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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赛季， 上海少了一支职业球队———去年降级的

申鑫俱乐部因为财政无法支撑，退出中乙。柳海光的微
信留言里，有一条是老朋友、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发来

的。 刘奕跟他说：如果上海有六七支球队在中乙、中甲
和中超三级联赛征战， 上海职业足球的基础才是打扎

实了。 这是两位上海足球人的共同心愿。

柳海光承认， 申鑫等俱乐部解散是足球职业化后

目前阶段难以避免的，俱乐部收入渠道单一，大多靠上

级母公司输血，一旦母公司出现问题，就会受到较大影
响，正因为如此，上海足协更要拓宽思路，为俱乐部和

球员的可持续发展设计路径。

上月，柳海光专程去嘉定博击足球俱乐部调研，与

区政府、区体育局等深度探讨如何在场地、资金、政策，

以及薪资待遇上对民营俱乐部进行扶持。 嘉定博击俱

乐部从一支民营企业的球队发展到中乙新军并拥有规

模化的青训俱乐部，柳海光说，足协会把“博击”作为一
个好的案例推广出去， 希望能听取更多来自社会力量

的建议。

同时， 足协还会联合更多社会力量， 让球员在退
役、分流后接受技能培训。 国内足坛在康复、数据分析

师、球探等专业岗位上有非常大的缺口，如果球员能获
得更多的选择，那么社会、家庭对他们延续职业生涯才

会有更多信心和支持， 足球产业的根基才可能真正牢
固。 根基牢了，才能起高楼。 金雷

    ■ 我个人性格不太喜欢在聚光

灯下，但我一直都在关注着足球。

■ 大家通过足球认识了我，现在
上海足球需要我，我一定出来，回报上

海的足球事业。

■ 8小时里我是主席，8小时外
大家都是朋友。

■ 足球靠团队， 没有人传球给
你，你不能进球；管理也靠团队，我们

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

■ 足球事业不是光靠足球人就
能搞好的，需要社会力量共同来关心，

一起出谋划策。

    搞青训，有好苗子，还要有好教练。

为此，针对青训教练员供需不平衡、水
准参差不齐的现状，足协要充当“裁判

员”的角色，输出标准课件，引导各级培
训机构规范化教学。这当中，远程监测

和大数据库是推动教练员培训体系化
的新驱动力。

“我们要求教练员按足协开发的标准

教案和训练软件来实施教学。软件我们设
计得很细，比如训练课上学员传球不到

位，教练员可依照软件示范的内容，帮助
他纠正脚法。球场的监控设备会将授课视

频即时回馈后台，由专家组监督、评估。”

柳海光透露，上海足协正在建立大数据

库，记录并分析每个球员的技术、体能和
实战数据，尤其是实战数据，如对抗赛中

的射门成功率，用教练员经验加上科技手
段，发掘真正优秀的球员，“哪怕再艰苦，

我们还是会加强技术投入，这是为将来弯
道超车提供可能。”

上任后，柳海光带领班子去了多家

俱乐部梯队和青训基地调研。他坚持足协
要为青训机构提供适合生存的土壤，根

据他们的需求，提供更多服务，“只要青训
机构活得好，自然会有优秀的教练员在那

里扎根。” 首席记者 金雷

擦亮这块金字招牌
独家对话上海足协新主席柳海光

东方体育大厦 16 楼，上海足协的新驻地。会议室的墙上，“服务足球，服务基层，服务社
会”的标语，格外醒目。57岁的柳海光，打着发蜡，头势清爽地现身。“虽然离开很多年了，但我
一直都关注足球。”下海经商，又重回足坛，柳海光已贴上上海市足协主席的标签。由他带领的
新的上海足协领导班子，将为沪上足球事业发展打开哪些新的思路？履新 40天后，柳海光
接受了本报的独家采访，谈起他未竟的足球梦，这也是上海，甚至中国的足球梦。

个体有归属
    问柳海光，业余时间还看球么？他回

答：足球外要做的事情、关心的朋友也很
多，时间排得满满的。他的人生轨道早已

不止球场那点宽度。这可以解释，谈到上海
足协的工作如何开展，柳海光多次提到“破

圈融合”，对协会平台进行社会化打造。
新一届足协执委中，有来自政府机构、

市总工会、新闻媒体、青联等方方面面的代

表。这些新的力量充实进领导班子，从市场
营销、财务法务、人力资源、媒体包装等方

面为足协赋能。柳海光说，足球是全社会的
足球，搞足球事业需要融入各种新鲜血液，

“把各行各业的资源、智慧融合在一起，每
个人都为足球着想，才能把事做好。”

上海足协现有 100多家团体会员，下
一步的计划，是开放个人会员注册。过去，

社会足球各自为政，自己组织，自己比赛，

成为足协会员后，每名会员将享受到足协
定制的专业服务。柳海光打开手机上的一

个文件，内容是委托专业公司为足协会员
设计的产品图册，整整 30页，从球衣、球

鞋、综训服装到训练配件、器材一应俱全，
而且每一款均按不同尺寸提供多种颜色

的搭配。他透露，这个会员大礼包的定价，

远比市场价来得低，“我们的工作就是要
多思考：能为别人带去什么。享受到更多

的专业服务，会员才会产生归属感，全情
投入足球运动，也带动更多人加入。”

而这么做的背后，是身为足协主席的
柳海光胸怀抱负，“上海这样一座超大型城

市，如果足球人口比例达到 10%，有 300万
人经常踢球，足球水平还会提不上去么？”

    上海社会足球的赛事体系已经搭建

起来，从上超、上甲两级联赛到打通业余、
职业赛事的陈毅杯、延锋杯等老牌杯赛，

为基层足球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但
在推动足球运动社会化的过程中，各类比

赛中屡有争议发生，焦点之一就是球员一
旦受伤，治疗和误工的费用负担不小。相

关案例柳海光收集了不少：比如球员骨折

要做手术，植入一个钢钉就是上万元，有
时用进口的不能进医保。而这些难题，足

协可以来统一协调、解决。
“我们把这些赛事都纳入服务范围，

足协有专业人士和保险公司洽谈，球员的
保额提高到 70万、80万元。这样一来，大

家参加足球比赛不会再有后顾之忧。”柳

海光还透露，针对足球爱好者不知道哪里
有场地，或者场地条件如何，何时开放、如

何收费，足协正请专业公司研发小程序，
将来助球友一键轻松下单，“同时，足协计

划给上海的足球场评定星级，争取做出属
于足球的‘米其林标准’。”

上述市场化的服务落地，得益于足协

撬动经济杠杆，这是柳海光推崇的办事方
式。这些年从商的经历让他感悟，足球事

业光靠足球人来做远远不够，要积极开
拓、利用各类资源，“既然社会上认可上海

足协这块金字招牌，我们就要努力把它擦
亮，用足资源来服务足球，服务社会。”

受伤有保单

孩子有球踢
    2017年全运会上海队包揽足球项目

金牌，近几年上海足协的多支精英梯队
在全国赛事中夺冠，上海青训成绩突出。

履新足协主席后，柳海光多次强调，这届
足协的重任之一是抓实青训。这段时间，

新一期上海青少年足球精英培训基地的
评估工作正在进行，规模扩充为“8+8”

———8家精英培训基地和 8家培训基地。

他解释，“设立两个层级，是为了将来扩
大精英青训的平台，理顺人才层级输送

的路径。”
他拿自己举例，“1981年，全国甲级

联赛队伍八一队、广西队来上海参加‘东
华杯’，我那时 18岁，代表东华联队上场，

3比 2擒下广西队，1比 0斩落八一队，一

个人包办 4粒进球。同样的年纪，现在的
小球员经历高水平比赛、对抗的机会太

少。”柳海光说，现有的市场化青训模式多
是将球员出售给职业俱乐部，但这些小球

员进了俱乐部的梯队，因为缺乏机会，能
踢上去的很少，时间一长职业道路可能就

此中断。他透露，足协正为优秀的青训毕

业球员搭建平台，民营企业外，通过争取

国有企业的支持，成立更多球队参加各级
联赛，“一方面这样的球队财政上比较稳

定；另一方面，年轻球员可以得到比赛和
锻炼的机会，进一步提升自己，做好职业

道路的衔接。”

教培有数据

根基牢 高楼起

独家专访

海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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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海光（左）与贾秀全留洋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游击队

■ 柳海光（中）的头球曾是一绝

■ 柳海光（右）身披国字号球衣 10年

■ 柳海光（中）球场上作风硬朗

■ 在上海足协换届选举中，柳海光（右）

接替朱广沪成为新一届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