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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志共12章，主要介绍中山市的体育运

动、制度、机构、设施、竞赛成绩以及体育人

才、体育名人等，并配有彩色照片．本着详今

略古、求实存真的原则，本志比较全面、系统、

翔实地记载了中山市体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特别是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

本志可供体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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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裨

益后世的大事．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国泰民安的盛世年代，编

纂‘中山市体育志》是中山市体育史上的一件大喜事．

‘中山市体育志>秉承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的原则，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比较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了中山市体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反映

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体育改革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推进体育改

革，振兴中山体育事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山市体育志》编写小组经过几年的时间，广征博呆，努力挖掘资料，

较好地编纂出了中山市第一部体育专志．
‘

体育是关系亿万人民健康的大事，也是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体现着民族

的精神。希望体育系统的全体干部、职工与全市人民一道，不断深化体育改

革，进一步发展体育事业，增强市民体质，为把孙中山故乡建设得更加繁荣

昌盛而努力奋斗．

嗝灰华
199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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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山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断限s结合中山的实际情况，上限追溯到1916年，下限为1990

年，部分内容(照片。)延伸1991，年． ．．

三、本志体例。按着章节日排列，事与类同．横捧纵述结构，共12章53

节，约12万字．以志为主体，补以图表彩照．文字采取语体文记述．

四、本志历史纪年和称谓t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均采取

公元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
． 五、本志资料来源广泛，搜集文献资料较多，故在行文时不赘出处．



●

1
．；
0

概述····⋯·······”””··””·”，”””·····”“····-··”··“·～”·””···”·””·”··“··l

第一章机构沿革⋯⋯⋯⋯⋯⋯⋯⋯⋯⋯⋯⋯⋯⋯⋯⋯⋯⋯⋯⋯⋯⋯⋯⋯4

第一节体育运动委员会⋯⋯⋯⋯⋯⋯⋯·一⋯⋯⋯⋯⋯··：⋯⋯⋯⋯⋯4

第二节体育运动协会⋯⋯⋯．．．⋯⋯⋯⋯⋯⋯⋯⋯”⋯⋯⋯⋯⋯⋯⋯·4

第三体育总会⋯⋯⋯⋯⋯⋯⋯⋯⋯⋯⋯⋯⋯⋯⋯⋯⋯⋯⋯⋯⋯⋯⋯5

第二章体育运动⋯!⋯⋯⋯⋯⋯o⋯⋯⋯⋯⋯⋯⋯⋯⋯”一⋯⋯⋯⋯⋯⋯8

第一节篮球---．---．-------i------．-----．．------7⋯⋯⋯⋯⋯⋯⋯⋯⋯⋯⋯⋯8

第二节乒乓球⋯⋯⋯⋯⋯⋯⋯⋯⋯⋯⋯⋯⋯⋯⋯⋯⋯⋯⋯⋯⋯⋯⋯9

第三节排球一⋯⋯⋯⋯⋯⋯⋯⋯⋯⋯⋯⋯⋯⋯⋯⋯⋯⋯⋯⋯⋯⋯·l o

第四节足球⋯⋯⋯⋯．．．⋯⋯⋯⋯⋯⋯一⋯⋯”一⋯⋯⋯⋯⋯⋯⋯⋯ll

第五节田径⋯⋯⋯⋯⋯”⋯⋯“⋯⋯⋯⋯⋯⋯⋯山⋯⋯⋯⋯⋯⋯·12

第六节体操⋯⋯⋯⋯⋯⋯⋯．．．⋯⋯⋯⋯⋯⋯⋯t⋯⋯⋯⋯如⋯⋯··13

第七节游泳·⋯⋯⋯⋯⋯⋯⋯⋯⋯⋯⋯⋯⋯⋯⋯⋯⋯⋯⋯⋯⋯⋯”l4

第八节武术⋯⋯⋯⋯⋯⋯·j”⋯⋯⋯⋯⋯⋯⋯⋯⋯⋯：⋯⋯·⋯⋯⋯15

第九节高尔夫球⋯⋯⋯⋯⋯⋯⋯⋯·一⋯⋯·⋯⋯⋯⋯”⋯⋯⋯⋯⋯15

第十节其他⋯⋯⋯⋯⋯⋯⋯⋯⋯⋯⋯⋯⋯⋯·”⋯⋯·一⋯⋯⋯⋯⋯17

第三章群众体育⋯⋯⋯⋯⋯⋯⋯．．-⋯-⋯⋯⋯⋯⋯⋯⋯⋯⋯⋯⋯一一⋯·20

第一节学校体育⋯⋯⋯⋯⋯～⋯⋯⋯·⋯·-：厶⋯⋯⋯⋯⋯⋯⋯”一·20

第二节职工体育⋯．．．⋯⋯⋯⋯⋯⋯⋯⋯⋯⋯⋯⋯⋯⋯⋯⋯⋯⋯⋯’2l

第三节农村体育⋯⋯⋯⋯·“⋯⋯⋯⋯⋯⋯⋯⋯⋯．．．⋯⋯⋯⋯⋯⋯22

第四节机关体育⋯⋯⋯⋯⋯⋯⋯⋯⋯⋯⋯⋯⋯⋯⋯⋯⋯⋯⋯⋯．．．24

第五节老年人体育⋯⋯⋯⋯⋯⋯⋯⋯一⋯⋯h⋯⋯⋯⋯一一⋯⋯⋯24
· l

●

·

●
、

．



j

。|
．|

．|
第六节伤残人体育⋯⋯⋯⋯⋯⋯⋯⋯⋯⋯⋯⋯⋯⋯⋯⋯⋯⋯⋯⋯25 ／

第七节对外体育交流⋯⋯⋯⋯⋯⋯⋯⋯⋯⋯⋯⋯⋯⋯⋯⋯⋯⋯”26 ／

’第四章军事体育⋯⋯⋯⋯⋯⋯⋯⋯I．．⋯⋯⋯⋯⋯⋯⋯⋯⋯⋯⋯⋯⋯⋯28 ／

第五章体育制度⋯⋯⋯⋯⋯⋯⋯⋯⋯⋯⋯⋯⋯⋯⋯⋯⋯⋯⋯⋯⋯⋯⋯30 j

’ 第一节．劳卫制⋯⋯⋯⋯⋯⋯⋯⋯⋯⋯⋯⋯⋯⋯⋯⋯⋯⋯⋯⋯⋯⋯30

第二节等级运动员制度⋯⋯⋯⋯．．．⋯⋯⋯⋯⋯⋯⋯⋯⋯⋯o⋯⋯30

第三节等级裁判员制度‘⋯．．．⋯⋯⋯⋯⋯⋯⋯⋯⋯⋯⋯⋯⋯⋯⋯⋯30

第四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31

第六章体育设施⋯⋯⋯⋯⋯⋯⋯⋯⋯⋯⋯⋯⋯⋯⋯⋯⋯⋯⋯⋯⋯⋯⋯33

第一节人民体育场⋯⋯⋯⋯⋯⋯⋯⋯⋯⋯⋯⋯⋯⋯⋯⋯⋯⋯⋯⋯33

第二节人民游泳池⋯⋯⋯⋯⋯⋯⋯⋯⋯⋯⋯⋯⋯⋯⋯⋯⋯⋯⋯⋯34
‘

第三节灯光球场⋯⋯⋯⋯⋯⋯⋯⋯⋯⋯⋯⋯⋯⋯⋯⋯⋯⋯⋯⋯⋯34

第四节乒乓球训练馆⋯000 OOQ00·QOO Ooo⋯⋯⋯⋯⋯⋯⋯⋯⋯⋯⋯⋯⋯35

第五节溜冰场OOOOBO OOO⋯⋯⋯⋯⋯，⋯⋯⋯⋯⋯⋯⋯⋯一⋯⋯⋯⋯⋯35

第六节温泉高尔夫球场⋯⋯⋯⋯⋯⋯⋯⋯⋯⋯⋯⋯⋯⋯⋯⋯⋯⋯36

第七节保龄球场⋯⋯⋯⋯⋯⋯⋯⋯⋯．．-⋯⋯⋯⋯⋯⋯⋯⋯⋯⋯⋯36

第八节业余体校⋯⋯⋯⋯⋯⋯⋯⋯⋯⋯⋯⋯⋯⋯⋯⋯⋯⋯⋯⋯⋯37

附；全国业余体校现场会议情况⋯⋯⋯⋯⋯⋯⋯⋯⋯⋯⋯⋯⋯⋯⋯38

第九节体育运动学校⋯⋯⋯⋯⋯⋯⋯⋯⋯⋯⋯⋯⋯⋯⋯⋯⋯⋯⋯39

第七章体育队伍建设moo e00 ooo 000 ooB⋯⋯⋯⋯⋯⋯⋯⋯⋯⋯⋯⋯一⋯OOO,OOO 4l

第一节培训班⋯⋯⋯⋯⋯⋯⋯⋯⋯⋯⋯⋯⋯⋯⋯⋯⋯⋯⋯⋯⋯⋯41

第二节师资培训⋯⋯⋯⋯⋯·⋯⋯⋯⋯⋯⋯⋯⋯⋯⋯⋯⋯⋯⋯⋯”41

第三节体育传统项目培训学校⋯⋯⋯⋯⋯⋯⋯⋯⋯⋯⋯⋯～⋯⋯·43．

第八章输送体育人才⋯⋯⋯⋯⋯⋯⋯⋯⋯⋯⋯⋯⋯⋯⋯⋯⋯⋯⋯⋯⋯J14

第一节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44
7

第二节 向广东省体工队输送运动员⋯⋯⋯⋯⋯⋯⋯⋯⋯⋯⋯⋯⋯45

第三节 向部队体工队输送运动员⋯⋯⋯⋯⋯⋯⋯⋯⋯⋯⋯⋯⋯⋯50

第四节 向佛山体校和体训班输送运动员⋯⋯⋯⋯·?⋯⋯⋯⋯一⋯”52

第五节 向体育院校输送运动员⋯‰⋯⋯⋯⋯⋯⋯⋯⋯⋯⋯⋯⋯⋯54

第九章体育竞赛成绩⋯⋯⋯⋯j⋯⋯⋯⋯⋯⋯⋯⋯⋯⋯?⋯⋯⋯⋯⋯⋯·60
2

’



第一节获得第一名的运动员·”⋯⋯⋯⋯⋯⋯⋯j·-⋯．．．一⋯⋯⋯⋯⋯60
’

第二节破纪录(包括全国、全省)的运动员⋯⋯⋯⋯⋯⋯⋯⋯⋯84

第三节中山运动员参加历届全运会、青运会比赛成绩⋯⋯⋯⋯⋯91

第四节中山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成绩⋯⋯⋯⋯⋯⋯⋯⋯⋯⋯⋯⋯94

附。1988年全国。戚力杯”游泳冠军赛⋯“⋯“．．⋯⋯⋯⋯⋯⋯⋯⋯96

第十章体育名人⋯⋯⋯⋯．．⋯·⋯⋯⋯⋯⋯⋯”⋯⋯⋯⋯⋯⋯⋯⋯⋯⋯·98

第一节优秀裁判员⋯⋯⋯⋯⋯⋯”⋯⋯⋯⋯⋯“⋯⋯⋯⋯⋯⋯⋯”9客

第二节优秀运动员⋯⋯⋯⋯⋯⋯⋯⋯⋯⋯⋯⋯⋯⋯⋯⋯⋯⋯⋯··j 99

第三节运动健将⋯⋯⋯⋯⋯⋯⋯“⋯”⋯⋯⋯⋯⋯”“⋯⋯⋯⋯一”103

第四节新中国体育开拓者⋯⋯⋯”⋯⋯⋯一⋯⋯⋯⋯⋯⋯⋯⋯⋯”104

第五节高级、二级教练员、国家级裁判员⋯⋯⋯⋯⋯⋯⋯·⋯⋯”104

第六节世界级体育名将⋯⋯⋯⋯⋯⋯⋯⋯⋯⋯⋯⋯⋯⋯⋯⋯⋯⋯104

第七节先进工作者⋯⋯⋯⋯⋯⋯⋯t⋯⋯⋯⋯⋯⋯一⋯⋯⋯⋯⋯⋯105

第八节知名人士⋯⋯⋯⋯⋯⋯⋯⋯⋯⋯!⋯⋯“⋯⋯⋯⋯””⋯”⋯109

第+一章体育经费o⋯⋯⋯⋯·⋯⋯⋯⋯⋯⋯⋯⋯⋯⋯⋯⋯⋯⋯⋯⋯”11l

第+二章体育工作大事记⋯⋯⋯⋯⋯i⋯⋯⋯⋯⋯⋯⋯⋯⋯⋯⋯⋯⋯”113

3

l l
●



’

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在1911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

时大总统前，就是一位武术爱好者和热心的提倡者，有较丰富的体育实践，他

曾说过：。中国的拳勇技击与西方的飞机大炮有同等的作用，一他激励民众

。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不知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一．要。国人振起健体魄
。

．

之技击打．来口强种保国一。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影响下，中山的体育运动．随

着蹉跎的岁月，已写下了光辉的历史。

孙中山先生的侄孙、曾任中山县县长的孙乾，1924年曾作为广东省排球

队员参加在武昌举行的中国第三届运动会，广东队荣获全国排球冠军。1927

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他作为国家排球队队员参加比赛，结

果，中国队战胜日本、菲律宾队，荣获冠军，从此孙乾跻身于排球国手之列。 ．

’‘中山县的球类和田径项目在1928年第十一届省运会上已崭露头角。1935

年第十三届省运会，中山夺得男子篮球、女子排球、女子垒球、男子乒乓球

和女子乒乓球等5项团体冠军和乒乓球男、女子单打冠军，田径赛也获得了

22面金牌，名列全省前茅，引人注目，被誉为。体育之乡一。

八年抗战，饱经忧患，田径运动水平虽有下降，但1947年第十五届省运

会，中山仍组织100人参加比赛，居30个单位的首位．夺得田赛、径赛和全

能三个总分第一．1949年组织了13人参加香港运动会，共获9项第一，6项

第三，4项第四，扬威香港。

．‘建国后，在毛主席_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的伟大号召指引下，

1956年中山县人民政府加强了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建立机构，制定规划，体、

育事业得到了进_步的发展。1956年石岐队夺得全省篮球赛男子冠军，1958

—1959年，体育运动进一步普及，成绩显著。人才辈出。容国团在第25届世

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勇夺男子单打冠军。开创了中国运动员夺得世界冠军称号
’

的历史。1958年全国业余体校现场会议在中山召开。1960年石岐业余体校被



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当年，中山县组织了田径、游

泳、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21个项目的400名运动员参加佛山地区的省运

会预选赛，比赛成绩均名列前茅。

70年代，中山体育更加活跃，运动技术水平持续提高。1972年郑森山在

全国少年田径赛中·以10"9的成绩夺得100米冠军并打破了该项全国少年纪
’

录，成为中国第一个突破ll吠关的少年运动员．1975年和1979年，欧玉婵
，和郑敏儿先后代表中国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世界中学生运动会，郑敏．儿以

14”15的成绩获得女子100米栏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977年在全国少年乒 ◆

乓球赛中，中山的运动员分别获男、女子团体第一，女子单打第一、三名．男

子单打第三、五名． ·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体育活动更加深入，全

市有414 354人常年参加体育活动。目前，中山市不仅传统的球类、田径、游

泳、武术、舞狮、舞龙等较为普及．而且新兴的门球、高尔夫球、溜冰、保

龄球、桌球等也受群众喜爱。各项运动技术水平持续提高．1984年李杰强参

加了洛杉矶奥运会110米高栏比赛获得复赛权．成为中山第一个参加奥运会

的运动员。1985年和1987年，江嘉良蝉联第38、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

子单打冠军，并获第五届世界杯赛冠军，被评为全国。十佳刀运动员之一．1986

年和1990年，冯强标先后参加了第10、11届亚运会游泳赛，与队友一起，两

次夺得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并分别打破该项亚运会纪录和亚洲最

高纪录。1984年．以中山运动员为主体组成的中国大陆第一支高尔夫球队在

中山温泉建立．六年来，该队多次参加国际比赛均取得较好成绩．如1986年

女队参加香港世界女子业余高尔夫球公开赛．就获七项冠军．四项亚军，饮

誉香港。

中山升格地级市后．1988年至1990年先后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届农民’

运动会、第一届市运会和第·届党政机关干部运动会，其中第一届市运会，来

自各镇(区)和直属单位34个代表团的1 384人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

羽毛球、篮球、足球、棋类、射击等八项比赛．1990年首次独立组队参加广
·

东省第八届运动会．，在项目不全、参赛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以828．666分的 ．

总成绩位居全省第1l位，名列新建市的前茅．金牌总数名列第九，少年团体
。

总分名列第八。1990年我市两名运动员参加了第七届全国冬运会，开创了南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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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省市参加冬季运动会的先河。

建国以来，中山体育先后被评为全国。田径之乡一、全省、全国体育先进

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先进游泳池。深信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中

山体育事业将更加广泛、深入开展．一

3



第一节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山县于1953年11月成立体育科，石岐则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1956

年中山县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并由副县长张枫兼任县体委主任。总工会、

团委、妇联、教育、卫生、工交、财贸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体委委员。

为了发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黄圃、小榄镇率先成立体委，各公社也相

继成立体育领导小组，选拔了一批体育教师，指导体育工作的开展。

1966年一1970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影响，体委工作处于停

顿状态，1971年以后逐渐恢复正常活动。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1984年4月以中府办第15号发出“关于成立

各区、镇体委会的通知"的文件。目前全市33个区、镇都已建立了体委机构，

分别由副书记、副区(镇)长或宣传委员兼任主任。 ．

1988年初中山升格为地级市后，对市体委内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现设

社会体育工作科、学校体育工作科、人事秘书科、行政科和体育总会办公室

等5个科室。共有干部22人，现任体委主任为陈根楷。

第二节体育运动协会

建国前，中山县自发组织的篮球、足球、乒乓球等群众体育组织十分活

跃。相互约赛，蔚然成风。建国后，各机关、工厂、企业和区、镇陆续开展
4



了群众体育活动．银行、公安、商业、教工等系统相继成立了银鹰、前卫、商

业、钟声等体协．1959年，全县基层单位也先后成立了142个体育协会。

1981年，为了发挥各方面的体育骨干作用，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工作，

全县先后成立了田径、游泳、篮球、乒乓球四个协会。1985年一1988年，又

先后成立了足球、武术、，龙舟、伤残人、老年人、长跑、棋类、羽毛球、保

龄球等九个协会． ，

．

． 第三节体育总会

．为积极宣传党和政府有关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和推动群众性体育

运动的开展，促进体育社会化、科学化，进一步发展体育事业，中山市于1989

年lo月12日成立了中山市体育总会．名誉主席为汤炳权、简庆华、苏松勤、

简国森、李斌．主席为吕伟雄，副主席罗联年、陈根楷、麦庆光、林维、谭

玉权、高字文。委员共100人，其中常务委员45人．秘书长李深源，副秘书

长梁桂步、梁功仪。

表1—1 中山市体委历届主任、副主任

姓 名 任职期间
’

职 务

张枫 1956．11 体委主任(兼)

吴靖坚 1956．8—1958．2 办公室副主任

李旭昭 1958．3—1960 办公室副主任

1959—1970 ·
。

办公室副主任
郭天本

1978．7—1979．1 办公室剐主任

1958．1l一1968．12 办公室剐主任
覃明‘

1973．●一1978．9 办公室副主任 ，‘

欧初 1966．5—1981．11 办公室剐主任

简国森 1971．3～1973．5 办公室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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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姓 名 任职期间 职 务

彭洪赏 1973．10一1975．5 办公室主任

彭洪赏 1979；9—1987．7 体委主任

高辉汉 1974．10—1988．9 体委办公室副主任、体委副主任

游强正 1976．4—1988．9 体委办公室副主任、体委副主任

陈根楷 1987．7一现在 体委主任

李深源 1987．7一现在 体委副主任

李军潜 1990．11一现在 体委副主任

裘1—2石岐市(镶)体委办公室历届主任、副主任

姓 名 任职期间 职 务

郭天本 1953—1958．12 石岐市体委办公室副主任

梁功仪 1959—1968．11 石岐镇体委办公室副主任
●

区剑雄 1959—1968．11 石岐镇体委办公室副主任

洪迅 1960．2．6—1972．7 石岐镇体委办公室主任

严才郁 1960．1．3l一1964．12 石岐镇体委办公室副主任

欧初 1965．12．30—1968．11 ’石岐镇体委办公室主任

严锦亨 1966．3—1968．11 石岐镇体委办公室主任

表1--3各运动协会历届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

协会名称 名誉主席 主席 副主席 委员

李深源、肖建华、彭始黔
田径 谢明仁‘ 刘照辉 41人

钟建光、方国赞、杨子雄

游泳 简国森、朱振商 游强正 阮浩球、李卓林 12人

篮球 简庆华 梁功仪 陆炳然、叶仕文 14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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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协会名称 名誉主席 主席 副主席 委员

吴小明、杜焕秋、伦髻监、
乒乓球 欧家礼、郑北成、冯永逸 麦庆光 许炳坤、缪仲尧、郑i光、何 51人

锡波

足球 高辉汉 许继海，阮子俊、伍志成 15人

武术
’

徐东海 粱东垣 廖国英、肖永定，马演南 17人

龙舟 李斌 徐利森 彭洪赏，陈仲昆、粱焯荣 ·43人

伤残人 沈大启 高辉汉、+郑玉培、甄建业 +8人。

老年人 任幸 李庆余 9人

长跑 梁国民 7人

棋类 ’梁锐金 ’ 阮浩球 柳柏钦、黄炎彬 19人
●

黄涛、梁兆华、叶仕文，
羽毛球 吕伟雄、刘岚敏、郑炎光 阮浩球 H人

甘展荣

保龄球 吕伟雄、仇智源、郑坤 阮子俊 唐岳玲、林子瑜。．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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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篮 球

中山的篮球运动，由于毗邻港澳，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早在30年代就开

始活跃起来。1932年秋．石岐凌飞对涌头青白的一场比赛，双方在省港澳读

书的学生回来助阵，打得异常激烈，结果凌飞以64：48取胜。此后引起人们

对篮球的兴趣，县城和沙溪、沙涌、恒美各地开始组织球队。1933年县举行

篮球赛，参赛的有20多队，其中以凌飞、谦竞、北风等队实力较强，结果凌

飞夺冠。通过这次比赛，篮球运动技术水平大有提高。1934年各区相继举行

’篮球赛，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恒美小学开幕时所举办的。郭剑英鼎篮球赛’’，

可说极一时之盛。1935年第13届省运会，中山县男队由黄森鸿、温焕球、吴

子仁、肖兆强、黄兆川、郭群、李旭昭等组成参加了县联赛，与汕头队争夺

冠军，终场时以76。76言和加时再赛，双方也打成平手，大会只好决定奖双

冠军。女队仅以3分之差败给汕头队．获得亚军。从此，中山掀起一股篮球

热，当时石岐凌飞、青云、平凡等队都可独当一面与外队周旋。石岐沙溪、环

城、张家边等区，村村校校有球场，有队伍．沙溪下泽、涌头、新华、南青、

安壹等队新秀辈出。小榄、黄圃、斗门、民众、三角、浪网、坦洲等地受这

股浪潮的影响，也组织了球队和球赛。到40年代、篮球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

喜爱的体育项目。1947年参加第15届省运会成绩优异，被人誉为。篮球之

乡一．当时，石岐、沙溪、张家边、南葫、大涌、沙涌、恒美、斗门一带，自

由组合的球队就有七、八十队，其中石岐群力，濠头三JiI、五峰，斗门排山．

大涌旗峰，沙溪下泽，涌头飞鹰等队实力较强。当年濠头三Jil、石岐群力两

队出访澳门所向披靡。1948年8月，三Jil、群力联合组成中山队赴港作赛4

场，战胜公民、黑猫，受挫南华、中青，胜负参半，轰动一时。1949年7月，
8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