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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潘志琛接替徐利任排管中心主任

作为一个外行
他能玩转排球吗
本报记者 李志刚

2012
伦 敦 奥 运

会结束之后，
国家体育总局面

对新的奥运周期，将
会通过一系列调整完成

新的布局。继张剑接替韦
迪任足管中心主任后，原自

行车击剑管理中心主任潘志
琛将接任排管中心主任一职，成

为中国排坛的新任掌门人。
事实上，“徐利调离排管中心、

潘志琛接掌排坛”一事，早有风声
传出，但国家体育总局迟迟未予以
证实。“无人愿意接手”是很多人对
此做出的判断。3月25日，国家体育
总局贴出公示，原自行车击剑管理
中心主任潘志琛接替替徐利，担任排
管中心主任一职；徐利调任国家体
育总局训练局局长；原训练局局

长、曾经主政足管中心的阎世
铎达到退休年龄界限，自今年2月
起不再担任训练局局长、党委副书
记职务。

在排管中心主任这个岗位上，
徐利干了16年。在他的任期之内，
中国排球取得的最好成绩要数
2004雅典奥运会上那枚沉甸甸的
女排金牌了。从雅典奥运会到北京
奥运会，再到伦敦奥运会，中国排
球的整体成绩逐步下降，徐利“晋
升”的势头也越来越弱，不过此次
调整称得上是“稳中有升”——— 由
于训练局算是国家体育总局直属
机关单位，在系统内部，徐利名为
平调，其实算是升迁了。

而56岁的潘志琛曾担任国家
体育总局竞体司副司长，北京奥运
周 期 兼 任 奥 运 备 战 办 副 主 任 ，
2009年调任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作为一名学术型的管
理干部，潘志琛曾获北京体育大
学体育人文社会专业博士学位，

曾担任过《中国学校体
育》杂志副主编，又在国家
体育总局科教司各处任职，多次发
表各类论文并多次主持国家级课
题研究。

据了解，国家体育总局特别看
重潘志琛“理论结合实际”、“创新
精神较强”等工作特点。伦敦奥运
会上，击剑项目夺得男子花剑个
人和女子重剑团体两枚金牌，现
代五项夺得男子银牌和女子第五
名的历史最好成绩，自行车项目
夺得两银一铜的成绩，而女子团体
竞速赛项目只是由于裁判因素才
遗憾摘银……这里面有着潘志琛
的一分功劳。如今潘志琛调任排管
中心主任，看似“外行”，但正因如
此，他可能会“少受干扰”、“打破原
有的条条框框”，开创一片新天地，
这与张剑在新的奥运周期内被放
到足管中心主任的岗位上一脉相
承，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国家体育总
局领导的用人思路。

1997年11月，
徐利从当时的国家体委

人事司司长调任排管中心
主任，从此与排球结缘。从

2003年开始，徐利长时间兼任中
国女排领队一职，他不仅是中国
排球界的掌门人，更成为中国女
排的一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备备受
关注，也广受争议。

在徐利长达16年的任期中，
中国排球界曾经有过不少“亮
点”：中国女排获得1998年世锦
赛亚军、2 0 0 3 年世界杯冠军、
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2008年
北京奥运会季军以及2011年世
界杯季军；中国男排在2008年北
京奥运会创历史赢得并列第五

名；沙排方面则是在2008年北京
奥运会收获一银和一铜。

徐利16年执掌中国排坛期
间，中国排球呈现出“前高后低”
的趋势，进入2012伦敦奥运会周
期后，徐利主抓的国家队成绩全
面下滑：中国女排在2009年亚锦
赛无缘冠军，2010年世锦赛仅获
第10名创36年最差，2012年伦敦
奥运会惜败给日本无缘四强；中
国男排则是在亚锦赛和亚运会
中连续创造出历史最差战绩，更
是丢掉宝贵的世界男排联赛参
赛资格；中国沙排也在伦敦奥运
会上爆冷与奖牌无缘。

“重女排，轻男排”、“重国家
队，轻联赛”，“重一线队，轻青年

队”……徐利主抓排球工作的16
年，一直争议不断。2002年女排
世锦赛上，中国女排为选择对手
而故意输球，在小组赛和复赛中
她们漫不经心地输给了希腊队
和韩国队，“让球风波”当时在国
内引起轩然大波；在伦敦奥运周
期之内，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女
排先后经历了蔡斌、王宝泉和俞
觉敏三位主教练，这导致中国女
排的技战术打法朝令夕改，成绩
降幅明显，徐利作为主管领导自
然是难辞其咎；徐利最受人诟病
的措施，体现在他“为保国家队，
不惜牺牲联赛为代价”，使得中
国男、女排联赛举步维艰，书面
上的“球员转会政策”也因为触

及各地备战“全运会”的利益而
成为一纸空谈。

尽管早就有人呼吁，如今的
中国早已经过了靠着世界大赛
上的金牌来振奋民族精神的时
代，排球主管部门也应该调整思
路，将重点放到重视群众基础、
青少年球员培养、加大联赛职业
化进程的思路上来，但显然，徐
利在抓排球工作方面并不这么
认为。16年来，中国排球的每一
项成绩都有徐利的心血，但徐利
同时也要为中国排球惨淡的现
实负责任，归根到底，徐利也只
是一枚棋子，他的成功或失败都
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远非他个人
所能左右。

进入新的奥运周期，国家体
育总局大幅度调整中层干部，推
行“中心主任”轮岗，这本属正
常；但具体到足、篮、排“三大球”
上，却又有额外的意义——— 伦敦
奥运会之后，面对中国“三大球”
每况愈下的现状，国家体育总

局有关领导要求到2016里
约热内卢奥运会上，“三

大球”必须“出成绩”，
有业内人士称，在足

管中心、排管中
心主任调整之

后，篮管中
心 发

生人事变故，已经只是时间问
题——— 都说“换帅如换刀”，潘志
琛到了排管中心主任这个位置
上，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中国排球
带来新气象、实现新突破吗？

著名体育社会学专家、北京
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金汕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经表
示，(中国三大球)要想很快实现
质的飞跃很难。他认为，大家对

“三大球”面临的最大问题基本上
已经达成共识：其一，职业化不够；
其二，基础薄弱，这两者都不是短
时间之内可以改变的。另外，“三大
球”属于技巧类的运动项群，其技
术繁多，动作精细，技巧性强。要想
达到全面、熟练、精确、有效的技术

境界，不花大气力、长时
间去操练，是不

可能实现的。而中国排协数据显
示，当前国内正式注册的女子排
球职业运动员不足400人，这就是
中国女排的现实，这就是潘志琛
需要面对的现实。

为了帮助“三大球”尽快“出
成绩”，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启用

“全运会”这根“指挥棒”，在今年
的辽宁十二运上，总局对于“三
大球”的政策倾斜力度将空前加
大，针对“三大球”启动全新的

“123、321”金牌分配体系，如此
算来“三大球”在辽宁全运会上
统共有72块金牌、72块银牌、72
块铜牌。巨大的诱惑，使得各支
地方队既要重视成年队的成绩，
还要顾及青少年队的成绩。

不管前景如何，既然已经到
了这个位置上，潘志琛只能

咬着牙向前冲了，对于他来说，当
务之急是尽快确定中国男、女排
的主教练人选——— 国家体育总局
排管中心官方网页上的信息显
示，备受关注的中国男、女排主教
练推荐提名选帅工作于3月6日正
式启动，排管中心为此专门成立
国家队选帅领导小组，按照计划，
选帅过程将分为四个步骤，并在3
月底至4月初产生最终结果。中国
女排今年的集训开始时间不晚于
4月10日，中国男排则不晚于4
月15日。“新官上任三把
火”，且看潘志琛的

“第一把火”怎
么烧。

这要命的“三大球”，还有救吗
潘志琛当务之急是选好男女排主教练

本报记者 李志刚

2004年雅典奥运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季军

2012年伦敦奥运无缘四强

VS
重女排，轻男排

重国家队，轻联赛

重一线队，轻青年队
提起徐利，你窝火还是雀跃

本报记者 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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