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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元浩

北京时间 1 月 23 日凌晨，随着主裁判贾

迈利吹响终场哨，中国男足在亚洲杯小组赛

收官战中以 0 比 1 不敌卡塔尔队，3 场小组赛

战绩为两平一负且一球未进。同组另外一场

比赛，塔吉克斯坦队 2 比 1 逆转黎巴嫩队，以

小组第二身份出线。

由于还存在理论上成为“成绩较好的小

组第 3”的可能继而获得出线资格，所以目前

仅积 2 分的国足进入尴尬的等待状态，还得

综合之后几天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知

晓是回家还是继续征战的最终“宣判”。

卡塔尔亚洲杯自 1 月 12 日揭幕至今，已

进入到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16 强的晋级

名额正在逐次产生。

到记者截稿时，从已经结束的小组赛来

看，本届亚洲杯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亚洲足

坛的整体进步令人侧目。除了日韩伊（伊朗）

澳沙等传统 5强，伊拉克、卡塔尔、乌兹别克斯

坦等第二阵营在持续扩大，而传统意义上被认

为是“弱旅”的泰国、越南、印尼等东南亚版块，

甚至是印度等南亚球队和首次征战亚洲杯正

赛的塔吉克斯坦，在本届比赛中所表现出的实

力提升都是有目共睹。一言概之，如今的亚洲

杯已基本没有所谓“鱼腩”球队的存在。

其次，虽然亚洲球队的整体进步速度较

快，但要想挑战亚洲足坛的一流梯队尚有差

距。从本届亚洲杯的首轮比赛来看，代表亚洲

参加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赛的 6支队伍（同时

也是6个小组的种子队），卡塔尔队、韩国队、日

本队、澳大利亚队、伊朗队和沙特队全部击败

了对手；次轮比赛，即便出现了日本队负于伊

拉克队和韩国队被约旦队逼平的所谓“冷门”，

但从整体上看很难影响日韩两强的出线前

景。而卡塔尔队、澳大利亚队、伊朗队、伊拉克

队和沙特队提前出线的结果，也映射出亚洲足

坛新兴力量要挑战原有格局的难度。

本届亚洲杯，中国男足的挣扎和艰难尤

为突出。自 1976年开始参加亚洲杯以来，国

足的战绩虽然起伏不定，但从未像本届比赛

的表现这样让球迷感到心灰意冷。扬科维奇

的球队在本届比赛中所展现出的技战术水平

和比赛内容，更是几无亮点可寻。

截至目前，亚足联还未发布本届亚洲杯的

详细技术统计数据，但从单场比赛的相关数据

来看，国足的技战术能力不仅难以企及亚洲一

流强队，即便是和阿联酋、约旦、伊拉克甚至是

泰国等东南亚新锐相比，都有着一定差距。

例如在跑动距离上，国足在 3 场小组赛

中的全队跑动距离都不逊于对手。但国足队

员看似毫不惜力的奔跑，实则却是疲于防守、

攻防无序的无效跑动，对于比赛进程的实际

掌控意义不大。

来自国际足联（FIFA）的相关技术分析

报告显示，现代足球比赛中，衡量队伍实力的

重要指标是高强度跑动和冲刺跑距离，而其

中最主要的参数就是结合球运行的跑动。在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32强平均每支球

队跑动总距离为 108.1 千米，高强度跑（＞

20km/h）和冲刺跑距离（＞25km/h）分别为

9001米和 2345米。最终夺冠的阿根廷队，在

总跑动距离上并不占优势，但在几乎每场比

赛尤其是淘汰赛中都能在高强度及冲刺跑距

离上处于领先，反映出世界级强队对于比赛

的掌控力。

国足前锋武磊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亚洲足

球的节奏正变得越来越快，“亚洲足球的对抗

程度和节奏越来越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有

时候和对手的对抗很难调整到同一节奏上”。

其实，国足在本届亚洲杯的独自落幕，技

战术实力的停滞和比赛节奏的“对不上点”只

是表象，深层次原因还是“人”——球队人员

结构老化，极度缺乏潜力新人，凸显出中国男

足在体系构建尤其是青训层面的缺失已经到

了最危险的地步。

根据亚足联相关数据，中国队是本届亚

洲杯 24 支参赛球队中平均年龄第二老的队

伍，26 位球员平均年龄达到 29.7 岁。而在 4
年前的 2019 年亚洲杯上，当时的国足就以

28.74 岁成为当届亚洲杯上平均年龄最大的

球队。连续两届亚洲杯成为“最老”球队的国

足，将中国足球后继乏人的窘境暴露无遗。

发展足球必须重视青训，这看似简单的道

理，在中国足球的发展过程中却成为一道难以

逾越的鸿沟。本届亚洲杯，以往亚洲足坛所谓

三、四流球队的集体进步，无不得益于以青训

为基础的足球整体发展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以平均年龄 23.3岁成为本届亚洲杯第二

年轻球队的越南队，虽然在小组赛中出局，但

球队近年来在亚洲各级赛事中所展现出的实

力进步不容小觑。以“PFV足球学院”等国家青

训学院为龙头，三级联赛青训中心为骨架，各

地方青训机构为基础的越南足球青训体系的

不断完善，使得越南队有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延宕多年的青训欠账，使得中国男足在

近年来不断品味着人才匮乏的苦涩。中国足

协主席宋凯将上任后面对媒体的第一次公开

亮相，聚焦在青训领域。而足协也在去年底

重启了停滞多年的全国青少年冬训。宋凯坦

言：“以建设竞训体系为引领，统筹青少年训

练和竞赛；以加强教练员培养为核心，持续完

善教练员培训体系结构，促进高水平教练员

进入青训基层；以重点城市为支撑，充分发挥

青训学院、青训中心作用，是中国足协今后的

常态化工作。”

然而，足球青训绝非一日之功，必须要摒

弃急功近利思想，持续发力。亚足联秘书长

温莎·约翰在谈及给予中国足球发展的建议

时表示：“如果想要一支优秀的国家队，得从

基层做起。青训打好基础，再建设一个强大

的、竞争激烈的联赛，以进一步培养球员和俱

乐部。这就是提高国家队水平的途径。我相

信这个诀窍并非秘密，大家都知道。我们希

望这一模式对中国足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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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北京时间 1 月 19 日至 2 月 2

日，第四届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

动会在韩国江原道举行。本届冬

青奥会共设 7个大项、15个分项、

81个小项，共有来自 78个国家和

地区奥委会的 1800 多名运动员

参赛，参赛人数创赛会纪录。中

国体育代表团派出 56 名运动员

参与 7个大项、12个分项、50个小

项的角逐。

一生仅有一次参赛机会，还是

奥运级别的赛事。冬青奥会为全

球青年运动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2007年7月，在危地马拉城举

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19 次全体会

议上，国际奥委会决定举办一个新

的综合运动会——冬青奥会。它

是国际奥委会旗下继奥运会、冬奥

会、残奥会、冬残奥会以及夏季青

奥会之后的第 6 个综合运动会。

自2012年开始首届，此后每4年一

届，本届前已举办过3届。

冬青奥会被纳入奥林匹克赛

事体系，国际奥委会的初衷是加强

体育、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冰雪

运动在全球的普及。国际奥委会

前主席罗格曾表示：“冬青奥会绝

对不是‘迷你冬奥会’，而是将体育

与教育、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的活

动，让更多青年能够体验、参与到

冰雪项目中来。”

经过近 3 届冬青奥会的探索

和实践，国际奥委会重新赋予青

年人的奥林匹克三大定位：高水

平的青少年体育竞技场，体育与

教育、文化相结合的节日大舞台，

奥林匹克运动的创新试验场。虽

然目前在影响力、商业价值等方

面还无法与奥运会和冬奥会比

肩，但冬青奥会也有着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从以往 3届比赛来看，冬青奥会具备较高的竞技水准，许

多冰雪运动的未来之星从这里产生。被任命为本届冬青奥会

全球大使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韩国短道速滑名将黄

大宪等人，都曾在冬青奥会上一战成名。

与教育、文化相结合，是冬青奥会又一显著特色。冬青奥

会不设奖牌榜，希望淡化竞技成绩，鼓励选手多交流、多学习。

记者了解到，为吸引更多关注，本届江原道冬青奥会除了

开幕式外，所有赛事门票全部免费。赛事也希望打造节日派

对，一场名为“冬季一起玩”的冰雪活动将为观众提供参与冰

雪运动和了解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机会。国际奥委会还在赛事

期间组织青年运动员、青年记者职业发展等培训，让赛场内外

的全球青年亲身感受奥林匹克的魅力。

除了延续线下活动的传统，本届冬青奥会还首次推出虚

拟现实“元宇宙”体验。其中不仅有场馆虚拟导览，还包含丰

富的游戏和挑战，用户可以实时同场竞技、交流。

冬青奥会面向青少年，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创新的历史

使命，这一点在项目设置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许多冬季新项

目、新规则都利用这一平台进行试验，最终被冬奥会以及其他

国际赛事采用。如滑雪登山就是首先成为青奥项目，随后才

成功入围 2026年米兰冬奥会项目。

从首届运动员不到 1000 人，到本届 1800 多人参赛，在国

际奥委会看来，冬青奥会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竞技水平也有了

明显跃升。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这次冬青奥会运

动员对于下一代运动员的激励，又将成为新的无形奥运遗

产。“我们乐于看到青年在冬季项目中不断挑战自我，追求自

己的梦想，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功故事。”

将
体
育
与
教
育
、文
化
体
验
结
合
，成
为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的
创
新
试
验
场—

—

冬
青
奥
会
独
具
魅
力

刘颖余

身为足球迷，看不看亚洲杯，是个问题。

看吧，中国队存在感稀薄，时光苦熬，

生不如死，球迷寒心，外媒嘲讽，连带着中

国裁判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看吧，日

韩等队都有世界级的球星和表演，错过也

不免有遗珠之憾。

亚洲杯之外，近日还有一则和足球有

关的消息是——日本漫画家高桥阳一透

露，由他创作的知名漫画《足球小将》将于

2024年 4月正式完结。

这同样引起了不少人的唏嘘和叹息。

要知道，《足球小将》就是许多人的青春，是

无数足球运动员梦开始的地方。

《足球小将》似乎无关亚洲杯，但我总

有一种想法：没有《足球小将》，或许也没有

今天的日本足球。

《足球小将》即将完结，意味着它的使

命已经完成，当梦想照进现实，日本足球已

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良性轨道。他们或许

不再需要漫画的激励了。

说一部漫画改变了日本足球，似乎言

过其实，但事实胜于雄辩。曾经有调查显

示，日本小孩在看过《足球小将》后，有超过

70%的人开始踢足球，中田英寿、本田圭佑

等球星都在此列。1981 年，《足球小将》开

始连载的时候，日本小学生足球运动员约

为 11 万人，等到 1988 年连载结束，这个数

据增加到 24万。

1998 年，日本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

圈，队中大多数球员的年龄，正好与《足球

小将》的连载期吻合。而在参加 2002 年世

界杯的日本队 23 人大名单中，有 16 人表

示，是看过《足球小将》后才去踢的足球。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40年前在《足球小

将》中，曾出现日本队和西德队交锋的场

景。在那部动漫中，以主角大空翼为首的

日本队最后战胜了施耐德（原型为鲁梅尼

格）领衔的西德队。40年后，日本队在卡塔

尔世界杯中果真以 4比 1力克德国队。

“敢于梦想，勇于实现”，没有比这更好

更鲜活的诠释了。

《足球小将》问世后，曾经被许多人吐

槽 ，“ 不 懂 足 球 ”“ 情 节 离 谱 ”“ 又 蠢 又 热

血”……连高桥阳一本人也承认自己对足

球一知半解。但《足球小将》最可贵的一点

是，它输出了最为纯粹的足球价值观：友

情、热血、坚持、努力、忍耐。在太空翼的认

知里，因为在 1 岁遭遇交通事故时，被足球

拯救了生命，他从此将足球视为自己的朋

友。“足球是朋友”“要踢出毫无保留的足球

才行啊！”，这都是大空翼的经典台词。

或许正是这样纯粹的热爱和梦想，让

这部体育真实性欠奉的动漫，反而因此变

得面目丰富，也更加激荡人心。

当足球成为朋友，足球就变成一项有

温度、充满情感的运动，从事足球的人就会

焕发出不竭的热情和动力，就有可能去创

造各种奇迹。这是《足球小将》给予世人最

重要的启示，也大约是日本足球一以贯之，

从低谷迈向辉煌的精神驱动力。

足球也是最公平的事。当你视足球为

朋友，足球就会回报你，拥抱你，你就能踢出

最纯粹、最漂亮的足球；当你把足球仅仅当

做一个饭碗，你的创造性就会受限，你的潜

能就得不到最充分的发挥；而当你把足球当

做利益交换甚至敛财的工具，那么你在伤害

足球的同时，也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态度决定一切”，当“神奇教练”米卢来

中国后老是把这话挂在嘴边的时候，许多人

都不以为然，但或许他真正触摸到了中国足

球的死穴和痛点——一直以来，中国足球人

似乎都缺乏对于足球运动正确的态度。

早些年，还有球员高喊“是男人就该踢足

球”，而现在大家说得最多的却是“踢的不是足

球，而是人情世故”。这是多么可怕的倒退！

对于眼下的中国足球来说，“足球高于

生死”显然太奢侈了，那么，大家不妨努力

去做足球的朋友就好。当越来越多的孩子

拥有像足球这样的“朋友”，那么，中国足球

才有可能慢慢变好。

和足球做朋友

北京市密云区总工会坚持以点带面，

培育基层特色文化体育品牌——

打造职工身边的健康乐园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包秀媛

“加油！加油！加油！”近日，北京檀城慧

鑫公司拔河比赛现场热闹非凡，10 支队伍的

100 名职工上演着力量与意志的比拼。工作

人员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比赛让大家深刻体

会，夺取胜利不仅要拥有强大的力量，还要拥

有顽强的意志和默契配合的团队精神。这是

北京市密云区总工会深入开展职工文化体育

工作的一个剪影。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密云区总工会积极

开展职工文化体育活动，组织动员全区各级

工会以职工需求为出发点，整合多方资源，开

展 10余场文体活动普惠万余职工；坚持以点

带面，培育基层特色文化体育品牌，强化上下

联动，基层文体活动遍地开花；通过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着力打造职工身

边具有普惠性、群众性、趣味性的健康乐园。

“我们依托各直属工会和各文化体育协

会组织搭建职工活动平台，推进职工健康服

务与日常活动在基层的全面活跃，切实丰富

了职工业余生活。”密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过去一年里，该区总工会陆续组织开

展了 10余场文化体育活动，内容涉及垂钓竞

技、桥牌竞技、工间操等文化体育项目。

除了极具群众基础的体育竞技项目外，密

云区总工会还开拓创新，组织开展了很多极具

趣味性的职工文体活动。例如 2023年 4月举

办的“生态密云有我 运动牵手健康”户外寻宝

趣味打卡赛，就让200多名职工眼前一亮。

首次参加打卡赛的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职工

张杰说：“比赛设置很有趣，在比赛中既观赏了

公园里的好风景，又起到了运动健身的目的。”

前不久，由密云区体育局、区总工会和区

委区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2023 全民健身

科学指导大讲堂”系列活动，在密云区总工会

工人俱乐部开课。首场针对“久坐一族”的健

康讲座，吸引了 150余名职工参加。

“这次培训开展得非常及时，可以指导我

们在工作的同时进行科学健身。”职工王旭在

跟着老师完成一整套脊椎平衡方运动后表示，

“老师教授的这些方法很简便易学，希望以后

能有更多机会学习相关的健康知识，也希望能

带动身边同事关注身体健康、关注健康生活。”

据悉，大讲堂内容还涉及跳绳、掼蛋、科

学健身跑、健体气功及乒乓球、羽毛球裁判技

能等，课程吸引数百名职工前来学习，并将所

学带回到工作岗位上，助力本单位职工文化

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密云区总工会高度重视培养基层职工文

化体育活动骨干、培育基层特色文体品牌，促

进全区职工群众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不断提

高。目前，由密云区卫健委工会、鼓楼街道总

工会和密云城投集团工会联合会着力打造的

特色文化体育品牌工作已初见成效。

“职工文化体育工作是工会服务职工、凝

聚职工的重要载体，是提升职工健康素质的

重要途径，是维护职工健康权益的重要手

段。”2023年年初，密云区总工会下发“关于做

好 2023年职工文化体育工作的通知”，鼓励各

基层工会要深入了解本单位职工需求，结合

自身实际，利用好职工之家举办具有普遍性、

群众性、趣味性较强的职工文化体育活动。

经过不懈努力，密云区职工文化体育活

动已形成上下互动，遍地开花的局面，为全面

提升职工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注入了强

大的工会力量。

郑钦文晋级
澳网八强

北京时间1月23日，在墨尔本
进行的 2024 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
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
钦文2比0战胜法国选手多丹，首次
杀入澳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在大
满贯赛事中的最佳成绩。

▲郑钦文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胡泾辰 摄）

▶郑钦文在比赛中发球。
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新华社记者 梁婉珊 魏婧宇

22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

赛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赛区开赛。八天后，滑雪登山比赛

将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赛区展开较量。有些冰雪爱好

者想跨赛区观赛“十四冬”，那可要提前做好交通攻略，毕竟这

两个赛区可是相隔 1000多公里。

“十四冬”有四个赛区，最东边的两个赛区位于呼伦贝尔

市，海拉尔赛区的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为主赛场，各项冰

上赛事在这里进行，扎兰屯赛区的金龙山滑雪场将承办滑雪

登山、自由式滑雪等项目。最西边的赛区位于“北京向西一

步，就是乌兰察布”的乌兰察布市凉城滑雪场，此外还有赛区

位置居中的赤峰市喀喇沁旗美林谷滑雪场。

从海拉尔赛区开车到凉城赛区，有 2000 多公里的距离，

即使乘坐飞机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扎兰屯赛区距海拉

尔赛区最近，但也有 300多公里，如果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

中心欣赏完优美的花样滑冰，还想去扎兰屯看苏翊鸣亮相单

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比赛，驾车得四个多小时才能从海拉尔

到达扎兰屯的金龙山滑雪场。

相隔上千公里的赛区，对交通保障提出了挑战。因此，

“十四冬”筹委会和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采取了不少针对性的

保障措施。

目前，各大赛区已经准备就绪迎接“十四冬”开幕。四个

赛区相隔千里，将冰雪运动的魅力传遍内蒙古。愿所有前来

观赛的冰雪爱好者，能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领略冰雪飞扬

的激情。

内蒙古有多“长”？

“十四冬”四个赛区相隔千里

内蒙古队选手冯舒雨在“十四冬”单板滑雪青年组女子
平行大回转预赛中。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