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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荣

一家成立了七年的青少年射击俱
乐部，已向上海各区射击队输送110余
名运动员，更有多名运动员已进入上
海市射击二线队，这家叫锐猎的光感
射击俱乐部，源自于四位射击运动员
对项目的情怀。

2018年，四位曾效力于复旦大学、
东华大学校高水平射击队的退役运动
员相聚一堂，共同观看了一场射击世
界锦标赛。精彩的赛事仿佛让他们重
回了当年参加训练和比赛的岁月。于
是，从事不同行业的四人重燃热情，携
手创立了锐猎体育。这家俱乐部以

“搭建青少年射击运动桥梁”为初心，
将专业射击项目培训与体育教育相结
合，迅速成为业内知名的培训机构。

创始团队凭借对射击的热爱与深
刻理解，研发出“光感射击模拟器”等

创新设备，不仅降低了射击运动的参
与门槛，更确保了项目的安全合规。
短短七年，锐猎已在全国开设六家自
营场馆，其中五家位于上海，并为近
20所中小学及高校提供射击课程、军
训等服务。目前，锐猎体育的活跃会
员已超过2000余名。

值得一提的是，锐猎体育的课程
体系不仅聚焦射击技术提升，更强调

“全人教育”。除专项射击训练课外，
俱乐部增设了心理课和体能课，特邀
心理学家温筱茜博士参与设计课程，
帮助学员在专注力、抗压能力等方面
全面提升。一名学员家长反馈：“孩子
经过训练后，不仅成绩稳定，连学习效
率也有了显著提高。”这种“运动与学
业双向发展”的培养理念，使锐猎成为
多家学校开展校园射击项目的首选合
作伙伴。

同时，教练团队的专业性亦是锐

猎体育的核心竞争力。锐猎的教练员
团队中，健将级运动员占比10%，国家
一级运动员达85%。俱乐部特别邀请
射击奥运冠军杜丽带训教练、国家级
教练王跃舫担任顾问，为训练提供专
业指导。

专业的课程体系加上一流的教练
团队，让锐猎体育开始在赛场上崭露
头角。2018年，锐猎体育成为黄浦区
黄浦少体校的合作办训单位。黄浦少
体校将射击的启蒙训练交给了锐猎体
育，使之成为更小年龄段学生射击项
目兴趣培养、知识普及的载体。最终，
黄浦少体校射击队收获一批“更精干”
的队员，他们不仅对射击更热爱、更有
耐心，还能坚持训练下去。而黄浦区
少体校则负责更专业的训练，为他们
能在下一阶段取得突飞猛进提供更强
有力的指导。

作为专业的合作办训单位，锐猎
体育已连续两届在市运会中有突出贡
献，输送的学员累计获得 7 金 2 银 1
铜。截至目前，锐猎体育已向上海各
区级射击队输送运动员110余名，10人
获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其中，金乃
欣、撒贝蕾等学员表现尤为亮眼：金乃
欣多次斩获上海市10米气步枪冠军，
撒贝蕾自2022年起包揽该项目的个
人及混团冠军，两人均代表上海队出
战全国射击锦标赛。家长表示：“锐猎

不仅教会孩子射击，更让他们学会坚
持与冷静，这种品质在学业和生活中
同样受益。”

为推广射击运动，锐猎自主研发
的“元宇”系列光感射击设备，通过激
光模拟和电子计分系统，实现了射击
训练的趣味性与安全性。学员在25
米靶场使用仿真枪械，成绩实时显示
于平板，甚至可打出 10.9 环的满分。
此外，俱乐部打造的“神枪少年”赛事
体系，以其无实弹、无激光发射的安全
特性，为参赛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射
击体验，它不仅让射击运动更加贴近
大众，也让更多人有机会感受到奥运
会射击项目的同款紧张刺激。比赛更
设立了“环环相扣”10环拉力赛公益靶

位，所有选手的10环总数将汇聚成爱
的力量，转化为体育公益物资，由主办
方捐赠给困难地区，助力当地青少年
射击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此次被上海市体育局命名为
2024-2026年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社会培养基地后，锐猎体育计划进
一步扩大专家顾问团队，强化选拔标
准与训练体系，目标是为上海培养输
送更多优秀的射击后备人才。锐猎体
育创始人表示：“我们期待中国射击的
未来之星能从锐猎走出，让世界看到
中国青少年的潜力。”随着射击运动逐
渐成为家长眼中的“素质培养新选
择”，锐猎体育正以专业与创新，书写
着申城射击育人的新篇章。

聘请射击奥运冠军教练、心理学专家任教

这家俱乐部培养综合型人才

社会力量办训初显成效

为引导本市社会力量规范开展青
少年体育训练工作，2020年，上海市
体育局探索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
与、市场配置”的社会办训模式，首次
命名了一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
培养基地”，标志着社会力量正式成为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新阵地。通
过经费扶持、加强培训、统筹管理等手
段，将社会办训机构正式纳入青训体
系，鼓励、引导更多社会机构参与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

截至2024年，历经两个周期创建
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共命名“社会基
地”91家，累计投入扶持资金4500余
万元，成立“社会基地”中心组，每年举
办“社会基地”专题培训，选派人员参
加全国相关培训。

“社会基地”后备人才培养已初

显成效，在上海市青少年最高级别
比赛中屡获佳绩，累计输送70名运
动员至市区两级青少年高水平队，
八名运动员至市优秀运动队，在全
国青少年比赛中崭露头角，在陕西
全运会、广西学青会上为上海摘得
六枚金牌。

在市级“社会基地”引领下，各区
体育行政部门加强了辖区内社会办
训机构的管理和合作，配套相应扶持
和奖励政策。目前，全市已有374家
社会办训机构在上海市青少年训练
管理中心、上海市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上海市足球协会备案，注册青少
年运动员18291人，比例逐年提升；涉
及 55 个体育项目，不仅有足球、田
径、游泳、乒乓球、射击等基础大项和
传统优势项目，还有攀岩、滑板、冰
雪、棋牌等新兴奥运项目、冬奥项目
和智运项目。

新周期创新发展再续华章

2024年，新一轮“社会基地”创建
工作开展，吸引了全市102家社会机
构积极申报。经专家评审，15家单位
获评“精英基地”，38家单位获评“培
养基地”，覆盖全市14个区，涉及体育
项目21个。随着“社会基地”建设迈
入第三周期，全市社会办训逐步走向
规范化、专业化，他们将协同传统体校
办训与普通学校办训，构建青少年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三驾马车”并进的新
格局，实现良性竞争、健康发展。

目前，上海全市共有各类青少年
体育社会机构逾900家，2024年在市
青训中心备案登记的社会办训机构有
314家。上海市体育局希望社会力量
办训切实成为上海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新的增长点和新的亮点。后续，上海
市体育局还将进一步帮助社会培养基

地加强自身专业化建设，建立健全管
理制度，增强教练员执教能力，扩大选
材范围，提升科学训练水平，激发社会
办训新动能，以更高标准擦亮“上海社
会青训”品牌，为奥运争光计划输送更
多“上海力量”。

作为第一期的社会培养基地专题
培训班，本次培训班还邀请了上海市体
育局青少（科教）处处长张漪为参会人
员上带来《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工作发展
概况》，在后续的三天培训时间里，上海
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上海
体育大学专家学者以及知名教练还会
为参会人员带来更多课程。其中，课程
包含两部分，分别对应社会培养基地的
管理人员和教练员，目的就是为了帮助
各单位明晰作为一个社会办训基地，应
该如何规范管理，应该如何科学训练，
应该如何提升办训效益，为上海后备人
才培养工作添砖加瓦。

53家俱乐部获评2024-2026年社会培养基地

争做社会力量办训“排头兵”！
3月5日，2024-2026年

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
会培养基地专题培训班（第一
期）举行。上海市体育局副局
长宋慧出席会议并讲话。

宋慧指出，社会培养基地
作为社会力量办训的“排头
兵”，希望各社会培养基地在
新周期中继续以质量提升为
核心：一是要立足规范，筑牢
发展根基。作为社会培养基
地，规范化、专业化是最基本
的要求。二是要心怀使命，培
育精英人才。希望各社会培
养基地坚守对青少年体育的
情怀，以坚持培育精英人才为
目标，以培养下一个刘翔、下
一个姚明为信念，争当青少年
体育培训行业“排头兵”，争取
社会效益与行业口碑的双
赢。三是要提质增效，增强办
训能级。各社会培养基地要
进一步主动融入体育系统青
训体系，以一个专业的体育办
训单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四是要严守底线，安全开展训
练。以“规范性”为导向，以

“专业化”为加持，秉持对下一
代负责的态度，将规范化建设
作为头等大事。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