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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在京山市申公路166号的

湖北省网球学校球场上，12岁的石家庄女

孩石梓涵挥舞球拍，打出一记凌厉的斜线

球，汗水在小麦色脸颊上流淌。两小时高强

度训练后，她走进教室，眼神坚定：“我想成

为郑钦文那样的职业球员，但也不想放弃

学业。”

时光回溯到2012年，10岁的郑钦文在

京山夺得湖北省青少年网球赛U10女单冠

军，那是她网球生涯的起点。12年后，她在

巴 黎 奥 运

会代表亚洲首夺金牌，书写

传奇。从京山到巴黎，这段征程激励着无数

中国少年。作为“中国网球特色城市”，京山

有着独特的育才之道。

京山人对网球的热爱始于20世纪80年

代水泥地上的挥拍，如今这里已拥有380个

网球场，10万网球人口中青少年占比近六

成，贡献湖北省七成青少年网球金牌。

2018年，湖北省体育局与京山市人民政

府携手，开启“省校县办”新模式，湖北省网球

学校落户于此。学校成绩斐然，文化课成绩名

列京山前茅，建校七年共收获103枚全国比赛

金牌、283枚省级比赛金牌。

如今，湖北省网校球

员在赛场上大放异彩。去年全国青少年巡

回赛A类赛，12岁的朱鹏睿狂揽十余冠；刘

思睿跻身2024年度全国青少年U12总积分

前三名；17岁的吴汝茜在ITF国际巡回赛夺

得女单、女双三冠，还助力湖北女团打进全

运会决赛圈；李世珵和图拉嘎在中国青少

年网球巡回赛体能测试中高分获得A类赛

外卡。“京山德比”在全国青少年巡回赛决

赛频繁上演，吸引着无数网球少年。

去年新校区启用，首次面向全国招生，

石梓涵慕名而来。新校区路灯柱上嵌着郑

钦文等网球巨星的照片和奥运梯队班成员

的战绩铭牌，激励着每一位学员。校长程振

平说：“孩子们踏着偶像足迹训练，梦想仿

佛触手可及。”

目前，湖北省网校在九年制义务教育

基础上，增设幼教部，今年还将筹划设立高

中部，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发展路径。今年

初，京山市加大政策支持，增加网球发展基

金预算，还促成李宁集团赞助100名优秀运

动员，减轻小球员家庭负担。

如今的京山，凭借政策支持、资源投入

和显著成绩，入选首批全国奥运梯队建设

重点城市。未来，京山将继续为中国网球事

业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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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湖北省近年来在

深化体教融合方面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湖北

特色的青少年体育改革发展新路。

芳菲四月,春意盎然。2025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

会议在湖北武汉举行，聚焦青少年体育这一关乎国民

素质根基与民族精神塑造的重要领域，湖北以“传承奥

运基因 打造人才高地 推动‘61530X行动’成势见效”

为主题，勾勒出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生动画卷。

体育支教：共同成长的双向奔赴

原湖北女篮队员王梦在湖北省宜昌市体育运动

学校担任专业篮球教练期间，收到学生手绘的篮球

战术图生日贺卡，她至今仍记得这段日子。两年前，

她响应号召赴宜昌市西陵区东山中学支教，从零开

始组建了一支由12人组成的的女篮队伍。

在王梦的指导下，这支队伍迅速成长。每天清

晨，她都会带领孩子们练习基础动作，加上每周一次

的篮球课和周末的加练，不到一年，东山中学队斩获

西陵区篮球赛女子初中组第一名，多名队员入选区、

市队并获得宜昌市甚至是湖北省冠军，5名队员获授

一级运动员称号，3名队员获授二级运动员称号。如

今，东山中学已成为宜昌市体育后备人才培训基地，

东山中学的校女篮队名声在外，学校新学年招生时，

一些家长甚至表示“就是冲着女篮而来”。

王梦的同事龚玺在常刘路小学支教的武术项目

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该校被评为2023-2025年全国武

术进校园试点学校；葛洲坝实验小学的跳水和体操

项目为湖北省队输送了多名人才。

为解决基层特别是偏远地区学校体育师资不足

的问题，湖北省自2023年起组织实施“千师百校”体

育支教行动，通过“一主两辅”招募模式，打造支教

与选材结合、教练与教师组合、学校与体校融合的

“三合”模式，每年参加体育支教的志愿人员已超千

名，覆盖30个县（市、区）的200余所基层中小学校。一

批又一批优秀运动员走进校园，让孩子们在体育锻

炼中享受乐趣，也为竞技体育储备了更多后备人才。

体教融合：让每一个孩子全面发展

在湖北省体育局洪山体育中心英东游泳馆的跳

水馆里，16名小队员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训练。跳台

背后的墙壁上，悬挂着周继红、伏明霞、肖海亮、刘蕙

瑕、王宗源等奥运冠军的大幅照片。这里还走出了昌

雅妮、郑九源、程子龙等多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这些孩子年龄在6至10岁，来自襄阳、十堰、仙

桃等多个市州。”有“金牌教练”之称的欧爱江告诉记

者。除了跳水之外，洪山体育中心少儿体校还有游

泳、羽毛球、体操等多个项目，目前在校在训的孩子

有300多名，孩子们的年龄也都相仿。

在小学教育阶段，孩子们如何做到文化学习和

体育训练平衡？欧爱江介绍，洪山体育中心通过与属

地学校签订共建协议，保证学员同样享受九年义务

教育。白天，孩子们被专车送往白鹭街小学和东亭小

学正常上课，下午四点放学后接回训练到晚上7点，

训练结束后还会有武汉小学的老师来队里给孩子们

进行文化辅导。

位于潜江市少儿体校的湖北省小轮车训练基

地，也是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十多名

队员目前正在抓紧备战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该校

学生白天上文化课，下午放学后或者节假日进行体

育训练。

2022年，湖北省体育局联合湖北省教育厅印发

《湖北省体教融合示范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创新

实施体校建设“61530”行动计划，深入推进12个体教

融合示范区试点建设，让体校、学校、社会组织

三大阵地的融合更加深入，让培养的体育后备

人才全面发展。

湖北省在深化体教融合的过程中，不仅

注重体育支教和体校建设，还积极探索多元

化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与高校、科研机

构合作，建立体育人才培养联盟，共同开展体

育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同时，湖北省还积极

举办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为青少年提

供更多的展示平台和锻炼机会。

在赛事方面，湖北打造“县赛广泛参与、市赛

注重选拔、省赛突出精英”的参赛机制，举办了

多项省级青少年体育赛事，如湖北省青少年田径

锦标赛、湖北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等，吸引了大批

青少年参与。这些赛事不仅提高了青少年的体育竞

技水平，还激发了他们对体育的热爱和兴趣。

在活动方面，湖北省开展了“阳光体育大课间”“校

园足球联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让青少年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同时，湖北省还积

极推广体育文化，通过举办体育讲座、展览等形式，让

青少年了解体育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

展望未来：为体育强国贡献湖北力量

湖北省体育局副局长骆启义表示，体校建设任

重道远，体教融合春山可望。湖北省将进一步创新工

作思路，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和做法，完善政策

措施，不断提升青少年体育工作水平。

未来，湖北省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

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体育强国作出湖

北贡献。

在体操领域，仙桃声名远扬，被誉为“亚洲体操

之乡”。4月9日下午，仙桃市李小双体操学校三楼的

训练馆，一群小男孩在蹦床上活力四射地跳跃，小姑

娘们靠着墙整齐倒立，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奥运

冠军昌雅妮的启蒙教练刘芬，一边紧盯着秒表，一边

大声鼓励：“坚持，还有八秒！”“腰别塌了！”

训练馆的墙壁上，李小双、杨威、郑李辉等奥运

冠军和世界冠军的大幅照片格外醒目，他们面带微

笑，仿佛是注视着师弟师妹们在这片梦想的起点展

翅翱翔。

李小双体操学校，作为仙桃体操的金字招牌，培

养出了6名奥运冠军，为我国贡献9枚奥运金牌。然

而，这所学校也曾遭遇低谷。2020年，学校学生数量

锐减至30多名。校长谢涛忧心忡忡：“生活水平提高

了，人们的选择也更多，体操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娃娃

抓起，生源不足，选材源头就断了，学校发展将举步

维艰。”

面对困境，学校主动出击。一方面，学校常年派

出教学经验丰富、专业素养过硬的教练前往市内幼

儿园执教体育课，大力推广“快乐体操”，让孩子们在

欢乐中感受体操的魅力；另一方面，每年两次组织仙

桃市幼儿园教师集中培训，并提供全方位支持，解决

他们的后顾之忧。此外，学校还不定期举办“开放日”

“选材大会”等，凭借优质的教学训练环境和质量吸

引更多孩子。

经过不懈努力，到了2024年，学校在校学生人数

近百人，今年更是增长突破至111人。谢涛满怀信心

地说：“未来我们将新建一片30亩的新校区，规模比

现在大两倍多，预计学生人数将扩大到300人。体操

人才的涌现离不开庞大的基数，只有扩大数量，才能

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像李小双、昌雅妮这样的优秀人

才，为国家体操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不过，要持续擦亮这块金字招牌并非易事。培养

了世界冠军郑九源的教练杨玉林表示：“快乐体操能

让孩子喜爱体操，但出成绩还得靠艰苦训练。不断出

成绩、出队员，才能让金字招牌持续闪亮，而这离不

开优秀教练员的精准把握。”

目前，学校拥有刘芬、杨玉林等冠军教头，也有

杨飘、陈露等新鲜血液，但教练数量仍显不足。谢涛

算了一笔账：“根据多年经验，每个教练平均只能带

12人左右，与未来发展规划相差甚远，补上教练缺口

是当务之急。”

在仙桃这片体操热土上，娃娃们的体操梦正在

绽放，未来，他们有望在体操舞台上续写更多辉煌。

亚洲体操之乡仙桃：娃娃体操梦的绽放

中国网球之乡京山：孕育网球新星的摇篮

1954年，湖北省足球队应运而生，自此，湖北足球与湖北球

迷相伴相随。70载春秋，绿茵场上见证了一批批无数球员的热血

拼搏，承载着几代球迷的喜怒哀乐。

专业队时代，湖北足球队堪称全国劲旅。1994年足球改革

浪潮中，湖北足球勇立潮头，开启职业化征程。40年来，足球投

资企业频繁更迭，但湖北足球的梯队建设始终坚守专业队时

代的优良传统。湖北省队从全省少体校选拔人才，组建青少年

队梯次培养，源源不断地向国少、国青和俱乐部输送人才。蔡

晟、冯志刚、曾诚、荣昊、蒿俊闵、王霜等一代代球星从这里走

出，闪耀赛场。

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大球改革，有力推动

足球事业发展。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推进，湖北足球构建起立体

化、现代化的青训体系，11人、7人和5人制足球协同发展。

省、市、县三级体校联动的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建成，“选

材—培养—输送”链条高效运转；校园足球广泛普及，选拔优秀

苗子组队参赛；设立升学通道，融合教育资源化解“学训矛盾”；

探索职业俱乐部与校园双轨培养模式；创建湖北足协星辉青训

学院，组建U系列精英梯队，以国际视野培养精英球员。

湖北青训成果显著。2024年，湖北省注册青训机构达159家，

青少年注册球员17851人，各级别教练员4563人，成为推动湖北

足球发展的重要力量。湖北省足管中心训练基地等一批全国一

流的训练基地和比赛场地星罗棋布，与遍布荆楚的7129个足球

场地一起，为湖北省多层次、多样化的青少年赛事体系提供了优

质平台。

湖北足球在全国比赛成绩和向国家队输送人才方面表现

亮眼。2024年，湖北省向各级国家队输送球员高达75人，其中

男足62人、女足13人。2025年3月，在第十五届全运会资格赛已

举行的三项比赛中，湖北U16男足在湖北赛区以5战全胜进20

球零失球高居赛区第一。

湖北省体育局副局长余平辉表示，青训是全面振兴湖北足球的重要抓手，将

进一步深化青训模式改革，突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创新“体校+中心+特色学

校+社会力量”的青训模式，依托“61530X行动”加快校园足球发展，支持职业足

球发展，提高省专业队实力，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足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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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教融合

湖北青少年体育发展走出特色之路

深化改革：湖北青少年体育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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