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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包头市各族人民振奋精神，进行伟大而艰巨的改

革开放，加速市场经济建设之际，《包头体育志》经过修志人

员多年的努力，终于问世。这是包头市第一部体育专业志，

它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包头市体

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广大体育工作者几十年勤劳奉

献精神，反映包头市体育事业发展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也反

映近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深化改革，

给包头体育工作带来的活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党的十一唇三中全会以来，包头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

修志工作。包头市体委在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

下，组成修志领导机构并抽调专人开展此项上作。编修人员

积极努力，辛勤工作，采编、查阅和整理大量史料，从遵重历

史本来面貌的角度出发，经过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认真筛

选，几易其稿，才完成修编《包头体育志》这一繁重的任务。

这是一项十分繁杂而艰难的工作，需要从大量的散落于各

处的资料中，按历史发展的线索，编选出准确地反映我市体

育战线演变过程和变化情况的史料。由于机构调整，人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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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料散失严重，给编志人员带来了很大困难。编志人员

始终按着党的方针、政策，本着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

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包头几十年体育部门的机构、人员的变

化，也记录了一代又一代的体育工作者对理想孜孜不倦的

追求，对事业无怨无悔的热爱，及他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为我市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

‘ 《包头体育志》的编写，对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开

拓前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本书出版付梓时，又正值

．全国上下贯彻《全民健身纲要》和《体育法》颁布实施之际。

忆往昔，峥嵘岁月；想未来，思绪万千。我们深信，工作在体

育战线的全体同仁，·定会团结一致，继往开来，跟上时代

步伐，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充分发挥

体育的多功能作用，为包头市的经济建设服务，为强健中华

．民族的体魄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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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编修，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记述包头体

育事业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 ．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例记述，设

章、节、目。志首设概述、大事记。

三、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简明。

四、时间断限，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4年。

五、记述区域范围，以包头市1994年行政区划为准。

，六、本志历史纪年，中华民国以前，均用旧纪年．加注公

元纪年；中华民国以后，均用公元纪年。文中的“建国后"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七、资料经核实后记入，一般不注明出处。统计数字，凡

属全市性的，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主。数字和度量衡单
’

位的使用，以1987年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公布的试行规定为
1． 准。

‘八、入志人物，本着生不立传原则进行记述。收入人物

以本籍为主，同时，也收入部分长期活动在本地区有较大贡

献的客籍人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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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地区自明朝中叶成为蒙古族的聚居地，蒙古族纵

马豪放、尚武征伐，有挽弓射雕之遗风，常以骑马、射箭、摔．

跤为娱。包头的民族传统体育即始于此，不论是祭脑包，还

是那达慕．他们都可一显身手，以呈英姿。这些活动历久不

衰，一直延续至今。 ：一‘．． 。2

、作为民间传统体育的武术活动，在包头地区流传已久，

据《绥远通志稿》记叙：清同治二年，就有赵老同在土右旗境

内的萨拉齐镇招收弟子传习武艺，传习一种实战很强的“阴

把缠枪”。自此后，本地的武术活动流传、繁衍的脉络就很清

楚了。它产生过一大批饮誉区内外的武术英才，如云连生、

程全忠、李振海；李云龙等。 ‘‘t’
． ·

， 中国近代体育(主要指西方近代体育)在包头地区的启

蒙、传播、确立直至最后的发展，可以追溯二路：一路是外国

传教士在传教时所办的教会学校，如1905年，瑞典牧师鄂

毕格在萨拉齐创办的“三妙堂女校"等。这些教会学校在传

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西方近代体育传播过来，它们较早

接触田径、球类等项目。另一路是“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所

设办的学堂。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立的马王庙小

学等。这些学校都开设了“体操课"(体育课)，但当时“体操

课"主要以“兵式操"为主。这种情况直到1923年以后，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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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变，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学校中有了些简单的田

径、球类活动，初步形成了包头近代体育的萌芽。

京绥铁路通车后，包头的封闭状态有较大的改变。新成

立的绥远省立二中(1925年)相继从北京燕京大学、辅仁大

学、山东齐鲁大学等聘请教师，这些人在校读书时都受过较

好的体育教育，他们的到来，加速了近代体育在包头的传

播。到30年代，包头最热闹的活动就要算小学运动会。每

年五、六月间，倾城出动，在永和成地进行连续两三天的运

动会。该活动由运动会筹委会主办，活动费用主要由商会赞

助。主席台上摆满银盾，挂满锦标。比赛时各校都起劲欢呼、

鼓劲，竞争非常激烈。1933年，出现轰动绥远省的跳高尖

子，包头官井梁女子小学的李志翔。随后，有吴懋功、丁文

思、巴靖远等先后参加了旧中国第五、六届全运会。但参加

体育活动的人主要局限在学校，以小学生为主，兼有部分教

师，社会人员极少。这是近代体育在包头的传播期。
’

1937年秋，日军侵占包头。为了确保占领区的“长治久

安静，在包头推行“怀柔”政策。日伪政权为粉饰太平，麻痹人

民，在包头开展不少体育活动。这就是标榜日中“亲善’’、“提

携"的“交欢运动会’’。在这些运动会上，进行过田径、球类、

航模等比赛。在此期间，几乎每年都要搞四城市(厚和、包

头、张家口、大同)篮球赛。包头每次都派队参加，但每每败

北。同时还由日伪政权出面，每年秋季搞一次全市(县)运动

会。比赛分为两个组：一组为社会组，一组为学生组。社会

组主要以伪宪政人员、银行职员及教师为主。 一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在国民党政府统治3年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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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包头体育运动的规模及其形式基本没有多大变化，只

举办3次全市中小学运动会和1次全市性运动会．赛场在

南门外大广场(现包一中东墙外)。但是，无论在日伪时期，

还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它们所辖的学校里，都大肆

推行半军事化的童子军和军事训练，并把它作为体育内容

之一．．． ．

；’

·．．

。

从日军侵占包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这

是体育项目在包头确立期。此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许

多体育项目(田径、球类等)已有较大规模的竞赛活动，并且

组队参加省、市级体育赛事；二、参加体育活动的阶层扩大，

体育活动已走出学校大门。
’

建国以后，包头的体育运动基本上是大发展时期，但其
’

中也有比较明显的停滞期。一次是经济原因(三年自然灾

害)所造成的，另一次是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所造成

，． 的。这两次原因，都使正在蓬勃发展的体育运动被迫中止，

陷于瘫痪之中。但某些带有政治色彩的项目如游泳，特别是

横渡黄河，开展得极为壮观热烈。包头市及市军管会曾4次

组织横渡或武装泅渡黄河。两岸观者，多达几万人。自治区

领导也亲临渡口观看，并参予组织指挥。

建国后，包头体育运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
·

‘’．。 ．。．j
．

’。 一、体育机构与体育设施的建立 ：
，

’守．建国前，包头地区没有体育机构与体育设施。那时，体

育活动归属于文教局之类的部门兼管，遇有比赛时，一般都

是借用驻军练兵场。虽说在一些中，小学里修建些操场、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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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也极为简陋，称不上体育设施。’’： ：一 ，

一

’

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表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

民体质。同年，包头市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包头分会，全

市的体育活动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起来。1953年，包

头市政府正式设立。包头市政府体育工作委员会’’(筹委会>

专职机构。由副市长王金泉兼任体委主任。1956年才发展

成一个完备、独立的机构。“文革"初期，体委机构瘫痪，被军。

事接管，直至1973年机构才得到恢复。现有7个部(科)室，

32名干部。下属4个二级单位(一、二、三体校、体育场)正j

式职工120名。还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包头分会，各区旗县

体委，各大厂矿企业及高等院校体协等23个体育机构。i

。包头体育设施的建立也经历两次大高潮：一次是50年

代中后期。1956年，包头市建成了东河区体育场及l座有

固定看台的灯光球场，结束了包头没有大型运动场的历史。

随后，又有青山、昆区体育场、包钢体育场及包钢体育馆建

立，它使包头体育设旌布局趋于合理，为体育活动更加广泛

的开展，铺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次是80年代中期，内蒙一机

厂体育馆和包头市人民体育场的建成。可容纳2．5万多人

的市人民体育场，不但是全市最大的多功能的群众体育活

动场地，而且还可承办自治区及全国性大赛。1992年将市

一体校练习馆改建成自治区第一座全塑胶地面的网球馆。

同年，由新城乡农民自筹自建的西北地区最大，集游泳、娱．

乐于一体的银河游泳馆正式开馆。这些体育场馆先后承办

与接待国际性、全国性比赛，协作区比赛，自治区大型赛事

及大型文体表演等．既提高了包头的知名度，又给包头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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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的腾飞，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 ．f ’J．

k二。职工体育的迅猛发展 ：·：·t
，

‘

建国初期，市人民政府就非常重视职工体育活动的开

展。1952年市总工会成立体协，并组织首届包头市职工业

余体育运动大会．仅参赛的篮球队，就有36个。1956年，建

设大军云集包头。职工体育活动以从未有的势头，异常迅猛

地发展起来。许多大厂矿、机关、事业单位都成立产业体协。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市级体协15个，基层体协62个，会

员17 000多人．1959年，又在许多厂矿企业中组建民兵师

团．军事体育在职工中也得到大力地开展。同年，在以职工

为主组队参加自治区篮球、排球、羽毛球等比赛中，包头队

获得冠军，一展包头职工的雄姿，形成包头职工体育运动的

第一个高潮。1979年，市总工会组织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的职工篮球赛，有30个男队、21个女队参加，赛229场，历

时22天。这时以包钢为首的各大企业厂矿，内蒙古一、二机

厂、二冶建筑公司、二。二厂、包头铝厂、包头矿务局等，都

。广泛招聘各种体育人材，建立自己的运动队。它以极强的势

头，掀起全市职体活动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中期。在

这个时期建立的许多职工运动队，加包钢男女篮球队，一机

厂乒乓球、足球、羽毛球队，二机厂游泳、冰球队，二。二长

跑队、摔跤队，包头铝厂篮球队等，都在参加全市或代表包

头市参加自治区大赛中摘取了桂冠。有的已形成了各厂矿

极有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综观职工体育活动的人数，资

金的投入．体育场馆的设置，所取得运动成绩，在自治区均

名列前茅。它在包头市及自治区群众体育中书写了极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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