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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足球踢出精气神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牛天甲

自2014年9月内蒙古成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试点以来，我区足球事业从无规划体系、无联赛体系、无人才体系、无职业队伍、无经费保障和无足球文化的“0”起步

阶段，发展为有“1”个组织领导体系、“1”个专门工作机构、“1”个专业人才梯队、“1”个专项经费保障机制、“1”个系列足球赛事，实现了从“0”到“1”的重大突破……截

至目前，我区各级政府及社会资本共计投资约60亿，在足球场地建设、赛事组织、人才培养、青训体系建设等方面支持足球改革发展，草原足球实现跨越式发展……

加速专业人才培养

5年来，我区足球基础建设

稳步推进，足球场地已增加至

3000余块，每万人拥有1.4块足

球场地，超额完成《全国足球场

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 2020

年）》中既定的到2020年每万人

拥有 0.5 块以上足球场地的建

设目标，在全国各省区中排名

第一。

据了解，我区积极协调国家

体育总局、中国足协，采取选派

人员到中国足协调训，承办中国

足协等级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

等方式，拓展本土足球专业人才

培养渠道，等级教练员由试点之

初的145名增加至9991名，增长

了68倍；等级裁判员由176名增

加至4020名，增长了近22倍。我

区从举办等级人才培训班的次

数到培养等级教练员、裁判员的

人数均在全国名列前茅。

虽然我区足球从业人数在

不断上升，但缺少高水平教练员

等问题尤为突出，内蒙古足球协

会副秘书长北光告诉记者：“今

后我们将加强以教练员为主体

的人才队伍建设，注重高质量教

练员的培养，整合各方资源和力

量加快青训教练员的培养，另外

我们还将在高校开设教练员、裁

判员培训课程，培养具有足球专

业能力的大学生，使学生在校期

间便掌握相关专业知识，毕业时

获得相应等级资质，有条件的中

学，在高中阶段即可开展足球裁

判员的培训课程。同时加强国内

外交流合作，以‘请进来，走出

去’的方式，引进足球发达国家

青训专家，结合我区实际，着重

培养一批训练体系统一、执教理

念一致的高水平足球教练员到

基层执教，形成一个完整、健全、

风格统一的技术发展路线。”

构建内蒙古特色的
青训体系

在校园足球不断普及的基础上，

我区将学习借鉴足球发达国家先进

经验，以盟市、院校为依托建设青训

中心，着力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青

训体系。

目前，我区共建成了4个国家级

校园足球实验县，3个全国满天星训

练营，1650 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

593所特色幼儿园，积极培养幼儿园

足球教师，为青少年训练体系构建打

好基础。在竞赛训练方面，建成了从幼

儿园、小学、初中、中职、普高、高职、大

学校园、大学超级8个系列（学段）的

分级杯赛体系，全区参赛学生累计超

过44万人次，比赛超过5.5万场次。接

下来，我区还将出版《内蒙古足球青训

大纲》，整合资源（人才、场地、经费）进

行合理布局，充分发挥高校、俱乐部、

社会及业余体校等机构搭建多元化青

训平台，聘请国内外讲师团巡回指导

各青训机构，联合国内外优秀青训机

构开展培训。另外，我区还将突出抓好

女足青训建设，以中国足球学院内蒙

古分院与盟市合作办学方式组建女子

菁英梯队，培养输送更多优秀人才；继

续抓好幼儿足球兴趣培养，动员一批

足球志愿者深入特色幼儿园推广足球

活动，完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各地

区在U系列比赛的基础上，推出单年

龄段地区品牌赛事或主客场赛制；提

倡12岁以下青少年比赛不计成绩、不

排名次；建立大数据信息平台，在注

册、培训、竞赛、体能等方面引入数据

信息，为人才成长奠定良好基础。

内蒙古足球协会青少部部长张

栋 告 诉 记 者 ：“ 我 区 目 前 搭 建 了

U7~U18 十二个单年龄段锦标赛、

U13~U19青少年俱乐部联赛、U6以

下幼儿足球趣味活动等多种赛制的青

少年足球联赛体系，力争做到每个年

龄段、每周都有相应的比赛活动，形成

覆盖各年龄段的足球联赛体系。”

打造品牌赛事

今后，我区将积极发

挥足球竞赛联赛的龙头作

用，大力支持中甲、中乙职

业足球联赛，重点打造“蒙

超”准职业联赛，办好“公

仆杯”“劳动杯”职工足球

联赛、青少年足球联赛及

沙滩足球、雪地足球比赛，

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足

球品牌赛事。

目前，自治区“公仆杯”

“劳动杯”职工足球赛事激

发了党政机关干部和职工

的热情。通过这些比赛选拔

组建的我区男、女笼式足球

队伍，在第十三届全运会笼

式足球比赛中，分别取得第

四名和第七名的好成绩。青

少年足球夏（冬）令营活动

在全国已颇具影响，扩大了

对外交流，提高了青少年足

球竞技水平。由内蒙古足球

协会创办的内蒙古国际雪

地足球大奖赛，将足球与冰

雪运动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通过该赛事制定的《雪地足

球竞赛规则》，填补了中国

雪地足球发展的规则空白。

各盟市利用区域资源优势，

与周边省市开展丰富多样

的品牌赛事，推动了足球运

动普及，扩大了足球人口规

模。在2019年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

中，我区代表团派出40支

男、女队伍参加36枚金牌

的争夺，共收获4金2银2

铜；在2020年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雪地足球已

结束的项目中，我区代表团

获得2金1银，实现了我区

足球项目在全国综合性比

赛中奖牌、金牌零的突破。

消除旗县级
公共足球场地空白点

今后，我区要继续加强足球

场地建设，进一步贯彻落实《内蒙

古自治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

（2016-2020年）》文件要求，做好

规划，落实土地，消除旗县级公共

足球场地空白点；完善各地区措施

方案，并对学校及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场地进行资源整合，制定合理补

偿政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面向

社会开放；统筹建好国家、自治区、

盟市、旗县四级足球训练和青少年

活动基地；加快国家北方足球训练

基地建设进度，完善自治区足球冬

训（海南）基地建设。

据了解，我区将继续加强足

球改革发展工作经费保障，所需

经费要列入本级政府基本公共财

政预算，并随着地区经济增长逐

年提高；体育、教育行政部门在教

育附加费和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安

排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足球改革发展；加大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力度，不断提高各级足协

承接相关公共服务的能力；加强

对职业足球的支持力度，协调地

方政府、足球俱乐部整合社会资

源，探索中性职业俱乐部发展路

径；用好金融手段，拓宽足球产业

投融资渠道，推进内蒙古电力足

球基金按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

营，增加基金运营收益。

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创

办足球企业，开发足球产品，提供

足球服务。积极开发国家北方足球

基地商用价值，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支持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

许经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

式参与场馆建设经营、足球赛事举

办和职业足球运动发展；大力发展

足球衍生品，特别是利用现代媒体

手段及影视等多媒体推出一批有

影响的足球文化产品。

在全运会上力争新突破

“我们的队伍从5年前就开始组建

了，为的就是在2021年陕西全运会上取

得新的突破。当时选球员的时候，他们只

有11~12岁，现在5年过去，他们具有了与

国内强队一教高下的实力……”内蒙古足

球协会竞赛部部长陈永哲对记者说。

据了解，陕西全运会足球项目共有

男子U17、U18和女子U18、成人组4个

组别的比赛，我区从2014年就完成了男

子U17、女子U17和女子U18三支队伍

的组建，目标直指陕西全运会。在疫情期

间，我区的3支队伍在广东佛山进行了5

个月的封闭式集训，4月底回到呼和浩特

进行调整训练。内蒙古三大球从1988年

之后就没有进过全运会竞技项目的前八

名，此次重新组建球队目标直指前八。

“我们的队员来自赤峰、通辽、鄂尔多斯、

呼和浩特、包头、兴安盟、呼伦贝尔等。由

于队员分布在各盟市，组建队伍之初每

年我们会组织几次集训，后来与北京大

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联合组队培养，输

送了40名球员去学习，在那边球员们可

以边上学边踢球，队员之间的默契度也

更好。从今年开始，我们把这些球员重新

召集回来，直到比赛开始他们将一直在

一起生活、训练。”陈永哲说，在近两年的

时间里，球员的实力不断提高，经过选拔

相继到捷克、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美国

等国家进行了集训。

5月底，男子U17队将前往浙江绿城

俱乐部，和对方的梯队进行热身赛，女子

U17和18两支队伍将到陕西与东道主进

行几场比赛，以调整自身状态，寻找不

足。全运会比赛结束之后，这些队员何去

何从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陈永哲表示，

如果在成绩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想把队

伍保留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赞助商，让

她们能够踢女甲或者女乙职业联赛，或

者与内蒙古各所大学联系，让她们通过

足球特长走进大学的校门。

球员进行封闭集训球员进行封闭集训 内蒙古女队正在训练内蒙古女队正在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