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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长杯”小学女足冠军、“市长杯”女子组冠军、国际足球邀请赛U12女子组冠军、
“省长杯”小学女子组亚军……这是张盘小学女子足球队的成绩单。

张盘小学是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的一所“村小”，这里有一群热爱足球的女孩和千
方百计为孩子们创造条件的老师。资源和条件的不足并没有阻碍天赋的发展，凭借热爱和刻
苦，这群“村小”里的女孩用永不放弃“踢”宽了自己的人生舞台，“踢”出了更多美好的可能，也
给村里更多的孩子开辟了一条希望之路。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韩亚聪 黄婷
□ 苏建军

全队10个女孩都哭了。
那一声长长的终场哨，仿佛吹灭了一切骄傲。屏幕上

定格的2∶3，对于已经捧得十几个冠军、以全胜战绩打入决
赛的张盘小学女足来说，有些“不可思议”。

女孩们的骄傲，被学校会议室一整面墙的荣誉展露无
遗。但2019年这次“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小学女子
组比赛，让张盘小学校长宋海波和球队教练李磊至今无法释
怀：“那是一次耻辱之战！”3月26日，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采访时，这两个中原汉子眼圈泛了红。

张盘小学地处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张盘村，它只
有271名学生，却有着自己独有的“倔强”。自2017年成立学
校女子足球队以来，在基础设施差、训练条件艰苦的前提下，7
年时间里，赢得“县（区）长杯”“市长杯”乃至国际邀请赛等15
个冠军，培养出一批U字号国脚、多个省份青少年女足主力。

足球，成为“村小”女孩连接世界的纽带，也为她们增添
了一份人生的可能。许多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此，张盘小学
的足球世界被更多人认可、接纳，但宋海波始终心存一份

“长久的担忧”：“优质生源面临着断档的严峻考验怎么办？
孩子们通过足球向上的通道能打通吗？”

就在记者采访前一天，国家体育总局等12部门印发
《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旨在推动青少年足
球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明确提出“完善校园足球课余训练
机制”“畅通足球后备人才升学通道”“完善青少年球员培训
补偿政策”等青少年足球促进和保障政策。

宋海波第一时间就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这在很大程
度上回答了我们的担忧，真的希望那些真心热爱足球的孩
子，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

蹒跚起步

张盘小学的春天，是从女足队员换上薄球衣开始的。
3月26日下午，天暖无风，又是一个适合练球的好天

气。放学铃响，学校女足队员们人手一球奔向操场，教练李
磊已在场边等候多时。

在李磊的带领下，队员们完成了开练前的热身。颠球、
绕桩、运球、停球、传球……女孩们在场上肆意奔跑，速度、
耐力、技巧，一项项练下来，每个人头上都泛起了细密的汗
珠。操场边的学生和家长驻足围观，有球滚过来，也会紧跑
几步帮忙踢回去。

许多第一次来到张盘小学的人，都会有一种“割裂”的
感觉。

这所小学距离洛阳市区近20公里，几乎是隐匿在乡村
的角落——学校门口便是集市，只有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和摊位，踮起脚尖才能看到校门口“张盘小学”的牌子，走
进窄窄的校门，穿过浅浅的楼洞，才能看到碧绿的操场。

“这是我们学校最豪华的设施。”指着绿油油的操场，
宋海波欣慰地说，这放在几年前，是梦想，是奢望。

2015年以前，张盘小学只有一栋3层的教学楼，还要和
张盘初中共享操场。2015年，张盘初中撤点并校，有着近40
年初中体育教龄的梁耀武成了张盘小学体育教师。学校所
在地张盘村是有着3000多人口的大村，随着村民向城镇
迁移，学校的生源逐渐减少。“2006年的时候学校每年还有
100多名新生，如今每个年级只有三四十人。”梁耀武说。

但有一个传统，让梁耀武颇有底气：“张盘村的女生体育
好。”梁耀武记得，20世纪80年代，学校里有不少女生能跑能
跳，他就组织她们练田径。此后，3名女队员在河南省中学生
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得以进入省市体校学习。他最得意的
弟子曾在1985年郑州举办的全国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上，获
得标枪女子乙组第三名，后考入北京体育大学，留在了北京。

由于练田径出身，梁耀武对学生们的速度、耐力、弹跳、
爆发力十分关注，在上体育课时发现了几个“好苗子”，但他
琢磨，还是要与时俱进，与国家发展体育的重点结合起来。
2015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了《关于
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提出把发展青少年
校园足球作为推进素质教育、引领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的重要
突破口，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发展环境，大力普及足球运动。

借着这股东风，梁耀武向校长宋海波提议，得“跟上时
代步伐，响应国家号召，练足球”。作为土生土长的张盘村
人，宋海波也想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改变，但当时宋海波对
足球一窍不通，就连梁耀武也对足球知之甚少。

于是，一个农村小学的“足球计划”在跌跌撞撞中起步了。
不懂足球，就“现学现卖”。宋海波和梁耀武像小学生

一样，从最基本的足球动作、规则学起，“在网络上搜一些
带球、运球的基础训练动作，但还是怕教错，主要是先带着
孩子们练体能。”宋海波说。

2016年，临时组建的女足队参加了“镇长杯”比赛，并
一直打到决赛，“能感觉到，我们队员的体质要比对手好，
但还是输了，输在没技巧、不专业上。”这次比赛，对宋海波
触动很大，“还是要请专业的人来训练孩子们。”

此时，“86后”的李磊也刚在孟津成立“洛阳远航星青少
年足球俱乐部”不久，他从小练足球，进过洛阳体校专业队，后
来作为特长生进入河南科技大学，参加过全国大学生足球联
赛。接到宋海波的邀请后，李磊决定先去学校看看。

这一看，让李磊既兴奋又心疼。“张盘小学孩子身体条
件特别好，但训练条件太差了。”

2017年上半年，张盘小学的足球队里只有之前练过田
径的7名队员。学校能提供给队员们的最好条件，就是一片

水泥地。这片水泥地是由两个平行的“半块”
水泥篮球场组成，场地之间不仅有3米宽的土
地，高度还不一致。“学校找来施工队，花了
2000元钱进行硬化，球门就是拿几根钢管焊
成的，又从市场上买了一张球网，这样才有了
一个‘正规’的训练场地。”宋海波比画着说。

“岂止是‘不正规’，简直是有点开玩
笑。”在李磊的初印象里，张盘小学就像旧时
的大队部，球场是水泥地不说，连球门也比
正规的窄了、高了，“但球门质量是真的好，
都是很粗的钢管。”李磊开玩笑地说。但他
决定加入，“和孩子们一起拼一把！”

2017年5月，“张盘小学校园足球办公
室”成立，由校长、体育教师、足球教练、总务
主任4人组成。校长宋海波负总责，统筹全
局；体育老师梁耀武具体负责日常组织和训
练；教练李磊参与技术指导和训练；总务主
任张灿波提供后勤保障。教导主任王营科
则负责给小球员补文化课。

有了运行框架和专业教练，队员们的压
力陡然增加——不管刮风下雨，放学后的两
小时必须训练。“刚开始要求队员们必须每天
连续颠5个球才能回家，有的女生会练到晚上
八九点，但从来不喊累、不放弃。”李磊说。

但球场带来的危险不能忽视，一次训练
中，队员梁嘉琪重重摔在水泥地面上，胯部受
伤，每每想起这次“事故”，宋海波和李磊都
心有余悸：“如果摔到后脑就严重了，想想都
后怕。”也正因此，学校决定铺设草皮。经过
计算，5人制的场地铺最便宜的塑料草皮也
需要3.5万元，学校经费紧张，宋海波就求助
张盘村，村里挤出1万元经费，再加上几名老
师垫付的2.5万元，终于凑齐了修缮资金。

2017年暑假前，球队已经拥有12名队
员。为了吸引更多孩子，宋海波计划开设

“暑期足球训练营”，没想到有五六十个孩子
报名，“那时候觉得一下子就有信心了，在学
校搞足球看来能成！”

但暑假开学后，一盆冷水把宋海波浇了
个透心凉：“当时和教练协商，开学后周一到
周六一周练六次，每天练两个小时，刚开始
还有两三个学生参加，过了几周一个学生都
没有了。”

踢出冠军

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乡村振兴
的稳步推进，乡村孩子的求学梦得到前所未有
的支撑，农村家长崇文重教的理念愈加深厚。

张盘村也不例外。“张盘村人历来重视
教育，在大部分家长心中，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才是孩
子们的出路。”梁耀武说，让家长们在足球上对孩子们“放手
一搏”，遇到阻力是一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正因这样的考量，“张盘小学校园足球办公室”要有
说服家长的理由。

“首先，经过我们的观察，练球的孩子学习成绩大都不
降反升，身体也变好了，性格也开朗了。其次，给孩子们尤
其是学习成绩一般但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增加了一条走体
育特招的出路。”宋海波说。

这些理由都是实实在在的，宋海波带着这些理由连续
召开了三次家长会，从强身健体的好处到开阔视野的机会，
从额外补课的承诺到国家政策的解读，苦口婆心的结果是：
三次家长会来的家长越来越少。但宋海波注意到一个细
节，每次开完家长会，都会有几个家长在校门口不走，悄悄

议论，“我意识到，肯定是有些家长有意向但还在观望。”
宋海波决定“各个击破”。“你看，踢球既能让孩子身体

变得更好，也有机会带出去比赛见见大世面，而且咱们村
也有靠体育特招上了大学留在大城市的，我们学校也会组
织老师利用周末时间义务补课，这就相当于给孩子多了一
个选择的机会。”一家家跑下来，宋海波发现，家长们观望
的心态越来越淡。“终于保住了球队11个人的规模。”

事实证明，练球不仅不影响学习，还会促进学习。
当时还在读四年级的梁梦研对足球“超级喜欢”，妈妈

拗不过她，答应让她试一试，没想到，不仅学习成绩稳稳地
保持在班级前三名，学习效率也提高了。“俺这才意识到，
只要孩子真正喜欢，家长就应该支持。”梁梦研妈妈说。

人心稳住了，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县长杯”备战。
2017年10月，张盘小学女足队第一次代表平乐镇参

加校园足球“县长杯”比赛。那时，大多数队员只训练了几
个月，还没有参加过大赛的经历，宋海波和李磊心里直打
鼓。面对大多数比自己身强体壮的对手，队员们“不怕身
体碰撞，不会闭眼，不会躲”。梁嘉琪在比赛中脚部受伤，
简单处理后继续比赛；守门员王谭雯被小石子划伤嘴唇，
做了止血处理后又站在了球门前……看着孩子们这么拼，
场边的家长们心疼又自豪。

这次“县长杯”，张盘小学女足队以全胜战绩夺得冠
军，2018年，她们再次夺冠，崭露头角的张盘小学，开始向
更高级别冲刺。

张盘小学的“野心”越来越大——要建设一个更高水平
的8人制足球场地。高质量草皮、地面硬化、安装灯光……
总预算要40万元。“为什么要建更好的场地，因为旧的草皮
又薄又轻，一刮风就吹起来了，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组
织老师重新用胶水固定，不能很好地保护球员们的脚踝。”
宋海波蹲下把残存在场边的旧草皮拿给记者看。

宋海波到处“化缘”，2018年11月，孟津县教体局、平
乐镇政府和洛阳市扶贫办筹资40万元，新球场建成了。第
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草坪，孩子们全都撒欢地跑上去蹦
啊，跳啊，打滚。宋海波看着直掉泪。

不久，张盘女足迎来了校园足球“市长杯”比赛。赛
前，大家给孩子们定的目标是进入四强，她们也不负众望
顺利打入半决赛。这场比赛让教练李磊直呼“惊心动魄”：
开赛两分钟，对手就先进一球，张盘女足此后打进两球逆
转取胜。在决赛中，张盘女足又以点球击败对手夺得冠
军，改写了足球冠军不出城区的历史。

因为足球，女孩们的人生半径不断延展。
在张盘小学，至今仍让所有人津津乐道的比赛是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足球冬令营”赛事。
不去参赛，意味着错失“国际练兵”的好机会；去参赛，

机票、食宿等费用又是一大笔钱。无奈之下，宋海波和李
磊联系了内蒙古足协，得知张盘小学的困难，对方贴心地
免去了孩子们的食宿费用，加上教体局2万元的资助、每个
队员家长2000元的支持，总算成行了。

考虑到队员都是女生，李磊还动员做医生的妻子义务随
队照顾孩子们。李磊清晰地记得，开幕式上，其他球队的孩
子们都身着统一服装、专业球鞋，只有张盘小学的孩子们穿
着五颜六色的棉服和28元一双的回力鞋，“感觉有点搞笑，更
多的是辛酸，我和队员们说，咱们小米加步枪一样能赢。”

第一次坐飞机的新奇和无措，很快就被激烈的比赛冲
淡。U12女足组别共有16支队伍，经过9天角逐，张盘小
学击败了包括蒙古队和俄罗斯队在内的所有对手，进球38
粒，仅失一球，夺得了U12女子组冠军。

宋海波说，这是球队历史上最有含金量的一个冠军。
夺冠归来，很多村民自发开车到机场接机，有横幅有鲜花，

“当时真有中国女足载誉归来的感觉。”
张盘小学会议室，整整一面墙摆满了学校女足的荣

誉，放在最中间的便是从内蒙古捧回的冠军奖杯，它沉
甸甸的，浑身散发着金灿灿的光。

蹚出新路

一场场胜利、一个个奖杯，让张盘小学名声在外，学
校也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宋海波
也获得了河南省校园足球优秀校长的称号，但他说，自
己和孩子们最感谢的，还是那些失败。
“足球带给孩子们的，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每一次失败

都在告诉她们，人生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各种
挫折，重要的是，能够审视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站起来继
续努力。”宋海波说。

对于张盘小学的队员们来说，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失败
莫过于2019年“省长杯”比赛。

当时为了备战比赛，女足队员们周末训练、打友谊赛、
晚上加练，铆足了劲儿要夺冠。为了给孩子们增加营养，
老师和教练从家里带来灶具和锅碗瓢盆在学校给她们“开
小灶”，每天买两斤熟牛肉，切成薄薄的片分给10个队员，
老师们一口都舍不得吃。

赛场上，张盘小学一路过关斩将，几乎以每场大比分领
先的战绩打进决赛，“决赛前，我们就开始准备庆功宴了，因为
觉得冠军十拿九稳。”宋海波说，决赛上，张盘村100多名村民

拼车到现场为孩子们加油，这样的大场面，让孩子们紧张得不
得了，“有的孩子用手紧紧攥着衣角，有的孩子一直低着头。”

但这次失败了，以2∶3输掉了比赛。李磊到现在还在
自责：“是我轻敌了，没有及时换人。”而宋海波则觉得运气
太差：“对手5脚射门就进了3个，我们打了十几脚，有的打
在门柱上，就进了2个。”

比赛结束时，孩子们都哭了，看台上的家长们也心疼
得抹泪。李磊走到队员中间安慰：“比赛有输就有赢，我们
要总结经验，还有下一次！”

随后的几届“省长杯”，张盘女足始终无缘冠军，这也
成了几届毕业生心中最大的遗憾。然而，让所有人都感到
欣慰的是，努力和才华终究会被看到。

队员梁嘉琪加入了福建女足，成为U字号国脚。另一名
队员宋佳琪，现在效力于江西省女足，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
员。“省长杯”比赛结束后，按照洛阳市的相关政策，扈佳凝和
几名队友获得了进入洛阳市重点初中东方二中就读的机会，
也成为该校女足主力。队员王一好也加入了江西省队，开始
了更为专业系统的训练……女孩们的人生有了更广天地。

记者联系上王一好时，她正代表江西备战中青赛，“去
年是第13名，进入了14强，今年有信心会踢得更好，目标
是进入8强。”王一好说。

王一好踏上的这条路，父亲王虎占起初并不看好：“当
时正在让她练舞蹈，不想让孩子踢球，怕晒黑了，也担心影
响学习。”王一好却表现出了少有的坚持，就这样，从三年
级开始，她正式入队，主踢后腰位置，并很快成为主力队
员。“孩子很刻苦，放学练完回家，晚上还在路灯下加练，劝
她也不听，说自己心里有数。”王虎占说。

女儿的热爱，也成了父亲的关注。2020年和2021年
两届“省长杯”，王虎占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开车到现
场看孩子比赛，每一次都默默地躲在角落，“怕孩子看到我
紧张，别再影响她发挥。”如今，只要女儿的比赛有直播，王
虎占即使正在开着车，也会停在路边认真地看完全场。

想走职业化道路的，还有新生代的张盘小学女足队
员。6年级的袁佳馨因为喜欢足球，特意转校到张盘小学，
一年多的训练经历，让她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我想走职
业化道路，进入中国女足，去踢世界杯！”

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的系统训练，但袁佳馨进步飞
速，作为前锋，在“县长杯”和“市长杯”上都有进球，一口气
能颠300多个球。从后卫转为守门员的赵悦然也是6年级
的队员，不仅有许多进球，更能把许多犀利的射门挡在球
门之外。“教练说我手大、个子高，最适合当守门员。”

尽管热爱与日俱增，但赵悦然不确定自己进入中学后
还有没有机会再踢球，就像宋海波担忧的那样：“如果进入
一个不那么重视足球的学校，或者说没有实力很强的校
队，那就很难坚持下去，就前功尽弃了。”在宋海波看来，初
中极易出现的“断档”，成为队员们出路的最大阻隔。

寻找出路

探讨“村小”足球的“可能性”，“出路”是绕不开的焦点。
在张盘小学近五年毕业的足球队员中，已有5人获得

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7人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更有
梁嘉琪、宋佳琪、王一好这样因足球而获得更好发展机会
的女孩，但在宋海波看来：“这条路暂时还不太明朗，踢足
球能上大学，能走出农村，改变个人命运的，还是占少数。”

这个“不明朗”，更多地体现在“断档”上：一方面是队员训
练和比赛连续性的断档，另一方面是优秀队员的人才断层。

赵悦然的“不确定”，也是校长和教练的担忧。“孩子们
在小学时踢球，大多家长都很支持，但一到初中，文化课变
多后，家长就会担心踢球会影响孩子学习，所以好多孩子
到初中就放弃了踢球，出现了断档。”宋海波说。

“家长不愿意拿孩子的前途去赌，但是踢球一旦停止
就荒废了，而且孩子的协调性和爆发力等一旦错过好的时
机，就很难再培养了。”李磊有些遗憾地说，对于乡村小学
的足球发展，初中是一个“坎”。

李磊也愈发感到球队的“乏力”：“‘板凳’厚度（替补球员
的实力）太差了！”自从“省长杯”等比赛的赛制从5人制变为8
人制，参赛队员人数需要从10人增加到16人，对于后备球员
不足的张盘小学，“有时候能上场的替补都凑不够。”

张盘小学最多可容纳500名学生就读，如今在校生
271人，其中女生133人，校队女足队员只有26人，这26人
还涵盖了各个年级。

这意味着，要从这优中选优的26名队员中，再优选出
16名队员参赛，“可挑选的面很窄。”宋海波算了一下，如果
要组建一支能比赛的女足队，至少需要四、五、六三个年级
的女生。“就会出现我们四年级的孩子需要和对方球队六
年级的孩子踢球的情况，我们肯定会处于劣势。”

李磊也有些无奈地发现，现在一二年级的孩子只能凑
齐半支队伍。“这7年间，我们已经断档过两次，明年又是断
档的一年，后年能起来，但续不住。”

为了迈过这些“坎”，张盘小学一直在摸索。
为了输入“新鲜血液”，宋海波和梁耀武这两年坚持到周

边各个学校寻找“好苗子”，但效果不太理想：“有一个很实际
的问题摆在面前，孩子家长和孩子大多都不愿意到师资力量
和学校环境都不太理想的‘村小’。即便孩子原本也是在一所

‘村小’上学，但只要转学到张盘小学，就会每个月多出几百块
钱的食宿费，这对一些农村家庭来说是不小的额外开销。”

两种心态在纠结着：一是让所有孩子享受足球，二是
培养出更多拔尖球员。

大课间铃响，全校学生人手一个足球涌向操场，这是
张盘小学独特的足球文化。足球操是梁耀武设计的，融合
了足球的基本动作，动作不求整齐，但每个人都要动起
来。每次看到孩子们在阳光下随球而动，宋海波都不禁感
叹：“现在青少年肥胖、抑郁的这么多，足球就是最好的良
药，而且能对目标、规则和合作有更好的认识。”

如今，张盘小学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比赛。张盘小学的
班级联赛包含4轮比赛，每一个孩子都要上场比赛，每名班
主任则担任班队的主教练。

“让每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心愿正在一步步靠近，
但能够感受到，张盘小学“校足办”的成员都心有不甘。

他们与洛阳当地一所高校体育学院的合作洽谈顺
利。未来，这所高校将每年组织足球专业大三大四的学生
到张盘小学，对孩子们进行专业系统的训练，帮助完善学
校足球培训体系。还有一些零星的社会捐助，让孩子们身
上多了几套球衣球鞋。

在一份工作总结上，宋海波写道：“我校的足球发展其
实遇到了瓶颈期，再向上发展已经很难，学校学生数量少，
挑选范围太窄，难以形成完善的梯队和规模；学校地处农
村，虽然学校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各种条件和城镇学校还有
较大差距；教师年龄老化，新鲜血液没有补充，理念陈旧，思
想固化，缺少吸引力。出生率下滑，生源流出，又是雪上加
霜。校园足球今后的路如何走？我们一直在思考……”

“说实在的，我们已经迈进足球这个圈里了，7年了，不
坚持下去就半途而废，白努力了！”梁耀武说。

C罗、王珊珊、王霜、娄佳惠……每个张盘小学女足队
员都有自己心中的偶像，这些足球前辈都曾征战世界杯，
在职业道路上拼出了精彩人生。

但每个人都知道，成为偶像那样的人，要走的路还很
长。

张盘小学的学张盘小学的学
生在大课间练习足生在大课间练习足
球操球操。。 韩亚聪韩亚聪//摄摄

张盘小学最珍视张盘小学最珍视
的奖杯的奖杯。。 韩亚聪韩亚聪//摄摄

孟津区第二届“区长杯”足球赛上，王一好带球突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