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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的全运会上， 上海U20男足
在决赛中通过点球战胜了浙江队， 史无前
例地获得了全运会足球U20组的三连冠 。
除此之外 ， 上海队也拿下了男足U18组 、
女足成年组与青年组的3个冠军， 这也意味
着上海足球队包揽了本届全运会除去今年
新添加的城市组之外所有足球比赛的冠军
金牌，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成绩。

上海足球如今能够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可以说是青训的胜利。

沪上足球， 还谢根宝

其实追根溯源，上海的青年足球能够获
得如今的成就， 老帅徐根宝算得上居功至
伟。当年在中国顶级联赛急流勇退的徐根宝
在崇明岛十年磨一剑，和一帮小孩子们用汗
水换来了2009年全运会男足U20组的金牌，
在那批孩子中有着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名
字：颜骏凌、李运秋、王燊超、蔡慧康、武磊、
曹赟定、姜至鹏、张琳芃……他们现在即使
不是现役国脚，大部分也都能够在中超球队
踢上主力，可以说是成材率非常高的一批队
员了。这支全运会冠军在日后成为了上海上
港的前身上海东亚。

徐根宝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异常忙
碌。 由于他收购了西班牙小球队洛尔卡，这
支球队在上个赛季的西乙B联赛中表现优
异，徐根宝也已经成为了这座小城市的风云
人物。 虽然打开了海外市场，但老帅并没有
忘记上海足球，今年全运会他亲自挂帅上海
U18男足。 这支球队在今年4月的时候遭遇
劲敌广东队，可惜0∶1负于对手，最终只能通
过附加赛晋级正赛。 在决赛中，他们遇到的
是近几年从未战胜的四川队(小组赛阶段上
海队曾 0 ∶0战平对手 ) , 但他们还是顶住
压力2 ∶1赢下比赛，最终获得冠军。

这已经是徐根宝 “归隐崇明” 之后带

出的第3批球员， 除了他之外， 成耀东也为
上海足球付出了很多。 本届赛事， 前申花
铁卫率领U20男足实现三连冠， 俨然是一
个 “小根宝”。 师徒二人双剑合璧， 真可谓
是所向披靡， 上海足球有他们这样肯投入
精力、 投入财力和物力认真搞足球的本地
教练员， 真是一大幸事。

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

党的十六大以来， 将科学发展观作为
重要战略思想。 该理论的第一要义便是以
人为本， 但我们在足球领域却完全忽视了
这一问题， 始终在背离科学走弯路、 错路，
然而上海市足球的发展却给了我们做了一
个很好的示范。

人们总是吐槽中国足球喜欢 “外行管
理内行”， 然而在上海却杜绝了这种现象。
上级部门将上海足球的未来委托给了徐根
宝， 后者自然是邀请了与自己打拼多年的
老战友来一同搞足球 。 杨礼敏 、 徐祖宝 、
王仲春等一个个从事多年青少年基层教学
的 “老人” 成为徐根宝的左膀右臂， 一同
努力。 成耀东也有着贾春华这样的出色教
练员支持。 可以说， 吸收大量专业人才是
上海足球能够成功的一大关键。 此外， 上
海市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相关领导
在2009年全运会夺金之后， 就开始制定一
套完整的培养计划。 他们在全市建立起来
10个精英培训基地， 同时引入市场化运作，
达到去 “体制化” 的目的， 让青少年足球
完成了一次蜕变。

中国足球始终羸弱的另外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比赛数量
都少得可怜，而上海的几支全运队都获得了
大量的实战经验。例如徐根宝曾经带领这支
U18队前往西班牙拉练，反复与当地球队进
行切磋，一段时间下来进步非常明显。

由此可见， 上海青少年足球的成功绝
非偶然， 正是因为相关从业人员遵循足球
运动发展规律 ， 采取了科学合理的办法 ，
才有了如今三连冠伟业。

反观北京， 不容乐观

看到上海的足球现在如此火热，反观我
们北京，用“惨不忍睹”4个字来形容一点都
不过分。在全运会上，北京队已经连续2届没
有进入前8。 全运会的足球比赛分为预赛和
正赛两个阶段，在大赛开幕之前，要进行预
赛，2013年和2017年， 北京队在预赛阶段就
被淘汰出局， 根本都没有进入小组赛的机
会，无论是U20还是U18，这样的成绩确实是
非常糟糕的了。要知道在这几年北京足球在
职业联赛中的成绩虽难称顶级，但也绝对算
得上一支劲旅， 然而青少年的成绩如此糟
糕，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其实，北京足球人
才断档绝非一朝一夕，早在20年前就已经暴
露出问题。全运会足球是在1997年开始改为
U20队参赛，之后的6届比赛(仅统计U20阶
段)，北京队总共3次进入前8名，然而却没有
一次进入前4，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很难
突破小组赛重围。遥想北京国安当年集体打
包威克瑞，沈祥福带领“18棵青松”战甲A，
也是人才断档下无奈之举。

北京足球人才断档的源头问题在于缺
少踢球的孩子和球队青训机制。 伴随着北
京这座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 给予孩子们
踢球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甚至最终沦落到
没有孩子愿意踢球的窘境， 这是相当可怕
的。 这一现象最为极端的情况出现在2009
年左右， 当时每年夏天由 《北京晚报》 组
织的百队杯， 已经不足200队参加。 另外，
北京国安多年以来在青训上的疲软也是一
大症结所在。 作为北京最老牌的球队， 国
安在青少年培养上一直没有做出表率， 球
队新老接替已经持续数年， 始终没有彻底
完成。 按照老帅金志扬的说法就是： “成
了一棵树， 毁了一片林”， 国安还在用非常
落后的办法在搞青训， 这与其他球队比起
来已经没有竞争力。

虽然全运会惨败， 但我们也要对北京
足球的未来抱有信心。 首先， 在中赫集团
入主国安队之后， 已经在青训上面加大投
入， 不但在顺义区建立基地， 而且还聘请
荷兰的青训专家来进行指导。 另外， 俱乐
部在今年夏天也赞助了百队杯， 让这个有
着30多年历史的 “老字号” 容光焕发。 人
大附中三高和北京东城等青少年队伍在青
少年赛事中也保持了一定竞争力， 这对北
京足球来讲都是利好消息。 吸引更多孩子
踢球， 踏踏实实做青训才是关键。 大城市
绝不是搞不好青训的理由， 上海可以做好，
北京同样可以做好。

有收获也有隐忧
透过全运看京城两大球：

四年一度的全运会已落下帷幕。 北京代表团收获30枚金牌， 创五届全运会以来夺金
数最多。 在备受关注的篮球、 足球两大项上， 北京队收获了 “一喜一忧”。 在篮球项目
上， 以锻炼年轻人为目标的北京队取得了第五的好成绩， 也让人对重建的北京首钢倍加
期待； 在足球赛场上， 上海队的成功则为成绩不佳的北京队好好补了一节 “青训课”。

通过上海看北京，双城青训反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