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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眼 后备人才
上海模式逐渐成熟

姜冉馨、陈芋汐、陈云霞、张灵原来是这样诞生的

奥运后备人才培养的上海模式
7月27日，“上海侄女”姜冉馨搭档“大叔”庞伟射落混合团体10

米气手枪金牌。四个小时后，“05后”徐汇小囡陈芋汐搭档张家齐获
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7月28日，申城女将陈云霞、张灵携手搭
档崔晓桐、 吕扬再摘赛艇女子四人双桨桂冠。 在东京奥运的赛场
上，上海运动员多次摘金，为祖国拼得荣誉的同时，也标志着奥运
后备人才培养“上海模式”的逐渐成熟。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编者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上海体育正用一波又一波的创

新举措，为申城市民带来更多体育新体验、新服务。 《东方体育日报》每周推出上

海体育“新闻眼”栏目，通过解读、分析、评论、综述为读者“换一种方式”看上海

体育：我是你的眼，带你领略上海体育的精彩无限。

7月27日，随着最后一声枪响，来
自上海的“00后”小将姜冉馨搭档老
将庞伟，以16比14击败俄罗斯强敌，夺
得东京奥运会混合团体10米气手枪比
赛冠军。这除了是本届奥运会上的上
海运动员首金外，更是奉贤区历史上
的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时间拨回20多年前，当时的奉贤
县在业余训练的开展方面几乎一片
空白，在上海市运会上的成绩基本也
是倒数。于是市区体育主管部门下定
决心求变，提出重点项目发展战略，
要求结合区域优势，突出“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布局思想，以市运会竞赛
杠杆为导向，提升全市各区青训人才
培养潜力。

于是当时的奉贤县借着上海举
办第八届全运会，奉贤本土承办全运
会射箭比赛的有利条件，在全运会结
束后就开始开展射击和射箭两个项
目的业余训练工作，并将两个项目列
为了区内的重点拳头项目。

不过，除了一腔热情，其他一无
所有———没枪、没靶、没场地、没队
员、没教练。只有先找到专业的带头
人，项目才能起步。通过市体育局、国

家射击队教练多方打听，奉贤体育部
门了解到四川、内蒙古有几位退休的
国家队教练，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批
射击运动员，可能愿意来上海执教。区
体育局立刻发出邀请，用诚意打动了
一批老教练，到奉贤发挥余热。奉贤射
击队先后聘用和引进了包赛纳、李福
山、朱华宇，杨世模、傅继亭、杨杰等
“老法师”，他们成为奉贤射击项目的
开垦人。
与奉贤情况相似的，还有本届赛

艇女子四人双桨项目的金牌得主张灵
的母校———青浦区少体校。

上海市体育局还推出了“业余训
练二十条”政策及一、二、三线贯通举
措，通过实施业余训练“上项目、上规
模、上水平，提高成材率”的指导方针
及让一、二线的资深教练员“下潜”到
区少体校基层单位督训、帮扶，来进一
步提升各区少体校教练的执教水平，
同时也让上海的训练计划向整体性、
连贯性发展。不少项目在政策的帮助
下，一、二、三线教练“一条心”，从训练
理念到训练规范做到了基本一致，让
基层输送的运动员可以“即插即用”，
大大提高了运动员的成材率。

随着去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发布，
“体教融合”一词成为了青少年体育工
作中不可替代的热词之一。而事实上，
早在20年前的上海，就已经开始了关
于“体教结合”的全面探索。

校办二线队、体教结合“一条龙”
成才体系都是20余年来，上海探索体
教结合工作成绩单上的代表性成果。

跳水一直是上海的传统优势项
目，曾先后走出了吴敏霞、火亮等多名
跳水奥运冠军。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上，“05后”小将陈芋汐接过了前辈们
的接力棒，与搭档张家齐一同斩获了
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继续着上海
跳水运动的荣光。在翻看陈芋汐的简
历时，不少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陈芋
汐小学就读于徐汇区的光启小学———
这里同样是吴敏霞、火亮的母校。一所
小学诞生三名奥运冠军，走进这所以
“体教融合”著称的学校，你就会发现
这绝对不是巧合。

作为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
十数年来，光启小学始终将“体教融
合”作为办学宗旨，为上海、为中国输
送了一位又一位体育人才。
而跳水正是光启小学“体教融合”

战略下的重点培养项目。在与徐汇区
体育局紧密合作的基础下，大量徐汇

区跳水队的年轻运动员会前往光启小
学就读，利用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体
育之路。
多年办学收获丰硕成果。一个又

一个跳水冠军正是从这里走向了赛
场，为家乡和祖国斩获无数荣誉。从
2008北京奥运会男子双人10米板冠军
火亮，到全国跳水冠军夏冰清、夏玉
洁，再到如今的陈芋汐，一代又一代，
光启小学自己的“梦之队”也在传承。

师兄师姐赛场上争金夺银的身
影，让这里的孩子们心中的跳水梦愈
发坚定。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训练四小
时，课余时间还时常补课，没有一个孩
子觉得练跳水不苦的。但一问他们“这
么苦，不练了好不好？”他们又一个劲
地摇头，“我喜欢！”每一个光启孩子都
是这么“矛盾”。
在东京奥运赛场上，同样诞生自

上海体教融合背景下的运动健将可不
止陈芋汐一人。同样是赛艇女子四人
双桨金牌得主、张灵的搭档陈云霞曾
从家乡内蒙古来到上海七宝中学求
学，当时她的项目还不是赛艇，而是七
宝的校办二线队项目之一———短跨跳

中的跳远项目。
在七宝中学就读期间，陈云霞还

遇到了一件差点让她放弃体育之路
的事件。2009年，陈云霞的故乡内蒙
古遭遇了50年一遇的大旱，以耕作为
主要收入的陈云霞家中经济条件本
就不宽裕，突如其来的天灾更是让这
个家庭遭受重创。这也导致她上初三
时，父母甚至已经拿不出就读的学杂
费。陈云霞当时的田径教练金德强将
这一情况反映给当时七宝中学的校
长仇忠海后，仇校长当即批示免除了
陈云霞的学费。闵行区科协主席偶然
得知陈云霞的家庭情况后，毅然捐出
数千元解决她们家购买种子、化肥的
问题。陈云霞的班主任袁艳萍老师，
还发动全班同学捐出两千多元钱帮
助她，虽然陈云霞最终谢绝了这份好
意，但她写了一封长信感谢同学和老
师的关心。

如果不是上海体教融合政策下
对运动员的重点保障，当年交不起学
费的陈云霞可能早已回到内蒙古，也
不会有水上中心的伯乐识才，发掘出
现在的赛艇奥运冠军。

去年年底，上海市体育局公布了
首批获评“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社会（精英）培养基地”的35家单位名
单，其中乒乓球国手、奥运冠军许昕的
母校———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就
在其中。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就开始探索

扶持社会力量办体育，涌现出了徐根宝
足球俱乐部、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等成
功案例，为上海乃至国家培养出了以武
磊、许昕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竞技体育人
才。从2015年布局“上海市青少年足球
精英培训基地”开始，上海市体育局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逐步将一批社会力量
办训机构正式纳入体育系统后备人才
培养体系。在2019年的二青会上，社会
力量为上海代表团夺得11金。
上海市体育局围绕“创新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的
要求，坚持开放办体育的原则，围绕目
标、凝聚共识，将社会力量办训工作在
全市范围内推进。而“上海市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社会（精英）培养基地”就是
其中最为有力的抓手之一。
可以看到，在获评社会培养基地

的办训主体中既有诸韵颖、孙吉这样
的退役优秀运动员创办的俱乐部，也
有退休优秀教练员创办的俱乐部，更
多的还有由体育爱好者创立的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上海市体育局把握
“人民城市”的主体力量，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通

过政策扶持，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力量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之成为
上海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
和受益者。
除了许昕外，今年东京奥运的中

国代表团名单中还有一位上海选手同
样是出自社会力量合作办训，她就是
来自美帆帆船俱乐部的胡笑笑。
本次中国代表团的诺卡拉17级国

家队也是国家队历史上首支社企共建
的帆船队———由中帆协与上海美帆游
艇俱乐部共建的诺卡拉17级国家队，
填补了我国在该奥运项目上的空白。
由于技术操控与传统竞技帆船大

不相同，教练资源也极度缺乏，想仅仅
凭借举国体制建立一支在东京奥运周
期成功冲奥的队伍，难度很大。恰逢国
家体育总局倡导竞技体育市场化改
革，上海美帆成为社会力量办竞技体
育的先行者。今年3月，美帆还参与了
2021诺卡拉17级亚洲帆船锦标赛暨东
京奥运会资格赛的办赛工作。
社会力量办训目前已经成为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中一条越来越
重要的渠道，上海将社会力量办训作
为“新增量”“新活力”，进一步建立和
完善政策体系与激励机制，引导各区
体育部门在“十四五”期间把社会办训
基地同样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的重要阵地来扶持，通过配套相关扶
持政策，进一步促进社会办训基地的
发展，形成了“市区联动”的长效机制。

创新“体校办训”

探索“体教融合”

吸纳“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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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进入“十四五”上海将

进一步推进传统体校、体教融合、社

会办训三个模式协同发展的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新体系，以“上海模

式”培育更多奥运后备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