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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些些年年，，我我们们一一起起看看过过的的全全运运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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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正
在天津火热召开。运动健儿们
在赛场上激烈竞争，展现雄姿。
在观看本届全运会的同时，我
们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往届大
会，每一届都见证着中国体育
事业的蒸蒸日上，也有很多值
得铭记的历史时刻。

第一届：1959年9月
13日-10月3日，北京

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
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
体育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十
年前，历经兵火战乱的旧中国
迈入了新的时代，经过全国人
民的辛勤努力，百废待兴的中
华大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
象。体育事业同样有了巨大的
发展。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
开幕式主席台上，国务院副总
理贺龙致开幕词，首届全运会
盛大召开。当时平均年龄只有
21岁的运动健将们，用自己矫
健的身姿，给“青春中国”提供
了一个完美的注脚。

这届全运会上，游泳名将
穆祥雄以1分11秒1的成绩打破
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另
外，在飞机跳伞、小口径步枪以
及航空模型等项目上，都有新
的世界纪录产生。

第二届：1965年9月
11日-9月28日，北京

“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和自
然灾害的影响，令中国经济在
上世纪60年代初经历了持续低
潮。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严
冬之后，一片萧条的景象终于
有了转机。第一届全运会举办6
年之后，第二届全运会在北京
召开。这届运动会，被赋予了振
奋人心、增进团结、显示力量的
特殊意义。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
式。

本届全运会的比赛项目共
22项，少于首届全运会的36项。
武术被列入表演项目首次进入
全运会。

第三届：1975年9月
12日-9月28日，北京

阔别十年之后，第三届全
国运动会终于在北京隆重召
开。 这是距离上届时间跨度
最大的一届全运会，马术、秋千
等列入了表演项目，这也是历
届全运会表演项目最多的一
届。

第四届：1979年9月
15日-9月30日，北京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处在
一个时代转型的伟大关口之
上。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
中国的方方面面焕然一新。在
体育界，也有众多新星涌现，其
中的很多人之后成为中国体育
的英雄人物，其中包括聂卫平、
邹振先、栾菊杰、吴忻水等等。

开幕式上，16000名男女青
少年表演了团体操《新的长
征》，表达了向新生活奋进的决
心。而当时的大背景，是一个

“2000”的数字，意义为满怀激
情希望，奔向2000年。来自18个
国家和地区的182位来宾观看
了全运会开幕式，包括6个体育
代表团、8名国际奥委会委员，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开放性。

第五届：1983年9月
18日-10月1日，上海

本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
这也是第一次在首都以外的城
市举办全运会。开幕式上，时任
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以
及24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出席。
而在比赛项目上，第五届全运
会也力求和奥运会达到统一，
竞赛项目完全按照奥运会比赛
项目来设置。其中，柔道、帆板、
曲棍球、艺术体操等项目，是第
一次被列为全运会比赛项目。

在成绩上，第五届全国运
动会也力求向奥运会看齐。上
海运动员朱建华，在自己的主
场成为了整个赛会最为耀眼的
明星。他在预赛、决赛中两次刷
新世界纪录，当时他只有20岁。
一年之后的奥运会上，他虽然
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但仍然夺得了一枚铜牌。

第六届：1987年11
月20日-12月5日，广东

如果说前五届全运会，计
划经济和政府投资占据了统治
性的地位，那么1987年的第六
届全运会，所有的一切都悄然
发生了变化。更加开放的心态
和更加灵活的操作，让经历过
六运会的人们发现，羊城的全
运会“洋气”起来。

给人这种印象的首先是天
河体育中心，这座由体育场、体
育馆和游泳馆组成的庞大建筑

群，在当时令人感觉相当震撼。
而更让当时的人感到不可思议
的是，体育中心不像往常一样
全部由政府投资，而是利用了
外资。

六运会上，开始出现了广
告。有的是在赛场附近搭建的
广告牌，有的则直接由真人披
上产品的绶带站在场馆门口，
做“活广告”。

第七届：1993年9月
4日-9月15日，北京承
办，四川、秦皇岛协办

本届全运会，首次由三地
协办。京川相隔虽然千山万水，
但在双方的努力下，七运会依
然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七届全运会的一个突出
现象，是奥运冠军们的回归。高
敏等昔日的奥运冠军，在各方
的努力下，重回全运赛场。其
时，他们已经远离赛场多年，竞
技状态也难复当年之勇，但在
大赛经验上，普通运动员难以
望其项背。实际上，奥运冠军逢
全运会复出这种现象，在之前
早已有之，不过在七运会上显
得尤为突出，之后高水平运动
员选择在全运会上“回馈”培养
自己的地方队，便形成了一种

“全运现象”。

第八届：1997年10
月12日-10月24日，上
海

时隔14年之后，全运会重
回上海。而此时的上海，跟当年

的五运会相比，已经完全不能
等量齐观。新建的八万人体育
场，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八运
会，八万人，这个吉祥的数字符
号一直贯穿在全运会始终。

本届全运会上，还出现另
一个“八万人”队伍。有八万志
愿者参与了八运会的服务，他
们不计报酬，全心全意地为八
运会服务。如此高水平的志愿
者服务，在全运会的历史上可
谓史无前例。

第九届：2001年11
月11日-25日，广东

2001年，北京奥运会申办
成功。这令国人的心情空前振
奋，而对体育的热情与关注，更
甚以往。这年冬天，在温暖的广
东，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召开，成
为新世纪中国体育的第一件大
事。

在本届全运会上，很多年
轻小将崭露头角，后来他们都
成了名噪一时的明星，比如罗
雪娟，陈颖等人。而李小鹏、王
楠、张湘祥等人，在7年后的北
京奥运赛场上，依然成为中国
军团的中流砥柱。

第十届：2005年10
月12日—2005年10月23
日，江苏

第十届全运会因正处北京
奥运会周期而备受关注，有46
个代表团的9985名运动员参加
决赛，创历届全运会参赛人数
之最。此外，有4000多名裁判员

参与执法工作，其中包括来自
欧美、亚洲和澳大利亚的35名
外籍裁判。十运会项目设置也
与奥运会项目实现了对接，总
共32个大项357个小项。

在本届全运会上，共有15
人21次超6项世界纪录，7人7次
平6项世界纪录，5人6次创5项
亚洲纪录，1队19人25次创19项
全国纪录。最终，东道主江苏省
以56金、38银、42铜雄踞奖牌榜
榜首。

第十一届：2009年
10月16日—2009年10月
28日，济南

本届全运会适逢共和国成
立60周年、全运会创办50周年
之际举办，是2008年北京奥运
会后对我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
育的大检阅，是一次具有特殊
重大意义的体育盛会；本届全
运会也是山东历史上承办的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
一次国家级综合运动会。

第十二届：2013年8
月31日—2013年9月12
日，沈阳

第十二届全运会在辽宁省
沈阳市举办，这也是继北京、上
海、广东、江苏与山东之后第6
个主办全运会的省市。在本届全
运会上没有明星云集、没有绚丽
焰火，有的是纸杯的节省使用、
有的是旧窗帘的改制，成为本
届全运会节俭的一大主题。

（本文来源于网络）

第十三届全运会已于8月27日在天津开幕。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举办的最大型的一届综合性运动
会，项目分为比赛项目和表演项目。

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有24人10次打
破9项世界纪录，331人469次打破130项全
国纪录，这也是至今为止刷新全国纪录
最多的一届全运会。

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将马术、秋千
等列入了表演项目，成为历届全运会表
演项目最多的一届。

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共产生469枚
金牌、471枚银牌和469枚铜牌，总共1409
枚奖牌，创造了历届全运会奖牌总数之
最。

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
这是全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
城市举行，并首次设立“精神文明奖”。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首次引入了
吉祥物的概念，将山羊作为本届全运会
的吉祥物。

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首次由多个
地区共同举办，分设北京和四川两个主
赛区。

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有八万名志
愿者参与其中，在全运会历史上史无前
例。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是新千年我
国举办的第一个规模盛大的全国综合性

体育盛会。
2005年，第十届全运会共设32个大

项，357个小项，在项目设置上与奥运会
全面接轨。

2 0 0 9 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共有
1 0 9 0 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决赛阶段比
赛，是历届全运会参赛运动员最多的
一届。

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会不燃放焰
火，并且取消了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节
俭办赛深入人心。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增设群体
项目，取消奖牌榜，回归了“发展体育运
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初心。

葛相关链接

那那些些值值得得被被铭铭记记的的瞬瞬间间，，盘盘点点历历届届全全运运会会之之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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