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保才

人的一生，都想实现自己的价值。价值
体现在哪里？主要是事业有成，或学有所就。

小女子黄君华无疑是个成大事者。在陌
生的足球领地，她一路走来，行稳致远，小有
成就，令人刮目相看。

她凭一己之力打拼出来的创业之路，不
平坦，抵达成功彼岸，不容易。她的经历与成
功，用“巾帼不让须眉”来形容，远远不够，男
子汉也难以做到。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一个
人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哪怕面前
荆棘丛生，路途坎坷曲折，也能释放出无穷
的能量，披荆斩棘，一往无前，达到属于自己
的生命高度。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总结了成
大事者的“三重境界”，诗语灿然，贴切形象。
黄君华，以君子之风、勇者之心、韧者之劲，
独辟蹊径，倾情创业，芳华待灼，砥砺深耕，
履践致远，与“三重境界”何其相契！

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14年前，中小学教师出身，
当公务员近10年、已成长为科级干部的黄君
华，不愿过“朝九晚五”的上班日子，不顾家人
亲朋的一致反对，抛却在旁人看来的“似锦
前程”，出人意料地下海经商。她选择的领
域，竟是当时在台州无人涉足的校外少儿足
球培训，幼小儿子的一句“台州没地方踢球”，
成了她点燃梦想的火柴。在周围一片反对声
中，黄君华成了那个“独上高楼”的人，登高望
远，鸟瞰路径，“望尽天涯路”，却四顾茫然。因
为，把确定的生活变成不确定，谁的心里都没
底啊。

别人没干过的，未必自己不能干，或干
不了。创业就是开垦、拓荒，黄君华要把台州
这个“足球沙漠”变成“足球绿洲”。她寻思，
自己当过两年教师，教育情怀一直不泯，搞
校外培训，不算跨界太远；足球陌生，可以熟
悉起来；甚至没有市场需求，都可以一点一
滴培育。而且这些年自己从政锻炼的组织能
力有用武之地，北大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也不
会白拿。“成大事者，藏于心行于事，不谋于
众”，她审时度势，铁了心要“吃螃蟹”，家人

“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反而被她一一说服。
垦荒式创业者，注定孤独，没有人和你

并肩，没有人能理解，这份孤独，有苦涩，但
也正常。孤军奋战，是每一个探索着迈向成
功者的特征。只要有楼的“顶点”，认准了，就
能向上登攀，“会当凌绝顶”。

第二重境界，“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
终不悔”。这句写情感的词，引伸开去，何尝不
是奋斗人生的写照？“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小女子黄君华有大格局，她眼光高远，
好学勤勉，干一行成一行，专注、踏实、执着，百
折不挠。事业初创之期，她放下所谓的面子，上
街摆摊，栉风沐雨，推介足球，经久光顾者寥寥
无几而不气馁，“坚持就是胜利”，最终呼应了
时代的节拍，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一手将足球
培训机构做大做强，成为一统江湖的翘楚。

人对于成功的追求，需要毅力和恒心。
当初黄君华如果知难而退、改弦易辙，她的
足球事业就会半途而废、一无所获，就没有
今天青少儿的乐园——鸵鸟足球。她运筹帷
幄，决胜千里，将足球培训机构，办到全国多
地；她频频走出国门，将青少儿足球人才，带
到世界足球强国“墩苗”，通过学习、交流，拓
宽视野，增长才干。她一心扑在足球事业上，
她的时间，是被这颗滚动的足球拴着的。成大
事者，不唯有志，还要坚持付出，花再多的时
间，吃再多的苦，经历再多的磨难，“我心不
悔，方得始终”。

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句词借喻成功
的境界，其实是暗指人的心态——成功路上，
可以执着，应该坚持，但一切要顺其自然。

古来成大事者，都不会急功近利，而是
“风物长宜放眼量”，顺应“天时、地利、人
和”，做到水到渠成。

这些年，作为世界三大球之一的足球，
在中国迎来振兴时代。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后，国家提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
强国迈进”，强调发展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
体育产业。这一年，正是黄君华试水足球的

“创业元年”。2015年，中央深改小组会议通
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指出

“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
求”。这一年，正是黄君华将她的协和俱乐部正
式更名为鸵鸟俱乐部。她的足球事业在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蒸蒸日上，一骑绝尘。

与黄君华面对面，她虽然忙个不停，但
不急不躁，有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
心态。她是真心把足球当作终身事业，而非
单纯下海经商的营生，过去是，现在是，将来
也是。足球领域的水很深，她以前瞻眼光，顺
时应势，每一步都平稳蹚过；足球文化博大
精深，她浸淫其中，乐在振兴足球事业的过
程中。她不计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谋求振
兴足球，下一盘“更大的棋”。她倾其这些年
的积累，投入搞数字足球，办足球文化研究
院，从群众性足球迈向竞技足球，培育台州
职业足球人才和团队，打造“足球小镇”。

今年9月，有6位鸵鸟球员加盟的台州
足球队，省赛夺冠，初露锋芒，是黄君华蓦然
回首，看到新的成功的一抹曙光。

成大事者，心态越好，会带给我们更多
的惊喜。

成大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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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月 23日，台州足球史上最光
彩的一天！

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
组）决赛，台州队 3∶2击败东道主金华队，
夺得冠军。

黄君华坐在电脑屏幕前，看完比赛全
程，喜极而泣。在这支台州队里，有她的鸵
鸟足球俱乐部输送的6名主力球员。

比赛的胜利，是对她 14 年来不言放
弃，深耕足球教育培训的一个褒奖。

萌芽

黄君华个子不高，短头发、戴眼镜，走
路的步频适中，说话的语速适中，就连喝水
的姿态似乎也很适中。很难想象，她竟会与
足球有“瓜葛”。

“说出来，可能都没人信。”采访中，黄
君华道出，儿子竟是让自己拿起敲门砖的
领路人。

2008年，6岁的儿子去上海参加夏令
营，接他回家时，突然对妈妈说想把家搬到
上海去。黄君华诧异，便问缘由。孩子说，上
海能学足球，台州没有。看看周遭，台州还真
找不到一家可以让孩子踢球的培训机构。

“当时的台州，如果不是足球沙漠，那
差不多也算是戈壁。”为了帮助儿子如愿，
黄君华找到一位会踢球的高中同学，请他
推荐教练。就是那时，自己搞一家校外足球
培训机构的念头，在她心中萌芽。

“难！”黄君华将想法告诉家人，反对的
声音劈头盖脸。家人不理解，她已是一名公
务员，工作做得风生水起，铁饭碗不好好捧
着，要去下海经商，这是何等疯狂。2008
年，她拿到了北大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前途
可期，若是一切推倒重来，铁饭碗没了不
说，想要做出点成绩，又谈何容易。他们郑
重提醒黄君华，世上没有后悔药！

一时间，她陷入了谈何容易和没有后
悔药的“亲情的漩涡”。

十年

1995年大学毕业，黄君华被分配到椒江
育才小学教音乐。黄君华说，做教育讲情怀，
有情怀，做起事情来，才有憧憬更有冲劲。

1996 年年底，椒江书生中学正在筹
建，面向全国招聘教师。黄君华一试即中，
次年8月，正式入职书生中学，成了一名初
中教师。

一年半后，她调至椒江区教育局，任团
委书记。

2001年 5月 13日，黄君华结婚，丈夫
何金杰是军人，她成了军嫂。

2002年，她到“12345市长热线”挂职。
电话接听、回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
问题，让她加深了对社会的认知。

2003年，黄君华任椒江区委老干部局副
局长。其间，她组织了一场“爷孙同乐”的演出，
让椒江电影院座无虚席。同年，儿子出生。

2004年，丈夫何金杰从台州军分区转
业到椒江区安监局工作。

2005年 4月，黄君华转任台州市行政
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台州市招投标中
心办公室主任。市管科级干部。

这 10 年，黄君华走马灯似地换着岗
位。这样的工作经历，似乎也预示着，后来
她选择下海经商，并不奇怪。

成长

母亲李彩女了解女儿，作为家中大姐，
黄君华乖巧、懂事，有责任心，能帮着父母
照顾弟弟妹妹。

出生在农村的黄君华，将记忆里的童年
概括成了一个词——变化。改革开放初期，
一天一个变化，一切欣欣向荣、日新月异。

她回忆，小学三四年级时，洪家做塑料纽
扣的小作坊已是“遍地开花”。母亲就在邻居
家的作坊里打纽扣，工钱按斤算，多劳多得。

黄君华聪慧，不愿看母亲劳苦，常依偎
母亲身旁，边写作业边帮着扳纽扣。母亲一
人要扳三四十分钟，母女上阵，15分钟搞
定。村里人都夸赞她能干、孝顺，将来定会
有出息。

小学时，黄君华文艺天赋初显，四年级
时排演的小品《铁窗泪》，逗笑观众。

转眼，升入初中，要走40分钟去上学。
上世纪 80年代末，家境逐渐宽裕，父

母给黄君华买了辆棕色海狮牌自行车，妥
妥的“名车”，骑在路上，回头率没得说。

在兆桥中学念初二时，洪家迎来一件
大事，洪兆路开通，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
黄君华被安排参加，母亲高兴，扯布做了新
衣裳。卡其色格子小西装，青绿裤子，小皮
鞋锃亮，黄君华回忆，自己像极了洋娃娃。

初三中考，她差了3分，没能读上椒江
一中（现台州市第一中学）。在洪家中学，黄
君华开启了三年高中生活。

“红五月”“元旦”汇演、校园歌手大赛、
大合唱比赛……黄君华的文艺天赋展露无
遗。大家也都爱听这个小个子姑娘指挥，大
合唱时她领唱，校园歌手大赛，她又张罗着
发传单，邀这个请那个来参赛，文娱委员把
组织委员的事情都干了。

后来，黄君华成了洪家中学学生会副
主席。

宁波来的音乐老师江莉尔，喜欢这姑
娘，鼓励她去报考专业的音乐院校。

高二时，父母花大价钱，为立志学音乐
的黄君华买了架手风琴。母亲烧火做饭，父
亲、弟弟、妹妹围着她，琴声悠扬，欢歌笑
语，一家人其乐融融。

三餐四季，斗转星移。融洽的家庭氛围
伴随黄君华迎来高考。

1992年，当时的杭师院（现杭州师范
大学），面向全省招收 20余名音乐专业的
专科生，毕业后工作包分配。包分配在彼时
人们眼中是香饽饽。父母听说后，鼓励女儿
去试试。

当时从台州到杭州没有高铁，也没有
高速，山路弯弯，需要十几个小时的车程。那
次去杭州参加专业考试，考的是手风琴和
钢琴。黄君华意识到，自己跟省城孩子们的
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考试结束，心生落寞。

所幸，专业考试还是通过了。
因为当时，还要读一年预科，文化课成绩

只要过线就行。认识到自身不足的黄君华，考
试结束后，便跑去了上海“进修”专业，憋着一
股劲，农村来的“土妞”要为自己找回场子。

那年7月，黄君华“进修”归来，准备高
考。同年9月，她进了杭师院音乐学院的预
科班。

大学时，她却总想着回台州老家。一来
一回，白天和黑夜。父母诧异，这孩子都读
大学了，怎么还老往家里跑，她说，恋家。

在文一路四季轮换的朦胧里，她给一
个绍兴男孩打了条马海毛围巾。后来，围着
马海毛围巾的男孩，还为她找好了杭州的
一所学校，如能留杭，双宿双飞。

黄君华执意要回到台州，后来成了椒江
育才小学的一名教师。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起跑

2008年7月，黄君华召集父母、丈夫、弟
弟、妹妹开了个家庭会议。可是，无论黄君华
把心中的那片蓝海讲得多么未来可期，迎
接她的依然是汹涌的摆困难说忧虑。一次
又一次，这样的家庭会议开了好几回……

母亲知道女儿的脾气，认定了的事情，
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丈夫看着妻子如此坚定，从一开始的
反对，转而全力支持。他们约定：公公婆婆
必须瞒着，怕老人家一时观念转变不过来，
受不了这刺激；丈夫无条件支持妻子，资金
上如遇困难，要想办法尽全力帮忙。

终于，黄君华说服家人，准备大干一场。
她一个人拖着拉杆箱，南下北上，哪里有

足球就往哪里跑。她说，一个对足球一知半
解都没有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去了解它。

她在工体看过“北京大战山东”；在青

岛城阳训练基地目睹了青岛足协的培训；
在天津与足球名宿聊过天；去大连的东北
路小学、幼儿园，探寻校园足球是怎么从娃
娃开始抓起……

2008年底至2009年初，黄君华申报注
册了台州市蓝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并于
2010年成立台州市协和俱乐部（鸵鸟足球
俱乐部前身）。

第一批学员，仅8个孩子报名，还包括
自己和同事的孩子。

该怎么办？摆地摊。在学校门口、城市
广场，只要有孩子出现的地方，他们就去放
球门、摆展架，吸引孩子们的注意。

黄君华说，那时的自己，遇见熟人都恨
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后来，她依托与
三所学校的合作，接连举办活动，吸引了一
大批喜欢踢球的小学生参与。俱乐部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到 2010年，学
员达到200人。

学员增多了，可好的教练是如此稀缺，
她又犯愁了。她觉得，花钱请高水平教练解
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培养高水平的教练
队伍才是长久之计。至今，她都一直在努力
践行这个想法。

“经常有人将中国足球和日本、韩国足
球相比较。”黄君华说，同为东亚国家，上世
纪 90年代以来，日本足球水平突飞猛进，
成为亚洲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而韩国队自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后就从
未缺席世界杯决赛圈。唯独中国足球，好像
依然在泥泞中苦苦挣扎。

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那就摸着石
头过河吧。自 2011 年开始，她不但“请进
来”，还“走出去”，带领团队奔赴北京、大
连、青岛等城市以及韩国、德国、日本等国
家交流学习。

孩子们去国外交流比赛的第一站是韩
国。在场边静静看着的黄君华陷入深思，为
何我们的孩子与邻国的同龄人差距那么大？

“输球虽说正常，但水平差距大让人很
懊恼！”回国后，她一直在反思，难道我们天
生就踢不过他们？

输球，也坚定了黄君华要一直带孩子
们去国外比赛交流的想法。她说，认识到自
身的不足，才有提高的动力和方向。

黄君华感受到了国外浓厚、热烈的足
球文化，感受到了足球已经是他们生活里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德国拜仁俱乐部，足球强国的专业
令之叹服，从安联球场的每一寸草皮，再到
看台上一尘不染的座椅……每一个细节都
在告诉她，德国人的严谨。

而在日本，她感触最深！
“曾有无数人说过，青训是足球的基

石，校园是足球最好的培养皿。”黄君华通
过走访、交流，发现在日本，无论哪一个年
龄段的青训，教练员均有统一的教学大纲
遵循，从学生联赛到 J联赛再到国家队层
面，日本足球留给对手重技术、重传控、重
整体的统一印象。另一方面，他们带教出来
的青少年球员，身着统一整洁的球衣球鞋，
遵守纪律，尊重规则，敬畏传统，也给黄君
华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正是不少中国孩
子需要弥补的。

“无论男足还是女足，看看如今日本国
家队取得的成绩就不难发现，我们的邻居
值得学习。”黄君华说，希望将日本足球的
理念和自下而上的维护，借鉴到国内的足
球青少年培训。

鸵鸟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体育
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紧随其
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于 2015
年发布，发展足球运动上升为国家战略。

黄君华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面临的
挑战也必定日益激烈。

2015年，协和俱乐部更名为鸵鸟俱乐部。
为何是鸵鸟？黄君华说，创业初期，去

临海一家养殖鸵鸟的公司，通道进去办公
室门口有两只鸵鸟，这是她第一次面对面

地见到鸵鸟。就在她盯着鸵鸟愣神的时候，
鸵鸟就像孔雀一样开了屏，这引起了黄君
华极大的兴趣。

“很多人质疑，鸵鸟的原生形象四肢发
达头脑简单。”黄君华觉得不然，她说，鸵鸟
心眼大，即使再多的误解，它都能充耳不
闻，反而活得比谁都骄傲。该吃吃，该喝喝，
绝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管什么时
候，鸵鸟都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鸵鸟的所有特质正是我所要追寻的，
它与我们足球运动员非常吻合。这给了我
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就从中提炼出鸵鸟足
球的五度文化：高度、力度、速度、灵度、宽
度，最后一个‘宽度’，作为球员不仅仅要在
国内有这种认知，更要在国际足球领域，充
分分享融合中西方足球，这是一种演化，一
种推进，一种相互之间的借鉴。”黄君华说。

加速

2017年开始，黄君华带领鸵鸟足球进
入了快速发展期。2018年5月，成立了浙江
鸵鸟足球文化研究院，通过专家智库力量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年6月，创
建鸵鸟足球全国精英队，着力研究竞技人
才培养发展模式。

2018年，“鸵鸟”被中国足协评为“全
国社会足球品牌青训机构”，入选 2018年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优选项目。

2019年，以产教融合为切口，鸵鸟足
球与台州学院形成合作关系，聘请国际足
联青训主管兼任技术总监，为足球产业发
展探路，为足球人才培养谋划。黄君华坚持
购买服务与市场相结合的品牌连锁经营之
路，经过数年的经营与发展，在浙江、北京、
上海、山东、河南等省市建立了青少年足球
训练基地及服务中心；多次举办中外高层
次足球交流学术论坛；探索“体教社”三位
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服务地方体育
社会教育发展。

2020年，“鸵鸟”成为中国文化产业促
进会足球文化委员会会长单位。

2021年9月，“鸵鸟”被评为全国群众体
育先进单位。202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充
分肯定了鸵鸟足球的“先产业后竞技”即“产
业助竞技，竞技促产业”的足球发展模式。

“一个搞音乐的，却可以把足球搞得这
么好！”鸵鸟足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赵建华打心眼里佩服黄君华。

2019年 11月，经好友推荐，已经想享
受退休生活的他，决定加盟“鸵鸟”。

团队逐步完善鸵鸟数字足球管理平
台，“智慧足球”应用上线。“这是科技+运动
大放异彩的时代，也是通过‘智慧’重新定
义生活的时代。”黄君华说，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用于体育领域将
会越来越精彩。“鸵鸟”的“智慧足球”运用
技术采集数据、分析、建模应用于线上教
学。眼下，鸵鸟足球倡导构建的智慧球场等
已经进入学校、社区应用，通过手机、电视
等终端设备，进行智能动作识别、AI演示、
动作智能指导、动作违规识别、运用数据可
视化等功能，达到运动强度监测、运动技能
水平评估等目的……

“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应用随时随地，
想踢就踢。”黄君华说，该项目还被台州市
相关部门推荐到浙江省参评“最佳应用”，
并在1082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在浙江省数
据开放创新大赛中获得优秀奖。

黄君华说，期待在家乡台州，能够有更
好的足球土壤，像其他城市一样，有足球小
镇、足球产业综合体之类的项目落地，能够
承载高级别的足球联赛，为台州市创建青
年型城市添彩！让足球成为台州这座城市的
一部分，让足球成为生活方式。

目标

普及足球教育的同时，黄君华把更多
精力投入到精英青训中。

现役中国U17国家队队长王钰栋，这
颗耀眼的未来之星，12岁时被选入鸵鸟足
球精英队，今年，在U17亚洲杯预选赛的两
场比赛中，贡献 8粒进球。U17国家队主教
练、国足名宿杨晨曾评价，王珏栋将是中国
足球未来10年的顶级前锋。

“真是‘鸵鸟’之傲，也是中国足球的幸
事。”黄君华说。

曾几何时，中国职业足球疯狂烧钱，只
重眼前不顾未来，导致足球资源投入失衡，
那段时期，连国青队可供选拔的人才都严
重匮乏。塔基塌了，谈何塔尖？

“足球的理念正在转变过来。”黄君华
拿出一组数据，当下中国足球体系里，职业
足球只占0.5%，剩下99.5%的内容是青训、
校园足球和业余足球，足球本质上是教育。
她做了个比喻：职业足球只是夜宴，一晚的
饕餮大餐后，要回归培育、扩大青少年足球
人口的柴米油盐。

“通过足球，孩子们从小就会懂得协
作，学会团结……”黄君华说，学踢球，也是
学做人。相比最困难的阶段，目前，国内各
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显著回升。

黄君华体会，因为理念上的转变，当下，
从幼儿到青少年培训的基础和氛围，相比过
去好了许多，更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足球
上继续深造，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家长，
看到了孩子们通过足球获得成长和快乐。

喝了口水，黄君华扶了扶眼镜，感叹一
句：“做足球，做青训，真心累！”累归累，对于
自己的选择，她曾经彷徨，却是从未动摇。

“我在想，台州还没有自己的职业球
队。”黄君华说，“我觉得不远的将来，一定
会有。在台州还能踢乙级联赛、甲级联赛直
至中超，这是我的下一个小目标。”

她相信，做任何事情都不晚。跳出体
制，下海搞足球，不晚。深陷泥潭的中国足
球，只要有雄起的心，不晚。

于她而言，人生没有什么事是要论“早晚”
的，没有什么比当下的欢愉与充实更重要。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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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华，1973年出生，浙江鸵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

长。长期致力于校园足球推广、青少年足球培训，已在浙江、北

京、上海、山东、河南等省市建立了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及服务

中心，不断为职业俱乐部梯队培养、输送青少年足球人才。在今

年9月举行的第17届浙江省运动会上，以鸵鸟俱乐部注册球

员为班底的台州代表队夺得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