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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县体育志》在市县有关方面的指导下，编纂组全体同志通

力合作，历经三载，五易其稿，现已编辑成书了。

《三台县体育志》资料丰富，史实准确，记载翔实，体例完备，

所述史实上溯到本世纪初叶，下迄1986午底，前后80余个春秋。它尊

重历史，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三台群众体育运动事业兴起、

发展、壮大和改革提高的历程，悉览全志，将使你对三台县体育运动

事业的发展全景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历史比较，使我们深刻地

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体育事业

才有明确的方向，才会健康地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取得引人瞩目的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紧紧把握住了“一个中

心“、 “两个基本点”，全县的体育活动有如雨后春笋，出现了空前

兴旺的新局面。对此，志卷中皆一一有所表述。古人说，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三台

县体育志》可算是我县今后体育工作的一面镜子。我们愿在历史的得

失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开拓新路，创造更美好的前景，为社会

主义体育事业添砖加瓦，为使中国体育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林贡献

绵薄之力。

《三台县体育志》从采集资料到出版问世，均得到兄弟单位多方

支持。县体育界前贤和知名人士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文化教

育界部分师生亦奋笔勖勉；党政工团均常咨诹。在此，一并表示热忱

致谢。欣喜览志，畅吐慰籍之言，是以为序9

兰萼嚣善鬟妻蒜张瑞祥三台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r¨。

一九八八年九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记述本县体育事业的历史与

现状。

二。本志上限一般定于本世纪初叶，下限一般止于1986年底．。大事年表。、

。体育项目”中的个别史实时限有所伸延。

三、本志采用以事分类，按事设章，章下列节的方法编目。个别目下加设细

目．大部章前增设小序，横排纵写，纵贯古今．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体裁。以志体为主，图、表随文

插附，个别体育前贤对我县体育事业确有较大贡献者，在荣誉记实章中分别于以

立传、简介和表列记述。

五、志中所用名词术语，专用名称，计量单位，数字用法均按国家有关部门

审定公布的规定为准。个别未作规定的沿袭习惯。凡称谓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

称，以下用简称。

六、本志的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以后简称建国

后)用旧纪年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涉及地名按历史称谓，在括号内注今

名。

七、本志所用资料，皆来源于县体委资料窒，县档案馆、县教育局、文化局

资料室和体育界先贤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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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县游泳池(含旱冰埸)全景

&1983-}-三台县业余

体校被评为全国先进业

余体校获国家体委银盾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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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报》报道三台

足球热。



▲全国青年足球联赛在三台举行。图为1986。T-5月11日9

个省市代表队举行的八埸式。我县有12位县局级领导为主席

团成员．有36位县局级领导为组委会成员，24名工作人员拳

加大舍工作，3位1、2级裁判参加裁判组工作．69个单位赞

助-3077人次观看比赛，有4名运动员参加四川省队．获本
次此赛第三名。

．一四川省

女子足球邀请

赛，1985年7月

11日在三台举

行。三台代表

绵阳地区参赛

名列第三。



▲三台县从1973年起开始举办幼儿体育运动会，因为潼

=幼和潼川二小学前班进行足球舞比餐。

瓯_
◆三台县体育志

缟纂组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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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三台县位于四川省盆地中部偏北，东经104’42’——105。7’，北纬30。42’一
3l。23’，从东北向西南倾斜，状如桑叶，面积为2600平方公里，境内涪江由西北向

东南纵贯，全境江河溪流纵横，山势绵延起伏，城址在涪、凯二江汇合处，全县

拥有潼川镇等15个区(镇)，115个乡(镇)，是134．95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历史

上曾为州．府治所之地，为巴蜀要冲枢纽。这些都是三台体育事业发展的有利条

忤·全书以20刀字葳牙：其等业的必袁、概貌、利弊，得失规律．

清朝末期，三台民间垂钓、泛舟、爬山、郊游、风筝，棋类、习武操拳已较

盛行并成为民间传统活动项目。清光绪31年(1905)新学兴起，西方近代体育项

目随之引进三台，城区学堂，开设体操课。清光绪33年(1907)私立华英广益两

等学堂(中华基督教四川公谊会中西会友募捐开办)男生部率先开始小足球活

动。

民国期间，三台近代体育有了新的起色，足球运动在潼城青少年学生中日益

开展，从课余活动到训练比赛，直至校际闻的邀请赛。民国9年(1920)，。九，

二五”足球队成立后，足球比赛从此越出校门始入社会。民国10年(1921)。宝

鼎创建。潼川积健武术社”，集纳门徒500余名与川北各地武术界联系紧密

亲切，其武功武德逐誉川西北一带。民国1 2年(1 923)，驻军田颂尧2 1师在

东西城外修建较场、公园和体育场，倡导体育，发展武术，组建球队，举办川

西北联合运动会，三台体育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此溺体育社团应运而

生，比赛活动日趋频繁。民国27年(1938)，国立东北大学内迁三台，修建体育

场地，增添体育设施，举办了川北联合运动会、校运会，并允许东大学生兼任三

台中小学体育课，为三台训练了一批青少年体育人材，三台体育事业又翻开了新

的一页，当时城区学校和公园体育场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比赛，每个学期均有运

动会．1941年还主办了全县春季学生田径运动会。四川省政府在组建省足球队出

席国民政府第五、六，七属全运会时都明令三台县组队参加选拔。民国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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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以后，三台县体育事业无大的建树，除举办三台。胜利杯’足球赛和

驻军胡长青举办。长青银盾”篮球赛外，其他形式的体育活动只局限在各学校内

进行。

建国初，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原国民体育场，由三台县团工委宣传部代管全县

体育工作。1951年5月首次举办城区机关学校大型秧歌舞比赛，城乡中先后成立

了。太阳升”、 。一二”． 。七一”等篮球队，恢复了篮球活动。1952年3月，

开始派队参加遂宁专区男、女篮、排球选拔赛，并相继组队分别出席了川北、

西南区的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之后，举办三台县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合作化

时期全县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以篮、排、乒三项球类为主的体育活动在城乡

机关、学校．驻军中广泛开展，恢复和发展了周末赛、星期日赛、邀请赛，并分

别组建女子球队。1956年县体委成立后，组建体育运动队伍，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和竞赛，建立健全体育规章制度，在城乡机关、学校、厂矿建立基层体协，推动

了群体工作。1958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劳卫制满堂红”活动，开展“百日连续

赛跑”。该年还举办了首届农民运动会，创办了《三台体育简报》。县、区、

乡三级干部运动会、马拉松赛、公路自行车赛，教职工游泳运动会和国庆运动

会等也都相继召开。首次承办绵阳地区(三台赛区)足球赛，本县参赛名列第

三。1960年成立了三台县青少年重点业余体校(以下简称县业余体校)，教学训

练成绩显著，被评为四川省体育先进集体，出席省文教群英会和全国文教群英

会。当年又成立了国防体育俱乐部，射击、航模、无线电、军事野营活动十分活

跃。1960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使得农业歉收，体育事业受到影响．

1961年秋以一般性的体育活动为主，少搞或不搞竞赛，县业余体校除：足球重点

班保留外，其余各班下放有关中小学训练，教练回原单位工作，县体育场和少许

基层体育场都部分改作耕地种菜搞增种。1962年下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后又才恢

复体育竞赛。次年业余体校恢复训练，各级学校恢复“两课两操一活动’。文化

革命初期，体育事业遭受干扰，群体竞赛几乎停顿。1 972年县体委把体育工作的

重点放到基层去，体委干部、教练分别被派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以及乡区中小学

中去，组织发动基层群体活动，使得全县基层群体活动有了新的起色。粉碎“四

人帮”后，解放了生产力，体育事业又得到发展，以学校工厂为重点，县体育

场，县工人俱乐部、台中、一中等的体育场地就成了城区重要的训练基地和体育

活动中心，带动区乡。区乡单设中学和乡完小体育场地也成为农村体育训练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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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心阵地。在区乡党政领导下，各种体育运动队普遍建立，有的基层领导把体

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尤其是乡村领导亲自参与活动，基本上月月有比赛，年年

有运动会。金光、古井、红卫、新德、向阳、灵兴、芦溪等乡(镇)，都成为我

县农村省地体育的先进集体。

自古流传在我县民间的灯舞和体育游戏14个单项与民间传统的武术、棋类6个

单项世代相传，鼎盛不衰。建国后的近代体育新的项目在我县逐渐增多，相继有

所发展，派员派队参加省、市比赛的项目约达117个项次。

建国以来，三台体育运动训练工作，走过了一段曲折起伏的道路。1958年

冬，全县开办的149所业余体校，学生万余人，到1960年时只有101所，仅9000余

人了。唯国防体育俱乐部的射击、航模、无线电训练，军事野营活动继续开展，

1964年训练又转入正常，省体委曾多次赞誉我们是“四川的足球之乡”，但“文

革”初期又停止训练。到1971年时，基层业余体校的训练以代表队或运动队取

代，而且又开始设基层训练点，确定城关4所小学和区乡的富顾、刘营两所小学

为小足球训练点。城关小学又是乒乓球训练点。县业余体校增派干部、教练加强

领导，加强训练。1978年以后，随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一中不仅是三台的田径

训练点，还被列为四川省重点田径传统训练学校之一，以后县业余体哽蔼榭列作
四川省足球技术学校序列。1979年9月1 2日国家《体育报》称誉三台为。体育

之乡”．28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出体育人才571名，165人创田径县纪录，

263人次破县纪录，其中134名为最高者。

坚持业余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运动竞赛，在80余年中，经历了一／卜由学校到社

会，由群众自发竞赛到政府举办，再到由体育社团举办的过程。形式由临时邀请

赛到周末赛、星期日赛、联赛，再到运动会、锦标赛、杯赛、届运会、年运会，

发挥了竞赛于普及提高的杠杆作用。比赛已基本制度化，每月有较固定的竞赛中

心。建国以来主办运动会138次，其中全民运动会38次，城区运动会82次，乡区

运动会18次。承办全国比赛5次，承办省比赛和运动会12次，地区运动会1 5次。

1986年共计1797支体育运动队，25010名运动员参加各级比赛。从历史上看，学

校体育的开展对于群众体育的发展起了直接的影响。东方兵操及近代体育项目始

于潼川府中学堂及华英广益两等学堂。民国元年(1912)县城中小学始有校内足

球练习赛。民国12年(1923)始有篮球邀请赛，以后的球类运动会， 田径运动

会，东大的越野跑赛，游泳比赛以及建国后的体操， “劳卫制”、 “达标。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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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城区到乡村，由中学到小学，由学校到社会，由点到面．1986年底，全县26万

多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其中46％的。达标”，主办学生运动会74次，出赛81次，

承办地区比赛lo次。

社会体育随着学校体育的提高而不断有新的发展。民国元年(1912)县城中

小学有了足球比赛．民国9年(1920)便有。九二五”足球队出赛的三台社会体

育活动。都是跟lo余年来的学校体育的开展分不开的。到现在，学校体育和社会

体育又互相促进，互相推进，加快了三台体育运动不断充实扩展和提高的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间，三台社会体育，发展更快，80几年来主办运

动会(比赛)93次，出赛地区(市)比赛52次，出赛省级15次，出赛全国分区赛

8次。在出赛项目上也空前增多，有球类、田径、武术，棋类等20余项。体育组织也

如雨后春笋，县级有。足协”、 。乒协”、 。篮协”、。田协”、。老年体协”、

。信鸽协”、 。棋协”、 。武协”、 4伤残体协”等9个。相继组织了各自

杯赛， 。年运会”和体育活动。1986年又成立行业体协7个，区(镇)体协15个，

民间足球、象棋俱乐部4个．有的乡镇也成立自己的体育协会，初步形成了一个

群体组织网，县、区、乡三级分别有入牵头管理，有人参加活动，城乡各体育社

团的运动会(比赛)此起彼伏，运动已成为人们生活需要，全县常年有42．52万

人参加体育活动，占总人数31．5％。由于县委、县府对体育事业重视，全县体育

机构健全，人员落实，管理有序，设施齐备。目前篮球场518个，排球场155个，

标准足球场3个，中型足球场15个，其他小运动场363个，总计体育用地面积达

736378平方米。据调查统计在1960——1984年的24年中，三台县共涌现出省、市，

县群体工作先进集体71个单位，先进个人39人。随改革的深入发展，三台体坛群

英荟萃，人才辈出，将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观建

设继续拼搏，做出新的成绩．



大 事 年表

清，光绪31年(：1905)

△改草堂书院为潼川府中学堂，每周始设体操课3节，以兵操游戏为内容．

清、光绪33年(1907)

△私立华英广益两等学堂，男生部开始小足球活动。

民国元年(191 2)

△改学堂为学校，全县中小学每周仍设体操课3节，近代体育项目与乒操并

行。

民国9年(1920)

△。九二五’足球队成立，社会上始有足球比赛．

民国lo年(1921)

△宝鼎创办潼川。积健武术社’

民国11年(1922)

△中、小学校废兵操改体操课为体育课，每周设体育课2节，以田径，球

类、体操为主要内容．

民国12年(1923)

△田颂尧部进驻i台，修建东较场、中山公园和公园体育场，倡导体育活

动．

民国15(1926)

△2月2日，田颂尧举办川西北联合运动会，28个县2000余名运动员参赛。

置台足球夺冠。

民国16年(1927)

△四川省专人来三台选拔足球运动员组建省队出席全运会。

△潼属联中实行高初中分校每周设体育课2节，潼高中加上军训3节，县初中

加上童子军训3节，小学实行低年级设唱游禳l&o分钟，中年级设体育课扫1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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