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0日，青岛市足球改革发展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青岛市“十
四五”时期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
设方案》，明确规划了青岛将积极申办
世俱杯、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年度
各级各类足球赛事不少于5000场，全
市经常参与足球活动的人数达到80万
等发展目标。

足球发展全国走在前

青岛是全国著名的“足球城”，此
前，刚刚获评“十四五”时期全国首批
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正是抓住这个契
机，青岛市足球改革发展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适时推出了“十四五”时期全国
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建设方案。

在方案中首先提到了青岛足球发
展的总体目标，那就是到2025年时，青
岛市足球事业改革发展要取得明显成
效，走在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前列，
成为青岛体育强市建设的标志性事
业。足球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健全，行
政部门和体育社团形成“双轨驱动、共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市足协成为全国
一流体育社团，区级足协实现全覆盖。

到 2025 年时，青岛市的足球基础
设施将更加完善，每万人拥有足球场
地达到1.5块，可承接职业联赛体育场
达6座。职业足球改革有序推进，拥有
中超、中甲、中乙、五人制、女足全序列
的职业俱乐部。青训机构数量不少于
30个，青训水平和竞技成绩明显提高，
男女足国家队均拥有青岛籍或青岛队
输送的运动员。

到 2025 年时，青岛的足球赛事布
局会不断优化，构建起国际知名、国内
一流、青岛特色的优质足球竞赛体系，
年度各级各类足球赛事不少于 5000
场，全市经常参与足球活动的人数达
到 80 万（青少年 40 万）。青岛确定积
极申办世俱杯、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
事和中国足协系列赛事。依托青岛地
缘和区位优势，创办上合组织国家、东
亚国家地区中老年、成人、青少年足球
赛事和电竞赛事，增进交流，提高水
平。至 2025年，打造 1—2项具有国际
影响力或全国知名的足球品牌赛事。

打造1—2支中超球队

青岛海牛队在本赛季提前完成了
冲超目标，这不仅完整了青岛职业足
球的版图规划，也带动了青岛足球的
整体发展。在刚刚公布的“十四五”时
期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建设方案

中，对于青岛职业足球的未来发展确定
了发展目标：至2025年重点打造1至2支
中超球队，使职业足球成为城市精神的
载体和文化名片。

青岛将健全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
加强俱乐部青训工作指导，支持俱乐部
青训梯队建设，鼓励俱乐部与青训中心、
校园足球、社会足球青训机构等开展合
作，建立青训体系与职业俱乐部梯队培
养相衔接的模式。至 2025 年，实现中超
俱乐部拥有9级精英梯队，中甲俱乐部拥
有7级精英梯队。

此外，青岛市要推动女子职业足球
发展，支持职业俱乐部建立职业女足队
伍，探索政府、企业、高校共建女子职业
足球俱乐部的合作模式，完善政府支持
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女足股份制发展机

制，加强女足后备人才培养，实现女足俱
乐部长远健康发展。至 2025 年，组建 1
至 2支女足职业俱乐部。培育发展我市
女足联赛，鼓励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形式
多样的女足竞赛活动。至 2025 年，设立
U8至 U12单年龄段和 U13、U15、U17双
年龄段以及大学组共九个年龄组别，体
教融合，不设任何参赛壁垒。

每年足球赛至少5000场

青岛之所以有着“足球城”的美誉，
不仅在于职业足球的亮眼成绩，更在于
参与足球运动的人口数量大、赛事多。
这次发布“十四五”时期全国足球发展重
点城市的建设方案中明确提到，青岛未
来更要加强竞赛体系设计。完善竞赛结

构，扩大竞赛规模，增加竞赛种类，逐步形
成赛制稳定、等级分明、衔接有序、遍及城
乡的竞赛格局。

青岛将完善竞赛结构，扩大竞赛规
模，增加竞赛种类，逐步形成赛制稳定、等
级分明、衔接有序、遍及城乡的竞赛格
局。借鉴上海“金山杯”、成都“熊猫杯”等
成功办赛经验，充分发挥精品赛事的引领
示范作用，市级层面打造“青超”品牌赛
事，完善“青超”“青甲”“青乙”3 级联赛；
区级层面组织开展本区 1—2 级足球赛
事；社会组织举办形式多样的足球赛事活
动。注重成人赛事、青少年精英赛事、校
园赛事的有机衔接，积极倡导和组织行
业、社区、企业、中老年、五人制、沙滩足球
等赛事，建立覆盖不同年龄段、年度常态
化的“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

（村）”四级社会足球联赛体系和覆盖全市
所有区县、草根球队广泛参与的社会足球
杯赛体系。至 2025 年，全市按年度举办
各类足球赛事不少于 5000 场。全市至少
建设 2—3 个足球示范区（县），每个区县
至少要建设 2 个足球示范街道（乡镇），每
个 街 道 至 少 要 建 设 1 个 足 球 示 范 社 区

（村），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每万人拥有1.5块足球场

青岛将扩大社会足球场地数量。充分
利用城市和乡村的荒地、闲置地、公园、屋
顶、人防工程等，因地制宜建设小型化、多
样化的足球场地，方便居民就近参与足球
运动。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投入足球场地
建设，落实土地、金融等各方面的优惠政
策。至2025年，全市各级各类足球场地达
1500块，实现每万人拥有1.5块足球场的目
标，人均场地占有率居全国前列。

青岛将推动专业足球场馆建设。参照
亚洲杯专业足球场和奥帆中心海上钻石球
场建设理念建设更多的智慧、时尚、专业足
球场馆，成为城市体育文化新地标。至
2025年，全市标准足球场地达260块，可承
接职业联赛体育场达 6 座，足球训练基地
达 4 座，有效满足承接国际高端足球赛事
及国内高水平赛会制比赛需要。

青岛还将全面推进青少年足球发展，
建立校园、专业、职业、社会“四位一体”的
足球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班级、校级、区
级、市级四级竞赛模式，形成“校内有比赛、
校际有联赛、市级有选拔”的校园足球竞赛
活动新格局。2022年底前，建成覆盖各类
型队伍、分层级、周末制的青少年足球竞赛
体系。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
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发展，至 2025 年，全市
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达 30 个，其中，中国足
协品牌青训机构达2—5个。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世杰

早报 11 月 30 日讯 11 月 30 日 ，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新修订
的《青 岛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提 取 管 理 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12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本次修订共调整 20 条
政策规定，从完善提取情形、简化提
取材料、放宽提取限制、推进数字化
建设、优化违规提取治理等方面加强
政策支撑。

具体来说，本次修订共有五大亮
点：一是提取支持范围更广。将之前
散见于其他文件中的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提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购买
新建商品房首付款提取、购买经适房
取得完全产权提取等情形整合纳入

《办法》一个文件当中，将我市提取情
形扩展至 14 种，住房消费支持范围更
广。二是租购并举力度更大。取消原
租赁提取政策中“两次租赁提取时间
间隔不少于十二个月”的规定，在总提
取额度不变的前提下，支持职工按月
申请提取，提高租赁提取的灵活度和
便利度。三是异地商贷提取流程更
简。统一异地商贷与本地商贷提取材
料，取消原异地商贷提取需提供“购房

合同原件或房屋产权证原件、全额购
房发票原件或契税完税凭证原件”的
规定。同时，打破异地商贷、异地公积
金贷等情形的柜面提取次数上限，不
再限制一年两次提取。四是公积金数
字化水平更高。支持职工使用已申领
的电子证照办理业务，已实现大数据
共享校验的提取申请材料无需提供原
件办理，利用信息化手段优化政策措
施、提高办事效率。五是违规提取治

理举措更完善。优化全款异地购房提
取、提取审核中止、违规提取惩戒等相关
规定，提高防范违规提取风险能力，保障
公积金资金安全。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介
绍，修订后的《办法》能够更加积极响应
我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
动，满足职工日趋多样的住房消费需要，
更加有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丁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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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电子证照提取公积金
我市新版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今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