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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中国成立前，淄博地区有少

数公共体育场所。参加体育活动的

仅限于少数体育爱好者和部分学生j

有的中学或规模较大的／j、学举行过

小型运动会。博山、淄川、周村等

地，国民党或E1伪政府的教育科曾

组织过规模较大的春、秋季运动会。

武术、摔跤、棋类等民间体育项目

比较普遍。1934年，博山县成立武

术馆，举行过两次武术比赛。1936

年，国民党临淄县政府在县城举办

武术表演赛。1937年举行武术选拔

概 述

赛，选出5人参加山东省武术考试，

获得良好成绩。游泳、象棋、跳绳、

踢毽子、秋千、拔河、打陀螺、四

顶棋、五福棋等群众体育活动项目，

也为群众所喜爱。

自1948年淄博解放到1959年，

淄博市体育事业迅速发展。1951年

5月，淄博专区举办纪念“五四”

青年节人民体育大会。1954年9

月，在淄博市人民广场举行淄博工

矿特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

1956年8月．淄博市体育运动委员

20世纪80年代初．淄博驻军某部开展拔河活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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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立。全市广泛开展田径、球类、

武术、体操、游泳、射i片、无线电

等活动。青少年学生推行“劳_：I!

制”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

度》)，职工、干部开展广播操、工

问操，全市参加体育活动的人Et益

增多，活动项目逐年增加，运动技

术水平不断提高。1956年全市中学

生运动会，有两人打破省中。#生纪

录；1958年淄博市射击代表队在省

国防体育运动会上获全省射．抒总分

第1名；1959年5月参加全旧摩托

车比赛有1人破全国摩托车42公里

男子越野纪录；至1959年底，全市

有等级运动员1 J 39名．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

遇到暂时困难，淄博市的体育事业

受到影响。 “文化大啦命”期11；IJ，

各级体育组织瘫痪，体育【：作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后，恢复和健全1『各级

体育领导机构，在恢复原有体育项

目iJII练的基础七，新增手球和游泳

等项Ej，并取得一定成绩：各级体

育竞赛活动形成制度，厂矿企业、

机关、学校、乡镇等基层单位竞相

举办体育竞赛，打破体委独家办体

育竞赛的局面。1981年，全市各级

举办不同规模运动会60次，有

11426人参加；1982年举办86次，

32892人参加；】983年举办85次，

20093人参加；1984年举办124次，

18832人参加1985年，开展“体

育活动月”活动，2月25 H，淄博

市暨张店区举行万人长跑比赛，街

头巷尾观众近】O万人．全市建立

“体育活动月”领导小组50余个，

开展体育项目30余种，召开各种运

动会、邀清赛179次，参加活动人

数达15万。全年各级举办各类体育

活动699次，有近20万人(次)

参加

／

985年2月25日。市区各级党政领导带头参加万人长鲍活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机 构

新中国成立前，淄博地区没有

统一的体育管理机构。

1950年5月开始，体育工作归

淄博专区文教科管理。1952年3

月，淄博专区体育分会成立，设专

职体育干部1人，协同专区文教科

开展体育工作。．1956年8月，淄博

市体委成立，下设淄博市青少年业

余体校、淄博市体育场。1958年5

月，淄博市国防体育协会成立，下

设航空模型俱乐部和射击俱乐部。

1959年1月，市国防体协与市体委

合并，两个俱乐部归市体委统一领

导。1962年4月，市体委合并到教

育局，对外保留市体委名称，对内

为市教育局体育科，撤销航模、射

击两个俱乐部。1965年3月，市体

委与市教育局分开o 1968年9月，

淄博市人民武装部队对市体委实行

军事接管。1971年12月，市体委

改为市体育局。1973年3月，又恢

复为市体委，辖市青少年业余体校、

市军事业余体校、市体育场。

1985年底，淄博市体委设群体

科、训练竞赛科、科技宣传科和办

公室。辖淄博市体育运动学校、淄

博市业余体育学校、淄博市体育服

务中心和淄博市体育馆。

1985年体委系统职工人数表

单位：人

各级体委机关 一各级体委直属单位
总

合 区(县) 优秀运 体育运 普通业 公共体 体育
计 市级 合计 招待所

计 级 动队 动学校 余体校 育场馆 分会

总计 22l 69 29 40 152 20 44 52 10 21 5

运动员 15 15 15

小计 164 58 23 35 106 40 45 5 6 5

干 专职教练员 55 55 2 13 40

专职文化教师 19 19 19

部 医务人员 2 2 2

行政管理干部 88 58 23 35 30 3 6 5 5 6 5

工 人 42 11 6 5 3l 4 7 5 15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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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博市各类体育协会

2fJ世纪80年代初。全市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加乒乓球活动



体育设施

新中国成立前，淄博地区仅有

简易体育设施。博山县1940年春，

在四十亩地修建体育场，能划400

米跑道。临淄县1930年，在县城北

门里建公共体育场，总面积5300平

方米，设有篮球场，单、双杠及跳

高、跳远沙坑。淄川县1930年10

月，在县衙废址(今淄川拖拉机修

配厂)，设县民众教育馆体育部，

建游艺室，备有棋类等文体器材。

建有300米跑道的体育场，内设篮

球场、足球场和沙坑等。周村1914

年修建基督教青年游艺室，设体育

班，吸收青年人进行台球、篮球、

网球和棋类活动；1934年增设国术

馆。1920年水胶厂建体育场，设有

400米跑道。1930年，复育医院建

足球场。1933年，进德会建体育

场，总面积21600平方米，设有篮

球场、网球场、单杠、双杠、木马、

秋千等。桓台县17世纪20年代

(明天启年间)，在县城(今新城

镇)八蜡庙前设演武厅；在儒学街

南设有射圃o 1930年，在玄武庙成

立国术馆；在正殿设习武场；民众

教育馆开业，建公共体育场，有篮

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和游艺室，

游艺室备乒乓球台。

新中国成立初，兴建市级体育

设施。1956年，在淄博市工人文化

宫(博山)广场北端，修建简易灯

光球场，1958年拆除。1956年，在

博山白虎山修建市体育场，占地面

积53000平方米，总投资37万元，

计有400米跑道的田径场地l处

(土场地、无看台)，篮球、排球场

地4个，射击靶场1座，房舍625

平方米(1972年，体育场被驻军某

部占用)。1962年在张店动工兴建

市体育场；1983年4月，又开始在

张店兴建市体育馆。

1985年，全市各级各类体育设

施：区县体育场地4处。其中临淄

区辛店体育场和博山区白虎山体育

场为标准体育场；周村区体育场、

淄川区体育场为小型体育场。另外，

有灯光篮球场6个，普通篮球场4

个，排球场2个，乒乓球训练房6

个，游泳池2个，旱冰场、武术房、

举重房各1个。

学校体育场182处，占地

154．7万多平方米。其中，标准体

育场5处，小型体育场177处。篮

球场556个，排球场38个，小型健

身房1个，乒乓球房3个。

厂矿企业的体育场地11处，占

地38万多平方米，其中小型体育场

10处。篮球场267个(其中灯光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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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20个)，排球场26个。足球场

15个，羽毛球场76个，游泳池7

个，乒乓球活动室88个。

农村有小型体育场1处．篮球

场1 1 1个(其中灯光球场3个)，

排球场9个，旱冰场20个，游泳池

5个，乒乓球活动室157个。

市级综合性体育场馆有淄博市

体育场、淄博市体育馆2处。

淄博市体育场，坐落在张店。

1965—1981年间建成，总投资

161．4万元，占地75740平方米。

其布局：1．田径场1处。1973～

1977年建成，总面积为30800平有

米，东西宽130米，南北长237米。

有400米炉渣跑道8条(直道为10

条)，外围为钢筋混凝土和砖石结

构看台，可容纳观众17400人。西

看台正中筑有主席台，北看台上部

装有足球比赛用的计分台。总投资

50万元。2．灯光球场1处。1972

年修建，面积2000平方米，看台

15层，可容纳观众5000人。投资6

万元。3．露天游泳池1处。1966—

1967年修建，长50米、宽30米、

水深1．20米一2．50米，有更衣室

150平方米。投资7万元。4．办公

楼1座(附设两个室内训练房)。

1977—1980年修建，投资50万元。

5．室内游泳训练池2个。北池建于

1983年5月，长25米、宽8米、

水深1．20米一1．25米。南池建于

1985年4月，长25米、宽11米、

水深1．35米～1．50米。另有更衣

室4间，计80平方米。

淄博市体育馆坐落在张店。

1983年动工，1985年底初步建成，

属规划的淄博市体育中心一部分。

占地面积13200平方米，建筑面积

4877平方米，内场地21 X 37平方

米，跨度短向38米、长向54米，

有观众座席3000个，在主看台下还

有宽12米、长21．7米、高6．3米

的赛前练习房。总投资366万元。

既能进行篮球、排球、羽毛球、乒

乓球、体操、武术、举重、击剑等

室内项目的比赛，又能供文娱演出、

放映电影、杂技表演和集会用。

1985年体委系统体育场、馆、池、房基本情况表

总计 市 区(县)

场地个数 5 l 4

使用场次 133 85 48

体育场
观众人数 156000 100000 56000

活动人次 25600 20000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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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淄博市体育场主楼于1981年建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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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

人有组织发展阶段。各区县成立业

武 术 余体校，武术班的学员受到系统训

练，涌现出一批全国武林高手。牛怀

清末，淄博地区盛行习武之风。 禄在1963年全国武术比赛中，获枪

不少人立拳房习武防身保家，有的 术冠军、长拳刀术第4名和全能第5

村庄还结合春节扮玩习练武术。 名；1964年获全国武术比赛全能拳

1936年前后，博山、淄川、周 术、枪术、棍术4项冠军，刀术亚军和

村、桓台建起多处国术馆，设馆收 传统项目一等奖。徐桂林在1975年

徒，练武习艺。这是新中国成立前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武术比赛中，获团

武术传习的主要形式。另外，投奔 体总分第3名和自选刀术第5名；

江湖拳师学艺与家传也是传授武术 1974年全国武术比赛男子成年组全

的主要形式。 能第2名、刀术第1名、规定棍术第

流行于淄博的拳种套路繁多。 1名和自选拳第3名。

单项套拳、单项器械、徒手及器械 1983年7月，博山区建起颜山

对练，每类均有几十种之多。主要 武术馆，成立博山区武术协会。

拳种有少林拳、大小洪拳、查拳、 1985年3月，淄博市武术协会成

斩穴拳、炮锤(华拳)、长拳、五 立。淄川区、临淄区、周村区、张

子拳等。主要器械套路有：太极十 店区武术协会也相继成立。1985年

三剑、八仙剑、少林剑、青龙剑， 底，全市有业余体校武术班5处，

单刀、六连刀、七星刀、地趟刀、 学员200多名，武术辅导站50多

八卦刀，猴枪、六合枪、三叉枪， 个。市业余武术教练员李明、赵中

连五棍、风波棍、迭杆子、少林左 立、王福新、王如林被评为1984年

八棍、猴棍，七节鞭、滚躺鞭。主 全国优秀武术业余辅导员，一受到匾
要对练有：徒手对练、对打八义锤、 家武术协会的表彰。

十趟埋伏锤、对打龙虎斗、粉连锤 1983—1985年，全市开展武术

对练。主要徒手与器械对练有白手 挖掘工作。发现60岁以上老拳师

夺枪、白手夺大刀、攻守、太极推 133名(其中女拳师1名)，拳械录

手、散手、擒拿等。 30余份，挖掘出古书拳谱24本，

新中国成立后，本市武术活动进 兵器20余种，拳种74个、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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