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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

事求是地记载六盘水市的历史和现状。

二、原则上以1978年建市时的市域为记述空间。追溯史实，不避讳曾经

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及其他非属市单位的

情况，亦予记述。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一般始于各项事业发端，下限断至

脱稿时。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和各专业志所组成。各分

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X×X》o专业志按章节体编排，不设《人物传》，原则

上不设《序言》o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开发建设以

来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记述，内容散见于《大事记》

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一般不注出

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

的使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o 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

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值写；1949年12月至1954年的币值，按1955年后的

人民币币值换算记写。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清代以前

历史纪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1713年7月15

日)o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o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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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设《编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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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体育志》编辑说明

一、本志上限始于所述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8年底，个别史实根

据情况作适当延伸。

二、志中“年代”一词。作为时间概念，表示20世纪。例如60年代，即指

1960～1969年。

三、本志使用的度量衡，按国家规定标准计量单位同体育专门术语，长度

用公里、米(表格中用km、m)，如20公里、5000米、200米(表格中记作20km、

5000m、200m)；重量用公斤、克，如90公斤、800克(表格记作90kg、8009)，时

间用小时、分、秒，如4小时18分23秒57(表格中写成4：18’23，，57)o

四、运动竞赛成绩表格中，成绩数据右上注户r为破国家纪录者；注★为破

省纪录者；注▲为破市(地区)纪录者。

五、各项比赛获省赛第1名、全国赛前8名第一次获得者记人当年大事记

要。只记姓名、项目名次，不记成绩。

六、本志材料源于省档案馆、省体委文史办，六盘水市(地区)及各县(特

区、区)历史档案、文献、报纸、期刊，市体育局内部档案。省、市、县(特区、区)

体育工作者、优秀运动员及各界体育知名人士提供的口碑资料，选用时均经考

证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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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六盘水是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1978年底始建市。六盘

水市地处贵州、云南两省交界的乌蒙山区，总面积9914平方公里。全市气候

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o 1998年，全市270．49万人，有汉、苗、彝、布依、回、

白、仡佬等38个民族。

六盘水市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源远流长o 1986年，贵州省体委文史办

等单位联合对六枝桃花洞古人跑步图同骑马图洞穴壁画进行考察，明确距今

已万余年。体育运动源于生活，始于民间。人类的生存是与自然界进行斗争，

在日常劳动、婚丧喜庆中都离不开体育运动。当历史的长河流进到文明社会

之后，体育活动，如武术、气功、拳术、射弩等逐渐在民间自发开展。每逢民族

节日，除芦笙舞外，还有斗牛、斗羊、斗鸡、斗雀儿、爬花杆、拉顺风耳、跳海马、

打鸡毛毽、摔跤、拔河等各种体育活动。或作养生健体、或作狩猎护寨防身、或

自娱自乐、或作精湛之表演。

20年代后，随着现代体育的逐渐传人，田径、各种球类、高低杠、体操、游

泳逐渐在学校内开展。篮球大小、球场长短、宽窄、比赛人数规则均不统一、不

规范o 1949年，郎岱(今六枝，下同)、盘县、水城三县中心地区中小学只有9个

不规则土质简易篮球场、8个小运动场和屈指可数的简易乒乓球台、单杠、双

杠等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解放后)，体育运动得到空前

发展o 1952年，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o郎岱、盘县、水

城各县中小学、机关职工经常开展田径、篮球运动o 1958年，全国实施劳动与

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下同)后，三县各中小学按劳卫制要求作体育课教

学内容和锻炼项目。还组织学校的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业余运动队，利

用课余时间、节假日训练，或进行班级、校际友谊寨。机关、厂矿职工经常开展

篮球友谊赛。每逢星期天、元旦、五一、七一、十一等节假日时都要开展篮球、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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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体育志

乒乓球、象棋等活动o

1950～1959年，郎岱、盘县、水城三县体育发展取得一定成绩o 1959年。

郎岱县陈厚熙、盘县赵景芬、水城黄永翔、顾金学等人参加贵州省田径选拔赛，

获全省第一名或前三名。盘县杨扶汉参加全国少年田径分区赛获第三名。盘

县一中学生赵景芬参加全国第一届运动会获女子标枪第十四名，是当时代表

郎岱、盘县、水城三县出席全运会惟一的女学生o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间，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各学校、机关、厂矿、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处于停滞状态。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学校、机

关、厂矿、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始得到发展o 60年代中期随着大中型厂矿企

业的迁入和兴办，70年代后各厂矿企业为职工、子弟学校体育运动开辟场地，

增加经费、设施，为经常开展田径、篮球等体育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六盘水

市学校、机关、职工体育运动呈现相出对发展状态。但由于当时特定环境，体

育比赛只讲友谊，不分名次，竞技成绩提高不大o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80年代末，六盘水市体育事业发展较

快。90年代是六盘水市体育出成果，在全国赛、世界杯赛、奥运会上取得成绩

的时期o

1985～1998年，六盘水市体育事业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大力发展群众体育组织，健全完善市、县各级体育机构，是促进六盘水

市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o 1983年11月，六盘水市委市政府首次为市体委配备

专职书记与主任，负责市体委全盘工作。1971年1月，六盘水地区体委成立时

，只有3名副主任，5名工作人员，未分科o 1983年11月，市体委始有专职主

任与书记，后设置1室2校5科。至1997年六盘水市体育局已设2室2校5

科1中心，即办公室、科研室、人事保卫科、竞技科、群体科、场馆科、军事体育

科；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班)、六盘水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一个体

育彩票中心，市级体育机构建立健全。

1984年1月，六枝、盘县两特区体委始配专职主任o 1988年水城县、1989

年钟山区体委始配专职主任，相应建立健全六盘水市县(特区、区)级体育行政

机构。各大中型厂矿企业及区、乡、镇也相应配备专职体育干部。市、县、区、

乡、镇、厂矿各级体育机构的健全完备，促进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o

80年代，群众体育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80年6月，成立六盘

水市体育总会之后。至1996年先后成立市乒乓球协会、信鸽协会、气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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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会、象棋协会、武术协会、银鹰体育协会、钓鱼协会、羽毛球协会、老年人体协、

老年人迪斯科、乒乓球、网球、门球、棋牌等协会。六枝、盘县、水城、钟山三县

(特区)一区先后成立体育总会和各种棋类、球类、信鸽、老年门球、网球、农民

体育协会等。各大中型厂矿企事业如水钢、水城矿务局、盘江矿务局、六枝矿

务局、市供电局、六盘水市煤机厂以及交通、金融、建材等各系统都成立体育协

会和各种分会。各矿务局下属分厂车间、班组基层也成立各种体育分会和体

协小组。农村区、乡、镇、村成立体育协会、分会，群众体育组织星罗棋布上下

纵横形成网络o 1980～1997年，全市各级群众体育组织发展到200多个。群

众体育组织的发展壮大，为群众体育活动提供组织保证o

2．六盘水市体委、各县(特区、区)体委领导班子抓机遇、狠抓体育场馆建

设。各级各类体育场馆的修建完善，为六盘水市体育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o 1984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985年1

月，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印发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同年3月，六

盘水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体育工作的决定》发出后，六盘水市体委、各县(特

区、区)体委及各大中型厂矿企业按中央和省、市委文件要求狠抓体育场馆的

建设o

1978年，六盘水市体委开始征地45360平方米，因资金不足至1984年只

完成办公楼、田径场、旱冰场、射击场、露天灯光球场及食堂、车库等。1986

年，贵州省第七届运动会决定在六盘水市召开，为体育场馆建设带来契机。贵

州省人民政府拨款300万元，六盘水市委、市政府自筹资金600万元修建六盘

水市体育运动中心。副市长亲临任总指挥，市体委班子齐心协力，经过2年艰

苦奋战，1988年6月竣工，7月迎接贵州省第七届运动会在六盘水市召开。市

体育活动中心占地面积6．6万平方米，由多功能体育馆、综合性游泳馆、双层

综合练习馆、以及运动员营养食堂、餐厅等附属配套设施，带6级看台标准田

径场、足球场、射击场、灯光看台球场、门球场、网球场、保龄球馆、健身房几大

场馆及道路绿化、雕塑等附属配套设施，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大型综合体育设

施，功能齐全，设备先进、完善，建造新颖，气势宏伟又集训练、群众体育活动、

游览、娱乐为一体，具有承办国家级各种大型体育赛事能力的体育运动基地，

被誉为贵州西部高原的一颗体坛明珠o

与此同时，六枝、盘县、水城、钟山三县(特区)一区也先后完成中央提出

的两场一池一房的修建竣工，并投入使用。各大矿务局也按两场一池一房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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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修建竣工。据1998年不完全统计，六盘水市同六枝、盘县、水城、钟山各县

(特区、区)共有规范的田径场、体育馆、游泳池、灯光球场、篮球场等478个，

其中大型体育场27个，室内大型游泳池1个，室外游泳池6个，灯光球场25

个。市中心区及厂矿、学校有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摔跤、棋类等各种

训练房13个，全市有集篮球、排球、门球等多功能运动场385个。六盘水市

体育运动中心的竣工，各级各类运动场馆的修建完备，促进了六盘水市体育

事业的腾飞o

3．治本与治标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制定、完善“一条龙”体育培训管理机

制。使六盘水市体育早出人才，快出成果。

1985年，市体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同贵州省委、六盘水市委文件的指示

和要求，制定出六盘水市体育工作治本与治标的方案。治本，立足本地，从小

抓起。治标，即引进或招聘体育专业人才，通过培训，短期能出成果o 1985年

6月，六盘水市体委组建六盘水市体育工作队，初设田径、游泳项目。1986年2

月，任命李仲斌为市体工队副队长主持工作兼田径教练。引进的游泳教练刘

国华、张洪，带领一批招聘的小运动员到金城江集训o 8月参加贵州省少年儿

童游泳赛，一举夺得14块金牌、7块银牌，团体总分获全省第二名。之后六盘

水市体工队增设举重、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等项目。在历次比赛

中取得好成绩。1986年8月，贵州省第六届运动会，六盘水全市共获35枚金

牌、37枚银牌、23枚铜牌，14个第四名，13个第五名，11个第六名，团体总分

全省第三名o 1988年，贵州省第七届运动会在六盘水市举行，更激励全市体

育健儿的勇猛拼搏，全市共获5个金杯，名列全省第一。金牌52枚，名列全省

第二，银牌46个，铜牌27个，21个第四名，17个第五名，17个第六名，团体总

分全省第三名。

与此同时，六盘水市体委、六枝、盘县、水城、钟山各县(特区、区)立足本

地，从小抓起，逐级培训，不断提高，狠抓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业余少体校，

从小学到中学，建立小运动员卡片档案，建立六盘水市体育运动梯队。1997

年，完善以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班)为龙头、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为

龙身、各县(特区、区)业余少体校为龙尾的“一条龙”培训高水平运动员的体育

管理机制。90年代后，六盘水市从各小学、中学培养的优秀运动员，刘星、刘

燕、马辉、吕吉明、曾庆兰、王曼丽、费红梅、张德富、戴友芳、余斌、余涛等数十

名优秀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都获第一名。刘星在1998年世界中学生田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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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上获三级跳第二名o

4．制定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从规章制度上保证体育事业的发展o

1984年3月，六盘水市体委制定主任、办公室、各科室、科长、科员一整套工作

职责和教练员、运动员奖惩制度。获重大成绩者，在工资待遇、户口农转非、提

干、解决住房等方面有具体的优惠政策。规定在全省比赛获冠军者奖励1000

元；全国比赛获冠军者奖励10000元。1985年，六盘水市体委同各科室负责人

签订责任状书o 1986年进行修改，修改后的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更科学更

合理。在全省全国比赛中获得优秀成绩的教练员、运动员都得到优惠政策的

兑现。六盘水市体委完善科学的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是六盘水市体育事

业朝健康方向大踏步发展的制度保证。攀

5．开展轰轰烈烈的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人民体质的提高。80年代后，民

族传统体育活动、学校体育、职工、部队、老年人、残疾(含弱智)人体育运动蓬

蓬勃勃发展，真正实现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夙愿。1983年，江

泽民提出发展体育运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1994年，国家

体委提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一二一”启动工程。同年12月31日，六盘水市

体委举办六盘水市迎新体育活动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动员大会，市委书

记到会讲话，要求抓好关键性的启动工作，为全民健身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坚

实的基础。会议宣布，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一二一”启动工程。同年6

月，国务院正式颁发全民健身纲要o 8月六盘水市成立全民健身指导委员会。

六枝、盘县、水城、钟山及各大厂矿相继成立全民健身指导委员会。六盘水市

全民健身运动正以城市为中心，青少年为重点分层次向农村扩展，广泛深入持

久地开展宣传活动，使一法两纲、贵州体育工作条例、成年人体质测定、全民健

身计划纲要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个个参与。同时义务开展成年人身体素质测

量工作。六盘水市全民建身运动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红红火火o 1996～1998

年，连续3年春节举办舞龙、舞狮、旱船、彩绸舞、腰鼓等活动，既给全市人民拜

年，又宣传全民健身一法两纲同体育工作条例o“--A”组织女职工中长跑，分

老、中、青3组进行o 4月举办中学生运动会；5月组织职工长跑赛及各种球

类、棋牌活动o 1997年6月30日，六盘水市体育馆举行迎香港回归大型文体

表演，开幕式上1997只信鸽竞放，1997只气球腾空而起，4000多名大中学生

第8套广播操表演，数百名小学生鼓号、腰鼓队表演，煤矿工人、钢铁工人舞

龙、舞狮表演，个体工商户，老年大学各群众体育组织等大型秧歌舞7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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