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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体育志(1949．10,---2004．9)》(以下简称《徐州体育志》)，经过

多方努力，现在出版了。这是继1989年版《徐州市体育志(1 911～

1987)》之后，徐州的又一部资讯十分丰富的体育志书，是徐州市体育事

业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也是徐州体育战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大成果。

当前，全市体育界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指引下，全面贯彻“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积极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

《奥运争光计划》，以科学发展观统筹体育工作，为开创徐州体育事业新

局面、建设体育强市而努力奋斗。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出版《徐州体育

志》，对我们广大体育工作者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徐州体育，历史悠久，项曰众多，群众基础广泛。建国55年来，在各

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徐州体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群

众体育活动非常活跃，各项体育竞赛成绩十分突出，对全省乃至全国体

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20多年里，徐州体育全面振兴，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普遍增强，竞技体育屡创佳绩，各项体育竞赛精彩纷呈，体育设施

得到了明显改善，体育经济迅速发展，徐州体育事业呈现出一派日新月

异的景象。

纵观徐州体育的过去和现在，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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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坎坷曲折；我们有过许多成功，也有过不少失败；积累了许多经验，也

有不少教训。成功，抑或失败，都是宝贵的财富，都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

未来事业不懈追求的决心和信心。

《徐州体育志》详尽地记载了共和国成立以来，徐州体育的发展足

迹，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

方针指引下，徐州体育迅速崛起的历史事实。这部志书贮存了建国55

年来徐州体育丰富、翔实、可靠、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信息，对徐州体育事

业的发展起到了“资治、教化、存史”和“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作

用。编写这部60多万字的体育志书实属不易，不少同志为此付出了艰

辛的劳动，许多老体育工作者为这部志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此，我

代表徐州市体育局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

徐州市体育局局长

雨生平
2005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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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上限为1949年10月1日，下限为2004年9月30日，

个别重要内容延续至2005年初。

二、本书采用记述体，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寓褒贬于

记述之中，只叙不议，力求客观、全面地反映自1 949年10月新中国成

立以来徐州市体育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书收录的有关运动成绩、友好交往、荣誉称号等方面的资

料均以《江苏省志·体育卷》、《江苏体育年鉴》、1989年版《徐州市体育

志》等为依据，如有互不一致的情况，以上一级的记录为准，文中不再注

明出处。
’

四、本志书中关于徐州市(地区)历任体委(15育局)负责人、体育人

物的有关记述，除历任体委(15育局)负责人以任职先后为序排列外，其

余人物均按出生年月为序排列。

五、书中数字的使用，除常用的固定词组，各级各类运动会的届

次、比赛名次使用汉字外，其他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书中出现的××年

代时限，均为20世纪。所用标点符号和简化字均按国务院有关规定。

六、本志中运动成绩“时、分、秒”的表示方法，均按最新统一规定

符号表示，即：时为“：”，分为“：’’，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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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49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1月13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徐州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团市委)、徐州市

教育局(以下简称市教育局)及徐州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倡议，倡议召开徐州市

体育界知名人士座谈会，讨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徐州市体育分会筹备委员会(以

下简称市体育分筹会)成立事宜。

1月21日 徐州市体育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在徐州二中召开。会议确定了市体

育分筹会人选和成立日期。

1月26日 经徐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批准，市体育分筹会在市青

年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选出筹委会委员30人，常委17人。团市委书记刘昆

任分筹会主任委员。

10月25～29日 徐州市选派100名运动员、16名工作人员，赴济南市参加

山东省第一届运动会。

1951年

1月4日 苏联体育访华代表团赴宁过徐，徐州市青年代表500余人在火车

东站举行欢迎会。

4月23日 徐州市体育界召开体育工作者座谈会，讨论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发出的《关于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知》。

5月7日 为迎接徐州市第一届运动会，开始修建铜山县公共体育场。

6月3～7日 徐州市第一届运动会在铜山县公共体育场举行。全市9大系统

2 091名男女运动员参赛。+

6月21日 市体育分筹会积极响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发出的捐

献“体育号”飞机的号召，发起成立了徐州市捐献飞机大炮球类义赛筹备委员会，

决定有计划地组织本市和外埠一些球队举行各种球类义赛。全市体育工作者踊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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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各种义赛活动，并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共筹款3 000余万元(旧币)。

12月 团市委成立军事体育部，与市体育分筹会合署办公。

1952年

9月20,---,22日 徐州市第二届运动会在铜山县公共体育场举行。5 687名运

动员参加了田径、体操、举重、摔跤、拔河、网球比赛和团体操表演。

10月18,--,22日 徐州市组团参加了在济南市举行的山东省第二届运动会，

获田径比赛男子团体总分第五名、女子团体总分第四名。

1953年

8月23"-'25日 江苏省第一届运动会在南京市举行。徐州市组团参加，获田

径比赛女子团体总分第一名、男子团体总分第二名。

9月12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徐州市人民政

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体委)，编制7人。

11月7-'-8 El 徐州市第三届运动会在铜山县公共体育场举行。3 931名运动

员参加了田径、体操、举重、摔跤、武术、自行车、拔河比赛和团体操表演。

12月16 El 徐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批准将铜山县公共体育场更

名为徐州市人民体育场(以下简称市人民体育场)。

1954年

4月12日 市政府批准将市体委编制增至12人，其中市人民体育场编制4

人。

5月4日 市政府任命李贯一为市体委主任，邹铎、孙文松、佟苏丹为副主任，

张平、张致敬、周波、刘玉邦为委员。

10月 徐州市第四届运动会在市人民体育场举行。本届市运会仅举行田径比

赛。

1955年

2月 省体委批准在徐州一中重点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以下简

称《劳卫制》)锻炼。该校初中三年级以上19个班级参加了全市首批《劳卫制》测

验。

5月 贾汪发电厂职工体育协会成立，首批发展会员100名。

5月28～29日 徐州市第五届运动会在市人民体育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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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徐州市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委)任命邹铎为市体委主任。

10月2"--4日江苏省第二届运动会在南京市举行。徐州市选派41名运动员

参加了田径、自行车、体操3项比赛。

1956年

3月11日 徐州市妇女体育运动大会举行。

4月15日至5月1日 市体委、市教育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在全市开展

《劳卫制》锻炼宣传周活动。

4月29日至5月1日 江苏省篮球、排球、足球分区赛在徐州举行。徐州市代

表队获男子篮球、排球、足球和女子篮球4项冠军。

7月3日 徐州市国防体育协会成立。

9月 团市委举办国防体育展览会，历时7天，观众达47 778人。

11月 徐州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正式开学。

11月 徐州市第六届运动会举行。

1957年

3月24日 徐州市妇女运动会举行。457名女运动员参加了田径、自行车、拔

河、跳绳、踢毽子比赛及体操表演，破一项省纪录。

4月21"24日 全国自行车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徐州籍运动员韩广智先后以

8：1．2、16：27．3的成绩打破5 000米和10 000米自行车场地赛全国纪录，成为

徐州市第一位打破全国纪录的运动员。

6月9、16日 徐州市第七届运动会(田径比赛)举行，1 140名运动员参赛。

9月1～3日 徐州市组团参加了在南京市举行的江苏省第三届运动会。

1958年

1月10日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通知徐州市人民委员会，经中国人民国防体育

协会与中国民航总局协商，同意在九里山飞机场内建航空俱乐部。

2月9,--,10日 徐州市举行农民体育运动大会，33名运动员获奖。

4月30日 徐州航空俱乐部训练场及附属设施动工兴建。(同年6月15 El竣

工)

6月 中国动力体协、江苏省体委、省总工会联合在贾汪发电厂召开全国动力

系统职工体育工作现场会。

7月12日 徐州市第八届运动会(即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举行。5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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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篮球、排球、足球、自行车、举重、射击比赛。

7月 徐州专区第一届运动会举行。专区所辖8县的1 400多名运动员参加

了田径、篮球、足球、游泳、武术比赛。

7月 徐州市体育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市体专)创立。

10月25"-'30 El 国家体委、教育部联合在徐州市召开全国中小学校体育工

作经验交流会。教育部副部长韦毅、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陈先出席会议。28个省、

市、自治区的600多位代表参加。会上，徐州市被命名为“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红旗

市”，徐州三中、徐师附小分别被命名为“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红旗中学"和“全国学

校体育工作红旗小学"。

11月2"--'8日 徐州市组团参加在南京市举行的江苏省第四届运动会。

1959年

1月18 El 徐州专区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区体委)成立。冯克玉任主

任，张悦杰、王铁英任副主任。

4月24"--'26日 徐州市春季运动会举行，1 242名运动员参赛。

5月31日至6月9日 徐州市组团参加在南京市举行的江苏省第五届运动

会田径、篮球、足球、射击、航空模型、武术比赛。

8月24日 北京、河北、山东田径对抗赛在北京市举行。徐州籍运动员孙久远

参赛并创造了男子铁饼53．48米的亚洲纪录。

9月13日至10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徐州市

49名运动员、2名教练和1名裁判参加了此届运动会。

10月2"-'4日 徐州市庆祝建国10周年体育运动大会(即市第九届运动会)

举行。1 416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自行车、篮球、排球、乒乓球比赛。

10月16日 徐州体育馆动工兴建。

10月22日 徐州市体育专科学校改名为徐州市体育学校。

11月 全国冬季田径运动会在武汉举行。徐州籍运动员李超获男子铁饼冠军

和铅球亚军。

1960年

3月2日 江苏省青年举重锦标赛举行，徐州市代表队获总分第一名。

3月28""30日 江苏省手球比赛在驻徐6057部队运动场举行。徐州市男子

队获冠军。

5月 中共徐州市委任命副市长李贯一兼任市体委主任，邹立琛兼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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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泉为专职副主任，主持工作。·

6月5""10日 全国夏季田径分区赛(华东区)在徐举行。徐州籍运动员孔祥

鼎获男子标枪冠军，李超获男子铁饼亚军。

6月13～15日 徐州市第十届运动会举行。1 388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篮

球、排球、乒乓球、自行车比赛。

9月28 El至10月3日 江苏省第六届运动会(仅设田径比赛)在南京市举

行。徐州市组团参加，获团体总分第三名。

12月26日 中共徐州地委决定专区体委与市体委合并，对外仍挂两块牌子。

1961年

8月10"18日 全国射击选拔赛在西安举行。徐州籍运动员昝素珍获女子自

选小口径步枪3×30冠军。 ，

8月20日 徐州体育馆竣工。

8月27--．-29日 为庆祝徐州体育馆落成，华东区技巧对抗赛在徐州体育馆举

行。上海、福建、山东、浙江、安徽、江苏6省(市)及特邀的广东、河北共8支代表队

参赛。

1962年

国家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为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徐州

市体育学校被撤销，全市各项体育活动也暂时处于低潮。

1963年

5月1日 徐州市举行民兵运动会。641名民兵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篮球、射

击比赛。

5月4～5日 徐州市中学生运动会举行。各中学的3 400名运动员参加了田

径、篮球、排球、广播操比赛。

8月14"'19日 江苏省射击锦标赛在徐州市举行。

11月10""22日 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徐州籍

运动员孙久远获男子铁饼冠军，韩广智获男子自行车100公里公路团体赛第三

名。

1964年

5月23""26日 徐州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举行。57所小学的1 185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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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和平桥小学获团体总分冠军。

5月30"--'31日 徐州市第一届少年乒乓球赛举行。31所学校的196名运动

员参赛。

10月2～7日，徐州市第十一届运动会举行。59个单位的1 798名运动员参

加了田径、游泳、篮球、乒乓球、射击比赛。

10月18"'21日 徐州市组团参加了在南京市举行的省第七届运动会田径、

篮球、排球、游泳、乒乓球、射击、举重比赛。

11月28日 江苏省大学生田径通讯赛成绩揭晓。徐州师范学院获15项冠

军，徐州医学院获10项冠军。

1965年

4月23日 市体委、市教育局联合组织了登山活动，有4万多名中小学生参

加。

5月2"-'3日 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举行。

徐州三中获初、高中组2项团体总分冠军。

5月8"-'9日 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举行。

徐州铁一小获团体总分冠军。

33所中学的1 192名运动员参赛，

78所小学的1 713名运动员参赛，

5月24日 市政府任命华长仁为市体委副主任。

5月 全国田径分区赛在济南举行。徐州籍运动员冯文英获女子400米冠军、

800米第三名，杜玉美获女子400米亚军。 ．

。

9月25日至10月6 El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6周年，市体委举行篮球邀请

赛。上海青年、南京空军等共16支男、女篮球队参赛。徐州市男篮获第三名。

11月24-'-'30日 徐州矿务局承办的华东煤矿职工篮球比赛在徐州体育馆举

行。华东区16支煤矿男子篮球队参赛，徐州矿务局获第三名。

11月30日至12月3 El 第十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在瑞典斯

德哥尔摩举行。徐州籍运动员王福成参赛并获得表演赛单打冠军和锦标赛第三

名。

1966年

3月5日 沈阳、保定、青岛、烟台、太原、天津、蚌埠、南京、杭州、石家庄、济

南、徐州等12城市射击通讯赛成绩揭晓。徐州市代表队获团体总分冠军和6项个

人冠军。

4月 徐州游泳池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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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市体育系统停止了一切业务活动。根据中共徐

州市委通知要求，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王桂英任组长，王兴华、韩方远任副组

长。 ，

10月 因接待红卫兵需要，市体委机关从市级机关北大院搬至位于海郑里的

徐州市委党校内办公。徐州体育馆也被让出给文教口进行“文革’’活动使用。

11月25日至12月6日 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举行。徐州籍

运动员韩广智获自行车4 000米团体追逐赛和4 000米个人追逐赛冠军，韩永年

获男子800米跑冠军。

1967年

市体委系统停止一切业务活动，全体人员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8年

5月 徐州籍运动员李春祥随中国青年篮球队访问苏联中亚地区。

6月 根据1968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国体育系

统实行军事接管的命令》，驻徐部队对市体育系统实行军事接管。

1969年

市体委系统全体人员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1970年

2月 市体委副主任李昌泉调离。各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也被派到“五

七"干校参加轮训。

1971年

6月8日 徐州市游泳活动指挥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云龙湖北大堤，市体委

吴世云、王兴华参与工作。

7月16日 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5周年，市游泳活动指挥组组织了千人横

渡云龙湖活动。

8月 省体委召开省体育工作座谈会，传达贯彻全国体育工作座谈会精神。市

体委军管组派员参加。

10月 市革委会召开体育工作座谈会，传达贯彻全国和省体育工作座谈会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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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3月 根据全国和省体育工作座谈会精神，市体委陆续恢复田径、篮球、足球、

游泳、体操等重点项目的业余训练。

4月30日至10月4日 徐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举行。

6月10～17日 徐州市选派部分运动员到南京参加省青少年田径、游泳、体

操比赛。
’

8月 全国业余体校训练工作经验交流会在西安召开，徐州市业余体校副校

长李家驰参加会议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9月18日 市体委军管组被撤销，市革委会任命军队干部曹圣敏兼任市体委

主任委员。

10月13～18日 全国田径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徐州籍运动员李霞获女子标

枪冠军。

12月25日 中共徐州市委任命刘希伦为中共徐州市体委支部书记。

1973年

1月 军队干部曹圣敏奉令撤离市体委，刘希伦全面主持工作。

1月 江苏省中学生运动会在南京市举行。徐州市中学生男子篮球队获冠军，

并取得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资格。

7月27日至8月15日 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举行。徐州市中学生男子篮球队

代表江苏省参赛，获冠军。

9月15日 全国少年体操比赛在南昌举行，徐州籍运动员张晶获男子吊环冠

军。

10月7～16日 全国青年排球比赛(第二阶段)在徐举行，12省和徐州市共

15支男、女排球队参赛。

10月10日 《新华日报》在第三版刊登了徐州市业余体校撰写的《贯彻十大

路线批判体育无用论》一文。

1974年

1月18日 徐州市射击场恢复业余射击训练活动。

4月20～22日 徐州地区第二届运动会在新沂县体育场举行。

6月1～17日 省第八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徐州体育馆举行。

8月11日 全国少年运动会在长春市举行，徐州籍运动员王孝如获男子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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