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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有病”，CBA就该“吃药”
刘颖余

“说句心里话，国家队打成这样，你们

还看 CBA 吗？”类似这样的话题，在各大网

站体育社区里，屡见不鲜。

回答五花八门，绝大多数人的答案还

是“要看”。至于看什么，也是花样百出：看

外援，看新人，看热闹，甚至是看笑话……

最扎心的一句话则是，“国足我都一场不

落，CBA又算个什么？”

就像有球迷说的，苦难的日子更要学

会自娱自乐。中国男篮不争气是真，让球

迷添堵是真，但说不看 CBA，到头来不过

还是一句气话。该看的还是会看，谁叫它

是自家的孩子呢。

当然要说新赛季 CBA 有什么新意，那

也不是事实。换了新口号——“以城之

名”，常规赛增加了若干场次，这似乎都只

能算小打小闹。球迷最为关注的外援政策、

每节比赛时长等，都还是“外甥打灯笼——

照旧（舅）”。

新赛季 CBA 会因为国家男篮惨败，变得

更好吗？至少我没有那么乐观。

但国家男篮的惨败，的确让无数人看清

了一个铁的事实：CBA 对抗性、竞争性太弱

了 。 所 谓 的“FMVP”（总 决 赛 最 有 价 值 球

员），在国际赛场上居然拿不住球……还有

球员的一些不好习惯，如动不动就下手等，

在国际赛场上因为失去裁判的庇护，也时而

处于被动局面。

最致命的还在于，因为有联赛这个“铁

饭碗”，球员为国拼搏的动力不足。球迷不

是不能接受失利，他们只是无法接受不经拼

搏便轻易认输，无法原谅那些不过脑子、简

单又愚蠢的错误。我们想看到中国球员的

勇气和战斗精神，但很不幸，在世界杯和亚

运赛场上，我们并没有看到。

我们并不是说，联赛的一切都要为国家

队服务。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没有海外球员

的情况下，联赛才是国家队最重要的人才

库。联赛起不到“水涨船高”的培养人才作

用，这样的联赛充其量只能算是自娱自乐，还

不如直接让球迷去看“村 BA”。

其实姚明说得很好，“CBA 是国内最高

级别的篮球联赛，但我们对它的期望远不止

于此。只有 CBA 发展得越好，中国篮球的发

展才会越来越好”。联赛和国家队建设是中

国篮球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彼此依存，唇

亡齿寒。所以，国家队“有病”，CBA 就该吃

药，这符合系统学原理，一点也不拧巴。

男篮惨败，球迷对 CBA 依然不离不弃，

中国篮球人对此应该心存感恩，但千万不能

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更不能躺在

CBA这个舒适区里，该咋着咋着。

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当务之急是要

有危机感，无论是国家队建设，还是联赛

的发展以及青训，都要下大力气进行改

革，要下猛药，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让球

员有上进心，有荣誉感和使命感，而不是

像现在这样躺着就能挣钱，偶尔还能出

去当网红。

要我看，某种意义上，中国篮球人真

应该感谢这两个多月来的一连串惨败，它

让所有人猛醒，提醒大家睁眼看世界。输

球很痛，球迷痛，球员更应该感到痛。痛

的滋味不好受，但惟其不好受，所以更要

记住这痛感，然后再化悲痛为力量，知耻

而后勇。只有如此，痛苦才不会白承受。

“马拉松之王”基普乔格最近在访问

中国时说，“痛苦无处不在，但痛苦是有价

值的。我们应该保留痛苦，在痛苦上下功

夫，并拥抱痛苦。成功就存在于痛苦之

中。”愿所有的中国篮球人以基普乔格为

标杆，看到痛苦的价值，接纳痛苦，拥抱痛

苦，直至在痛苦的磨砺中开出成功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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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元浩

10 月下旬的山东潍坊，入夜之后秋凉袭

人。但在潍坊奥体中心进行的 2023 赛季中

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5 决赛次回合却气氛

火热，大批球迷到场观战，见证了山东泰山击

败恒大足校成功登顶。

比赛结束后，新任中国足协主席宋凯现

身颁奖仪式颇为引人注目。将自己出任中国

足协主席后的首次公开亮相选择在青少年赛

事中，这位足协“新掌门”的立意不言而喻。

而在赛前举行的媒体代表座谈会中，宋凯首

次公开谈及自己对于足协工作的初步设想，

也接受了《工人日报》记者的采访。

关于青训——“头等大事”

宋凯此前长期在辽宁省体育局工作。在

10 月 16 日召开的中国足协第十二届会员代

表大会上，宋凯当选新一届足协主席。当选

伊始，宋凯在发言中表态：“中国足协将更团

结、更努力、更开放、更纯洁、更具勇气，沉下

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迈上新台阶。”

此次媒体座谈会，宋凯与记者们的交流

从青训话题展开。“足球想振兴，首要是抓青

训。未来中国足协要把青训当成头等大事来

抓。”这是宋凯的“开场白”。

据记者了解，虽然上任时间不长，但此前

在辽宁工作期间对于“三大球”的重视，以及通

过近段时间的调研走访，宋凯对于未来如何改

善和提升中国足球青训已有一些初步设想。

吸引高水平教练和建立高水平、稳定的

青少年竞赛体系，是宋凯设想的青训工作两

大“抓手”。

宋凯表示，足协要力争通过政策规定和

导向，引导最好的教练去抓青训。“我们现阶

段青少年竞赛体系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接

下来完善竞训体系非常关键，可以进行合理

改进，但总体框架要保持稳定。”

至于如何推进的问题，宋凯多次提到了

“开放”。“我认为青训的国际化很重要。据统

计现在足协注册的青训外教有 137 人，未来

要继续提升青训教练的国际化程度。青少年

联赛也可以考虑放宽国籍限制，增加交流机

会。请进来、走出去和归化球员等借助外力

的手段，都可以探讨。”

当《工人日报》记者问及中国足球究竟应

该采用怎样的青训模式时，宋凯表示中国足

协的总体思路是“巩固根据地，守住基本盘”：

“现在国内足球青训主要有职业俱乐部、专业

体工队、社会机构和校园足球等不同路线。

中国足球完全回到体工队模式不现实，但可

以通过全运会等大赛的政策导向，例如增设

包括成年组在内的多个年龄段来提高各省市

的积极性，加大各地对足球的支持力度。”

关于管理——“不能出台奇葩政策”

对于“开放”，宋凯在和记者交流时强调，

不仅仅是青训要开放，联赛和国字号球队建

设也要开放，“希望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中国

足球提升竞争力”。

宋凯认为，中国足球此前长期处在相对封

闭的环境中，球员缺乏竞争。“很多行业都证明

了，只有在开放的市场中充分竞争，才能生产

出价廉物美的产品。现在亚足联正在放宽外

援限制，别人都在开放，中国足球不开放不行。”

宋凯坦言，中国足球扩大开放肯定会有阻

力和阵痛，这就要求足协在管理和制定政策方

面要更合理，更精准。“中国足协以后不能再出

台类似‘国家队打联赛’‘U23球员政策’这样

的‘奇葩’政策。中国足协要出新政策，必须要

符合社会预期，这是我任内的一个底线。”

宋凯对记者表示，新一届中国足协会跟

媒体建立更通畅的沟通渠道和机制。“真理越

辩越明。未来中国足协的政策希望媒体能带

头讨论，提供建议和监督。”

关于国字号——“久久为功”结合
“只争朝夕”

争取好成绩，是竞技体育最核心的议题

之一。宋凯此前在辽宁工作期间，辽宁男篮

的成功也被视为他工作的主要成绩之一。而

近年来中国足球最令人诟病的，恰恰就是竞

赛成绩尤其是以国足为代表的国字号球队的

长期低迷。

对于国字号球队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宋

凯没有回避，他坦言对于国家队发展要坚持

“久久为功”和“只争朝夕”相结合，在立足长

远发展的同时，尽可能提升球队管理建设水

平。“国家队建设着急没用，但是我们可以在

现有水平上不断提升队伍管理水平，球队只

有管理好了才有可能发挥好。”

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宋凯多次提到“竞技

体育训练”的问题，“竞技水平不行，就是训练

不行”“千改万改训练不改都是白改”“ 中国

足球必须要全方位提升训练强度，靠竞争和

高淘汰率去打造战斗力”。

接下来，中国足球的两大国字号球队

——男足和女足都将迎来大赛考验。中国女

足将在 10月底迎来巴黎奥运会预选赛，男足

将在 11 月中旬参加 2026 年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

对于这两项关键比赛，宋凯表示无论是

管理者还是球员都必须要更努力。他介绍足

协近期强化了中国女足的队内管理，“中国女

足在亚洲是有竞争力的，我们一定要把奥运

会预选赛打好”。

对于中国男足，近两年来外界的批评声

很多。宋凯表示“理解大家的不满意”，“近期

虽然赢了越南队但技术含量不高，然后又输

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我认为教练组需要总

结一下经验教训”。

宋凯坦言，他很欣赏男足亚运队主教练

久尔杰维奇此前“希望球员们的努力能够配

得上中国的伟大”的表态，“现阶段的中国足

球，我们只能更努力，除了努力别无他法”。

本报记者 朱亚男

10月 23日，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

会（以下简称“学青会”）圣火采集和火炬传递

活动启动。圣火在广西北海采集，在广西 14
个设区市传递后，将于 11 月 5 日来到南宁体

育中心体育场，见证首届学青会的开幕。

2020 年 4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体教

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

出，全国学生运动会与全国青年运动会合并

为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2023 年，首届

学青会开赛，标志着这一全新赛事正用实

际行动推动新时代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改

革发展。

据记者了解，全国青年运动会的前身是

1988 年首办的全国城市运动会。2013 年 11
月，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第八届全国城市运动

会更名为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第一届青

运会于 2015年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第二届

青运会于 2019年在山西省举行。此前，全国

学生运动会已举办过 14届。

本届学青会共设 37 个大项、48 个分项

和 425个小项，覆盖了多个体育项目，广大学

生和青少年能够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技

艺。此外，学青会还将注重与校园体育的结

合，将竞赛分组设置为校园组（大学、中学）

以及公开组，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体育活动

中来。

据悉，首届学青会校园组覆盖全国各地

的学校，包括传统的田径、篮球、足球等项目，

也有创新的体育项目，如健美操（啦啦操）、武

术、毽球等我国大中小学校园广泛开展的运

动项目。而公开组设项则“参照 2024年巴黎

奥运会、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同时根据奥

运会设项变化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卢意文表

示，学青会是我国深化体教融合的有益探索，

公开组更多承袭了过去城市运动会、青年运

动会的功能作用，为奥运争光计划挖掘和培

养人才；校园组则立足校园体育的普及，重点

在立德树人上下功夫，发扬中华体育精神，这

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方向，也是中国青

少年竞赛体系不断完善升级的表现。

在体育竞技之外，学青会更是一场绽放

青春活力的盛会。赛时期间，学青会将举办

一系列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展示，不仅可以展

示学生们的体育才能，也有助于弘扬体育精

神和中国传统文化。

记者了解到，本届学青会运动员村的“志

愿者之家”设置了非遗文化体验区，运动员可

以体验点米成画、绣球制作、编制香囊、彩绘

邕剧脸谱、剪纸等项目。“我们还设置了‘打卡

墙’，展示南宁美食小吃、标志性景点等，运动

员可与此次学青会的吉祥物‘壮壮’‘美美’以

及会徽等元素打卡合影。”运动员村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教育部部长、学青会组委会主任怀进鹏

此前表示，学青会是推动新时代青少年和学

校体育改革发展的有益探索，为青少年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期待所有参赛运动员以

奋斗姿态激扬青春，谱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

‘青春乐章’”。

火炬传递开始，赛事筹备就绪——

首届学青会蓄势待发
火炬传递开始，赛事筹备就绪——

首届学青会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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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进荆门
本报讯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2023中国公路自行车

公开赛(湖北·荆门站)暨 2023 环漳河自行车赛近日在荆

门漳河落幕。

本次赛事共进行男子公路大组赛、男子个人计时赛、

全民健身组 3个竞赛项目。最终来自美利达诺飞客中国

车队的徐兆亮获得男子个人计时赛冠军，并帮助车队获

得团体冠军。来自迈金科技-BROSS 车队的夏威以及

陈浩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本站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

协会、湖北省体育局、荆门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体育

局武术和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荆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体育

局)、荆门市漳河新区管理委员会承办，北京势至山水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运营。 （朱亚男）

燕山石化职工体育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高锐玲）近日，中国石化

燕山石化公司各代表队在北京市众多大型赛事活动中屡

创佳绩，尽展燕山石化职工风采。

在北京市第五届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上，燕山

石化公司代表队获得企事业组冠军，这是该公司在此项赛

事活动中第三次夺冠；在第七届北京市职工游泳比赛上，

燕山石化公司16人参赛，获得两个亚军一个季军；在2023

年首都职工健身操舞（自创编工间操）比赛上，燕山石化公

司两支代表队分获企事业组二等奖和自创编健身操二等

奖……该公司曾获“全国群众性体育先进单位”称号，多次

被北京市总工会授予“北京市体育示范单位”称号。

职工健步走感受秋日之美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增强职工体魄，近日

南通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举办“凝心聚力

新征程 团结奋斗向未来”职工健步走活动。100 多名干

部职工参加活动，通过公司工会在沿途设置的 3 个打卡

点，积极参与，展现出该公司职工团结奋进、拼搏向上的

精神风貌。 （顾超 董炜焱）

中国足协新主席的上任中国足协新主席的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本报记者 刘兵

动感的音乐，时尚的穿搭加上炫酷的腾跃动作，吸引着不

少北京市民驻足观看——近日，2023北京滑板公开赛在首钢

极限公园内激情上演。

记者了解到，本次公开赛设有竞技组和大众体验组两个

组别，竞赛项目包括男子街式、男子碗池、女子街式、女子碗池

和趣味果酱赛，共有近 100名滑板选手同场竞技。

在女子街式决赛中，年仅 7岁的娄卓兰表现沉稳，最终获得

亚军。“孩子是在她爸爸带动下从4岁多开始练滑板的。说实话，

练了这几年，现在她爸爸早就落后了。”娄卓兰的妈妈告诉记者。

娄卓兰把好成绩归功于教练旺仔的悉心教导。“因为容易

摔跤，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克服心理恐惧感。如何控制速度，

如何减轻摔跤的痛感，这些都需要技巧，在大量练习中找到感

觉。”旺仔表示，娄卓兰身体的平衡性较好，而且是不服输的性

格类型，所以能取得好成绩。

与日渐成熟的娄卓兰不同，来自石景山区的选手孙源辰

练习滑板仅 1 年多，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正式滑板赛事。“我很

激动，也比较紧张，但更多的是感受与对手切磋的乐趣，滑板

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不一样的光彩。”孙源辰对记者说。

北京滑板队领队陈明智对此次公开赛小选手们的表现赞

不绝口。“竞技组发现了好几个苗子，潜力值得深挖。”陈明智

认为，为了扩大这项运动的群众基础，此次比赛设置大众体验

组很有必要。

作为一项新兴运动，滑板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才首次成为

正式比赛项目。这一项目将在 2024巴黎和 2028洛杉矶奥运会

上继续入围。陈明智表示，滑板运动已经从一种街头文化“转

正”成奥运大家庭成员，是这几年在国内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

首钢极限公园滑板经理刘凡认为，与一般竞技体育项目

不同，滑板项目融合音乐、艺术、潮流文化等要素，更多展示个

性和突破自我，容易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近几年，北京滑板场

和滑板俱乐部的数量显著增加，孩子们接触滑板的年龄变得

越来越小。”

前不久，中国滑板选手在杭州亚运会上演“青春风暴”，取

得了 1 金 1 银 1 铜的成绩，也让滑板项目更多地为大众了解。

特别是年仅 13岁的崔宸曦摘得滑板女子街式项目金牌，她也

成为中国亚运史上最年轻的冠军，收获了很多粉丝。

据记者了解，近两年从俱乐部联赛到 X Games 系列赛再

到亚运会选拔赛，各种滑板赛事在国内各地密集举办。国家

体育总局也在各地学校积极推行“滑板进校园”活动，通过探

索滑板项目的体教结合，不断推动运动发展。

据央视财经频道统计的数字，近两年国内增加了 600 多

万新参与滑板运动的人群，年龄多在 8~12 岁之间。对此，陈

明智表示：“滑板运动逐渐走出小众，人才越来越多，我对中国

滑板的继续突破充满信心。”

从街头小众登上奥运舞台，两年新增 600万人参与——

滑板运动发展驶入快车道

参赛选手在滑板男子街式决赛中。 本报记者 刘兵 摄

10月 23日，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轮椅击剑项目女子花剑个人B级决
赛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举行，中国选手肖蓉优势明显，最终夺得冠军。
本届亚残运会开赛以来，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屡创佳绩，力争取得保持
领先地位，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既定参赛目标。

◀肖蓉（左）在决赛中庆祝得分。
▼肖蓉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胡星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