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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逸凡 见习记者 曹 伟

这些天，花志成走在学校的路上总会听到有同学

叫他“大球星”。

“有那么一恍惚，我真觉得自己是个球星了。”花

志成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苏超”）盐

城队的一名球员，同时也是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

院的一名大一学生。

开赛刚满一个月，“苏超”不仅“火遍互联网”，

而且上座率也已与国内最高水平的职业联赛比肩。两

周前，赛事仅进行了两轮比赛就“出圈”的速度，出

乎了球场内外的意料。

这个准备了半年的业余足球联赛，共有 13 支代

表队参加，516人获得参赛资格，其中来自各行各业

的业余球员 337 名。球员年龄最大 40 岁、最小 16
岁，平均年龄 24.09岁。除了一些足球老将，让人眼

前一亮的是绿茵场奔跑的个体户、大学生等“票

友”。看着高中生在场上踢得热火朝天，有大学生球

员一场比赛收获两粒进球，这些普通人因为“苏超”

成为球迷心中的“传奇”。

大学生球员点燃城市绿茵

5月 27日“苏超”联赛盐城队主场对战泰州队以

3比 0拿下比赛后，观众如潮水般涌向球员通道，希

望这个在场上“梅开二度”的球员能为他们签名。大

部分观众是第一次知道“花志成”这个名字。

花志成说，只记得自己被观众“围困”了半个

多小时，记不清签了多少个名字，但还是没法满足

所有人。

看台上，父母在不远处注视着这个场景，眼里满

是骄傲和欣慰。赛后，父亲见到花志成说的第一句话

是：“儿子，你为家乡争光了！”

“赛后我拿到手机，发现在我每一次进球的那个

时间点，都有朋友同步发消息为我喝彩。微信里密密

麻麻的祝福。”花志成说。

这几天，花志成的社交媒体粉丝翻了一番。“花

花”“小花”“花哥”，粉丝们对他的称呼五花八门。

发给花志成的评论和私信铺天盖地。“许多球迷

年龄很小，在看‘苏超’之前他们没有看过足球，现

在想上场踢一踢。还有观众告诉我，自己边看球边在

网上搜索足球比赛规则。”花志成说。

在花志成的班主任周霏霏看来，“苏超”对

于这些孩子很好。“万一被更高级别比赛的教练

看上了，对于他们以后的职业发展也是很好的机

遇。”

从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退役后，周霏霏成为南

京体育学院的一名足球专项课教师，今年她还兼着大

一“足球班”的班主任。

最近，周霏霏发现踢过“苏超”的学生们成长了

很多，“不像半年前刚进校队时那般腼腆幼稚，变得

更懂事、更自信了”。

“几个孩子还私底下‘较劲’，比试谁的球技更

好。”周霏霏说，在学校，他们互相学习技术，班级

的足球氛围一直很浓烈。大一“足球班”有 54 人，

周霏霏说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在场上的位置。但有个

别学生，周霏霏是通过“苏超”才发现他的潜力。

周霏霏带的这个班里，有一名叫祁睿的学生也报

名了“苏超”。“在学校里我们一直将他的位置安排在

右边锋，但在盐城对战淮安的比赛中，他用左脚打进

一粒球绝杀对手。我才发现他左脚打门也很擅长。”

周霏霏说。

最近几周，每周五最后一节课上完后，花志成和

舍友祁睿都会匆匆赶到高铁站，坐上去盐城的列车。

周日下午又赶回来，上周一的“早八”课。

祁睿和花志成不仅是舍友，还是盐城老乡。今年

2月，两人报名了盐城队的选拔，经过几轮考核成功

入围。现在两人常在场上连线，花志成是左边前锋，

祁睿是左边后卫，“我们一起为家乡效力”。

年近不惑的球场“压舱石”

“苏超”的赛场上不仅有“青春风暴”，也有不少

“老将”。

1986 年出生的王飞代表苏州队再次登上了赛

场，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家主营暖通工程业务的建筑公

司合伙人，40 多天前他刚晋升奶爸。和花志成、祁

睿不同，王飞现有的生活节奏只能分给“苏超”和足

球 50%的时间。

“6月 10日之前是一周两训，10 日后开始一周五

训了”，王飞所在的苏州队截至 6 月 13 日“苏超”

排名倒数第三，“出线”形势不容乐观，球队加大了

训练强度，“现在接近于脱产训练了，但大家的热情

依然很高”。

老将不老，在苏州队已经进行的两场比赛中，王

飞作为中后卫首发出场并打满了 90 分钟。他欣赏 C
罗，因为C罗自律。

说到与足球的缘分，那是 30 多年前，小学二年

级的王飞加入了校足球队；26 年前，王飞入选江苏

舜天俱乐部梯队，整个青春期都和绿茵场有关；一直

到 5年前，王飞还驰骋在中乙的赛场，曾多次作为客

队主力回到家乡苏州踢球，还曾入选 2019 赛季中乙

最佳人气球员。

苏州队里有的球员比王飞小了整整 22 岁。王飞

用“青春活力、认真、有拼劲、简单纯粹”来形容这

批年轻人，“球场上机会是同等的，有足够亮眼表现

的球员，有机会被职业球队邀请试训，或者从中冠联

赛 （国内第四级别足球联赛） 打起，尝试往职业球员

发展”。

同是 35岁以上的老将，宿迁队 36岁的球员绳晟

的主业是 3 家烧烤店的合伙人，目前在队里还处于

“饮水机管理员”阶段。

“草根球员”出身的绳晟，现阶段最大的心愿是

上场踢球，享受全场欢呼——在他看来，那是职业球

员才能有的待遇，而“苏超”让他离“球员梦”仅一

步之遥。

说绳晟是“草根球员”一点也不为过。从小喜

欢足球的他，一直没接受过专业训练，高考时体育

单招还是走的田径项目。大一报到后得知学校有足

球专业，他便找到班主任，“他们一开始不同意，当

时一个劲地求班主任、主任、院长，后来才同意我转

专业”。

大学毕业后，随妻子来到苏州定居的绳晟最终没

能成为职业球员，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过足球，足球已

经是他近年来生活的一部分。绳晟说：“我平时喜欢

和一些职业队退役的大哥们一起踢球，‘偷师’学一

些技术。”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79厘米的个子，体

重 81公斤，以肌肉为主，没有肚腩，步入中年的绳

晟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并没有松懈——尽管自家烧烤店

主营夜宵生意，但他没有发福的迹象。壮硕的身体成

为绳晟的优势之一，“希望有一天我能在场上真正发

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苏州到宿迁，500公里左右的车程，绳晟现在一点

也不觉得远，“一想到是为了‘苏超’，我就觉得有奔头”。

最近绳晟每周都有 3到 4天时间在宿迁训练，“我

今天早上送完孩子，一看时间，完全来得及开车到宿

迁参加下午的训练，我就赶紧出发了，后天再回苏州

打理店里的事务。”绳晟说。

“我曾经 3次到现场观看皇马的比赛，但其中两

次皇马都以 0比 4输掉了比赛”，绳晟回忆道，尽管当

时最爱的球队输了比赛，但现场的氛围让他记忆犹

新，关于“苏超”的现场氛围，他用激动得“直起鸡

皮疙瘩”来形容。

探索群众体育的多种可能

“苏超”的魅力在于强群众性。

现场观赛人数第一轮场均 7745 人，第二轮场均

9852 人，第三轮场均 15025 人，上座率堪比职业联

赛，收获球迷“超”字称呼，可谓是实至名归。5月
31日，“苏超”第三轮徐州队与连云港队之战，现场

人数更是首次突破两万。

为了争 8强，除了苏州队加大强度一周五训外，

据徐州市足球协会主席、徐州队领队李锋介绍，日前

徐州队还前往山东潍坊鲁能足校集训。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已连续 6 届无缘世界杯正

赛，近年来如何提高足球项目的群众参与度，尤其是

如何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和坚持足球青训，一直是讨

论的焦点话题之一。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南京体育学院教授彭国强

表示，“苏超”这种大众化的体育活动可能成为社会

的常态，未来将不断涌现更多的“鲁超”“豫超”等

大众化体育赛事。

据组委会市场部工作人员介绍，“苏超”目前没

有和职业联赛接轨的打算。但不止一位球员和业内人

士向记者表示，在“苏超”大流量的加持下，只要年

轻球员有足够亮眼的表现，他们是有机会进入职业球

队视野的。

彭国强认为，相比商业化运作的职业联赛，“苏

超”这类民间赛事以低门槛、亲民性、强观感的赛事

体验更能吸引全社会广泛参与，从而达到撬动当地经

济发展、弘扬地域文化传播的效果，赢得广大人民群

众的认可，是当前加快推动江苏体育强省的一种创新

探索。

有在场上配合的边路好兄弟，有重燃热爱的前

职业球员，还有离“球星梦”一

步之遥的草根球员……群众性拉

满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展现

出多面性，折射出群众体育的多

种可能。

（卫思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苏超”孵化草根球星进行时

左上：比赛结束后花志成被球迷“围困”；左下：在“苏超”更衣室的绳晟（右）；中：盐城队球迷在看台上高举围巾呐喊助威；右：花志成在比赛中（右一）。 受访者供图

□ 高庆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几束手电光刺破漆黑的夜。在石太铁路线测石-
坡头区间，刘云龙正熟练地推着轨检仪，拿着小本在

记录各项数据：“今天是端午节复工后的第一个夜

班。之前干活儿犯了些小错误，得把今天的这个活儿

好好地完成。”

藏在太行山腹地的测石站，只是石太铁路这条穿

山越涧的“铁链”上的一小环，虽不起眼，却是“西煤东

运”大动脉的咽喉要道——自从有铁路开始，这里就一

直有人驻守，如今日近百列载煤列车在此呼啸而过，每

年有 1亿吨煤炭从这里通过。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

限公司太原南工务段测石线路车间主任杨永涛介

绍，在这段山西阳泉与寿阳交界的铁路线上，测石

线路车间管辖的 88 条曲线蜿蜒盘踞，其中 57条半径

不足 450米。因为曲线多、换轨多、病害多、位置偏，这

里被铁路人称为“三多一偏”，是百年石太线上难啃的

“硬骨头”之一。

2024年秋天，从石家庄铁道大学毕业的刘云龙来

这里报到。汽车驶过山路隧道，人群喧嚣如潮水般退

去，窗外层叠的太行山崖扑入眼帘。“出阳泉北站又颠

簸 40分钟，越走心越凉。拖着行李箱站在车间门口时，

感觉自己的研究生算是白读了。”刘云龙这样描述自己

当时的心情。

测石确实荒凉，但早在北宋时期，这个被称为“测

石驿”的地方就见证过商旅马队踏过青石，还有战火中

燃起狼烟烽火。百团大战时，范子侠将军的呐喊也曾在

这里响彻。如今，古驿道的锁山扼水之势化为石太铁路

的曲线盘桓——作为山西省第一条铁路，同时也是新

中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铁路，也已经有了百年历史。

刘云龙刚来的时候，工区和车间都刚开始改造，拆

了一半的宿舍楼裸露着砖墙，车间院内外堆满建材碎

渣。“这地方离家远不说，还藏在山沟沟里。”望着连绵

荒山，对着手机那头的父母倾诉，刘云龙积压着的落差

感终于爆发，泪水模糊了视线。路过的老职工拍了拍刘

云龙的肩。

这一幕杨永涛看在眼里。后来的日子里，杨永涛

便找机会和刘云龙拉家常般地聊就业环境和职业

发展，又去找了车间副主任秦其伟：“你俩是校友，

能说到一块儿，你说的话他更能接受。”当天，秦其

伟找到刘云龙在办公室里聊了一个小时：“乱只是暂

时的，等新楼盖好了就好了，对吧？工作也是一样的，

不管是深山小站还是城市里工作，咱们扛的都是同一

个担子，人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螺丝钉’，得相信会越来

越好，对吧……”

入职后，刘云龙看着车间环境改造一步步地完成，

“现在车间墙上、楼顶上，这都是刚刷的漆，地面也平整

干净了。端午放假回来，一下车就看到了刚铺好整洁的

新地砖”。

在测石线路车间旁，有一座因形似草帽而得名的

山——草帽山。山腰处的一个玻璃盖板下，展示着一枚

当年村民种树时挖出来的日军遗留未炸的毒气弹。

1940年，范子侠率部强攻此处，中毒后仍嘶吼“夺山”，

最终用炸药包炸毁日军碉堡。

元旦前，杨永涛像往年一样，带着刘云龙等一批新

加入的青年职工登上狼峪村红色教育基地。站在范子

侠将军雕像前，刘云龙和同事们高喊：“我前进，你们跟

着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

如今，山顶碉堡残基旁立着一面 3米高的国旗，在

猎猎山风下激烈鼓荡。“看到那些先辈们当时都挺难

的，再想想自身的工作，觉得毕竟刚从学校踏入社会，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得坚持下来。”刘云龙坦言。

天边逐渐泛起鱼肚白，下班的晨雾中，刚结束施工

的工友们拖着疲惫的步伐下山。尽管如今的机械化设

备让工作效率翻了倍，“但是石太线最主要的就是铁轨

的侧磨比较难弄，到现在也是侧磨比较严重。”50岁的

老职工余建祥说。秦其伟指着被换下来的侧磨钢轨解

释说：“我们这边是曲线多，很多还是小半径曲线，火车

拐弯的时候，轮子总不可避免蹭钢轨，磨耗就厉害。比

方说钢轨头部原来是 73毫米宽，慢慢可能就被磨去四

分之一了，这个东西它只能换，是体力活儿。”

为改善钢轨侧磨的顽疾，今年 3 月“集中修”（铁

路部门在特定时间段内集中资源进行大规模设备检

修和维护的专项工作）期间，测石线路车间又开始更

换新的长轨，工友们在寒夜的山风中呵着气，紧张

有序地进行钢轨焊接、打磨，线路和道岔的捣固工

作。4 月，10 公里崭新的铁路线如“脱胎换骨”。“之前

旧轨的一些标签，磨损得看不清了，每次都还要看看

这儿看看那儿才能找到。现在新轨的标志都很清楚，省

不少事。”刘云龙说。

随着老职工退休潮来临，35 岁以下青年职工如

今已占测石线路车间五成。在 10 公里新轨更换工程

启动时，车间里一支由 15 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也成

立起来，平均年龄 26 岁，最年轻的仅 24 岁。他们中既

有院校毕业生，也有退役军人，共同扛起全线 70％的

换轨任务。他们深夜换轨的山沟，曾是烽火连天的战

场；手中的检修记录，正与《平定州志》中的驿站名

册遥相呼应。从测石村的“折石”传说到如今的“西

煤东运”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这

片土地见证了从驿站马蹄到列车

飞驰的文明跃迁。

山脚下，列车正蜿蜒驶过，车轮

与轨道的摩擦声，仿佛激荡着这个地

方千百年来未曾褪色的奋斗精神。

千年测石村，百年石太线，青春再测山河

刘云龙（右）和工友在现场作业中。 崔明明/摄

团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
县委坚持聚焦主责主业，服
务中心大局，带领青年在经
济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施
展作为、砥砺青春。通过推动
与县数字经济产业园达成

“团企共建”战略合作，推动
形成青年就业率提升与企业
长效发展互惠双赢良好局
面；创新打造“跟着青年看家
乡”特色品牌，用“青年推荐
官”视角打开绥棱小城，纵横

展现绥棱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筑牢留守儿童
关爱屏障，促成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与县
西南社区签署社会实践基地协议，促成绥化学院
大学生志愿者与绥棱县留守儿童结成“一对一帮
扶小分队”，点对点链接社会资源，为重点青少年
群体健康成长提供新动能。未来，团绥棱县委将继
续团结带领青年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
贡献青春力量。

团黑龙江省绥化市绥

棱县委书记 梁雪冰

为了能够履行好引领凝
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
服务青年的基本职责，团黑
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委通过
青年之家等团属阵地组织开
展助学助教、帮扶弱势群体、
应急救援、便民服务、爱心义
卖等多元化志愿服务，组建

“绥小二”雷锋青年志愿服务
队，开办绥化市北林区“爱心
超市”，为特殊人群无偿提供
油、米、被子、衣服、文具等日

常生活物资和学习用品；广泛发挥青年助农先锋
作用，为农业生产注入青春活力，聚焦本地“三农”
难题，组建绥化市北林区“北大荒青年”助农服务
队，在服务队内部构建“招募-培训-就业”一体化
体系，定期开展技术培训与交流活动，为种植户提
供更加高效的技术指导服务。未来，我们将以更高
标准强化思想引领，以更优服务助力青年发展。

团黑龙江省绥化市北

林区委书记 张皓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