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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四十年的伟大变革，使玉溪市的体育事业与经济、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

人民群众过去的形象。旧中国流行“吹大烟”使人成为

“面黄肌瘦"的“东亚病夫"体貌，已被当今的“健康，

乐观、向上”新体貌所取代，人均期颐寿命达到69．98岁，

增加一倍。

、现今编纂《玉溪市体育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玉溪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历经艰辛完成这部

志稿，确实做了一件大好事。

《玉溪市体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按详近略远的原则，

分门别类记述体育面貌，留下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为我

市今后开展体育工作和研究，提供可信的借鉴史料和科学

依据。

玉溪市自1950年建立人民政权以来，遵循“增强人民

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服务黟的体育工作方针，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尤其在撤县建市以后，群体活动呈现一派欣欣向

荣之势，竞技体育取得可喜成果，1987年全省城市运动会获

得金牌七枚，居全省代表团总分第三位。但是，我们工作仍

有差距。主要的是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还不相适应，

群体活动的开展不平衡。通过此次修志，使我们从过去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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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获得深刻地理解；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沿着中国

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努力做到

体育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体育事业为经济建设

服务，反过来，经济建设又为体育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在这种良性循环的状况中，那么，我市的体育事业将有更

大的发展，必然出现群体活动全面开展的新格局。

《玉溪市体育志》付印成书之际，新中国经历了四十

年，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建议关心新时期体育事业的领导

同志、体工人员，业余运动员和体育运动爱好者不妨一
读，将能从中获得一定的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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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中共玉溪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玉溪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的帮助指导下，《玉溪市体育志》经过编写

小组的积极努力，于1987年8月基本完成搜资工作，4月

进入编写，7月写出四万多字的初稿，9月初稿打印成

册，广泛征求意见后再次补充修改，现在刊印了，这是一

件大喜事，是广大体育工作者的迫切愿望。

《玉溪市体育志》上溯1930年，下限i987年，本着

“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编写原则，记载玉溪市历代体

育史实，特别是玉溪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领导下，体育事业大发展的光辉业绩。

， 当前，市的体育事业正沿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指引的道路，在深化改革中，广泛开展群众性体

育活动，兴建体育场地及其设施，为努力提高国民身体素

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在今后深化改革，积极发

展玉溪市的体育事业中，可以从志书中取得历史借鉴和科

学依据，以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并避免失误。

《玉溪市体育志》的编写，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实事求是，客观地反映我市体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以期

发挥它的功用。但是，由于时间短促，水平有限，难免有

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此，诚恳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贺家德
198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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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的原则进行编纂。

二、记述范围包括上级驻市的体育事业单

位、以及各单位的体育活动。

三、采用章，节，目体。首立概述，末为附

录。主体部份横分门类，按时竖写。

四、照片置于正文前面，表格随文。

五，历史纪年，1950年起以公元纪年，此前

按朝代纪年，并括号注明公元年代。

六，地名，单位名称，按当时的名称记载，

重要的在旧时名称后夹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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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玉溪市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文化发达，体育事业也开展得较好。

玉溪市各族人民有传统的登山，游泳、跑马射箭、练

功习武、举石担，石锁，做操，跳绳、踢毽子、要龙，耍

狮子，跳鼓，下棋等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三十年代初，玉溪县的学校里就把体育运动列为正式

课程，每周每班编排两节体育课。上课时，教学生排排队

形、走齐步、跑跑步，做体操，打拳术，玩游戏等。并提

出“锻炼铜筋铁骨，洗雪东亚病夫"的口号。接着，玉溪

县由国外，省外读书回乡的学生以及旅省同学会的同学们

引进了一些球类、田径等新体育项目，给学校的体育课增

加了新的内容。还吸引了一些学校师生和社会青年参加活

动，自发地组织了一些体育团体组织。公元1934年州城片

组织了“生生体育会班。1938年北城片组织了“新生体育

会’’。1945年研和片组织了“南强体育会"。1946年大营

街片组织了“南雄球队，，。各个体育团体组织都自筹资

金，发动义务劳动，建设了体育运动场地，购置了体育器

材，开展业余训练，在境内举办的几次体育运动会上，他

们在球类和田径项目的竞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对玉溪

县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贯彻执行中央提出= 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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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使玉溪县的体育事

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50年至1955年，玉溪县各系统组织了系统联队。

如。工商联队、教师联队等。1953年参加了玉溪专区举办

的玉溪专区首届体育运动会。 --

1956年至1965年，玉溪县的体育工作由县文教科代

管，设有专人负责体育运动竞赛和管理经费开支。因为玉

溪县是玉溪专区所在地，所以县的体育场地没有单另开

建，运动竞赛也很少单独举办。大多是组织代表队进行训

练，参加专区举办的各种体育运动会。60年代初，由人民

政府组织了玉溪县联队，为来访或外出交往进行活动，对

有关地区和单位建立友谊和推动玉溪县体育活动的开展，

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

1966年至1976年为“文化革命”期间，体育工作实行

军管。1972年设立“玉溪县体育运动委员会”，调入两名工

作人员。这几年的体育工作，是偏重在农村体育。绝大多

数的生产队都在晒场上安置了篮球架。(农忙是晒场、农

闲是球场)。逢年过节各公社都组织篮球比赛。1971年举办

了“玉溪县首届农民篮球比赛”。1975年举办了“玉溪县

春节篮球比赛’’，参赛单位包括有工、农、商、学、兵的

代表队。自从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后，每年

亿七·一六”玉溪地区都在东风水库举行“群众横渡、军

事演习，，的盛大纪念活动。玉溪县都组织工人、民兵、学

生参加横渡。 一

1976年8月，玉溪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设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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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有办公室主任和工作人员共四人。玉溪县的体育工

作，才按上级体委的布署，有系统、有步骤、有组织地开

展篮球、乒乓球、武术、游泳，田径的正规业余训练与竞赛

活动。在参加地区举办的各次运动会上，乒乓球、游泳，

中长跑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玉溪地区武术的开展，也起

源于玉溪县。

1983年9月，随着撒县建市，玉溪县体育运动委员会

改称为玉溪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办公

室，竞赛训练组，财会室，共有人员lo人。玉溪市人民政

府将体育运动场地的建设列入城市建设的规划。经省，地

委同意，并由省，地、市三级共投资70万元，子1984年lo

月开始征地31．5亩，动工建设，到1985年10月就建成了400

米标准跑道的田径场一块。(包括足球场一块，灯光球场

三块，其中一块有简易看台)。
． 1986年2月，玉溪市体育运动场地投入使用后，群众

体育活动较过去普及，业余训练正常开展，运动竞赛逐步

走向正规化，制度化。是年，玉溪市体委和市教育局、市

总工会，市民委等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中、小学生，职

工、少数民族，老年人的各种项目的运动会lo次。参加的

运动员计2768人。参加玉溪地区举办的运动会7次，获得

9个第一名、8个第二名、7个第三名。运动技术水平有

了一定的提高。并承办了云南省中长跑比赛，邀请了北

京、河南女子足球的表演赛。

1987年玉溪市体委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各种体育运

动会典13次，参加竞赛的运动员4140人。参加玉溪地区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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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各种项目的运动会共lo次，获得lo个第一名，2个第

二名，2个第三名。参加云南省首届城市运动会，地点昭

通，运动员59人，获得金牌7块，银牌8块，铜牌7块。

并邀请中国女子垒球队和中国女子青年垒球队来玉溪市进

行表演赛，有观众500多人，又邀请了国家足球二队和天

津足球队到玉溪市进行表演赛，有观众5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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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30年玉溪县首届体育运动会。

1934年 州城片由旅省同学会支持组织了“生生体育
会"。

1936年玉溪县组队参加在大士庵(今玉一中)运动

场举行的云南省七县九单位学区运动会。

1938年--11：城片由敬一小学教师发起组织了··新生体
育会"。 ．，

1942年

1945年

1953年

体育运动会。

1956年

1958年

获第一名。

1964年

1971年

1972年

1974年

宣传部兼管。

玉溪县第二届体育运动会。

研和片组织了“南强体育会，，。

玉溪县工商联和教师联队参加玉溪专区首届

玉溪县体育事业由文教科代管。

参加玉溪专区马拉松赛跑，小学教师李继新

玉溪县体育工作由县文化馆代管。

玉溪县举办首届农民篮球比赛。

成立“玉溪县体育运动委员会，，。

“玉溪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力由中共玉溪县委

开办玉溪县乒乓球业余训练班。’

第一次承办玉溪地区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

l



1 975年7月 在高仓小学开办玉溪县少年儿童武术业

余训练点。

举办有工、农、商、学、兵参加的玉溪县春节篮球

赛。

1976年 “玉溪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办公室，设

办公室主任1人，工作人员3人。

举办玉溪县首届职工篮球比赛。

1978年2月 开办了小学体育教师培训班，有90人参

加，学习内容，以武术为主。

7日16日 玉溪县组织职工、民兵，学生参加玉溪地

区在东风水库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横渡的活动。此项‘

活动始于1967年。

玉溪县体育运动委员会由原财神庙搬迁到北门街84

号。

在州一小开办少年儿童游泳业余训练点。

1979年举办玉溪县第二届职工篮球赛。

1980年5月 在太极山中学，开办少年业余篮球、田，

径训练班，队员：男12人，女16人。

1981年举办小学体育教师培训班，参加人数35人，

请省体育运动学校的老师当教练。 、

1982年进行运动场地普查。
’‘

1983年9月 撤县改市后， “玉溪县体育运动委员

会"改为“玉溪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12月 组建训练职工少数民族篮球队，参加玉溪地区

少数民族篮球赛，男，女均获冠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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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套少年广播操颁发后，市体委在各中心小学分别

开办了领操员培训班。

1984年10月 在水电厂以西，轻机厂以东，征用土地

31．5亩，动工兴建玉溪市体育运动场。

参加云南省群体工作会议，玉溪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被

评为“云南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举办玉溪市首届职工篮球比赛。

1985年10月 建成了400米标准跑道的田径运动场

，(包括，足球场一块，灯光篮球场三块)。

举办玉溪市首届职工业余足球比赛。

举办玉溪市首届中学生田径赛。

成立玉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

1986年1月11日 举办玉溪市首届元旦、春节环城

赛。

r 1月 玉溪市体委邀请北京、河南女子足球队到玉溪

市作春节足球表演赛。

2月 承办云南省田径运动会中长跑比赛。

举办玉溪市首属老年人体育运动会。

举办玉溪市首届山区乡小学生中长跑比赛。

1987年2月 承办云南省少年足球联赛。荣获云南省

体育竞赛“最佳赛区"。

2月20日 邀请国家女子垒球队，国家青年女子垒球

从到玉溪市作表演赛。 。

3月20日 邀请国家足球二队，天津足球队到玉溪市

作表演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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