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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

让更多体育人才从俱乐部诞生

和马术项目相似，在新评选的基
地中，帆船项目从原本的一家增加到
了三家。其中，奉贤区骑浪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首次申报，就成功获评了“精
英基地”的称号。

在奉贤区骑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负责人谈城看来，上海市体育局推出

“上海市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
地”，一方面给予了不少想参与办训的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支持，一方面也解
决了区级少体校难以开展一些“小众”
项目的烦恼。

“比如说，帆船项目特点就是起步

购买船只需要一定的资金，而且训练
场地的条件比较苛刻，就上海来说，不
是所有区都有这个水域条件的。”同
时，传统的少体校招生，也很难达到良
好的启蒙效果。在骑浪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每年通过帆船夏令营的方式，能
吸引超过500名青少年参与，招生的
人群基础也有更大的优势。

谈城介绍，俱乐部从2017年成立
至今，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人才培养
成绩，目前已经有四名运动员入选上
海市帆船一线队，两名运动员入选二
线队。如今获评社会培养基地，也感

到责任更加重大，未来会更加努力培
养帆船项目的后备人才。

将成熟的市场化程度转化为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利用社会
办训机构的灵活性，开展“小众”的体
育项目，“上海市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
养基地”的相关政策更像是一套“组合
拳”，在传统体校办训、校园体育办训
的同时，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手段解决
前两者力有不逮的地方，这也是面对
新形势如何办好青少年体育，交出的

“上海答卷”。

本报记者 李一平

1月7日，宝山区首个本土IP卡丁
车赛事——2022年“超霸杯”宝山区
卡丁车联赛——在上海胜道酷野国际
卡丁车公园迎来总决赛的追逐。最终
张隽山、徐毓峰、孙鑫获得男子组前三
名，温智美、于佳欣、周思悦斩获女子
组前三名。

2022年“超霸杯”宝山区卡丁车
联赛采用创新
的“线上约、线
下战”的模式，
在控制参赛规
模和人员聚集
的同时，最大
程度上保证了
市民的参赛体
验。宝山区汽
摩协会通过联
合上海胜道酷野国际卡丁车公园、鹏
迈卡丁车场、W1NNER卡丁车这三家
知名的卡丁车场馆的方式，推出了三
场分区赛，不仅市民可以体验到多元
化的卡丁车体验，还能积极带动体育
产业，实现以赛事的“溢出”效应促进
高质量体育消费。

三个分赛区共吸引了200余名市
民及爱好者的参与。按照分站赛总计
时间排序角逐出30名男车手和8名

女车手进入决赛，最终决出男子前六
名、女子前三名以及最快圈车手。

“政府搭台，协会唱戏”。2022
“超霸杯”系列赛事由体育总会扶持，
单项协会自主办赛。其实，包含卡丁
车在内，2022“超霸杯”系列赛事总共
有羽毛球、足球、卡丁车三大联赛项
目，皆由宝山区的单项体育协会主办。

近年来，宝山区体育局通过宝山
区体育局总会换届，积极推动体育社

会组织实体化
改革，通过培
训赋能、办赛

“松绑”等一系
列扶持，引导
体育社会组织
逐渐从体育事
业的“替补”成
长为“主力”。

除了赛事
组织之外，宝山区体育总会和各家协
会积极进行赛事商业开发，本次总决
赛获得了由中国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三得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品牌的
支持。

通过打造“超霸杯”这个平台，宝
山区体总成功搭建了体育企业参赛、
交流、互动的平台，将许多个“一群人”
团结起来，携手跑出宝山体育的“加速
度”。

本报记者 丁荣

1月6日，第一届全国田径教练员
训练创新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国际
田径（短跨）高峰论坛在上海体育学
院开幕。本次大会旨在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要求，进一
步提升我国田径教练员的科学化训
练水平，增强中国田径竞技实力。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线
上参会并致辞，他对田径项目发展提
出了三点建设性意见：一是要讲求训
练突破、科技先行，加快更新体育理
念，加大体育科技研究支持力度，科
技促体、科技兴体，提高田径训练的
科学化水平；二是要做到内引外联、
开放备战，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借

鉴国外有益经验，不断拓展中外体育
交流；三是要打出国际标准、中国特
色，加快中国教练员的培养和成长步
伐，创新性地开展训练实践，强化优势
项目，发展潜优项目，持续推动田径运
动协调发展，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
征程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
展之路。

大会议程还包括中国田径协会马
拉松学院签约仪式，中国田径协会、上
海体育学院、北京中迹体育管理有限公
司三方签署合约，今后将协同并进，加
快完善马拉松相关职业岗位技能培训
的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国内马拉松行
业发展，通过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马
拉松理念、经验和教程，充分发挥学院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赛事组织、大众
马拉松训练指导等方面的作用。

科技助力是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近年来中国田径取得多项
历史性突破的关键所在。中国田径协
会特聘科技助力专家于冰、国家田径
队跳远项目主教练王国杰、投掷项目
主教练李维宾、三级跳远项目主教练
内里奥·莫拉、中长跑项目主教练李犁
分别就各自负责项目的优秀运动员训
练中的创新实践与突破进行了报告，
分析介绍了尤金世锦赛的成功经验以
及典型的科技助力成果，讲解了现代
竞技体育科技助力的理念及方法，并
深入阐释了田径项目中的科技助力。

本次训练创新研讨会由中国田径
协会、北京体育大学与上海体育学院
联合举办，上海体育学院竞技运动学
院承办。北京体育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张剑，上海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陈佩杰，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
臣出席了本次开幕式并致辞。

前不久，上海市体育局举行了“2022年上海市体育后备
人才社会培养基地”授牌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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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类别的培训基地获得授牌。在
新一轮的名单中，能看到不少之前获评过该荣誉的社会办训
单位，也能看到一些新的名字。作为第二批评选的“上海市
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的主营项目也呈现
出新的趋势。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对比 2020 年评选的首批 35 家
“上海市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
地”，入选“2022年上海市体育后备人
才社会培养基地”的社会办训单位的
数量多了不少，普通的“上海市体育
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和“上海市
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精英基地”加
起来达到了56家，其中精英基地的数
量仍维持15家，普通基地则增加到了
41家。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上
海市体育局进一步鼓励更多单位参
与社会办训。

在新增基地的培训项目上，主要
聚焦于乒羽网、击剑、棒垒球、空手
道、跆拳道、马术等拥有较好市场化
基础的项目，特别是跆拳道、拳击、马
术这类新兴受欢迎的项目。

上海太阳岛马术俱乐部就是其
中一家新获评的社会培养基地。“我
们跟随太阳岛旅游度假区一起，1997
年时就成立了马术俱乐部，可以说是
上海最早的一批马术俱乐部了。”俱
乐部的负责人李汪城介绍，此前俱乐
部一直是以旅游体验性质为主，直到
近年来上海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体育

办训，俱乐部在2018年时全面改建升
级，同时将经营方向改为了青少年的
体育培训工作。

目前，俱乐部有超过200名的青
少年会员，其中注册的运动员人数近
80人。在俱乐部学习马术运动的青
少年，有的是直接到俱乐部体验，然后
成为会员，也有的是从其他马术俱乐
部转来的学员。

学员家长马坤表示，现在市面上
有许多的青少年马术启蒙机构，不少
甚至直接开进了商场，这让市民接触
马术的机会增多，更多青少年可以近
距离地了解马术。但同时，如果想要
进一步学习马术技能，那么并非所有
的马术机构都适合青少年，其中只有
少部分聚焦青少年体育训练的机构有
能力培养出色的竞技体育人才。

在上海太阳岛马术俱乐部获评
“上海市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
后不久，马坤也从俱乐部得知了这个
消息。“我倒不是很吃惊，因为我女儿
在这里学习了三年马术，能感受到不
同马术机构的教学实力，太阳岛还是
有硬实力的。”

更重视“市场化”项目

小众项目社会力量“扛大旗”

首届全国田径教练员训练创新研讨会上海举行

科技引领训练 创新赋能备战

宝山“超霸杯”赋能区级协会成长

让体育社会组织唱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