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综合2021 年 3 月 4 日 星 期 四
编辑/丁薇薇 视觉/刘芳芳

到2025年“三大球”传统特色校达2500所 顶级联赛队伍不少于7支

全 面 振 兴 辽 宁“ 三 大 球 ”
到2025年，基本建成“三大球”多

元融合、协同有序的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到2035年，成为“三大球”国家重要
人才培养基地，足球、篮球、排球项目都
拥有国内一流的职业俱乐部……针对
辽宁省体育局和辽宁省教育厅日前联
合颁布的《体教融合振兴发展辽宁“三
大球”实施意见》，近日，本报记者采访
相关负责人，对该《意见》进行了解读。

推进体教协同配齐配强学校师资
力量

体教融合是三大球普及的关键，辽
宁省将加强青少年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建设。各级教育、体育部门要进一步完
善布局，加大经费、人员、场地、技术等
方面的支持力度，将“三大球”体育传统
特色学校创建作为学校体育工作考核
和学校综合评定的重要指标，持续提升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规模和质量。到
2025年，“三大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达
到2500所。

辽宁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于洪江
表示，辽宁省将配齐、配强学校师资，各
级教育、体育部门要统筹“三大球”师资
队伍建设，研究制定“三大球”学校师资
配置计划。推进中小学设立“三大球”
专兼职教练员岗位，到2025年，体育传
统特色学校全部配齐取得专业资质的
专兼职教练员或体育教师。

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于
洪江介绍说，适当调整“三大球”项目招
生比例，强化运动训练和技术指导，积
极搭建赛事平台，锻炼队伍和提升竞技
水平。实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动态管

理，逐步扩大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规
模，调整的项目与增加的学校向“三大
球”项目倾斜。

到2025年“三大球”顶级联赛队伍
不少于7支

《意见》重点提出要建设省级“三大
球”综合示范基地。落实优质教学资
源，对训练软、硬件设施实施全面升级，
组建复合型科研医疗团队，建设训练大
数据等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科学的培养
支持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全面保障省
属“三大球”精英梯队集中训练。

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岳
伟介绍说，辽宁省将支持沈阳、大连持
续推进落实中国足协青训中心建设各
项工作任务。鼓励各地争创“三大球”
国家共建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数量和质量。鼓励社会力量创办“三大
球”职业俱乐部，推动“三大球”专业队
走向职业化。到2025年，省内征战“三
大球”顶级联赛的职业俱乐部队伍不少
于7支。调整省运会及年度赛“三大球”
项目设置，增加参赛年龄组别和项目金
牌数量。建立覆盖省、市、县（区）的“三
大球”青少年超级联赛，逐步打造成为
辐射东北、面向全国、贯穿全年、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精品赛事。

岳伟表示，辽宁省将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规划和建设一批小型多样、简易便
民的“三大球”场地。到2025年，争取
建成1000块简易“三大球”场地。

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三
大球”铁军

在健全高水平精英梯队方面，辽宁

省将构筑以省为中心，沈阳、大连为重
点，其他市为支点的“1+2+N”发展模
式。建立完善各级各类体校、青训中
心、职业梯队、单项基地、社会培训机
构、项目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等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符合项目发展规律、各实体
间高效协作的特色青训体系。

岳伟表示，辽宁省将成立“三大球”
专家组，组建高水平复合型教练团队，
选招“三大球”优秀人才。提供“三大
球”专业运动员编制，落实科技助力措
施，打造技术精湛、体能充沛、特点鲜
明、敢打敢拼的辽宁“三大球”铁军。
2021年起，全面启动足球“辽小虎”重塑
计划、篮球“黄金一代”培养计划和排球

“精英腾飞”计划。
到2035年，建成先进高效的“三大

球”人才培养体系，辽宁籍运动员数量
在各级国家队的平均占比全国居前，我
省成为国家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三
大球”都拥有国内一流的职业俱乐部，

“三大球”各支队伍全部达到国内一流
水平；建成健全完备的“三大球”协会管
理体系；“三大球”赛事具备广泛的国内
国际影响力；形成健康、浓厚的“三大
球”文化氛围，三大球成为我省群众普
遍参与的运动，“三大球”振兴发展成果
实现全国领先。

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宋凯表示：“辽
宁省将勇于突破创新，深耕人才培养，
形成保障合力，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
的‘三大球’振兴发展之路，为国家‘三
大球’跨越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更
大贡献。” （新华网）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农民朋友们（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
种植大户）：

春耕在即，为保障广大用种者合
法权益，确保农业生产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省农业农村厅提
醒广大农民朋友们在购种时，要注意
重点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1、选择正规门店购种。要到具有
固定经营场所，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
并具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种子企业或在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的种

子商店购买种子；不要购买流动商贩
销售的种子；不通过网络购买没有凭
证的种子。

2、选择适宜品种种植。要根据种
子标签使用说明，选择适合当地种植
的高产、优质、多抗品种；不要购买未
经审定、未引种备案的主要农作物种
子；不要购买以“抗虫、抗旱”等噱头销
售的非法转基因种子。

3、查看种子标签，核对信息代
码。看种子包装是否规范，有无标签
和使用说明；使用手机扫描包装袋上
的二维码，查看信息是否与包装袋标

注相符；不要购买没有标签和使用说
明的“散装”、“白包”种子。

4、索取销售凭证。购种时应索取
公章清晰的正规种子销售凭证；保存
好销售凭证和种子包装袋（标签），留
存至收获后。

5、注意保护现场。种子种植后如
出现异常情况，应保护好田间现场，并
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投诉，经调解未
达成一致的，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2021年2月

致全省广大用种者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