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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辽篮系列之三

专家声音

辽宁男篮在今年夏天的一系列调整与变动，不仅仅是为了
应对即将到来的新赛季CBA，更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未来几年的
阵容搭配，以确保球队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在联盟中长久保持
竞争力。

想要做到这一点，自然离不开球队的梯队建设，即青训体
系。在未来，辽篮的青训体系是否还能像以往那样源源不断地
为一线队提供新鲜血液，又该如何变化以支撑起足够的人才储
备呢？

青年队依旧担负输血重任

最近几个赛季，辽篮阵容结构相对稳定，正处于追求成绩的
阶段，并没有太多新鲜血液加入到球队当中，虽然也有一些年轻
球员被从二队提拔上来进行了注册，但基本上整个赛季都无法
进入12人名单。

在外界看来，辽宁篮球的青训体系在过去几年里遭遇了明
显的下滑。2013年全运会U18青年队，算得上是辽宁青训结出
的最丰硕的一批果实，但是在那之后辽宁篮球的后备人才似乎
出现了一个断档期，尤其是2017年全运会时U18队伍的境遇和
四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差别。

尽管各方面着手扭转现状，但是想要重新在梯队建设中焕
发出新的活力，必然需要一个过程，而在此之前的青训梯队，依
然要肩负起为一线队输送新鲜血液的重任。

在今年的夏训上，辽篮又一次从青年队抽调了十余名年轻
球员随一队共同训练，尽管这已经是过去几个夏天里的常规操
作，但是这一次有些不同，随着一线队本土阵容中发生了调整，
必然需要有新人增加到新赛季的12人大名单中。

这些年轻人中应该还是会有些人能够获得出现在下赛季
CBA 赛场上的机会，至于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那就要看夏天
里训练和热身赛中的表现了。

开办训练营培育底层人才

一直以来，辽篮的青训梯队其实就是依托于辽宁省体育局
专业队的青训体系，这也是体育局与民营企业共建俱乐部的一
种具体体现。不过随着整个中国篮球大环境的变化，愿意走传
统体育专业训练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因此，辽宁篮球的专业青
训体系也受到冲击，这也是近年来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为一线队
提供大量新鲜血液的一个原因。

从辽篮在近期公布的一些举措来看，俱乐部有意在依托体
育局专业青训体系的同时，再开辟出一套面向更广阔群体的青
训体系，作为一种人才储备方面的补充。

本周一，刚刚退役转型为助理教练的杨鸣，又一次转变身

份，加入到球队管理层担任副总经理。而在他重点负责的工作
内容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条则是“训练营”。

虽然暂时辽篮方面还没有具体透露对于“训练营”的具体构
思，但是 CBA俱乐部自己搞“训练营”其实也早有先例，比如广
东队、吉林队和青岛队就都有自己俱乐部官方开设的篮球训练
营，通过业余篮球培训的方式将人才储备的领域一直延伸到 6
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层面上，而且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辽篮让杨鸣负责这一项工作，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
式与传统的专业篮球训练梯队形成相互补充，进一步扩大俱乐
部在不同年龄段的人才储备，为未来的选材提供更多选择。

虽然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或许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有可能在
CBA 层面见到效果，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是非常
正确而且重要的一个决定。

校园篮球未来是重要资源

中国篮球大环境在改变，校园篮球正在逐渐成为未来职业
篮球的一大人才基地。

在以往的印象中，由于各地都有专业篮球训练或者体校培
养篮球人才，所以大学生球员和这些专业队出身的球员往往在
技术能力和身体条件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随着校园篮球的
不断开展，以及专业训练的出路不断变窄，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倾
向于让孩子上大学。

目前进入到CBA的大学生球员越来越多，虽然其中能够站
稳脚跟的只是少数，但是这种趋势已经不容忽视。今年初CBA
全明星赛上的大学生球员与职业队新人之间的对抗，更是让很
多人开始对校园篮球的水平有了重新的认识。

当然，对于从校园篮球挖掘人才，辽篮算不上是 CBA的先
行者，但也绝对不算落后，单单韩德君这一个案例就已经让辽篮
享受了很大的红利，卫猛同样也是来自于校园篮球。

不过随着CBA选秀制度的诞生，今后大学生球员进入CBA
的方式已经不再刻意像以前那样随意签约。这样一来，正处于
追求成绩阶段的辽篮，在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在选秀大会
上获得什么太好的签位，这就意味着再想从校园篮球直
接挖掘人才补充到球队里，已经不是那么容易。

对于校园篮球，辽篮可以扎根于省内，与中小学
建立广泛的合作，帮助更多校园里的孩子喜欢上篮
球，参与篮球，提供专业的训练指导或者赛事服务。

这些举措如果想要在一线队上见效，可能比自
身开办训练营还要慢，但是却能更好地提升辽宁地
区基层篮球氛围，让更多的孩子走上篮球这条路，提
升全省的篮球人口基数，也就让辽宁篮球的未来有
了更多的可能。

培养梯队同时也应尝试交流
□刘欣然（资深篮球评论员）

关于辽篮梯队的造血功能，如果放在 10 年前甚至更
远的话完全够用，但是现在随着职业化不断推进，南方的
俱乐部更重视梯队的培养和搭建，反观辽篮的青训形势越
来越严峻。

我觉得积极培养自身梯队球员的同时，也要适应篮球
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规律，更多地参与到球员的交流、转
会当中。以前辽篮的青训体系非常好，自身造血能力足，
甚至自己都用不过来。自身培养出的球员确实能够体现
出相互之间传承、默契等方面的优势。

但是现在光靠自己造血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这
也是 CBA 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尝试
用一些交流、转会的办法，去弥补辽篮阵容上的一些欠缺。

走专业训练的孩子会越来越少
□马增玉（前辽宁女篮队长）

我退役之后就在大学工作，这几年对校园篮球的感触
还是比较深，尤其是现在体教结合之后，校园篮球的发展
空间远比以前的专业队更大。比如很多好的大学也会给
篮球特长生不错的待遇，像保研、留校等等，而且如果打得
好，将来通过选秀一样可以去打职业队，退一步也有很多
社会上业余比赛可以参加，所以可供选择的路子很宽。

但走专业队偶然性比较大，需要更坚强的毅力，付出
更大的辛苦才能成为进入职业队的少数人。当然走校园
篮球想要打出名堂一样需要付出这些，但是因为还有其他
道路可以选，所以很多家长在作选择的时候自然就倾向于
校园路线。

姚明上任之后大力推广小篮球，已经让校园篮球的氛

围产生了非常好的效应，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有
完善的篮球道路可以走。未来中国篮球的人才储备，很大
一部分应该会在校园里，走专业训练的孩子越来越少。

校园篮球不是短期获益之处
□牛洪波（资深篮球评论员）

想要让校园篮球成为辽篮人才的后
备力量，在短时间内还是比较难的。以
往辽篮的梯队人才培养，主要是从中
学阶段开始，因为我们在小学这个年
龄层面上原本就有很好的基础，所以
梯队选人时也比较充裕，基本上很多
好苗子从中学时开始就进入专业梯
队了。

现在的家长在孩子由小学进入到中
学这个阶段时，更注重的还是学习，重视
中考、高考，所以想要在这个时候让孩子从
校园直接进入到专业梯队，家长很难接受。
而且随着大学篮球发展得越来越好，高中升
大学这个阶段，也不太可能有太多的孩子跳
出来。所以辽篮想要得到校园篮球中的人
才，只能通过走选秀这条路。

虽然短期内很难获益，但是辽篮在校园
篮球方面还是需要去做一些事情，毕竟这有
利于培养基层篮球人才的基数，只有基数大
了才有可能从中发现一些好的苗子，才有可
能发掘出一些愿意走职业道路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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