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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热爱足球运动，非常关
心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推广。

2014年3月29日，总书记在看望正在
德国柏林训练的中国少年足球队球员时，
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通过这次来德国培
训，在中国青少年足球方面发挥带动作
用。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投身中国足球事
业。我看好你们，看好你们这一代。我希
望将来你们能够成为出色的足球运动员。

2014年5月30日，总书记来到北京市
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少年儿童。在与少先
队辅导员、教师、家长、学生等代表座谈时，
总书记谈起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他说，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足球。其实，我还喜欢
篮球、网球，而且很喜欢武术。总书记希望
孩子们要文明精神、野蛮体魄，把身体锻炼
好，把知识学好。

2015年2月27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是一个
关于中国足球的整体改革方案，青少年校
园足球被赋予重要使命。

2017年6月14日，总书记在北京会见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时特别指出，中国
正在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

2017 年 7 月 5 日，正在德国访问的总
书记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观看中
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之前，他还参观了

“中德校园足球合作”图片展，前往足球场
中央，同双方小球员亲切交流。习近平向
小球员们表示，你们是中德足球事业发展
的希望，也是中德两国友好合作事业的接
班人。希望你们发扬团结拼搏精神，学习
和交流足球技巧，成为好朋友、好伙伴。

2019年8月21日，总书记来到古浪县
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看
到孩子们正在踢球，他高兴地说，体育运动
要从娃娃抓起，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
如果像这样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也经常踢足
球，足球运动就有了广泛群众基础，中国足
球就一定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020年9月22日，总书记主持召开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
说：“我们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路
径。青少年校园足球现在开始推广和普及
起来，还要久久为功。”

如今全国范围内，谈论中国足球的时候
都会说到新疆足球。不仅因为新疆青少年
足球人才资源丰富，更是因为新疆各族群众
广泛参与足球运动，基层足球氛围浓厚。

新疆少年，成了总书记足球梦的忠实
践行者。

一、足球在新疆根深叶茂

在新疆，从不缺少热爱足球的孩子。
乡村的小巷里、广阔的草原上、房前屋后哪
怕戈壁荒漠，都能看到脚底带球、追逐梦想
的足球小将。

正如新疆足协主席许明所说，新疆青
少年足球人才优势明显，常常可以看到在
草地、田间、巷道里踢球的孩子，足球融入
他们的生活、融入他们的血液，形成富有新
疆特点的足球文化。

这正是新疆坚持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
的成果体现。新疆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
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新疆教育厅等部门印
发了《关于加快发展自治区青少年校园足球
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系统部署校园
足球教学、训练、竞赛、人才培养等工作。与
此同时，新疆不断加强足球课教学，特色学
校每周开设1节足球课，各学校将足球运动
纳入课外活动和课后服务内容。

“新疆从2022年起将足球作为体育中
考选考项目之一，引导校园足球运动普及
推广。”新疆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工作处处
长陈希海说，“新疆已建足球校队2387支，
队员41617人，常年参加足球训练，学校的
班级足球队、年级足球队不定期开展活动，
推动了新疆足球运动的普及推广。”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新疆坚持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校园体育与竞技体育相结合，
构建“特色学校+试点县（区）+‘满天星’训
练营”的推广普及和提质增效推进格局。
截至2024年4月，已创建全国、新疆足球特
色学校959所，占中小学总数的20%以上，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校园足球试点县
（区）达到7个，全国校园足球“满天星”训
练营有4个，创建了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
237所、示范园试点项目幼儿园62所。

陈希海说，经过推广普及，目前新疆学
校足球运动氛围日渐浓厚，中小学生参加
校园足球活动的人数由2018年的1万多人
增加到现在的12万余人。

此外，新疆还建立了“校内竞赛—校际
联赛—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学、高中、

初中、小学四级校园足球联赛体系，连续
22年举办学生阳光体育竞赛活动，持续12
年举办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推动各地各
校“班级、年级、校级、校际、县级”青少年校
园足球比赛等普及性赛事常态化开展，助
推区、地、县、校四级校园足球联赛等提高
性赛事深入开展。

新疆各地因地制宜开展了包括 11 人
制、8人制、7人制、5人制比赛和男女混合
赛、颠球大赛、射门大赛等系列足球赛事活
动。2023 年，举办了包括新疆大学生、中
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在内的14项学生体育
赛事，新疆大学生、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有
103支足球队参加，参与人数达3000余人，
新疆学生阳光体育竞赛已成为广大师生喜
爱学生品牌赛事。

以四级竞赛体系为牵引，新疆形成了
“班班参与、校校组织、地方推动、层层选
拔、全区联赛”的竞赛格局，比赛场次、参赛
人数逐年上升，直接参加区、地、县足球比
赛的中小学生达5万余人。

为高质量发展校园足球，新疆坚持把
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积极组
织足球师资培训，近两年先后选派800余
人参加国家级专项培训，228 人参加 D 级
教练员培训，2362人参加幼儿足球师资培
训。目前，新疆共有中小学体育教师1.96
万人，其中有 E 级以上足球持证教练员
1100余人。

新疆还强化体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校
园足球，推动构建“学校+基地”全链条、一
体化足球人才培养体系，选派体育部门优
秀足球教练员、裁判员等进入足球特色学
校带训，选拔优秀运动员进入基地，实现体
教深度融合、“专业人做专业事”，探索建立

“一条龙”升学保障体系，畅通足球人才培
养渠道，为体育特长学生提供成才路径。

陈希海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新疆校园
足球已成为新疆乃至国家足球人才选拔、
培养、成长的摇篮，学生足球赛事已成为各
级选才的重要平台。近三年，新疆校园足
球向新疆天山雪豹足球俱乐部等疆内足球
俱乐部输送足球队员233人，为山东泰山
足球俱乐部、深圳市足球俱乐部等兄弟省
市足球俱乐部输送青少年足球运动员181
人，139 名运动员进入疆内外高校足球队
和运动训练专业学习深造，有24名足球运
动员入选国家足球集训队，初步搭建了人
才成长的“立交桥”。

二、喀什：形成完整人才培养链条

2023 年 3 月 6 日晚，2023 年 U20 男足
亚洲杯D组第2轮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
什干举行，中国队以2:0战胜卫冕冠军沙特
队，9日晚，战平吉尔吉斯斯坦队，时隔9年
再度晋级8强。

笔者了解到，2023年U20中国男足中
有7位新疆籍球员，4位来自喀什，3人上场
均表现出色，队长艾菲尔丁·艾斯卡尔和队
员木塔力普·依敏卡日成为战胜沙特队的
功臣。

逾 200 人在国内俱乐部踢球，新疆喀
什为何足球人才济济？

5月28日，新疆喀什地区青少年足球
训练中心在喀什第六中学和喀什地区体育
运动学校分别揭牌。行署副专员、上海市

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王
陈出席揭牌仪式。

该中心的建立，既是喀什地区为推动
足球事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足球人才迈
出的坚实一步，也是全面落实喀什地区“体
教融合、体育强区”战略的重要一环，此举
将有力推动喀什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
展，提高青少年足球水平，为国家足球事业
培养更多优秀足球人才。

喀什地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
尼瓦尔·阿不力孜表示，喀什地区正积极打
通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科学布点足球特色
学校，形成金字塔式人才培养机制。按照

“1+2+12+12”模式，在喀什地区确定1所
大学（喀什大学），2所普通高中（喀什第六
中学、地区体育运动学校），12 所中学、12
所小学作为试点学校，形成从小学到大学
的“一体化”衔接体系；探索试点小学与初
中足球特长生对口直升、跨区招生办法，规
范学籍管理，建立退出与补充机制；完善高
中学校招收足球特长生办法，搭建起中小
学足球人才发展平台，形成从基层到高层
的完整人才培养链条。

目前，喀什地区现有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108所，全地区共组建了167
支青少年足球队，在训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达2505人，非职业运动员2万名，各级教练
员654名，各级裁判员420名。截至目前，
喀什已为国奥队输出了艾菲尔丁·艾斯卡
尔、木塔力甫·依明卡日、阿布拉汗·哈力克
等一批优秀的国字号足球运动员，为全国
各大俱乐部输出足球运动员20余名，为中
国足球文化的多元化、选拔人才多样化增
添了新的活力。

三、吐鲁番：足球+旅游创新发展

在新疆，孩子们踢足球的身影随处可
见。田间、巷道，只要有一只足球，孩子们
脸上的笑容就挡不住，踢足球早已融入他
们的生活、融入他们的血液，这是对足球纯
粹的热爱。

“我的名字叫库迪热提，今年13岁，我
喜欢巴西队的内马尔。”

“我叫依克热木，我最喜欢的是葡萄牙
队的球星C罗。”

“我叫艾力凯木，踢的位置是中锋，梦
想是进国足，把国足带进世界杯，和我的偶
像一起合影！”

这是一群热爱足球的孩子，他们目前
就读于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五中学。

他们最大的 14 岁，最小的只有 8 岁。
他们大胆说出心中梦想，看似遥不可及，但
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们离梦想越来越近。

而支撑他们梦想的正是蓬勃发展的新
疆足球事业。

今年冬天比平常来得晚一些，吐鲁番
市还没有真正冷起来，这给热爱足球的孩
子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训练环境。

天刚蒙蒙亮，赛米江·买比就起床
了。爸爸从旧货市场里找来的一只轮胎，
就是他进行负重训练的道具。用砖块摆
好点位，他又开始带球训练，接下来是颠
球练习……一个小时的训练很快结束。

“只要不是恶劣天气，我的训练就不会间
断，我想踢进国家队，为中国足球争光！”12
岁的赛米江坚定地说。

赛米江是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五中学的
学生，8 岁加入学校足球队。但他体能比
较弱、个子不高，在跑步速度上也不占优
势，这让学校足球教练依沙克江·力提甫不
太看好他。

依沙克江看到了孩子对足球的热爱，抱
着“给他一次机会试试”的态度让赛米江进
了校队，但很快，赛米江展现了自己的优势。

“他对教练的战术安排和战术意图理
解非常到位，脑子很好用。同时，他也是个
刻苦的孩子，体能方面很快就追上来了，他
现在可是队里的主力。”依沙克江说。曾经
那个不被看好的小矮个儿如今呈现出满满
的自信。让教练引以为傲的是，小伙子已
经被河北的球探看上了，希望他能去试
训。在新疆，像赛米江这样被发掘的足球
少年还有很多，这不光源自他们对足球的
热爱，更是新疆的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

如果说，草根足球赛成为当地人闲暇
之余谈论最多的话题，那走出一个明星球
员，就会成为当地闪亮的名片。新疆喀什
就是其中之一。

“2023年中国U20（中国国家青年男子
足球队）中有7位来自新疆的球员，4位就
来自喀什。在喀什，喜欢踢球的孩子很多，
他们对足球是纯粹的热爱，是从兄辈、父辈
乃至祖辈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有很多女孩
子也是足球运动的爱好者。”喀什地区疏附
县足球协会秘书长、县第二中学体育教研
组组长马东说。

2月4日，新疆丝路雄鹰足球俱乐部成
立，这是新疆首家非营利会员制足球俱乐
部，该俱乐部的宗旨是发掘和培养新疆有
潜力的青少年球员，让中国足球的希望在
新疆成为现实。

近年来，吐鲁番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
展，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
基础体育设施，积极开展各类体育活动，让
体育运动融入各族群众生活当中。如今，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喜欢上了足球运动，积
极参与各项足球赛事，获得了诸多荣誉，进
一步打响了吐鲁番足球运动品牌。

新疆丝路雄鹰足球俱乐部领队阿不都
热依木·阿里木告诉笔者，吐鲁番气候舒适，
拥有全疆规模较大的足球训练场地，再加上
当地政府的支持，是俱乐部开展试训的首选
地。“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多方努
力可以将吐鲁番打造成新疆足球名城。”

阿不都热依木参与组织过“火洲贺岁
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新疆青少年沙
滩足球及五人制足球赛等众多赛事，对吐鲁
番浓厚的足球氛围印象深刻。他说：“在足
球运动上，吐鲁番早已声名大噪。我认为，
吐鲁番可以通过‘足球+旅游’的创新融合发
展模式，在冬季积极承办多项赛事活动，营
造浓厚的体育氛围。在促进全疆冬季体育
运动发展的同时，助推吐鲁番经济高质量发
展，让吐鲁番不仅夏天‘热’，冬天更‘热’。”

四、阿图什：足球之乡绽放新光芒

近年来，阿图什市依托浓厚的足球氛
围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大力推广足球运动
发展，带动城市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今
天，一起走进“百年足球之乡”的阿图什，看
看足球如何点亮新疆的这座高原小城。

在阿图什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踢球

的场景，从四五岁的孩子到两鬓斑白的老
人，足球在这里有着异乎寻常的受欢迎度。

回顾过去，阿图什足球发展之路充满
了荣誉与骄傲，在各级别的比赛中，阿图什
的球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在2023年9月
举办的“援疆杯”援疆省市乡村足球邀请赛
中，上阿图什镇队员们凭借精湛的技术、默
契的团队配合和出色的战术执行力，一路
过关斩将，最终成功夺得了冠军。

青少年比赛更是充满活力地向上生
长。今年，由阿图什市教育局和阿图什市
文旅局联合举办的2023年阿图什市“奔跑
吧·少年”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让更多的
青少年接触并爱上足球，更为新疆地区的
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今，在阿图什的校园里，孩子们在阳
光下尽情奔跑，享受着足球带来的快乐。
在比赛中，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球员们共
同为胜利而战，深化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
友谊。

现在，足球早已成为了阿图什城市文
化的一部分。阿图什通过举办各种足球比
赛活动，展示了阿图什市独特的魅力和文
化特色，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
面打响了“暖城”特色品牌，提升了市民群
众的文明素养，更好地推进了各民族广泛
交流交往交融，让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旅游
跑入了新赛道，项目迈上了新台阶，为城市
的经济、文化、社会和体育事业注入了新的
动力和活力。

据阿图什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阿图什市将继续深化足球事业发展，投入
更多的资源用于青少年足球培训；继续举
办高水平的赛事和活动，吸引更多的目光
和关注。

五、克州有支“娃娃女足”

对赛丽玛·喀日和赛比热·喀日来说，
她们所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
称“克州”）阿克陶县巴仁乡且克村小学女
足在县里的足球赛夺冠，是前段时间发生
的最好的两件事情之一。

两个人是亲姐妹，维吾尔族，赛丽玛
13岁，赛比热10岁，都踢中场。她们所在
的阿克陶县，因有白色雪峰得名，阿克陶在
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中是“白山”的意思。比
赛的地点是阿克陶县一所中学的校园，在
操场的看台上，能看到孩子们在场上踢球，
也能看到远处的雪山和冰川。这里是帕米
尔高原的东部，阿克陶县则是中国最西端
的县级行政区。

且克村小学 2019 年成立女足校队，
2020年入选蚂蚁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乡村校
园女足扶持项目支付宝“追风计划”第三批
支持名单，获得了包括装备、资金、教练员培
训和比赛等资源支持。四年来，在当地政府
和学校的共同支持下，且克村小学女足的成
绩越来越好，多年蝉联阿克陶县校园联赛冠
军，并在2023年获得全国乡村校园女足联
赛——“追风联赛”西北赛区冠军。

关于这支球队，且克村小学副校长兼
女队教练艾尔西丁·艾尼瓦的回忆有很
多。学校的女队是在2019年成立的，比男
队晚一年。最开始也是因为女生看着男生
们在场上训练，也想加入。艾尔西丁和另
一位教练木台力甫商量了一下，打算成立
一支女子足球队。“因为我们国家的女足很
有名”。

但队伍的成立有难度，很多家长思想
放不开，觉得女孩踢球不好。做完家长的
思想工作，招了第一批女足队员。训练，刻
苦地训练，周一到周五和周末都有训练。
附近没有别的女足，只能和男队踢，渐渐
地，男队踢不过她们了。

踢球也给她们带来了改变，“以前我有
点内向，不是那么爱说话，进入足球队以后
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了，而且也交到很多
好朋友。”赛丽玛说。

赛丽玛很稳重，赛比热则是姐姐快乐
的“小尾巴”，因为姐姐踢球，她也耳濡目
染地开始练习。“我进足球队的时候很弱，
然后练了很多次带球、铲球之类的，我就
更加坚强了。”她的小圆脸上带着几分骄
傲，“在班里搬桌子的时候，我一搬桌子，
桌子就会走。”

足球给这些姑娘们带来气质的改变和
身体的强健，也让她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现在村里的家长们，已经自然而然地
主动要把孩子送到足球队。“几年前招不
满，现在招不下”。周边的学校也成立了女
子足球队，村镇的路上，开始看得到踢球的
女孩。这里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大家
都看到这些女孩们，因为足球有了更丰富
的人生经历。

现在的且克村小学女足已经成为阿克
陶县的一张名片，“就连县里卖馕的大叔都
知道且克村的女足很厉害！孩子们都以能
进球队为荣。”教练木台力甫·艾买提骄傲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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