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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3月29日电 （记者 马思嘉 苏醒） “你见过凌晨四点

的平罗吗？”这个源自篮球世界的经典励志故事，如今在宁夏平罗县的足球

场上继续书写。球队刚组建那两年，闫宁带着一群孩子，每天凌晨四点半

就到平罗中学足球场训练。这些孩子中，有宁夏南部山区的移民，有留守

儿童，有人们眼中的“坏孩子”……

在前不久结束的2024中国足协杯

揭幕战上，仓促组队的宁夏平罗恒利客

场0:2不敌广西布山。赛后，16岁的场

上队长杨虎军失声痛哭，主教练闫宁不

停地安慰他，告诉他“踢得不错”。“这场

比赛给了我们极大信心。本计划等我

40岁那年球队才能走上职业化道路，没

想到33岁就实现了。”闫宁说。

星火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是一座人口

不足30万的小县城。

不久前，2024全国女子五人制足球

锦标赛在此举行，东道主平罗恒利队夺

冠，尚未习惯当球迷的平罗百姓欢呼声

一片。中国国家女子五人制足球队将

在平罗开启集训。去年，平罗恒利在全

国赛事中斩获佳绩，让宁夏有信心时隔

36年再次组建足球专业队，征战第十五

届全运会。

横空出世的平罗足球，六年前还默

默无闻。

2017 年，闫宁从湘潭大学硕士毕

业，应平罗企业家、

足球爱好者黄利锋邀请，返乡创建足球

俱乐部。

找教练、建场地、选“苗子”……由

于基础薄弱，最初两年，输球是家常便

饭，因此“凌晨四点的平罗”才会深深印

在闫宁和初代队员的脑海里。

闫宁并未灰心。他坚信，完善梯队

建设会给平罗足球的未来打下根基。

2019年年底，闫宁当选平罗县足球

协会主席。为了扩大足球人口，他推动

俱乐部与平罗县幼儿园、中小学合作，

有职业赛事经验的教练们免费到学校

为青少年开展足球教学，如今已覆盖县

城所有学校和乡村部分学校。此外，从

幼儿园到高中、覆盖城乡的县级校园足

球联赛也日臻完善。

几年辛勤耕耘，从U8到U18、由约

260人组成的精英梯队成为平罗足球的

底气。俱乐部对所有队员免收学费。

“宁夏不缺好苗子，而且孩子们能

吃苦，差就差在缺乏好教练和高水平的

比赛。”为了不耽误好苗子，黄利锋和闫

宁重金挖来两名拥有职业俱乐部执教

经历的教练，还出钱带队员外出参加更

高水平的比赛。

今年的足协杯上，平罗恒利场上11

名首发球员中，有6名是俱乐部自己培

养的宁夏籍梯队球员，其中5人不满17

岁。面对经验丰富的对手和现场两万

多名观众，小队员们毫不怯场，犀利的

突破甚至让对手着急犯规。“今

年我们将首次组队参加中冠联

赛，全力冲击中乙联赛，我们的

目标就是要打造宁夏自己的职

业联赛球队。已经走到这一步，

如果再停滞不前，就是倒退。”闫宁说。

出路

闫宁本科专业是化工制药，硕士学

的是哲学和历史，但他认为，是足球改变

了他的人生轨迹。从小学开始，他从未

放弃对足球的热爱，一路踢进中国大学

生足球联赛，还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

他的返乡初衷，是让足球成为更多

家乡孩子的出路。“无论他们踢得怎样，

最差也是回俱乐部当教练。我会给他

们兜底。”他说到做到，俱乐部二十多名

教练里，不少是球队初代队员。

第一次带杨虎军吃火锅，把闫宁心

疼坏了。杨虎军吃了十几根火腿肠，最

后吃吐了，他告诉闫宁，这是他吃过的

最好吃的东西。这名从宁夏西吉县移

民到平罗的足球小将家境贫寒，但五年

级就跟着闫宁树立了职业足球梦——

他想像偶像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

罗）那样，用足球改变命运。

对这些孩子，俱乐部免费解决他们

的衣食住行甚至上学问题。闫宁几个

春节都和队员们在俱乐部度过，他的办

公桌上放着一摞队员们写的观球感

想。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既当爹又

当妈”。

初二那年，杨虎军就拿到了国家

一级运动员证书。“如果不是足球，我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打工干活呢。”在他

眼里，闫宁是“干爸”，而俱乐部是“第

二个家”。

2020年以前，平罗县没有一名足球

运动员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如

今，这样的证书有三十多张，四十多个

孩子因足球有了更广的出路，曾在班里

成绩最差的徐海阳凭足球考上了“双一

流”大学。

由于在足协杯赛场上的出色

表现，杨虎军得到多家职业俱乐部

的关注。“我们搞足球当然希望发

现有天赋的好苗子，让他们走上职业足

球赛场，但也想打通孩子们的升学通

道，让他们未来能够通过足球实现就

业，找到更多出路。”闫宁说。

热爱

六年来，黄利锋的企业为俱乐部投

资2000多万元，还让自己上小学的儿子

到俱乐部踢球，因为“只有他热爱足球，

以后才会继续投资足球”。闫宁卖掉房

子，把全部家产投入足球事业，瘦了40

多斤，掉了不少头发，几乎天天陪队员

睡在俱乐部，还与相恋十多年的女友黯

然分手……

“没后悔过是不可能的。”夜幕下的

绿茵场亮起灯光，闫宁站在一角，看孩

子们在年轻教练的指导下激烈对抗。

“但是看到这些孩子这么苦、这么拼，我

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坚持下去。”

闫宁在杨虎军身上倾注的心血最

多。在他眼中，杨虎军是“全宁夏最有

可能踢职业比赛的人”。“如果他能到更

大的舞台，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他。他

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恒利、平罗

甚至宁夏。”

黄利锋在集团建设的医院附近辟

出一块空地、几处房屋，为孩子们建了

新的足球场，以及带独立卫浴的宿舍、

自习室、食堂，甚至视频分析室。晚上

九点，亮着灯的球场有队伍在训练，高

三队员在自习室学习，而教练们则在会

议室给队员分析战术……

闫宁希望这里能变成一所真正的

足球学校。“也许我们还无法为国家队

输送人才，但我相信，一辈子坚持做一

件事，一定能做成。”

队员们在绿茵场上训练队员们在绿茵场上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