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法卫文工会系统职工三项全能比赛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随着
2023北京文化论坛日益临近，作
为其重要配套活动之一，“大戏看
北京”2023展演季近日如约而至。

本届展演季共设大剧场展
演、 小剧场展演、 精品演出进高

校、“北京国际电影节”秋季展映、
戏剧沙龙、云剧场等六大单元。

作为展演季的主体单元， 原
创话剧 《西去东来》、 舞剧 《五
星出东方》、 原创音乐剧 《觉醒
年代》， 以及京剧 《锁麟囊》、 昆

曲 《国风》、 评剧 《蒲柳人家》、
北京曲剧 《正红旗下》、 大型奇
幻舞台剧 《猴王·花果山》、 伦敦
西 区 原 版 亲 子 剧 《 恐 龙 世 界
LIVE》 等30部精彩剧目将在大剧
场展演单元亮相。

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作为

2023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动 ，
第 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近日启
幕。

本届文学月以 “十月” 文学
品牌为核心 ， 聚焦文学出版主
业， 通过线上线下开展近百场精
彩的文化活动。 围绕 《十月》 杂

志创刊45周年、 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建社40周年， 策划举办一系
列纪念活动 。 此外 ， 还策划了
“金秋惠民书香节” “十月悦读”
系列大众文学活动等一批贴近大
众的文学活动， 大力推进 “书香
京城” 建设， 进一步掀起文学热
潮、 阅读热潮。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摄影大展日前开幕。
本次摄影大展包括 “共享蓝天” “共享安宁” “共享和谐” “共生共
荣” 四个板块， 精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100幅作品， 通过展示世
界各地的文化遗产， 不同国家的历史、 文化和自然景观， 在跨越山
海、 联通世界的未来中推进文化交融， 增进文明互鉴。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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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比赛匮乏

确保未来的竞争力

中国U15男足国家队荟萃这
一年龄段的优秀选手。 在东亚足
联U15男足锦标赛中国队面对韩
国和日本队的比赛前， 中国队教
练组相信本队球员的实力， 鼓励
他们在比赛中勇敢进攻。

孩子们用冠军奖杯回报了教
练组的信任， 在8日的决赛通过
点球大战以4∶2击败日本队 ， 此
前的小组赛以1∶1战平韩国队。

一位中国队教练说， 中国球
员在本次锦标赛中碰到的日本和
韩国球员， 不少可能是他们整个
足球职业生涯要一直面对的对
手。 中国孩子在比赛中证明自己
并不逊色。 当务之急是确保他们
能够持续地、 稳定地提高， 成年
之后也能与日韩球员抗衡。

足球运动员的成长需经历千
锤百炼。 高质量比赛是至关重要
的锤炼手段。 这是国际足球界的
共识。

中村雅昭表示， 日本球员从
小就能参加众多高质量比赛， 是
日本足球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他
说： “日本青少年每周都能参加
高质量的足球比赛， 他们能不断
积累经验 ， 提出更高的自我要
求， 确定更高的目标。 因此， 他
们一直在进步。”

与日本相比， 中国青少年足
球领域严重缺乏高质量的比赛，
现状堪忧。

优质比赛的价值

在备战与韩国、 日本队的比

赛时， 中村雅昭提醒球员： 一定
要在比赛中提升节奏， 加快攻防
转换。

节奏快、强度高，是中国队员
对这两场比赛的最深感触。 队长
张洪福说：“与韩国队的比赛一开
始我们感觉不适应。 国内比赛没
有这样的节奏和强度。 他们的节
奏快，逼抢凶狠，我们需要更果断
地处理球，要比对手节奏更快。 ”

中场球员姚俊宇说， 他在比
赛中发现自己处理球的时间和空
间都被大幅压缩。 “他们给我的
压力比国内同年龄段的比赛大，
所以， 我们必须要踢得更简练一
些。”

激烈的比赛， 迫使队员动脑
思考去应对压力， 去提升自我。
他们的心理抗压能力也在潜移默
化地提升。

大赛中的心理压力是看不
见、 摸不着， 但却能切身感受到
的。 中国队教练组认为， 中国有
的球员在比赛中出现失误， 是因
为初次参加国际比赛， 心理压力
太大， 导致身体发紧， 技术发挥
失常。 在与韩国、 日本队的比赛
中， 中国队都创造出了单刀球的
机会， 但未能破门， 他们技术失
误的背后也有心理层面的原因。

压力既需球员自身克服， 也
需教练帮助。 对阵韩国队中场休
息时 ， 中国队队内氛围有些凝
重， 球员显得心事重重。 中村雅
昭小声提醒神色严肃的教练组和
工作人员 “微笑”。 大家的微笑
驱散了凝重的氛围， 球员也随之
显得轻松起来。

“我们赛前有些紧张， 因为
有种未知感， 以前没有和韩国队

碰过。” 张洪福说， “通过这场
比赛， 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打法、
他们的重点球员 ， 知道如何应
对、 如何寻找突破口。 下次碰到
他们， 就不会紧张了。”

在经历与韩国队激烈比拼的
洗礼之后， 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
比赛中表现明显提升， 敢于放开
手脚与对手打攻势足球。 “与韩
国队的比赛增强了我们的自信。
对于日本队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可
怕的。” 一位球员说。

中村雅昭认为， 球员参加大
赛心理方面的收获最为重要。 他
说： “比赛和训练效果不同。 训
练是在一种自由的、 没有压力的
环境下进行的。 高水平比赛强度
高， 节奏快， 给球员带来的压力
也大。 心理有压力， 技术发挥就
会受影响 。 心理抗压能力提升
了， 技术也就能更多发挥出来。”

高质量比赛的巨大价值， 在
训练中无法取得 。 有关专家认
为， 这支U15中国男足每年至少
需踢15至20场高质量的比赛， 才
能持续成长， 未来可与同年龄段
的日韩球员抗衡。

优质比赛的缺失

张洪福和姚俊宇都是6年前
开始接受较为专业的足球训练，
一个在恒大足校， 一个在鲁能足
校。 两人一个是中后卫， 一个是
攻击型中场， 多次在比赛中直接
对抗。

“过去六年， 我们就和他们
比赛了。” 姚俊宇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姚俊宇此言反映了一个现

实： 国内U15年龄段球队中， 实
力接近的， 仅有恒大、 鲁能足校
等寥寥几支队伍。 他们之间的比
赛质量较高。

据记者了解， 全国各地13岁
以下即小学阶段的比赛很多。 某
地方足协的青训教练说， 有的小
学生一年要踢100多场比赛；比赛
太多，让孩子产生厌烦情绪。但13
岁到16岁之间的球员能够参加的
比赛骤然减少，有质量的更少。比
如对于U15这个年龄段的球员 ，
一些地方就举办所谓的“锦标赛”
或“联赛”，为期大约一周，主要目
的是为了考核球员办理等级证
书。比赛结束后，球员就无固定赛
事参加，很多时间都在训练。

为了解决青训球员比赛较少
的问题， 中国足协希望能打造出
如 “太阳系” 一般的全国青少年
足球竞赛体系。 中国青少年足球
联赛 （以下简称 “中青赛”） 是
这个 “太阳系” 的核心。

中青赛为很多球队提供了难
得的比赛机会。 南京雨花台中学
负责足球事务的体育老师吴伟
说， 他们球队是南京冠军， 鲜有
对手， 缺乏高质量比赛一直是他
们头痛的问题。 “我们每年需踢
40场高质量比赛。 中青赛有些比
赛质量较高， 但数量不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中青赛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和一个担忧。

根据赛制设计， 中青赛分为
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阶段。
全国总决赛由联赛赛事办公室承
担， 组织有序。 预选赛由地方负
责， 这里存在隐患。 一位地方足
协工作人员说， 各地预选赛组织
情况好坏不一， 有些为节省经费

而有应付之嫌， 赛事质量无法保
证。 这是一个亟待改正的问题。

有些地方组织者用心， 比赛
组织得有声有色。 中国足协一位
负责青训的工作人员说， 重庆足
协2021年创办的重庆市足球青训
联赛， 正在成为一个地方精品赛
事。 比赛设U13、 U14两个年龄
组， 实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 由
于多支球队实力相当， 彼此之间
的比赛打得精彩激烈， 对于球员
的锻炼价值很高。 “我们需要各
地有更多重庆青训联赛这样的赛
事。” 这位工作人员说。

中青赛为不少球员提供了一
个难得的参赛和成长的平台。 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 各地普遍担心
中青赛赛制会有大的改动， 更怕
推倒重来。 一位地方足协工作者
说： “很多足球特色校和地方队
都是根据中青赛确定招生和建队
计划。 如果中青赛赛制大变或者
停办， 牵一发而动全身， 地方学
校和球队都得随之而变， 大量球
员将受到影响。 中青赛是中国足
协协调各个方面苦心设计和组建
起来的平台， 务必要保持稳定发
展， 千万不要折腾了。 折腾伤害
的是孩子和中国足球的未来。”

稳定是质量的保证。 随着中
青赛持续良性发展， 赛事质量也
将逐渐改善。这是一个长期工程。

中国U15男足国家队的一位
技术专家认为， 为保证这支国家
队球员今后实力稳步提升， 眼下
之计是创造条件让他们多参加高
水平的国际赛事， 同时赛事组织
者需努力调整中青赛等国内赛
事， 提升质量。 这也需要长期的
耐心。 据新华社

中国U15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中村雅昭三个月前从日本来到中国时， 惊讶地发现中国有不少优秀的
足球苗子。 他说： “我和很多日本教练都认定中国足球后备人才不足。 事实并非如此。”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宗晓畅）
北京市政法卫生文化工会近日在
通州绿心活力汇举办系统职工
“工间操·跳绳·投篮” 三项全能
比赛， 共计23支代表队610名职
工参赛。

比赛共设置第九套广播体
操、 集体 “8” 字跳绳、 定点投
篮等三个项目的展示与比赛。 参
赛运动员精神饱满， 团队成员之
间高度协同配合， 提升了凝聚力
和向心力。 经过紧张而激烈的角
逐，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
得一等奖， 北京市卫健委等3个
单位获得二等奖， 北京市文物局
等6个单位获得三等奖。

据了解， 本次比赛是北京市
政法卫生文化工会组织开展的一
项综合性 、 群众性全面健身比
赛， 旨在通过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 以赛促练， 形成有效示范

引领， 激发更多职工爱上运动。
今后， 市政法卫文工会将进一步
深入了解基层职工具体需求， 积

极组织开展更多喜闻乐见的活
动， 为职工搭建体育文化交流的
平台。 本报记者 曹立栋 摄

———中国足球后备人才成长之痛

““一一带带一一路路””沿沿线线国国家家世世界界文文化化和和自自然然遗遗产产摄摄影影大大展展开开幕幕

30部精彩剧目将亮相“大戏看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