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一名外
表柔和的江南女子误打误撞地闯入足
球青训领域，一做就是 15 年，累计投
入近 5000 万元人民币，惠及 10 万余
名学生，还为 U17 男足国家队输送了
主力前锋王钰栋。
　　留着利落短发、戴着眼镜的黄君华，
言谈间语气温柔且不失坚定，很难想象
眼前这位个子不高、自称“不懂足球”的
女子，因为儿子对足球的喜爱，在 15 年
前毅然辞去稳定工作、“半路创业”开启
了她全然陌生的足球青训逐梦之旅。
　　多年的笃行坚守，让浙江台州鸵鸟
足球俱乐部“羽翼渐丰”。目前鸵鸟足球
俱乐部有全职教练百余名，仅在台州就
有注册足球会员近 4000 名，在浙江、
北京、上海等省市建立了青少年足球训
练基地及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全国近
100 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校园
普及课惠及 10 万余名学生……

  因孩子的一句话，音乐教师

跨界“玩”起了足球

　　 2008 年夏天，第二十九届夏季奥
运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上下体育氛围正
浓。那时，黄君华是台州市行政服务中
心办公室副主任，有着一份让许多人羡
慕的工作。在接 6 岁儿子从上海夏令
营回家的路上，儿子一句“想学足球”的
话，开启了这位妈妈与足球的缘分。
　　“我儿子说想把家搬到上海去，因
为台州没有踢足球的地方。”儿子对足
球的热爱，激起了黄君华的创业冲动，

“既然我的孩子喜欢足球，肯定也有更
多孩子喜欢，为什么不在台州也开设
足球学校呢？”
　　说干就干。黄君华找到一位高中同
学，请他帮忙推荐足球教练，教包括自
己儿子在内的几名小朋友踢球。2008
年 7 月，黄君华邀请父母、丈夫、弟弟和
妹妹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家人谈了
她想创办足球青训俱乐部的想法。
　　“一旦做了决定，九头牛也拉不回
来”，妹妹黄雪君这样形容姐姐的个
性。家人虽然对黄君华“突然”的热血
创业计划感到担忧，但看到黄君华如
此执拗，还是决定支持她。
　　 2008 年底，黄君华辞去体制内
的安稳工作，正式开启自己的足球青
训创业征程，创办台州市蓝海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并于 2010 年成立台州
市协和俱乐部。2015 年，黄君华将公
司正式更名为鸵鸟俱乐部。
　　为何取名鸵鸟？黄君华说，创业初
期她曾去朋友开的一家养殖鸵鸟的公
司拜访，就在她盯着鸵鸟发呆的时候，
鸵鸟突然像孔雀一样开了屏。
　　“听说鸵鸟很少开屏，想必我和它
很有缘分。”黄君华笑着说，“我后来了
解到，鸵鸟奔跑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70
公里每小时，绝对力量也很厉害，我想
这不正是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需要
的特质吗？那（俱乐部）就叫鸵鸟吧！”
　　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曾在小学担
任过音乐教师的黄君华对青少年教育事
业保持着职业敏感性。她说：“在教育系
统工作时，我看过有太多孩子身体、心理
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我想体育教育一定

是个很好的破解途径和发展方向。如果
能投身这样的事业，也会非常有意义。”

  第 12 次被拒绝后，她躲在车

里大哭

　　在黄君华创业初期，不仅要面对
周围朋友的不解，在寻求合作时也常
常是四处碰壁，在公园、学校门口做地
推宣传时，她和团队也经历过被管理
人员驱赶的窘境。但即便困难重重，黄
君华仍然咬牙坚持了下来。
　　“一开始我们通过提供免费足球课
程体验来招募学员，但后来发现不成体
系的免费活动很难招到人。怎么办？我
就想到要去敲学校的门，把常态化的校
园足球服务送到学校里去，而不仅仅只
是一周搞一次活动。”黄君华介绍说。
　　她坚信这样的模式能够互利共
赢，但彼时校外体育机构进驻学校在
全国范围内还未形成气候，如何让校
长们信任自己的团队并最终达成合
作，仍是摆在黄君华面前的一道难题。
　　“与学校合作，我希望与校方站在
平等的地位上去谈，也希望通过一次
次沟通，让学校负责人真正意识到足
球教育能有益于孩子们的成长，但我
认为，不能让足球培训搞成那种‘招之
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型教育活动，
只有与校方在观念上产生共鸣，认识
上达成统一，合作才会顺利长久。”秉
持着对这份事业的执着坚定，黄君华
对于与学校的合作有着自己的坚持。
　　这样的坚持在无形中增加了合作
难度，在与一所小学校长约好第 12
次见面沟通被拒绝后，黄君华一度难
过地在车上崩溃大哭。
　　“本来前期沟通得差不多了，本以为
这次可以谈妥，但也可能是那位校长当
天事务繁杂、情绪不佳，我一进办公室，
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说‘足球、足球，搞
什么足球’，直接拒绝了我。”黄君华说。

　　回忆起当天的情景，黄君华仍
历历在目。被拒绝的她“灰溜溜”地
回到车里，止不住流出了委屈的眼
泪。“那天我没敢回俱乐部，我不能
哭给同事看。”
　　回到家后的黄君华在自己的微
博上这样写道———“做足球需要坚
强的心”。
　　“我这样写的同时，其实就是给
自己心里做一个约定，现在还只有
第 12 次，不到第 21 次，我都不会
放弃。”黄君华说。最终，她成功了。
　　黄君华对足球的执着和倾情投
入，让俱乐部慢慢打开了市场，知名
度和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创业初期，
俱乐部依托与三所学校的合作和接
连举办的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喜欢
踢球的小学生参与。到 2010 年底，
俱乐部注册学员超过 200 人。

“足球没文化、迟早要趴下”

　　黄君华认为，推动足球青训事
业的真谛不仅仅在于竞技，更在于
增强青少年的体质，培养他们的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
神。归结到一点，离不开全社会足球
文化的深耕厚植，离不开积极向上
的校园足球文化广泛培育。
　　好雨知时节。2014 年，国务院出
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紧随其后的
2015 年 3 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发布，足球被列为中小学体
育必修课，足球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
和政策措施实现了重大突破。
　　迎着国家足球扶持政策的“春
风”，鸵鸟足球俱乐部进入快速发展
期，俱乐部的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
协调发展模式亦为其他地区的校园
足球、社会足球发展提供了借鉴与
经验。目前，浙江、北京、上海、山东、

河南等省市都建成了鸵鸟旗下的训练
基地及服务中心。
　　哪怕是在线下教学活动受新冠疫
情影响的日子里，黄君华也没闲着，

“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之前没空做的
事情做了。”
　　推出原创足球绘本，就是黄君华
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
　　“足球没文化，迟早要趴下。从我
的角度来讲，首先能做的就是自己俱
乐部的文化积累，要创造出有形的足
球文化来跟大家见面，比如说儿童绘
本，让孩子在幼儿时期，就有机会接触
到足球的基本知识，了解足球的基本
术语。”黄君华说。
　　“比如冬天训练时，有些家长怕孩
子出汗了着凉，会在衣服里面铺上一
条毛巾，下摆露出一个‘小尾巴’，这就
是绘本里的故事。”黄君华介绍，首套
绘本《鸵鸟教练和她的队员们》的故事
来源于俱乐部教练和孩子们在平日训
练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从收集来
的 300 多个故事中选取了 30 多个故
事，邀请专业人士进行绘本创作。
　　“希望通过阅读的方式，让孩子和
家长之间能建立起关于足球的亲子话
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了解足
球，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足球文化普及。”
　　黄君华的“天马行空”不止于绘
本———
　　鸵鸟俱乐部从 2015 年开始正式
实施五星级教练制度。足球教练员在
应聘时，公司会对其进行初步的定级
测试，星级越高，薪资越高，教练员每
半年会有一次考核机会。此外，俱乐部
把教练员晋升方向分为竞技足球人才
培养、教学科研、体育产业经营管理等
多个维度。这样的机制使足球教练员
有了更多成长和选择的机会。
　　 2018 年 5 月 15 日，鸵鸟俱乐部
成立省级足球文化研究院。在此基础
上，成立校园足球专家智库，开展校企

合作，进行数字化足球研究。其研发的
数字化足球家庭训练、实时对战、球技
测评系统，以实现数字足球应用的全
场景化为目标，目前该套数字足球应
用已进入中小学试点推广阶段。
　　 2021 年 7 月 7 日，鸵鸟俱乐部与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牵头起草《体教融合青少年足球
培训规范》《体教融合足球亲子活动组
织规范》等五项“体教融合”足球教育服
务系列企业标准。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官方平台通过，该系列标准已于今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并向全国推广。
　　有文化、有标准、有产业，这是在
采访中黄君华反复提及的词语，基于
更长远的视角看待青训事业，或许正
是“鸵鸟”行稳致远的秘诀。

  “鸵鸟”助力台州队首夺省运

会冠军

　　周二和周四，在学校参与由鸵鸟俱
乐部教练主持的足球兴趣班课程，周
六、周日来到鸵鸟俱乐部接受更加系统
的足球培训，这是台州市学院路小学一
年级 10 班阮家杰的“一周足球时间”。
　　比阮家杰大五岁的哥哥，也受益
于这样的模式，哥俩从幼儿园阶段，就
开始接受足球启蒙教育。
　　“希望孩子能尽情享受足球带来
的健康与快乐，如果他们一直对足球
保持热情，想走专业道路，作为家长我
肯定会支持。”“球迷”父亲阮永波说，
他更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带上自己的
家人，在家门口看到台州本地职业队
的比赛，为他们加油呐喊。
　　已在鸵鸟俱乐部工作七年的教练翟
志勇说，未来自己会继续扎根于青训，培
养挖掘更多优秀人才，“希望有一天可以
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队员踢球。”
　　家长和教练对于未来的期待，也
出现在黄君华对于这份足球事业最美

好的愿景之中：更多的孩子走到绿茵
场上，更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参加比
赛，台州有属于自己的职业队，有专业
的足球场，每周都有专业的足球比赛，
一家三代都坐在这里看比赛，并且把
这个位置给固定下来……
　　希望的曙光已经徐徐展开：在
2022 年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足球

（男子甲组）决赛中，有鸵鸟足球俱乐
部输送的六名主力球员的台州队以
3 ：2 击败东道主金华队，夺得台州足
球史上的首个省运会冠军。
　　多年的普及沉淀后，俱乐部于 2018
年 6 月开始组建 2006 至 2007 年龄段
的鸵鸟精英队。这支球队立足本土、引
进人才，以培养足球未来之星为目标，
与台州市教育局展开合作，建立“政企
社校”四位一体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如今，这支队伍已在多项全国大
赛中崭露头角，曾经的精英队队员王
钰栋如今已经坐稳 U17 男足国家队
主力前锋位置，他的足球天赋与潜力
被多位业内人士认可。

做足球青训的长期主义者

　　在谈及中国足球目前较为低迷的
状态时，黄君华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务
实态度———“如果大家真的希望中国
足球好，就不能总是放大问题、渲染问
题，应该多谈谈怎么做得更好，来研究
解决问题的办法。”
　　“守正出奇，和而不同。”回顾 15
年的创业经历，黄君华用这八个字
总结。
　　黄君华有着自己的足球价值观，

“运动改变大脑，服务创造价值。把足
球当作平台，达到育人的目的，这是我
做足球事业的底线思维。此外，基于城
市对足球发展的需求、孩子家长对足
球的理解，在教学服务、产业规划和中
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方面去创新创
造，最终让足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建立县域足球发展的标准模式、
在全国建立起“百城万校”连锁鸵鸟足
球俱乐部体系，打造完整的足球教育
产业链……黄君华想做的事情有很
多，但摆在眼前的困难也不少。
　　“目前无论是优秀的青训教练员，
还是体育产业管理人才，都是非常紧
缺的。”黄君华在采访中透露，2019
年在没有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公司在
教培、赛事、装备及夏（冬）令营经营上
产生近 500 万元利润，但这几年在数
字化产品方面加大了投入，公司未来
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风物长宜放眼量”。黄君华说，在
这份足球事业上，自己有长期主义者
的心态，“久久为功，我相信终有开花
结果的一天。”
　　“把足球当作我毕生的事业和价
值追求。我想这就是鼓励我 15 年如
一日走下去的最大动力，相信我至少
还有个 15 年能够继续干下去，把它
干好。”黄君华说，“就像鸵鸟一样，虽
然我们不会飞，但要奔跑着去追。”

（执笔记者王楚捷、许基仁、方益波，参
与记者李丽、夏亮、田光雨、胡佳丽、许
仕豪、王沁鸥）

　　击球、奔跑、上
垒…… 11 岁的陈
彦霖动作熟练，神
情专注。走进成都
市实验小学，棒球
队员们正在操场上认真训练。
　　陈彦霖是成都市实验小学五年级
学生，从二年级开始，他就加入了学校
棒球队。谈及棒球，他眼里有光。“棒球
越打越有意思，非常好玩！长大后，我
想成为一名棒球教练。”
　　现在，打棒球已经成为他生活中
的一部分，除了每周两次常规学校训
练课程，周末他还在参加棒球培训。
　　时下的成都，棒球在青少年中很流
行。包括西村大院、桂溪公园在内的很
多运动场所周末都在开展棒球培训。成
都的棒球少年中，像陈彦霖这样的孩子
还有很多，他们有的因为喜爱，有的为
了强身健体，有的具有更高的目标，都
带着各自的梦想奔跑在球场上。
　　“童年在一支球队成长”是成都市
实验小学棒球队的理念。与众不同的
是 ，棒 球 队 领 队 是 一 名 语 文 老 师。

“2017 年，我们开始组建学校棒球队，
当时棒球还比较小众，我从小就喜欢
看棒球比赛，希望让孩子们也体会到
打棒球的乐趣。”成都市实验小学棒球
队领队白雪说。
　　白雪是棒球的狂热爱好者，说起
棒球，她如数家珍。

　　在白雪的带领下，梁恒珍和王健
楠两名体育老师也加入棒球队，此外
还邀请了专业的棒球俱乐部一起合
作，棒球队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目前，
成都市实验小学的棒球运动已经覆盖
全校 2000 多名学生，学校棒球代表队
成员也达到了 100 人左右。
　　作为成都市实验小学的体育老师，
梁恒珍的主修专业是乒乓球，为了发展
好棒球队，她不仅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棒
球的规则、技巧等，还参加了很多棒球专
业培训。“打棒球的孩子越来越多，棒球
的师资力量也在不断提升。”梁恒珍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成都市内多所
中小学已经在积极开展普及棒球运动。
白雪说：“越来越多的孩子喜欢上棒球，
六年前，我们需要去各个班宣传，拉孩
子来参加。现在，我们棒球队不仅满员
了，还有好多孩子排着队要加入。”
　　“注意动作，挥棒的时候再用力一
点……”作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成
都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大二学生徐
文杰平时在学校指导孩子们打棒球。
　　“在学校教学生，能够熟悉孩子的
心理，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
教学方法，这对我未来成为一名棒球

老师，也非常有帮
助。”徐文杰说。
　　与其他运动不
同，棒球更注重团
队协作，让孩子们

拥有一颗“大心脏”。10 岁的魏全晟已
经打了三年棒球，看起来瘦瘦的他，挥
棒的时候很有力量。“一场棒球比赛需
要九个人上场，平时大家经常一起训
练，在打棒球的过程中，培养了团队合
作意识，还交了很多好朋友。”
　　魏全晟说，打好棒球并不容易，不
仅需要充沛的体能，还需要策略应对
和布局能力，在一次次“出局”中，不断
调整策略，才能越打越好。“每一次上
场，都要将失败抛到脑后，全力以赴为
当下拼搏。”
　　棒球比赛中的一次次上场和下场，
教会孩子们如何去面对顺境和逆境。
　　 11 岁的朱昱朵皮肤黝黑，精神饱
满，她打棒球两年多了。“打棒球后，力气
大了，不容易生病，注意力也更专注了。”
　　一遍遍练习挥棒，在训练中被球击
中，在烈日下的操场上跑圈……这些在
朱昱朵看来，都是常事，打棒球能让她
学习在逆境中成长。“在棒球比赛中，当
我作为击球手时，要面对九个对手，他
们都时刻准备着让我失败，而我要不断
突破自己，直面困境，勇敢向前。”
        （记者董小红）

   新华社成都 4 月 12 日电

棒球少年，勇敢向前

“ 鸵 鸟 ”不 会 飞 ，但 要 奔 跑 着 去 追
黄 君 华 的 足 球 青 训 逐 梦 记

 ▲黄君华（后）与浙江台州鸵鸟足球俱
乐部的孩子们。
 杭州鸵鸟足球公园内五人制笼式灯
光足球场。
 比赛中的浙江鸵鸟足球俱乐部小球
员。          新华社发

　 　 漫 长 的 冬 季
中，雪域高原万物
俱白。和彼时身边
玩伴一样，普通西
藏 农 牧 民 的 女 儿
玉珍拉姆很少觉得寒冷，记忆中总
是自由快乐地踏雪而行，却从未想
过皑皑白雪将改变一生。
　　 19 岁的玉珍拉姆来自西藏林芝。
与生俱来的不俗身体天赋，让她在读
小学时就脱颖而出，很快被作为“好苗
子”选拔进当地体校。
　　借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带来的“东
风”，西藏立足自身特色全力推动雪上
项目发展。同玉珍拉姆一道，一批当地
青年拔尖运动员开始涉足越野滑雪、
滑雪登山等项目。
　　滑雪登山起源于雪山山区居民
的日常生活，将登山和滑雪运动有机
结合，需要运动员们运用特定的雪具
和登山装备在雪山上进行竞技。1924
年首届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曾是正式
项目。2021 年 7 月，国际奥委会又重
新将滑雪登山列为 2026 年米兰-科
尔 蒂 纳 丹 佩 佐 冬 奥 会 的 正 式 比 赛
项目。
　　在国内，滑雪登山方兴未艾，却让
玉 珍 拉 姆 找 到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一 片
天地。
　　“我在小时候也看过自由式滑雪
之类的比赛，感觉很刺激。”玉珍拉姆

认为，相比之下，滑雪登山虽以“苦”著
称——— 要在低温环境下训练比赛，却
能脚踩大地，自由地穿梭于雪山间，也
更适合发挥自身优势。
　　西藏有句谚语：踏踏实实地爬山，
昆仑山也能上去；爬三步就后悔的人，
连小小的土坡也上不去。
　　一次训练中的意外，曾让玉珍拉
姆全身多处受伤。彼时家中正值农忙
季，因为怕相隔千里的父母“干着急”，
她选择只在晚间与家人视频通话，“这
样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因为伤病白天
没有训练”。直到完全康复后，她才告
诉父母真相。
　　持续不懈的付出，让玉珍拉姆熬
过了思乡之苦和每一次训练，终于迎
来自我突破。
　　今年二月，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举行的 2023 滑雪登山世锦赛上，首次
出国参赛的玉珍拉姆一鸣惊人，在女
子 U20 组短距离项目中夺魁，为中国
队历史性地摘得滑雪登山世锦赛首枚
金牌。
　　当玉珍拉姆向远在国内的父母报
喜时，家人们还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
其中的“含金量”。直到身边前来祝贺

的人越来越多，才
知 晓 家 中 出 了 个

“世界冠军”。
　 　 回 想 起 这 一
运动生涯里程碑，

玉珍拉姆认为首冠出乎意料，自
己在下滑技术上同国外高手相比
仍有差距。“国外的女生胆子大，
技术好，向下滑的速度都赶得上
我们队内的男生。”
　　一路走来，玉珍拉姆感恩每一
次的选择和挑战。
　　“我觉得自己这一路走对了，并
不是因为所取得的成绩，而是因为
通过体育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在人格上更加独立自信，也有了更
快成长。”她说。
　　眼下，玉珍拉姆正随队在新疆
富蕴县可可托海参加全国首届滑雪
登山冠军赛。休息时，她憧憬着即将
到来的假期，想回家。“两年半没有
回去了，我现在很想吃妈妈做的土
豆包子”。
　　从涉足滑雪登山起，玉珍拉姆
的目标就从未变过——— 站在 2026
年冬奥会的领奖台上。
　　“还有三年的时间，我希望脚踏
实地地前进，争取实现这个目标。”
她说。
  （记者孙哲、胡虎虎、郝昭）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玉珍拉姆，向山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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