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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足球赛事火热，校园足球风生水起——群众足球赛事火热，校园足球风生水起——

天山南北竞逐足球梦想天山南北竞逐足球梦想
本报记者 刘兵

近段时间，被称为“苏超”的江苏省城市

足球联赛高潮迭起，而数千公里外的天山脚

下，一场场“村超”赛事也在火热进行中——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县体育中心内人声鼎沸，该县乡村足球

超级联赛在欢乐的歌舞中拉开了帷幕。

连日来，《工人日报》记者在国家体育总

局组织的“体育助力‘文化润疆’”主题采访活

动中了解到，足球运动在新疆各地有着深厚

的群众基础，各类群众赛事火热，再加上校园

足球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朝着实现

足球梦想努力着。随着足球运动在天山南北

的广泛开展，足球文化悄然浸润着热爱足球

的人们，成为文化润疆的生动实践，绘就出一

幅幅民族团结的新画卷。

“村超”赛事热度持续

6 月以来，每到傍晚，精彩的“村超”赛事

就在伊宁县体育中心轮番上演。在观众的呐

喊声中，吉里于孜队和阿热吾斯塘队激烈交

锋，最终战成 1比 1平。

赛后，率先打入进球的阿热吾斯塘队选

手艾尔西丁有些“小失落”。他对记者表示：

“我们本处于领先，但后来没有把握好机会，

没能取胜挺遗憾的。”

记者了解到，本届赛事为期两个多月，将

持续至 8月底。首阶段由伊宁县 17个乡镇代

表队决出 10支优胜队伍晋级第二阶段，后续

10 强队伍与伊犁州各县市的 10 支队伍展开

巅峰对决。

据介绍，17支伊宁县乡镇足球队的队员身

份多元，他们来自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各基层

岗位以及学校等，但对足球的热爱是共通的。

现场观众也来自各行各业，老少齐聚。

据伊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村超”开赛以来，即便是工作

日，场上的观众也基本坐满，“如果是周末，那

就更火爆了。开幕那天现场观众达 1.36 万

人，网络平台观看直播人次近 30万”。

伊宁县火爆的“村超”赛事，是新疆群众

足球运动兴盛的一个缩影。该县首届“村超”

于 2023年启动，已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首

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2024 年，伊

宁县“村超”吸引游客 127.41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1.89亿元，成为当地推介旅游资源、提

升知名度的亮眼名片。

校园足球风生水起

不仅群众足球赛事火热，新疆的青少年对

足球运动也十分热爱。在城市街道和乡村角

落，记者不时能看到正在踢球的孩子们。

“注意规范动作，用力！”近日，喀什市第

三十六中学的足球场上呼喊声此起彼伏。这

里正是“儿子娃娃”足球队的训练现场，总教

练买买提江·马哈木提带领着 5名教练，指导

160 多名队员训练。买买提江站在场边，目

光紧盯队员动作与节奏，确保训练细节精准

到位。

新疆方言中，“儿子娃娃”是对勇敢坚毅男

子汉的亲切称呼。足球教练们不仅助力队员

提升技术，也教会他们不怕困难、敢于挑战的

精神。买买提江表示：“‘儿子娃娃’不仅是球

队的名字，更寄予了我们对孩子们的期望，希

望他们学会团结、勇敢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今年 14岁的阿里木江·阿比力克木司职

守门员，今年 3 月曾到西安参加国少队选拔

赛。他对记者表示，师兄们回学校分享成长故

事时，鼓励他既要读好书，也要踢好球，只有通

过刻苦训练才能进入更高的平台。“我憧憬着

将来有一天能代表国家队征战，为国争光。”

据悉，多年来，“儿子娃娃”队不仅向中超

俱乐部的青训梯队输送了多名小球员，更为国

字号球队培养出艾菲尔丁·艾斯卡尔、木塔力

甫·伊明喀日、西尔扎提·努尔、阿布拉汗·哈力

克 4名球员，使该校成为“国脚摇篮”。

根据记者的走访，新疆的足球特色学校

不仅训练精英球员，每周还利用两节体育课

面向全校学生普及足球，形成了人人参与、层

层递升的足球教育体系。

足球助力民族团结

作为一项集体项目，足球运动强调团队合

作与协同，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新疆

位于我国西部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

居。足球运动的广泛开展，起到了助力民族团

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来自喀什地区伽师县第三小学的艾斯

玛·艾克拜尔告诉记者，自从练习足球后，她

由一个腼腆内向的女孩变得开朗起来，“我们

的球队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沟通，我的

汉语水平提升很快，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足

球队小集体像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样，互相帮

助、共同成长”。

伊宁市第十五小学以塑造浓厚的足球文

化氛围，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在伊犁州的足

球特色学校中独树一帜。该校校长伊力努尔

表示：“通过足球文化和美术以及中国传统文

化相融合，孩子们更加热爱足球，也增强了他

们的爱国意识和报国志向。”

足球还拓宽了新疆青少年的成长空间，

让他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阿里木江曾到

西安、广州等多个城市，和全国各地的足球少

年踢比赛，交流踢球心得。“我每次出去都会

向新结识的朋友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邀请

他们来新疆做客。”

截至 2024 年，新疆已创建全国和自治区

两级足球特色学校 959 所，占中小学校总数

的 2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足球

人才的沃土，目前男足的 6 支各年龄段国家

队中，有 15名球员出自新疆。

本报记者 朱亚男

2026 年达喀尔青奥会于近日迎来倒计

时 500 天的重要节点。2026 年 10 月 31 日至

11月 13日，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将首次在非

洲大陆举行，武术也将首次在奥运舞台成为

正式比赛项目。

根据赛事安排，届时来自世界有关国家

和地区的 48名运动员，将参加武术项目男女

长拳全能和男女太极拳全能共 4个小项的比

赛，其中长拳全能包括长拳和棍术项目，太极

拳全能包括太极拳和太极扇项目。

国际武术联合会曾分别于 2001、2008 和

2011 年 3 次向国际奥委会提交入奥申请，并

一度入围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8 个备选项目，

但最终均无缘入选。此番成为 2022 年青奥

会正式比赛项目，是武术登上奥运舞台的第

一步。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国际武联秘书长张玉萍表示，武术是中国传

统体育的代表，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武术能够进入青奥会，对于中国体育而

言是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自信

的体现。

近年来，中国武术不断走出国门，走向全

世界。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教授张

长念表示，目前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共有四种

形式，分别为竞技传播、教育传播、传统传播

和演艺传播。张长念介绍，教育传播是以传

播中国文化、底蕴为根本目的，武术作为传播

内容，借助各类教学机构所开展的一种传播

形式，也是现如今国际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

如今，在许多国家开设的孔子学院中均

开设有武术教育课程，而且不少国外大中小

学的教育体系中也设有武术课程。部分孔子

学院通过与中国高校联合办学，打造出自身

的特色品牌，设立武术、中医等特色课程。例

如挪威卑尔根大学的武术特色孔子学院，是

与北京体育大学合作创立。武术不仅在教育

中作为主要内容，更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

首要载体，对于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了扎根国外开设武术课程，培养更多

的教练员也是教育传播的一种手段。今年 4

月，国际武联在江阴开设了武术套路教练员

培训班，共有来自 31个国家和地区的 50多名

教练员来到这里，接受了 7 位中国讲师围绕

长拳、棍术、太极拳和太极扇套路动作规格的

评判、演练水平的评分、常见错误与纠正方法

等内容的培训。

据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司红玉了解，

目前武术在国际化推广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文

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在国外武术的教学过程

中，会存在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因为语言

不通，就需要别人去翻译，翻译出来的意思可

能不是自己所想的，就会跟我表述的内容存

在差异。”除此之外，武术有很多的拳和动作

的发力技术不同，传承很不规范。比如形意

拳、八卦拳等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受到一定的

限制。

司红玉建议，未来需要培养武术文化

国际传播人才，加强对武术教练员、运动员

以及文化工作者的培训，提升他们的跨文

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积极参加国际体

育组织和文化组织的活动，争取更多的国

际认识和支持。“最重要的是深化武术文化

的研究和发掘，深入挖掘武术背后的文化

内涵和哲学思想，为国际传播提供更多有

价值的内容。”

张玉萍表示，武术不仅要“走出去”，还

要“走进去”“融进去”。“武术已经成为 2026

年达喀尔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太极拳被列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首个‘亚洲太

极拳日’诞生，‘国际太极拳日’正在积极申

报中……这些都是武术国际化传播的新亮

点。我们要进一步推动中华武术‘走出去’，

让武术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开展文

明互鉴的重要纽带。”

首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跻身青奥会，国际化推广形式多样

武术“走出去”迈出坚实一步

本报记者 莫荞菲

上午 9 点 30 分，吉林省珲春市第一小学

体育馆内传来此起彼伏的奔跑声和清脆的击

球声。学校手球队的 30 多名队员正利用课

间操时间，开展基本功和分组对抗练习。在

球场上，紧随着这群孩子满场跑动、指导动作

要领的一个年轻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范元祺是延边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四

学生。今年3月，他通过吉林省体育支教志愿

服务活动，与5名同学一起前往珲春市各中小

学开展支教工作。在珲春市第一小学，他不

仅每天承担 2到 3节体育课的教学任务，还负

责学校手球队日常3至4个小时的训练工作。

珲春市第一小学手球队成立于 2024年 8

月，是响应吉林省体育局号召组建的一支新

队伍。范元祺接手这支年轻球队后，发现队

员们普遍存在基本功薄弱的问题。为此，他

制定了一套细致的训练计划：从强化脚步移

动能力，到细致讲解进攻时机，再到逐一纠正

射门动作，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珲春市第一小学体育老师赵长虹告诉记

者，范元祺的到来给学校体育课带来了蓬勃

朝气。“他会在互联网上搜寻新颖的授课方

式，将趣味游戏巧妙融入体育课堂。现在我

们的学生更喜欢上体育课了，训练也更加投

入，报名参加手球训练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样的改变是双向的。谈及支教感受，

范元祺眼中闪烁着光芒：“我通过支教增长了

教学经验，也从学校老师身上学到了许多宝

贵的教学方法。”他坚定地表示，“毕业后，我

希望能前往祖国的偏远地区任教，继续为青

少年体育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悉，2025 年，吉林省体育局在吉林体

育学院、延边大学等 5 所省内高校选拔了 40

名在读研究生和优秀本科生，前往珲春、敦

化、安图、梨树、辉南 5 个县（市）的 21 所体育

资源匮乏的中小学校支教。

记者在珲春市、安图县等地的学校走访时

发现，这些体育支教志愿者不仅协助当地学校

开齐开足体育课，缓解了当地体育师资力量不

足的问题，还结合自己专业所长，在足球、排

球、田径、武术、轮滑等多个项目上，给当地学

生带来了专业的体育知识、技术及科学的训练

方法，点燃了孩子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

在体育支教志愿者到来之前，两江镇中心

小学五年级学生王睿从未想过自己会与武术

结缘。课间时分，王睿常常主动找支教老师请

教八极拳的要领，而老师总会耐心地为他分解

每一个动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老师那样

打出刚猛的拳法！”

记者了解到，今年随着“每天一节体育

课”政策在吉林省及全国多地陆续推行，基层

学校体育师资建设也迎来新挑战。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王海男对记者

说，全校一周总计300个体育学时。体育支教

志愿者加入后，有效纾解了原有体育老师的教

学压力。但他也坦言，现有师资规模仍无法满

足学生对于优质体育教育的需求。

吉林省体育局青少处处长李崇生表示，

为了更好地开展体育支教工作，体育部门计

划与教育部门加强合作，深入了解基层学校

体育教师缺口情况，以便共同制定年度支教

志愿者计划，为基层体育教育注入持续动能。

刘颖余

“体育赠我一道伤，又教我重燃斗

志昂；体育赠我一场败，又让我逆风更倔

强。有人振臂呼，有人泪满眶，凭一分坚

持，驰骋在赛场！拼一拼，闯一闯，向前

冲！好未来眷顾勇者，人生新赛场！”

日前，2025 年上海市优秀运动员

退役仪式在崇明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随着主打歌《体育赠予我的》在舞台上

响起，整个基地都洋溢着别离的气息，

91 名优秀运动员就此脱下战袍，奔赴

人生新赛场。自 2017 年起，上海已连

续 9 年举办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表

达对退役运动员的尊重与感谢。

这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仪式，

更是一堂生动的体育公开课。

不得不说，“体育赠予我的”是一个

特别好的命题，需要厘清，也值得追问。

体育赠予什么？对于每一名运动

员来说，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答案。

体操世界冠军范忆琳的回答是：

“5 岁那年，我抓着高低杠的手还够不

到铁架，但眼里已闪着光，19 年体操

生涯，我用多枚金牌书写了倔强，也用

无数次跌倒诠释了永不放弃的誓言。

凌晨 5 点起床训练的自律，0.1 秒腾空

时依然清醒的专注，落后时笑着向对

手鼓掌的格局。这些，才是体育赠予

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该拼的时候，绝

不退缩——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也

是对每一位追梦人的赠言。”

自律、专注、敢于拼搏，永不言弃，

同时也接受失利，这是体育赠予范忆

琳的，也是范忆琳成为范忆琳的原因所在。

体育是勇敢者的游戏，但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天生勇

敢。他们或多或少都曾感到胆怯和彷徨。蹦床运动员吴

泽锋因为胆子小只愿在海绵坑里训练而被教练戏称“坑

王”；射击运动员潘郑第一场比赛紧张到发抖，“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全忘了”；花样游泳运动员张子轩更是表示，自

己一开始非常讨厌水，“因为自己一次次被扔进泳池”。

但随着不断接触体育、拥抱体育，这些胆怯、彷徨、犹

疑，终究成了过去。

花样游泳运动员张海亚表示：“我以前很内向，接触

体育后，自己慢慢敢冲敢拼了，也比较开朗了。”田径运动

员胡涛笑言：“很恨这个项目，也很喜欢这个项目。曾经

有无数次想放弃，但是第二次又重新站起来了。”

体育改变着每个人，不只是体魄，还有意志、品质乃

至性格和人格，体育能强身健体，更丰满、充盈、强大着每

个人的内心，这正是体育赠予大家的力量。

这一场盛大的仪式，也唤起了社会对于退役运动员

的体察和关爱。曾几何时，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问题是

一个全社会都关注的热门话题。才力英年早逝，张尚武

街头卖艺，邹春兰成为搓澡工……凡此种种，都无不刺痛

着社会的神经。这些年来，专业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得到

了空前重视，体教融合已成全社会共识，运动员“头脑简

单、四肢发达”的固化印象早已不复存在，退役运动员的

安置问题也有了各种合理的制度安排，这是体育逐渐生

活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表征。

专业运动员对体育有更多刻骨铭心的爱，也会有更

加深刻的理解，感谢这些即将退役的运动员，让世人可以

重新审视体育对于人生的价值，体育赠予他们的，其实也

是体育可以赠予每个普通人的。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力推“运动员入校实训”，

让那些优秀运动员到普通中小学中去，帮助退役运动员

积累转型从事学校体育训练工作的经验。实训经历会给

学生种下积极向上、热爱体育、勇于挑战的种子，也有可

能让运动员找到新的人生赛道，这是一种美好的双向奔

赴，是名副其实的体教融合，也是专业体育对于社会体育

的反哺，倘能坚持做下去，受益的将不只是运动员，更有

无数随时可能爱上体育的孩子。

愿全社会、每个人都能唱响《体育赠予我的》这支

歌。相信吧，体育是公平的事，

你爱体育，体育也将爱你；你拥

抱体育，体育也将拥抱你。

体
育
赠
予
我
的

破解师资短缺难题，提升基层

体育教学质量

体育支教赋能双向成长

当地时间6月 23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总部
举行主席职位交接仪式，津巴布韦的柯丝蒂·考文垂接
替托马斯·巴赫，正式就职国际奥委会第十任主席。这
一时刻标志着国际奥委会的新旧交替，预示着未来新
的发展方向和挑战。

考文垂是国际奥委会创立 131 年来首位女性主
席，也是首位来自非洲的掌舵人。

巴赫自 201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 125
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领导
奥林匹克运动 12年之久。在 2025年 3月于希腊举行
的第144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他又被选为国际奥委
会名誉主席。

◀托马斯·巴赫和柯
丝蒂·考文垂（左）在主席
职位交接仪式上。

▼柯丝蒂·考文垂在
主席职位交接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 连漪 摄

考文垂正式就职国际奥委会第十任主席考文垂正式就职国际奥委会第十任主席

霹雳舞亚锦赛即将上演中日选手巅峰对决
据新华社电 2025 年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WDSF）

亚洲霹雳舞锦标赛和亚洲青年霹雳舞锦标赛将于 6月 27
日至 29日在上海黄浦区卢湾体育馆举行，赛事组委会 23
日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两项赛事将吸引来自亚洲

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此前在奥

运会和世锦赛上大放异彩的世界顶尖选手。

中国队将派出巴黎奥运会女子铜牌得主刘清漪、奥运

选手亓祥宇以及上届世锦赛铜牌得主王瑞苗等多位顶尖

选手，日本队将派出亚运会冠军半井重幸领衔的强大阵

容。中日选手之间的较量将是本届比赛的主要看点之一。

黄浦区体育局局长潘敏虹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

赛事组委会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从场地设施升级

到裁判团队组建，从双语志愿者配备到医疗安保安排，相

关保障措施已覆盖赛事服务、语言交流、应急处置等多个

方面，力求为参赛人员和观众提供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

与周到细致的服务。

北京时间6月24日，在美国迈阿密进行的2025年国
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世俱杯）A组小组赛中，美国迈阿
密国际队2比 2战平巴西帕尔梅拉斯队，两队同积5分，
携手小组出线。图为迈阿密国际队球员梅西在比赛中
射门。 新华社记者 李明 摄

迈阿密国际队世俱杯小组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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