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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宪章”是亚足联推动其 47个会员协
会发展草根足球的最主要手段。目前在亚
足联旗下，一共有 8家草根足球宪章金级会
员，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足
球协会。

在 2018年的评定中，中国足协被认证
为银级会员。

该“宪章”规定，只有在社会足球赛
事、场地设施、社会责任项目、女子足球项
目以及宣传推广等 20 个评定类别中均符
合最高序列的标准，才能实现金级会员的
认证。

在社会足球赛事方面，中国足协通过搭
建例如中冠联赛、五人制甲级联赛、“我爱足
球”全国基层系列赛事、“中华杯”全国中老

年足球赛等全国性社会足球品牌赛事平台，
推动构建社会足球多级竞赛体系。

此外，“全民健身 健康中国”全国县域
足球赛在2023年覆盖全国近600个县，吸引
了 10万余名基层群众参赛，在促进县域足
球普及推广、推动基层足球组织体系建设、
满足基层群众足球活动需求、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大力发展草根足球，目的就是要做大
足球人口，夯实足球发展基础，以及发挥足
球运动在全民健身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足
协社会足球部草根足球相关负责人说。

该“宪章”要求，在女子足球项目评定
上，除了入门级女子足球活动和定期开展的
赛事，还要有大范围的女子项目。中国足协

介绍，目前已引导各会员协会开展了 150多
期“亚足联－女孩足球节”活动，近 3万名女
性直接参与；“追风计划－乡村校园女足扶
持”项目已支持全国 70支乡村校园女足球
队，让更多女孩可持续地参与足球，并带动
周边学校共同发展足球运动。

在高水平赛事中宣传草根足球，并通过
信息化手段为草根足球参与者提供更加便
捷的场地服务等，也是近年来中国足协在草
根足球领域被亚足联点赞的亮点。

从 2018年的“银级”到如今的“金级”，
变化的不仅仅是颜色与等级。对处于低谷
的中国足球来说，草根足球发展取得的一点
一滴进步都犹如一针强心剂，给大众带来欣
喜以及更多的期待。

欣喜：从“银”到“金”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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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联赛正在逐渐赢回观众，男、女足国字号队伍徘徊中努力向前，当视角离开“高大
上”的职业足球与精英足球，中国足球这片森林的底层微观生态也相当值得关注。

经过一系列评定、考察，亚足联2日宣布，中国足协获评亚足联草根足球宪章金级会
员。这标志着我国草根足球阶段性成果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同时这也是梳理基层足球工
作路径、明确未来社会足球发展方向的一次契机。

得到亚足联“金级”认证，中国草根足球做对了哪些事？未来路向何方？

亚足联代表团此前来华考察时，结合
在天津看到的U8队员 8对 8比赛场地过大
现象，北京作为重点城市自U8起组建精英
选拔队的情况，以及大部分球场铁丝网与
底线、边线缓冲距离过近等实际问题，在精
英选拔和非精英留存、球场安全、注册人口
等方面向中国足协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建
议。

知不足，方能奋进。中国足协副主席许
基仁在去年全国基层足球交流活动上坦言，
目前存在基层足协发展不均衡、足球场地布
局不合理、品牌性精品赛事少、有资质有能
力的专业人才少、探索足球人口留存的长期
项目少等诸多问题和业务薄弱环节。

面对草根足球发展依然存在的人才缺、
场地少、资金短等困难，多地足协探索出各

自经验。梅州市出台足球人才“金靴工程”，
实施名宿、梅州籍职业球员回归家乡发展足
球计划；在湖北，从利用公园绿地到挖潜学
校足球场，多方合力破解“场地难”问题。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
间，中国足协将在制度保障、业务指导等方
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相关方面进一步优化
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布局，切实加强社会足球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在具体业务上，中国足协将进一步宣传
和推广“足球中国”APP，将更多草根赛事和
草根球员纳入平台，同时推动“足球中国”开
放社会足球场地入驻功能，完善相关场地预
约等功能，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合理优
化配置足球场地资源。

此外，中国足协将参考亚足联草根足球
宪章制定相关工作举措，调动更广泛的社会
资源、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足球事业发

展，为推动社会足球竞赛、文化体系长期可
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草根足球是足球发展的土壤，足球的
根基在基层，在于每一个热爱足球、参与足
球的普通人。”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说。

“未来，中国足协将继续发挥草根足球
在教育、健康、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多元价值
功能，让更多人、更多青少年在安全和愉快
的环境中参与足球运动，并将继续学习国际
经验，发挥草根足球对于精英足球的养土、
沃土功能，深耕草根足球领域，助力健康中
国、体育强国建设，并为亚洲草根足球大家
庭贡献更多力量。”宋凯说。

（图文均据新华社）

期待：足球生态薄弱环节持续突破

县域足球、“村超”等社会竞赛活动火热
发展，多地建立起多级足球协会体系，社会
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足球场地设施建
设提速……放眼中国足球底层生态，改变正
在发生。

——社会精品赛事“出圈”形成示范。
近两年来，贵州“村超”的火爆带动各地

纷纷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县域足球赛
事，已有赛事也着重优化参赛体验和宣传推
广工作，意在打造精品、吸引大众广泛参与。

贵州“村超”示范效应下，山东济南、江
苏沛县、广东梅州等地纷纷推出自己的“村
超”。沛县“村界杯”去年春节期间在网上走
红，国脚李昂前去打卡助阵，这项赛事也从
节假日举行逐渐拓展为全年开展，吸引的队
伍数量越来越多。

社会精品赛事不仅“出圈”，还能“出
人”。广西、梅州、深圳等地将基层足球赛
事与职业联赛衔接，打通草根足球与职业
足球通道。广西足球协会秘书长沈轶颉介
绍，当地知名足球赛事桂超联赛实行俱乐
部联盟制管理，俱乐部享有极高的联赛组
织权、运营权、话语权、表决权、分红权。经
过 13年沉淀，桂超联赛已成功打造四个职
业足球俱乐部，为职业足球输送了大批人
才。

——基层协会体系成为社会足球发展

的“根系”。
足协体系向基层下沉，如同树根扎入泥

土。抓紧抓牢基层足球的土壤，聚集各方养
料，基层足球赛事才有枝繁叶茂的根基。

广东梅州素有“足球之乡”的称号。近
几年，梅州构建起“市县镇村片”五级足球组
织，市、县以“足办、足协、足校”为主体，同时
向镇、村、片延伸。全市镇级足协达 65个，
六成市镇（街）拥有自己的足协组织。

江苏沛县的“村界杯”由村民自发组建
的村级足协主办。从利用废弃矿地建成足
球场，到提升比赛趣味性，当地足协和足球
爱好者们积极作为，让赛事持续受到关注。

梅州、沛县足协的发展，是基层足球治
理体系不断拓展延伸的缩影。扩大基层足
协的积极带动作用已成为行业内共识。以

“全民健身 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系列活
动为例，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年，规模不断扩
大，从最初覆盖294个县发展到594个县，其
中有 517个县级足球协会成为办赛主体，占
比超过八成。基层足协在社会足球领域的
重要性举足轻重。

——社会俱乐部蓬勃发展，场地设施建
设不断推进。

社会俱乐部与足球场地是草根足球持
续进步的载体与基础。记者多方采访各地
社会足球一线工作人员，得到的共识是——

近年来基层足球氛围正逐渐浓厚，除了赛
事，主要就体现在俱乐部与场地的变化。

“赣州目前有 17家在足协注册的社会
足球俱乐部，相对于几年前零星几家俱乐
部，现在教练、学员数量都有了很大提升。”
江西赣州足协秘书长康辉斌说。

北京足协去年举办的第 40届百队杯足
球赛吸引了 1376支队伍和 15555名参赛人
员，引发参赛热潮，报名队伍数量创近 20年
来新高。

梅州足协介绍，当地出台了《社会足球
俱乐部星级评选办法》，从俱乐部软硬件建
设、培养输送人才等方面进行考核评选，从
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以进一步发挥
社会足球俱乐部的作用。

在场地设施建设方面，梅州作为足球发
展重点城市更是走在前列，目前已达到每万
人 2.6块足球场的较高标准。中国足协介
绍，内蒙古、宁夏、湖北武汉、江苏镇江、福建
南安、江西安福等地人均足球场地已超过每
万人1块。

中国足协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国足球场地已达14.87万个。其中，
十一人制足球场地 3.5万个，占 23.54％；七
人制足球场地4.71万个，占31.67％；五人制
足球场地6.65万个，占44.72％；沙滩足球场
163个。

变化：有活力、有体系、有进步

6月29日，天津津门虎队球员刘俊贤（左一）在比赛中进球后庆祝。
当日，在2024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17轮比赛中，天津津门虎

队主场3比0战胜深圳新鹏城队。

5月26日，中国女子二队在夺冠后合影。
当日，2024年国际中体联足球世界杯赛落幕。中国男子一队和中国女

子二队分别战胜乌干达男子一队和肯尼亚女子队，双双夺冠。

6月10日，日喀则珠峰雪鹰队球员在比赛前一起加油鼓劲。
当日是端午节，贵州“村超”迎来洛邑古城足球队、呼伦

贝尔农垦芥花油足球队、日喀则珠峰雪鹰队等队伍，上演精
彩的跨省区赛事。赛事间隙还上演了萨迦索舞、“侍女蹴鞠
图”节目等精彩文艺表演和大型音乐烟花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