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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伟业传承。正值国家级的东山区全民健身活动

中一D破土修建之际，《东山区体育志》又以崭新的面貌跻身广州

史志之林，实乃东山区体育事业的又一盛事，可庆可贺!

《东山区体育志》在20世纪90年代已出版过一本。根据省、

市有关部门关于续修志书的部署，我中心亦着手组织人力编修。

考虑到志书内容的完整性、连贯性，本志书函盖了前志书的主

要内容，增添了近10年东山区体育事业的新情况。它系统地载

录了东山地区体育事业从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改革开放后的

几个不同历史时期走过的轨迹，它是一部东山地区体育百年发

展史。它必将起着“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为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祖国，为雪“东亚

病夫”之耻，东山地区的爱国人士纷纷成立习武学校、讲武堂、

国术馆社、武术学会等民间体育组织，提倡“体育救国”。戊戌

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留日归国的李莲女士，为东山地区体育运

动的兴起起到了发端和先导作用。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热爱体育

事业的精神诚为可嘉。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体育事业，不断增加经费

投入。特别是2l世纪初，东山区委、区政府以“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千方百计增添体育设施，积极引导和鼓励人民

群众参与体育运动。许多从事体育工作的前辈们和支持体育事

业的热心人士，为东山区体育事业的发展而忘我工作，无私奉

献。使东山区不仅成为全国有名的“长寿区”，同时还源源不断

地向省、市乃至国家输送了一批批体育苗子，赢得了国家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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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的“田径之乡”的殊荣!

我作为本届东山区体育管理工作职能部门的主官，能亲自

组织本志书的编写，实乃幸事!我愿以此为鞭策，在今后的体

育工作中，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

争光计划纲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工作的新

思路，充分发挥和整合区内体育资源优势，用优良的业绩谱写

东山区群众体育工作和竞技体育工作的绚丽篇章。

藉此机会，谨向关心东山区体育事业的各级领导，向热心

支持东山区体育事业的各界人士，向东山地区的体育工作者表

示诚挚的谢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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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坚持科学求实精神，

记述东山区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 二、本志上限1889年，下限为2004年。

’

三、本志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东山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主体部分共七章，各章根据需要分节记述。在结

构安排上，采取横排纵写，附以图表。“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

述，以时系事，力求做到历史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五、对各朝代政权、纪年按当时帝号、国号记述，并注上

公元年号。建国后的纪年仅用公元年号。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并以《广州市志行文通则》作为准

则，注意志书规范，力求文字简明流畅。

七、建国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以后。

八、本志的数据资料，由东山区体育发展中心提供。

九、东山区的运动员参加全国、省、市的比赛每年都有，

运动员的成绩很多，仅东山区输送的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就多得

数不胜数。本志因篇幅所限，仅详细记载了破省、市纪录的成

绩，大部分运动会的成绩未逐项、逐人详细列出，仅归纳式地

进行记叙。

3



目 录

序言⋯⋯⋯⋯⋯⋯⋯⋯⋯⋯⋯⋯⋯⋯⋯⋯⋯⋯⋯⋯⋯⋯⋯1

凡侧⋯⋯⋯⋯⋯⋯⋯⋯⋯⋯⋯⋯⋯⋯⋯⋯⋯⋯⋯⋯⋯⋯⋯3

榜|[述⋯⋯⋯⋯⋯⋯⋯⋯⋯⋯⋯⋯⋯⋯⋯⋯⋯⋯⋯⋯⋯⋯⋯7

大事记⋯⋯⋯⋯⋯⋯⋯⋯⋯⋯⋯⋯⋯⋯⋯⋯⋯⋯⋯⋯⋯⋯⋯n

第一章机构沿革⋯⋯⋯⋯⋯⋯⋯⋯⋯⋯⋯⋯⋯⋯⋯⋯⋯⋯29

第一节领导机构⋯⋯⋯⋯⋯⋯⋯⋯⋯⋯⋯⋯⋯⋯⋯⋯⋯29

第二节办事机构⋯⋯⋯⋯⋯⋯⋯⋯⋯⋯⋯⋯⋯⋯⋯⋯⋯32

第三节群众体育组织⋯⋯⋯⋯⋯⋯⋯⋯⋯⋯⋯⋯⋯⋯⋯35

一、建国前东山一带群众体育组织⋯⋯⋯⋯⋯⋯⋯⋯⋯35

二、东山区体育总会⋯⋯⋯⋯⋯⋯⋯⋯⋯⋯⋯⋯⋯⋯⋯36

三、单项运动协会⋯⋯⋯⋯⋯⋯⋯⋯⋯⋯⋯⋯⋯⋯⋯⋯38

第四节基层党组织⋯⋯⋯⋯⋯⋯⋯⋯⋯⋯⋯⋯⋯⋯⋯⋯42

一、组织机构⋯⋯⋯⋯⋯⋯⋯⋯⋯⋯⋯⋯⋯⋯⋯⋯⋯⋯42

二、精神文明建设⋯⋯⋯⋯⋯⋯⋯⋯⋯⋯⋯⋯⋯⋯⋯⋯43

第二章学校体育⋯⋯⋯⋯⋯⋯⋯⋯⋯⋯⋯⋯⋯⋯⋯⋯⋯⋯46

第一节建国前的学校体育⋯⋯⋯⋯⋯⋯⋯⋯⋯⋯⋯⋯⋯46

第二节建国后的学校体育⋯⋯⋯⋯⋯⋯⋯⋯⋯⋯⋯⋯⋯47

一、体育教学、教研⋯⋯⋯⋯⋯⋯⋯⋯⋯⋯⋯⋯⋯⋯⋯47

二、学校体育活动⋯⋯⋯⋯⋯⋯⋯⋯⋯⋯⋯⋯⋯⋯⋯⋯49

第三节人才培训⋯⋯⋯⋯⋯⋯⋯⋯⋯⋯⋯⋯⋯⋯⋯⋯⋯50

一、培育学生运动员⋯⋯⋯⋯⋯⋯⋯⋯⋯⋯⋯⋯⋯⋯⋯50

二、传统项目学校⋯⋯⋯⋯⋯⋯⋯⋯⋯⋯⋯⋯⋯⋯⋯⋯51

三、输送体育苗子⋯⋯⋯⋯⋯⋯⋯⋯⋯⋯⋯⋯⋯⋯⋯⋯53

4



第三章群众体育⋯⋯⋯⋯⋯⋯⋯⋯⋯⋯⋯⋯⋯⋯⋯⋯⋯⋯55

第一节民间传统体育⋯⋯⋯⋯⋯⋯⋯⋯⋯⋯⋯⋯⋯⋯⋯55

一、武术⋯⋯⋯⋯⋯⋯⋯⋯⋯⋯⋯⋯⋯⋯⋯⋯⋯⋯⋯55

二、健身(健美)⋯⋯⋯⋯⋯⋯⋯⋯一⋯⋯⋯⋯⋯56

三、长跑⋯⋯⋯⋯⋯⋯⋯⋯⋯⋯⋯⋯⋯⋯⋯⋯⋯⋯⋯57

四、登山⋯⋯⋯⋯⋯⋯⋯⋯⋯⋯⋯⋯⋯⋯⋯⋯⋯⋯⋯58

五、渡江长游⋯⋯⋯⋯⋯⋯⋯⋯⋯⋯⋯⋯⋯⋯⋯⋯⋯⋯58

六、龙舟竞渡⋯⋯⋯⋯⋯⋯⋯⋯⋯⋯⋯⋯⋯⋯⋯⋯⋯⋯58

七、钓鱼⋯⋯⋯⋯⋯⋯⋯⋯⋯⋯⋯⋯⋯⋯⋯⋯⋯⋯⋯59

八、毽球⋯⋯⋯⋯⋯⋯⋯⋯⋯⋯⋯⋯⋯⋯⋯⋯⋯⋯⋯59

九、门球⋯⋯⋯⋯⋯⋯⋯⋯⋯⋯⋯⋯⋯⋯⋯⋯⋯⋯⋯59

十、广播体操⋯⋯⋯⋯⋯⋯⋯⋯⋯⋯⋯⋯⋯⋯⋯⋯⋯⋯60

第二节群众性体育活动⋯⋯⋯⋯⋯⋯⋯⋯⋯⋯⋯⋯⋯⋯60

一、企业职工体育活动⋯⋯⋯⋯⋯⋯⋯⋯⋯⋯⋯⋯⋯⋯60

二、机关干部体育活动⋯⋯⋯⋯⋯⋯⋯⋯⋯⋯⋯⋯⋯⋯61

三、特殊人群体育活动⋯⋯⋯⋯⋯⋯⋯⋯⋯⋯⋯⋯⋯⋯61

四、社区体育活动⋯⋯⋯⋯⋯⋯⋯⋯⋯⋯⋯⋯⋯⋯⋯⋯62

第四章竞技体育⋯⋯⋯⋯⋯⋯⋯⋯⋯⋯⋯⋯⋯⋯⋯⋯⋯⋯68

第一节建国前的竞技体育⋯⋯⋯⋯⋯⋯⋯⋯⋯⋯⋯⋯⋯68

第二节建国后的竞技体育⋯⋯⋯⋯⋯⋯⋯⋯⋯⋯⋯⋯⋯·7l

一、参加广州市运动会的竞赛活动⋯⋯⋯⋯⋯⋯⋯⋯⋯71

二、参加省以上运动会及市举办专项运动会活动⋯⋯⋯75

第五章体育设施⋯⋯⋯⋯⋯⋯⋯⋯⋯⋯⋯⋯⋯⋯⋯⋯⋯⋯79

第一节明、清、民国时期的体育设施⋯⋯⋯⋯⋯⋯⋯⋯79

第二节建国后区辖内的体育设施⋯⋯⋯⋯⋯⋯⋯⋯⋯⋯8l

一、基本情况⋯⋯⋯⋯⋯⋯⋯⋯⋯⋯⋯⋯⋯⋯⋯⋯⋯⋯81

5



二、体育设施选介⋯⋯⋯⋯⋯⋯⋯⋯⋯⋯⋯⋯⋯⋯⋯⋯84

第三节区属体育设施⋯⋯⋯⋯⋯⋯⋯⋯⋯⋯⋯⋯⋯⋯⋯85

第六章体育市场与体育交流⋯⋯⋯⋯⋯⋯⋯⋯⋯⋯⋯⋯⋯87

第一节民营体育场馆⋯⋯⋯⋯⋯⋯⋯⋯⋯⋯⋯⋯⋯⋯⋯87

第二节体育产业⋯⋯⋯⋯⋯⋯⋯⋯⋯⋯⋯⋯⋯⋯⋯⋯⋯89

一、健身娱乐业⋯⋯⋯⋯⋯⋯⋯⋯⋯⋯⋯⋯⋯⋯⋯⋯⋯89

二、体育用品业⋯⋯⋯⋯⋯⋯⋯⋯⋯⋯⋯⋯⋯⋯⋯⋯⋯90

三、体育博彩业⋯⋯⋯⋯⋯⋯⋯⋯⋯⋯⋯⋯⋯⋯⋯⋯⋯90

第三节体育市场管理⋯⋯⋯⋯⋯⋯⋯⋯⋯⋯⋯⋯⋯⋯⋯94

一、营造经营环境⋯⋯⋯⋯⋯⋯⋯⋯⋯⋯⋯⋯⋯⋯⋯⋯94

二、提高服务质量⋯⋯⋯⋯⋯⋯⋯⋯⋯⋯⋯⋯⋯⋯⋯⋯95

三、依法管理市场⋯⋯⋯⋯⋯⋯⋯⋯⋯⋯⋯⋯⋯⋯⋯⋯95

第四节体育交流⋯⋯⋯⋯⋯⋯⋯⋯⋯⋯⋯⋯⋯⋯⋯⋯⋯96

第七章褒扬⋯⋯⋯⋯⋯⋯⋯⋯⋯⋯⋯⋯⋯⋯⋯⋯⋯⋯⋯98

第一节集体荣誉⋯⋯⋯⋯⋯⋯⋯⋯⋯⋯⋯⋯⋯⋯⋯⋯⋯98

第二节个人荣誉⋯⋯⋯⋯⋯⋯⋯⋯⋯⋯⋯⋯⋯⋯⋯⋯100

6



概 述

这是一个环境优美，宜居宜商的东山；

这是一个科学昌明，经济繁荣的东山；

这是一个崇尚体育，活力四射的东山。

东山区是广州市的中心城区，面积15．83平方公里，人口

62．7万人，辖10个行政街道、140个社区居委。东山区素以长

寿区而著称，居民群众向有喜爱体育运动的优良传统。建国后，

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体育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东山区

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不断增加体育设施，积极引导和鼓励人民群众

参与体育运动，使东山区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取得优良的成

绩。东山区曾获得“全国田径之乡”、“培育优秀人才贡献奖”、

“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周优秀组织奖、。广东省、广州市全民健身

活动月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农林街、大东街、白云街、大

塘街、黄花岗街、东湖街、珠光街等街道相继被评为“全国城

市体育先进社区”或“广东省、广州市城市体育先进社区”，农

林街的东园新村健身点和白云街的海印健身广场，分别获得

“全国全民健身样板工程”和“广东省全民健身示范点”称号。

东山学校体育源远流长

早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大塘街长兴里创办万

木草堂，倡导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每周一日习体

育。清末，东山地区的培正、教忠、培道、两广优级师范学校

(堂)等都依当时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立体操课，开辟操场。

宣统三年(1911)6月，留日归国李莲女士在仰忠街天马巷(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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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创办私立广东女子体育学校，以及民国24年(1935)

设立在大沙头的华南体育学校和东较场创立的广东省立体育专

科学校，实为东山地区早期的体育运动的先驱和示范。

20世纪50年代，区内各学校均设体育课。1954年，小学

推行少年广播体操、普通乒乓球运动。60年代初，部分学校开

展田径、足球项目。1978年，各学校配专职体育老师，抓好

“一课两操”(体育课、早操、课问操)活动。

改革开放后，各学校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贯彻《中

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一大批学校被评为省、市达标先进学

校。

东山体育资源非常丰富

幅员辽阔的东山地区早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就有东较场、

北较场、东园以及新河浦水上游艺场、大沙头游泳场。

建国后又兴建了二沙头体育训练中心，改造了省人民体育
、

场。改革开放后，由于群众对健身娱乐的需求空前高涨，东山

‘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重视群众的业余生活，纷纷投资

增加体育设施。军区体育馆、广东体育馆亦先后兴建。与此同

时，非公有经济兴建的体育场所也如雨后春笋。据第五次全国

体育场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区拥有体育场、馆共395个(处)，

场地面积32．7万平方米。2003年，功能齐全的新东山体育场落

成开放。这些丰富的体育资源，为东山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

了良好条件。

东山体育竞技成绩斐然

早在民国时期，东山地区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培正中学、

执信中学、培道女中等大、中学校运动员参加历届全国、省、

市及远东地区运动会获得多项冠军，有的运动员还破了全国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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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建国后20世纪90年代，区内中、小学都开展了以田径运动

为主的体育活动，区业余体校除本校的训练外，还在各学校成

立田径代表队，开设传统训练项目，定期定项训练，参加竞赛。

一批中、小学校先后被命名为省、市体育特色学校、传统体育

项目学校和青少年俱乐部，培养了许多优秀体育苗子。其中，

东山区育才学校评为广东省武术特色学校，清水濠小学评为广

东省乒乓球特色学校，东川路小学评为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至2004年，东山区共向国家、省输送了172名体育人才，他们

中有许多人成为国家运动健将标准的运动员。东山区体育代表

团在第七届至第十三届的广州市运动会上均获得较好成绩。区

育才实验学校模索出一条学训结合、因材施教、发展特色的育

人之路。2001年获得国家教育部、国家体育局授予“全国十学

体育卫生先进单位”的殊荣。

东山群众体育如火如荼

近一百年前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东园(今东园

路)广场就已举行尚武运动会。辛亥革命后，国操习武之风盛

行，东山地区的国术社、武术馆相继建立。1921年5月，在新

河浦创办东山水上体育会，宗旨是“尚武图强，体育振国”。此

后，省、市多届运动会均在东较场或东园举办，促进了东山地

区的群众体育运动。20世纪50年代，区内的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单位职工开展的广播体操(工间操)和群众性长跑活动持续

不断。1958年，各街道积极举办运动会。1975年起，区内各公

园、体育场所先后开设太极拳辅导站，至1985年增至7个，10

年中学习太极拳的群众累计9．8万人。1987～1990年，全区相

继成立了田径、游泳、足球、篮球、体操、技巧等20个单项运

动协会。1992年1月，成立东山区体育总会，使东山区群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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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的开展有了坚实的基础。群众性的运动会有区职工运动

会、区直属机关运动会、“五四”青年运动会、“三八”妇女运

动会、小学生运动会、残疾人运动会、外来工运动会等。街道

办事处以社区体育为主体、社区体育指导员为骨干，合理利用

社区体育资源，每年都举办社区居委干部运动会、社区老人体

育花会、地区运动会等。2003年，新东山体育场落成，为全区

大型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

东山体育市场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全民

体育健身意识的不断增强，催生了健身娱乐业。东山地区除去

政府投资建场地外，以单位出资、法人投资、民办民助等形式

办起的健身娱乐业逐渐涌现。东山区内共有健身娱乐网点450

个，其中有75％是公益性的，有25％是经营性的。经营眭的78

个网点中，共有活动场地84391平方米，投入资金14015．9万

元，有从业人员535人，2003年营业收入1971．51万元。消费

量较高的有保龄球，营业收入182万元，健身房(馆)162．4万

元，台球房(馆)225万元，室外网球场132．6万元，棋牌房

54．5万元，羽毛球房(馆)153万元。区体育发展中心一方面

抓紧区属东山游泳场和海印康乐城健身健美中心的服务质量管

理；另一方面根据《广东省体育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加强执法

检查，提高健身娱乐业依法经营的法制观念和规范服务水平，

从而促进区内体育市场规范有序的健康发展。

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天。这是东山体育场顶盖雄伟造型

的寓意，它也象征和昭示着东山区体育事业将实现新的腾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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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光绪十五年(1889)

培正书院开设体育活动课程。

清光绪十七年(1891)

康有为在大塘街长兴里自办学社，名为。万木草堂”。学社

规定学生每周一日习体操，每逢假日作体育游戏。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教忠学堂在文德路创设。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名为

教忠师范。民国21年(1932)改为私立教忠中学。该校女篮在

20世纪30年代称雄广州。

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广东省第一届运动会在东较场举行，共有17所学校、数百

名学生参赛。岭南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获得绣有双龙戏珠图

案锦旗一面。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德国人在东山建造2个网球场(今铁路文化宫一带)。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11月，广东省第二届省运动会在东园(今越秀南路东园路)

举行尚武运动会。

清宣统元年(1909)

4月，两广优级师范开设体育课。

11月，由广东省各界自治会主办的广东省第三届运动会在

东较场举行。

清宣统二年(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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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广东省第四届运动会(庚戍运动会)在东园大操场

举行。

民国元年(1912)

6月，留日归国的李莲女士在永汉路(今北京路)仰忠街天

马巷开设私立广东女子体育学校，培养小学体育师资。

12月，省教育司主办的广东省第五届运动会在东较场举行。

民国6年(1917)

2月13日，广东省第六届运动会在东较场举行，南武学堂

重夺冠军。

民国8年(1919)

2月，广东省第七届运动会在东较场举行。

民国10年(1921)

5月，广州市精武体育会水上游艺会(简称水体会)在东山

新河浦成立。

9月14～16日，广东省第八届运动会在北较场举行。孙中

山大总统出资赞助并亲自颁奖。东山培道女中获女子低网排球

冠军。

民国13年(1924)

培正中学校长黄启明率该校排、篮球队各1队赴武昌，代

表广东参加全国第三届运动会，排球雄居榜首，篮球也居全国

第二位。以一所学校的球队获全国冠军、亚军，实为罕见。

6月，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在西瓜园(今人民中同乐路)举

办女子低网排球赛，东山培道女中获冠军。

民国14年(1925)

3月16～20日，广东省第九届运动会在广东大学运动场举

行，同时选拔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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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民国15年(1926)

5月27日，广东省第十届运动会在东较场举行。

同年，培正中学篮、排球队连续两届获省港篮、排球赛第

一名。

民国16年(1927)

在第八届远东运动会预选会上，在入选远东排球赛的选手

中，培正中学占8人之多。

民国17年(1928)

9月16日，广州、广东东山精武体育会改组委员会发起组

织粤、港、澳水上运动会在东山举行。

11月1--5日，广东省第十一届运动会在文明路中山大学运

动场(今省博物馆)举行，李济深任会长、戴季陶任副会长。

11月27日，李济深在红花岗北坡第二子弹厂旧址设立两广

国术馆。

民国18年(1929)

广州粤秀体育会在东山新河浦成立。

9月，广东省第二届水上运动会在东山举行。

民国19年(1930)

9月21日，省体育协会联合东山精武体育会举行广东省第

三届水上运动会。

12月2日，省体育协会由教育路迁至东较场会址办公。

民国20年11931)

9月，广东省第四届水上运动会在东山举行。

民国21年(1932)

8月，广东省教育厅在东山培正中学举办第一届暑期体育训

练班，以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民国22年【1933)

4月4日，培正中学篮球队赴香港比赛，取得二胜一负成

绩，名列第二。

4月15日，由华南区4所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综合运动

会在中山大学运动场举行。

4月25日，教忠中学女子篮球队获全市中学女子篮球赛冠

军。

5月10--14日，广东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东较场举行。

8月1日。东山水上体育会组织舢板首创远航赴香港，与当

地水球队比赛。

lO月25日，广东民众体育试验区在广州大东路(今中山三

路)运动场，主办风筝比赛。

民国23年(1934)

4月8日，广州市第一届运动会在东较场举行。参加大会的

运动员有2，804人。

民国24年【1935)

5月4～13日，广东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在东较场举行。

8月2--5日，在东山水上体育总会游泳场举行全省第八届

水上运动会，参加运动员有152人。水上体育总会获团体冠军

及水球第一名。

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在东较场创立。创办人为黄麟书，

校长许民辉。是年，学校更名为华南体育学校。

民国25年(1936)

2月22日，第七届环市长途赛跑在东较场起跑，同时举行

省体育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国术表演比赛。

5月28日，东山水上体育总会举行龙舟竞渡，参加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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