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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青少年篮球联赛首站落幕

为篮球青训带来更多启示

本报记者 李一平

3月30日，第一届“角逐未来”长
三角青少年篮球联赛首站落幕，浙江
广厦、江苏省体校和上海久事分列男
子组前三名，女子组前三名球队分别
为江苏苏州体校、江苏省体校、上海黄
浦向明中学。作为另外两支东道主球
队，上海徐汇南模中学队位列男子组
第五，上海市体校队夺得女子组第四
名。

正如在赛事开幕式上国家体育总
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姜庆国在致辞
中提到的那样，三大球的未来首要在
于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而这次的首届

“角逐未来”长三角青少年篮球联赛则
给予了篮球小将们更大的成长舞台。

去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
合主办了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
会，激励各地重视青训工作，通过高水
平竞技推动“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

促进体教融合。
本次的第一届“角逐未来”长三角

青少年篮球联赛就是在全国青少年三
大球运动会后，推出的首个地区性联合
举办的青少年篮球联赛。为何要举办
地区性的青少年篮球联赛？在本次比
赛的赛事仲裁郁斌看来，地区性的赛事
弥补了省级比赛和全国级比赛当中的
赛事空白，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各省市
的篮球打出各具代表性的篮球风格。

上海黄浦向明中学在这站赛事
中，取得了女子组第三名的成绩。球
队的助理教练兼体能教练赵佳玮介
绍，每年球队在上海市都会参加市体
育局、市教委主办的5-7个系列赛，相
对缺乏的则是更高级别的赛事。

而相对于全国级的赛事，其实地
区级的赛事更能解决各省市青少年球
队的“燃眉之急”，像在上海站女子组
赛事中夺冠的江苏苏州体校，主教练
特意带了几个未参加过全国级赛事的

小将参加长三角青少年篮球联赛，本
意就是“让她们提前感受一下大赛的
氛围，为之后下半年参加全国比赛打
下基础”。而长三角青少年篮球联赛
这样的地区级赛事的出现，则是给了
很多优秀苗子“练兵”的机会。

且相较于全国级赛事短时间、高
密度的赛会制比赛，这次的长三角青
少年篮球联赛特别用四站分站赛+一
站总决赛的形式，将赛程拉长，更有利
于参赛队伍进入赛事验证、赛后复盘、
训练提高的正向循环。

此外，在郁斌看来，如今的中国篮
球缺乏特点和团队配合，例如，老一辈
球员如刘玉栋、巩晓彬等在比赛中展
现出的战术默契和团队配合，是现代
球员所缺乏的。而上海球队传统的
快、准、灵等特点现在也鲜能在职业赛
事中看到。区域性的赛事交流则能加
强和巩固不同地区的篮球风格，更利
于今后国家队层面人才的选拔。

本报记者 章丽倩

3月末，第二届上海帆船公开赛
的成功举办，让帆船运动在申城地
界上的话题度明显升温。而在刚刚
过去的这个假期里，又有一群青少
年向着他们心中的奥运目标扬帆启
航。4月4日至7日，2025年全国帆
船锦标赛（诺卡拉15级）在上海淀山
湖开赛——这既是该项全国级赛事
首度设项诺卡拉15级，同时它也是
今年世青赛该级别的选拔赛。

诺卡拉17级是奥运会上的男
女混合双体船项目，在东京和巴黎
两届奥运会上，中国都拿到了该项
目的参赛名额。不过，说到诺卡拉
17级“青春版”的诺卡拉15级，这在
国内就还属于新兴范畴，而上海则
是再次当起了“吃螃蟹的人”。以
往，国内的青少年帆船选手如果想
往诺卡拉17级发展，在告别OP级
后其实存在一定的衔接缺口，而如
今诺卡拉15级的引入就补上了这
一环。

此次在淀山湖举办的2025年
全国帆船锦标赛（诺卡拉15级），共
有来自上海和江苏的10名运动员
参赛。和奥运项目诺卡拉17级采
用的男女混合模式一样，诺卡拉15
级也是一男一女组队参赛，他们会
根据自身所长来分别担任船上的舵
手或缭手。待身体进一步发育且在
双体船项目中打好基础后，这些运
动员就可以更水到渠成地转入诺卡
拉17级。

申城是国内最早开展诺卡拉17
级专业训练的地方，起点可追溯到
2014年。2018年，在国家体育总局
指导下，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与
上海美帆游艇俱乐部成为国内首个
社企共建国家集训队的成功案例。
在东京奥运周期内，这支国家集训
队先后召集了上海、浙江、广东、山

东、四川、内蒙古等多地的帆船运动
员来转项进行专业训练。最终，队
内的佼佼者杨学哲/胡笑笑通过资
格赛拿到奥运入场券，代表中国第
一次出现在了奥运会诺卡拉17级
的赛场上。另外，诺卡拉17级亚洲
锦标赛也曾在青浦淀山湖举办。

2020年，凭借之前多年开展诺
卡拉17级训练的基础，且有部分该
项目运动员已开始进入教练队伍的
人才优势，上海联合美帆又有了长
远布局：面向青少年开展诺卡拉15
级和诺卡拉500级培训。通过近几
年的努力，上海已培养出数十位诺
卡拉15级运动员，他们曾两次代表
中国参加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并
分别取得了第九名和第12名的不
错成绩。在2024年的诺卡拉15级
亚太帆船锦标赛上，上海选手还获
得了亚军。

据记者了解，诺卡拉15级在国
际上已发展多年，但就国内来说，出
于经费、人员配置等考虑，目前就上
海和江苏扮演着先行者。在此次参
加2025年全国帆船锦标赛（诺卡拉
15级）的10名运动员中，八人来自
上海，两人来自江苏。

当然，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在申
城顺利落地并发展，确实是得到了
上海体育系统的大力支持。在
2020年的市青少年帆船冠军赛和
市青少年帆船锦标赛上，诺卡拉
500级就已进入设项，等到2023年，
诺卡拉15级也紧随其后登场。

全国帆船锦标赛，它是目前国
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年度帆船
赛事。如今，随着诺卡拉15级在该
片赛场上正式设项，这也就意味着
——国内青少年帆船运动的发展结
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船型更丰富，后
备人才框架基础更扎实，同时也有
利于为奥运项目诺卡拉17级输送
更多的明日之星。

本报记者 李一平

4月1日，青岛大学城体育场的冷
雨中，一位19岁小将用一记穿云箭般
的射门点燃了上海海港的斗志。首次
中超首发的李新翔，以一球两助攻的
惊艳数据，将球队从0比2的绝境中
生生拽回。而这名中国足坛冉冉升起
的新星，正是杨浦足球青训体系所结
出的一枚硕果。

李新翔成长于杨浦足球青训体
系，小学就读于平四小学，四年级开始
由林志桦执教，后升至上体附中就读，
初二进入海港足球俱乐部（原上港足
球俱乐部）梯队。李新翔代表杨浦多
次参加上海市运会，在林志桦教练带
领下，获得第十六届市运会男子C组
第一名；在徐佳教练率领下，夺得第十
七届市运会男子A组第一名。

杨浦素有“足球之乡”的美誉，杨
浦的足球青训始终是杨浦体育的一块

“金字招牌”。足球人才不断涌现，从
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为上海、为国家

培养了张宏根、顾兆年、奚志康、范志
毅、李诚铭、白莉莉、浦玮等一大批优
秀足球运动员。二线男子足球队曾连
续八年在上海市最高级别比赛中蝉联
男子甲组冠军。

2021年，杨浦区入选全国县域足
球典型。目前，杨浦区正率先启动建
设全国足球重点城市示范区的五个方
面13项具体措施，重点要健全完善地
区足球发展体制机制，成立区推进足
球改革发展工作专班。加大对足球教
练员、裁判员、讲师、社会足球指导员
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2024年，从
杨浦走出的女足名将浦玮就反哺母
校，担任杨浦少体校女足总教练，继续
传承杨浦足球精神。

李新翔的成长历程，也是杨浦区

体教融合“一条龙”布局的最好例子。
体教融合共育人才是杨浦独有的运动
员培养模式，即读书在学校，训练在体
校，吃住在家里。目前，杨浦区已经形
成了以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为龙
头，鞍山初级中学、铁岭中学、上海市
体育学院附属中学（初中部）等四所学
校为龙身，五角场小学、平凉路第四小
学等九所学校为龙尾的杨浦区学校体
育“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教
学、师资队伍、场地设施、科研及评价
等方面，形成了体育项目的高品质、系
统性供给，有效促进了各学段之间体
育人才培养的有序衔接。

除了足球之外，杨浦区其实还布
局了20多个项目的学校体育“一条
龙”人才培养体系，加上传统体校和社

会办训机构“三轮驱动”的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育机制，杨浦区在近年来的
几届上海市运动会中进步明显。

除了政策支持外，“以人为本”是
杨浦区做好青训的“秘诀”。“这几年
市运会的成绩杨浦逐年进步，不少同
行都纷纷打听杨浦有什么诀窍，但其
实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们的
管理人员、教练员都做好自己的工
作，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那么
自然会取得成果。”杨浦区少体校校
长田青介绍，杨浦区少体校的管理人
员、教练员是最大的功臣，他们坚持
做好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尊重体育
训练的周期性和规律，着力选材、育
才，青训工作只有“扎下根来”，才能
取得成果。

助帆船奥运发展助帆船奥运发展
上海再当先行者上海再当先行者

一条龙布局扎根基层

杨浦区青训结果“水到渠成”

李新翔是杨浦足球青训
体系所结出的一枚硕果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