今年2月初，这支从县城而来的球

队终于在建队6年后正式宣告解散。大
量球员加盟了前任总经理马明宇发起
的业余队四川恒耀，目标从中冠开始
尽快重返职业联赛。然而现实却更残
酷些，恒耀甚至没能熬过这个夏天。

笙天津天海

离开应该体面
从更名开始，“去权健化”的天津

天海在去年年初便陷入了困境，尽管
俱乐部账上还遗留着权健集团的一笔
资金，再加上联赛分红等收入，能承担
总计2亿元开支，但远远不及维持一支
中超球队正常运营的接近6亿左右的
投入门槛。那个赛季，被天津足协托管
的天海自然而然成为了最大的降级热
门。

天海没有破罐子破摔。主场5比1
大胜大连一方，天海提前一轮保级成
功，将以重金投入为噱头的保级对手
深圳佳兆业淘汰出局。但即使留在了
中超，天海还是没能续上性命。少数几
家有意的投资方，洽接后便没了下文，
球队只能先靠“卖血”维持生计，此后
又发布了零元转让的公告，期望能在
紧要关头天降福星。

这份公告吸引来了万通集团，其
子公司合力万盛曾买下了荷甲海牙俱
乐部98%的股份，一直想收购一支国
内球队实现呼应。但足协审核后发现
万通控股不符合受让方资质，后者表
示愿意以赞助商身份先赞助天海一个
赛季，但并未以实际的资金支持表明
诚意，双方对于球队管理权的纷争也
慢慢显露，最后不欢而散。

等不来“救世主”，天海球员和教
练决定自救。5月9日，球队主教练李玮
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展示了一封由全
体天海球员签名的公开信，信里表示
愿意自行筹集联赛所需资金，并且同
意放弃部分或全部比赛酬金，只希望
能顺利完成今年的全部比赛任务。这
样的自救行动打动得了人，却改变不
了规则。

5月12日，天海正式宣告解散。一
个些许悲壮的故事就此画上句号。

2021或许还要
告别他们……

中甲附加赛次回合遭江西联

盛1比1?平后， 北京人和的球员

们都明白， 这或许就是球队的最

后一场比赛了。两年连降两级，原

本就资金困难的人和陷入了更大

的泥淖，有意接手的“金主”萌生

退意， 不乐意买下一支价值大打

折扣的中乙球队。

在降级中乙前， 球队前队医

因遭长期欠薪、压力过大，选择自

杀。 而不少在赛季前离队的前队

员也多次联合声讨俱乐部， 希望

足协能协助讨薪。 有些已经转会

的球员虽未公开表态， 私下里也

承认球队没有结清自己应得的工

资奖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人和俱

乐部现投资方的经营状况并不乐

观， 母公司人和集团也有意在本

赛季结束后彻底退出中国足坛。

球队虽然针对下赛季暂时作出了

解散现有一线队人员， 依靠2001

和2002年龄段青训球员踢中乙的

计划， 但如果足协继续禁止异地

转让， 这支有着近25年历史的球

队或许更可能在明年成为历史。

从上海到陕西， 到贵州， 再到北

京，人和从未在一处扎根，不知是

否会就此在北京消失。

泰州远大同样面临解散危

机。 哪怕球队在三年内完成了从

中冠到中甲的三级跳， 并且在今

年的中甲联赛中表现不错， 泰州

远大依然前景堪忧。 一向以稳定

著称的球队已经一个月没有发工

资了， 俱乐部办公室目前处于停

工状态， 功勋主教练殷铁生也尚

未续约， 种种迹象似乎都指向了

大家最不愿看到的结局。 好在泰

州目前尚有一线生机， 有同属江

苏省内的无锡企业愿意接手球

队，如果双方能够谈妥，那么泰州

队或许能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