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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平

9月 2日，2023年上海市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联赛“韵颖杯”排球项目比
赛（第二站）在韵颖体育训练中心拉开
序幕，本次比赛由上海市青少年训练
管理中心、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主
办，上海韵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承
办。赛事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区30支
青少年排球队伍的近300名选手报名
参赛。

上俱赛排球项目比赛创办以来，
已成为沪上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排球
赛事之一。这不仅丰富了青少年体育
赛事体系，促进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健
康发展，还为广大青少年提供切磋球
技、以球会友、展示自我、挑战更高更
强的平台。

尤其对于国人颇具特殊意义的
“女排精神”，以“祖国至上、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激励着一代代国
人。通过赛事，希望发掘更多青少年

排球后备人才，助力校园排球文化建
设，夯实青少年运动梯队建设，在营造
良好体育氛围的同时，弘扬体育精神，
积极引导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排球运
动中来。

不同于第一站的嘉年华活动，上
俱赛“韵颖杯”排球项目比赛（第二站）
设立了趣味赛，从运动员的灵敏性、团
结协作，以及中考体育的排球测试内
容等多维度考虑，开设了三项挑战项
目。比赛最后更是为每组别的第一名
颁发了赛事T恤。

“今年是我女儿第一年参加比赛，
前面的第一站我还一同参加了家长的
挑战赛，现在我们全家人都是排球爱
好者了。”在赛场旁，不少家长和王喻
一样观看着孩子的比赛，对很多家长
来说，“女排精神”是最为打动他们的
地方，他们希望不论孩子的运动表现
如何，都能学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
神。

作为本次比赛的承办方，上海韵

颖体育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由原国家
女排二传手诸韵颖创立。2015年，诸
韵颖在郎平的启发下积极投身到了
青少年体育教育事业中，创办了上海
韵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民非组
织）。五年来，她坚守在青少年体育
教育第一线，以夯实基础教学、注重
创新突破为己任，开创了二传精英课
程及“韵颖杯”自主赛事，积极承办国
家级、市级赛事，为青少年业余排球
爱好者打造了专业比赛平台，获得了
相关职能部门的一致好评，并荣获了
上海市AAA社会组织的称号，成功
评选为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
会培养基地。

如今的韵颖体育拥有自己专属的
训练场馆，以排球运动为特色，AFA
美式橄榄球、ABA棒球、足球、篮球、
身体素质训练等项目也已全面启动。
针对各年龄段、不同难度的课程一应
俱全，还能举办多项目各种级别的赛
事，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战略布局。

上俱赛排球项目比赛举行

女排教会孩子“不放弃”

市体育局召开2023年青少年体育专题工作会议

创新求变 勇于破题 善作善成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8月29日，2023年上海市青少
年体育专题工作会议在东方体育大
厦一楼新闻大厅举行，各区体育行
政部门、市级体校、市竞技体育训练
管理中心、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各区级体校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会
议。

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体育局青少（科教）
处处长张漪总结上半年工作，并部
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黄浦区体育
局、崇明区体育局在会上作交流发
言，分享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相关
经验。

宋慧指出，青少年体育工作最
关键、最根本的任务是两个方面：
促进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提升、培养
高素质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要
紧紧围绕这两个目标，敢于担当，
敢于作为，勇于破解难题，善作善
成，推动上海青少年体育工作高质
量发展。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她提出两
点要求：首先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
增强做好青少年体育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其次要加强科学谋划，创
新推动各项工作有效开展。要努力
实现三个突破：一是体教融合工作
有新进展。要充分发挥体育部门的
专业资源和专业优势，积极助力学
校体育发展，指导和帮助“一条龙”
学校建立课余训练体系。

二是后备人才培养有新突
破。各区要深入做好市运会总结，
科学规划新周期布局，大力推动青
训中心试点建设工作，提高传统体
校社会化程度，开门办体校，建设
复合型团队，提升体校人才培养效
益。

三是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有
新抓手。要进一步拓宽服务面，
提升青少年赛事活动的知名度和
参与度，开发更多具有区域特色
的青少年赛事活动品牌，为上海
青少年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体育赛
事活动。

今年上半年，全市青少年体育工
作各项重点任务已实现“时间过半、完
成任务过半”的目标要求。

在体教融合方面，对本市青少年
体育相关政策进行了梳理，推进研制
了《上海市体育后备人才输送认定办
法》等六项政策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了
青少年训练管理制度；会同市教委在

“一条龙”布局的基础上，结合全市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特点，组织开
展了新周期青少年高水平运动队（二
线运动队）布局工作，全市共有77家单
位28个项目104支运动队提交申报材
料，初审通过99支运动队，六个专家组
预计于9月中旬前完成实地检查。

在强化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方面，市体育局以评促建，完成新一轮
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创建工作。
本轮全市共申报国家基地40家，涵盖

了传统体校、普通学校、社会力量三类
单位，是上海历届申报基地数量最多
的一次。本年度共有48176名运动员
注册成功（含足球、棋牌），年度二线招
生599人，涵盖146支二线运动队，为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蓄水池注入了新活
力。各项目中心教研组项目数量从
27个增加到39个，组织活动达到298
次。组织开展了26个项目的市优秀
青少年运动员暑期训练营，共有756
名运动员和108名教练员参加。

在推进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方
面，暑假期间，市体育局积极开展足
球、篮球、排球等57个运动项目三千余
期青少年体育夏令营，吸引了近万名
青少年参加；向全市575个小学生爱心
暑托班配送体适能、足球、武术等共29
个项目，近8500课时体育技能培训课
程；推进开展球类、操武类、棋类、科技

类等13个项目500场次青少年社区体
育配送。第五届MAGIC3上海市青少
年三对三超级篮球赛首次延长赛季，
参赛选手达到了12228名，通过在东方
明珠、徐家汇体育公园等上海标志性
景观地设置赛场，举办长三角交流赛
等，为沪上青少年打造了一个展现青
春活力，凝聚团队友谊，实现篮球梦想
的舞台。引导各区积极开展“奔跑吧·
少年”夏季活动，暑假期间共开展70余
场活动，惠及青少年近2万人次，为青
少年提供了“家门口”的体育赛事活动
参与选择。创新开展“金牌之声”上海
金牌体育小解说选拔大赛、“冠军带你
去探营”活动等青少年体育文化活动。

在完善青少年竞赛体系方面，狠
抓赛风赛纪，举办市级青少年体育比
赛开赛仪式，各区递交赛风赛纪和反
兴奋剂责任书；完善规程，增加青少年
体育精英系列赛分站赛参赛队伍，为
普通学校、社会办训单位提供同等参
赛平台；继续推行三大球项目“升降
级”赛制，解决对阵队伍水平差距较
大、赛事锻炼队伍效益不高的问题；修
订青少年赛事评估标准，出台相关通
知规范赛事组织，强调办赛安全。

会议当天，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
理中心为大家分享了第十七届上海市
运动会竞赛情况分析报告，这是市体
育主管部门第一次对市运会竞赛情况
进行全面深入地总结和分析。报告从
基本概况、竞赛规模、竞赛成绩、竞赛
效益、影响因素及思考等几个方面，全
面、系统、科学地总结了第十七届市运
会竞赛情况。这是2012年上海市运
动会改革以来最完整详实的一份竞赛
情况分析，为引导新周期各区运动项
目布局，尽早厘清第十八届市运会工
作思路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和建设性意
见。

会议当天还开展了2023年上海
市反兴奋剂宣传月重点活动——上海
体育宣讲团反兴奋剂主题宣讲。反兴
奋剂工作是体育工作的红线、底线、生
命线。今年市体育局重点推进了青少
年训练条线反兴奋剂工作，在7月底
启动的年度反兴奋剂宣传月中，组织
召开了青少年训练反兴奋剂工作推进
会；在各项目优秀青少年运动员暑期
训练营举办了“反兴奋剂教育开营第
一课”；在全国首个“体育宣传周”期
间，各区体育部门积极组织开展了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反兴奋
剂专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强调了青少
年运动员从小应树立正确的成绩观和
价值观，坚定“拿干净金牌”的理念。

首发市运会竞赛分析报告

反兴奋剂教育
全覆盖青少年

年度重点任务纵深推进
四个方面工作成效显著

上海体育宣讲团反兴奋剂主题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