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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地处中原，矿产资源丰富，农业

生产条件良好。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已初步形成以能源为

主，城乡一体，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城市。体育事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也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 ．

+． 长期以来，全市各级领导、体育工作

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宣传、理论工作者和

广大体育爱好者，都盼望有一部记载焦作

体育发展历史过程的文献资料，随着焦作

体育的健康发展，这一愿望更为迫切。在
河南省体育文史编辑室和焦作市地方史

蟹翦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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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言

惠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市体委组织力

量，经过四年的努力，《焦作体育志》同广

大人民群众见面，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它

的问世，是焦作市体育战线的一桩大事，

同时也是焦作市人民值得庆贺的事。

《焦作体育志》是焦作有史以来第一

部体育专业志书。本书包括体育管理、体

育设施、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人物

等方面的内容，其史料价值和服务当今致

用功能并存。为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焦作

体育、研究焦作体育，把握焦作体育的历

史状况，总结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

律性的认识，为正确制定体育发展战略、

实现科学管理、促进体育的改革和振兴，

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依据．。它既是体

育科学研究的资料宝库，又能起到鼓舞全

市人民和教育后代的积极作用。

期望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从事体育工

作和教育工作的同志，紧密联系焦作实．

际，为实现焦作体育的振兴献计献策作出

更大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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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层次

二、语言文体

三、断限时间

四、纪事范围

凡． 例

分篇、章、节及随文标题。

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力求文理清晰、语言简

洁、通俗易懂，并采取图表形式。
，

上限为1902年，下限止1985年。少数人物简介延

记到1990年，大事记延记到1988年。 ·

本志纪事范围，立足体委系统，着眼全市体育活动

(人物篇包括所属县市)，力求展现焦作体育全貌，

揭示发展规律。
“

五、统计资料本志所列表格，分随文表和附表两种。所有表格，均
●

不设序号。 ．

．

。

六、称谓各历史时期的记事文中，凡机关、工厂等单位名称，均用

历史名称，采用现名时，均用括号注明历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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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述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介于东经112。02L一113。38’与
北纬34。48’_35。30’之间。西、北两部与山西省晋城接壤，东与
新乡市为邻，南隔黄河与荥阳、巩县、孟津、新安相望，处太行山脉．

与豫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全市区域呈东西长方形，最长处147公

里，南北最宽处77公里。总面积为6 007．1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

积占4l％，平原面积占59％。1985年末总人口3 111 812人，其中

农业人口占81．3％，非农业人口占18．7％。焦作市区设解放、中

站、马村三个城区和一个郊区。 ，。 j

焦作市诞生的前身，是古涧东屯、涧西屯两个自然村。明代叫

东焦作、西焦作。西汉至北齐，属山阳县辖，自隋至清，为修武县辖。

焦作矿产资源丰富，历史上手工业就很发达。明代煤炭业、石灰业、

陶瓷业、冶铁业等手工作坊，已比比皆是；到了清末，这里民间煤窑

大盛，其它手工业也很发达。这些遍布的手工作坊，孕育着焦作城

市的胚胎。特殊的经济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定会崛起一个近代工

业城市。7 ．

一

一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吞瓜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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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势下，英、意资本家于1897年在英国成立了专门掠夺中国矿

产的福公司。1898年，窃取了焦作煤矿的开采权．1902年(光绪廿

八年)、英商垄断组织——福公司开始在焦作用近代机械，大规模

开采和掠夺煤炭。焦作在开采煤炭中发展为城市。1910年(宣统二

年)，清政府就以西焦作为中心成立焦作镇。1925年(民国14年)

北洋军阀时期，焦作的煤炭生产有了相当的规模。工业、商业有了

发展，人口已达一万多。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焦作，英商福公

司被迫去西南后方，寻找新的掠夺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焦作，析修武、博爱各一部，置焦作

市。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焦作，将焦作市又改为焦作镇。1948年

10月，焦作再次解放，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决定，将焦作镇改为

焦作县。为加速焦作煤炭的开发，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决定，将焦作县改为焦作矿区。1956年8月，国务院批准将焦

作矿区改为焦作市。同年12月，成立焦作市体育运动委员会。1983

年焦作市开始辖修武、博爱两县。1986年增辖武陟，沁阳、温县、孟

县、济源五县。

焦作是靠开发煤炭兴起的城市。过去人们长期称之为“煤城”。

经过建国后的飞速发展，再加上地理位置优越、矿产资源丰富、交

通运输发达、工业基础雄厚等优势，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现成为以能源为主、多种工业综合发展的新型城市。随着焦作各方

面的飞速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在河南也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地

位。

焦作民间体育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清朝光绪年间，各种拳

术、中国象棋及狮子、龙灯、高跷、秋千等娱乐性体育极为兴盛。

1902年，英商福公司对焦作煤炭资源进行掠夺，开设“泽煤盛厂”。

随着英帝国主义对焦作煤炭的掠夺，1921年改福中矿务专门学校

为福中矿务大学(1931年易名为焦作工学院)。随着高等学校的设

立，近代体育传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建立有篮球、排球、足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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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旧径等运动队。并参加民国时期第15届、、16届，17届华北运动

会和1935年的全国第6雇运动会。运动水平和成绩较低。一1932年

焦作工学院学生刘属祥，在第16届华北运动会上打破舅子中级组

铁饼华北纪录。，成绩也只有32．42米。1925年，焦作建立第一所私

立中学，-并设肴田径、球类课程。这时近代体育项目竞赛活动，在福

中矿务大学和焦作中学之间开始形成。。在这两所学校的影响下，一

些小学也相继开展了田径j球类等部分活动项目’。由于旧中国反动

政府的腐朽统治和经济、文化、科技落后，加之兵匪祸害，战争摧

残，体育事业发展极为缓慢，而且局限于少数人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

分重视体育工作。建国初期，就提出。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

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的号召。从此，体育才真芷成为人

民群众的体育：1952年；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质”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建

国初期的焦作，是以煤炭生产为主的城镇，为此焦作的体育活动也

是以焦作煤矿系统为主体带动其他行业而发展的。如-1951年5

月，焦作矿区第一届运动会，参加的运动员多数属于煤矿系统。

1951年至1952年，焦作矿务局从开封、郑州、北京等地招收一部

分干部，他们之中，有许多体育积极分子和专项运动员。如篮球运

动员张文英j林平治、郝定中、单子贡、韩义金、王保林、李自修、成

子宜、赵子亮、张树林；排球运动员张光灿、彭伯高和田径运动员白

东华等人。这些运动员为焦作的体育活动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促

进作用。特别是为篮球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带动了一批批爱好

者，使篮球活动形成传统，长盛不衰，多年来在河南占有重要的地

位，在全国煤炭系统也颇有影响。

1956年12月，焦作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从此焦作体育有

了新的发展，运动场所不断增加，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始普及，竞赛

活动日渐频繁，运动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在参加省以上比赛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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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少较好的成绩。

1958年至1959年，焦作市学校、厂矿、机关、农村的群众体育

活动，开展得非常广泛活跃。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提出一些不切

合实际的口号，如培养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的数额等。结果造成

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

1960年底至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处

于暂时困难时期，体育工作和其他行业一样贯彻了“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为适应当时情况，有意识地控制群众体育活动的

开展。

1963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体育活动逐步恢复和发

展，并成立了焦作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1964年10月，举办

了庆祝国庆十五周年运动会，参加运动员4 000多人，前所未有。

在参加新乡地区和省运动会中，均获较好成绩。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体育事业遭

到严重破坏和摧残，正常的体育活动中断。学校停课闹“革命”，体

育教师和体育工作者多遭迫害。机关、厂矿企业体育活动无人过

问。1968年市体委被“军事接管”，体委工作人员下乡和到“五七”

干校搞“斗批改”。1970年以后，体育活动开始有所恢复，篮球、乒

乓球逐渐普及。但也曾错误地提倡不计成绩、不计名次的“批判

赛”、。表演赛”，致使体育事业发展曲折，运动成绩提高缓慢。1974

年举办的焦作市第三届运动会，也只进行了少数项目的比赛，多数

项目是通过集训组队参加省运动会的。在省运会中，除男子篮球获

第三名、男子手球获第四名外，其它各项成绩均不突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全市的体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

面貌，走上了稳步健康发展的道路。1978年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

体育活动，有128个厂矿企业，建立了各种业余体育代表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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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了。两课两操两活动”①，广泛施行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农

村建立了27个武术队。竞赛工作纳入计划，每年举办比赛近三十

次。在举办的焦作市第四届运动会中，有2 000多人参加，并打破

多项市田径纪录。在参加省第四届运动会中，荣获男子篮球冠军，

并获得女子乒乓球团体亚军和单打第L名的好成绩。1979年市体

委建立健全了内设机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在群众中开展了建立

?千支篮球队活动”。一年时间全市成立了I 400多支篮球队，97个

单位坚持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幼儿体育活动和幼儿运动会也应

运而生。1980年100多个单位在开展以广播体操为主的群体活动

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练功十八法”医疗体操。省体委、省总工会

和团省委为推广焦作职工体育活动经验，在焦作市召开了省职工

体育工作经验交流会，进一步促进了全市的群体工作。为加强对体

育的宣传，同年市体委创办《焦作体育报》，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并

受到上级单位的表扬。1981年医疗气功在焦作市兴起，参加活动

的人数数以千计。广东、湖北、上海等全国高水平的男子篮球队，应

邀来焦作市比赛，场场比赛观众爆满，极大地推动了焦作篮球活动

的发展。为尽快提高焦作传统项目篮球运动的技术水平，保持其优

势，当年成立了。焦作市篮球优秀运动队”。在参加全国比赛中，市 t

业余体校学生辛小丽初露锋芒，荣获全国业余体校田径赛女子甲

组标枪第五名。1982年举办了规模大、人数多的焦作市第五届运

动会。223个单位的2 7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在参加省第五

届运动会中，射击成绩突出，少年田径刨历史最好成绩。辛小丽在。

法国参加第五届世界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中，荣获女子标枪冠军，并‘

打破该项世界中学生纪录，成为焦作市第一个跨入世界性比赛的

运动员，为焦作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迈出了第一步。

1983年市体委认真执行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事业应在调整中

① 每周二节体育课。每天早操、课问操．每厨二次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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