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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
青岛籍国脚，退役后曾分管中国曲棍
球项目20多年，也曾担任女足国少队
以及中国高尔夫球国家队领队，2000
年时,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工作贡献章。他就是赵书田，一位为中
国体育事业奋斗并奉献了终生的青岛
人。赵老爱体育、做体育、更懂得体育
发展的规律与关键。闲暇时光,让我们
一起来听听赵老的体育故事……
赵书田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

小时候在云南路小学上学,后来转学
到了延安二路小学。赵老说，自己之
所以喜欢踢球，并最终能走上了足
球道路，就是得益于两所小学都有
块还算像样的沙土场地。
1958年，还在青岛四中上学的

赵书田被山东队相中。那时候，摆在
赵书田面前的机会还有去青岛医学
院深造或是到大连海运学院上学，
但喜爱足球的赵书田选择了专业足
球这条道路。一年之后，他从山东队
转到了南京部队足球队。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队解散，直
到1965年才成立新的国家队。此时，年
维泗、方纫秋、张宏根等老一批国脚已
经到了退役年纪，国家队急需补充新
鲜血液，而1964年入选八一队的赵书
田进入国家队教练组的视线。
彼时国家队主帅是陈成达，陈老
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支国家足球
队中的秀才，更在退役后出任过亚足
联第一副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要
职。但陈成达对年轻的赵书田“并不感
冒”，并且在讨论会上旗帜鲜明地反对
召赵书田入选国家队。理由就是踢前
锋位置的赵书田不会头球，“我从小到
大踢球只会用右脚，不会头球，也不会
用左脚。”赵老笑呵呵地说道。
可只会用右脚踢球的赵书田却
在随后的比赛里用行动征服了质疑
者。在代表八一队对阵来自罗马尼
亚联赛的一支劲旅时打进关键球，
帮助球队3:1获胜；对阵巴西马杜雷
拉队时，赵书田再有出色发挥，“那
场比赛贺龙老总和陈毅老总都来现
场看球了，当时比赛打了个1:1，我终
场结束前有个单刀机会，但我选择
了凌空打门，皮球没打进去，很遗憾
错过了取胜的机会，要不然咱就创
造历史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已
过八旬的赵书田依然记忆犹新。
就这样，不会头球的赵书田入选
国家队并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箭头人
物。与他同一批入选国家队的还有戚
务生、徐根宝这些后来响当当的足坛
名宿。他们在1966年出访欧非，与很多
欧洲强队踢得难分伯仲。直到1970年
前后,赵书田从国家队退役。
退役之后，赵老没有离开体育一
线工作。他先后担任了中国青少年女
子足球队的领队，中国高尔夫球队领
队，重庆红岩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期间
又取得了不少骄人成绩。回到青岛后，
赵老又开始为岛城足球操劳。如今赵
老仍担任多家俱乐部以及一些青训机
构的顾问，在一线发挥自己的能量。
说起中国足球如今的问题时，赵
老表示,大力发展青训是非常正确的，
但问题出现在训练上。“以前我们国家
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过一个口号，叫
‘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科学的大
运动量训练’，这个口号的核心就是实
战，一切训练都要以实战为基础。但我
们现在的足球青训基本没有方向，没
有对抗的训练太多，无球的训练太多，
我抓曲棍球项目的时候就是要求队员
们一切技术动作都要在运动对抗中完
成，这个和足球是一个道理。”说这些
话时,赵老的情绪有些激动。

职业足球代表着城市足球的最
高级别。青岛的职业足球曾有过属
于自己的辉煌，但如今正经历着一
段低谷。在象征着中国职业足球最
高级别的中超舞台上，已经有五年
多的时间没有青岛职业足球队的身
影。目前青岛依然拥有青岛黄海和
青岛中能两支职业队伍，他们的努
力与坚持会在未来飞升。
青岛职业足球的兴衰很长一段

时间是跟随中国足球的高低起伏所
变化的。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
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那是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标志性会议，也
正是在那次会议后不到一年，青岛
市重新成立了实体化的青岛市足球
协会。1993年底，在原山东经贸委
足球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青岛海牛足
球俱乐部，青岛足球迈出职业化改
革的第一步。

1996年，青岛海牛队在全国足
球甲B联赛中取得了良好战绩并顺
利晋级甲A。当年的11月6日，青岛
市政府正式向中国足协发函，将海
牛俱乐部原注册单位由山东省外经
贸委变更为青岛市政府，获得中国
足协批准。也是在同一年，青岛海牛
足球俱乐部更名为青岛颐中海牛足
球俱乐部，颐中集团注资经营管理，
颐中集团董事长兼俱乐部董事长。
2002年，颐中集团接手球队后的

第六年，由韩国名帅李章洙率领的青
岛颐中海牛闯入足协杯决赛，在第一
回合1：3落后的情况下，第二回合在
青岛2：0击败辽宁队，凭客场进球夺
得成功登顶。这也是青岛足球获得的
第一个全国性比赛的职业冠军。
2004年，由于改制原因，颐中

集团被山东中烟收购，执掌青岛职
业足球8年的青岛颐中宣布退出中

国足坛，改由民营企业青岛中能集
团接手，俱乐部正式改名为“青岛中
能海牛足球俱乐部”，青岛职业足球
开启中能时代。
在2013年一度处于亚冠区数

轮后，中能在当赛季最后的18场比
赛里只拿到了11个积分，在最后一
轮拥有主动权的情况下负于北京国
安以1分之差告别了中超。2016年
10月 15日，中能客场战平北京北
控，这支元老级的球队首次降入了
中乙联赛。而成立于2013年的新海
牛队在2015年被黄海集团接手，更
名为青岛黄海队。截至目前，青岛黄
海仍然奋战在中甲，青岛中能则继
续在乙级联赛拼杀，两支俱乐部作为
不同时期青岛职业足球发展的代表，
为青岛足球发展，助推“足球名城”建
设做出了贡献。他们也都在为青岛的
“中超梦”做着各自努力。

青岛足球已经连续五年没有
出现在顶级职业足球的舞台之上，
但这丝毫不影响青岛的足球人才
在这个平台上展现风采。尤其是不
少青年才俊已经开始显露锋芒。这
主要得益于青岛的足球青训始终不
断，“足球从娃娃抓起”在这里从来不
是一句口号。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
社会青训力量的逐渐壮大，足协各级
梯队的日趋完善，都为青岛足球人才
辈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即便失去了
本土中超球队这个最好的舞台,“足
球城”的名号也依然响亮。
2007年青岛市在全国率先推

出了以普及校园足球为目标的“亚
洲展望青岛项目足球试点学校”暨
“校园阳光足球计划”，这一项目得
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的肯
定和赞扬，该计划首先在青岛市内
四区执行，并逐步推广到起到其他
区市。最终34所中小学校被确定为
首批“2007-2008年度亚洲展望青
岛项目足球试点学校”。目前，全市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已由2007年的

34所增加至302所（其中高中31
所、初中78所、小学193所）,在校参
与足球活动的青少年近20万人。全
市54所学校被教育部授予了“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称号。
其中城阳区作为青岛首个“足球试
点区”，在校园足球发展方面走在
了全市前列，校园足球活动成果显
著，校园足球竞技水平全面提高，
形成了广受赞誉的“城阳现象”。
为更好地保障优秀后备人才

的成长，青岛市从2014年底开始在
市内各区布局建立青训网点，实行
不脱离家庭、不脱离学校、不脱离
社会的“三不”原则。创建足球俱乐
部与学校“体教结合”模式，青岛黄
海、中能、西海、崇鼎等足球俱乐部
每年派出大批教练员深入足球特
色学校开展足球支教。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发达

国家的足球发展理念和成功经验，青
岛在青少年足球发展方面也采取“请
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广泛开展各
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合作。先后与德国

足协、西班牙巴萨足球俱乐部、克罗
地亚足协、英国托特纳姆热刺、AC米
兰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欧洲各大
足球强国，几乎都在青岛有青训机构
或合作单位，青岛的孩子们不出远
门，就可以体验和享受来自世界足球
强国的训练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携
手西甲豪门巴塞罗那的黄海足球俱
乐部不仅将巴萨足校引入青岛，还聘
请了20多名西班牙外教，他们分别任
职于一线队、预备队和各级梯队。巴
萨足校的青训副总监奥斯卡目前已经
担任青岛全运足球队的总教练；中能
这些年一直与克罗地亚足协深度合
作，6名来自克罗地亚的青训专家令岛
城足球少年大开眼界，获益良多。
截至目前，青岛市在市南区、

市北区、李沧区、城阳区等建立了5
个市级青训网点，共组建有2支女
足和8支男足训练队伍，覆盖2003
~2008年龄段，在训运动员200余
人，形成了比较健全的青训工作模
式，青训工作实现有效突破，进入
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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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赵书田：

不会头球，
照样驰骋绿茵场

名将郝海东

名将曲波 本组图片由半岛记者 袁蒙摄2002年青岛颐中海牛夺足协杯冠军，主教练李章洙高举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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