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 层 足 球 怎 么 抓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创新发展足球运动

本报记者 苏大鹏

地处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的大连
湾街道，是“足球城”大连的一处“足球圣
地”。这里的中小学生爱踢球，企业员工
爱踢球，部队官兵爱踢球，街道干部爱踢
球。常年举办的“湾超”和中小学足球联
赛等赛事，吸引着辖区足球爱好者和中小
学生广泛参与。完备的赛制和一流的青
训让街道内好手如云，多家国内足球俱乐
部专门前来选材，街道足球代表队甚至闯
进过中国足协杯正赛第二轮。

目前，一年一度的大连湾足球联赛正
在火爆进行中，大连湾各中小学球队也在
有序进行训练。近日，记者走进大连湾街
道 ，去 看 看 这 里 是 怎 样 抓 基 层 足 球 建
设的。

打造两级联赛

周末，记者来到地处大连湾街道的一
处专业球场观看这里正在举行的街道足
球超级联赛。在距离球场数百米外的停
车处，就能听到热火朝天的助威声。走近
球场，只见前关足球队和棉花岛村足球队
正在激烈对抗，现场数百名观众正整齐划
一地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

已经退休的棉花岛村居民王大爷是
资深球迷，从“十冠王”辽宁队，到雄霸甲
A 的大连万达队，再到如今在甲级联赛拼
杀的大连一方队，王大爷一直是本地足球
的忠实球迷。6 年前，由大连湾街道举办
的“大连湾足球超级联赛”开始，作为棉花
岛人，王大爷把自己的主队锁定为棉花岛
村队。当场比赛两队踢成 1∶1 平，王大爷
说：“咱们这个战术配合，绝对是职业水
准，真是没想到街道比赛也能踢得这么
好。”

王大爷的没想到，来自于大连湾街道
对足球运动的重视。为开展好各项足球
联赛，大连湾街道不断加大投入，采取专
业足球联赛的运营模式，邀请大连市足协
的专业裁判员，将街道联赛分为超级联赛
和甲级联赛，其中超级联赛参赛球队为 10
支，采取双循环赛制；甲级联赛参赛球队
为 14 支，采取单循环赛制。超级联赛积
分后两名的球队“降级”，甲级联赛中前四
名的球队“升超”。

“两级联赛”在大连湾街道已经成功
举办 5 届，参赛球员有土生土长的大连湾
村民，有为大连湾发展建设作出贡献的企
业 工 人 ，有 保 卫 地 区 安 全 的 武 警 部 队
官兵。

在大连湾，大家都亲切地称“超级联
赛”为“湾超”。由于“湾超”氛围越来越
好，许多参赛球队都加大投入，甚至还有
一批大连籍职业球员回到家乡踢“湾超”，
让比赛竞技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2015 年，大连湾超级联赛有来自辖
区 28个军警地企单位的 607名球员参赛，
24 支球队共奉献了 181 场精彩比拼，联赛
持续近 6 个月。大连湾街道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随着街道联赛的影响力不断提
高，大连湾连年加大投入力度，目前已经
制订十分规范的赛程、规则和纪律。如
今，街道各单位的参赛积极性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参与和关注，居民踢
球、看球、讲球成了大连湾的一道风景。

据介绍，截至目前，“湾超”已经吸引
千余名球员参赛，严谨的升降级制度、规
范的赛制、文明的比赛环境，让辖区内足
球爱好者有了一个相互交流、实现足球梦
想的平台，更让大连湾地区成人足球水平
直线上升。据介绍，由街道联赛选拔优秀
足球运动员组成的大连湾足球队，在参加

“ 中 国 足 协 杯 ”比 赛 时 ，曾 闯 进 正 赛 第
二轮。

完善青训体系

为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大连湾街道
专门成立大连湾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街
道、企业及社会各界支持下成为大连湾青
训工作的主要平台。

“怎样能让爱踢球的孩子真正会踢
球，一流的青训体系是关键。”中国国青队
助理教练李国旭对记者说。作为大连足
球走出的优秀人才，李国旭曾效力大连万
达、陕西国力等多支中国顶级联赛球队，
还曾在南美劲旅阿根廷博卡青年队踢过
球。在他看来，青训体系建设直接决定青
少年足球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足球人才的
产出。如今，李国旭等 10 位国内优秀青
少年足球教练员受邀成为大连湾青少年

足球俱乐部教练员，专门为辖区中小学生
提供专业的足球培训。

根据辖区内青少年足球发展状况，大
连湾街道专门制订了周密的特训计划，内
容涉及足球基本技术练习、灵敏步法、协
调性练习、团队意识培养、小型趣味性比
赛等。大连湾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还选拔
辖区中小学优秀的足球苗子纳入俱乐部
青训体系，进行更为专业系统的训练。为
让孩子有机会接触顶级青训，2015 年暑
期，大连湾在举办足球夏令营活动中专门
邀请荷兰橙色先锋国际足球学校教练为
大连湾 8 所小学的 176 名孩子带来“纯荷
兰式”足球训练。为提高中小学足球实战
水平，大连湾连年举办小学足球联赛，每
年举行近百场比赛。

目前，大连湾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U12
队伍已在中国足协注册球员 18 名，梯队
球员有 140 余人。球员参加过中国足协
在海南举办的室内五人制足球赛，获得最
佳阵容奖。辖区李家小学、行知小学、大
连 湾 中 学 被 评 为 全 国 足 球 特 色 学 校 。
2015 年，大连湾中学足球队勇夺辽宁省
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比赛冠军，更有许多中
超俱乐部前来选拔梯队球员，据悉有多名
大中小学生球员被相中。

为营造校园足球氛围，让更多孩子爱
踢球，大连湾街道对辖区中小学提出校园
足球“十个有”：有一个校园足球联赛月、
有一个家长开放日、有一套足球操、有一
面足球墙、有一套足球档案、有一堂足球
课、有一套足球训练教案、有一场足球运
动会、有一个足球节日、有一支足球宝贝
拉拉队。

为打消家长的顾虑，让参加踢球的好
苗子学业不落下，大连湾街道各所学校专
门为孩子配了“文化教练”。凡是发现成
绩下滑的孩子，就要拿出周末的时间免费
补课。街道还专门出资为每名大连湾学
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同时对成功输送足
球人才的班主任给予奖励。

营造足球文化

为了抓好足球工作，大连湾街道不断
加大投入，加强足球基础设施建设，让爱

踢球的人快乐踢球，让足球成为接地气的
群众文化。

整合各级群众体育文化建设资金的
同时，大连湾街道近几年投入近 3000 万
元加强足球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街道内
已建成标准足球场地 14 块，辖区内 9 所中
小学均拥有塑胶人造草球场。据介绍，街
道还将建设一批灯光足球场，同时打造可
承办乙级联赛、容纳 1 万名观众的封闭式
足球场。

据 介 绍 ，大 连 湾 街 道 还 计 划 投 资
9000 万元，建设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功
能齐备的新型足球学校，将其打造成为全
国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在大连湾，足球文化是加强大连湾
军警地企之间团结与协作的重要平台，可
以说足球对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起到重要
引领作用。”大连湾街道党工委书记孙域
梁说。

大连湾街道地处大连交通要地，域内
遍布特大型企业。辖区内党、政、军、警、
企、经济区各类单位众多，抓文化建设，打
造文化凝聚力一直是街道的重点工作之
一。自 2011 年大连湾足球联赛启动以
来，这一赛事成了各单位最热衷参与的体
育活动。足球开始成了大连湾乃至甘井
子区文化建设品牌，不断推动当地党建联
合体工作。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建设足
球基础设施的同时，大连湾广大群众参与
足球运动的热情不断提升。足球开始为
辖区内军警地企体育爱好者提供一个相
互交流、实现梦想的平台。

2015 年 4 月，大连湾街道注册成立足
球协会，这是“足球城”大连的首个街道足
协。有了足协，大连湾足球联赛从制度、
保障、服务到管理不断规范，联赛规模不
断扩大，从一开始的 10 支队伍不断扩大
至 26 支。当年还举行了首届大连湾足协
杯比赛，让热爱足球的居民有更多交流比
赛的机会。如今，大连湾驻街站所的工作
人员、驻街国企央企的员工、驻街官兵、区
教育系统的老师、在校大中学生参与联赛
的同时，都积极参与到服务联赛，保障联
赛中来，2016 年，球场服务人员将达 2300
余人次，“湾超”成了大连湾人人乐于参
与，乐于奉献的文化品牌。

广受学生喜爱的足球课，各具特色的
校园足球文化，参与度极高的校园足球联
赛⋯⋯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以“校园足
球”为改革突破口，率先探索出一条健身
与竞赛兼具、普及与提高并重的“校园足
球”发展新模式。

每周一节足球课，每班一支足球队，
每年一届“校长杯”足球联赛，在校园足球
的推进中，城阳区实验小学“一课多组多
队”的足球教育模式成效逐渐显现。在近
几年的“市长杯”比赛中，城阳区实验小学
摘得四个冠军、两个亚军。对此，校长牛
秀娟告诉记者：“学校注重以文化引领促
校园足球持久健康的发展。我们倡导的
是‘以球健体，以球促学，以球养德，以球
育美’这样一种足球文化。”

足球运动“从娃娃抓起”，这一点在城
阳区得到广泛共识。为了确保校园足球
发展的可持续性，城阳区对特殊足球后备
人才实行“有进有出”的教育机制，城阳区
实验二中副校长于海鹏说，解决了足球后

备人才的出口，校园足球发展就没了后顾
之忧。

城阳区各学校发展“校园足球”可谓
“八仙过海”。城阳区实验二小大胆尝试
项目负责制，成立由教练员担任项目负责
人的校园足球项目组。教练员衣妮妮告
诉记者：“项目负责制以后，我就要从学期
初就考虑制订全年的教学计划，不像以
前，上完课就完事了。”

长城路小学引入“校企合作”模式，为
校园足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
障。长城路小学校长仇曙光告诉记者：

“开展了校企合作以后，企业支撑学校在
师资、装备、外出比赛等方面的费用，为学
校足球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为了提升全区足球师资水平，城阳区
每年拿出 100 万元，聘请 20 位专业足球
教练，并与中能、黄海等足球俱乐部进行
交流合作，为各学校提供优秀的足球教练
指导。城阳区实验二小足球老师蔺强告
诉记者：“这几年我去恒大、鲁能学习过，

看人家怎么踢足球，回来后再教孩子们，
孩子们的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城阳区的社区居
民、学生都纷纷奔向附近的运动场，踢足
球、打比赛。城阳实验二中学生矫小倩告
诉记者，几乎每个周末，同学们都会就近
找一处球场踢球：“周六大家都约着一起
去踢球，反正有很多操场，随便找一个就
可以踢。”

步行 15 分钟就能找到一处足球场，
这在城阳区一点也不夸张。自 2011 年以
来，城阳区、街道、社区累计投资近 8 亿
元，以 2 公里为服务半径，建成 38 处社区
中心、40 多处室外运动中心，如果把学校
的场地也算上，差不多平均每 4000 人就
拥有一处足球场。

城阳区位于胶州湾北部新城核心区，
在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
城阳区坚持在规划引导上设“框框”，在政
策规定上画“杠杠”，建立起群众体育发展
的保障机制。城阳区教体局副局长徐立

华说，正是立足长远、规划先行，才成就了
现在的“足球桃花源”：“如果现在不做好
规划，不把相关的体育设施留出来的话，
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像老市区那样一些
困难，所以我们从 2008 年开始，就已经为
体育设施做了专项规划。”

随着场地设施的不断完善，城阳区的
“草根足球”蓬勃发展，足球氛围也日渐浓
厚。据不完全统计，城阳区以社区、企业
等为单位组建的草根足球队多达 50 余
支。包括市民运动会等在内面向“草根”
的各类足球赛事也贯穿全年。足球爱好
者矫瑞清告诉记者：“尽管是业余的，但是
我们也是按照正规的足球队来建制，人数
固 定 在 30 个 人 左 右 。 像 万 科‘ 城 市 花
园’、青啤‘塔哈市区’都分别在小区内建
立了自己的足球队。”

近五年的“市长杯”比赛中，城阳区共
取得冠军 26 个，占到冠军总数的 70%以
上，并先后向上级足球队输送了一大批优
秀后备人才。徐立华说，2017 年，城阳区
还将制订校园足球发展新的三年行动计
划，围绕师资力量、资金保障，以及竞赛体
制完善等，推动全区足球运动发展再上新
台阶。“社会足球方面，我们想把城阳区足
球协会成立起来，把各项规章制度建立起
来；校园足球方面，实施新的三年行动计
划，使足球发展有一个质的提高。”

文/本报通讯员 矫 超

青岛城阳：

足 球 运 动“ 从 娃 娃 抓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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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足球运动成为当地居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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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接地气的群众文化的经

验和做法

8 月 1 日上午，跟护士
交代完手头的工作，柴树
峰便带上血压计等医疗工
具和随访记录本向甘肃省
玉门市二道沟村出发了。

柴树峰是玉门市柳河
镇卫生院的副院长，还是
柳河镇二道沟村众多农户
的家庭医生。每天除了在
医院门诊看病之外，他还
要上门对患有慢性病的农
户进行随访。

“过去有钱人家才有
家庭医生，现在党的政策
好，我们居然也有了家庭
医生。打个电话，医生就
来了。”签约家庭医生让二
道沟村的柴德芳老人喜出
望外。

柴德芳今年 60 多岁
了，常年被高血压、腰腿疼
等慢性病困扰，有时发病，
疼得她连镇上的卫生院都
去不了。前不久，当柴树
峰告诉柴德芳，可以签订
家庭医生服务协议，以后感到不舒服，随时打电话，
大夫就上门来看病，柴德芳一家人特别高兴，随即和
柴树峰签订了协议。

柴树峰告诉记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后，医
生要随时准备好为患者免费上门服务，服务的项目
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宣教、中医沙龙、中医治胃
病、中医体质辨识等。

记者了解到，自 2014 年开始，为了让农民在家
门口享受到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玉门市结合分级
诊疗，开始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农户与所
在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后，不仅有了
对自身病情知根知底的家庭医生，一个电话就能享
受到医生的优质服务，而且小病再也不用往城里跑，
节省了人力财力。目前，玉门市 12 个乡镇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已全面展开，每个签约家庭都建立起了
一份健康档案，全市农村 80%的慢性病病人开始享
受到了家庭医生带来的便捷服务。

玉门市柳河镇卫生院院长窦红云说，“柳河镇的
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由乡村医生、责任医生和责任
护士组成，定期为全镇的农户提供基本医疗及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目前，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已经覆盖
全镇”。

好的政策带出了好的医患关系。自从柳河镇卫
生院的医生和农户们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后，
大家经常能接到医生打来的随访电话，身体不舒服
时，也可以随时联系医生上门治疗，有问题随时咨
询，还能学点保健知识。

柳河镇红旗村的李明，是村里最早签订家庭
医 生 服 务 协 议 的 农 户 。 3 年 前 ， 他 患 上 了 高 血
压，时常出现头疼头晕的症状，自己却不当回
事。李明的家庭医生杨正义发现后及时为他进行
了诊断，经常电话叮嘱他按时吃药，隔三差五到
家里看望他，帮他测量血压。李明告诉记者，“以
前有了病得自己找医生，现在大夫亲自上门，从
前想都不敢想呢”。

甘肃玉门

：

家庭医生进农家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杨棋焜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卫计委印发《关于全面推开乡村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年，力争签约服务
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现每个家庭均有 1 名乡村医
生或乡镇卫生院医生签约服务的工作目标。

按照《实施方案》，广西全面推开乡村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将加快建立村级首诊、分级诊疗的服务新
模式。据了解，2012 年 7 月，广西制定了《广西乡村
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实施方案（试行）》，选取了 22 个
县（市、区）作为试点。经过 3 年多的探索及实践，截
至 2015 年底，共有 53 个县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
签约乡村医生数（人）有 5944 人，签约居民有 284 万
人。根据《实施方案》，2016 年各县（市、区）要全面
推开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以辖区老年人、婴幼
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为工作重点，逐步推进签约
服务覆盖面，确保至 2016 年底，全区实现以县为单
位签约覆盖面达到 100%，常住人口签约率达到
30%以上，其中 54 个贫困县贫困户签约率要达到
100%；至 2020 年，力争签约服务覆盖至全体农村
居民。

广西全面推开乡村医生签约服务

▷ 打造“世界级”青

训体系，提升青少年足球

训练水平，是大连湾街道

开展基层足球的特色之

一。图为大连湾足球俱乐

部夏令营邀请荷兰教练现

场授课。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 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的“湾超”联赛，让足球运动在大

连湾得到迅速普及。如今大连湾正在形成“人人爱踢球，人人爱

看球”的氛围。图为第六届大连湾足球超级联赛。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助学贷款助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8 月 16 日，江西乐安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学生

和家长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手续。大学开

学在即，江西省乐安县教育部门及时为贫困家庭的

大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帮助他们顺利完

成学业，圆大学梦。据了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本科生一年最高可贷 8000 元，研究生一年最高可贷

款 12000元，学生在校期间享受零利息优惠。

曾文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