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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编 体 育

第一章 体育机构

第一节 管理机构

1953 年 6 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山东省乳山县分会成立，设主任、副主任

各 1 人，委员若干人(均兼职),专职工作人员 1 人。1956 年 4 月撤销，同月，

乳山县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体委)成立，县长兼任主任，教育科副科长兼任副

主任，设专职体育干事 1 人，与县人委办公室合署办公。1958 年 10 月随县撤

销。复县后重设体育运动委员会，县长兼任主任，县委宣传部长兼任副主任，

设专职体育干事 1人，与文教局合署办公。“文化大革命”初期,体委机构撤销。

1970 年 9 月，成立乳山县革命委员会体育领导小组,县武装部政委兼任组长，

设专职干事 1人，与教育组合署办公。1971 年，体育领导小组下设体育组，设

专职工作人员 2人，隶属县革委政治部。1973 年 3 月恢复体育运动委员会，县

委常委兼任主任，体委内设办公室，有专职工作人员 4人，负责组织体育达标

检查、制定竞赛计划、组织举办运动会及开展群体活动。1980 年体委主任改由

县委副书记兼任。1984 年机构改革后，体育运动委员会定为正科级机构，列县

政府机构序列，设主任 1人，副主任 2人。1995 年，市体委编制 7人，设主任

1人,副主任 4人。

第二节 体育团体

乳山市武术协会 1984 年 7 月成立。协会设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

书长、委员共计 23 人。1992 年协会进行调整，设主席 1人、副主席 2人、秘

书长 1人、副秘书长 2人、委员 6人。1993 年 9 月，协会再次调整，副主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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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人。

乳山市体育总会 1989 年 6 月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乳山县分会，1991

年更名为乳山县体育总会，设主席 1人(由分管体育工作的副县长兼任)，副主

席 7人，委员 20 人，其职责是领导各体育协会开展工作。

乳山市象棋协会 1988 年 5 月成立。设主席 1人、副主席 5人、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2人、委员 12 人。1993 年 9 月，协会进行调整，副秘书长增至 3

人。

乳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1991 年 3 月成立。设主席 1 人、副主席 11 人、

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2 人、委员 6 人。1993 年 10 月协会进行调整，副秘书

长、委员分别增至 3人和 12 人。

乳山市篮球协会 1991 年 4 月成立。设主席 1人、副主席 9人、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2人、委员 13 人。1993 年 9 月，协会进行调整，副秘书长调为 1

人。

乳山市田径协会 1990 年 4 月成立。设主席 1人、副主席 4人、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2人、委员 10 人。1993 年 9 月，增设名誉主席 1人。

乳山市钓鱼协会 1990 年 4 月成立。设主席 1人、副主席 4人、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2人、委员 7人。

乳山市农民体育协会 1993 年 9 月成立。设名誉主席 1人、副主席 7人、

副秘书长 2人、委员 16 人。

第二章 体育活动

第一节 农村体育活动

建国前，境内农村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较多，青少年喜爱踢毽子、跳绳、摔

跤、游泳、跳房、打蛋、丢窝、打角(“角”当地读音“jia”)、打陀螺(俗称

打皮猴)、走五子、打秋千等；中、老年人多爱下象棋、打太极拳。农民崇尚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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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不少村庄常年或在农闲时节开设拳房，请拳师教习武术。素称武术之乡的

徐家一带，开拳房练功已有 200 余年历史。30 年代，武术大师、八卦拳第二代

传人宫宝田晚年回故里组织民间八卦拳社，先后授徒近千人。50 年代，境内武

术活动渐衰，而篮球活动日趋活跃，三分之一的村庄设篮球场。农闲时节，各

村之间经常举行篮球比赛。1954 年，在乳山县首届运动会上，官地村农民篮球

队获篮球比赛冠军。60 年代初、中期，篮球活动遍及各村，带动了其它体育活

动的开展，不少村庄民兵组织结合军事训练还开展一些军事体育活动。“文化大

革命”初期，农村体育活动基本停止。1971 年后，为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

兴起游泳活动，每年 7月 16 日，各公社武装部均组织民兵举行游泳比赛活动。

1976 年后，大多数村庄陆续建立起“青年之家”，开展乒乓球、篮球、羽毛球

等体育活动。不少村庄还根据自己的特长，组织起各种体育代表队。至 1985

年，全县“青年之家”拥有乒乓球队 140 个，篮球队 167 个，羽毛球队 349 个，

排球队 16 个。而“武术热”也从 80 年代初重兴，拳种有太祖长拳、猴拳、螳

螂拳、八卦拳等。1989 年始，开展创建省级体育先进乡镇活动，各乡、镇都成

立了体育领导小组，下初、乳山寨、大孤山等乡、镇每年利用农闲季节举行田

径、篮球、爬山、象棋等体育比赛活动。1992 年，下初镇被命名为省级体育先

进乡镇。1995 年底，全市农村有篮球队 310 个，乒乓球队 180 个，较正规的拳

房 16 处。社庄、青山两村成立的“武术学校”,有业余武术教练员 40 余名，习

武人数达 1200 余人。是年，又有夏村、大孤山、冯家 3镇被命名为省级体育先

进乡镇。

第二节 学校体育活动

30 年代初，瑞泉中学始设体育课，聘用 1名专职体育教师，建有简陋的体

育场，开展篮球、单杠、跳高、跳远等项体育活动。30 年代中期，境内县办完

小、区办完小大都开展了田径、篮球等体育活动和童子军训练。1938 年建立的

青山第六联中，有军事教官 3人，体育教员 2人，体育教员主要指导球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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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在境内建立的各处中学设立篮球、排球、田径、体操

等体育课程，并开设射击、刺杀、投弹等国防体育课程。建国后，学校执行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各校普设运动场地，自制和购置体育器材，篮球、

田径等体育活动不断普及和发展。1951 年，学校开设课间操，普及第一套广播

体操。1952 年起，各中、小学每年都举办田径运动会和球类赛，每年举办一次

全县大型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及球类赛。1957 年，各校开展“劳卫制”锻炼。

同时，乒乓球活动兴起，各中学和各区中心小学都组织乒乓球比赛。1958 年，

学校开展“国防体育”活动，把军事常识、射击、刺杀、投弹、行军、爬山等

列为体育训练内容。是年 6月，各中、小学举行军事野营活动，参加活动的人

数达 52500 名。10 月始，各中、小学普遍执行国家教育部制订的《体育教学大

纲》，体育教学以田径、体操为重点，各中学普遍组建田径、体操及篮球、足球、

乒乓球等体育代表队，进行专门训练，参加比赛。“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体

育教学停顿。70 年代后，恢复体育教学，学校除参加县、地级各种体育比赛外，

教育系统还举行田径、篮球等项大赛。

1978 年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各校为达标的学生颁发证章、证书。

是年底，体委、教育局联合对学校体育工作进行了调查，全县 122 所中学、597

所小学共有体育辅导员 16 名、专职体育教师 442 名，339 所学校有体育代表队，

139 所学校坚持两课(每周两节体育课)、两操(每天早操、课间操)、两活动(每

周两节课外体育活动)，全县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中、小学生 9250 名，

达标率为25.9%。此后达标率逐年提高，1985年，中、小学生达标率上升到73.2%。

1986 年后，体育课程设置田径、篮球、广播体操等项目，课外开展长跑、越野、

拔河、跳绳、乒乓球、篮球等活动。1988 年起，中、小学普遍开展了“雏鹰起

飞”体育活动，有 44500 名学生报名参加该项活动，促进了学校体育活动的开

展。1992 年后，各学校贯彻实施国家《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体育工作逐

步达到制度化和规范化。至 1995 年底，全市在校学生体育达标率达 96%，全市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发展到 21 所，其中省级 1所，地级 5所；在校学生 8310 人，

学校业余体育训练队发展到 450 人。乳山三中先后两次被评为省级传统体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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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先进学校。

第三节 城镇体育活动

50 年代初，城镇职工体育活动首先在县直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兴起。1953

年，县直机关成立乳山县第一支业余篮球队，当年参加文登专区机关篮球比赛，

获第五名。1956 年后，县城厂矿企业增多，职工业余体育活动日趋活跃。1958

年 6 月，举行全县职工篮球选拔赛，进一步推动了职工篮球活动的开展，越来

越多的厂矿企业成立业余篮球队。60 年代初，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推行工间

操。“文化大革命”初期，职工体育活动停止。70 年代起，县总工会组织各企

业成立“职工之家”，设象棋室、乒乓球室、康乐棋室等娱乐场所，绝大多数企

业修建起篮球场，职工体育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各企业经常组织职工开展拔河、

赛跑、爬山、自行车赛等活动。

1980 年后，以体委、总工会、妇联、团委等部门牵头组织的各类职工体育

比赛逐渐增多。1982 年，体委、总工会、妇联、团委联合举行县直机关环城赛

跑，参赛者达 400 余人。翌年 1月，举行城镇老、中、青年职工越野赛，参赛

者 400 余人，赛期 2天。1984 年 5 月，在县体育场举行首次青年职工运动会，

有 23 支代表队参加，参赛运动员 800 多人，分男、女组篮球赛，男、女组乒乓

球赛，男、女组射击赛，男、女组三足跑赛,男、女组接力赛,象棋赛等。1985

年 2 月,总工会组织“乳山县职工‘建设杯’篮球赛”，并规定以后每年举行一

次。是年统计，城区有职工篮球队 37 支，篮球队员 400 余人；乒乓球队 10 余

支。此后，各企业的职工体育活动逐渐形成制度化，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每年都

举办各类体育比赛。1989 年，境内开展“万民健身体育百花园”活动，参加人

数达 4万余人。是年起，由县举办的田径、球类等职工体育运动会形成制度。

进入 90 年代，城区职工体育活动逐渐普及。体育活动活跃的市一轻、二轻、化

工、粮食局、邮电局系统和威美集团公司、活塞环厂等单位，每年均多次举办

各类体育比赛活动。1993 年威美集团公司被评为省级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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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8 月,贯彻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市开展了“九五”全民健身

宣传活动。市区职工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 50%以上。尤其是老年体育活

动日趋活跃，县老年体育协会在城区设立 10 个体育辅导站、120 多个活动小组，

组织老年人开展导引养生功、香功、太极拳、太极剑、象棋、钓鱼、中老年迪

斯科等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逾万人。

第三章 体育设施

第一节 学校体育设施

50 年代初，各中学先后设体育场，体育场一般由田径运动场、篮球场、排

球场等组成。田径运动场配备单杠、双杠、吊环等体操设施及跳高跳远器材，

设置 250 米～400 米椭圆型跑道。50 年代末，各完全小学设有小型体育场，并

配有体操设施。70 年代初，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村小学亦设立小型体育场地。1980

年统计，境内中、小学有中型运动场 5个，小型运动场 177 个，篮球场 193 个，

排球场 14 个，手球场 3 个，乒乓球台 161 个。80 年代初，农村中、小学体育

场地因修建校舍或挪作他用而减少。1986 年后，学校体育场地逐渐恢复，各种

体育设施不断完善。至 90 年代初，全市各中学均设有中型以上体育运动场，多

数小学设有小型体育运动场。1995 年，全市中、小学有 400 米跑道的体育场 4

个，中、小型运动场 208 个，篮球场 395 个，排球场 48 个，乒乓球台 340 个。

第二节 农村体育设施

50～60 年代，农村体育设施以篮球场为多，几乎村村都有，少数村庄有乒

乓球室。70 年代，篮球场大多失修停用。80 年代起，农村篮球场陆续恢复，部

分村庄的“青年之家”建立了乒乓球室，有 16 个村建有武术教练房。1995 年，

全市农村共有篮球场 293 个，乒乓球室 305 间，台球桌 40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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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市区体育设施

50 年代初，县直机关修建了篮球场，至 1958 年，各企业单位也开始修建

篮球场。1968 年，在青山路中段(现第二百货商店处)建 3处灯光篮球场，占地

1.3 万平方米，境内组织的大型篮球比赛及邀请赛均在此举行。70 年代始，城

区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建起灯光球场和乒乓球室。1973 年乳山县篮球场改建第

二百货商店。1975 年在商业街与富山路相交点的西南角建体育场，占地 2万平

方米，体育场东北端建带看台的灯光球场 1处，西部田径运动场设 250 米椭圆

形跑道，东南部为娱乐园，安设了登月火箭、滑梯、秋千、旱船、旋转凉亭等。

此体育场当时为境内大型篮球比赛的主要场所。80 年代起，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相继建立乒乓球室、台球室，干休所建立了门球场。1985 年，体育场改建为

儿童乐园后，县政府决定在东里村北建设高标准的“乳山体育中心”，1992 年

底，全部工程竣工。体育中心占地面积 11444 平方米，东侧体育场呈椭圆形，

四周建有 5000 个座位的看台，内建有 400 米标准跑道田径场 1 个、排球场 2

个、篮球场 1个、手球场 1个。体育场西侧中部建有建筑面积为 3910 平方米的

四层办公大楼和训练房。体育中心总投资 550 万元。1995 年底统计，城区有大

型体育场(体育中心)1 处，各机关、企业单位有篮球场 98 个，门球场 2个，排

球场 22 个，400 米跑道田径运动场 4个，250 米以上跑道田径运动场 42 个。

第四章 体育竞赛

第一节 田径比赛

市(县)内比赛 1954 年 10 月举办乳山县首届运动会，比赛分工农组和普

通组，项目有 100 米、200 米、1500 米、负重 100 斤赛跑和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手榴弹等。1956 年举办全县少年田径运动会，参加的运动员 200

余名。1957 年 6 月举办全县田径运动会，参加运动员 209 名，分少年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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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此次运动会有 18 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创 9项县纪录。同年，各系统分

别举办小型运动会 7次。1958 年 5 月举办全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9月，举办

全县田径运动会，各公社及 3所中学共 15 个代表队参加。是年全县举办基层运

动会 20 次，参赛运动员达 1779 人。1963 年 5 月，举办全县中学生少年田径运

动会。1964 年举办全县田径运动会，比赛分青年组和少年组，沙广荣创男子青

年组 100 米 12″、200 米 24″8 和三级跳远 12.33 米 3 项县纪录，董文信创男

子青年组铅球(1.25 公斤)9.9 米和铁饼(2 公斤)29.02 米的县纪录，姚厚刚创男

子青年组 800 米 2′13″的县纪录。1965 年 6 月举办全县田径运动会，一中宫

晓苇创女子少年组铅球 7.93 米和标枪 25.15 米 2 项县纪录。1966 年 5 月举办

全县田径运动会，王庆仙、宫云和、张连凯、王培林、刘振江、王树云、潘桂

英等人创 7项县纪录。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项体育比赛活动中断。1971 年 5 月，举行全县青

少年田径运动大会，608 名运动员参加，刘国成、韩玉利、崔守芝、宫云娥、

姜淑爱、姜文芝等分别破 6项县纪录。1972 年，分别于春季和秋季举办两次全

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参赛运动员均在 800 余名。1974～1977 年，每年举办

一次由各公社、县直有关系统和完全中学参加的大型田径运动会，先后共有 65

人打破 66 项县纪录，其中 1976 年 6 月举办的全县田径运动会，有 35 人打破

35 项纪录。同时，每年均举办一次全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至 1980 年先后

共有 67 名运动员打破 69 项县纪录。

1981 年 5 月，举办全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参赛运动员 700 余名，于丛

玲、宁云生、冷世广、刘兴发、蔡广平、刘振平、宫本春、赵守玉、孙茂义、

张淑芬、陈述龙和一中 4×400 米接力队共创 12 项县纪录。是年 6月，举办首

届幼儿运动会。1982 年 4 月，举办春季青少年田径运动会，18 个代表队 360

名运动员参加，于波、王兆伦、张军等共创 5项县纪录。1983 年 5 月举办乳山

县学校田径运动会，26 个代表队 338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郑阿五、李全、王兆

伦、戚威、牟远山、王淑芳、史玉卿、王成、张志周、宋吉云等创 12 项县纪录。

1984 年 5 月举办乳山县青年职工运动会，共 23 个代表队 800 名运动员参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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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同月，举办乳山县中等学校田径运动会，33 个代表队 640 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比赛分高中组和初中组。1985 年 3 月，举办振兴乳山体育运动会，各乡镇、

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共组成 35 个代表团 634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教育局、工

业公司、供销联社获团体总分前三名。是年 5 月，举办乳山县中小学生田径运

动会，36 个代表队 502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1986 起，每年举办一次全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和中、小学生越野赛，中、

小学田径运动会比赛分高中组和初中甲、乙组。1987 年，宋吉竹、邢岩分别破

高中组女子 100 米栏县纪录，林志刚、高吉美分别破高中组男子和女子铅球县

纪录，乳山三中破女子 4×100 米接力县纪录；少年甲组共有 11 人破 11 项县纪

录，少年乙组有 4人破 4项县纪录。1987 年，举办县直系统青年职工田径运动

会和“健身杯”环城跑。同年举办青年职工、学生田径运动会。1988 年，宋吉

竹、李淑巧分别破高中组女子跳远县纪录，乳山三中、乳山二中分别破高中组

女子和男子 4×100 米接力县纪录；初中甲乙组分别有 5人破 5项县纪录。1991

年，举办首届县直机关干部田径运动会，有 86 个代表队 1164 名运动员参加了

比赛。1994 年举办乳山市直机关第二届田径运动会，有 72 个代表队 854 名运

动员参赛,其中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128 名。1995 年 10 月举办第一届全市体育

运动会，参赛代表队 36 个，运动员 545 名。

参加上级比赛 1958 年，县田径代表队首次参加烟台地区田径运动会，乳

山一中队以 1′48″的成绩创男子青年组 4×200 米接力县纪录，张书勤创男子

普通组十项全能 1950 分县纪录。1963 年起，乳山每年均组织代表队参加烟台

地区举办的田径运动会，1964 年，乳山五中董文信以 27″4 的成绩获烟台地区

田径运动会男子青年组 200 米低栏第二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体育比赛

活动停止。1971 年起，烟台地区每年举办田径运动会，乳山均派代表队参加，

共有 26 人创 28 项县纪录;1972 年迟夕太在烟台地区田径运动会上以 61.34 米

的成绩获男子普通组标枪第二名，贾宁以 19＂4 的成绩获男子少年乙组 110 米

低栏第三名。1973 年诸治平在烟台地区田径运动会上，以 1.71 米的成绩获男

子跳高第一名。1977 年 4 月，乳山田径代表队赴烟台参加地区春季田径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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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炳岁、宫建玲、姜翠娥、刘言庆、李美连等 6 人创 12 项县纪录。1979 年，

乳山中学生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地区春季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肖红岩、隋龙述、

崔守艳、孙向阳、姜丽丽等共创 14 项县纪录。

1980年5月,乳山青少年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地区春季青少年田径运动会，

共创 12 项县纪录，肖红岩以 4′49″和 2′20″8 的成绩分别获得女子少年甲

组 1500 米第一名和 800 米第二名，并以 9′59″9 的成绩打破了女子少年甲组

3000 米 10′8″2 的山东省纪录。同年 10 月，乳山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地区田

径选拔赛，刘允祥以12″5和 25″1的成绩分别获得男子少年甲组100米和 200

米第一名，李培文以 2′28″4 和 4′41″4 的成绩分别获得男子少年乙组 800

米和 1500 米第一名。1981 年 5 月，乳山少年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地区少年田

径运动会，肖红岩获得女子少年甲组 1500 米和 3000 米第一名，吕淑兰获得女

子少年甲组铁饼第三名，于丛玲获得女子少年甲组跳高第三名，刘允祥获得男

子少年甲组 100 米第三名。1982 年 5 月，乳山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地区春季田

径运动会，共获 3个单项第一，2个单项第二，1个单项第三，其中，男子青年

组 4×100 米接力打破地区纪录，男子获团体总分第十二名，女子获团体总分第

十三名。是年 10 月，乳山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地区秋季田径运动会，史玉卿以

1′8″4 的成绩获女子中学组 400 米第二名，崔守艳以 11.09 米的成绩获女子

中学组铅球第二名。1983 年 5 月，乳山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地区田径运动会,

职工组获团体第八名,于波以 6.96 米的成绩打破地区男子跳远纪录，并获该项

比赛第三名。1984 年 6 月，乳山体育代表队参加烟台市职工、中学生田径运动

会，宫志获男子 400 米第一名，王淑芳获女子 200 米第二名和 400 米第三名，

史玉卿获女子 400 米第二名，王兆伦获男子跳远第二名和 110 米高栏第三名，

刘允祥获男子 100 米第二名。

1985 年，乳山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市职工、少年田径运动会，获团体总分

第六名，于建军以 2780 分的成绩获男子少年甲组五项全能第二名，并打破山东

省纪录。1987 年，乳山长跑代表队参加烟台市越野赛，获女子组团体总分第一

名和男子组团体总分第六名。是年 6月，乳山中学生田径代表队参加烟台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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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田径运动会，在 15 个县市代表队中，甲组获全市第四名，乙组居全市第十

一位。1988 年 4 月乳山中学生田径代表队参加威海市首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高中组获团体第一名，甲组获团体第四名，乙组获团体第二名。是年，乳山业

余体校学生高波等 7人参加山东省“希望杯”田径比赛，高波获竞走组第一名，

于庆英获 3000 米跑第二名，闫飞获长跑组第四名，林峰获跳远组第三名，史永

胜获 1500 米跑第四名，李平获短跑组第七名。是年 8月,参加威海市首届田径

运动会，在参加的 9个代表队中,乳山田径代表队获团体总分第二名(学生乙组

获第一名，学生甲组获第二名，职工组获第二名)，共获金牌 16 枚，银牌 25

枚，铜牌 22 枚。1989 年 4 月，参加威海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分普通、甲、

乙三组)，乳山中学生田径代表队获普通组团体总分第二名，甲、乙组团体总分

第三名。是年 10 月，参加威海市第二届田径运动会，乳山

田径代表队职工组获第三名，甲、乙组分别获总分第三名、第四名。

1990 年 3 月，乳山业余体校学生高波、宫本峰参加山东省业余体校越野长

跑和竞走比赛，分别获甲组 10000 米竞走第二名、乙组 5000 米竞走第三名。5

月,乳山中学生田径代表队参加威海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普通组、甲组均获团

体第三名，乙组获团体第二名，杜青等 6 名运动员破 6 项威海市纪录。6 月，

乳山派出 8名运动员参加山东省传统项目学校田径比赛，李淑岩获跳远第一名，

宫本峰获 5000 米竞走第二名，杜青获 3000 米竞走第二名，刘忠获 1500 米和

3000 米跑第四名和第三名，姜春红获 800 米、1500 米跑第一名和第二名，孙平

获 3000 米和 1500 米跑第一名和第四名，李萍获 100 米短跑第四名。同年 10

月,参加威海市第三届田径运动会，乳山田径代表队普通组、甲组获总分第三名，

乙组获总分第二名，李淑岩、姜学洲破 2项威海市纪录。1991 年 7 月，杜青、

姜日国、姜海霞参加山东省青少年田径单项比赛，共获得 2枚金牌和两枚银牌。

是年 10 月，姜竹参加山东省农民运动会，获 400 米跑第二名。同月，参加威海

市第四届田径运动会，乳山田径代表队少年甲、乙组均获团体总分第二名，普

通组男子获第三名，女子获第二名；共获 27 枚金牌，18 枚银牌和 6枚铜牌，1

人 2次破威海市纪录。1992 年 5 月，业余体校学生姜海霞、姜日国在山东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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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杯”田径运动会上分别夺得金牌和银牌，焉泽东获中长跑组小四项银牌，杜

青获 3 公里竞走第四名。9 月，姜海霞参加山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田径比赛，

获得女子标枪金牌。10 月，乳山中学生田径代表队参加威海市中学生田径运动

会，共夺得 42 枚金牌、33 枚银牌、19 枚铜牌，金牌数和团体总分均名列威海

市之首。

1993 年 9 月，参加威海市第五届田径运动会，乳山田径代表队获团体总分

第二名，共夺得 25 枚金牌。运动员宫本辉以 6 米 49 的成绩获男子少年甲组跳

远第一名，并以 13 米 50 的成绩获三级跳远第二名，均破乳山纪录；王大朋以

14 米 53 的成绩获男子少年甲组铅球第一名，破乳山纪录；王燕以 1′0″15 的

成绩获女子少年甲组 400 米第一名,破乳山纪录；王建波以 11″8 的成绩获男子

少年乙组 100 米第一名，破乳山纪录；隋学强以 55″9 的成绩获男子少年乙组

400 米第一名，破乳山纪录；唐军以 62 米 88 的成绩获男子少年乙组手榴弹第

一名，破乳山纪录；姜晓磊以 14′16″7 的成绩获女子少年乙组 3000 米竞走第

一名,破乳山纪录。1994 年参加威海市田径单项比赛,乳山田径代表队获团体总

分第二名，夺得 19 枚金牌,10 枚银牌,9 枚铜牌，运动员宫本辉以 13 米 24 的成

绩获男子少年甲组三级跳远第一名；王燕以1′0″2的成绩获女子少年甲组400

米第一名，破 1993 年她创的纪录；王建波以 11″46 的成绩获男子少年乙组 100

米第一名,并以 24″13 的成绩获 200 米第一名，均破乳山纪录；隋学强以 55″

1 的成绩获男子少年乙组 400 米第一名,并以 2′7″5 的成绩获 800 米第一名,

均破乳山纪录。1995 年,威海市举行田径单项比赛，乳山田径代表队获团体总

分第二名,夺得 10 个单项第一；刘永良以 25″2 的成绩获男子乙组 200 米第二

名；韩玉财以 25″4 的成绩获男子乙组 200 米第三名；林翠以 13 米 63 的成绩

获女子乙组铅球第一名；王建波以 11″4 的成绩获男子甲组 100 米第一名；焉

泽东以 52＂8 的成绩获男子甲组 400 米第一名，并以 2′22″0 的成绩获 800

米第一名;王大朋以 15 米 79 的成绩获男子甲组铅球第一名。

〔附〕乳山市田径成绩最高纪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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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子 普 通 组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年 月 地 点 运动会

名 称

创造者

单 位

100m 11″1 倪书广 1985.5 一中 县运会 乳山二中

200m 23″6 姜建新 1988.4 文师 威海市运会 黄山路学校

400m 52″5 张云生 1986.8 牟师 烟台市运会 乳山三中

800m 2′2″6 张云生 1985.5 一中 县运会 乳山三中

1500m 4′8″9 刘 忠 1990.10 曲阜 省传统项目

学校田径赛

县业余体校

3000m 8′59″2 孙国华 1987.6 蓬莱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5000m 15′36″ 孙国华 1987.6 蓬莱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10000m 33′6″ 高 峰 1979.1 莱西 烟台地运会 乳山一中

5000m 竞走 24′49″3 宫本峰 1988.10 荣成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4x100m 接力 45″5 一中 1988.5 体育场 县运会 乳山一中

4x200m 接力 1′48″ 一中 1958.6 乳山 烟台地运会 乳山一中

4x400m 接力 3′36″ 县队 1989.4 文师 威海市运会

110m 高栏 16″1 王兆伦 1984.6 掖县 烟台市运会 乳山一中

200m 低栏 27″1 董文信 1964.6 烟台 烟台地运会 乳山五中

400m 栏 1′8″8 林福喜 1988.10 荣成 威海市运会 乳山一中

跳高 1.82m 姜学洲 1990.5 环翠区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撑杆跳高 3.20m 王 斌 1976.5 一中 县运会 冯家公社

跳远 6.97m 王兆伦 1984.6 掖县 烟台市运会 乳山一中

三级跳远 14.38m 于 波 1983.5 威海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铅球(7.26kg) 15.95m 丁子朋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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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球(6kg) 13.64m 王世东 1988.4 文师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铁饼(2kg) 43.12m 丁子朋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标枪(800g) 55.42m 宋力勇 1984.5 一中 县运会 乳山十七中

标枪(700g) 62.52m 宋力勇 1983.6 牟平 烟台市运会 乳山十七中

手榴弹(700g) 72.72m 宋力勇 1984.5 一中 县运会 乳山十七中

五项全能 2655 分 于 波 1984.2 十七中 县运会 乳山一中

七项全能 3569 分 曲凡江 1991.5 体育场 县运会 乳山三中

十项全能 1950 分 张成勤 1958.10 烟台 烟台地运会 上册公社

女 子 普 通 组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年 月 地 点 运动会

名 称

创造者

单 位
100m 12″7 李 平 1988.10 荣 成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200m 26″5 李淑岩 1992.10 乳 山 威海市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400m 1′0″7 姜 竹 1991.5 体育场 县运会 乳山三中

800m 2′18″25 宋天爱 1987.5 一中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1500m 4′41″ 肖红岩 1982.5 烟台 烟台地运会 县业余体校

3000m 9′59″9 肖红岩 1980.5 烟台 烟台地运会 县业余体校

3000m 竞走 14′84″2 王光爱 1988.10 荣成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5000m 竞走 2′49″9 杜 岩 1990.5 环翠区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80m 低栏 14″2 陈 平 1976.6 一中 县运会 乳山一中

100m 栏 16″8 宋吉竹 1988.10 荣成 威海市运会 乳山三中

400m 栏 1′7″6 宋吉竹 1988.10 蓬莱 烟台市运会 乳山三中

4 x100m接力 52″8 县队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4x 200m接力 2′2″1 二中 1973.4 一中 县运会 乳山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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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400m 接力 4′15″8 县队 1987.6 蓬莱 烟台市运会 乳山一中

跳高 1.52m 李 平 1983.5 威海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跳远 5.78m 李淑岩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

生

县业余体校

铅球(4kg) 11.79m 高吉英 1988.5 体育场 县运会 乳山三中

铁饼(1kg) 38.20m 姜雪梅 1987.6 烟台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标枪(600g) 41.34m 胡翠风 1990.5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劳动技校

手榴弹(500g) 46.36m 孙桂娥 1977.4 烟台 烟台地运会 南黄公社

三项全能 1754 分 王爱华 1978.5 烟台 烟台地运会 夏村公社

五项全能 2606 分 于翠华 1977.11 二中 县运会 白沙滩公社

男 子 少 年 甲 组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年 月 地 点 运动会名称 创造者

单 位
60m 7″4 周卫志 1974.6 烟台 烟台地运会 海阳所公社

100m 11″5 姜建新 1988.4 文师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200m 23″6 姜建新 1988.4 文师 威海市运会 黄山路学校

300m 39″2 焉泽东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

生

县业余体校

400m 53″4 姜建新 1988.5 体育场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800m 2′2″5 焉泽东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

生

县业余体校

1500m 4′8″9 刘 忠 1990.10 曲阜 省传统项目

学校田径赛

县业余体校

3000m 8′59″2 孙国华 1987.6 蓬莱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5000m 15′36″ 孙国华 1987.6 蓬莱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10000m 33′6″ 高 峰 1978.1 莱西 烟台地运会 乳山一中

5000m 竞走 22′45″ 宫本峰 1991.10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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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m 竞走 47′56″1 宫本峰 1991.10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4x100m 接力 47″1 县队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

生

黄山路学校

4x200m 接力 1′50″ 黄山路学

校
1976.5 一中 县运会 黄山路学校

4x400m 接力 3′41″8 县队 1987.6 蓬莱 烟台市运会 黄山路学校

110m 栏(1m) 16″9 郭志强 1974.6 烟台 烟台地运会 乳山一中

200m 栏

(0.762m)

30″ 宫 青 1977.4 一中 县运会 白沙滩公社

跳高 1.82m 姜学洲 1990.5 环翠区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撑杆跳高 2.70m 丁广玉 1976.6 一中 县运会 育黎公社

跳远 6.49m 宫本辉 1993.9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市业余体校

三级跳远 13.24m 宫本辉 1994.4 威海 威海市田径

单项赛

市业余体校

铅球

(7.26kg)

14.53m 王大朋 1993.9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市业余体校

铅球(6kg) 15.23m 宫利伟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

生

县业余体校

铁 饼

(1.5kg)

48m 王世东 1989.4 文师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标枪(700g) 54.32m 宋述涛 1989.10 环翠区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手 榴 弹

(700g)

69.92m 郭洪兵 1974.5 一中 县运会 乳山一中

三项全能 1115 分 潘守山 1975.11 六中 县运会 白沙滩公社

五项全能 2780 分 于建军 1985.10 烟台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女 子 少 年 甲 组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年 月 地点 运动会名称 创造者单位
60m 8″5 焉秀娥 1974.6 烟台 烟台地运会 乳山六中

100m 12″7 李 平 1988.10 荣成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200m 27″5 王燕妮 1986.5 一中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300m 45″6 姜水仙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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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m 1′0″2 王 燕 1994.4 威海 威海市田径

单项赛

市业余体校

800m 2′18″25 宋天爱 1987.5 烟台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1500m 4′43″6 于庆英 1985.10 一中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3000m 9′59″9 肖红岩 1980.5 烟台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3000m 竞走 14′57″6 潘海莲 1991.10 威海 威海越野赛 县业余体校

5000m 竞走 25′10″1 潘海莲 1991.10 威海 威海越野赛 县业余体校

4x100m 接力 54″ 县队 1991.10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4x200m 接力 2′2″1 县队 1973.4 烟台 烟台地运会 县业余体校

4x400m 接力 4′17″ 县队 1985.10 招远 烟台地运会 县业余体校

100m 栏

(0.84m)

18″1 孙 明 1991.5 体育场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80m 栏

(0.762m)

14″ 王金环 1980.4 十七中 县运会 夏村公社

跳高 1.40m 于丛玲 1981.5 十七中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跳远 5.60m 李淑岩 1990.10 曲阜 省传统项目 乳山三中

铅球(4kg) 11.36m 吕淑兰 1981.5 莱西 烟台地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铁饼(1kg) 30.2m 姜雪梅 1987.6 蓬莱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标枪(600g) 41.34m 胡翠风 1990.5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手 榴 弹

(700g)

46.36m 孙桂娥 1977.5 烟台 地区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三项全能 1378 分 刘玉玲 1974.5 一中 县运会 乳山二中

五项全能 2062 分 崔守艳 1980.5 十七中 县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男 子 少 年 乙 组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年 月 地 点 运动会名称 创造者单位
60m 8″2 宁云生 1981.1 十七中 县运会 乳山寨公社

100m 11″8 王建波 1993.10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市业余体校

200m 24″13 王建波 1994.4 威海 威海市田径

单项赛

市业余体校

400m 55″1 隋学强 1994.4 威海 威海市田径

单项赛

市业余体校

800m 2′7″5 隋学强 1994.4 威海 威海市田径

单项赛

市业余体校

1500m 4′13″9 宫新宁 1992.10 文登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3000m 9′19″3 孙国华 1985.6 牟平 烟台地运会 县业余体校

5000m 16′31″ 孙 平 1987.6 蓬莱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5000m 竞走 22′43″ 李 峰 1992.3 荣成 省运会 县业余体校

4x100m 接力 48″6 县队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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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 低栏

(0.762m)

36″ 吴天波 1977.4 一中 县运会 南黄公社

跳高 1.82m 姜学洲 1990.5 环翠区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跳远 6.10m 林 峰 1988.5 体育场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三级跳远 12.08m 林 峰 1988.5 体育场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铅球(4kg) 15.37m 王大朋 1987.11 乳山 威海市中学生 县业余体校

铅球(5kg) 11.43m 丁本清 1988.5 体育场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铅球(6kg) 11.98m 丁波清 1987.11 荣成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铁饼(1kg) 45.82m 丁本清 1988.10 荣成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铁饼(1.5kg) 37.75m 王世东 1987.11 文师 威海市选赛 县业余体校

标枪(500g) 45.40m 秦 青 1990.10 文登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手榴弹

(700g)

62.88m 唐 军 1993.4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市业余体校

女子少年乙组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年 月 地 点 运动会名称 创造者单位
60m 8″6 蔡广华 1981.5 十七中 县运会 诸往公社

100m 12″7 李 平 1988.10 荣成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200m 25″7 于燕妮 1986.5 一中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400m 1′2″4 宋天爱 1986.5 一中 县运会 夏村镇

800m 2′20″4 肖红岩 1978.5 一中 县运会 夏村公社

1500m 4′43″6 于庆英 1986.10 一中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3000m 10′5″3 于庆英 1986.10 一中 烟台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3000m竞走 14′16″7 姜晓磊 1993.9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市业余体校

5000m竞走 24′32″9 杜 青 1991.10 威海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4x100m 接

力

54′3 县队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

生

县业余体校

4×400m接

力

4′17″ 县业体 1985.10 烟台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100m 栏

(0.84m)

18″7 单华燕 1986.7 一中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80m 低栏

(0.762m)

16″8 丁玉聪 1977.4 一中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跳高 1.43m 张 娜 1992.10 乳山 威海市中学

生

县业余体校

跳远 5.60m 李淑燕 1990.10 曲阜 省传统项目 县业余体校

铅球(3kg) 12.57m 于 芳 1990.5 环翠区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铅球(4kg) 10.60m 胡翠风 1987.5 一中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铁饼(1kg) 34.42m 于 芳 1990. 5 环翠区 威海市运会 县业余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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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枪

(600g)

34.50m 宋丽娜 1988.9 体育场 县运会 县业余体校

手 榴 弹

(500g)

43.02m 李美连 1977.4 烟台 烟台地运会 诸往公社

第二节 球类比赛

篮球赛 40 年代，境内篮球比赛多在学校、机关之间进行。50 年代，农村

间自发组织的小型篮球赛活动异常活跃，赛场常被前来观看、呐喊助威的村民

围得水泄不通。1954 年，乳山首届运动会设篮球比赛。此后，全县性篮球比赛

活动连年不断，每次参赛男女篮球队少则 10 个，多则 60 个；参赛人数少则近

百名，多则 600 多人；比赛规则、裁判规则按国家标准执行；比赛方法有循环

赛、淘汰赛等。“文化大革命”初期，各项体育比赛活动停止。1971 年后，每

年分别举办中、小学生篮球赛，1974 年停止。是年始，每年举办青年民兵篮球

赛，比赛采用分阶段淘汰赛。1981 年恢复每年一次的中、小学生篮球赛。1985

年改青年民兵篮球赛为职工“建设杯”篮球赛和机关“健康杯”篮球赛。1988

年举办一次农村“青年之家”男子篮球赛。1991 年举办了基层厂矿职工篮球赛。

1992 年后，停止举办职工“建设杯”和机关“健康杯”篮球赛。1993 年乳山组

队参加威海市“希望杯”篮球赛，男队获冠军，女队获亚军。1995 年恢复机关

“健康杯”篮球赛。同年 8月，举办建市后第一届篮球运动会，共有 37 个单位

44 支代表队参赛，分乡镇、市直机关、企业 3个组进行了比赛。

乒乓球赛 1963 年，首次组织境内中学生乒乓球赛，选拔运动员参加烟台

地区乒乓球赛，至 1966 年每年均举行一次乒乓球赛。“文化大革命”初期，该

项比赛活动停止。1971 年 6 月，举行青少年乒乓球赛，参赛运动员、裁判员 247

名。此后每年举行 1次，并从中选出优秀选手，参加地区以上乒乓球赛。1985

年以后，乒乓球比赛由工会、团委及各主管部门组织。1994 年，乳山组队参加

威海市“雏鹰起飞”比赛，获团体第四名。

排球赛 1955 年 4 月，由 26 人组成的乳山县排球代表队首次参加文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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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排球比赛，获第五名。1956 年 7 月，在夏村举行排球、篮球选拔赛，为全县

组织排球比赛之始。此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140 名，选出 40 名参加莱阳专区排

球、篮球比赛。此后 10 余年间没有举行排球比赛。1971～1975 年间，先后举

行了 4次排球选拔赛，参赛运动员最多时达 624 人。1976 年后排球比赛再未举

办。

手球赛 1984 年，烟台市女子手球队来乳山集训，同时举办了乳山手球教

练员学习班，随后业余体校及各高中成立手球队。1985 年 6 月举办了乳山中学

生手球调赛，共 4个男队和 2个女队参加，十七中、八中男队分获冠、亚军，

业余体校女队获冠军。是年 8月，乳山男女手球代表队参加烟台市首届手球比

赛，男队夺得冠军，女队夺得亚军。

第三节 其它比赛

武术比赛 1954 年秋，在夏村完小操场举行乳山首届武术表演赛，数十名

拳师相继登台表演了不同拳种。自此至 1958 年，每年举行 1次武术表演赛。1958

年 10 月撤县后，武术比赛活动中断。1974 年，恢复武术表演赛。1978 年，境

内选拔 6名优秀武术运动员参加烟台地区武术比赛。1983 年，举行了“乳山业

余武术教练表演赛”，31 名武术教练先后表演了长拳、螳螂、八步、拦截、八

卦、蹦步、偷桃、小红岩、翻子拳、小虎燕、五手拳、翻八卦拳、陈氏太极等

拳术。1984 年，乳山 8名武术运动员在烟台市武术观摩大会上，分别表演了太

极刀、太极长拳、太祖长拳、六合枪、群羊剑、罗汉拳、田字鞭、炮锤、开路

拳、牛郎棍、陈式太极剑、南拳、自选刀等。1985 年，乳山武术代表队参加在

蓬莱召开的“烟台市武术观摩交流大会”，获老年组一、二等奖和青年组二、三

等奖。是年，夏北、夏东、南夼、乳山寨、岭上、马家庄、冷格庄、海阳所、

封增山、上初、段家、西泊、西峒岭、徐家村等村和县罐头厂、经纶丝绸厂等

单位开办拳房，有教练员 35 人，习武者 300 余人。1986 年后，武术协会每年

组织一次武术表演赛，每次参赛运动员 50 余名。1990 年 5 月由武术协会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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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威海市参加省传统武术项目比赛，有 2名运动员获功法比赛第三名。1992

年 8 月，武术协会组织 10 名队员参加烟台国际螳螂拳比赛，1名运动员获规定

套路第三名，5名运动员获表演一等奖。1995 年 3 月组队参加威海市组织的“文

武杯”比赛，团体获第二名，个人共获 7枚金牌、2枚银牌、4枚铜牌。其中，

张建英获少年甲组自选拳、短器械、长器械、全能四项冠军。

游泳比赛 1971～1978 年，为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推动群众性游泳

活动的开展，每年 7月 16 日举行全县性游泳比赛，其中 1973 年在育黎河举行

的游泳纪念活动，参加人数多达 5000 人。1979 年后，游泳活动处于自由状态。

中国象棋比赛 建国后，中国象棋被列为体育竞赛项目，境内爱好者广泛。

各级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经常举办比赛活动。1976 年，乳山县组织选手赴烟

台参加地区选拔赛。1982 年，县体委首次举办县直机关职工中国象棋比赛。

1983～1985 年，县总工会每年组织城镇职工进行中国象棋比赛，参赛者 30～60

人不等。1988 年起，象棋协会每年组织一次“双蝶杯”中国象棋邀请赛和一次

中国象棋公开赛，参赛人员达 420 人。1989 年，象棋代表队参加威海市象棋赛，

获团体总分第二名。1991 年，老年象棋队在威海市老年象棋比赛中夺得团体总

分第一名和个人前三名。

第五章 人材培养与输送

第一节 人材培养

1958 年始，各中等学校成立篮球、田径等业余训练队。1972 年，根据上级

要求，县体委开办业余体校，校址在体育场。业余体校设专职篮球、田径教练

员，招收城区附近的腾甲庄、夏东、夏北 3处联中的体育尖子，利用早晨、下

午 3～5 时、星期天和假期集中训练。1978 年，乳山寨、夏村、午极 3个公社

办起业余体校，训练项目有篮球、田径、乒乓球。1979 年 10 月，县业余体校

正式定名“乳山县青少年业余体校”，由单一的集中训练改为训练、食宿、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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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课三集中。学生来自境内各联中及乳山寨、夏村、午极体校骨干。招生办法

采取自愿报名、学校推荐、教练考核选择三者结合，择优录取。体校根据全国

业余体校教学训练大纲安排教学和训练，设篮球、田径、乒乓球 3 个训练班,

当年招收学生 34 名。1981 年 4 月，县、公社业余体校因缺少经费等原因而停

办。1983 年 4 月，县业余体校复学，有教练员 8 人，男女学员 50 人，分 7 个

训练队；教学课程设田径、篮球、手球项目。1989 年后，体育训练增设举重、

摔跤、自行车项目。1995 年，市青少年业余体校更名乳山市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在校学生增至 100 人,有专职教练员 9人。是年,市体委与社庄村联合创办了乳

山市青年业余体校武术分校，招收学生 100 人，设有武术散打、柔道、太极拳

等训练项目。

第二节 人材输送

1958 年始，乳山通过业余体校训练队，向上级体校输送有发展前途的优秀

运动员先后有迟夕太(田径)、宋文凤(田径)、马淑媛(排球)、于夕连(篮球)、

冯玉淑(篮球)等。1979 年县青少年业余体校正式成立后，先后向上级体校、体

育运动队输送了肖红岩(田径)、段云华(篮球)、李平(跳高)、孙国华(田径)、

孙均然(篮球)、孙涛(手球)、李培香(篮球)、宋吉刚(标枪)、于鲁海(摔跤)、

王伟(举重)、于国波(自行车)、于海岩(自行车)、高波(竞走)、姜海霞(标枪)

等一批优秀运动员。至 1995 年，共向山东省及威海市体校等体育部门输送优秀

运动员 264 名，有的运动员已成为省、市级体校教练，有的在全国及世界大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

〔附〕部分优秀体育运动员简介：

冯玉淑 女，冯家镇观上冯家村人，1971 年被选送山东省体工队篮球队，1975 年 12

月参加国家女子篮球队访问秘鲁、美国，1976 年 8 月参加山东女子篮球队访问莫桑比克、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1982 年调福山区业余体校任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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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红岩 女，夏村镇肖家村人，1980 年被选进烟台地区业余体校，1982 年 10 月进山

东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1979～1982 年,在省、地举行的越野赛中多次获第一、二名，在

全国的女子 3000 米赛跑及马拉松赛中一直保持前 3 名。1984 年 10 月，她在“泰山杯”女

子马拉松比赛中获第二名，破全国纪录。1985 年 6 月，又在全国田径锦标赛 1 万米长跑中

获冠军。是年，她参加国家队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世界第一届女子马拉松赛和在英国举行的

15000 米越野赛中，均获得好成绩。当年被国家体委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于鲁海 徐家镇洋村村人，1990 年获山东省青少年摔跤比赛金牌，1991 年输送到北

京体育学院竞技学校。1992 年参加全国青少年摔跤竞赛，获 93 公斤级金牌。1993 年 5 月

和 1994 年 6 月参加全国青少年摔跤比赛，分别获自由式 83～95 公斤级第一名和 90 公斤

级第一名。1994 年 10 月参加山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摔跤比赛，获自由式 100 公斤级第一

名。1995 年 9 月参加第三届全国城运会摔跤比赛，获自由式 90 公斤级第二名。

王伟 夏村镇阜西庄村人，1991 年输送到山东省体校。1992 年参加山东省第十六届

运动会举重比赛，获得 3 枚金牌。

于国波 夏村镇东周格庄村人，1990 年输送到山东省自行车运动队。1991 年参加全

国青年自行车锦标赛，获男子组 120 公里亚军。1993 年 9 月参加全国第七届运动会自行车

比赛，获 4 公里团体第八名。

于海岩 女，冯家镇沽水头村人，1990 年 5 月输送到山东省自行车队。1991 年参加

全国青年自行车锦标赛，获女子组赛场 3000 米第三名。1992 年 8 月参加全国自行车锦标

赛，分别获 3 公里团体追逐赛第二名和 50 公里团体赛第三名。1993 年 11 月参加亚洲青年

自行车锦标赛，分别获 37 公里个人赛第一名和 2 公里追逐赛第二名(破亚洲纪录)。

高波 南黄镇湾头村人，1988 年 9 月输送到山东省体校。同年 7月在山东省“希望杯”

田径赛中获竞走组冠军。1990 年 5 月在山东省“希望杯”田径赛中，获 5000 米场地跑和

10 公里竞走两个冠军。

姜海霞 女，白沙滩镇桃村王家村人，1991 年 9 月输送到山东省体校。1992 年在山

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上获女子组标枪第一名。

宫爱红 女，诸往镇口子村人，1990 年输送到山东省自行车队，1992 年参加全国自

行车锦标赛，获 50 公里团体赛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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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泽东 白沙滩镇焉家村人，1992 年输送到威海市体校。1993 年 6 月参加山东省“希

望杯”田径赛，获 800 米跑第一名。

姜晓磊 海阳所镇西黄岛村人，1993 年输送到文登一中。1994 年 5 月参加山东省中

学生田径比赛，获 3000 米竞走第一名。

李富玉 育黎镇南夼村人，1994 年输送到山东省自行车队。1994 年 9 月参加山东省

第十七届运动会，分获 30 公里计时赛第一名和 3 公里追逐赛第一名。1995 年 7 月参加全

国青年自行车锦标赛，获 60 公里计时赛第二名。

冯福明 冯家镇冯家村人，1991 年输送到西安体育学院。1994 年 9 月、1995 年 5 月

参加全国成年摔跤比赛均获古典式 90 公斤级第二名。1995 年 9 月参加第三届全国城运会

摔跤比赛，获古典式 90 公斤级第一名。

刘林清 女，南黄镇归仁村人，1994 年输送到山东省威海体育基地。1994 年 9 月参

加山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获举重 76 公斤级第一名。

王平 育黎镇南北山村人，1994 年输送到上海体育学院竞技学校。1995 年 5 月参加

山东省青年摔跤比赛，获古典式 74 公斤级第一名。

于杰涛 徐家镇老庄村人，1994 年输送到山东省体育学院。1994 年 10 月参加山东省

第十七届运动会摔跤比赛，获自由式 74 公斤级第一名。

冯福强 冯家镇冯家村人，1992 年输送到威海市体校。1994 年 10 月参加山东省第十

七届运动会摔跤比赛，获古典式 74 公斤级第一名。

刘晓玲 女，下初镇簸箕掌村人，1993 年输送到山东省体育学院。1995 年参加山东

省“希望杯”田径赛，分获 100 米、4×100 米接力、跳远、四项全能四项第一名。

王建波 崖子镇王疃村人，1993 年输送到威海市体校。1994 年 10 月参加山东省第十

七届运动会田径赛，破 200 米省纪录。

姜学洲 白沙滩镇桃村王家村人，1991 年输送到福建省体工队。1995 年 9 月参加第

三届全国城运会，获 400 米跨栏第一名。

单杰 白沙滩镇大陶家村人，1990 年输送到山东省体校。1994 年和 1995 年参加全国

田径锦标赛和山东省“希望杯”比赛，在链球项目中分别获第二名和第一名 。

王颜 海阳所镇望海庄村人，1994 年输送到山东省体院。1995 年参加山东省“希望



25

杯”田径赛，获 400 米第一名、4×400 米接力第一名(破省纪录)。

隋学强 诸往镇野房村人，1995 年输送到威海市体校。1995 年参加山东省“希望杯”

田径赛，获 4×400 米接力、800 米、400 米三项第二名。同年参加山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

获 4×400 米接力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