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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根基 夯实职业青训体系

木塔力甫和胡荷韬这对“蓉城双子星”是成
都蓉城队上赛季刚从梯队拔擢的新星，在韩国
籍主帅徐正源的提携下，两名球员实现完美蜕
变。两位小将表示：“因为在中超积累了一定的
比赛经验，对自信心的增强也有帮助。主教练
徐正源和队友一直在鼓励我们，队内的和谐氛
围能帮助我们缓解压力，俱乐部也很支持我们，
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些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
两人均出道于德瑞足球培训中心，后者因为盛
产优秀球员，这些年来早已成为业内第一梯
队。德瑞足球培训中心也是成都蓉城足球俱乐
部股东，因其具备完备的精英梯队体系，俱乐部
与其共建青训梯队。实际上，自俱乐部 2018 年
成立以来，一直按照国际化标准打造百年职业
足球俱乐部，并按照中国足球协会关于职业俱
乐部的准入标准，逐步建立了完善职业俱乐部
梯队体系。双方已就梯队管理、人才培养、球员
教育、职业球员选拔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全面的
合作机制。目前，俱乐部按照中国足协准入要
求，建立了 U13、U14、U15、U17、U19 共 5 支梯
队。俱乐部还拥有一支预备队（U21梯队），并对
教练设置了青训培养激励制度。俱乐部实现了
全年龄段青少年精英球员向职业球员的更新换
代，达到了球队自我造血的能力。

找伙伴 持续加强院校合作

今年年初，央视5套《足球之夜》栏目用了22
分钟时间聚焦成都蓉城队，在中国足球改革进
入深水区的当下，俱乐部努力探索职业足球健

康发展之路，成为一种模式和典型。过去一段
时间，俱乐部大力助推校园足球，铺设校园青训
网点，建立青少年球员选拔机制，为优秀苗子的
成长创造条件，并于 2022 年成立了青训事业高
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俱乐部还先后与成都七

中、列五中学达成校园足球战略合作关系，双方
将以校园足球为载体，合力推动新型校园足球
队伍建设，共同打造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和区
域性龙头公立教育机构体教融合的典范。双方
还将建立以校园足球为基础的职业足球选材机
制，举办高水平区域比赛，为成都足球、中国足
球输送高素质人才。俱乐部还与成都大学进行
战略合作，为推广女子足球、校园足球探索出一
条职业足球俱乐部与高校校企合作的新模式。

俱乐部与股东方德瑞足球培训中心的合作
也在做大做强，通过与多家成都中小学合作，铺
设校园足球特色培训网点，探索体教结合模式，
打造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全年龄段青训体系，
完善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成长通道，实现校园足
球与职业足球的有效衔接。

绘蓝图 聚焦产业“谋转型”

作为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的母公司，兴城
集团坚持以承载城市足球梦想为使命，以弘扬
优秀体育文化为己任。去年 9 月，总投资约 20
亿元、总占地面积约650亩的新都兴城国际体育

公园开工。该项目已被列入“十四五”期间世界
赛事名城建设重大项目库清单。项目包括一处
立足西南、辐射全国的国际级专业足球训练基
地，前期设计借鉴了欧洲顶级的里昂和梅斯训
练基地经验，并配套有现代化青训中心、多功能
训练中心、运动医疗康养中心等设施，将为俱乐
部未来职业队伍训练和青少年足球培训提供顶
级先进的硬件条件，同时吸引全国乃至世界范
围内的球队来到成都拉练热身。

除了成都蓉城队目前驻扎的绿轴成都兴城
足球公园，成都兴城娇子足球公园也正在打造
中。作为成都市重要的“国际化城市综合开发
运营商”，兴城集团正聚焦足球周边新业态，多
元化构建“足球+文化”“足球+地产”“足球+旅
游”“足球+医疗”“足球+教育”新经济体系，促进
体育产业与城市开发深度互动，不断提升自我
造血功能，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秉承“全
国顶尖、世界一流的百年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企
业愿景，坚持赛成绩、强产业、树品牌，逐步完善
俱乐部“自我造血”功能，力求打造中国职业足
球俱乐部营收平衡典范，成为改革转型样本。

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供图

成都兴城打造“职业足球可持续发展”样本
不久前结束的U20男足亚洲杯赛上，来自成都蓉城队的胡荷韬、木塔力甫两名年轻国脚大放

异彩，迅速成为同年龄段人才库中的佼佼者。两人身价飙升，胡荷韬还成为国青、国奥“双料一
哥”。都还未满20岁的蓉城小将充分展现了蓉城队员的风采与实力，在国内足坛火热“出圈”。更
引来圈内人士赞誉的，是成都蓉城队雄厚的青训基础，这在中国职业足球圈中难能可贵堪称典范。

专刊

生态兴则文明兴。推窗见绿、出门
见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环
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三月是植树
月，成都各地开展“植”此青绿和各种爱绿
植绿护绿活动，引导广大市民共同建设天
蓝、水清、宜居的文明典范城市。

“我们有城市‘绿心’——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有城市‘绿肺’——环城生态公园，
生活在成都，出门即见绿！”听完成都市公园
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讲解，来自高新区桂
溪街道的陈孃孃骄傲地说。这是3月21日，
记者在2023年成都市“国际森林日”主题宣
传活动现场看到的。

“近年来，成都市森林面积持续增加，森
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成
都高新区优秀青年教师、语文学科带头人张
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为大家开
展了一场主题为《保护森林 从我做起》的宣
讲，宣传保护森林的重要性。

“怎么保护森林？”“森林病虫害都有哪
些？”⋯⋯在邛崃市平乐镇平沙落雁广场，“科
普活动月”暨“世界森林日”宣传活动现场，百
余名市民群众通过观看展板、翻阅宣传资料
等方式，沉浸式体验森林健康与人类健康息
息相关，人人手上都拿着一份《鸟类保护指
南》《有害生物防控手册》等宣传资料。

成都市文化公园内绿意盎然、游人如
织，志愿者为往来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科普
森林资源国情国策，引导群众关注保护森林
资源的重要性。

爱绿植绿护绿，也可以是阳台上的一抹
绿意。由成都市生态环境局、成都市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开展的“植此青绿 遇见最
美阳台”活动，面向市民征集“阳台上的那一
抹绿”主题摄影作品，邀请市民通过种一棵小
树、养一棵绿植的方式为自家阳台“添绿”，以
此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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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李霞） 在新津区永商镇
烽火村，每逢周六、周日晚饭后，
廊桥上的大喇叭就响起来⋯⋯
这是该村的特色“廊桥夜话”。
据了解，烽火村是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修建的新型社区，社区内徽
式民居以廊桥相连，廊桥是村民
出行必经之路、休闲常聚之处。

作为全国文明村镇，烽火村
村委立足当地特色，使用大喇叭、
村话筒、微信群等方式召集群众、
走进群众，利用廊桥建设阵地，宣
传政策服务、传播理论思想，向村
民讲制度、传精神、赋能量，从菜
肉涨价等身边事讲到乡村振兴、
科教兴国等国家事，讲清产业、惠
民、教育等政策、讲明艰苦奋斗等

道理，目前已累计开展夜话 52
场，服务群众10000人次。

村委利用廊桥夜话架起“桥
梁”，依托志愿者服务，广泛动员
村民走上廊桥，将村里的大小事
务、各家矛盾敞开说。大到本村
建设管理、资金使用、村规民约，
小到村民房前屋后、生活习性、邻
里关系等问题，都在廊桥夜话述
说交流。廊桥夜话成了村民交心
室、群众心语坊，在有效调解下，
烽火村大多数矛盾纠纷和问题在
镇村两级便得到了妥善解决。

“廊桥夜话”还通过创新表演
方式将传统的“摆故事”转变成“演
故事”，将干瘪的讲述换成朗朗上
口的快板、优雅动听的歌谣，让故
事生动而富有活力，共举办活动50
余场，广泛激发了群众参与热情，
推动形成向上向善向美文明乡风。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李霞）“老婆，我接到紧急
任务，今天要进隔离病区，麻烦帮
我拿点换洗和御寒的衣服，家里
的事情就只有你多费心了。你也
别担心，等隔离病区那棵光秃秃
的李子树开花，我肯定就回来
了。”2020年，大年初四，丈夫杜智
的一通电话，让同样在医院工作
的妻子罗莉紧张了起来。

挂断电话后，罗莉心里万分
担心，但为了让丈夫能安心工
作，只能强忍着担忧，下班赶紧
回家为丈夫收拾好衣物。在隔
离病区，两人只能遥遥相望，罗
莉说：“注意自己的安全，安心抗
疫，家里万事有我，等你回来。”
过去的三年，杜智家庭始终坚守
在医疗战线上，2020 年，他们被
评为四川省“文明家庭”。

杜智和罗莉夫妻二人作为医
务工作者，临时加班、半夜外出都
是常事，杜智经常进入隔离病区

工作，且一旦进入病区就要求闭
环管理，连续十几天都不能回家，
特别是有危重病人需要救治时，
一个电话就要赶到。对于杜智有
时候因为工作不能照顾家里，同
样身为医疗系统人员，罗莉在理
解的同时，偶尔也会抱怨几句，耍
耍“小情绪”。对此，杜智也有独
门“对策”，“她经常腰椎痛，要是
说好话都哄不好，我就给她来一
套按摩大法，多年的经验总结下
来，一套按摩大法下来以后，哄老
婆效果是最好的。”杜智笑着说。
结婚多年，他们的小家十分和睦
温馨。

谈论起自己的女儿，杜智夫
妻充满自豪。杜智夫妻不喜欢用
大道理说教，而是选择给女儿讲
一些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比如告
诉女儿今天爸爸做了一个手术，
手术的难度在哪，我们怎么做的，
不做手术的后果是什么等，让孩
子从小感受什么是责任感。在他
们夫妻二人看来，培养孩子健全
的心智、正确的价值观、阳光的心
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十分重要。

在成都，有一群志愿者以自己的专
业和热诚守护着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他们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巡护志愿服
务队、退役军人战旗红志愿服务护林队。

都江堰虹口社区有2/3的面积被划入
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这里不仅是
人类聚居区，也是生态保护的前沿阵地。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期间，虹口社
区打造出一支由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巡
护志愿服务队，他们在处理好社区各类繁
杂的工作之余进山巡护，从“居住者”变成

“守护者”，志愿者每月会进行两次巡护，
记录动物活动痕迹，查看有无违法设置猎
套陷阱，劝退擅自穿越的游客，用镜头拍
下沿途发现的不常见的植物，积累成丰富
的资料。“开展巡护就是保护好家乡的生
态环境，希望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传

递给更多周边的村民。”巡护队志愿服务
队队长杨国蓉说。

在双流区黄水镇，有一支由160名退
伍老兵组成的退役军人战旗红志愿服务
护林队，筑起了一道道森林绿色屏障的

“防火墙”。据了解，黄水镇森林面积
1016.86公顷，全镇森林覆盖率14.75%，林
地面积228.53公顷，活力木蓄积量36679
立方米。志愿服务护林队分为16个小组，
配合各村（社区）开展森林防火的日常巡
查、宣传和应急处置工作。“一日三巡下
来，大约需要 2 个小时，步行 15 公里左
右。”据退役军人战旗红志愿服务护林队
员徐世福说，途中遇到上山的游客、居民、
防火护林队员便会上前散发《森林防火告
知书》等资料，向人们宣传森林防火的重
要性，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杜智家庭：

“家里万事有我 等你回来”

新津区烽火村：

“廊桥夜话”聚民心

“绿心”+“绿肺”
成都出门即见绿

成都志愿红 是“居住者”也是“守护者”

“植”此青绿
浇灌绿水青山的梦想
一锹土，种下的既是树苗，也是生态文

明的希望；一桶水，浇灌的既是土壤，也是
绿水青山的梦想。3月里，春光明媚，在崇
州“‘植’此青绿·遇见文明”学雷锋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现场，来自成都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的会员单位代表，以及成都建工
七建、国网城西供电公司等企业联盟成员
代表30余人来到崇州市崇阳敬老院，与这
里的老人一起栽下30株桂花树苗。

大家干劲十足，三人一组、五人一队，
挖坑刨土、扶正树苗、填土踩实、端盆浇水
⋯⋯各个环节衔接有序，现场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74岁的李大爷老当益壮，挥舞
铁锹与志愿者共同植下爱心树，童心未泯
的他为这棵小树苗起名“泽宝宝”。“晓得
不，‘泽’其实是我的名字，哈哈哈⋯⋯”老
人家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愿你承载着我的希望，茁壮成长！”“种
下一棵树，收获一份爱！”“愿我的小树苗经
得起风吹雨打，健康长大！”⋯⋯志愿者为
亲手种植的小树苗写下“铭牌”，寄托美好心
愿与祝福，期待收获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金牛区荷花池街道，社区居民在“核
心价值观”树下亲手种下“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种子，既是一种仪式，也
是一种宣誓。在北湖生态公园，成华区“共
青林”正式揭牌，青年志愿者种植新苗、施
肥浇水，并为周边树木清除杂草、浇水、修
剪枝叶，向来往群众宣传环保理念，以实际
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环保意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志愿者在林间开展巡护

受访单位供图

李大爷为自己种下的树苗起名“泽宝宝” 志愿者向市民讲解宣传资料

志愿者在种植新苗

巡护志愿服务队拍照记录稀有植物

成都各地开展爱绿植绿护绿活动

让文明嵌入青山绿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