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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没有意料之外的惊喜，中国女足最终还

是倒在了巴黎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第二

阶段比赛中，提前与巴黎奥运会说再见。这

是继 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中国女足队史上

第二次无缘奥运会。从 2015年开始，中国女

足连续入围三届女足世界杯以及两届奥运会

的纪录，也就此戛然而止。

当“铿锵玫瑰”黯然凋落，分析中国女足

折戟此次奥预赛的原因成为必修课。相对于

队伍构建、技战术设置、临场指挥、排兵布阵

等众说纷纭的细节，自身实力与亚洲强敌的

差距，才是中国女足从亚洲杯冠军滑落到无

缘巴黎奥运会的真实原因。

毋庸讳言，中国女足目前的问题不仅仅

是技战术层面上的差距，更深层次的是整个

足球体系的全方位落后。其中，选材的窘迫

和青训体系的缺失更值得关注与探究。

年龄的无奈

“球队年轻化”，是外界对于近年来中国

女足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但近年来球队的

年轻化进程一直举步维艰。

据记者了解，2022 年初中国女足夺得亚

洲杯冠军，球队平均年龄为 27.6 岁。今年 7
月的女足世界杯时，中国女足的平均年龄是

27.5岁。9月的杭州亚运会时，中国女足的这

一数据下降到了 27岁。到了此次奥预赛，中

国女足的阵容进一步年轻化，球队平均年龄

来到了 25.8岁。

球队平均年龄的持续下降，是否意味着

这支中国女足的新老交替进行顺畅，球队年

轻化建设成效不错呢？从各项比赛进程以

及最终结果来看，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太过

乐观。

从杭州亚运会以及此次奥预赛来看，不

断加入球队的年轻球员，例如此次奥预赛火

线回归的沈梦露、王妍雯、涂琳俪等“新人”，

其比赛发挥并未达到预期。

以被寄予厚望的海归球员涂琳俪为例，

这位以 16 个进球获得本赛季冰岛女足甲级

联赛（第二级别）金靴的球员，一度被视为王

霜因伤缺阵后中国女足锋线最能倚重的球

员。但从此次奥预赛来看，身高 1 米 75 的涂

琳俪很难起到锋线支点的作用，其背身拿球

以及射门得分的能力尚有欠缺，并未给球队

进攻带来太多帮助。

与中国女足年轻化效果不佳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征战亚运会的日本女足。出战亚运

会的日本女足平均年龄仅有 21.5 岁，全队只

有千叶玲海菜一人参加了世界杯。但日本女

足在亚运会表现出色一路登顶，年龄最小的

古贺塔子（17 岁）还在对阵中国女足的半决

赛中打入一球。

前日本女足主教练，目前在中国执教上海

女足的名帅高仓麻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年轻

化只是球队建设的一个方面，“比赛阅读、攻防

转换等细节，可能是中国队要解决的课题。中

国女足需要从青少年培养方面，从小就在细节、

技术（技巧）等方面抓好（基本功）”。

选材的无奈

参加奥预赛的中国女足阵中，王霜缺

阵，唐佳丽、张馨、古雅沙等老将或因状态或

因伤病无缘入选，效力于英超热刺女足的张

琳艳被寄予厚望。但从比赛来看，张琳艳整

体状态不佳，并未起到球队“爆点”的作用。

尤其是在面对身体力量不俗的朝鲜和韩国

女足时，身高不足 1 米 6 的张琳艳即便个人

技术出色，也很难在高强度对抗中充分发挥

特点。

虽然身高力量并不是足球对抗的全部，

但力量和技术并重却是几乎所有世界级强队

的共同特点。从中国女足近年来的选材组队

来看，身高并非球队短板——在今年的女足

世界杯中，中国女足以平均 1.692米的身高排

名所有参赛球队的第 8位。但力量短板尤其

是高强度、快节奏对抗时的弱势，决定了中国

女足很难在快速男子化的世界女子足坛具备

更强竞争力。

在世界杯、亚运会直至此次奥预赛中，中

国女足与世界高水平球队之间的对抗能力差

距愈发明显。例如世界杯小组赛对阵英格兰

女足，中国女足在对抗与跑动强度方面的明显

弱势，成为了1比6大败的重要原因。

曾培养出唐佳丽、张馨、赵丽娜等国脚

的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足球学校女足高级

教练员钱惠，深耕女足青训近 30 年，对于国

内女足选材深有感触：“现在喜欢踢球的女

孩子人数不少，但愿意从事专业训练的不

多。要培养出一位优秀的女足球员，艰苦的

训练必不可少，但家长并不一定愿意让孩子

这么练。”

钱慧认为，女足选材一定要注重有特

点的球员，比如爆发力、速度快或者体能

好等，而这些恰恰是现阶段国内女足选材

的短板，“精神力量无法填补专业技能的

缺陷”。

体系的无奈

无缘巴黎奥运会，意味着中国女足在接

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国际大赛可

打，这对于国家队建设以及国内女足运动的

整体发展都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中国女足可用的人才其实不多。”一位

国内女足教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在后

备人才培养上，中国女足缺少像日本女足那

样成体系有特点的队员。国内女足青训体系

亟待更科学的规划和构建”。

发展女足运动，参与人群是根本。据欧

足联与安永事务所合作发布的《2022 女足欧

洲杯后欧洲女足发展报告》显示，上赛季欧足

联旗下注册女足球员已突破 300 万，注册女

足人口超过 10万的欧洲足协包括英格兰、法

国、德国、荷兰、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西班

牙。不断扩展的参与人群，成为欧洲女足飞

速发展的坚实根基。

将视线回到国内，根据新华社的相关

报道，目前国内的注册女足球员人数为 1.5
万（实际人数可能更少）；华南师范大学体

育科学学院教授李培的调查表明，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中选拔的

队员不足万人，长期系统开展女足的中学

不足百所；即便是在所谓的女足职业联赛

中，昔日强队江苏女足在本赛季由于人才

大面积流失，不得不将多名 18 岁以下的球

员征调入队，否则都凑不齐足协要求的报

名人数……

透过这些差距巨大，真实而残酷的数字，

中国女足的基础培养难道还不能让人忧虑和

警醒吗？

声 音G

中国女足选材的窘迫和中国女足选材的窘迫和青训体系的缺失青训体系的缺失，，更值得关注与探究更值得关注与探究————

““精神力量无法填补专业技能的缺陷精神力量无法填补专业技能的缺陷””

本报记者 刘兵

近日，2023 柴古唐斯括苍越野赛在浙江

临海成功举办。作为国内专业山地越野赛

中参赛人数最多、专业级别最高的赛事之

一，本届比赛吸引了 45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

跑者热情参与。据悉，该项赛事举办过程中

获得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曾在 2017 年、

2018 年连续两年入选浙江省“重点培育品牌

赛事”。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随国家体育总局

“发现身边的体彩公益”主题新闻采风团，在

浙江多地的走访中了解到，中国体彩尤其是

体彩公益金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全民健身

等体育事业诸多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刚刚结束的杭州亚运会上，浙江运动员

取得了 51 金 21 银 8 铜的历史最好成绩。对

此，杭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黎认为，体彩公益

金在其中发挥了明显作用。“体彩公益金有力

支持了我们的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省队

联办、业余训练扶持，以及青少年体育竞赛、

人才培养等工作。”

台州天台文武职业技术学校是一所武术

特色传统项目的民办学校，在该校后备体育

人才培养方面，体彩公益金助力颇多。据了

解，为支持学校的体教融合工作，浙江省、台

州市、天台县三级于 2021-2023 年拨付体彩

公益金近 2000万元，极大完善了学校训练条

件和师资水准。该校培养的运动员李巧巧在

杭州亚运会空手道比赛中斩获女子 68 公斤

级项目的金牌。

据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振璋

介绍，浙江体彩长期支持帆船、羽毛球、游泳、

射击、田径、搏击等项目在浙江的发展。“体彩

公益金作为体育事业支柱型资金来源，为运

动员备战参赛、训练器材采购、训练场馆建设

等提供大力支持。”

与竞技体育取得大丰收相得益彰的，是

浙江近年来的全民健身事业也进步迅速。相

关数据显示，去年浙江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

用于社会体育事业支出为 6.4亿元，其中竞技

体育 1.72亿元，而“拿大头”的是群众体育，为

4.68亿元。

浙江全民健身的大工程——环浙步道

的建设，得益于体彩公益金的注入。该项工

程的示范段余杭径山段是环浙步道西线起

点，也是西线零号桩位点，路线全长 6.8 公

里，项目总投资 50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支

持占比达 17%。

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和有力支撑

下，浙江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2020 年至

2022 年全省新建体育公园、足球场、百姓健

身房等基层体育场地设施 4578个，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占比提升至 43.4%（居各省市

第二），国民体质合格率提升至 94.2%（居各

省市第一），为期三年的公共体育场馆服务大

提升工程顺利完成。

除了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近年来浙江

体彩进一步着眼于“体育+文化+旅游”融合，

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频频发力。据丽水市云

和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季邵斌介绍，2021 年

以来每年有 200多万元体彩公益金用于各项

体育赛事建设，“体彩公益金促进了乡村振

兴，我们通过发展旅游和举办体育赛事活动，

打造出了文体旅融合的新样本”。

浙江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瑶在谈

及浙江体彩的发展时表示：“近年来，浙江省

体育彩票销量总体呈上升势头，筹集体彩公

益 金 逐 年 增 长 ，2020 年 筹 集 体 彩 公 益 金

371394.63万元，2021 年筹集 447822.10万元，

2022 年筹集 544624.20 万元。浙江体彩近年

来聚焦高质量发展任务，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有力推进了浙江体育事业及社会公益事业高

质量发展。”

体彩公益金为浙江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多元助力 共享体育
助力两个亚运 确保同样精彩

本报讯（记者刘静）近日，随着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内亚残运会主火炬渐渐熄灭，为期 7 天的第四届亚洲残

疾人运动会圆满闭幕。国网电力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华东

分公司按照“五个最”“四个零”要求，圆满完成亚运会、亚

残运会保电任务。

据了解，在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期间，该公司提前

制定周密保电工作方案，建立了杭州前线指挥部及德清

基地 24 小时在位双值班机制，可随时响应应急航巡、电

力抢修等应急任务。

“从奥预赛看中国女足”系列报道（二）
刘颖余

中国女足生死战的那一天，

主教练水庆霞喜获 2022 年度亚

足联最佳女足教练员称号。

她当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

去领奖，替她领奖的是新任足协

主席宋凯。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水指导获得的荣誉并没有帮助到

球队，中国女足在 1比 1战平韩国

队后，时隔 11 年后再度无缘奥运

会。有舆论就说，水指导获得的

应该叫“最佳讽刺奖”。

这当然太刻薄了。荣誉就是

荣誉，最佳女足教练员不只是水指

导的荣誉，也是中国足球的荣誉。

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

2022 年 2 月的那支中国女足，的

确让人惊艳，连克日韩，时隔 16

年后重夺亚洲杯冠军，在那个被

疫情笼罩的冬日里，中国女足的

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各大媒

体和自媒体当时最流行的一句

话 ，“ 你 可 以 永 远 相 信 中 国 女

足”。当然，这只是一种常用的句

式，中国女足可以随时替换为“国

乒”“中国女排”“中国女篮”“跳水

梦之队”，如此等等。这是球迷自

嗨的一种表达方式，真诚、直白、

豪迈，当然也不必过分认真——

因为有些“永远”真的没多远。

看看吧，1年多前把水庆霞捧

上天的人，在经历世界杯、亚运会、

奥运会预选赛的接连失利后，又开

始了旷日持久的批评、责难、攻击、谩骂，甚而连她的姓氏也

跟着遭了殃，亚洲最佳女足教练员成了“水货教练员”。

类似水庆霞遭遇的还有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球迷

左一个又一个“菜教练”地叫着（还有更难听的，此处略

去），成天盼着他下课。蔡指导当然不能听球迷的，但中

国女排的奥运参赛资格到现在为止，也的确还悬着，只是

比女足略强些而已。

有点扯远了，但道理是相通的：球迷的情感和逻辑非常

简单，赢了开心，输了难过。甚至一些媒体也是如此，赢了拼

命吹，输了可劲黑。女足和女排，都有“精神”加持，于国人都

是有情怀的项目，她们尚且如此，其他队伍可想而知。

这当然不是理性的态度，但你管不住球迷的嘴，他们

需要宣泄。而足球，终究是要靠队员去踢的，靠教练去指

挥的。1年多前的那支中国女足带给国人巨大的喜悦是

真，如今她们带来的失望和心痛也是真，她们还是同一支

队伍，水庆霞的业务水平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的

“退步”，那结果又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水庆霞的答案是：“亚洲杯踢得好，最主要原因就是

精神层面做到‘铿锵玫瑰’的不言弃、不放弃。”言外之意，

当来到世界杯赛场，尤其是置身奥预赛“死亡之组”，这份

精神力量已经无法支撑中国女足更进一步。说宿命一

点，中国女足的精神力量和好运气，或许在亚洲杯时就用

尽了。

这样解释，不会让我们心里更好受些，但或许更接近

现实——中国女足的基础依然薄弱，在失去“先发”优势又

历经动荡后，中国女足技术水平已经严重落后于欧美诸

强，以及同大洲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女足、澳大利亚女足。

承认落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那些“我

们曾经阔过”的项目。但要想进步，融入世界，就必须正

视差距。尤其是管理者和政策层，要有长远规划，要按照

项目规律踏踏实实去做好青训，做强联赛，送更多球员去

国外高水平联赛踢球……

搞大球从来就没有捷径，也没有哪支队伍可以做到

让人“永远相信”。我们唯一可以

“永远相信”的是——尊重竞技体育

规律，按项目规律办事。

有
些
﹃
永
远
﹄
没
多
远

近日，在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的桥下篮球
公园中，市民正在打篮球。

本报记者 刘兵 摄

鏖战
学青会

本报记者 朱亚男

11月 17日至 19日，2023-2024赛季国际

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北京站）将在国家速滑

馆进行。这是“冰丝带”在后冬奥时代迎来的

首项国际高水平赛事，中国队也将派出由北

京冬奥会男子 500米冠军高亭宇领衔的阵容

亮相主场。

6 日，于近期成立并开展训练的速度滑

冰国家集训队在首都滑冰馆举行了媒体开放

日，国家队总教练李琰向《工人日报》记者表

示，目前队伍需要提升各个小项的综合实力，

“每个运动员要向冠军去想、去努力”。谈到

接下来世界杯北京站的比赛，李琰表示，期待

更多运动员在“冰丝带”滑出更好成绩，重温

北京冬奥会带给大家的激情。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冰雪运动

在国内得到大力普及，场地设施日益完善，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在后冬奥时

代，冬奥场馆也得到了充分利用，越来越多的

高规格国际冰雪赛事接连落户中国。

除了速度滑冰，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

奖赛作为本赛季大奖赛的第四站比赛，将于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在重庆举行。这是继 2019
年、2020 年之后中国杯第三次落户重庆。此

外，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也

将于今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在京举行。这是

冬奥会后首项落地北京的花样滑冰世界顶级

赛事，也是赛事时隔 13年重回北京。

短道速滑方面，2023 年国际滑联短道速

滑世界杯（北京站）将于今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赛事预计将吸引来自

20 余个国家或地区的约 200 名顶尖选手参

赛。此外，国际滑联公布的赛事显示，2024/
2025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还将设有北京站。

新赛季，雪上项目也将重返北京冬奥场

地。2023—2024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

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将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举办。这次赛事

中，苏翊鸣等北京冬奥会金牌得主将重回福

地，再次挑战极限。

据记者了解，2023-2024 赛季，中国将举

办国际赛事 18项、国内赛事 91项。相比上赛

季，国际赛事从无到有，国内赛事增加了 50%
左右。国际赛事主要集中在冰球、花样滑冰、

短道速滑、速度滑冰、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

高山滑雪和雪车等 7个项目。一个集合了超

百项赛事的冰雪“中国赛季”即将激情上演。

越来越多国际赛事落户“家门口”，充分

彰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对中国办赛能力的高度

信任。对主场作战的中国运动员来说也是新

的挑战。如何利用好“中国赛季”的机会充分

磨练实力，为米兰冬奥会进一步做好备战工

作至关重要。

正如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领队姚佳在谈

及花滑大奖赛总决赛重回北京时所说：“本赛

季国内更多花样滑冰选手有机会参加到顶级

国际比赛中，对备战米兰冬奥会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米兰冬奥会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在这之

前我们还有很多短期的小目标。每一次比赛

特别是主场比赛对年轻选手的成长很重要。”

▲11月6日，福建选手郑子冉在比赛中，她以9.632分的成
绩获得金牌。当日，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中学组女子
自选长拳决赛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11 月 6日，双方选手
在比赛中。当日，在第一届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
轮滑阻拦决赛中，南宁市队
以 27 比 17 战胜深圳市队，
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从 11月开始，将有超过百项冰雪赛
事密集在国内举行——

厉兵秣马备战
冰雪“中国赛季”

短道速滑四大洲锦标赛落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记者郁思辉 许仕豪）国

际滑冰联合会官网消息，2023-2024 赛季短道速滑四大

洲锦标赛当地时间 5 日在加拿大拉瓦尔完赛，中国队在

最后一个比赛日收获男子 5000 米接力银牌和 2000 米混

合接力铜牌，从而以 1银 1铜的成绩收官。

2023-2024赛季短道速滑四大洲锦标赛至此全部结

束。根据赛历，接下来的短道速滑世界杯第三站将于 12
月 8日至 10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时间 11 月 6日，在 2023巴黎网球大师赛男子
单打决赛中，塞尔维亚选手焦科维奇以 2比 0战胜保加
利亚选手迪米特洛夫，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巴黎大师赛焦科维奇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