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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领跑全国“足球城”建设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年度工作会议上，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市体育总会主席车景华代表青岛做了“十四五”时期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工作
情况汇报。青岛还作为全国16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典型代表，在会后由车景华局长
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全面介绍了我市足球发展工作情况。

青岛第三次入选“全国重点”

2022年1月，青岛成功入选“十四五”期间全国首
批 9 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这是青岛继 1979 年、1992
年以来第三次获此殊荣，迎来了推动足球事业发展的
重要机遇。

近年来，青岛市坚持把实现足球振兴作为率先建
成体育强市的标志性事业，通过深化足球改革，不断加
强组织领导，坚持顶格推进、顶格协调，建立专业高效、
运转灵活、保障有力的长效机制，为高质量推动足球重
点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青岛抓住足球重点城市建设的有利契机，开展了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足球发展迈上新台阶，尤
其是职业足球有了新突破。通过强化要素支持、球队
管理、外围保障，青岛海牛队、青岛五人制足球队分获
2022赛季中甲联赛和五甲联赛亚军，双双冲超成功；
组建青岛市女足职业俱乐部，青岛职业足球首次实现
了中超、中甲、中乙，女足、五人制各级联赛全覆盖，职
业足球俱乐部规模数量和发展层级均位居全国前列。

青训体系成“样板”

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年度工作会提出，要加快
建立“四位一体”的新型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真正
把足球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青少年足球上来，把青少年
足球作为足球事业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抓实抓
细。会上，青岛从区级青训体系布局和市级青训发展
支持机制等方面作了典型经验发言，重点汇报了青岛

“631”升学直通体系建设工作，为优化青训工作环境，
夯实足球人才基础提供了示范样板。

青岛市持之以恒抓实足球青训工作，逐步形成以
国家级（青岛）青训中心、职业俱乐部、社会青训机构、
校园足球“四位一体”的青训体系。2020年，全面启动
中国足球协会（青岛）青训中心项目，在城阳区白沙湾
基地建立青训中心总部，主要用于组织市级选拔营和
训练营、市级青少年竞赛活动等。打造全市范围“半小
时训练圈”，在市北区、西海岸新区、城阳区、即墨区、胶
州市、莱西市设立6个区级青训分中心，保障更多精英
球员就近参加训练。目前，男足青训中心共有2007—
2014年龄段的8级23支青训精英梯队，在训球员430
余人；女足青训中心共有 2009—2013 年龄段的 5 级 8
支青训精英梯队，在训球员100余人。通过公开招聘，
建立以青训总监、技术总监为核心的教练员团队，青训
教练员41人。男女青训中心同时肩负着组建市级代
表队参加省运会、学青会及全国重点城市比赛的任务，

现组建U10—U16共13支男女足市级梯队。
在职业俱乐部方面，青岛海牛俱乐部建立了覆盖

U8—U21全年龄段14级的青训梯队，是青岛市青少年
体育后备人才一类基地，也是国内青训体系和建制最
为完善的俱乐部之一；青岛西海岸俱乐部及青岛红狮
俱乐部分别建立了7级和5级等青训梯队，均超过中
甲、中乙俱乐部青训准入标准。

在社会青训机构方面，社会青训机构已出台星级
评定和扶持政策给予保障。目前，全市社会青训机构
共55家，其中青岛鲲鹏和青岛中青英联被评为“全国
社会品牌青训机构”。青岛黄海、青岛追风少年、青岛
未来之星等也是我市优秀青训机构的典型代表，培养
输送了大批优秀青训人才。

在校园足球方面，2015年4月，青岛成为首批“青
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成立了国内首个实体化的
校园足球协会。构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级校
园足球联赛体系，实现了校园足球赛事全面化、一体化
建设。“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已连续举办33届，参与
学校500余所，参赛人数达1.7万。我市校园足球队伍
多次获得全国、山东省校园足球赛事冠军，有效带动了
校园足球普及提高。

率先发布“足球城”建设方案

在全国16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中，率先发布《青
岛市“十四五”时期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方案》，
提出构建“国家群众足球示范中心、孵化国家青训人才
培养输出中心、打造国家足球赛事中心、建设国家足球
消费中心、培育国家足球产品研发制造中心、构筑区域
足球资源配置中心”等城市足球发展体系定位，对提升
青岛足球整体发展水平作出了全面部署。

青岛市的方案对于解决目前困扰中国职业足球俱
乐部的股权改革问题提供了参考：按照“政府监管、企
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构建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种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
多元投资模式。积极推进职业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
革，吸引有实力的企业深度参与，凝聚有限资金和资源
形成强大合力。

对于校园足球的发展和足球领域的体教融合问
题，青岛市的方案提出了较为清晰的发展思路——支
持足球专业资源进校园；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校园足球；
体育、教育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体教融合”
下的各级青少年足球联赛；充分发挥体教融合优势，建
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人才培
养体系，解决足球人才升学断档等问题。目前，青岛市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达425所，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达

249 所。全市中小学经常参加足球活动的人数达 30 余
万，占全市学生总数的30%。竞技体育成绩斐然，我市青
少年足球队勇夺25届山东省运动会足球项目6个组别中
的4项冠军。优秀人才不断涌现，青岛籍青年运动员袁
丛、刘晨、李苏达崭露头角，在女超联赛、U17女足世界杯
和U20男足亚洲杯均有上佳表现。

青岛市的方案在社会足球发展方面也做了详尽的规
划。方案要求到2025年，全市经常参与足球活动的人数
达到80万（青少年40万），全市各级各类足球场地达1500
块，实现每万人拥有1.5块足球场的目标，人均场地占有
率居全国前列。青岛以群众足球竞赛为重点，打造以“青
超”联赛、“胶东杯”冠军联赛、“市长杯”学校足球联赛、

“海西杯”青少年联赛为代表的品牌赛事，推动成人赛事、
青少年精英赛事、校园赛事有机衔接，积极倡导行业、社
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并参与各类足球赛事，实
现竞赛结构科学化、全覆盖。年度开展的各类足球赛事
达 30 余项超过 5000 场。以开展专业培训为要点，创办

“名城学堂”“众星学堂”“星程学堂”等足球培训班，年度
开展40余期培训，有效提升足球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以
淬炼足球文化为亮点，制作《2022青岛足球》宣传片，在青
岛地铁7条线路全线放映。

申办巴黎奥预赛主场比赛

青岛作为一个拥有足球深厚底蕴和发展基础的城
市，未来将秉持“在全国争先进位、在全球彰显特色”宗
旨，持续提升城市足球发展水平，努力打造全国足球改革
发展的示范标杆。下一步青岛将积极争取承办U-23亚
洲杯暨2024巴黎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比赛。

青岛高度重视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现有各类足球场
地1077块，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1.07块，拥有可承办
职业联赛体育场6座，足球训练基地3处。作为山东省首
座国际足联A级标准、可容纳5万名观众的专业足球场，
青岛青春足球场已于2022年底建成，正常情况下将在今
年4月10日完成竣工验收。近期，针对青岛市民关心的
新赛季中超主场情况，城阳区体育发展中心答复称青春
足球场将成为中超联赛青岛海牛队主场。对于9月4日
至12日举办的U-23亚洲杯暨2024巴黎奥预赛亚洲区预
选赛，青岛将积极争取承办中国队主场比赛。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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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体育局局长车景华接受央视采访 全面介绍我市足球发展工作情况

足球成为岛城青少年喜爱的第一运动。

前国脚姜宁（左）帮助青岛海牛队完成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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