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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年8月12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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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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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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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才文(市政府秘书长)

谭剑锋(市委副秘书长)’

何世芳(市方志办主任)

谢尊修(原地区方志办主任)

黄康成。(市计委主任)

朱庆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柳盛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 明 (市经贸委主任)

邹习书 (市农办主任)

张家全。．(市商务局局长)』：j

张家富 (市财政局局长)

蒋哲信(市国税局局长)

向仕瑞(市地税局局长)

李国士(市教委主任)

张黔(市公安局局长)

江纪伦(市科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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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章鼎 (市档案局局长)

、’r张静蓉(市环保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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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维鹏

杨文铁

王平江

姚茂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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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强

薛志刚

陈小刚

杨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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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体育对人们

“强筋骨、增知识、强意志、调感情"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体

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和劳动生产教育相配合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

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开展体育理论研究，发展全民健身战略和奥运争光战略，已成为发

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遵义地区历史悠久，文化体

育活动源远流长，探讨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以及它的作

用和特点，正确认识它同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揭示其发展规

律，对于制订地区体育发展战略，深化体育改革，使它适应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o

“盛世修志”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

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项

目。1987年，地区体委将修志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编写人员本着

对未来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经过五年的资料搜集，进行科学处

理和组织，通过两年辛勤笔耕，于1994年11月15日完成了《遵义

地区志·体育志》的编写任务。它是本区第一部地区体育志书，较为

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遵义地区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

失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较为严谨、朴实的资料性

叫一‘



文献。

由于编纂体育志是一项新工作，又无先例可循，编写人只能按

照一般原则、方法，在实践中摸索编纂，所以志书在资料的搜集整

理、体例、内容、文字上难免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作为一本

资料性书籍，无凝将在逐渐开展起来的体育理论和体育历史的研究

中，在开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在深化体育改革

的进程中，对“资政、教化、存史"有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一2一

编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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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省委巷范胡锦涛(右三)视察赞州省第六屠运动会主会场——遵义凤凰山体育场

1990年2月，国家塔委主I壬伍绍籀饵))在遵义地区体委主任康锻亭(右)，副主任周成龙

(左)的略同下视察taaLU体育场



遵义凤凰山体育场

遵义高桥游泳馆

遵义凤凰山射击馆



遵义汇川体育中心瘁育场

遵义汇川体育中心体育馆

1990年2月，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视察遵义体育运动学校并题词

．工"a“A土钰牟垃石。

绝齐隆智俸全面定展



全国政协常委、遵义市副市长石邦定

为遵义体校二十周年校庆题词

—奢

被田径界誉为贵州高原的一匹“黑马”

李长中在2000米障碍跑中奋力拼搏

一

4

1、田径趴员李长中(仁怀籍)，九五年以来，在全国田径赛中获2块金牌．2

块银牌，3块铜牌。多次参加国际比赛，九六年在世界田径锦标赛中获第八名。九

七年在全国八运会上，获3000米障豫跑镊牌．并打破全国纪录．被贵州省授予

。新长征突击手”和“五·一”劳动奖章．

2．射击队员毛静(余庆籍)，九七年在全国八运会上获女子步枪射击铜牌，

九八年在全国冠军赛上获女子步枪射击第三名和第五名。

3、拳击队员杨承嵩(遵义县籍)，在全国比赛中获金牌5枚，银牌2

枚，铜牌4枚。九三年在全国七运会上获第四名，九七年在全国七运鑫上

获第三名。他寄语母校：“谢恩师严格施教，盼校友为国争光”。

4、女子举重队员莩天梅(余庆藉)，九二年在省八运会上三破全国纪录．同

年被评为遵义市十佳名人。

5、射击队员李静(遵义县霜)，九四年代表我国人民解放军体簿代表团访同

朝鲜．意大利、瑞士等国并参加比赛。在朝鲜获国防越请舞手艳60发第一名。在

意大利获世界军人运动会团体冠军，九五年在沈阳军区国际军人友谊赛获汽手枪

第一名。



《遵义地区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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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

事求是地记载遵义的历史和现状o
。

二、《遵义地区志》是原遵义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置的第一部社

会主义新方志。本志所载地域范围，以现行遵义市(原遵义地区)行

政区划的地域为准o
‘

’

三、《遵义地区志》按事业分工、科学分类的原则，原规划由40

部分志组成，1997年作了调整，确定由39部分志组成，分卷出版。

四、本志体裁，以专业志为主体，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

人物志和附录组成。各专业志结构，一般分篇、章、节、目层次编写，

全志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o

五、本志所记时限，贯通古今，重在当代。时间上限视各事业所

能够收集之资料，尽可能上溯，下限原则上定为专志成稿前一年，也

可因专志而异。

六、本志所载内容，重在本地区内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

等方面的重要事实，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突出地方特点。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及经考评鉴别之口

碑材料，力求翔实可靠。个别事实有不同说法的，或诸说并存，说明

资料不同来源；或经考证后，选取较为可靠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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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国家统计

部门未及的项目，则采用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数字。同一事物有

多个不同数据者，尽量核实后选取较为准确数据，或注明不同口径

及不同资料来源，以便读者参考。

九、人物志分设传记、简介和表录。遵守“生不立传”通例，只收

录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物。对于在世人物，有关专志中分别

用以事系人方式记述其事迹。

十、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及年号，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月日。地理名称及历代

政权、官职，均依当时的称谓o

十一、文字记述。除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记述体，专业名

词、计量单位及数字用法，一律以国家公布的规范或有关部门审定

标准为准。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名词述语及度量衡单位，按原有资料

记述，视情况加注今名或换算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十二、本志门类繁多，许多专志之间因事业相互联系，内容记述

有交叉重复之处，采用各有侧重，分别详略处理，以保持各专志的相

对完整，便于读者查阅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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