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 年 10 月 23 日市委书记许仕廉(左 4 ) 市长赵新良(左 2)接见从 11 届亚运会凯旋归来

的夺得三项冠军的射击运动员王丽娜(左 3)

1987 年李月久和吴位妮喜结良缘回到家乡营 口市度蜜月受到副市长马患生接见

市人大主任吴宪周会同各位副主任视察体育工作 (1991 年)



b射击运动员金东翔于 1986 年

在汉城亚运会上

v竞走运动员 孙晓光在省体

校室内田径场上

〈习姚景远在比赛中
V张艳彩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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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届亚运会火炬传到营口市交接仪式在市府门前举行

(1990 年 9 月 4 日)

副市长韩宝桐主持仪式

市长赵新良在仪式上讲话

市委书记许仕廉接过了从鞍山传来的火炬首先传给站前区



西市区长跑队伍出友，奔向级鱼圈

级鱼圈区长跑队伍出友，奔向盖县

盖县举行迎接仪式，之后将火炬传往营口县



去ζ

营 口 县委书记朱景志鸣枪发令，之后向老边区传递火炬

火炬传到最后一站老边区，区领导接火炬

火炬传遍营口市各县区，最后在老边区举行火炬回收仪式



申办奥运会迎接七运会为辽宁省体育代表团壮行
火炬长跑接力赛仪式在市府门前举行(1993)

副市长韩宝桐(右) 、 副秘书长马长顺(中)、体委主任李志刚(左)出席仪式

副市长韩宝桐向运动员传递火炬

市体委主任李志刚鸣枪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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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李志刚

盛世修志。正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盛时期，洗血

国耻香港回归之际，也是营口体育事业辉煌之时，{营口市体

育志》一一营口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体育专业志书，应运而生

了 O 我代表营口市体育工作者及热切关注营口体育事业发展

的同仁，对《营口市体育志》的问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营口市体育志》是一部提供营口市体育事业详情的资料

性、科学性的著述。她，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实事求是地记述

了自 1908 年以来，营口市体育事业所经历的道路。可信、可

用、可读 O 本书的可读性很强，寓知识性和趣味性于其中，以

唤起人们的体育意识，并达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O

本书的编写，从收集资料到黎写成书，只用一年半的时

间，编采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有关单位给予了热情地帮

助，特别是一些老体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多资料，在此谨表示

诚挚的谢意 O



. 1 .凡例

凡例

一、《营口市体育志》上溯到 1908 年，下限至 1997 年末 。

二、编写指导思想、体例结构、记述范围和行文规范等方

面，均按《辽宁省志》质量标准规范和营口市地方志办公室的

有关规定执行。

三、志稿采用篇章节结构 O 共分 8 篇， 29 章 。 幸下设节 O

四、对机构、运动项目等名称，第一次出现均冠以全称，以

后出现时，使用简称。

五、志稿所记名称，均以当时的称谓为准 O 有的在()中注

明今名称 O

六、志稿记述范围，限于营口市曾经管辖区域。 在追溯运

动项目的起源时，引中到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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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 1 • 

编辑说明

《营口市体育志》在写法上，大胆地做了一些尝试。即根

据体育的特点，把每个项目的要领、对人体的益处及其起源，

寓于文体之中，并加以大量的照片，直观地再现历史事实，力

图使本书增加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

《营口市体育志》的编篡，承蒙辽宁省体委文史办、辽宁省

图书馆、营口市档案馆、营口市图书馆和营口市的工会工作

者、教育界的老体育教师及体育界离退休人员的顶力相助，这

里一并致谢。

《营口市体育志》在前期编写过程中，因故将志稿全部散

失。重新编写时，为使本书依据确凿，追查了《盛京时报》、《营

口日报》和体委档案;收集了市教委、总工会和部分工厂、企业

及各县、区和乡、镇存有的体育资料;发动了现任教练员和有

关工作人员提供情况。依据这些仅有的资料重新编写而成 O

因此，在史实上定有遗漏，加之时间短促，缺乏经验，水平所

限，不足之处望批评指正 O



• 1 .概述

概述

营口市位于辽宁省南部，渤海辽东湾东北岸，辽河入海

处。 19 世纪初叶，古代体育陆续传入营口，摔跤、习武者渐

多 o 1908 年营口体育会成立，从此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体育比

赛。但多是学界、学堂与学堂之间的活动，民间没有什么体育

活动 O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

央人民政府，把体育事业，作为富国强氏的重要任务，纳入国

家计划 O 为保障人民健康，毛主席又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

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使人民体育事业，在全国迅速发展

起来。营口市的体育工作，概括起来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从 1949 年到 1956 年，是建立各级领导机构，创立社会主

义体育基业的时期 O 营口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成立后，

在教育科设一名体育专职干部，从行政角度抓体育工作 O

1951 年全国体育总会成立，营口市也相应的成立了体育分

会，设 3 名专职干部 o 1954 年 2 月 25 日，营口市体育运动委

员会(简称市体委)成立，市长兼主任，有委员 11 人，下设办公

室，有秘书 1 人，专职干部 6 人。市体委是在市政府直接领导

下，负责监督、检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体育方针、政策，开

展体育活动的国家行政机构 o 1958 年 3 月，遵照党中央毛主

席提出的全民皆兵的指示，营口市成立了国防体育协会，由市

长和兵役局长兼正副主任。 1959 年营口、盖平、盘山三县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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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营口市管辖后，市体委机构扩大，除市领导兼任主任外，增

设专职副主任 1 人，秘书 1 人O 下设群体科、竞赛科、国防科，

有专职干部(包括体育分会)37 人O 当时市工会、共青团市

委、市教育局等单位，都设体育专职干部 o 在一些大型工厂、

企业和学校中，成立 115 个基层体育组织 O 上述这些组织，遵

照中央指出的，体育的根本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

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着各自的分工，宣传群众，组织

群众，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O

从 1957 年到 1966 年，是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展开，迅速

前进时期 O 这个时期，基本上形成人人上操场，处处有活动，

周周有比赛的新景象。据统计，此间有业余锻炼组织 682 个，

人数达 6321 人;有各项运动队 1284 个，人数达 12676 人(其中

篮球队 210 个、排球队 180 个、足球队 150 个)。这些运动队有

的还去外市参加友谊比赛。在国务院发布做工间操的指示

后，营口市积极响应，各机关、工厂企事业羊位，有 90% 以上

开展工间揉活动。在国家公布"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

(简称劳卫制)后，全市机关、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按条例规

定积极行动，从而把群众体育推向一个新的更加普及的阶断 O

当时全市有 84405 人通过劳卫制(其中一级 46032 人，二级

14281 人，少年级 24092 人)。特别是毛主席发出全民皆兵号

召之后，国防体育更加兴旺，营口市成立了航空运动俱乐部、

航海运动俱乐部、陆上运动俱乐部 O 广大青少年，利用业余时

间，在这些俱乐部的组织下，广泛地展开了制作航空模型、航

海模型的活动，积极地参加元线电、射击、摩托车、滑翔机等项



. 3 .概述

运动。使广大青少年既锻炼了身体和意志，又受到了国防和

军事知识教育，同时输送一批人材，应征入伍，保卫国防 O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是全市体育工作在普及的基础上，

向提高方向进军的时期 O 这个时期，大上竞技体育项目，在原

有田径、球类、军体项目之外，新建立了皮划、赛艇、机板、体

操、技巧、举重、柔道、摔跤、拳击、击剑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建

立为营口市争得了一些荣誉，为国家培训出一批优秀的体育

人才 O

从 1990 年到 1997 年，是实行体育社会化、商业化时期 O

体育社会化，即是把体育由体委一家办转向社会大家办，如足

球队与制桶厂联办，工厂给球队以必妥的经济援助，球队为工

厂增添了精神文明内容。 体育商业化，即是通过体育比赛不

仅获得社会效益，而且获得经济效益。此间，先后举办两项 3

次商业性比赛("雅园杯"男子篮球邀请赛"营锻杯"足球大奖

赛"海日杯"足球冠军赛) 。 同时，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实行有

偿服务。还多次发行体育彩票。通过上述渠道，增加体委的

经济收入，达到以体(育)养体(育)的目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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