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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小杰 秦越

本报讯（记者 李诗怡）暑假在即，想要让假期生
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吗？福建 SBS浔兴篮
球青训营2025年暑假班重磅来袭，正等待着热爱篮球
的青少年加入，一同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

浔兴篮球青训营由本报和浔兴俱乐部联合主办，
凭借专业的背景与丰富的资源，为青少年打造优质篮
球训练平台。本届暑假班分两期开展，一期为7月7日—
21日，二期是7月24日—8月7日。

适配成长，精准提升。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学员的
身体发育、篮球基础等差异，浔兴青训营细致划分班
级，全方位满足学员成长需求，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
配自己的训练节奏与提升路径。

基础班针对低年龄段、篮球基础相对薄弱的孩子
（7—10岁），课程着重培养篮球兴趣，传授基础篮球技
巧，如正确的运球、传球、投篮姿势等，为篮球之路筑牢
根基。具体训练时间是每日14:00—16:00。

提高1班面向有一定篮球基础的学员（9—12岁），
在巩固基础技能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运球的节奏感、传
球的准确性与投篮的命中率，还会引入简单的战术配
合教学，培养团队意识。具体训练时间是每日 8:30—
10:30。

提高2班针对年龄稍大、球技更成熟的学员（12—
15岁），课程将深入讲解复杂战术，强化个人技术的精
细化程度，助力学员向更高水平迈进。具体训练时间
是每日16:00—18:00。

目前，暑假班招生报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各个
班级都还有剩余名额。老学员
可享 1300元/期、2500元/两期的
优惠价，新学员收费为 1500元/
期、2700元/两期，报名即赠送训
练服、篮球和球包。感兴趣的青
少年可扫描二维码咨询报名，或
拨打热线 0595-85613123、0595-
85637006。

量身定制篮球成长计划
浔兴青训营
带你解锁活力暑假

本报讯（记者 李诗怡）近日，晋江市第十二届老
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竞技麻将项目比赛在晋江市老年活
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镇（街道）、市直各系统老体协
的6支队伍、20名选手参与其中，在牌桌上展开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智慧较量。

比赛严格采用中国体育总局规定的最新竞技麻将
比赛规则，保证赛事的公平性与专业性。赛场上，选手
们个个精神矍铄，专注地思考每一步出牌策略。尽管
比赛竞争激烈，但现场氛围始终友好和谐，选手们在竞
技的同时，还不时交流麻将技巧和生活趣事，诠释了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经过 3天紧张激烈的比拼，最终，钱小英（梅岭街

道）、柯庆昇（新塘街道）获得金奖；詹华金（罗山街道）、
邱晓燕（梅岭街道）、李秀珍（罗山街道）获得银奖；庄婉
迎（梅岭街道）、朱丽丽（青阳街道）、陈北国（新塘街
道）、王鸿玲（青阳街道）获得铜奖。

本次比赛是晋江市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运动、健康、快乐、和谐”为宗旨，
旨在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
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民健身理
念在老年群体中的普及。

晋江市老健会
竞技麻将比赛举行
20名选手展开智慧较量

6 月 22 日晚，第 27
届CUBAL（中国大学生
篮球联赛）总决赛终场
哨响，华侨大学男篮不
敌北京大学男篮，获得
全国亚军。

主教练周鲁男站在
场边，目光扫过记分牌，
转身拍了拍队员的肩
膀：“抬着头走出去，跟
对手握手，这才是华大
精神！”

那么，华大男篮精
神是什么？

是每天 6 至 7 小时
训练流下的汗水；是逆
境中迎难而上永不言弃
的坚持；是即使输球也
要抬头面对的勇气……

这就是华大男篮
精神。也是时隔十年，
让华大男篮从“曾经豪
门”到“草根逆袭”重返
CUBAL 最高舞台的内
在原因。

作为“九冠王”球队的功勋教练，林小
霖帮助华大男篮走过辉煌。“每一届队员
来球队都要做一件事，就是站在九座冠军
奖杯前，感受华大男篮的荣耀，把‘九冠
王’的底蕴传承下去。”

但随着北大、清华等名校球队的崛起
和挑战，华大男篮从顶峰跌落。2016年
华大男篮东南赛区仅获得第六、全国赛未
能进入八强；2017年东南赛区决赛不敌
广东工业大学男篮，全国赛没能晋级八
强；2018年华大男篮 4分险胜清华男篮，
时隔3年重返四强；2019年华大男篮以60∶68
负于华东交大男篮，队史首次无缘东南赛
区八强。

2019年，周鲁男在球队“至暗时刻”
回到母校。彼时，华大男篮主力流失、青
黄不接，训练时甚至凑不齐对抗人数，这
也让周鲁男想带领球队夺取历史第十冠
的想法被周围人认为不切实际。

华侨大学不是清华、北大，他们没有
2.10米以上的超级中锋，没有五星高中
生，甚至没有稳定的招生优势。因此，在
执教球队之后，周鲁男需要首先解决招生
的问题。

“世界本就不公平，在招生方面我们
确实不如国内名校。”周鲁男从不抱怨事
实，但他也没有放弃对好生源的追求。

“招生，我们只能靠诚意。”周鲁男苦
笑道，他曾坐 9小时飞机加火车去湖南，

只为争取一个苗子。
尽管招生处于劣势，但篮球的魅力，

不就在于这是一个团队运动，而不是一个
人的单打独斗。

2023年东南赛区，华大男篮对阵上海
交大男篮，发界外球时五名球员全部站在
界外，随后突然启动，破解全场紧逼——
这一战术被球迷称为“华大魔术”。2024
年全国赛，华大男篮对中北大学男篮，双
人迷惑发球，晃晕防守人，打进压哨球。
今年半决赛，在对阵清华男篮的第二个加
时赛，华大男篮用多人换发破解“世界性
难题”底线球防守。

这些战术，不是偶然，而是周鲁男在
无数个凌晨的录像分析中，一点点抠出来
的细节。

“我们没有天赋，只能打得更有脑
子。”“团队篮球”是周鲁男始终挂在嘴边
的词，集体荣誉感需要重建，所以他定下
铁律：有人摔倒，必须全部去拉；罚球不
进，必须互相鼓励；死球时要聚在一起商
量战术……

总决赛面对北大男篮，华大男篮遭遇
体能和对手实力差距的双重压力。在末
节一度落后对手 20多分时，球场下的周
鲁男不断调整人员轮换，让球员们得到更
多的休息时间；球场上的华大小伙子也没
有放弃，他们拼到弹尽粮绝，直至出现抽
筋，导致防守失位，最终败北。

赛后，周鲁男对所有球员说：“我们要
正视差距，输，也要输得有尊严。”

这像极了《灌篮高手》里的湘北男篮——
没有豪华阵容，没有绝对天赋，但他
们的故事，比冠军更动人。

总决赛终场哨响的那一
刻，华大男篮的球员们站在场
中央，汗水混合着不甘，浸透了
球衣。比分定格，他们与“十冠
王”擦肩而过。更衣室里，没有
怒吼，没有抱怨，只有沉默的呼
吸声和偶尔的抽泣。

周鲁男环视着这群年轻
人，目光从即将毕业的老队员，
到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他
知道，这支球队的未来，才刚刚
开始。

“以后我就不能再做你们
的教练了。”周鲁男对即将离队
的毕业生们说，声音低沉却坚
定。他挨个拥抱他们，像送别
自己的孩子。五年的朝夕相
处，从训练场到赛场，从伤病到
胜利，他们共同经历了太多。

“感谢你们五年来对我的
包容。”这句话背后，是无数个
凌晨的录像分析、训练后的加
练、输球后的复盘。这些球员，
曾经是青涩的少年，如今已是
球队的脊梁。

而对于中生代球员，周鲁
男的语气变得严厉：“记住你们
今天的痛。”他指着更衣室的白
板，上面写着“十冠”两个大
字。“唯一，你还能打四年；小
叶，你还有三年；小虎，你还有
两年……明年，咱们再碰他
们！”

这句话不是安慰，而是命
令。周鲁男要让球员明白，失
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至于刚刚加入球队的新
人，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
他们的肩膀。“有些路，得自己
走；有些痛，得自己尝。”

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
始。

回望整个赛季，周鲁男坦
言：“整个赛季的目标基本完
成。唯一比较遗憾的，是我们
最后在全国球迷面前，没能打
出自己的内容，当然有体能因
素的影响，但这也是漫长赛季
的一部分。”

让周鲁男欣喜的是，这个
赛季球队的韧性有了很大的提
高，球队文化比以前好了很
多。“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新的备
战周期，希望球员们再接再厉，
向终极目标前进。”

终场哨响时，镜头扫过华
大男篮替补席——有人掩面而
泣，有人紧握战术板，周鲁男泛
红的眼眶里映着记分牌的微
光。

那个夜晚没有奇迹发生，
但那些界外球战术的奇思妙
想、双加时后的抽筋坚持、9小
时奔波的招生诚意，早已在篮
球史上刻下独特的印记。

相比豪门球队，或许，我们
更喜欢看“草根”逆袭。

“在训练中折磨自己，在比赛中折磨对手。”这句学长张佳
滨在毕业时留给周鲁男的寄语，在这个“拼命三郎”内心种下
了信念的种子。

2013年，CUBAL总决赛，华大男篮对阵北大男篮。终场
前5秒，华大男篮落后3分，周鲁男接球、起跳、出手——三分
命中！加时赛，他再次命中关键球，率队夺冠，加冕FMVP（最
有价值球员）。

12年后，2025年CUBAL半决赛，华大男篮面对豪门球队
清华男篮，同样是加时鏖战，周鲁男站在场边，看着弟子们复
刻了他当年的壮举——64∶61，掀翻清华，重返总决赛。

从球员到教练，周鲁男的篮球哲学从未改变——拼命，是
刻在华大男篮基因里的本能。

球员时代的他，曾半夜梦游去仓库拿球训练，曾在半月板撕
裂后抽积液、打封闭坚持比赛，曾在生死时刻用三分球绝杀对手。
如今，他把这股“拼命三郎”的狠劲，注入这支华大男篮的血液。

“训练到抽筋、脱水，甚至是小便失禁。”当时的周鲁男如
此，现在这支华大男篮亦是，每天训练时长达6至7个小时，职
业队也不过如此。

“魔鬼”训练之下，华大男篮摆脱招生劣势，在众多豪门中
脱颖而出。“我们没有四星、五星球员，那就把三星、两星球员
练成四星、五星。”在周鲁男的认知中，努力肯定会有回报，他
在球员时代每天训练最早到、最晚归，他希望自己的学弟们也
能如此。

为了激励队员，周鲁男甚至自掏腰包，在队里设置全勤奖
翻倍机制。第一个月训练全勤的队员奖励 500元，第二个月
1000元，第三个月 2000元……在“魔鬼训练+温柔奖励”的管
理模式下，队员从防守到进攻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对于周鲁男来说，把“华大男篮精神”传承下去，比带领球
队走得更远更为重要。

平民阵容“逆袭”：团队智慧VS天赋碾压

“拼命三郎”基因：
从球员到教练的传承

“十冠梦”的下一站：
在遗憾中野蛮生长

华大男篮主教练周鲁男

华大男篮球员叶润峰在比赛中上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