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学习习北北京京好好榜榜样样
北京男篮夺冠，“体制”功不可没

三年两冠，北京男篮行进在创造CBA新王朝之路上。
有人说，北京队夺冠有其不可复制性，因为马布里可遇

不可求，“学马政委，不如学广东”，脚踏实地搞好梯队建设
才是正途。北京夺冠，老马居功至伟不假，不过这并不意味
着“北京模式”曲高和寡。如果将篮球个案在北京三大球领
域进行延伸，就会惊奇地发现，从2009年开始，“北京制造”
已经拿遍了中国足篮排联赛的冠军。

回溯到2009年4月，首钢同北京体育局联手，正式拉开了
北京男篮辉煌的序曲。过去十几年，当体育局同企业联手建
队模式在辽、苏、鲁等体育大省尽尝败绩之时，“体制”介入
北京男篮却结出了硕果，其中的缘由值得深思。

1988年，北京市体委与首
钢集团宣布共建北京篮球，北
京男女篮和北京青年男女篮正
式成为“首钢人”。这开创了我
国国营企业办专业篮球的先
河。当时双方对外表示“共建”，
而事实上，此后21年，北京体育
局没再给球队投钱，除了全运
会首钢篮球队代表北京外，两
者几无交集。

首钢独撑的日子里，北京
男篮失去了往日的光鲜，除了
巴特尔在时一度让球迷燃起过
总冠军念想外，更多的时候，他
们过着不瘟不火的日子。

2009年4月，北京市体育局
与首钢总公司签署协议，制定
了“出钱、出人、出管理”的合作
方案。在政府牵线搭桥下，金隅
集团成为首钢俱乐部的冠名赞
助商。政府和企业的强强联手，
让之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北
京男篮一下变得“不差钱”。从
2009年到2012年夺冠，三年，体
育局为首钢俱乐部注资3400万

元，用于球队梯队建设、人才引
进，并借助首都人脉优势，请来
一批篮球专家组成委员会为俱
乐部发展献策。在体育局强势
介入下，2010-2011赛季，北京
男篮时隔四年重回季后赛，到
了下一个赛季，马布里的到来，
让这支球队发生了真正的蜕
变，捧起了队史首座冠军奖杯。
据了解，本赛季北京男篮总投
入在6000万左右，已经远远超
过了CBA平均水平。

同北京体育局砸钱建队相
比，困扰鲁、辽、苏等几支老牌
CBA球队的最大问题恰恰是
资金短缺。以山东男篮为例，上
赛季球队历史性斩获联赛亚
军，仅仅有主赞助商黄金集团
150万元奖励，而这样一份不算
富裕的奖励，还拖了半年之久。
还是因为资金问题，俱乐部本
赛季人员迟迟得不到有效补
充，直接从上赛季亚军掉出了
前八行列。类似的悲剧，也发生
在权责并不明确的辽篮身上。

竞技体育只有钱是不够
的，新疆为了总冠军年年烧钱，
最终还是个“四亚王”，如何留
人、如何培养人，同样是门学
问，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同样走
在了前头。

本赛季北京能够夺冠，几
位前奥神球员功不可没，他们
的入伙，离不开北京市体育局
的协调。早在2012-2013赛季
结束后的全运会预选赛上，在
北京体育局的运作下，孙悦、张
松涛等几位奥神球员就代表北
京队参赛。到了9月份，随着奥

神老板李苏去世，奥神面临解
散，他们更是不惜重金抢先拿
下了四位最具实力的队员，并
许诺给予北京户口。据了解，孙
悦本赛季年薪在400万左右，这
还不算转会费，如果算上其他
三位奥神队员，是一笔不菲的
支出。

同样是在人才引进上，
北京花费300万签下李根，赛
季前还同马布里签下一纸三
年的续约合同，所有这些举
动都遭遇过质疑，不过笑到
最后的是北京。事实上，为了

能够留住青年人才，北京体
育局也在多项政策上全力支
持北京男篮。双方合作之后，
北京市体育局为篮球开通人
才引进的绿色通道，此外还
通过文化学习、户口等系列
优惠扶持政策，建立一个人
才引进审核委员会，确保首
钢俱乐部人才引进的畅通。
在这个相对完备的体系下，
翟晓川、朱彦西等青年才俊
先后上调一队，逐渐成为球
队中坚力量。

如今在北京夺冠的刺激

下，北京队正处于一个良性
循环中。孙悦已经公开表示，
在同等条件下，自己将优先
续约北京。同样是留人，发生
在山东、江苏身上的个案，则
让人惋惜不已。本赛季因为
同体育局在青年队培养费上
出现矛盾，山东男篮仅有一
名新人上调，王汝恒则因为
不满薪资，自废武功一年。更
早些时候，江苏南钢也发生
过球员因为不满薪资拒绝在
篮协注册的事情，闹得两败
俱伤。

北京市体育局对男篮的
大力支持，源于他们通过三
大球打造一张北京“城市名
片”的设想，在历经五年的运
作之后，这种设想正在一步
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马布里不过是这张名片的代
言人。

北京队夺冠，除了向外
界展示北京这座城市的激情
与活力，还凸显了新时代背
景下首都的包容精神。在北

京队夺冠阵容中，正儿八经
的北京孩子没几个，多数都是
外地人。翟晓川和孙悦来自河
北，朱彦西来自重庆，吉喆和陈
磊是东北人，李学林来自宝岛
台湾，“北京队一直有包容的传
统，不管你来自哪里，包括外
援在内，都能让大家体会到
家的感觉。”

在京城媒体看来，除了
包容，老马在这座城市的成
功还显示出北京的“国际范

儿”。从2011年加盟北京，马
布里同这座城市越来越有默
契，夺冠之后京城球迷为他
立起一尊铜像，将其奉为城
市 英 雄 。老 马 坐 地 铁 、听 相
声、写毛笔字、喝功夫茶，越
来越像个地道的北京人。经
历了去年被山东横扫出局，
今年卷土重来，马布里同这
座城市的感情愈加深厚，如
今，他已经接过北京“荣誉市
民”的证书，成为第30位获此

殊荣的国际友人。
从当年在纽约失魂落魄、

几近崩溃，到如今在中国重拾
自我、完成人生蜕变，马布里人
生急转弯，不仅是个人的“造
化”，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向全世
界展示了北京的正能量。通过
体育打造一张名片，显然要比
单纯的宣传更加有效，也更具
说服力。将体育提升至这个高
度，北京已经甩开了其他俱乐
部很远。

本报记者 刘伟

注资，自己砸钱建队

留人，汇聚四方精英

名片，体育亦有里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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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伟

北京男篮夺冠，仅仅是北京
体育局强势介入职业体育的一个
缩影。

2009年1月，北京体育局同国
安俱乐部强强联手，注资2000万
用于球队建设和引援，九个月后，
国安很争气地拿到了联赛冠军。

“体制”介入在北京排球发展中的
作用尤其明显，为了带动北京排
球发展，北京市长亲自抓，男女排
待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投
入带来了大效果，2 0 1 1年，北京
男、女排球队双双冲A成功，接下
来一个赛季，北京男排取得联赛
第四的历史最佳战绩，女排名列
第八成功保级。

到了2013年，北京男排再进一
步，他们从联赛“十冠王”上海手中
抢走了冠军，三年三大步，北京男
排令人刮目相看。2013-2014赛季季
后赛，北京男排在全华班山东的强
力挑战下，又一次杀进决赛，将上
海斩于马下，成功卫冕。

如果算上2012年北京男女篮联
赛双双夺冠，从2009年至今的六个
年头，北京在联赛三大球项目上总
共获得六个冠军，放眼全国，无人能
出其右。联赛的带动，也促进了北京
三大球在全运会的进步，去年全运
会上，北京在排球成年组和青年组
双双夺冠，令人刮目相看。

从一开始，北京体育局将三
大球发展的重心就放在了联赛和
青少年人才的培养上，力争为城
市打造出体育名片，目光长远、舍
得下本的战略逐渐收到成效。遗
憾的是，在更多省份，代表联赛的
俱乐部，同代表体制内力量、掌握
青少年人才资源的体育局，在协
调中时常出现内耗。

北京体育局的个案，证明了行
政力量的介入不见得一定就会对
俱乐部处处掣肘，相反，如果双方沟
通到位、各司其职，解决好细节上的
利益纠葛，双赢依旧可以实现。如何
双赢？要看站在怎样的高度和角度
来看待联赛、看待俱乐部的发展。

站得更高

所以看得更远

记者观察

近年来，北京的三大球都
有冠军入账，成功的范本绝对值
得其他地方借鉴。

马马布布里里不不是是北北京京男男篮篮夺夺冠冠的的唯唯一一功功臣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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