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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声音

端正的起点
米卢为中国足球作出的贡献，除了

带队打进世界杯之外，还有那句名言：态
度决定一切。只可惜很多年来，中国足
协从来没有去真正体会这句话的含
义。昨天的足代会之后，又让人想起来
了米卢的这句话，虽然过往的经验让人
不敢轻易对中国足球竖大拇指，但至少
态度上，足协这一次是端正的。

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项目，原本就是
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艰苦工作，
要想有作为，必须得有10年以后才听
得到掌声的思想准备和耐心。屡败屡
战之后，中国足协终于承认了“急功近
利的思想行为严重、轻视基础建设和
长远规划”是导致中国足球不断下滑
的主因。昨天公开的《十年规划》显得
相当“温和”。不仅没有如体育系统的
惯例将奥运会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甚至连之前计划的“2018年和2022年
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目标都被抹去。

说来讽刺，30年前，中国队就已
经是亚洲足球的前列，现在我们则要
再用10年的时间重新回到这一位置，
其间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比起
来10年前的那份《规划》，却可以看出
足够大的进步。当年“国奥必须打进
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足必须打进
2006年世界杯、北京奥运会上男足要
进八，女足要进决赛”这样的描述，并
没有让人看到中国足球美好前景，倒
是一副迫不及待要“建功立业”的猴急
模样跃然纸上，至今想来还觉齿冷。

蔡振华当选中国足协主席，并不
能算是一个“新闻”，这个近来上升势
头极佳的副局长来挑这个重担，验证
了总局乃至更高层对于足球的重视
程度。只是他会完全移植在乒乓球
领域的方法和经验，还是像研究乒乓
球的规律那样去研究足球这个迥然
不同的运动项目，从而帮助中国足球
走在按规律发展的道路上，外界还有
着很多问号。值得注意的是，原先的

“进入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这些
具体的目标却在《规划》最终成文时
消失，想来是经过蔡振华的审阅的，
如是，这算得上是个积极的信号。

蔡振华用“不归路”形容自己的
足协主席之路，既道出了中国足球发
展的艰难，也显现出了自己“做些事
情”的决心。至于未来10年，究竟是
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还是仍在“偏路和
歪路”上兜圈子，所谓风宜长物放眼
量，无论是足球业内人士，还是圈外
人，同样都“急不得”。

10年之后，再回望2014年初，如
果不再像现在我们说笑话一样看待10
年前的那个规划，而是能够去认真地
纪念和尊重，就已经足够。至少现在
看来，这个起点算是“端正”的。
郑州晚报体育评论员 郭韬略

■百度一下

国乒教父荣誉无数
蔡振华，1961年 9月 3日

生，江苏无锡人，著名乒乓球
运动员，教练，国际级运动健
将，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2014年1月21日当选足协
主席。

1985年至1989年到意大
利国家乒乓球队执教四年。
1989年回国执教，1991年出任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
1997年出任中国乒乓球队总
教练，同时还兼任国家体育总
局乒羽中心乒乓部主任、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
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其间最大
的功绩是带领中国乒乓球队尤
其是男队重新登上世界乒坛的
顶峰，巩固了中国乒乓球超级
大国的地位。2014年 1月 21
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
华当选第十届中国足协主席。

顾问：年维泗(足坛名宿)、王健林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主席：蔡振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常务副主席：张剑（足管中心主任）
副主席：王登峰（教育部体卫艺司司
长）、魏吉祥（足管中心党委书记）、
于洪臣（足管中心副主任）、林晓华
（足管中心副主任）、张吉龙（国际足
联执委会委员）、容志行（老国脚）
秘书长：张剑(兼任)

蔡主席的就职演说：
中国足球需信心决心恒心

“当选足协主席之后，我来不
及感谢，因为中国足球实在是时间
紧任务重，我能够说的主要只有6
个字：决心、信心、恒心。决心不是
表达口号，而是一定要为中国足球
干点实事。”

“‘红山口会议’之后，闯进韩日
世界杯，尽管我们没有进球，但享受到
了职业化改革的成果。我们被这一点
点胜利冲昏了头脑，中国足球遭到了
破坏性的侵蚀，于是对正确的道路产
生了怀疑，不团结、不虚心、不刻苦的
风气重来。中国足球本是含苞欲放的
花朵最终结出了恶果。”

“中国足球积累了许多问题，
改革之路还会有许多新问题。以
往的重大失误就是急功近利的浮
躁，所以耐心很重要。”

“我们不会忘记去年国家队居
然以 1∶5 不敌泰国队，中国足球
已经连续三届没有参加世界杯！
在我们铿锵玫瑰日益凋零的时候，
日本女足却拿了世界杯冠军。我
们不能再折腾了！”

“2010年出现在中超赛场的恒大
是重磅炸弹，他们提升了中国足球的
知名度。像恒大这样的俱乐部越多，
说明中超联赛整体水平越高。我也特
别要提国安、鲁能这样坚守如一、热情
不减的企业，他们同样支撑了联赛发
展进步。”

“中国航天能够凭借古老的
飞天梦登上月球，我就不相信
中国足球不能实现梦想。加油
吧，用我们的肩膀筑起中国足球的
长城！”

昨天上午，一份名为《中国足球中长期规划纲要（2014~2023）》的文件在足代会正
式亮相，它就是中国球迷期待中的“中国足球未来的十年规划”。那么，中国足协给出
的是一份什么样的规划呢？

从今天开始，真的
也许走向一条

足协新主席不好干
蔡振华感怀犹如荆轲

“从今天开始，真的也许走向
一条不归路。不过，既然这
个担子已经落到了我身上，
我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作为一名新上任的主席，面
对困难重重、关注度极高的
中国足球，蔡振华肯定能体
会到战国时，荆轲出发刺秦
王前的悲壮情怀。这是我听
完下面蔡振华以中国足协主
席身份发表的第一次讲话后
的感受。
蔡振华是这样说的：“每个人
心中都有足球梦，我没有为
我的足球梦描写多美妙的图
画，但我相信一定能够达到
终极目标。也许我不能和你
们一起到达梦想彼岸，我甘
做铺路石。”昨天上午刚刚全
票当选为中国足协新任主席
的蔡振华用这样一番开场白
为中国足球的未来作了自己
的注解。

足协规划“很丰满”现实情况“很骨感”

避谈世界杯 只提一流

中国足球的水平要提
高，绝对不是提出几个国字
号球队的目标就可以诠释
的，所以在这份《中长期规
划》中，如何提高职业联赛
的竞争力和如何培养后备
人才成为另一个焦点。

在这份 10 年规划中，
中国足协对整个联赛的发
展规划提出了较高要求。
除在总目标中提出职业联
赛的整体规模和竞技水平
要达到亚洲一流外，还对整

体联赛的未来规模提出了
明确要求。同目前的中超、
中甲和中乙联赛的规模相
比，10年后它们将有较为明
显的扩大：“到2023年，实现
职业联赛各级赛事参赛队
伍的相对稳定，中超队伍16
至18支，中甲队伍18至20
支，中乙队伍20至24支。”

至于青少年（校园）足
球的发展和城市足球发展
在规划中也被赋予了相当
大的篇幅。中国足协2012

年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
了5个足球发展试点城市，
并且在去年为这些城市挂
牌，未来10年，中国足协希
望试点城市的规模进一步
扩大，为整体足球水平的
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到
2018 年，全国争取 10 至 15
个城市建立完备的城市联
赛竞赛体系。2023 年，城
市数量达到 20 至 25 个。”
中国足协在规划中提出。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2003年，一份《中国足
球发展十年规划》中规定:

“国足必须要打进 2006 年
世界杯；国奥必须要打进雅
典奥运会；在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上,男足国奥队要进
入前八,女足则要进入决
赛。”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
是贻笑大方。

而这次在《中长期发
展规划》中，这样具体目标
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似乎更脚踏实地的大方
向。中国足协在提出20年
内发展成亚洲足球强国的

总体目标下，也对前 10 年
任务做了相对明确的描
述：“一是稳健发展，宣传
推广足球运动，使足球运
动更加普及，足球人口显
著增长。二是成绩目标：
各级男女足国家队竞技水
平稳步提高，努力缩短与
亚洲最高水平的差距，在
亚洲和世界足坛的排名显
著提升。职业联赛整体规
模和竞技水平达到亚洲一
流。三是协会建设，中国
足协要努力成为亚足联最
佳会员协会之一。”

至于男足的具体成绩
指标，规划的描述是：“到
2023 年，男足国家队要力
争跻身亚洲足球前列，并
具有冲击世界杯的竞技能
力。国奥队以培养高水平
优秀人才为目标，参赛成
绩稳步提高。”不过，中国
足协对于女足国家队未来
的发展有一定的自信。中
国足协在对女足任务目标
的表述中称：“到 2023 年，
女足国家队重返亚洲一
流，并具备同世界强队相
抗衡的能力。”

男足 不再提进世界杯

两手 狠抓职业联赛和校园足球

■足代会·机构

第十届中国足协领导机构
足
代会

·第二天

不归路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