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程高速收
费口闪烁的红色
车尾灯，标志着这
个热闹的“五一”
假期已经接近了
尾声。相比于各
大景区的人头攒
动和伴随烧烤升
起的烟火之气，其
间中超的比赛则
显得有些不温不
火。“‘五一’的五
场1比1”成为了为
数不多的“有趣”
话题……

值得注意的
是，在告别“金元
足球”的经营理念
之后，各队逐渐放
弃了对大牌外援
的“迷信”，转而有
了很多更具性价
比的选择。而在
外援的评价标准
里，“性价比”与

“水货”仅在一念
之间。这不，四轮
战罢，中超射手榜
第一的位置被两
名本土 30+的老
将——阎相闯和
武磊占据。中超
联赛逐渐“返璞归
真”，但年轻球员、
特别是“门前终结
者”依然罕见，联
赛是否已经走在
了健康、可持续的
发展之路上了呢？

武磊、阎相闯领衔射手榜，中超现在更健康了吗？

老将余温辐射联赛虚火

2023赛季
中超联赛积分榜

排名 球队 积分 净胜球
1 上海海港 10 4
2 上海申花 10 3
3 天津津门虎 8 3
4 成都蓉城 8 3
5 武汉三镇 7 2
6 长春亚泰 7 2
7 大连人 5 0
8 南通支云 5 0
9 山东泰山 5 0
10 深圳队 4 -2
11 青岛海牛 4 -2
12 河南队 3 -1
13 北京国安 3 -2
14 沧州雄狮 2 -2
15 梅州客家 2 -2
16 浙江队 0 -6

开局四轮不胜·换帅更名后，河南队人见人欺？

下周沪鄂“决战金山”

特约记者 李梦

（截至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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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伏骏

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逼平，
哈维尔有点“不高兴”，萨尔科在第
89分钟被深圳绝平，心情也一定不
好。只是“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转
投上海的哈维尔的不高兴在于未能
延续连胜步伐独占积分榜榜首，而他
的继任的郁闷则在于四轮过后仍一
胜难求。回想上赛季同期，当时的河
南嵩山龙门在哈维尔的带领下狂飙
突进风头无两，时隔一年却是身陷困
境举步维艰。当然，巨大的反差并不
是因为主教练换了人。

同深圳的比赛，是河南队今年最
接近胜利的一场比赛，“千呼万唤始
出来”的两名新援科维奇和冯伯元终
于亮相，而且联袂制造进球，本赛季
第一次取得领先，但最终却被对方压
哨绝平，着实遗憾。不过实事求是地

讲，这样的结果也属公平——如果不
是阿奇姆彭接连错过绝佳机会，早早
领先的原本就是深圳队。而类似这
样防线被对方的黑人前锋肆意冲击
的场面已经连续三轮上演，这才是真
正让人担心的。谁都知道，光依靠对
方前锋享受“快乐足球”和守门员的
神勇发挥是不可能一直躲过失败的。

新赛季4轮过后，河南队3平1负
一场未胜，排名第12位，虽然远没有
四连败的浙江队那么“惨”，但这可是
在“很友好”的赛程下交出的成绩单：
四个对手中，青岛海牛和南通支云是
升班马，成都蓉城只是二年级新生，
深圳资格够老却是内外交困。更重
要的是，即便是面对这样的对手，后
防线也每每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不
输，运气已经足够好。

作为资深且素来以稳定著称的
老牌中超球队，河南队赛季初的表现

确实和人们惯常中的印象相去甚远，
特别是和去年相比，但也绝非无迹可
寻。近处讲，可以找到的理由一大
堆，比如哈维尔的离开造成了备战工
作的被动，无论是新帅的确定还是内
外援的引进都非常仓促——在卡兰
加无法回归的情况下，作为锋线重要
补充的科维奇和冯伯元都是“先养
伤，后上场”，攻击力要有保证才是奇
怪；虽然一口气引入了八名内外援，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算得上绝
对主力，而马兴煜、冯博轩、钟晋宝等
过往的主要替补又都离开，本来就是
短板的板凳深度又进一步弱化，只能
以明显老化的主力阵容去应对——
首发阵容中超过半数的“33+”是常
态，这在赛程密集的情况下，“吃亏”
是难免。这些问题在与深圳队的比
赛中已经集中暴露，皮纳在第70多
分钟的那张红牌与其说是“不冷静”，

还不如视为这个36岁的老将体能透
支的后果。而那个丢球，显然是替补
上场的球员能力不足。

而从远处讲，还是俱乐部的战略
思路出现了重大偏差：去年竞争环境
并不险恶，原本是固本培元培养新生
力量的好时机，却为了“保六争四”不
断进补，完全忽略了本土年轻球员的
培养，这方面前任主帅“功不可没”。
到了今年，随着股改出现波折，资金已
经远不如去年充足，既没有钱通过买
人提升实力，本土后备力量又无法担
当大任，竞争环境却大为改变，再没有
河北队、广州队那样的全华班来垫底，

“保级”的警报自然也就拉响。正所谓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就是说，去年那
个鸡肋般的第六名，实际上是建立在
透支未来的基础上的。

当然，随着科维奇和冯伯元的伤
势好转，河南队的攻击力会有所提升，
但毕竟只是来自中甲组合，冀望二人
能起到当年多拉多和卡兰加大杀四方
的效果，也是奢望。另一方面，“友好
赛程”之后，后面的对手越来越强，错
过了抢夺良好开局的机会之后，河南
队今年“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忽视内援培养，保级警报已拉响

本报记者 吴钧雷

4月，女超联赛结束了第四至第
七轮的赛事，上海女足先后战胜江苏
女足、浙江女足和山东女足，战平广
东女足，在前七轮联赛中保持不败。
积分榜上，武汉女足凭借七连胜独占
鳌头，上海女足以 2 分之差紧随其
后，长春、江苏分列第三、第四名。射
手榜上，上海女足外援班达和武汉女
足外援特姆瓦都有八粒进球入账，并
列榜首。

上海女足本有很大的希望在4月
取得四连胜，这样就可以和武汉女足
一样保持全胜战绩，位列积分榜头
名。不过，在顺利战胜江苏、浙江两队
后，上海女足与广东女足握手言和，没
能延续连胜。究其原因，班达在比赛
中因伤早早下场，上海女足的进攻随
后缺少了一锤定音的能力，虽然全场
占据进攻主导权，但是球队的进攻只
开花、不结果。

平局并非坏事，也可以让球队在
连胜之后冷静下来，明确自身的优缺
点后重新出发。班达的伤势令人担
心，好在并非大碍，她也在之后与山东
女足的比赛中得到了替补上场的机

会，并贡献了不俗的发挥。更令人惊
喜的是张馨的伤愈复出，无论是对国
家队还是对上海队而言，张馨作为中
场球员拥有比较重要的战术地位，她
的归来可以进一步提升上海女足的进
攻质量，帮助球队在没有班达的情况
下也能完成更有效率的进攻。

高仓麻子对于球队本阶段的表
现基本满意，从每场比赛中都可能看
到球队的进步。不论是进攻端还是
防守端，高仓麻子都在一步步地搭建
更加稳定的体系，虽然目前上海女足
保持不败，但并不意味着攻防体系已
经搭建完毕。如高仓麻子在上海战
胜山东之后所言，队员们虽然努力取
得了比赛的胜利，但是“球队在组织
进攻和传导球方面仍然有做得不够
的地方”。

上海女足并没有回到上海过“五
一”假期，球队仍有联赛任务在身，于
是从济南直接飞往北京，备战5月6
日的客场联赛。在王珊珊离开后，北
京女足的整体实力下降，和上赛季比
缺少竞争力。同时，这也是上海女足
的连续第三个客场，球队希望带着3
分回到主场，保持最好的状态迎接5
月10日和武汉女足的榜首大战。

36岁的“小将”阎相闯又进球了。
在他完成进球的两场比赛里，大连人队
斩获了四个积分。

从上个赛季开始，回到家乡球队效
力的阎相闯就在主帅谢晖的调教下焕
发了职业生涯“第二春”，25场首发，4粒
进球、9次助攻，这对于一个老将来说是

“不可思议”的成绩单。“年龄从来不是
问题，阎相闯就是每年都能继续进步的
球员。”谢晖从不吝惜对这位老将的肯
定。今年，带着那股“闯劲儿”的阎相闯
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热情与火热的状态，
和武磊在射手榜上分庭抗礼。

但“阎相闯现象”也折射出了当下
中超联赛和中国男足的一大窘境——
前锋线已经“断档了”。此前，有记者同
行感叹道：“36岁的阎相闯和于汉超、32
岁的武磊仍然有能力统治联赛，能冒点
头的年轻球员几乎看不到。国足未来
靠谁进球呢？”其实，足协早在2017年就
出台了“U23球员出场政策”，但这个规
定在本赛季已经画上了句号，六个赛季
以来，它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伴
随着“金元中超”时期各队把锋线大多
留给了外援，归化球员给国家队提供了
更多选择，能在这个位置有锻炼机会的
年轻球员几乎为零。如今，在感叹老将
们“余热”未散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

超还没有退去“虚火”。
经过近两个赛季的沉淀，“金元时

代”已经远去。无论是主动选择“给年
轻人更多机会”，还是被动“经费缩减只
好内部挖潜”的模式，中超各队从去年
开始已经逐渐涌现出了一些年轻的、有
能力扛起球队得分重任的锋线球员。
这包括但不限于林良铭、谢维军、张威
和木塔力甫等。在今年，U21联赛被重
视，其中也涌现了不少值得提拔的小
将，包括射手榜上五场六球、独占鳌头
的山东泰山球员刘国宝，而河南队的卢
致远和申花队的费尔南多也不遑多
让。各级联赛球队正常的新陈代谢正
在恢复，这是个好的开始。

不过，我们依然要警惕。“反赌扫
黑”的影响依然在蚕食着中国足球的

“肌理”。前有诸多球队解散带来的球
员市场“过剩”，后有不少潜在隐患的球
队“活一年算一年”的预期不定，给更多
年轻球员可持续成长的环境依然不容
乐观。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可能还要指
望武磊、阎相闯这些老将。年轻球员不
仅需要机会和时间，还需要一个更好的
平台和环境，无论是支持留洋，还是稳
定经营，都是需要坚持的。过去几十年
里，“坚持”成为了奢侈品，而现在，我们
需要把它捡起来。

分数被拉开·上海女足“掉队”了？女
超
联
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