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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荣

1月14日，上海市杨浦区足球协会
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杨浦体育活
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区的团体会员单
位代表与个人会员代表参会。
会上，杨浦区足球协会第七届理

事会进行了工作报告，并审议通过《杨
浦区足球协会章程》及修改说明、审议
通过《上海市杨浦区足球协会第八届
会员大会理事、监事选举办法》等文
件。会议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秘
书长、监事长等负责人和理事。上海铂
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新春当
选为杨浦区足球协会第八届会长，王
育松、朱广林、刘波 、李靖当选为副会
长；朱广林当选秘书长，娄祥葆、徐佳
当选为副秘书长。新一届理事会聘任
蔡仁敏为第八届杨浦区足球协会名誉
会长。

在上海市足球协会的指导下，在
杨浦区体育局、杨浦区民政局的领导
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下，第七届杨浦区足协围绕体育强区
建设，聚焦改革创新和服务会员两大
重点，团结动员广大会员单位为杨浦
足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效。杨
浦区足球协会获评“2018年人民足球

优秀基层单位”称号。
自2015年杨浦区足协换届以来，

陆续成功举办了2015年“我爱足球”中
国足球民间争霸赛上海赛区总决赛、
“中智杯”第十届世界著名在华企业健

身大赛———“国洲杯”著名在华企业足
球锦标赛、“雪佛兰”企业足球超级杯
暨第二届杨浦区职工足球联赛和2016
年杨浦区第二届运动会“定海杯”足球
比赛等赛事。2017年起，杨浦区足协创

建了杨浦足球超级联赛，该赛事获得
区级最佳赛事、上海市十佳赛事、全国
二十四强赛事等殊荣。2020年，疫情
突如其来，杨浦区足协为满足广大足
球爱好者和球迷的需求成功举办

2020“体彩”杯杨浦足球超级联赛线
上电竞足球赛，打造了全国首个11人
对11人线上电竞足球赛，为上海全球
电竞之都建设添砖加瓦。
面向未来，上海市杨浦区足球协

会第八届会长周新春表示：“我们将带
领全体会员团结一心、开拓创新，构建
组织健全、功能完善、充满活力的体育
社会组织。”新一届杨浦区足球协会将
致力于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加强竞赛
体系设计、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努力打
造上海足球的民间会客厅。
杨浦区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吕

晓钧表示，新一届杨浦区足球协会要
着力改革创新、打造特色品牌赛事，要
努力将“杨超杯”足球赛办成上海乃至
长三角最顶尖的群众足球赛事；要不
辱使命、紧抓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
青少年足球比赛，支持社会力量办足
球俱乐部，健全校园足球机制，让更多
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了解足球文化，
让更多有天赋的青少年成为足球运动
员；要不忘初心、形成杨浦足球文化氛
围，不断扩大区足协的感召力与向心
力，带动校区、营区、园区、商区、社区，
不断促进足球运动的普及与提高，让
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勇往
直前的精神与文化。

杨浦区足球协会召开第八届会员大会

打造上海足球民间会客厅

无论是市民运动会，还是城市业余联赛，抑或别的赛事平台，在上海体育改革的发展之路上，在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体育
社会组织成为了办赛主体，成为了共襄盛举者。 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组织还将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从上海市体育总会第九届执委会（主席会议）第五
次会议和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就传来了更多的消息。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政府部门“大包大揽”的年代已经
过去了，社会体育组织逐步上轨，进入
快速发展期，这是中国体育改革的一
项成果。具体到上海，《上海市体育社
会组织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
稿）》中列出的一组数据很是醒目。

截至2020年底，本市市区两级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体育社会组织共
1437家，每万名常住人口体育社会组
织数量为0.59个，其中市级体育社会
组织150家，区级体育社会组织约
12787家。新兴运动体育社会团体兴
起，冰雪运动、橄榄球、铁人三项、旱地
冰球等一批新兴运动项目体育社会团
体不断涌现；名人效应逐步显现，李秋
平、孙海平、诸韵颖等一批知名体育人
士相继发起成立俱乐部；文化及产业
研究方面新增棋牌文化、上体运动与
健康两家研究中心。

在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增加的背
后，还有更引人注目的能量大跃升。这
其中，既有社会体育组织应时代大潮
而被“逼”出的能量，也少不了市体育
总会的“修桥铺路”。“十三五”期间，市
体育总会提出“三个一批”（重点扶持
一批、改革调整一批、整改注销一批）
的改革实施路径，有效地开发、配置和
利用资源，激活体育社会组织力量。

在培养扶持方面，市体育总会连
续三年开展实施《上海市体育社会组
织专项资金奖励意见》，累计奖励总额
2485万元（2017年-2020年），体育社会
组织覆盖率达22%，“以奖促建”调动
了这些组织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
申城素来少冰少雪，却有一个市

级冰雪运动协会，并且在2020年上海
市体育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奖励获奖名
单上，它还成为了三家“优秀赛事奖”
的获奖单位之一。市冰雪运动协会的
前身是市滑冰协会，在北京冬奥会与
体育科技发展的东风下，近年来申城
雪上运动兴起，协会原有业务范围已
不能满足冬季运动项目发展需要。故
而在2018年11月更名为市冰雪运动协
会，为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基础，聚拢了
人气。

而对老牌协会市乒乓球协会来
说，它也正努力地在传统基础上开发
新契机———于去年11月举办的上海首
届手机乒乓球挑战赛便是该协会的一
次新尝试。手机乒乓球挑战赛是市乒
乓球协会旗下各项创新比赛中最具自
主知识产权的一项全新赛事，它打破
了传统乒乓对场地、器材等方面的束
缚，使乒乓活动更容易进入那些缺乏
较大空间的社区、楼宇乃至家庭。

“建设人人运动、人人健康的活力
之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去
年11月印发的《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建设纲要》中，这条内容被列在了主
要任务的第一条。那么，如何才能“建
设人人运动、人人健康的活力之城”
呢？体育社会组织在其中大有可为。
上周六，上海市体育总会第九届

执委会（主席会议）第五次会议和第九
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上海国际会议
中心召开。会议上，就对《上海市体育
社会组织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
见稿）》（后简称《规划》）进行了解读。

2021年，是上海体育“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体育社会组织转
型发展的关键期。新时期，体育社会组
织要把握“推广运动项目、服务会员群
体、培养后备人才、传播体育文化、促
进行业自律”的新职能定位。

该《规划》提到了明确的发展目
标：到2025年，围绕建设健康上海和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奋斗目标，坚持从
小体育向大体育、从体育向“体育+”，
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基本形成具有上海特点、有发展
潜力、门类齐全、布局合理、运作规范、

功能完备、符合国际体育惯例的组织
体系，社会化、实体化、规范化、专业
化、国际化、数字化成果不断巩固，成
为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生力
军，建造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体育社会
组织生态。

在申城各类体育赛事及活动中，
体育社会组织所承担的戏份已越来越
吃重。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市体育
总会及所属市级体育社会组织共参与
和承办了市级以上赛事活动1358次，
其中全国性以上赛事活动665次，包
括国际赛事280次、全国赛事385次。

每万人0.59个体育社会组织

数量增加能量大跃升

迈入“十四五”瞄准新定位继续转型

上海体育社会组织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