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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得本届亚洲杯的中国女足中，唐佳丽等 4 名国脚都来自上海普陀女足，堪称体教结合的“玫瑰园”

“铿锵玫瑰”背后“被孩子套牢了”的夫妻教练
本报记者郭敬丹、吴振东、许东远

　　从女足亚洲杯载誉归来，一次视频连线中，主
教练水庆霞对足球青训教练员长期的默默付出表
示感谢：“感谢你们在基层做了很辛苦的工作，没
有你们打下的基础，就没有这些队员的今天。”
　　视频另一头，是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足球
学校校长张翔。本届亚洲杯中国女足 23 人大
名单中，唐佳丽、赵丽娜、杨莉娜、张馨 4 人都
来自普陀女足，在普陀青少年足球学校教练员
的带领下走上职业道路。
　　张翔的妻子钱惠是足球学校高级教练员。
近 30 年来，这对夫妻投身体教融合的“玫瑰
园”，耕耘出普陀女足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
培养之路，为国家队输送运动员 53 人次。他们
对孩子的全部愿望，写在宿舍门牌右上角———
　　做好人，读好书，踢好球。

“被孩子套牢了”

　　普陀区梅六小区紧挨着梅陇中学。居民很熟
悉这样的场景：傍晚，穿着普陀女足队服、踩着钉
鞋的女孩们在学校结束训练，穿过一道边门，陆
续回到靠近小区东门的宿舍里，一脑门的汗。
　　宿舍一楼，比赛奖杯、奖牌摆满了三张桌
子，这是汗水浇灌出的成绩。还有一种成绩没有
奖牌，但成色十足：累计为国家队输送运动员
53 人次，输送至一线及俱乐部 49 人，输送至二
线运动队 176 人。
　　回望来路，钱惠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走了那
么远。1993 年，普陀区开始探索女足人才培养
之路，以金沙江路小学为依托，成立了一支小学
年龄段的女子足球队。就是在这一年，曾是河南
女足队员的钱惠从上海体育学院毕业，到了金
沙江路小学，成为女足教练。
　　对钱惠来说，这是从零开始的摸索。女足受
关注度低，带孩子练球绝非什么“肥差”，住宿条
件简陋，没有正式训练场地，种种困难巨大而具
体。当时，张翔在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任教，为
了帮钱惠带训小球员，经常从体院骑车 40 分
钟赶到普陀，“裤子都磨坏好几条”。“义务劳动”
了两年，这批孩子即将升入初中，张翔干脆把工
作正式调到了普陀区。
　　“那两年已经带出感情了，就被孩子‘套牢’
了。”想到这批“很听话、很努力”的孩子升入初
中后再想踢球就没人带了，张翔舍不得。他开始
在普陀组建中学女足队伍，心里坚定了一个想
法：“我一定要把这批孩子培养出来。”
　　张翔也强调，自己的选择更多是受到钱惠
感染，“她喜欢教小孩子，如果不是看她那么执
着，我肯定做不到。”
　　这份爱，牵着钱惠一连数年身兼数职———

在学习、训练、住宿“三集中”模式下，她当教练、
当“班主任”，更多时候是“保姆”。“最开始条件
差，洗澡都要带她们去公共浴室。”晚上，钱惠看
着小队员们自习，语文、数学、外语作业一本本
检查，交到学校时，全是她的签名。
　　直到踏上球场，她才变回那个充满激情甚
至有点“凶”的教练。“不要慢，跟紧她！”“那么被
动干什么？去抢啊！”“好球好球！终于进了，很努
力！”操场上都是她的大嗓门，着急了直接跑到
队员身边上脚示范。
　　弯腰，揽肩，抱一抱……这又是她走下场后
的样子。她把训练中挨批评的女孩叫到一边，声
音轻下来，询问、鼓励，末了伸出手，把被汗水粘
在小脸上的头发别到耳后。
　　在钱惠眼里，自己和爱人配合得很好。“我
管得细，除了训练，还跟孩子聊天，管她们生活
学习上的琐碎事，张翔就不一样，他很有远见，
从一开始他就坚定，要找到好的中学让孩子们
继续练球。”
　　这个想法，演变为普陀女足体教融合“一条
龙”模式的雏形：从幼儿园开始选材，随后升入
指定小学和中学。1996 年，曹杨二中成为女足
孩子们的初高中对口学校；2000 年，梅陇中学
加入。既能发展兴趣爱好、锻炼身体，又能畅通
无阻地接受优质教育，这样的梯队培养模式，彻
底打消了家长的“升学顾虑”，从根本上激发了
家长送孩子来踢球的主观意愿。
　　也正因此，普陀女足的成绩并未局限在绿茵
场上：接受 12 年优质教育，未进入专业队的女孩
一样可以在学习上一路向前，复旦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截至目前，普陀
女足培养输送到大学的队员已达 68 人。

高昂学费“劝退”家长，她急得直哭

　　谈成绩，夫妻二人并不认为有什么秘诀，有
的只是从不放弃的信念。“那时候，张翔要给孩
子们找个好中学上，原来单位的一位前辈说，

‘谈何容易’！”那句语调拉长、无限感慨的“谈何
容易”，钱惠至今记得清楚。那份实实在在的不
容易，她自己亲身经历。
　　 2000 年，普陀女足布点中学曹杨二中取
消了初中部，“一条龙”出现断档。在普陀区教育
局支持下，梅陇中学加入。不过，这所当时还属
民办性质的中学一学期学费高达 3000 元，很
多队员家长望而却步，吵着要让孩子转去公办
学校，球也不踢了。
　　钱惠急哭了，跑去教育局，这边劝家长，那边
讲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看着辛辛苦苦带
了 5 年的小孩一个个都走了，眼泪直流。”
　　这场波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区教育局、体
育局共同承担一半学费。钱惠给已经转走的学

生挨个打电话，叫她们快回来。
　　“他们做的很多事，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
是不知道的。”1993 年入队的宋梅如今回想，
周一到周五，队员们早上 5 点 50 分起床、出
操，下午 3 点半放学后训练到晚上 6 点，然
后晚饭、自习、熄灯睡觉。而在这些时间之外，
她们的钱老师、张老师还有无限多的工作要
做，桩桩件件都是为了她们。
　　在夫妻二人带领下，女孩们刻苦、争气，
从国内到国际，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取得亮
眼成绩，无数次“以小敌大”，照样赢。
　　张翔总是如“老父亲”一般，对外“鼓吹”自
己的孩子，“一条龙”还不够，还要琢磨怎么让
孩子有更多上大学的机会。他偶然得知上海大
学有特招名额，就跑去“推销”自己的队员。
　　“我们孩子球踢得好，读书也好，为什么
不要？”张翔心里想。
　　跨上一辆助动车，张翔出发了，后备箱里
还放上满满一罐油，“上海大学有几个校区，
路远，我怕油不够用。”
　　“4 个！”这是上海大学当时答应给普陀
足校的体育特招名额，但那年张翔有 5 名队

员高中毕业。“那我就用成绩说服他们。”张翔
组队，让队里只有初高中年龄的女孩们代表
上海大学和国外大学生队踢了一场比赛，大
获全胜，最终 5 个女孩一个不少地被特招进
上海大学深造。
　　还有一件小事，钱惠一直记得。“他跑去
上海大学，上课时间没人睬他，他就去图书馆
看书，还给我摘抄了一句话，写在纸上带回
来——— 平静的海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
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这句话，钱惠反复对女孩们讲起。
　　“钱老师很注重对我们的精神培养，她经
常说，足球是圆的，球场上什么事都会发生，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要放弃；有信心不一定会
赢，但没信心一定会输，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对我们影响很大。”宋梅说。
　　球队里，连文化课的学习也是“传帮带”：
每一届新队员进来，教练都会安排高年级队
员做姐姐，连上一届的课本、笔记也会留下
来，帮助新队员学习。
　　钱惠手机里保存着唐佳丽给妹妹们发来的
视频，“我是你们的唐佳丽姐姐，我想要告诉你

们，在未来成长的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
难，都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只有坚持下去，才能
离成功越来越近……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要怀
疑，你们一定会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加油！”

“我们是未来，足球的希望”

　　夫妻俩养了一只边牧，名字是张翔取的，
叫“希望”。以后若是再养一只，准备叫“圆梦”。
　　女足事业，是两人从未改变的梦想。
　　带队近 30 年，钱惠“一直不停地痛苦，
不停地兴奋”。“我会沉浸在其中，有时候小朋
友不踢了要难过两天，一场比赛输了，我首先
鼓励队员，但自己回来却要哭一通。”
　　“她是一个球痴。”金沙江路小学校长李
海军这样形容钱惠，“除了女足，她什么事也
不想，这么多年无比专注。”
　　钱惠盼望社会对女足有持续的关注。“亚
洲杯夺冠，我手机都‘炸’了，家长们兴奋，一
屏一屏地点赞，孩子们训练积极性也更高。”
钱惠话锋一转，“鼓掌归鼓掌，能不能有更多
家长愿意送孩子来踢球？我们到幼儿园招生，
有的孩子有天赋、有兴趣，但家长很犹豫，觉
得踢球就是风吹日晒、摸爬滚打。”
　　苦是事实，但钱惠也反复强调足球的育人
作用，“我们的女孩更加开朗阳光，独立性和自
理能力更强，早早就有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
精神。”
　　普及之上，做好提高，这是一名专业教练的
执着追求，“真正踢球的人还是少，好的球员还是
少，我们要出成果，要为专业队输送更多人才。”
　　虽然已培养出众多国脚，但夫妻俩始终
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一支队伍，成绩想上
去很难，但掉下来非常容易。我们一直焦虑，
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不能有任何松懈
的念头。”在张翔看来，“一条龙”模式提供了
一种保障，只希望有更多孩子出于热爱，加入
到足球训练当中。
　　受钱惠影响，一些从普陀女足走出来的
球员也加入了教练团队，包括前国家队队员
徐雯佳。“要说成就感，就是有一天看到我带
的孩子也进入国家队，披上中国红，为国征
战。”徐雯佳说。
　　直到今天，在普陀女足的成长经历仍是徐
雯佳心中“闪闪发光的日子”。有时，她会专门回
到金沙江路小学，坐在操场边，看着孩子们奔
跑，眼里闪过自己少年的身影。“这样看一看，我
就觉得内心受到了洗涤，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直到今天，宋梅依然记得曾经唱过的队歌：

“我们奔驰在绿茵场上，晚霞送来金色的梦
想……飞旋的足球，寄托我们的理想，我们是未
来，足球的希望！”

▲张翔、钱惠和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足球学校的队员们合影。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莫鑫

　　小徐是北京一所高校地质学专业的大三学
生，前不久的一天中午，他取回外卖，打开手机
支架，准备边看短视频边吃午餐。
　　不一会儿，他看到一位学科“大牛”的线上
讲座，便饶有兴趣地点开。一边吃，一边看，50
多分钟转瞬即逝……
　　最近，与小徐有类似经历的网友还有很多。
大家发现，经常能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科创中
国·院士开讲》的讲座，视频里侃侃而谈的全是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91 岁高龄的
徐志磊院士，中国第一批战略武器研究专家；
80 岁的刘嘉麒院士，七上青藏高原，三入北极，
两征南极，足迹遍布全球；中国科学院毛明院
士，曾斩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领衔研制
世界领先的 99A 主战坦克……
　　不少网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点进去后，竟听
得津津有味，“想不到这辈子还能上院士的课”“真
是出息了，院士讲的课竟然听懂了”。还有网友听完
一场后依然陶醉其中，在评论区“催更”下一期。
　　据统计，自去年 10 月 29 日第一期内容上线
以来，《科创中国·院士开讲》6 期节目总观看量已
超 3000 万。这档节目在掀起一波科普热潮的同
时，也让越来越多的网友秒变院士们的“知识粉”。

院士们的故事又“燃”又“暖”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是我国著名火山地
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他常常笑称自己是“80
后”。演讲中，刘嘉麒特别强调，看似冷门的地质
学，其实与航空航天工程等热门学科有密切
联系。
　　“以前有航天人不服气，说飞船上天难道也
需要你们学地质的来指挥？我说，我们不管上
天，但我们要管上天去干什么，比如往哪里落、
落了以后要取什么样品、怎么取，这些都是我们
的事。从月球带回来的样品，好多在我们这里分
析。”去年 11 月，刘嘉麒在一场“院士开讲”中
开玩笑说。
　　刘嘉麒曾十进长白山，七上青藏高原，三入
北极，两征南极，造访和考察过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他率先查明了我国火山的时空分布和岩
石地球化学特征，让中国新生代火山活动规律
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
　　他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勉励广大年轻人：在人
生最宝贵的年华，要珍惜时间，应该特别有作为，
不要好多事等着以后再做，一等就来不及了。
　　徐志磊院士从 1963 年就开始参与“两弹
一星”的研究工作，有着辉煌的过往与荣誉。他
坐在镜头前与广大网友畅谈“颠覆式创新”，他
理解创新就是要颠覆传统，这种“颠覆”不仅在
于技术的更替，更在于“重视人的价值”。
　　节目最后，他还惦记着年轻人的“熬夜”问
题：保持热情的秘诀，就是日常生活要保证吃好
睡好，如果没有充足的睡眠，也就没有很好的思
考问题的能力。
　　“中国的两栖战车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
讲台上的毛明满是自豪。
　　中国科学院院士毛明衣着朴素，头发花白。去
年 10 月 26 日，他站上“院士开讲”的讲台，面对广
大网友，毛明讲起这件在他看来很“疯狂”的事
情——— 让战车在水上“飞”。
　　毛明提出创新思路——— 设计一种可变形的
车体，成功破除发动输出限制的技术“瓶颈”，完
美解决两栖战车在水里速度不快的问题。
　　毛明曾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国防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在兵器工业研究方
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秘诀”之一，就是在极
苦环境下依旧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
　　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毛明多次不畏艰
险深入极寒、极热地区对坦克进行实验。即便朔
风如刀的东北试验场，零下 40 摄氏度的艰苦
环境都没能阻挡他对科研的热情。在他的主持
设计下，中国制造出了领先世界的第一台信息
化坦克——— 99A 坦克。
　　当顶尖的科学家们打破“次元壁”，用线上
开讲的方式传播知识，与求知大众隔空攀谈时，
他们的精神也在激励着新一代的年轻人。

  “互联网+科技创新知识传播”

的“化学反应”

　　当前，中国正走在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

强国”的道路上，尽管重大领域的科技创新不
断取得突破，但依然对科学创新尤其是自然
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求贤若渴”。这就需要培
养大量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并激发
他们对于科研创新的热情。
　　此外，互联网上的知识传播良莠不齐、亦
真亦假，导致一些伪科学经常会“钻空子”，误
导不少公众。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中国科协
的“科创平台”与抖音、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
强强联手，开设“院士开讲”栏目。该栏目力求
用“互联网+科技创新知识传播”的方式，使
加强权威科学知识传播与扩散知识传播范围
相结合，从而激起科学家群体与互联网平台
之间的一次绝妙的“化学反应”。
　　做客栏目的，都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
程院的院士。他们分别站在坦克创新、高铁安
全、地质学与登月工程等领域的科技前沿，通
过线上讲座的方式，分享顶尖科技知识和丰
富人生阅历。
　　这些院士很多已经八九十岁，是各领域的

权威，他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在线上进行知识
分享，与网友亲切互动。他们苦心钻研的精神、
勇攀科技高峰的毅力，亦感动着许多网友。
　　“一期节目几百万人观看，是未曾预料
的。短视频平台是传播科学知识的新舞台、好
舞台。”刘嘉麒院士说道。
　　在他看来，院士们从书斋、实验室、课堂
中走出，面向镜头、面对大众进行知识科普，
这种知识分享的形式对科学爱好者不仅具有
强大的吸引力，在科学知识创新精神的传播
上也具有巨大的扩散能力。而且，强大的传播
效应配合与网友的交流互动，也让院士们和
观看讲座视频的网友彼此拉近了距离，无论
是从知识上还是情感上。

网友：这才是我们想追的“星”

　　事实上，在短视频平台，除了院士们的科
普讲座，科学家们的励志故事、科研精神相关
的短视频，已经出了诸多爆款。

　　仅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例，与已故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近 90 亿，当
神舟十三号载着全国人民热情成功飞天，抖音
上相关视频的搜索量达 10.4 亿，与女航天员
王亚平相关的话题阅读量超 5 亿，与航天人相
关的科研故事也打动屏幕前的无数网友。
　　 2021 年 3 月 22 日，彭湃烈士之子、我
国核潜艇首任总师彭士禄逝世，新华每日电
讯抖音账号播发其生前最后一次出镜勉励核
工业后辈的短视频，很快成为爆款。短短 21
秒的内容，播放量超千万，获赞近百万。
　　每当杰出科学家的故事通过短视频为人们
所熟知时，评论区总会有网友打出“这才是我们
想追的‘星’”。这句简单的评论，很容易获得网
友们的广泛响应，仅此评论就可获赞数十万。
　　通过短视频，人们发现科学家们并非高不
可攀，他们也同常人一样热衷表达、热衷传递思
想。只是在他们眼里，科学创新精神的传承与科
研成果的突破，才是他们甘于奉献的毕生追求。
　　如今，泛知识类短视频正在崛起，成为一
种新潮流。据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裁、总编辑张辅评介绍：“泛知识类短视频
内容播放量已占据全平台视频播放量的
20%，人们看的每 5 个视频中就有 1 个是泛
知识类的视频。同时，在抖音上进行的泛知识
直播超过了 100 万场。科技创新类的内容正
成为平台用户们最喜爱的内容之一。”
　　在短视频平台，人们有机会听国家天
文台的天文学家聊星辰大海，有机会听物
理学资深教授用自己的童年轶事趣话，解
读那些让人们摸不着头脑的物理学，也有
机会通过直播随时了解美学、大气物理学、
地质学等学科看似冷门实则风趣的知识。
而科学家们也多了一个分享知识、展示自
我的渠道。
　　正如一位网友在“院士开讲”节目评论区
所说：“科学家们、院士们所输出的知识、宣扬
的精神，会凑成普通人平日里的点滴成长，纵
使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但起码，当人们
再回过头看这些深耕于科研领域，不断推动
祖国向前发展的人们时，心底也会被那份勇
于钻研的态度所打动。”

“白发院士”云端开讲，网友直呼“这才是我们想追的星”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在“院士开讲”中授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