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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社会培养基地揭晓

久久为功打造“上海模式”

“我原来是这里的学
生，你们要让着我点哦，
我都 73岁了。”回到母校
的绿茵场，赵文杰不禁
“脚又痒了起来”，在教练
的安排下，他跟着正在训
练的女足队员一起踢了
一场友谊赛。虽然已经
年过七十，但被称为“足
球绅士”的赵文杰脚下依
然矫健，在他看来，也正
是足球塑造了自己的人
格，成为他一生坚定前行
的动力。

本报记者 李一平

话当年
竞未来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

系列报道·足球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徐彬局长指出：社会力量是上海
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希望通
过持续引导和扶持社会培养基地发
展，使社会力量办训切实成为上海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新的增长点。他要
求：一要认清形势，顺势而为。各社会
培养基地要加强学习和了解相关青少
年体育工作政策导向，把握机遇，明确
目标，顺势而上。二要深耕细作，久久
为功。各社会培养基地要珍惜荣誉，
承担责任，加强自身专业化、规范化建
设，努力提高人才培养效益。三要多
方联动，加大扶持。市区体育部门要
将社会培养基地全面纳入青训管理体
系，加强扶持合作和业务管理，推动社

会力量办训高质量发展。

社会力量办训初见成效
2020年，市体育局命名了第一轮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和青
少年智力运动培训基地，标志着上海
青少年体育社会力量办训工作的全面
展开。

在此过程中，市体育局将社会培
养基地全面纳入本市青少年训练常规
管理工作。通过市区两级体育部门的
大力扶持，社会培养基地的管理水平
和办训效益明显提升。

在体育部门的引导和支持下，各
社会培养基地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规
范管理，在教练员队伍建设、训练场地

设施、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不断创新
发展。

通过“派进去、接出来”的形式，各
基地派遣专业教练进校园，如上海竞达
足球俱乐部在全市布局合作学校四十
余所；胡荣华教育培训公司则为青少年
编制了一套易学易懂的少儿象棋和桥
牌启蒙教材，以棋育人、以牌启智。

上一周期内，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社会培养基地共输送六名运动员至上
海一线专业队，各基地培养或输送的
运动员参加上海市青少年体育最高级
别比赛共获得 177 枚金牌、139 枚银
牌、177枚铜牌，在全国青少年体育最
高级别比赛中获前八名23人次，摘得
4金5银4铜，并在陕西全运会上勇夺
5金；而陕西全运会上，上海女足U18、

陕西男足U18夺冠，其主力阵容均来
自各足球精英基地的培养；同时，智力
运动基地培养的运动员在全国及市级
比赛中获得冠军数十项，其中包括第
一届CCTV世界围棋青少年大赛少年
组冠军、第十三届“丰城杯”全国业余
围棋公开赛女子组冠军、第二届全国
青少年智力运动大会国际象棋比赛
U12团体冠军等佳绩。

三种模式培养后备人才
为进一步拓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渠道，在上一轮社会培养基地创建的
基础上，市体育局于今年开展了新一
轮基地创建，进一步推进完善传统体
校办训、普通学校办训、社会力量办训

三种模式协同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上海模式”。

今年6月开始，市体育局先后启
动了新一轮三类社会培养基地申报，
得到了各区体育局的大力支持和社会
机构的积极响应。全市共有涵盖27
个项目的198家社会机构申报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经初审、复
审及实地检查，上海启能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等15家单位获评2022-2023年

“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
精英基地”，上海浦东新区飞扬冰上运
动俱乐部等41家单位获评2022-2023
年“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
养基地”，共涉及21个项目，覆盖全市
16个区。

同时，2022-2025年新周期内，上
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等12
家单位被评为“上海市青少年足球精
英培训基地”，上海星驰足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等四家单位被评为“上海市青
少年足球培训基地”。此外，上海市申
童青少年棋类俱乐部等三家单位被评
为2022-2023年“上海市青少年智力
运动精英培训基地”、上海清一围棋社
等八家单位被评为2022-2023年“上
海市青少年智力运动培训基地”。

作为上一届的“上海市青少年足
球精英培训基地”，上海吉祥足球运动
俱乐部本次再度入选。俱乐部负责人
孙吉表示，在上一个周期中，俱乐部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接下来将继续
完善俱乐部规划，拓宽青少年运动员
留洋渠道，从更小年龄的运动员开始
启蒙培养，为上海培养更多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

戴上市体校的校徽
小伙伴们羡慕极了

13岁小学毕业，赵文杰被上海市
体育运动学校的教练选中，进入市体
校开始了足球训练。当初第一次造访
市体校的场景，如今他仍历历在目。

“当时第一个礼拜去学校，学校发了一
枚校徽，我记得很清楚，是一枚白色的
校徽。”周日，结束了一周训练的赵文
杰回到家里的弄堂，将校徽高高地别
在胸口，还故意在弄堂里走了一圈。
许多相熟的小伙伴看到了，都凑过来
一睹究竟，非常羡慕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足球
之风很盛行，很多工厂都有自己的厂
队。这样的氛围下，能进入市体校踢
球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
然而，荣耀的背后还有艰苦的训练环
境。赵文杰回忆，一次出门比赛，唐文
厚教练带着他们去坐公交车，却不敢
直接坐到终点。“我们为了省钱，走两
三站路上车，快到了又提前两三站路
下车。”多走五六站的路程，为的是每
个人能省下2分钱。

走在市体校现在崭新修葺的柏油
路上，赵文杰的目光似乎穿越回了从
前。他指着不远处的食堂说，“以前宿
舍容纳不了我们那么多队员，就在食
堂的两侧用板子搭了简易的房间，一
住也是好几年。”虽然条件比起如今艰
苦得多，但在赵文杰看来，当时大家训

练的氛围却是无比火热的。
早晨训练、上午上课、下午魔鬼训

练、晚饭后晚自习，有时没能吃透教练
的指导，许多队员还会自觉加练，扎实
的基本功让赵文杰在65岁时甚至还
能鱼跃冲顶。教练敬业、学生刻苦，正
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塑造了一
批又一批出色的体育健将。

要踢球也要读书
“足球绅士”有自己的执著

“我既要走通足球这条路，也要走
通读书这条路。”一边练球，赵文杰也

始终没有放下自己进入高校深造的梦
想。后来，赵文杰顺利地进入上海体
院深造。毕业时，当时已经是上海市
高校联队队长的赵文杰应邀前往上海
交通大学，成为了一名教职人员。

进入交大后，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既然当了高校老师，那么就要成
为教授。入职后，每当有学习的机会，
赵文杰总是冲在第一个。

在一次学校开展MBA培训时，当
时已经是副教授的赵文杰报了名。然
而学校人事处的同事却给他打去了电
话，一方面是想叫他把机会让给还没
评上副教授的同事，另一方面则是意

思他是体育专业的，学了也没什么用。
结果就是这句话激起了赵文杰的

傲气，最终在多方争取下他还是得到
了那次进修机会，这一经历也让他更
加珍惜每次学习的机会。“我要证明，
我们就算是体育专业的，学术深度一
样不比任何人差。”这也是赵文杰对于

“体教融合”的理解，他相信体育是教
育的一部分，练体育的人同样学习不
会比任何人差。

在后来的教授职称评定中，赵文
杰证明了自己，面对其他海外、国内博
士同台竞技的情况下，他依然以绝对
的票数领先，获评教授职称。

赵文杰还有个称号——足球绅
士。“这最早是我的学生给我取的，他
们觉得我在场上表现得很有绅士风
度，从来不会骂学生，从来不会去指责
队友或指责对方。”而他自己觉得，“绅
士”其实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无论在
足球场上还是人生路上，都该如此。

退休后，赵文杰则把精力放在了
足球活动的组织上，“其实足球运动对
健康是很好的，我也想呼吁更多人动
起来。”前段时间，在他的帮助下，上海
交大还引进了英国的健步足球。这项
足球的亚种对抗不激烈，适合老人参
加。在刚刚举办的上海首届老年人健
步足球推广赛中，赵文杰也亲身参与
其中，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即使
73岁，依然可以活跃在绿茵场上。

11月 29日下午，2022
年上海市体育后备人才社
会培养基地授牌仪式在上
海棋院举行。市体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徐彬，一级巡
视员赵光圣，副局长宋慧、
罗文桦，市竞技体育训练管
理中心主任王励勤等为新
一轮“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社会培养基地”“上海
市青少年足球培训基地”和
“上海市青少年智力运动培
训基地”授牌。各区体育局
局长、社会培养精英基地负
责人参加会议。

“足球绅士”赵文杰：足球塑造我的人格
73岁依然活跃在绿茵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