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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体育志

一＼＼墅鲨／

湖南省沅陵县体育运动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月



二，时间断限：上溯不限，下至1992年‘、

三、篇目设置：横分门类，纵述始末，共设7章

22节。其中运动成绩收录范围是：《运动会》章，为

沅陵运动员参加历届全运会、省运会所取得的名
次及各系统比赛的前三名，参加历届地区运动会
的前三名及各系统比赛的第一名，参加历届县运

动会及各类运动会的集体项目团体前三名、个人1

项目的第一名；《竞技运动》章，为沅陵运动员参加

全运会、省运会、单项冠军赛、锦标赛等重大比赛

的前三名，参加地区运动会的第一名。

四、体裁：分述、记、志、图、表、传、录等。概述，

4综述体育事业的兴衰起伏；志，记史实，辅以图表；

大事记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记略；附录载有关
文献资料o

， 五、文体：采用规范语体文，引用原文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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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公元纪年。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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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在于运动’’，体育运动与人类生存：社会
发展紧密相关。发展体育运动已成为当今世界的 。

潮流和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

， “j沅陵，自秦汉以来，历为郡、州：路：府、道、署
驻地，是湘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湘西体育。

‘

运动的中心·封建时代的文武秀才的考试，当代体 ‘，

育运动的竞赛；均在此举行。然历朝《府志》、《县

志》，仅对龙舟竞渡、元宵龙狮灯舞等民间传统体

育活动略有记载二’』j．1I’’l⋯～、I’?‘t：“’、?
’ ”

。 清朝末年至民国期间，政治腐败、经济崩溃、 ，

民不聊生、体质衰弱，被“洋人"讥为“东亚病夫’’。 ．

虽国人醒悟，倡导体育，复兴民族，但收效甚微。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县内体育事业发展较快，特别是80年
’

代以来，县体委加强领导，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活
动更加广泛开展。沅陵体育健儿进入国家级体育 ，

比赛，相继夺得金、银、铜牌。’ ，。。

‘

‘

1987年，『在县地方志编委的指导下，我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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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陵县体育志 ，

。 々

． ’织编纂沅陵县第一部体育专志。经历五载，终成书
付梓。该书记述了沅陵县体育事业的盛衰兴替史

，实，揭示了其发展规律、变化轨迹，集思想性、科学
。4性、资料性于_书，体现了体育专志特点和地方特

。
色·它的问世，将为子孙后代留下_份“前有所稽，

+、

．后有所鉴"的宝贵遗产，也为沅陵地方志宝库增一
瑰宝。

。 -、～㈠； 一。一

． ，， 现在我们正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发展体
， t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重任

，落在我们肩上·，．我殷切希望体育界同仁和广大读
， 者，以志为鉴，共同努力，把沅陵体育事业推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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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沅陵民间传统体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在历史长河中，沅陵

人民创造了武术、龙舟、龙狮灯舞、下棋等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 ．

色的体育形式．．、： ， ，r一 。：，+： 。 j-t√，

，：’，清末民初，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沅陵，体操为早，田径、球类次 一

之。光绪三十三年(1907)，县城学堂举行首次体育运动会，竞赛项

目为军事体操、徒手操。 ．-～。．～矗+。4。，

；。五四”运动后，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田径、球类、游戏等运动 ，

得到发展。民国15年(1926)，朝阳学校发起私立学校学生体育运

动会，田径、球类、舞蹈首次列入竞赛项目。 ，

‘； ，．，y；

， 民国18年，县政府转发《国民体育法》，提倡“中华民国青年男

。女有受体育教育之义务?，县民众教育委员会成立，将古箭道坪改
’ 建为公共体育场。30年代初，县民众教育馆举办冬季篮、排、足球’

比赛，民国24年10月，县政府筹备召开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

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机关及沦陷区学校迁入境内，不少著名

体育界人士来到沅陵，促进了沅陵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学校体育教 ．

学注意规范，体育活动丰富，许多学校组织远足、爬山、野营及网 ，。

球、橄榄球活动．由省青年会、县民众教育馆为首的社会各界举办

的春、秋季球赛和夏季游泳等竞技活动增多，运动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30年，县政府拨款将古校场坪修建成为县公共体育场，并在

7此召开了第三届运动会。民国32年，33名运动员代表九区出席省

第十六届运动会，荣获学生组足球冠军。至33年，共举办5次县运

动会．与此同时，民间传统体育继续广泛开展，。，“，i一，．’o

．。，随着体育活动的开展，县城新辟公共体育场2处，城乡学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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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体育卷

场增加到50多个。“ ，

，

民国时期，沅陵体育事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地僻湘西，经费拮
’

据，设施简陋，师资缺乏，竞技水平不高。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基本上

处于自发状态。 ． ； t、f t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沅陵体育事 。

业取得巨大成绩。：t ，

÷，一一

“

。 ，
．

’

‘， 新中国建立初，体育工作由军管会文教部兼管，后由团县委、
“

文教科代管．1956年4月，沅陵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

织全县体育工作。随后，县国防体育领导小组、群众体育协会相继

成立．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成立体育领导小组。全县城乡群众体 。

育活动广泛开展。其主要标志是。 。一。‘，‘’，

兴建体育场地．1956年，县体委成立后即将教场坪体育场扩

建为人民体育运动场，鹤呜山小学球场扩建为公共球场。随后又在

胜利公园修建第一座水泥篮球场．同时，各机关、单位及城乡学校

修建了一批篮球场地。 4’．、 、芝：， 。一．4 一

t

t培训体育人才．1950"-'1956年，体育师资严重不足，县文教科

先后选送中学和重点小学体育教师去省和中南区学习进修．县体．

委和文教科多次举办教师和体育干部学习班．’1956年，施行国家

等级裁判制度。1958年，创办鹤鸣山青少年业余体校。-”，r -

”。群众体育活动普遍开展。县体委举办5次培训班，培训体育干

部139人，在学生和职工中开展广播体操、《劳卫制》锻炼标准的群

众体育活动．县城38个体育协会，组织156个运动队、246个锻炼

小组，4029人经常参加锻炼。农村中心俱乐部组织篮球队45个、
7

队员495人。县城机关单位、厂矿，学校建立了晨操、工间操或课间

操制度．；·。．． · ’i 。’：～t．．·；．⋯． ．，

。

1956"1958年，学生、职工达到《劳卫制》标准的2187人。召

开县运动会和各类运动会5次。’ 。h
7

‘一。。：． 。4“

1956年，县体委广泛宣传奥林匹克精神，运动员积极参加锻
‘

f



t概述
’

3

‘

炼，努力提高运动水平，先后涌现了瞿国栋、郁金桂、周日友、章楠， ，；

君、周大卫、李来弘等一批省田径纪录的创造者。．
’

。 ’，

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一斗争中，体育系统和学校中一些体

育干部和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沅陵体育事业带来了一定影

’．响。 ，，， ： ，～
。

，
，’ ?， ；

1958年，为了迎接全国第一届运动会的召开，沅陵体育界迈

开新的步伐。县体委扩建教场坪人民运动场，新辟标枪、铁饼投掷

场地，创建圣宫坪灯光球场，同时，县办工厂、民办中学也开辟了一

批体育场地；至1966年，全县体育场地共98个，其中农村84个。

。， r；r．鹤鸣山业余体校规模扩大，学员由36人发展到120人，健全

， 了体制，提高了教学水平，成为全省18所重点体校之一，先后为国

家输送一批人才。‘ ‘

；，。

7

．

具有专科毕业的学校体育教师，由1950年的8人增加到23

人，县中学和重点小学配备了专职教师。 ，
。、．-

。5运动水平迅速提高。沅陵田径代表队，在地区三次全运会上保

持总分第一，篮、排球和乒乓球居领先地位．1959'--'1863年，沅陵

女子篮球队连续保持冠军桂冠。女子篮球队、女子乒乓球队多次代
’

t表地区出席省比赛。周大卫等运动员保持省、地多年纪录，李来弘

等3名运动员在3个项目中夺取全省第一名．，‘。。 。．

’

。 群众体育运动广泛开展，节日体育比赛，星期六球赛活动频

。’繁。召开县运动会和各类运动会4次。1963年，县体委举办了建国 一

后第一次大规模端阳龙舟竞渡，全县城乡53个队参赛，运动员

2100人，其中县城赛区22个队，运动员1050人。， 。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后，体委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 的当权派一，一批体育工作者、运动员遭到打击陷害，机构瘫痪，体

‘

育场地关闭，运动器材损坏，学校体育教学和活动中断，传统体育
一， 被视为“四旧一破除。 。，

．’；7 ，o．。
e’

； 1972年9月，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恢复，1975年军事体育领导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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