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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会之处，境内丘陵连绵、平原广袤、湖

河密布，犹如中国地貌之缩影。她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文荟

萃、人才辈出，享有“教授之乡”、“体育园丁之乡’’的美誉，而且，风景

优美，资源丰富，素以“陶、洞、茶、竹”而著称o

宜兴体育起源较早，盛举林林总总。特别是解放以后，在毛泽

东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示精神鼓舞下，虽然有起

有落，但仍可谓蒸蒸日上，成绩卓然o《宜兴体育志》的发行，必将有

益于革故鼎新、发展体育事业、振兴宜兴经济、推动社会发展。

盛世修志。为了系统全面地反映宜兴体育的发展历程。宜兴

体育局组建了《宜兴体育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了编纂办公室，并于

1991年开始着手编纂《宜兴体育志》，历时10年，数易其稿，终于完

成了告慰祖先、泽披子孙的文化工程，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o

《宜兴体育志》全面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晚清至2000年

间宜兴体育的变迁与发展，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体育改

革和发展的进程与经验教训，揭示了宜兴体育的发展规律；体现了

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同时集录了长期以来对体育事业作出贡献

的重要人物的先进事迹。无锡市以上命名和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以垂范今人，激励后辈，促进体育工作者队伍建设，弘扬“更高、

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推动“全民健身"的全面发展。长江后浪推

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愿子孙后代能以本志为鉴，继承和发扬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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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传统、勇于进取、开拓未来，创造宜兴体育新的辉煌。

本志的编纂，凝聚着编志人员殚精竭虑的心血。在编志过程

中，又承省、市体育界有关领导、宜兴籍有关专家学者的鼓励题词，

并得到市档案局、市史志办的热情指导。在此我们谨代表宜兴市体

育局、局党组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鉴于我们第一次尝试编志，书

中不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识之士斧正。

宜兴市体育局局长：路凤之

二oo二年八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求实

存真，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o ．

二、本志上限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县城的“经史学堂"(实验
小学前身)开设每周2节“体操"课的学校体育记载起，下限断至二

十世纪末的2000年底。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概述综叙

历史，横陈现状。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志为主

体，分章节目三个层次(部分目下设子目)o图照列全书之前，表随
文出。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标点符号和简化字均按国务院批

准公布的有关规定使用。

五、本志纪年，民国以前，先写朝代年号(数字用汉字)，后加括

号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用阿位伯数字)；民国纪年数(用阿拉伯数

字)JJl 1911年便是公元纪年数，故民国纪年不再加注公元纪年；宜

兴解放(1949年4月24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人物章列历任体委主任简历、体育名人简介、二级I?A_k

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名录和二级以上运动员名录5节。另设荣

誉表彰章表列全国、省、市(地)三级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七、本志竞赛成绩记人标准为：代表宜兴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

获得前三名、在地市级比赛中夺得金牌的个人、市(县)级比赛的团

体冠军和打破县(含县)以上各项最高纪录的个人o(单项体育协会

记人标准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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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古称荆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设置阳羡县，属会

稽郡(今苏州)o西晋永嘉四年(310年)设置义兴郡。隋文帝开皇

九年(589年)改为义兴县，属常州。唐武德二年、七年，先后改为鹅

州，南兴州o j匕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避赵光义讳，改为宜兴县。

元代曾设过州府。清雍正四年(1726年)分置宜兴、荆溪两县。民

国元年(1912年)合并为宜兴县o 1988年1月撤县建市，至今已有

2200余年历史。

宜兴是我国著名陶都和环保之乡，位于江苏南端。东临太湖，

南与浙、皖两省交界，是苏、浙、皖三省交会之处，沪、宁、杭三大城市

的三角中心，全市面积2038．7平方公里，下辖28个镇和一个中国

环保科技工业园，总人口108万。

宜兴是我国著名的太湖风景区，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素以

“陶的古都、洞的世界、竹的海洋、茶的绿洲”闻名于世。境内南部山

陵起伏，盛产茶竹，喀斯特地貌使这里形成众多的溶洞，成为一大奇

观。北部平原广袤、沟渠纵横，为锦绣江南渔米之乡。

宜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文荟萃。上下数千年，宜兴的名公

巨卿、鸿儒硕彦、项背相望。他们或以德才治国，或以武略安邦、或

以文学垂范，在宜兴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当代宜兴，更是人才辈出、成就卓著。宜兴体育界亦是泰斗卓然，宜

兴籍体育专家、教授、知名人士有朱了洲、蒋湘青、董承良、周士彬、

孙和宾、孙一鸣、宋肖鹏、董志尧、杨慕山：董承康、王南珍、方新、储

雄堡、储宝华、马如棠、吴一忠等，可谓不乏其人。二十世纪宜兴籍

体育工作者遍及全国各地，人数多达千余名。宜兴“教授之乡"、“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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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园丁之乡”的美誉蜚声海内外。

宜兴体育，自古以来就较为发达，武术、石担、石锁、龙灯、马灯、

盾牌、木头狮子、风筝、弈棋等是古代体育传统项目，每年逢时过节，
迎神赛会之际，都会有各种层次场面壮观的表演和比赛。清末民

初，随着新学运动的兴起，体育开始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并不断发
展o

新中国诞生后，在毛泽东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的体育思想指引下，宜兴体育在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各界中广泛

开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
· 断推进，宜兴的体育事业多次呈现高潮，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

目前全市群众体育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全民健身形成热潮。全

市体育人口达40％以上；竞技体育运动水平不断提高，成绩卓著；

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体育市场领域不断拓宽；体育设施不断改善，逐

步走上新的台阶o

一、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

市政府把体育工作列入宜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五年

计划之中，全市(县)先后在1951年、1954年、1959年、1988年、

1994年分别举行了五届规模盛大的全民体育运动会。在1992年、

1996年又分别举行两届市老年人体育运动会。全市各镇(乡)及系

统利用农闲及节假日，每年均组织田径、篮球、乒乓球、桌球、保龄

球、棋类、拔河、登山、游泳、龙灯、自行车慢骑等多项体育竞赛活动。

目前全市29个镇(园)中，有23个镇被江苏省体育局授予“江苏省

体育先进镇"称号，有65个镇、系统被授予“江苏省群众体育先进单

位"称号。学校体育认真贯彻执行“体育卫生工作条例"，全市各中

小学校均配有专职体育教师，全市专职体育教师人数达360余名。

学生《体育锻炼标准》施行面达100％，及格率稳定在95％以上，每

年的学生各项体育竞赛活动已形成制度。全市篮球、乒乓球等11

个体育单项协会，每年各组织承办单项体育竞赛活动5次以上，全

市经常参加各项体育健身活动的人数稳定在40％以上。丁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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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张渚三镇分别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群体工作先进单位"和

“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镇"称号，1992年我市被授予“全国体

育先进市(县)"称号，在1998年经国家体育总局复查验收合格，并

被通报为“全国表彰单位”。

二、竞技体育取得突破性进展

民国期间，宜兴共有9人破11项次江苏省田径纪录。新中国

成立后，市田径最高纪录全部被刷新。截止2000年，宜兴各类运动

员在代表市参加上一级的体育比赛中，共获国际金牌6枚；全国奖
牌82枚(其中金牌44枚、银牌18枚、铜牌20枚)；获省级奖牌238

枚(其中金牌119枚、银牌60枚、铜牌59枚)；获地、市级金牌229

枚。有1人破1项亚锦赛100米纪录；2人6次破全国举重纪录，1

人3次破4项全国大学生田径纪录；1人破1项次少年组60米全国
纪录；5人9次破省田径纪录，4人破10次省举重纪录。有5名运

动员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其中两名达国际健将标准。向

各大、中专体育院(系)校输送学生600余名，向省体育运动学校及

省以上体工队输送优秀体育苗子220余名。市荆溪中学(市少体

校)分别在1993年、1996年两次被无锡市政府授予市科技和社会

事业最高荣誉奖——“腾飞奖"称号o

三、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建国后至二十世纪(下同)七十年代体育产业尚未起步o 1978

年以来，逐步形成表演和培训市场，进行有偿服务尝试，经济收入甚

微，仍以社会效益为主。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对外开放政策的快速发展，国际上通行的体育彩票业，在

全国开始启动，我市于1991年首次在市人民体育场发行即开型中

国体育彩票500余万元o 1998年我市在体育场再次发行1120万

元体彩，成为全省发行即开型体彩规模销售历史上发行时间最短

(一天半)、发行数量最大的一次销售活动，当年宜兴市体委被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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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体育产业先进单位"称号。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于1998年

开始布点销售，止2000年全市销售点增至22个，分布在有关镇区，

目前体育彩票市场在宜兴稳定发展，固定彩民队伍呈逐步上升趋

势，截止2000年即开型和电脑型体育彩票在我市共发行6397万

元，形成体彩公益金590余万元，为市体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

资金o

全市各体育场、馆、池充分发挥整体服务功能。九十年代以来，

每年接待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民众超过50万人次。多次承办全国

“爱立信"乒乓球擂台赛，邀请国家男篮、美国大学生明星篮球队、全

国四强男篮来宜作表演赛。使全市体育爱好者亲眼目睹知名球员

的风采，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健康投资的需求，活跃了宜兴的
体育表演市场，切实增强了市民的体育消费意识，收到了较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o

四、体育场地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民国9年(公元1920年)宜兴县立公共体育场建立，占地15
亩，旧中国体育场一片荒芜。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4年至1998年期间，市政府先后10次投

资166．6万元建成占地45亩的原市人民体育场，其中有400米标

准田径场，带看台的灯光水泥篮球场三面，2300座位的体育馆一

座，市少体校及室内风雨跑道，足球场和门球场各一面o“八五规
划"期间，市政府确定了建造宜兴市体育中心的计划，分别于1991

年、1993年投资840万元(其中游泳池286万元，体育馆桩基工程

554万元)建造了市游泳池和体育馆桩基工程o 2000年市政府决

定，将原体育场改造为城中体育公园，公园内保留300米田径场和

足球场，二面水泥篮球场和一面门球场，其余均为绿地和健身路径，

总投资为580万元，同时决定计划投资1亿元人民币，分期建造占

地350余亩的市体育中心。目前已完成市体育中心全部征地，场内

主干道路铺浇，还土及六面篮球场、一块小足球场、二面门球场、二

面网球场等附属体育设施项目的工程量，已投入经费2000万元，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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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2003年国庆前竣工。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全省县级市一

流的、规模宏大的新体育中心将展现在宜兴大地上。市体育公园的

竣工、市体育中心工程的启动建造，使宜兴市级体育设施迈上了新

的台阶；这不仅为全市民众提供了良好的体育健身活动场地，同时

对不断提高宜兴中心城市的地位与知名度，对宜兴的体育事业将有

着特殊的意义。

基层体育设施，截止2000年全市各中小学校全部建成合格的

田径场地和球类项目的体育设施，大部分乡镇已建有一场多室的体

育活动场地，目前全市拥有体育馆12座，游泳池(馆)10只，保龄球

馆6家(共50余道球道)，还有相当数量的网球场、乒乓球俱乐部、

台球俱乐部及体育健身房等体育活动设施。为全市人民群众参与

体育健身活动和不断提高全市竞技体育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机构设置

民国时期，宜兴县的体育，在行政上隶属于教育局领导，业务上

由县公共体育场负责。白民国9年建立公共体育场至民国35年

问，体育场是单独设置的，之后，体育场并入了县民众教育馆，直至
民国38年(1949年)4月。

解放后，自1949年8月至1956年9月，宜兴学校体育由县教

育局领导，社会群众体育由青年团宜兴县委、县总工会等有关部门

领导，体育场属县人民教育馆，配有专职业务人员，具体负责体育业
务工作o

1956年10月，宜兴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建立(简称“县体委")，

领导、规划全县的体育事业。是年起，宜兴县人民体育场单独设置。

1958年11月，县体委并入县文教局，仅留1人以科员职称负

责学校体育，体育场也只留1人负责日常业务工作。

1961年3月，县体委撤销o’

1968年12月至1972年11月，宜兴体育实行“军管"o

1972年12月，恢复县体委建制直至现在。它的职能为领导、

协调、监督全县的体育工作o

1991年7月22日，宜兴市编制办批示：同意宜兴市体委内部

分科设置办公室、竞赛训练科、群众体育科o

1997年市编制办公室重新确定市体委设：办公室、体育业务科
两个职能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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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宜兴市(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人员名单

职称 姓名 任职起迄时间
‘

备 注

主任 凌斌 1956年10月至1958年7月 副县长兼

副主任 耿兆阳 1956年10月至1958年7月 教育局局长兼

副主任 蒋齐大 1956年10月至1958年7月 团县委书记兼

干部 徐槐君 1956年9月至1959年9月 秘书

干部 方小林 1956年9月至1957年 秘书

军代表 韩浩祺 1968年12月至1972年11月 。文革”军管时期

主任 程德宾 1972年12月至1976年11月 “宜兴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

副主任 俞平 1972年12月至19r75年2月 “宜兴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兼

副主任 齐俭 1972年12月至1975年10月 宜兴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兼

干部 徐槐君 1972年12月至1978年9月 秘书

副主任 刘法 1974年3月至1979年8月

副主任 凌斌 1974年4月至1979年8月

干部 韦祖祺 1979年至1980年 秘书

主任 许麟甲 1979年lO月至1983年10月 中共宜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

副主任 吴省忠 1982年至1983年10月 宜兴县教育局副局长兼

主任 时海华 1983年10月至1989年8月

副主任 姜元祥 1983年10月至1994年4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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