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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今的社会环境已经和 1998 年不可同日而语。作为

上海体育社会办训力量中的一棵常青树，曹乒近来又有哪些新

尝试，以保证这棵常青树的活力？

“‘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我们早就确立了，但是近年来随

着人们理念的变化，家长的要求越来越精细，也在促使着曹乒

的管理方式不断调整，以争取家长的信任，最终才能更好地保

障学员的成绩。”席睿信对《新民周刊》说，“在曹乒的专业

教练和杨泰实验学校的任课老师之外，我们还成立专门负责学

生事务的管理小组，相当于学生、家长、老师和教练之间的‘润

滑剂’。很多事情可能一开始没法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及时发

现问题，对已不太适合两校体教结合的措施及方法能够及时调

整，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新项目，新思路

最近几年，社会化办训为上海体育带来的新气象还在于实

现了不少“零的突破”。

2021 年全运会，上海攀岩青少年选手创造历史。当时 14

岁的上海选手杨立豪夺得男子 16 岁以下组两项全能冠军。这是

攀岩成为全运会竞技体育项目之后的首枚金牌。

2022 年上海市运会，攀岩首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目

前在上海，经过审批且正常运营的经营性攀岩场馆有 52 家，数

量在全国单体城市中位列第一。上海的青少年攀岩水平在全国

也位列第一梯队。

这些最新的成绩和普及度显示，上海攀岩项目正在走出一

条社会力量办训的新路。上海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秘书长黄泓

清此前表示，中国开展攀岩运动晚于欧美国家，基础人口少。

上海攀岩项目以社会力量办训和校园体育两条腿走路，有助于

进一步普及项目、增加基础人口，挖掘好苗子直接进入市队，

培养攀岩运动高水平竞技人才。

杨立豪与在 2021 年全运会上取得银牌的朱馨文，都来自上

海东冠青少年攀岩俱乐部。目前俱乐部与上海市南洋中学等数

所初中达成合作，选拔适龄、有能力的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上

海东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毛作亮告诉《新民周刊》，

公司已经连续两届获评“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培养精

英基地”，在资金和教练培训工作上都得到了上海市体育局的

大力支持，从一支“游击队”变成了社会化办训的“正规军”。

2020 年，上海市体育局命名了第一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

会培养基地和青少年智力运动培训基地，标志着上海青少年体

育社会力量办训工作的全面展开。为进一步拓宽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渠道，市体育局又于 2022 年开展了新一轮基地创建，进一

步推进完善传统体校办训、普通学校办训、社会力量办训三种

模式协同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海模式”。

自 2020 年以来，上海社会力量办训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

才输送提质增效，人才培养成效显著。除了上述攀岩等新项目

的开拓与传统球类项目的持续输出，智力运动基地培养的运动

员在全国及市级比赛中获得冠军数十项，包括第一届 CCTV 世

界围棋青少年大赛少年组冠军、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力运动大

会国际象棋比赛 U12 团体冠军等。

在最新的授牌仪式上，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

指出，社会力量是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希望通过

持续引导和扶持社会培养基地发展，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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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社会化办训为上海体育带来的新气象还在于实现了不少“零的突破”。

上海的青少年攀岩水平在全国也位列第一梯队。 智力运动基地培养的运动员在全国及市级比赛中获得冠军数十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