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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江山杯”国际篮球四国争霸赛1988年汝州武馆参加县武术表演赛留念

市教体局（体育）供图

市民在公路局篮球场打篮球

30年来，我市体育与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

体育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全民健身事业蓬勃

开展，体育场地设施遍地开花，体育产业迅猛发

展，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实现协调发展。

我市先后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

交流展示活动先进单位、河南省全民健身示范县，

在河南省全民健身工作评价体系考核中，连年保

持省直管县（市）前列。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方面，我市认真贯彻落

实《全民健身条例》，坚持“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群

众受益”的原则，发挥各个单项体育协会作用。

1989年后，每年的“大家跑”全民健身活动都吸引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1999年，该项活动参加

人数达 3000人。1995年，市体育总会成立，有篮

球、乒乓球、棋类、武术、门球等业余运动队 30支，

并先后成立武术、健美操、陈氏太极拳、太极剑、健

身舞（操）等辅导站 50个，城区晨练点近 20处，培

训社会辅导员 42人。1989年 4月 30日至 5月 5

日举行的我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参加运动员 724

人，运动项目主要有篮球、排球、象棋等。1991年 7

月 8 日举行我市首届少数民族小学生运动会。

1990年的“三八杯”自行车比赛，全市妇女报名参

赛 1144人，创全市妇女参加体育比赛人数记录。

1989年至 2000年，我市学校体育以《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为指导内容，常年坚持开展两操（早

操、眼保健操）、两课（体育课、体育卫生知识课）、

两活动（课间活动、课外活动），课外活动以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等为主的体育项目较为普

遍。城镇场地条件许可的学校还开展小足球活动，

市直和乡镇重点中小学校都成立有田径、篮球、乒

乓球、武术等学校运动队，利用课外活动进行训

练。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体育锻炼

的意识也逐步增强，农闲之余参加体育活动的人

越来越多。他们利用传统节日和农村集贸日进行

体育比赛，举办乡镇运动会或单项比赛（如过去的

尚庄乡集贸日武术表演赛，纸坊乡集贸日篮球赛

等），成为活跃农村文体生活的重要内容。此外，每

年春灯节期间，各乡镇都有不同形式的体育比赛，

临汝镇临南村、小屯镇小屯村“双节”还邀请周边

的汝阳、伊川、宝丰县的农民篮球队参赛，往来不

断，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

同时，全市各乡镇、街道利用 5月全民健身

月，8月 8日全民健身日，元旦、春节等重大活动

节点，开展富有民俗和传统体育文化特色的健身

活动，全民健身活动高潮迭起。30年来，通过丰富

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和比赛，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进来，目前我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

达到 35%以上。

在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化建设方面，我市注重

加强市、乡、村三级体育健身组织网络化建设。在

市、乡体育组织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全市行政

村体育健身站点全覆盖。全市完善 50个城区体育

健身站点，并在 436个村级体育站点配备专兼职

工作人员。同时，推进协会组织建设，全市共有体

育协会、俱乐部等 70余个，体育社团队伍的壮大，

为市民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和

良好的活动平台。

场地设施建设跨越发展

建市 30年来，我市围绕体育场地建设、城乡

体育工程建设和打造“10分钟健身圈”，城乡体育

场地设施水平显著提升，更好地满足了群众体育

健身的需求。

1989 年 9 月 30 日，投资 86 万元、建筑面积

2719平方米、能容纳观众 3000人的全市首座看

台灯光球场竣工使用，这在全省县级市尚属首家。

1990年投资 48万元建成符合国家标准，配备有

自动循环系统及 8 股泳道游泳池，总建筑面积

2275平方米。1992年投资 55万元建成的综合训

练房，建筑面积 1685平方米，可同时进行篮球、乒

乓球、武术等项目的全天候训练。

1989年至 2000年，全市城乡共建成普通篮

球场 50个、灯光篮球场 14个、田径场地 4个、门

球场 12个、标准乒乓球台 150个、水泥乒乓球台

645个。当时的梨园矿务局、朝川矿务局、市焦化

厂、汝州卷烟厂、市石油公司等企业都建有看台灯

光球场。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篮球场场地普遍硬化。

小屯、杨楼、尚庄、温泉、纸坊、临汝镇、大峪、庙下、

寄料等乡镇还建成灯光篮球场。市磊裕公司（市水

泥厂）投资 30万元，建成面积 200平方米的体育

活动中心。全市体育设施的不断完善，为群众性体

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八大后我市体育事业的

发展进入加速期，体育文化中心、绿廊健康步道、

街头游园广场，从城市到农村，健身器材随处可

见，体育场地村村全覆盖。

现已投入使用的市体育文化中心建设有六大

主体工程项目：主体育场、篮球馆、会议中心、综合

楼、综合训练馆等。体育文化中心建设历时 5年，

占地 310亩，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总投资 8亿

多元，成为我市体育设施建设新的里程碑，为开展

群众体育工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017年以来，我市借力百城提质建设，努力

打造“10分钟健身圈”，充分利用城市公园、游园、

绿地、广场、旧城改造等，重新规划健身场地。仅

2017 年以来，建成体育公园 2个、室外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 1个、老年健身活动中心 3个、社区多功

能运动场 2个，以及健身步道、自行车道 3万余

米，补充、更新、安装健身设施 90余处，为城区居

民进行体育锻炼提供了极大便利。

竞技体育再攀新高峰

竞技体育是展示综合实力、体现业余训练水

平的重要舞台。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各类体育培

训，加大培训力度，树立体育品牌赛事活动，整合

市体育中学、市业余体校、市体育场资源，成立市

青少年户外活动中心，为青少年训练、比赛、活动

搭建平台，满足青少年的健身需求。

30 年来，我市竞技体育一步一个台阶，业余

训练网络健全，人才培养基础牢固，以市属训练单

位为龙头、网点为补充的训练格局日趋完善。据不

完全统计，我市 30年来向地市级以上训练单位、

各大高等院校输送优秀人才 1000余名。其中，唐

杏梅获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田径 1500米跑铜牌；在

中南九省少年举重 56公斤级比赛中，刘红敏超世

界纪录，李秀珍打破 60公斤级河南省纪录；桂晓

菊获香港赛艇邀请赛金牌；杨保平获国际少林武

术节武术金牌……一批批优秀的体育人才活跃在

国际和国内体育舞台上，为我市争得了荣誉。

1993年，我市在相继举办全市职工运动会、

农民运动会的基础上，把举办全市性综合运动会

放在重要位置，在荣获全国体育先进县（市）的基

础上，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活动，用顽强

的拼搏精神激励全市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全市各乡镇、各部门组建代表团，参加了我市

首届运动会，开我市体育历史先河，截至目前，我

市已举办了六届运动会。

1989年至 2000年，是我市竞技体育发展步

伐最快、发展形势最好的历史时期。先后举办了市

首运会、二运会。市首运会于 1993年 10月举行，

历时 13天。设田径、篮球、乒乓球、武术、棋类等 7

个比赛大项。比赛分少年组、成年乡镇组、成年局

委组 3个组类进行，参加比赛的代表团有 64个，

运动员 1358人。1997年 10月，市二运会举行。参

赛代表团 91个，参赛运动员 1944人，比赛大项达

11个。

2018年的第六届运动会，举行了盛况空前的

开、闭幕式，来自全市各单位、各行业的 113个代

表队 5389人次、314名技术人员、300名志愿者参

加了此次运动会，是我市迄今为止举办的水平最

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第六届运动会的

成功举办，凝聚了团结向上的人心力量，鼓舞了一

心一意谋发展的昂扬士气，为奋力开启新时代汝

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增添了动力。

武术之乡新成绩

汝州武术发展历史悠久，自成体系，1992年

被授予国家第一批全国武术之乡称号。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成立了武术工作领导小

组，设立武术之乡工作办公室，充分发挥市武术协

会的重要作用，持续推进武术“六进”（进学校、进

社区、进乡镇、进企业、进机关、进军营）工作，精心

组织比赛，积极参加国家及省级的各项武术赛事

活动，提高武术之乡的知名度，展示武术之乡的新

形象。武术之乡建设工作扎实有效，成绩凸显，已

经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支持、群众积

极参与，工作规范有序发展的良好局面。目前我市

武术段位人数已达近千人，武术协会现有个人会

员 1700余人，单位会员 57个，在我市 445所学校

中，武术操推广率占 89%，段位制推广率占 8.2%，

尚武崇武在广大城乡蔚然成风。

承办高水平赛事

建市以来，我市体育事业开拓创新，在新形势

下寻找体育发展动力，以体育为媒，宣传汝州、推

介汝州。

1989年至 2000年，我市承办国际比赛 2次、

国家级比赛 3次、省级比赛 4次。1989年 10月，

在我市举办山东、江苏、湖北、四川、山西、河南 6

省青年男篮邀请赛。同年，首次承办河南省第四届

武术重点县武术比赛。1992年 10月，承办省七运

会武术、摔跤、散打项目比赛，并获得省七运会最

佳赛区称号。同年，哈萨克斯坦男女篮球队访问河

南期间，我市承办了中哈男女篮球对抗赛。1998

年 7月，省“乒协杯”少年乒兵球赛在我市举行，全

省 17个地、市行业体协的 30多支乒乓球队，537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我市还成功承办了 3次香港

至北京汝州段汽车拉力赛。同时，各系统积极承办

本系统的地市级比赛，如市财政局承办平顶山财

政系统乒乓球比赛，市人民法院承办平顶山市法

院系统“天平杯”篮球比赛等。随后，我市又相继举

办了中国·哈萨克斯坦男篮邀请赛、全国 NBL男

子篮球汝州四强赛、“江山杯”国家男篮邀请赛、省

“公仆杯”乒乓球比赛、全国百城健身气功交流展

示活动河南省大赛、省健身气功联赛汝州赛区决

赛、中美男篮国际对抗赛、“体彩杯”环中原自行车

赛汝州站、“龙府杯”全国大学生男篮邀请赛、“戴

尔·建生”杯友好城市羽毛球邀请赛汝州站比赛、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走进汝州采访报道“谁是舞

王”争霸赛汝州站比赛等，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我市对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