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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各级人民政

：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在全国盛世修态的热潮中，《大理白族自治州体育志》经编纂人员

广泛搜集资料，伏案笔耕，艰辛努力，精心编纂而成。《大理白族自治州体育志》的问世，

结束了大理州体育事业无志的历史。志书系统地记述了大理州体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特

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体育事业欣欣向荣的历史。大

理州是以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体育运动源远流长，志书以大量的历史资

料记述了民族体育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民族特色。

鬈大理白族自治州体育志》以新的思想、新的体例、新的方法、翔实的资料，再现了

大理州体育事业发展的兴衰起伏：志书指导思想正确，资料准确可靠，篇目结构合理，文

字通畅，图文并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进一步发展大理州体育事业提供了历史借

鉴和翔实的史料，对于探求体育工作规律，正确决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大理白族自治州体育志》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结晶，广大体育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的

资料，．编写人员殚精竭虑，精心著述，付出了大量辛劳，经过5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志

书编写任务。谨此，我代表大理州体委向对给予这本志书以帮助支持的单位和同志们表

示谢忱l编纂体育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资料缺失，缺点和不足敬希读者枇评指正。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

统一．7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上限写至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88年。特

殊情况如承办云南省第八届运动会等可适当下延。

三、本志从大理州体育事业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纵写。全志由概述、大事

记、专章、附录4部分组成，层次结构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全志约38万字。

四、本志力求写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专业特色，以期达到总结经验、探索规律、

提供借鉴的目的。 ；一

五、本志1949年前的纪年，均以朝代年号在前，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I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文体，除概述有叙有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外，其余各章用以类系事、时

经事纬的记述方法。文字记述采用语体文。 ?

七、本志所列运动竞赛的名次，获省级比赛名次的，写到第八名；获州级比赛名次

的，团体写到第六名，单项写到第三名。

八、本志以事系人，不单设人物章。名录主要收录地州级以上体育部门表彰的先进

集体、先进人物，高、中级体育教师，高、中级教练员，国家级．一级裁判员．(一人兼

多项的，只录其中一项)，国际健将、健将、一级运动员等名单。历届领导人名录，州级

收录体委主任、副主任及各科室负责人名单，县级收录体委主任、副主任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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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j苤⋯⋯⋯⋯⋯⋯⋯⋯⋯⋯k⋯⋯⋯⋯⋯⋯⋯一一⋯⋯“⋯⋯⋯⋯⋯⋯⋯一⋯(1)

大事记⋯⋯⋯⋯⋯⋯⋯⋯⋯⋯⋯⋯⋯⋯⋯⋯⋯⋯⋯⋯⋯．，．．⋯⋯⋯⋯(5)
?： ’一． ·1{’1· _‘l。

第一章 民族传统体育．．．⋯⋯⋯⋯⋯⋯⋯⋯⋯⋯⋯⋯⋯⋯．．．⋯⋯⋯⋯(21)
第一节赛马⋯⋯⋯⋯·：⋯⋯⋯⋯·9Q D D0@⋯⋯⋯⋯⋯⋯⋯⋯⋯⋯⋯⋯⋯⋯⋯⋯(21)

一、大理三月街赛马⋯⋯⋯⋯⋯⋯⋯⋯⋯⋯⋯⋯⋯⋯⋯⋯⋯⋯⋯⋯⋯⋯⋯(22)

二，剑川骡马会赛马⋯⋯⋯⋯⋯⋯⋯⋯⋯⋯⋯⋯⋯⋯⋯⋯⋯．．．⋯臀⋯⋯⋯(24)

三、鹤庆松桂七月会赛马⋯⋯⋯⋯⋯⋯⋯⋯⋯⋯⋯⋯⋯⋯⋯⋯⋯·二⋯⋯⋯(25)

四、洱源渔潭会赛马⋯⋯⋯⋯⋯⋯⋯⋯⋯⋯⋯⋯⋯⋯⋯⋯⋯⋯⋯⋯⋯⋯⋯(25)

五、南涧火把节赛马⋯⋯⋯⋯⋯⋯⋯⋯⋯⋯⋯⋯⋯⋯⋯⋯⋯．．．⋯⋯⋯⋯⋯(25)

第二节赛龙舟⋯⋯⋯⋯⋯⋯⋯⋯⋯⋯⋯⋯⋯⋯⋯⋯j⋯⋯⋯⋯⋯⋯．．．：¨⋯”；”(25)

一、参加省内外龙舟赛⋯⋯⋯⋯⋯⋯⋯⋯⋯⋯⋯：·j⋯⋯⋯⋯⋯⋯⋯⋯⋯⋯(26)
’’!_。

二、火把节赛龙舟⋯⋯··：·j⋯⋯⋯⋯⋯⋯：·．．．⋯⋯：⋯·：⋯⋯0⋯⋯⋯⋯⋯⋯(26)
”1 ‘三、耍海会赛龙舟⋯⋯⋯⋯⋯⋯⋯··j⋯j⋯⋯⋯⋯⋯⋯⋯⋯⋯⋯⋯⋯⋯⋯··(27)

“。 四、海灯会赛龙舟⋯⋯⋯⋯⋯⋯⋯⋯⋯⋯⋯⋯⋯·-”j⋯一⋯⋯⋯⋯⋯⋯”(27)
，第三节射弩⋯⋯⋯⋯⋯⋯⋯⋯⋯⋯·：⋯⋯⋯：⋯⋯⋯⋯⋯⋯⋯⋯⋯⋯⋯⋯⋯(28)

第四节秋千⋯⋯”：：：⋯⋯⋯⋯⋯：⋯⋯⋯⋯⋯⋯⋯⋯⋯·一．．．小⋯⋯⋯⋯j⋯·(30)

第五节霸王鞭‘⋯·：⋯⋯⋯⋯⋯⋯··：⋯：⋯⋯⋯⋯⋯⋯⋯⋯⋯⋯⋯⋯_⋯⋯⋯⋯(31)

第六节民族棋类⋯⋯⋯⋯：⋯⋯⋯⋯⋯⋯⋯⋯⋯⋯一．．．：⋯⋯⋯⋯⋯⋯⋯⋯⋯⋯·(31)

一、乘棋⋯·：⋯⋯⋯⋯一··：⋯⋯⋯⋯⋯⋯⋯⋯⋯··；⋯⋯⋯·．．．．．．⋯⋯⋯⋯(31)

二、母猪棋⋯⋯-．．⋯⋯⋯⋯⋯⋯：⋯·：·：⋯⋯·：j⋯⋯⋯⋯⋯⋯⋯⋯⋯⋯⋯⋯·(32)

三、围棋⋯⋯一：⋯⋯⋯·：⋯⋯⋯⋯⋯⋯⋯⋯⋯⋯⋯j一⋯⋯⋯⋯⋯⋯⋯⋯(33)
。 四、‘冲棋⋯⋯⋯⋯⋯··；⋯⋯⋯⋯⋯⋯⋯⋯：⋯⋯⋯⋯⋯⋯⋯·：一⋯⋯⋯⋯(33)

五、爬天梯⋯⋯：：⋯⋯⋯⋯⋯⋯⋯⋯⋯⋯⋯··j：⋯⋯⋯⋯⋯⋯⋯“⋯⋯⋯⋯(33)

一第七节其他民族民间体育活动⋯⋯⋯o⋯⋯⋯⋯⋯：⋯⋯⋯⋯⋯⋯⋯⋯⋯⋯”(33)

二、武术⋯⋯⋯⋯⋯⋯⋯⋯·：⋯⋯⋯⋯⋯⋯⋯⋯⋯⋯⋯⋯⋯⋯⋯⋯⋯⋯·(33)

二、陀螺⋯⋯⋯⋯：⋯⋯⋯⋯⋯⋯⋯⋯⋯⋯⋯⋯⋯⋯⋯⋯⋯⋯⋯⋯⋯⋯”(34)

三、跳马⋯⋯⋯⋯⋯⋯⋯⋯⋯⋯⋯⋯⋯⋯⋯⋯⋯⋯⋯⋯⋯．．，．．．⋯⋯⋯⋯(34)

四、耍龙⋯．．．⋯⋯⋯：⋯⋯⋯⋯⋯⋯⋯⋯⋯⋯⋯⋯⋯⋯⋯⋯⋯⋯·；⋯⋯一(34)
。 五、打歌⋯⋯⋯⋯⋯⋯⋯⋯⋯⋯⋯⋯⋯⋯⋯⋯⋯⋯⋯⋯⋯⋯⋯⋯⋯⋯⋯(35)

六、“美猴戏傻僧”⋯⋯⋯⋯⋯⋯⋯⋯⋯⋯⋯⋯⋯⋯⋯⋯⋯⋯⋯⋯⋯⋯⋯(35)

七、上刀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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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拉人拔河⋯⋯⋯⋯⋯⋯_⋯⋯⋯⋯⋯⋯⋯⋯⋯⋯⋯．．．⋯⋯⋯⋯⋯⋯(36)

九、“斗鸡” ⋯⋯⋯⋯⋯⋯⋯⋯⋯⋯⋯·⋯⋯⋯⋯⋯⋯⋯⋯⋯⋯⋯⋯⋯⋯”(36)

十、弹弓⋯⋯⋯⋯⋯⋯⋯⋯⋯⋯⋯⋯⋯!⋯⋯⋯⋯⋯⋯⋯⋯⋯⋯⋯⋯⋯”(36)

第八节儿童体育游戏⋯⋯⋯⋯⋯⋯⋯⋯⋯⋯⋯⋯⋯⋯⋯⋯⋯⋯⋯⋯⋯⋯⋯⋯(36)

一、放风筝⋯⋯⋯⋯⋯⋯⋯⋯⋯⋯⋯⋯⋯⋯⋯⋯⋯⋯⋯⋯⋯⋯⋯⋯⋯⋯⋯(36)

=、跳月⋯⋯⋯⋯⋯⋯，，·⋯⋯⋯⋯⋯⋯⋯⋯．．．⋯⋯⋯⋯⋯⋯⋯⋯w⋯⋯(36)

三、罩蜜蜂⋯⋯⋯⋯⋯⋯⋯⋯⋯⋯⋯⋯⋯⋯⋯⋯¨⋯⋯⋯⋯⋯⋯⋯⋯⋯⋯(37)

四、老鹰叼小鸡⋯⋯⋯⋯⋯⋯⋯⋯⋯⋯⋯⋯一⋯⋯⋯⋯⋯⋯⋯⋯⋯⋯⋯⋯(37)

五、跳铁门槛⋯⋯⋯⋯⋯⋯⋯⋯⋯⋯⋯⋯⋯⋯⋯”j⋯⋯⋯⋯⋯⋯⋯⋯⋯⋯(37)

六、跳花棚⋯⋯⋯⋯⋯⋯⋯⋯⋯⋯⋯⋯⋯⋯⋯⋯⋯⋯⋯⋯⋯⋯⋯⋯⋯⋯⋯(38)

七、跳海⋯⋯⋯⋯⋯⋯⋯⋯⋯⋯⋯⋯⋯⋯⋯⋯⋯⋯⋯⋯⋯⋯⋯⋯⋯⋯⋯(38)

八、跳绳⋯⋯⋯⋯⋯⋯⋯⋯⋯⋯⋯⋯．．．⋯⋯⋯⋯⋯⋯⋯⋯⋯⋯⋯⋯⋯⋯(38)

九、老虎抱蛋⋯⋯⋯⋯⋯⋯⋯⋯⋯⋯⋯⋯o⋯⋯⋯⋯⋯⋯⋯⋯⋯⋯⋯⋯⋯(38)

十、抓石子⋯⋯⋯⋯⋯⋯⋯⋯⋯⋯⋯⋯⋯⋯⋯⋯⋯⋯⋯⋯⋯⋯⋯⋯⋯⋯⋯(38)

十一、打纸泡⋯⋯⋯⋯⋯⋯⋯⋯⋯⋯⋯⋯⋯⋯⋯⋯⋯⋯⋯⋯⋯⋯⋯⋯⋯⋯(38)

第二章学校体育⋯⋯⋯⋯⋯⋯⋯⋯⋯⋯⋯一⋯⋯⋯⋯⋯⋯⋯⋯”(39)
第一节体育教学⋯⋯⋯⋯．．．⋯!⋯⋯⋯⋯⋯⋯⋯·：”?⋯⋯⋯⋯强⋯⋯⋯⋯⋯⋯·(39)

一、幼儿体育教学⋯⋯⋯⋯⋯⋯⋯⋯·：⋯⋯·?一⋯⋯：⋯⋯⋯⋯⋯⋯⋯⋯⋯·(40)

二、小学体育教学⋯⋯⋯⋯·：··：⋯⋯⋯⋯··：⋯⋯⋯⋯⋯⋯⋯⋯⋯⋯⋯⋯⋯·(40)

三、中学体育教学⋯⋯⋯⋯⋯⋯⋯·?：⋯⋯⋯⋯⋯⋯⋯⋯⋯·：⋯⋯⋯⋯⋯⋯·(42)

四、中等专业学校体育教学⋯⋯⋯⋯⋯：·!?⋯⋯⋯⋯⋯⋯⋯⋯⋯⋯⋯⋯⋯··(45)

‘五，高等院校体育教学⋯⋯⋯⋯⋯⋯⋯⋯⋯··：．．．⋯⋯⋯⋯⋯⋯⋯⋯⋯⋯⋯(46)

第二节施行《国家体育锻烁标准》⋯⋯⋯⋯⋯⋯⋯⋯⋯⋯⋯⋯⋯·誓⋯⋯⋯⋯(47)

第三节课外体育活动⋯⋯⋯⋯⋯·!?⋯⋯⋯⋯⋯⋯⋯．．．⋯⋯⋯⋯⋯⋯⋯⋯⋯⋯(57)

一、课余锻炼⋯⋯⋯⋯”：⋯⋯⋯⋯⋯⋯⋯：⋯⋯⋯⋯⋯⋯⋯⋯⋯⋯⋯⋯⋯一(57)

二、学校体育竞赛⋯⋯⋯⋯⋯⋯⋯⋯⋯⋯⋯．．．⋯⋯⋯．．．⋯⋯⋯⋯⋯⋯⋯⋯(61)

第四节体育教师⋯⋯⋯⋯·：⋯⋯⋯⋯⋯⋯⋯⋯⋯⋯⋯⋯⋯⋯⋯⋯⋯⋯⋯⋯⋯·(71)

一、建国前体育教师⋯⋯⋯⋯⋯⋯⋯⋯⋯⋯⋯．⋯⋯⋯⋯⋯⋯⋯⋯⋯⋯⋯⋯(71)

。．二、，建国后外地教师⋯⋯⋯⋯⋯⋯⋯⋯⋯⋯⋯⋯．．．⋯⋯⋯⋯⋯⋯⋯⋯⋯··?·(71)

三、高、中职体育教师⋯⋯⋯⋯⋯⋯⋯⋯．．．⋯⋯⋯⋯．．．⋯⋯⋯⋯⋯⋯⋯⋯(72)

第三章．群众体育⋯⋯⋯⋯⋯⋯⋯⋯⋯⋯⋯⋯⋯⋯⋯⋯⋯⋯⋯⋯”(73)
第一节职工体育⋯⋯⋯⋯⋯⋯⋯⋯⋯⋯⋯⋯⋯⋯⋯⋯⋯⋯⋯⋯⋯⋯⋯⋯⋯⋯(73)

一、职工体育活动⋯⋯⋯⋯⋯⋯⋯⋯⋯⋯⋯⋯⋯⋯⋯⋯⋯⋯⋯⋯⋯⋯⋯⋯(73)

二、职工体育竞赛⋯⋯⋯⋯⋯⋯⋯·j⋯⋯⋯⋯⋯⋯⋯·O D-J··⋯⋯⋯⋯⋯⋯⋯(80)

第二节农民体育⋯⋯⋯⋯⋯⋯⋯⋯⋯⋯⋯⋯⋯．．．⋯⋯⋯⋯⋯⋯⋯⋯⋯⋯⋯⋯(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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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体育活动⋯-⋯⋯⋯⋯⋯⋯⋯⋯⋯⋯⋯⋯⋯⋯⋯⋯⋯⋯⋯⋯⋯⋯·(82)
二、农民体育竞赛⋯⋯⋯⋯⋯⋯⋯⋯⋯⋯⋯⋯⋯⋯⋯⋯⋯⋯⋯⋯⋯‰⋯⋯(84)

第三节老年人体育⋯⋯⋯⋯⋯⋯⋯⋯⋯⋯“?!⋯⋯⋯⋯⋯⋯⋯⋯⋯⋯⋯⋯⋯”(86)

一、老年人体育活动⋯⋯⋯⋯⋯⋯⋯⋯⋯⋯⋯⋯⋯⋯⋯⋯⋯⋯⋯·，o⋯⋯_．．．(86)

二、老年人体育竞赛⋯⋯⋯⋯⋯⋯⋯⋯⋯⋯⋯⋯⋯⋯⋯⋯⋯⋯⋯⋯⋯⋯⋯(89)

第四节伤残人体育⋯⋯：⋯⋯··：··．．．⋯⋯⋯⋯⋯⋯⋯⋯⋯⋯⋯⋯⋯⋯⋯⋯⋯⋯(91)

一、伤残人体育活动⋯⋯⋯⋯⋯⋯⋯⋯⋯⋯⋯⋯⋯⋯⋯⋯⋯⋯⋯⋯⋯⋯”(91)
二、伤残人体育竞赛⋯⋯．．．⋯⋯⋯⋯⋯⋯⋯⋯⋯⋯⋯··”⋯⋯⋯⋯．．．⋯⋯t·(91)

第四章
第一节

，

一’

第二节

。第三节

一、

’! 一、
’●一二、

j

．四、

五、
” ▲

7、、
j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一、
’，鼻． 一

·一、

。第七节

”第八节

， 一，
一

第九节

第十节

竞技体育．．．．．．⋯⋯⋯．．．⋯⋯．．．⋯⋯⋯⋯⋯⋯⋯“⋯⋯⋯⋯⋯(94)
田径⋯·“⋯⋯一!⋯·?⋯··¨”t⋯⋯⋯⋯⋯⋯⋯⋯⋯⋯·?：·”⋯⋯⋯⋯⋯(94)

民国时期田径运动⋯．．．⋯⋯⋯⋯．．．⋯⋯⋯⋯⋯⋯¨⋯⋯⋯⋯⋯⋯⋯⋯(94)

建国后的田径运动⋯⋯⋯⋯⋯⋯⋯⋯⋯⋯⋯⋯⋯⋯⋯⋯⋯⋯⋯⋯⋯⋯(95)

体操、技巧⋯⋯⋯⋯⋯⋯⋯⋯⋯⋯⋯⋯⋯⋯⋯⋯⋯⋯⋯⋯⋯⋯⋯·?·(108)

体操⋯⋯⋯⋯⋯⋯⋯⋯⋯⋯⋯⋯⋯⋯⋯⋯⋯⋯⋯⋯⋯⋯⋯⋯⋯?“(108)

技巧⋯⋯⋯⋯：⋯⋯⋯⋯⋯⋯⋯⋯⋯⋯⋯⋯⋯⋯⋯⋯⋯⋯⋯⋯⋯”(110)

球类⋯⋯⋯·?⋯⋯⋯⋯⋯⋯⋯⋯”⋯⋯⋯⋯⋯⋯⋯⋯⋯⋯··⋯⋯⋯(111)

篮球⋯⋯”?⋯⋯⋯⋯⋯⋯⋯⋯⋯⋯⋯⋯⋯⋯⋯⋯⋯⋯⋯⋯!⋯⋯”(111)

排球⋯⋯⋯”⋯⋯⋯⋯⋯⋯⋯⋯⋯⋯⋯⋯⋯⋯一⋯⋯⋯⋯“⋯⋯⋯(115)

足球⋯⋯“一⋯⋯⋯⋯⋯⋯⋯⋯⋯⋯⋯”⋯⋯⋯⋯⋯⋯?⋯⋯⋯⋯”(117)

乒乓球⋯⋯⋯⋯⋯⋯⋯⋯⋯⋯⋯⋯⋯⋯⋯⋯⋯⋯⋯⋯⋯⋯⋯⋯⋯⋯(118)

羽毛球⋯⋯⋯⋯．⋯⋯⋯⋯⋯⋯⋯⋯⋯⋯⋯⋯⋯⋯”⋯⋯⋯⋯⋯⋯⋯·(119)

门球⋯⋯⋯⋯⋯⋯⋯⋯⋯⋯⋯⋯⋯⋯⋯⋯⋯⋯⋯⋯⋯⋯⋯“．．⋯‘(119)

游泳⋯⋯⋯⋯⋯⋯⋯·，⋯⋯⋯⋯⋯⋯·⋯⋯⋯⋯⋯⋯⋯⋯⋯⋯⋯⋯(121)

射击⋯⋯⋯⋯”⋯⋯⋯⋯⋯⋯⋯⋯⋯⋯⋯⋯⋯⋯⋯⋯⋯⋯⋯⋯·．．．(122)

棋类⋯⋯⋯⋯⋯⋯⋯⋯⋯⋯⋯⋯⋯⋯⋯⋯⋯⋯⋯⋯·o⋯⋯⋯⋯⋯(127)

中国象棋⋯⋯⋯⋯⋯⋯“j·j⋯⋯．．．_⋯⋯⋯⋯⋯⋯⋯⋯⋯⋯⋯⋯⋯⋯(127)

围棋⋯⋯⋯····：⋯⋯⋯··j⋯⋯⋯⋯⋯⋯⋯⋯⋯⋯⋯⋯⋯⋯⋯⋯·⋯(127)

武术⋯⋯⋯⋯⋯⋯⋯⋯⋯⋯⋯：j⋯·j⋯⋯⋯⋯⋯⋯⋯⋯i⋯·n··?⋯·(128)

发展沿革⋯⋯⋯⋯：⋯⋯·j：⋯⋯⋯⋯⋯⋯⋯⋯⋯⋯⋯⋯：⋯·：⋯⋯⋯”(1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武术运动⋯：⋯”j⋯⋯⋯⋯⋯二⋯⋯⋯⋯⋯·．(130)

举重、拳击⋯⋯⋯⋯⋯⋯⋯⋯⋯⋯⋯⋯⋯⋯_⋯⋯⋯⋯⋯⋯⋯⋯⋯”(133)

举重⋯⋯⋯÷⋯⋯··i⋯⋯⋯⋯⋯⋯⋯⋯”o⋯··i：⋯⋯⋯⋯⋯⋯⋯·”(133)

拳‘击⋯⋯⋯⋯⋯⋯⋯：⋯⋯⋯·；⋯⋯⋯⋯⋯⋯·：·：⋯⋯⋯⋯⋯⋯⋯··(134)

航模、无线电⋯，⋯⋯⋯⋯⋯⋯⋯⋯⋯⋯⋯⋯⋯⋯⋯⋯⋯⋯⋯⋯⋯⋯(134)

航一模⋯”⋯·”⋯⋯⋯⋯⋯⋯⋯⋯⋯⋯⋯⋯⋯·”⋯⋯⋯⋯⋯⋯⋯⋯·(134)

无线电⋯⋯⋯⋯⋯⋯⋯⋯⋯⋯⋯⋯⋯⋯⋯⋯⋯¨“⋯“⋯⋯⋯⋯⋯(135)

自行车⋯⋯·⋯⋯⋯⋯⋯⋯⋯⋯⋯⋯⋯⋯⋯⋯⋯⋯⋯一⋯⋯⋯⋯⋯”(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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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击剑⋯⋯⋯⋯⋯⋯⋯m⋯．．．⋯⋯⋯．．-⋯⋯⋯⋯中⋯-：⋯⋯⋯⋯·(136)

一，，
·’·_

．．。．．
一 、'

’·， j

第五章运动竞赛⋯⋯⋯⋯⋯。⋯⋯⋯_⋯：⋯o⋯⋯⋯．．⋯⋯⋯⋯(138)
第一节闸级竞赛⋯·：⋯⋯·：⋯⋯⋯”：：⋯⋯⋯⋯⋯⋯⋯⋯⋯⋯⋯⋯⋯-：⋯⋯··(139)

一、大理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_⋯⋯⋯⋯(139)

二、大理州中学生运动会⋯⋯⋯⋯⋯⋯⋯⋯⋯⋯⋯：⋯··：⋯⋯⋯⋯⋯⋯”(141)

三、大理州单项运动会⋯⋯：：⋯⋯⋯⋯⋯⋯⋯⋯⋯⋯⋯一⋯⋯⋯⋯⋯⋯·(165)

第二节参加省级竞赛⋯⋯⋯⋯⋯⋯⋯⋯⋯⋯⋯⋯⋯⋯⋯⋯⋯⋯⋯⋯⋯⋯⋯(182)

一、参加云南省历届运动会⋯⋯⋯⋯⋯⋯⋯⋯⋯⋯⋯⋯⋯⋯⋯⋯⋯⋯⋯(182)

二、参加云南省民族运动会⋯⋯⋯⋯⋯⋯⋯⋯一：．．⋯⋯⋯⋯⋯⋯⋯⋯⋯(215)

三、参加云南省第一、二届青少年运动会⋯一划⋯⋯⋯k⋯⋯⋯⋯⋯⋯(217)

四、参加省级单项比赛⋯⋯⋯⋯⋯⋯⋯⋯“⋯⋯⋯⋯⋯·，j⋯o⋯⋯⋯⋯(229)

第六章
第一节

一、

二、

四、

五、

第二节

人才培养、输送⋯：⋯⋯⋯⋯⋯⋯⋯⋯⋯⋯⋯⋯⋯_。：：．(238)
人才培养⋯⋯⋯⋯⋯⋯⋯⋯⋯⋯⋯⋯⋯⋯⋯⋯⋯⋯⋯⋯⋯⋯⋯⋯⋯(238)

体育师资⋯⋯⋯⋯⋯⋯⋯⋯⋯⋯⋯⋯⋯⋯⋯⋯⋯⋯⋯⋯⋯⋯⋯⋯⋯(238)

业余体校⋯⋯⋯⋯⋯⋯⋯⋯⋯⋯⋯⋯⋯⋯⋯⋯⋯⋯⋯⋯⋯⋯⋯⋯．．：(240)

等级运动员⋯⋯⋯⋯⋯⋯⋯⋯⋯⋯⋯⋯⋯⋯⋯⋯⋯⋯⋯“⋯⋯⋯⋯·(240)

等级教练员⋯⋯⋯⋯⋯⋯⋯⋯⋯⋯⋯⋯⋯⋯⋯⋯⋯⋯⋯j⋯⋯⋯⋯··(242)

等级裁判员⋯⋯⋯⋯⋯⋯⋯⋯⋯⋯⋯⋯⋯⋯⋯⋯⋯⋯⋯‘⋯⋯⋯⋯⋯(242)

人才输送⋯⋯⋯⋯⋯⋯⋯⋯⋯⋯⋯⋯⋯⋯⋯⋯⋯⋯⋯⋯⋯⋯⋯⋯⋯(243)

优秀运动员⋯⋯⋯⋯⋯⋯⋯⋯⋯⋯⋯⋯⋯⋯⋯⋯⋯⋯⋯⋯⋯⋯⋯⋯(243)

输送运动员⋯⋯⋯⋯⋯⋯⋯⋯⋯⋯⋯⋯⋯⋯⋯⋯⋯⋯⋯⋯⋯⋯⋯⋯(245)

输送体专学生⋯⋯⋯⋯⋯⋯⋯⋯⋯⋯⋯⋯⋯⋯⋯⋯⋯⋯⋯⋯⋯⋯⋯’(245)

第七章管理一⋯⋯⋯⋯；⋯⋯⋯⋯⋯⋯⋯⋯⋯⋯⋯⋯⋯⋯j⋯⋯．．(249)
第一节机构⋯⋯．．．··!：⋯⋯⋯⋯⋯⋯⋯⋯⋯⋯⋯⋯⋯⋯⋯⋯⋯⋯⋯⋯⋯”(249)

一、行政机构⋯⋯⋯⋯⋯⋯⋯·i·：·!⋯⋯⋯⋯⋯⋯⋯⋯⋯⋯⋯．．⋯⋯⋯⋯·(249)

二、事业机构⋯⋯⋯⋯⋯⋯··?⋯⋯⋯⋯⋯⋯⋯⋯⋯⋯⋯⋯⋯⋯⋯⋯⋯⋯(256)

三、群众团体⋯⋯⋯·!⋯⋯⋯⋯⋯⋯⋯⋯⋯⋯⋯．．．⋯⋯⋯⋯⋯⋯⋯⋯⋯·(257)

第二节经费⋯⋯⋯：一!⋯⋯⋯⋯⋯⋯⋯⋯⋯⋯⋯⋯．．．⋯⋯⋯⋯⋯⋯⋯⋯”(260)

·、体育经费⋯⋯⋯⋯⋯⋯⋯⋯⋯⋯!：：．．?·：：·!：⋯：⋯⋯⋯⋯⋯⋯⋯⋯⋯一(261)

．二、事业经费⋯⋯⋯⋯⋯⋯⋯．．．．．．⋯⋯?⋯⋯⋯⋯．．．⋯⋯⋯⋯⋯⋯⋯⋯一(261)
． i o

一
～ ’·，一- 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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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大理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

间体育项目·。早在南诏时期(唐代)，民间就有赛马活动，继而又出现了赛龙舟。这类活

动发展到明、清时期，规模越来越大。明朝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对大理三月街赛

马场面作过记述“⋯⋯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数人驰骑于中，更队以觇高下焉⋯⋯”。

明代，大理地区中武举人96人、武进士1人，清代，中武举人1 014人、武进士13人。清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大理地区学校开设体操课，同时开展跳高、跳远、短跑、踢毽

子等项课外体育活动。 1。．

，
： ，一，!‘{．

’。’

。’

民国时期，新学兴起，现代体育项目从学校陆续传入民间。20"--40年代，大理留日

．学生李厚本、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生张四维、北平大学体育系毕业生苏竞存、四川艺

专毕业生袁思齐、上海东亚体专毕业生杨正学等，积极推广排球、篮球：足球、乒乓球、

田径、游泳等现代体育活动，堪称大理地区现代体育的先导。抗日战争爆发后．私立武

昌华中大学迁入大理，，对大理地区学校体育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国民党驻滇西第二集
4

团军进驻大理后，经常和当地中、小学校开展体育竞赛，促进了现代体育技术的交流。这

一时期，现代竞技体育多在学校开展，流行于民间的仍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赛龙

舟、射弩、霸王鞭、耍龙、耍狮、秋千等。 o’：√ ”_‘， _ o

民国时期，大理地区的体育竞赛多数集中在滇西政治文化中心大理古城。倡导者多。

为当地驻军首脑和教育界人士。民国2"3年间(1913年"-'1914年)，，云南第二模范中学

堂(现大理第一中学)举行的全校学生运动会，‘是大理地区最早的学生运动会，比赛项

目主要是短距离跑。民国25年(1936年>举行的大理各届运动会，除篮球、排球、田径

比赛外，还有武术、小学生团体操和军队队列表演。民国时期大理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

会，是民国29年(1940年)腾大(腾冲、大理)师管区在大理南校场举行的滇西八属运

动会．除滇西八属各县(大理、风仪、邓川、样云、宾川、云龙、弥渡、洱源)参加外，

云南驿航空学校、从湖北迁来的华中大学和大理县内各中学也参加了比赛。比赛项目有

足球、篮球、排球和田径，表演项目有武术、团体操、障碍赛跑和军事表演等；在这次

运动会上，喜洲私立五台中学(现大理第二中学)学生杨履高以1．75米成绩获男子跳高

第·名(此成绩在当时列全国第三名)。民国35年(1946年)举行的大理各届春季运动

会，比赛项目较上述运动会增加了乒乓球一项。民国时期大理地区共举行过现代体育竞，：：：

。赛14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省举行过6次全省性的体育竞赛，大理地区参加。、

过一次。民国20年(1931年)，全省运动大会在昆明举行，云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

改为省立大理中学)组织排球队参加比赛，取得全省排球冠军，获银盾2面、锦旗l面。

随着现代体育运动的开展，大理地区体育场地逐年增加，至1949年，有200米田径

场2块、篮球场55块、排球场4块、乒乓球室6个、棋艺室1个。为了适应体育事业发。

展的需要，成立并逐步完善、健全了体育管理机构。1952"--1956年，，大理地区的体育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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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要由共青团大理专区委员会及地区文教科管理，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机关、学校、企

事业单位开展工间操、课闻操以及球类、田径等项活动。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毛泽东同志

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为了适应

群众性体育活动发展的需要，于1956年2月成立了群众性体育同体一一云南省体育总会
大理专区体育分会。1958年4月，正式成立大理州体育运动委员会，配备了专职体育干

部。这一时期，大理州的大型运动竞赛开始起步。195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西卫

戍区在大理举行首届体育运动大会，比赛项目有军事项目、篮球、排球、足球、．由径等；

1956年4月，举办了有各县(市)代表队参加的田径运动会；1959年7月组建了篮球、

排球、乒乓球专业队，9月举行大理州第一届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足球、

乒乓球、体操、田径等，全州3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J

一“
·’ 1960""1962年，大理州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群众体育活动处于低潮。1963年以来，

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群众体育也随之恢复。1964年，开始在学校中推行《青少年体育锻

炼标准》，在全州职工中开展越野赛跑和环城赛跑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职工有101000多

人。 ’-

’

。．

1958--一1964年，云南省举办过3届运动会，大理州都组织代表团参加比赛。在1958

年lo月2日至15日的云南省第一届运动会上，大理州代表团获链球、五项全能、撑杆

跳高、女子自由体操、射箭(40米步射)5枚金牌，同时获6枚银牌、16枚铜牌，团体

总分名列第三。在这次运动会上，杨金鳌破马拉松全国纪录。1959年3月22"--29日，云

南省第二届运动会在昆明举行，大理州代表团获撑杆跳高、男子10项全能、平衡木3枚

金牌．同时获5枚银牌、13枚铜牌，团体总分名列第三。在1964年8月20---29目的云

南省第三届运动会上，大理州代表团获无线电收发报团体总分第三名、足球第四名、男

子篮球和田径团体总分第五名。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理州体育活动处于瘫痪状态。学校体育场地被占用

体育课被取消，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被当做“四旧”破除了，职工体育活动也未正常开展。

1966年11月，大理州体委举办建州十周年青年篮球赛比赛，比赛未结束就受到红卫兵冲

击，被迫取消。 ，、：
‘+‘ 11 ，。呻 。 。一

，_70年代以来，群众体育逐步恢复。1971年大理州选派28名职工篮球运动员参加云

南省篮球运动员学习班，学习结束后到全州各地表演，推动了群众体育的开展。1972年，

大理州体委恢复，各项体育活动逐步走上正轨。1974年，大理州体育代表团参加云南省

第四届运动会。获5枚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
7 ’ 1 j

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

正，大理州体育事业逐步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大理州体育运动委员会几经撤并，于

1984年恢复，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体育事业的方针：政策，按照云南省体委

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对大理州体育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制定规划，组织发动、指导业务，

并向政府提供可行的决策依据。同时还抓青少年一代的业余训练工作，培养输送体育人

才。组织参加全省性的各项比赛，计划安排本州每年的各项竞赛活动，促进全州群众性

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随着各县(市)体育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全州各项体育事业

得到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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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活动项目不断增多，有田径、体操、技巧、球类(篮球、排球、足球、乒

乓球、羽毛球、门球、地掷球)、游泳、射击、棋类(中国象棋、围棋)、武术、举重、拳

击、摔跤、航模、无线电收发报、自行车、击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赛马、赛龙舟、射

弩、秋千、霸王鞭、风筝、陀螺、耍龙、，打歌等。一，+ ·。‘i j
，

， 一‘建起了一批较为完善的体育场地。1984"-'1988年，州人民政府先后从地方财政中拨
款878．53万元，建起了州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和室内训练馆。体育场建筑面积ii，263

，平方米，内有400米8条标准跑道，有能容纳2万多观众的看台I体育馆建筑面积

6 142．12平方米，有3 000多个座位，馆内有电子记时、记分设备，可进行篮球、排球、乒

乓球、体操、技巧、武术、柔道、摔跤、拳击：击剑的训练和比赛；游泳池是长50米、

宽25米、有8条水线道的标准游泳池；室内训练馆建筑面积864平方米，内有篮球场一

块，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多种比赛。到1988年i全州有火小运动场44块、篮球

场l 167块、排球场48块、看台球场18块、足球场2块，射击场2块、，轮滑场Z块、游

泳池6个、乒乓球室5个、体操房4个、棋艺室l，个、赛马场I块一 ’．，·。 ≯

各项体育竞赛日益增多。到1988年；大理州举办了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

3届中学生运动会，举办田径、体操、t技巧、球类、游泳、射击、棋类等单项竞赛100余

次。1984年4月，举办大理州第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首运动会，比赛项目有赛马、射弩、

拔河3项；1987年4月，举办大理州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有赛马、
、

射弩、中长跑、赛龙舟4项。每3年一届的中学生运动会，共举行过3届，比赛项目有

田径i足球、t乒乓球、篮球、排球、体操等项，在1988年12月～1989年2月的大理州

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上，有107人次破50项州中学生田径纪录j ：?。 守

这一时期，大理州代表团参加了云南省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运动会。在1978年

云南省第五届运动会上获15枚金牌、15‘枚银牌、17枚铜牌；在1982年的云南省第六届

运动会上，获13枚金牌、16枚银牌、7枚铜牌；在1986年的云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上获

15枚金牌、团体总分名列第七，．大理州运动员还以女子步枪60发卧射I 743环的成绩和

女子标准步枪1 641环(3×20)的成绩破云南省青少年纪录。此外，大理州还组织代表队

参加过3次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1982年的云南省第二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上获赛马团体总分第二名；在1985年的云南省第三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获团体总

一、分第一名，并获赛马1 000米、1 500米、3 000米、5 000米和赛龙舟男子2 000米、女子l 000

米及男子3 000米长跑7枚金牌。参加过两届云南省青少年运动会，在198401985年的云

．”南省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上，大理州代表队获分项团体总分金牌2枚、单项金牌13枚；

在1988年的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上，团体总分名列第四，获分项团体总金牌3枚，，，

单项金牌20枚。在参加运动会的同时，大理州还参加省·级各单项比赛，并获优异成绩。

1950--一1988年间，大理州组织代表队参加云南省田径、体操、技巧、篮球、排球、足球、

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射击、棋类、武术、举重、一航海模型、自行车、击剑等单项运

动竞赛170余次。 ，．

’

体育人才倍出。丰富多彩的运动竞赛，培养出一大批体育人才，全州有国际健将1人，．

健将级运动员28人、一级运动员98人、二级运动员456人，有省级教练员14人、州级·

教练员23人I有国家级裁判员2人、国家一级裁判员65人、国家二级裁判员214人。截
1． 3 ．、



至1988年，先后向省、国家输送各类体育运动员270入，其中足球3人、篮球39人、排

球23人、乒乓球19人、羽毛球1人、手球2人、马拉松2人、田径68人、体操53人、

技巧12人÷中长跑2人、射击18入、击剑10人、跳伞1人、’柔道4人、自行车4人、

划船7人、棋类2人。在这些运动员中，有优秀运动员彭家政、许亮、张国伟，李秀仙、

张金相、张彪、张庆珍等，在国内、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许亮在1978年巴基

斯坦7国对抗赛中获10 000米第一名、5 000米第二名，在1980年第六届法国埃松国际马

拉松大赛上获第五名，同时破全国马拉松纪录、创2。13732，，新纪录，在1981年第七届法

国埃松国际马拉松大赛中获第二名；张国伟在田径比赛中获全国冠军41次、国际比赛金

牌lo枚，18次破全国纪录，现仍保持3项全国纪录l张金相在1980年的国际飞机跳伞

比赛中，与其他3个队员一起创4人连续跳伞16个造型世界纪录。彭家政在1982年的

菲律宾马尼拉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获第四名。 。‘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日趋活跃。全州部分地区、个人、社会办体育的格局基本形成，1988

年举行的901次竞赛，多数是单位和个人出资举办的。全州各种体育协会发展到97个。

涌现出一批体育先进单位，在1979年7月的云南省首届体育代表大会上，州少体评选为

先进集体，出席了全国第四届运动会，并受到国家体委表彰。大理州的下关市、大理县、

．鹤庆县及大理县下鸡邑大队被评为云南省体育先进单位；大理县体委干部郭震欧出席全

国第四届运动会，受到国家体委奖励。1983年11月，鹤庆县体委帔评为全国业余训练先

进单位．李湖生代表单位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业余训练表彰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

经验交流，受到国家体委的表彰，奖励人民币7干元。1987年12月，大理州体育中学被

评为全国业余训练先进集体。这一时期，参加体育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内容更加丰富，形

式更加多样。体育正进入社会，走向家庭，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1988年，全

州城乡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66S 987人，占总人口的23％。全州节假日及业余时间举办各

类运动会901次，参加比赛人数443 269人次。其中在民族传统节日举办民族传统体育活

动26次，参赛人数11 360人。老年人体育和伤残人体育也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到1988

年，全州老年体协会员发展到l万多人．州、市体委与民政部门配合，经常组织伤残人

运动会。各级体委与教育行政部门配合，把学校体育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到1988年，全

州共开展学校体育竞赛2 719次，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学校有491所，达标人数

14 713人l全州有体育传统项目学校94所(省布传统学校12所、州布传统学校19所、县

市布传统学校63所)，传统学校代表队在训学生1 738人，向上级体育部门输送后备人才

95人，全州有体育中学1所、少体校8所，在训学生677人。
’

1990年。大理州承办云南省第八届运动会．大理州代表团以1 750．5分的优异成绩获

团体总分第二名。在这次运动会上，大理州获314枚奖牌，’其中金牌54枚、银牌40枚、

铜牌57枚。有16人次打破13项省纪录、3人次打破3项省青少年纪录。羽毛球、男排、

女乒、赛马、体操、田径、举重、击剑8个团体总分名列全省第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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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民国时期 一
‘

。．

’． ～

_．

民国2年(1913)云南第二模范中学堂在大理南校场举行全校学生运动会，此为州

内首届中学生运动会．

民国10年(1921)大理县在南校场举行双十节庆祝会，中学生在会上进行了体育表
“

演、比赛项目有国术、垒罗汉、足球等。

同年，举行学生运动会(县长李慎修倡导)在剑川县城外东北面(现营房驻地)。这

．是剑川县第一次运动会。项目有赛跑、跳高、跳远，团体徒手操、’夯红旗等。比赛后还

有文艺表演，这是盛况空前的文体大会。赵式铭先生为运动会撰写了绪言。

民国18年(1929)宾川县中学设立体育课，成绩分为甲、乙、丙。。

民国19年(1930)大理县教育局召开县属学区联合运动会，项目有团体操、国术、

障碍赛跑、竞走等。 ，
o

。

民国zo年(1931)云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派出教员赵秉铨为领队、赵继曾等15名

学生组成的运动队赴昆参加云南省运动会，取得全省排球冠军，获省颁发的银盾2面，锦

旗1面。

__-．民国23年(1934)大理地区中学校，按照国家颁布的“课程纲要”把体操课改为体

育课。 ．

‘

民国25年(1936)滇军第一旅、滇西绥靖分署联合举行大理各界运动会。比赛项目

．有篮球、排球、田径(跑、跳、投掷)，同时还有军队队列表演、国术表演、小学生团体

操表演。 ．i～ 一
、

民国29年(1940)腾大师管区(腾冲、大理)在大理举行滇西八属运动会．除滇西

八属各县外，云南驿航空学校、华中大学及大理县内多所中学参加比赛，多所小学参加

团体操表演。此为民国时期滇西规模最大的·次运动会。 ⋯；

民国32年(1943)由三青团大理分团在大理中和寺、洗马塘举行营火会及爬山比赛。

同年10月10日永平县举行双十节运动会，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453入，参加团体

操表演的有2 000余人。

民国33年(1944)大理地区体育会，并制定了体育组织法。 i

民国33年(19“)大理县举办了规模较大的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国民党第十一

集团军所属部队、宪兵二十团及大理县内的国立师范学校、省立大理中学、私立喜洲五

台中学、县中等学校。
。

。

同年，中美(美军)田径运动会在昆明拓东运动场举行，大理杨光宗获万米亚军。

民国34年，(1945年)，12月25日祥云县召开34年度全县运动大会。

民国35年(1946)大理地区体育运动会在崇圣寺三塔运动场召开，比赛期间因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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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5天，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田径，还有团体操、集体国术表演。

同年6月，大理县召开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

同年10月10日邓川县在双十节举办全县运动会，有98个单位参加．运动员人数

2 550人，竞赛项目有篮球、排球、田径、武术、军事操、柔软操。

民国36年(1947)大理县举行第二届中学运动会。

同年，省立大理中学，在“学则”中规定：除体育课程外另有早操及课外活动部分，

凡缺席一学期总时数四分之一者，或体育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2年

1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西卫戌区在大理举行首届体育运动大会，李成芳、侯良辅

主持大会，比赛项目有军事项目、篮球、排球、足球、田径等。

大理专区代表队由杨正学领队，参加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田径选拔赛。杨腾云等运

动员入选参加西南区运动会。

1953年

．．4月15日 大理专区代表队由领队杨正学、教练吴春带队参加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

田径、体操、自行车选拔赛。李登极、杨榆光、苏品、胡开荣、马兰仙、阎良相等运动

员入选参加西南区第一届运动会： ，’

一
f·

·．

．

：’，’ ’、
。

1954年 √

r：一
‘

11月，大理专区篮、排球队由领队戴春阳、杨正学，教练郭震欧、杨汝铮、李松筠

带领，参加在昆明举行的全省篮球、排球比赛。
⋯

。，
：；

” 0

1955年 ：⋯

大理专区组队参加云南省足球调赛。 ·

4月 大理三月街期间，举行滇西各民族体育表演大会，有大理、丽江、楚雄、保山、
临沧、滇西驻军参加，项目有赛马、马术、‘民族体育表演．省体训队到会表演篮球、排

球、武术，盛况空前。

昆明军区男、女篮球队随“八一”队到大理给大理驻军十四军巡回表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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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2月 大理专署批准成立云南省体育总会大理专区体育分会，由专区团地委副书记

杨履堂负责。 ，

{’

大理专区组队参加云南省体操、田径运动会，获体操5个单项第一名、田径3个单

项第一名，张文、邹荣辉、张德润被选入省代表队参加全国比赛。

。4月 三月街期间，大理专区举办田径运动会，各县(市)组队参赛。

大理专区组织篮、排、足球队参加云南省公安系统球类运动会，3项比赛均获第二名。

全州各中学试行《劳卫制》锻炼标准．
， 、’

q

?’ 1957年 。一

5月 大理州组队参加在个旧举行的云南省篮球、排球比赛。

大理州组队参加在保山举行的云南省滇西赛区的篮球分区赛。

， j

1958年

2月 大理州组队参加在芒市举行的云南省滇西赛区青少年篮球、排球分区赛。

4月 大理州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剐州长张茂林兼任体委主任。

5月 州体委在巍山、祥云两县举办选拔赛，组队参加云南省首届体育运动会。

lO月2～15日 云南省首届体育运动大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大理州派出由副

州长张茂林为团长，杨正学、杨榆光为领队和男、女运动员102人组成的代表团参赛，获

团体总分第三名。

7月 大理州组队参加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中学生运动会，田径获团体总分第二名。

乒乓球男乙组单打第二名(马诚)，双打第四名(马诚、邱大伟)．女子甲组单打第三名

(杨家珍)，女子乙组单打第二名(张庆珍)，+体操获多项名次。

1959年

． ；2月 大理州举办田径、体操、球类运动会，选拔参加云南省第二届体育运动会的运

动员。

4月 云南省第二届体育运动会在昆明市拓东体育场举行，大理州派出由副州长张

茂林任团长，杨正学、杨榆光为领队和男、女运动员90余人组成的代表团参赛，获团体

总分第三名。

4月 三月街期间承办云南省篮球锦标赛。 。，+

7月 州体委组建篮球、排球专业队。 ’．

9月 大理州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下关举行，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