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北京市体育局指导，北京市

足球运动协会主办的华彬未来之

星———第九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日前在北京举行。

本次赛事吸引了8支球队参加，

其中，国内球队分别为北京U15队、

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U15队、长春

亚泰U15队、陕西足协U15代表队；

国外球队分别为白俄罗斯明斯克

U15队、日本神奈川U15选拔队、韩

国济州联U15队、泰国清迈U15

队。比赛中，各参赛队不仅展现了

对足球的热爱，也彰显了彼此间

的尊重与友谊。

赛场上奋力比拼，赛场下相

互交流。大家同场竞技，增进了

彼此间的友谊。国内选手表示，各支参赛

队伍实力都很强，大家都尽情展示自身

实力，发扬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为了增进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

流，本次赛事组委会精心安排了一系

列文化交流活动。参赛队不仅参观了

北京的颐和园、居庸关长城、奥运会场

馆等地，还通过学习书法等活动，让国

外球员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感受中

国文化魅力。这些互动环节丰富了球

员们的赛事体验，加深了国外球员对

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促进了国际

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为孩

子们留下难忘的回忆。

来自白俄罗斯的一位球员说，中国

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参观历史古迹，

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让他进一步了解了

中国。同时，通过足球赛事，也让他结交

了中国朋友，这次比赛太有意义了。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帮助小选手们

交流，赛事组委会还为每支国外球队配

备了专业的翻译和球队经理，在消除语

言障碍的同时，加强各支队伍间的合作

与理解，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球员互

相学习和尊重，增进友谊。

北京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不仅

是国内外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展示技术

的平台，也促进了体育与文化的深度融

合。通过这一足球赛事，各国参赛选手

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文化理解和友谊。未

来，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足球运动协

会将进一步扩大“长城杯”的国际影响

力，不断推动青少年足球发展，进一步

增进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助力青少年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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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 宁

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入选湖北省体教融合示范区试点

建设城市以来，坚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翼齐飞、体育和

教育共融共建，试点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根据自身实际，奋

力打造体教融合“枝江模式”。

聚合“三大力量”

枝江市委、市政府成立枝江市体教融合领导小组，由市长

任组长，分管市领导任副组长，体育、教育、财政等部门为成

员。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体教融合试点建设工作，印发《枝

江市体教融合试点建设工作方案》，分管市领导先后3次召开

成员单位会议，安排部署和检查督办体教融合试点工作。湖北

省体育局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等帮扶单位派出专家团队到枝

江市调研指导体教融合工作，并深入仙女小学、易搏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现场进行培训指导。与三峡大学体育学院无缝对接，

在篮球、排球、足球、武术等16个项目上开展结对共建，将派驻

32名教练员轮流到枝江市开展培训。同时，聚合社会组织的主

动推进力，以枝江市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为抓手，成立拳

击、跆拳道等体校分校，开展体育教学培训活动，挖掘和培养

有竞技潜力的体育后备人才。挂牌成立了湖北省足球学校枝

江分校、湖北省体育局崇仁体育培训中心枝江游泳分校。截至

目前，全市共培育体育俱乐部（协会）等社会组织7个，拥有各

类体育师资208人、体育后备人才441人。

融合“三共进程”

枝江市坚持赛事共办，体育、教育部门共同制订年度竞

赛计划，分别组织实施各级各项赛事活动。每年春季组织各

学校举办综合运动会或体育节；每年秋季组织各学校运动队

参加全市综合性运动会、专项校际联赛等赛事，为全市年度

冬训选拔人才。坚持特色共创，巩固体校、学校、社会组织三

大阵地，完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按照“一校一

品”“一校多品”的模式，形成学校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引导

体校与学校加强合作，采取“跨校走教、共享教师、送教跟读、

独立办班”等方式，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点单式”服务。近年

来，枝江市体育局、教育局先后联合评定命名2所高中、2所初

中、4所小学为第一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坚持资源共享，首先是体育场馆

共享共用，整合体育部门和学校体育场馆资源，统筹举办各类赛事；其次

是体育苗子互培共育，完善市、校两级竞赛选拔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成

立由27名教练组成的教体联合教练组，组织各学校运动队加强常规训练；

最后是体育人才互通互用，选拔并组建全市各类运动队，集中开展夏训和

冬训，统筹安排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参加湖北省、宜昌市体育竞赛活动。

健全“三项机制”

枝江市建立体育人才引进机制，设立全市体育人才库，统筹推进体育

教师、教练员共享使用；争取对口帮扶单位的支持，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统

筹安排体校和俱乐部教练员进入学校兼任体育教师；引进急需紧缺、高层

次体育人才，充实体育师资、教练员队伍。建立荣誉奖励机制，认真执行国

家在校学生运动水平等级认证标准，规范本地运动员的培训、参赛和流

动，加强青少年运动人才保护。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制定出台《枝江市少

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改革发展实施意见》，统筹整体发展规划；出台《枝江

市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竞技体育经费管理补贴办法》《枝江市体育社会

团体发展星级创建活动考评细则》。

本报讯 2024年“奔跑吧·少年”

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安徽省

第二十届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近

日在池州举行，近千名青少年舞者尽

情享受体育舞蹈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本次比赛由安徽省体育局、省教

育厅主办。共有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

90支代表队约1400名运动员、教练

员、裁判员参加。比赛设拉丁舞、标准

舞两个项目，分为高校组、青年组、少

年组、少儿组、幼儿组5个组别。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选手轮番登

场，互飙舞技，向观众展示着体育

舞蹈的魅力。

体育舞蹈融体育与艺术于一

体，深受青少年喜爱。本次比赛为

广大青少年选手搭建了展示交流

的舞台，不仅推动了池州市体育舞

蹈项目的发展，也促进了安徽省青

少年体育文化的交流融合。

（顾 宁）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7月27日，在北京进行的CBA选秀大会上，身高1.80

米、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后卫张禹童被宁波

富邦俱乐部选中。从当年因为身高原因无缘学校篮球社，

再到如今成为CBA球员，张禹童继续在自己热爱的篮球

之路上执着前行。

张禹童2004年出生于北京，从小喜欢篮球，2017年曾

经在李宁3对3全国少年篮球联赛中获得冠军。后来，他参

与了首钢雏鹰计划的选拔，在入选训练营的几十个小球

员中他是最矮的那一个。

初中阶段，张禹童在一所国际学校就读，本来他希望

在兼顾学业的情况下加入学校的篮球社，但是因为身高

原因没能获得教练的青睐。带着对篮球的热爱，在家人的

支持下，他在初三的时候远赴美国洛杉矶留学。

到了美国之后，张禹童直奔学校的篮球队，申请加

盟。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美国高中的一些篮球校队有三

四支队伍，教练会根据球员的实力将其分配到合适的队

伍，身高不会成为入选的障碍。

“每天的训练在放学后进行，在训练中的表现决定你

是否能有比赛机会，我正式开始了团队篮球之旅。”张禹

童回忆说，“这边有很多的比赛体系，比如周一到周五有

校内联赛，而周六、日有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比

赛，球员们会有充足的比赛来提升自己的经验。”

为了有更多的参赛机会，张禹童4年里辗转了

3所高中，最终在高三下学期和高四进入了哈登的

母校阿蒂西亚高中，并且成功地打上了首发控卫。

在美国高中打球期间，张禹童很少遇到华人球

员，偶尔会遇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球员。同是亚裔球

员，他们往往在控卫线上发挥着很强的黏合作用，这

点给了张禹童很大启发。他说：“身高确实是篮球场

上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像河村勇辉

这样的球员已经证明，身高劣势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弥

补。对于我们这些身高不占优势的球员来说，关键在

于提升技术和技巧，利用速度和灵活性，发挥篮球智

商，保持良好的体能和耐力，坚守积极的心态和不屈的

意志，并重视团队合作。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在篮

球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自己的价值。”

此次回国参加CBA选秀，张禹童是为了完成自己

从小就有的职业梦想。

“篮球是我最热爱的陪伴，也是我付出汗水最多、经

历最专业的训练后沉淀下来的技术。在美国我也经历了

美高联赛，了解和擅长团队篮球的体系。我希望带着这份

热情和技术回归到自己国家的舞台，把这份经历、成果展

现给关注我的人，也希望可以给更多有梦想的篮球少年一

个美好的憧憬。”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顾 宁

2024年第十七届中韩青少年体育

交流活动第一阶段活动日前在韩国光

州广域市落幕。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文

化体育交流为两国青少年架起民心相

通的友谊之桥，为体育文化事业的交

流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中韩青少年体

育发展。活动为期7天，设篮球、乒乓

球、羽毛球三个项目，共160名运动员

参加了活动。

此项活动为中韩青少年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场下亲密无间、欢

声笑语，场上神情专注、全力发挥。篮

球场上攻防转换、你来我往，羽毛球场

上，打吊结合、斗智斗勇，乒乓球场上，

你推我挡、银球飞舞。

“非常高兴来到韩国光州参加中韩

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这几天与韩国青

少年选手在一起训练、比赛、交谈、分享，

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相互鼓励，不断成

长和进步。”乒乓球运动员刘春妙说，作

为一名“重庆娃”，很喜欢光州的食物，

也向韩国的小朋友介绍了她的家乡重

庆，邀请他们到重庆旅游观光。

乒乓球教练胡俊超说，本次比赛是

五单两双的团体赛，培养了大家团队协

作的能力，加深了对团队精神、拼搏精

神的理解，增强了队员们的自尊心和自

信心。队员们在竞技中体味胜利的甜

美，同时也在失败中得到成长，这或许

就是举办体育活动的重要意义。“这次

交流给队员们提供了一个竞技的舞台，

让运动员能够通过技术和体能的比拼

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和技艺。”

羽毛球教练潘晓庆认为：“参加这

次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队员们能接

触到不同的训练方法和技术风格，相

互学习借鉴，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技

能水平，也能了解韩国体育的发展状

况、训练理念和竞赛模式，丰富个人对

体育的认知和经验。同时我们也能从

中研究和学习韩国队伍的战术策略，

为自身战术的创新和优化提供思路。”

这次体育交流活动还安排了文化

探访，了解韩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

融合，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包容。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好奇又激动。”篮

球运动员喻楚森说，“第十七届中韩青

少年体育交流活动的举办让我们跨越

国界，共享运动的激情和欢乐，为我们

提供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平台。”

通过体育搭建的桥梁，跨越地域、

语言、文化差异，让两国青少年在竞争

中相互了解、共同成长。喻楚森说，他

在文化探访活动中领略到韩国城市的

独特韵味，感受到不同的风土人情、文

化习俗。运动场上，大家尽情拼搏，切

磋球技、互相促进。从而技能得到提

升，及时弥补不足，增长见识。场下互

相学习语言，积极沟通交流，增进友

谊，怀着尊重包容开放之心学习，接受

不同文化，领略异国风情，加深文化理

解。“回国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运用到

接下来的训练中，提升自己，期待11月

韩国朋友回访。”

自2008年举办至今，中韩青少年

体育交流活动已成为两国青少年切磋

技艺、培育友情、开阔视野、互学互鉴

的重要平台。通过举办此项活动，持续

提升两国青少年运动竞技水平，促进

两国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走深走实，

参与交流的中韩青少年能够收获成

长、收获快乐，成为中韩友谊的传播者

和继承者。

第十七届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第

二阶段活动将于今年11月在重庆大足

举行，期间也将开展包括羽毛球、乒乓

球、篮球的共同训练、比赛、交流活动

和文化探访。

中韩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

切磋技艺 互学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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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雏鹰”少年到CBA球员
———张禹童的篮球之路

青少年足球赛搭起文化交流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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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名青少年舞者池州“斗舞”

本报记者 顾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