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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记华年实录，以督励后人。为了展示

龙潭区文体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龙潭区《文化体

育志》在区委、区政府和区志办的指导下，由区文体局

领导亲自督导，区文体系统各方面努力纂写龙潭区《文

化体育志》终于付梓。

遵照《吉林市续修市、县、区志工作规划》要求，

《龙潭区文化体育志》纂稿人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实事求是，力求真实、

准确地记述龙潭区文化体育事业在1986至2002年的发

展过程中可以为鉴的事件。从群众文化、图书、古迹、

文物、景地、文化市场、少数民族文化、学校体育、群

众体育等诸项史实中，反映改革开放给龙潭区的文体事

业带来深刻变化。

“龙从百丈潭中起，雨自九重天外来"。《龙潭区

文化体育志》的面世，一方面为身历其事的探索者录以

备忘；一方面为后来人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更使龙潭

区的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前景光辉灿烂。

龙潭区文化体育局 局长

胥德海

2003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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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吉林市龙潭区文化体育志》编纂，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记述了吉林市龙潭区文

化体育局的发展和现状。

二、本志的记事时间，上限1986年1月始，下限

到2002年底。

三、本志的编写体例以章、节为序，采用述、记、

志、表、录六种体裁，以志为主，全文设两章9节，约

16000余字。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使用地名、机构名、文化名、各类专用名

称均写全称、使用简称时，在首次出现的注明对人物的

称呼，除引用原文外，均直书其名，不加职衔。

六、本志资料源于龙潭区档案室，市博物馆。

。№



概 述

龙潭区文体局于1955年第四区人民政府成立文教股，1980

年改为龙潭区文体局，现下属四个事业单位，即：龙潭区文化馆、

龙潭区图书馆、龙潭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龙潭区速度滑冰学

校。

1986年——2002年17年间，是龙潭区文化体育事业蓬勃

发展的时期，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区经济建

设中心，进～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17年来，文化体育工作

为适应社会转型不断探索，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活跃人民群众的

业余文化体育生活服务，在社会文化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十多年来，在群众文化活动工作方面发挥了区的特色，从

历年来的节庆日大型活动情况方面，如96年春节文化一条街，

98年的送文化下乡，2001年的“庆祝建党80周年，颂歌献给党”

大型文艺演出等等，达到了“有轰动效果，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

的目的，图书馆工作完成了独立和规范化的任务，库存图书保持

着2％的增长速度。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遵循“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原则，通过每年的集中整顿检查和不定期分类抽查，不断

净化文化市场。群众体育全面展开，每年都搞一些群众喜闻乐见

的体育活动，体育训练工作己跃入全市(省)先进行列。现在，

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为主题，充分发挥职能，为龙潭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夯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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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1986年

3月：举办《小雪花》儿童画展，展出作品109件，观众

达干余人次。

3月：文化馆成立残疾青年艺术团。

4月：举办《张喜武曲艺作品演出鉴赏会》，为期二天，

观摩者达千余人次，参加讨论40余人。

4月1目，举办第三届“小雪花’’画展，历时十天，接待

全区五千余名少儿美术爱好者。

4月29曰，举办火电8位工人摄影作品展，展出作品l 09

件，接待观众500余人次。

10月1日，举办十青年摄影作品展。

10月15曰，文化馆、市音乐家协会联合出版《龙潭歌声》

第三期，收集获奖歌曲二十七首，责任编辑师敬尊。

11月10日，与长春宽城区少年宫联合举办儿童画联展在

区文化馆开幕，共展出一百二十一幅作品，有布贴、蜡笔、水

彩、纸版多种艺术形式。

12月，筹备、组织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专题文艺汇演。各

街分别演出，共九台节目，近万人观看。

1987年

是年：送儿童画《我们的秧歌》(作者：李洪艳)赴日本

神奈川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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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参加市首届艺术节画展比赛，区选送的作品有

10人获儿童画一等奖，8名获二等奖，十七名获三等奖。

5月：举办端午节游园会，市民委介入，游园群众达七万

人。

6月：举办儿童故事调演比赛。决出故事大王4名，优秀

故事员6名，其辅导教师均获辅导员奖，评出创作奖，集体优

秀奖。参赛者1 7人。

6月：由社会集资筹建的龙潭游乐宫落成。区政府交付文

化馆管理并使用。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经营项目有：舞会、

兼营小卖部、台球、录相。

10月：举办龙潭区老年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会上宣布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理事名单。大会安排了文艺节目。

lO月31日：举办首届龙潭区重阳节老年人健美比赛，参

赛者年龄最小的为七十一岁，最大的九十一岁，分视力检测、

听力检测、外表形象、口语表达、绝活、思维检测等项内容，

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凡参赛人均适当给予奖励。

1988年

1月20日，组织召开区文化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区委、

区政府领导、街道领导、文化站站长等。

5月，举办“龙潭之子"画展。

7月15日，举办龙潭杯中学生作文大赛授奖大会暨龙潭

文学工作者联谊会。

8月，举办文化馆职工曲艺团建团十周年纪念会。
I，穿，r



11月21日，文化馆选送的金志文参加市第四届故事大王

比赛获幼儿组一等奖。

1989年

9月8日，举办龙潭区迎国庆职工书画展。展览为时九天，

展出作品百余幅(件)。

9月，文化馆选派小画家参加市儿童画表演。
。

9月，与区精神文明办联合举办庆“十·一”金杯赛歌咏

大会。

10月1日，在江北公园举行全区大型游园活动。

1990年

1月6日，举办少儿电子琴表演赛。

1月10日，举办区交谊舞家庭比赛。共9对，300人参加。

1月15日，选送4对参加市家庭交谊舞比赛均获奖。

1月19日，举行全区文艺工作者联欢会。规模400人。

2月，筹备组织“三节”活动，灯展、秧歌、风筝、春联 ．

展等。

7月28日，举行庆“八·一’’全区军民联欢会，参加者

350人。

8月，组织街头“龙潭一条街金秋音乐会’’演出，分别在

六个街道开展活动，观众达万余人。 、

，

8月11日，举办“金秋”龙潭创作歌曲演唱会，演出14 I

爪节目，观众啪。人。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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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在化肥厂文化宫门前组织了中秋露天曲艺专

场，演出8个节目，观众达5000人。

12月2日组织召开“90之冬”文学笔会，会上交流和讨

论了区二十多名青年文学工作者的作品，其中8篇文章刊登在

《江机工人报》上。

12月26日，与区老干部局联合召开全区离退休老干部联

欢会。100人参加了大会，张喜武、王小华、张荣等表演了相

声，独唱、重唱等节目。

12月30日，在龙潭游乐宫召开全区各界人士联欢会，与

会400人，共演出了20余个精彩的节目，会上还穿插了游戏，

谜语、交谊舞等娱乐活动。

1991年

1月份，举办龙潭区各界人士新年联欢会。

2月5日，群众文化艺术工作者联欢会。

2月9日，新春春联大奖赛。

2月12日，秧歌汇演。

2月22日，风筝比赛。

2月28日，彩灯展览。

2月28日，小学生提灯会。

5月4日，与团区委、教育局联合举办了第九届小学生

“嘀哩哩"歌咏比赛。

。6月25日，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歌咏比赛。

12月27日，举办龙潭区首届少数民族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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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举办冰雕活动，重庆市合川县与吉林市龙潭

区美术摄影作品联展。

1月28日，龙潭区迎新春文艺工作者联欢会。

2月11日，风筝比赛。

5月中旬，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50周年文艺汇演。

5月30曰，庆“六·一"龙潭区少儿文艺汇演。

6月30日，庆“七·一”歌咏赛。

9月30日，东北风专题文艺汇演。

1993年

一月份，省短跑道比赛，省速度滑冰比赛。

一月份，参加93年雾凇冰雪节，准备了以下活动：

l、秧歌比赛；2、冰灯；3、风筝比赛；4、服装着装大

奖赛；5、彩化街路：6、朝鲜族文艺汇演。

1994年

，1月份，参加94雾凇冰雪节。

1月27日，参加省十二届全运会速度滑冰比赛获9金、

13银、16铜。

2月24日，吉林市第十一届秧歌比赛。

2月份，组织全区春节团拜会。

3月份，风筝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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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龙潭区庆祝国庆四十五周年歌咏赛会。

9月份，吉林市各界人士国庆四十五周年游园会。

9月份，龙潭区第四届职工运动会。

1995年

4月份，中小学生长跑赛，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5月份，组织了区级象棋比赛。

5月份，在九五爱国主义读书活动中与团区委联合举办了

“五四”青年卡拉0K大奖赛。

9月份，参加市首届少数民族汇演活动。

9月份，成功地组织了全区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歌咏

演唱会。

1996年

2月12日，迎新春电影招待会。

2月16曰，龙潭区委、区政府迎春团拜会。

2月11日，吉林市文化一条街。

2月27目，吉林市第十四届秧歌赛。

3月3日，吉林市风筝赛。

3月3曰一3月4日，正月十五彩灯展，焰火晚会。

3月16日，吉林市争创先进区、做文明市民宣传目，秧

歌演出。

6月中旬，文化广场活动周。

8月下旬，松花江之夜文艺演出。 ．



9月25日，龙潭区“升国旗，唱国歌”歌咏赛。

4月中旬，中小学生长跑赛。

5月18曰，龙潭区首届全民健身活动日。

8月23日，龙潭区首届钓鱼比赛。

8月份，龙潭区老年门球赛。

1997年
'

，

2月份，龙潭区委、区政府迎春团拜会。

元宵节，吉林市第十四届秧歌赛。

4月份，中小学生春季长跑赛。

5月份，全民健身活动日，万人环城长跑活动。

7月1日，组织迎庆香港回归大型文化活动。

1998年

一月份，由区政协牵头组织科委、文化、卫生、司法、计

生等部门组成服务团，为农民服务，并进行文艺演出。

农历正月十五在土城子广场，湘潭街遵义东路两侧约六千

延长米的区域灯谜布展，有奖对联。

元宵节夜晚，吉化103厂、炼油厂组织了焰火晚会、灯展。7

五月份，搞了声势浩大的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

八月份，搞了区前所未有的文艺下乡的文艺演出活动。

八月份，组织了文化广场消夏演出活动。



1999年

一月份，协助市电视台拍摄《江城春潮》龙潭部分。

一月份，为配合“科技之冬’’，到江北乡大屯村进行演出

文艺节目。

二月份，区机关新年团拜会文艺联欢会。

元宵节，在区政府门前举行历年来的规模大、效果好的秧

歌大赛。

四月份，进行99年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活动。

八月份，送文化下乡，分赴到江北乡、金珠乡进行三场演

出。

九月末，精心组织了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

2000年

6月9日，成功地组织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

8月份，分赴江密峰镇和杨木乡进行文化下乡演出。

9月份，在区内11个街道开展了“社区文艺演出广场文

化系列活动月”。

2001年

1月份，成功地举办了省青少年速度滑冰比赛及全市的体

育传统校速滑比赛。

6月23日，全民健身活动日，组织了30个环城接力代表

参加吉林市声援支持北京申奥全民健身环城长跑接力赛。

6月27日，在江机文化宫举行了“龙潭区庆祝建党80周



年颂歌献给党”大型文艺演出。

2002年

元旦期间，在乌拉街满族镇举办了大型综合文艺节目汇

演。

春节前夕，与机关工委共同组织了区机关新春联欢会。

正月初二，在乌拉街满族镇万家村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

象棋大赛。

正月十五期间，在土城子文化宫广场组织了秧歌汇演。

5月18日，配合区残联组织了全国第1 2个助残，日大型文

艺演出。，
一

6月22日，在区政府门前组织了龙潭区第七个“全民健，

身活动日”宣传活动。

6月23日，配合江密峰镇组织了庆“七·一”卡拉0K大

赛。

6月25日，在乌拉街满族镇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文化下

乡”文艺演出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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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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