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读 07

2023年9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徐干 组版：张淑玲 校对：汤蕾

▶

▶

▶
要想与英超的合作取得良好

效果，“村超”的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

国际足联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
刘劲松认为，某种程度上“村超”还
处于起步阶段。他建议未来延长赛
季、进行分级，如此方能真正成为当
地特色，取得可持续发展。

刘劲松认为，“村超”可以向
英超学两点。一是志愿者培育。
俱乐部的运营需要志愿者支持，
后者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
力，且对球队的服务是长期的。
此外，竞赛组织、场地管理、后勤
保障等方面也需要志愿者。怎么
培养、维系、激励他们，都可以向
英超学习。

二是俱乐部打造。目前的“村
超”球队相对松散，还不是俱乐
部。村队注册成俱乐部，形成责权
利边界清晰、平衡发展的“主体”，
有助于“村超”可持续发展。俱乐
部如何打造和建设，英超有丰富
经验。

刘劲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村超”需要把沙变成砖，然后把砖
和砖拼接起来。

一项足球比赛要想具有持久
性，核心在于竞争性和观赏性，而
提高竞争性和观赏性，就要让联
赛更体系化，加强对从业者培训，

形成多层级的金字塔，否则其持久
性不仅有限，维持热度的难度也将
增加。

刘劲松说，英超是英格兰最顶层
的足球联赛，“村超”除了向它取经外，
还可以向英格兰较低级别的地方足
协、社区俱乐部学习，后者与“村超”的
关联度更高，提供的经验也更直接。
同理，除了英格兰外，还可以向已取得
长足进步的近邻日本的地方足协、社
区等各级联赛和俱乐部学习。

李培建议，榕江的校园足球也要
重点发展，英超的培训课程不应只带
到社区，还要带到当地学校；通过校园
足球增加足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再来
反哺“村超”。

李培的建议与美国大学生足球
联赛八冠王主教练史蒂夫·洛克的
观点不谋而合——“在孩子们能踢
得像职业球员之前，他们必须像孩
子一样享受踢足球的乐趣。”这说明
足球的本质就是“游戏”，要充分释放
孩子的天性，唯有乐在其中方能行
稳致远。

据了解，在今年“村超”的基础上，
全国美食足球友谊赛已经上演，明年
将有扩容版的“村超”，而“一带一路”

“村超”小世界杯也有可能在明年上
演。以上种种都是“村超”组织者为了
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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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咋就“看对眼”了？双方如何可持续发展？

“村超”+英超，逻辑和前景
“村超”，一个中国最基层的足球联赛，一个历时短短

几个月全网流量已逾300亿次的新晋网红足球IP。英超，
一个创立于1992年的世界顶级足球联赛，位居五大联赛之
首，在18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转播，覆盖8亿家庭。

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比赛还真就产生了联
系——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牵手，按照双
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英超”将为“村超”提供培训，两者
进行内容互动，还计划共同筹备社区足球友谊赛。两者牵
手的逻辑是什么？将有怎样的前景？

在“村超”诞生地贵州省榕江县的县
长徐勃看来，两者的牵手一方面基于

“村超”的流量；另一方面则基于英超的
成熟运作体系，完全有资格成为“村超”
的老师；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两者气质上
的契合。

英国的社区足球文化可以追溯至中
世纪，参与者可以是任何人甚至是整个
村庄。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带来社会
生活方式、工作节奏和压力的巨大改
变，踢足球因为可以帮助工人们缓解工
作压力而颇受欢迎。由此诞生了一些
社区俱乐部，它们通常以工厂、学校、酒
馆等为依托，代表不同社区和阶层，英
国的足球俱乐部就是在这种社群基础
上发展起来。足球俱乐部也常被认为
是社区的代表，社区成员通过支持代表
自己社区的足球俱乐部而获得认同感
和归属感。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李
培曾考察过英国社区足球，认为其很纯
粹，“（参与者）就是喜欢玩足球”；社区足
球不一定要出人才、挣钱，俱乐部要维护
球迷群体的利益，这是社区足球的责任
和义务。

在足球专业人士看来，自下而上的
探索是有益的，而且是中国足球最缺乏
的。自下而上、拥有良好群众基础也是

“村超”的鲜明特点。
“村超”虽然今年只是首届，但榕江

的足球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
代，当时广西大学迁入榕江，将足球运动
带到这里。20世纪80年代，当地盛行
的一句话——“要想找工作不愁，就要学
会踢足球”体现了榕江人对足球的热爱。

记者在“村超”现场看到：村民不
分你我，互相加油；游客与村民一起看
比赛、呐喊助威，一起享美食、万众开
怀。这份热爱和快乐发自内心、溢于
言表。

首届“村超”有20支球队参加，这些
队伍让村子的人心更加凝聚——94岁
的侗族老人杨留香可以捐出50元给本
村球队买水喝；11岁的小朋友可以在
球场边“指导”球队踢球；只要有比赛，
村里总会有志愿者敲着铁盆，提前去各
家各户“喊寨”，村民踊跃前来支持本村
球队……

英超联赛代表胡兆衡今年7月现场
观看了“村超”比赛，切身感受到“村超”
和英超一样的火热、一样的热爱。“整个
榕江县像是发生在夏天的春运现场，大
人和孩子高高兴兴地往体育场走，那个
表情就像‘回家’，我很被那个场景感
动，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于足球最真实的
热爱。”

她说，“村超”的原汁原味、全民参
与，如此快乐、如此出圈，给她留下了深
刻印象。人们非常热情，不断有工作人
员过来问要不要喝水，都是免费的，这在
其他赛事中难以想象。

徐勃说，“村超”是纯粹足球、快乐足
球、人民足球；“村超”最终要实现从金字
塔最底端改良中国足球土壤的目标，让
更多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热爱足球；“村
超”的本质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共享流量，共享快乐足球。

徐勃的上述总结，或许正是“村
超”之所以能牵手英超既浅显又深刻
的原因。

在多数受访专家看来，“村超”
和英超有合作基础，但合作的具体
内容、如何落地、如何取得成效还需
认真打磨。

广西足球超级联赛发起人之
一贾蕾仕认为，世界顶级联赛和
中国最基层联赛的合作，看起来跨
度很大，实际上是看中了彼此的影
响力。

他表示，“村超”在国内已有很
高知名度，明星、前国脚都参与其
中，尝试扩大国际影响力或许也是

“村超”的发展规划。英超在中国
也有很高知名度，可以给“村超”带
来很大帮助，特别是在技术支持等
方面。当然，英超也有开拓中国市
场的需求，借助“村超”流量或许更
为便捷。

在贾蕾仕看来，如果“村超”具
备了一定基础，比如打造了一定规
模的俱乐部、青少年培养更体系化、
软硬件设施更完善、联赛更规范等，
跟英超合作的效果可能会更好；目
前“村超”的状态还较为原始，当然
这就要看双方怎么共同扶持和发
展。“足球是个系统工程，不是说一
合作就立竿见影，所以要多留一些
时间给他们。”

“村超”因其浓郁的“村味”而火
爆，组织者也一直强调要保持其

“村味”。
2021—2022 赛季，英超总收入

达 55 亿英镑（约合 504 亿元人民
币），其商务开发能力毋庸置疑。合
作之后，英超的“商味”是否会影响

“村超”的“村味”？
贾蕾仕说，“村超”应当保持原生

态，不能进行过度商业开发，而要夯实
基础，提高竞技水平，完善软硬件，提
高球星号召力。虽然实现上述目标还
要走很长一段路，但通过与英超合作，
如能尽量缩短这个过程，就是很有意
义的。

“村超”赛场内没有商业广告，但
在场外设置了摊位，让市民来摆摊，政
府则做好各类服务、安全保障和环境
提升。

徐勃说，“村超”从刚开始就主张
摒弃场内的商业元素，但要让老百姓
挣钱，“我们所有的赛事旨在以赛促
产、以赛促销，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其
经济转换”。

英超也有公益属性，比如“学转英
超”项目就是其通过培训推广快乐足
球理念的方式之一。类似领域或可成
为双方合作的内容之一。

咋就“看对眼”了

如何可持续发展

“村味”和“商味”

“村超”出圈。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