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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刘志贤
图/本报记者 王磊

12 月 20 日下午 3 点，深冬
的呼和浩特市寒意逼人。在呼
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的操场
上，一群身着黄色队服的小女
孩热火朝天地做着各项足球训
练，阵阵寒意挡不住她们训练
的热情。

这 些 小 女 孩 是 中 国 足 球
运动学院内蒙古少年班的首
批球员，是 U9 足球后备人才，
来自兴安盟、赤峰、阿拉善盟
等地。

为 培 养 发 现 足 球 后 备 人
才，提高内蒙古足球竞技水平，
促进内蒙古足球快速稳定发
展，2017 年，中国足球运动学
院与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在呼
和浩特市共同组建中国足球运
动学院内蒙古分院，主要承担
内蒙古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
今年，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与
部分盟市教育行政部门、体育
行政部门等联合组建中国足球
运动学院内蒙古少年班，首个
少年班落户呼和浩特市蒙古族
学校。10 至 12 月，该少年班
在全区范围的蒙古族小学进行
了大规模选拔。目前，少年班
共有 19 名 2010 年后出生的在
训球员。

9 岁的阿丽亚是从呼伦贝
尔市额济纳旗的小学选拔上来
的球员，也是球队里最活跃的
球员。当被问到“训练冷不冷”
时，已被冻得脸蛋通红的她大
声说：“不冷！”她说，虽然训练
了没多长时间，但她很喜欢足
球，再苦再累都不怕。球员白
睿智来自兴安盟扎赉特旗，小
小的她对球队接下来的广西北
海冬训之行充满期待。她说，
现在她们离开父母来到呼和浩
特 ，自 理 能 力 已 经 不 成 问 题
了。去外地训练不用担心那么
多，很开心。

据了解，今后我区计划依
托中国足球运动学院内蒙古分
院平台，在兴安盟、呼和浩特
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等
布局 6 个高水平青少年足球训
练基地，组建 6 支各 30 人的中
国足球运动学院内蒙古少年班
足球梯队，培养更多高水平青
少年足球人才。

中国足球运动学院
内蒙古少年班
首批球员诞生了

在皑皑白雪掩映下欣赏一场足球比赛，是一
种特别的体验。12 月 29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群众组雪地足球项目男子甲组的比赛在
呼伦贝尔市落下帷幕。来自云南、江西、江苏、内
蒙古等省市自治区的 200 多名足球队员在美丽
的冰雪世界展开角逐，内蒙古队收获银牌。

“雪地上踢球对球的判断要格外的准确。在
严寒天气下比赛，我们也要坚决把各自的技战术
认真完成。我们队伍中的球员很多是来自学校
的老师，还有包钢的职工，来这里参赛都克服了
很多困难，所以我们特别珍惜这次机会，第二名
的成绩也是对我们极大的肯定！”球员张志宏说。

本次比赛是雪地足球被首次纳入到全国冬
季运动会竞赛项目中。作为新兴项目，雪地足球
将冬日的冰雪与足球相结合，让内蒙古足球未来
发展的可能更加多元。

自 2014 年我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个足
球运动改革发展试点省区以来，我区先后印发《内
蒙古自治区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
年）》《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足 球 场 地 设 施 建 设 规 划

（2016－2020 年）》等规划文件，为足球改革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将足球工作纳入全面深
化改革总体部署、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财政预
算和盟市党政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内容⋯⋯我区
足球事业实现了从 0 到 1 的突破。

青少年校园足球一直都是自治区足球事业
的重中之重。全区教育系统以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建设为基础，以课程建设和人员培训为支点，
以竞赛活动为杠杆，稳健起步，快速发展。

每年冬季，坐落于海南省保亭县黎族苗族自
治县七仙大道 5公里处的内蒙古南方足球训练基
地便会因为几百名足球少年的到来而热闹起来。

今年海南学训进行到第 21 期，除了有往年
的各类学训活动之外，为了精准施训，本年度学
训特聘请了国内外资深专家来对学员进行整期
的技术交流。今年还将开展一系列针对教练员
的培训学习，包括教练员基本足球技能筛查与纠
正、教练员足球教学水平测评与等级（D/C）考
试、教练员赛场指挥能力与研学等，真正意义上
实现球员与教练员的双重训练。

“海南学训不仅能让我接受国内顶尖教练的
悉心指导，而且也是让我学会独立自主、自我管
理的好机会！在这里除了练球，还有来自教育培
训机构的老师为我们指导功课，我会在这里度过
一个充实的寒假！”来自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的
闫泽对今年的学训充满期待。

目前，自治区共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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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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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超级八个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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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足球青少年运动员注
册人数由试点之初不足 2000 人增加到现在 1.6
万人。

随 着 足 球 发 展 环 境 和 氛 围 的 改
善，内蒙古的足球文化日益浓厚。大
大小小的足球俱乐部方兴未艾，街头
巷尾的笼式足球场热闹非凡。进入冬
季，各大室内足球场地更是深受足球
爱好者们追捧。

刘原榕不仅是一个资深球迷，而
且是一名足球行业的创业者。这几
天，他一手操办的“印象百分百”2019
呼和浩特五人制足球协会杯比赛激战
正酣，16 支呼和浩特地区的五人制足
球队一较高下。

“这几年内蒙古足球发展迅猛，人们对五人
制足球的接受度也愈来愈高。去年，我们在内蒙
古足协的指导下成立了呼和浩特市五人制足球
协会。通过协会，我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迷
朋友。大家普遍希望冬天能够有更多的室内足
球场地供他们活动，所以今年我就开办了青城室
内足球场，在这里为大家组织各种比赛。”刘原榕
说，除了比赛日，平时青城室内足球场也人气十
足，室内火热的足球氛围与室外的寒风形成鲜明
的对比。

5 年来，全区各级政府及社会资本共计投资
约 60 亿元在足球场地建设、赛事组织、人才培
养、青训体系建设等方面支持我区足球改革发
展。我区足球场地从试点之初的 1140 块增加到
3654 块，其中笼式足球场地由 36 块增加到 1168
块。社会资本投入足球事业的积极性大幅提高，
业余足球俱乐部、社会青训机构、“互联网＋足
球”创业公司等多元化实体纷纷成立，全区各地
形成了更多人关注足球、参与足球、投入足球的
氛围，职业联赛观赛人数也在全国名列前茅。

专门的组织领导体系和工作机构，专业人才
梯队，专项经费保障机制，系列足球赛事，热情参
与足球运动的庞大群体⋯⋯5 年间，内蒙古探索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足球发展道路，日益浓厚的
足球文化和日渐壮大的足球人口为足球事业的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内蒙古足球，未
来可期。

内蒙古足球内蒙古足球，，未来可期未来可期
□文/本报记者 柴思源 图/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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