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

（上接12月29日3版）
丁照芳的夺冠，也令淮南人民体育场声

名大噪起来！一批批专业的、业余的运动员
走进了人民体育场，走进了体育运动的行
列。人民体育场里，体育运动爱好者层出不
穷，人民体育场是愈加热闹起来！人民体育场
北门东侧沿街那一排平房里的淮南市青少年
业余体校也一跃成为市民追崇的地方。当时
的体校开设了体操、射击、无线电测向、中国式
摔跤、田径等一些体育项目的课程，为我省乃
至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优秀的体育人才，也
培养了一大批后来为我省和国家争得荣誉的
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尤其以技巧、手球、田径、
篮球、体操、乒乓球、举重等项目为前茅。

手球名将常振智曾任淮南市体校校长，
忆起当年在淮南人民体育场进行手球训练的
岁月，年近90高龄的常振智记忆犹新。老人
回忆说，当年的训练场地，都是室外的运动操
场，和现在的草坪没法比。那个年月，哪个运
动员训练起来都是憋着一股劲，一心想做到
最好。

一天到晚在室外训练，一个个都晒得黑
黝黝的，没有哪个运动员不是一身伤的，尤其
是手球运动。有碰撞，有对抗，个子矮、体质
体能弱的，根本没法进行手球运动。淮南手
球运动从体育场初建时开始起步，从无到有，
到全国驰名，到享誉中外，年迈的常振智老人
一脸自豪。尤其是回忆到1960年7月25日下
午那场中罗手球之战，常振智兴奋不已。当
时，常振智还是安徽省体工队手球队队员，恰
逢罗马尼亚手球国家队来访。来访的罗马尼
亚国家队在中国有两场友谊赛，一场是与我
国国家手球队八一队对决，一场就是和安徽
手球队对决。比赛那天下午，北京体育馆座
无虚席，一场扣人心弦的高水平国际手球赛
震撼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兴奋的喝彩声经
久不息。经过60分钟激烈的比赛，安徽队以
14 比 12 战胜罗马尼亚国家队。一个省队赢
了一个国家队，多么令人振奋！ 比赛结束后，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同志亲切接见了双
方运动员，并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提起这
一时刻，常振智脸上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幸福
与骄傲。

运动员退役后的常振智，义无反顾地选
择走进位于淮南人民体育场内的淮南市业余
体校担任业务副校长，主抓手球运动。淮南
手球也从此开始翻开了新的篇章，一路奖牌，
一路凯歌。

而今，早已退休的常振智依然守望着那
个令无数淮南人梦起的地方。老人民体育场
虽然不在了，但淮滨路上那见证着老体育场
一路辉煌如歌的一树树梧桐犹在。每每清晨
或傍晚，常振智常常在路边的梧桐树下漫步
或小憩，偶尔遇到老熟人了，还会一起回想，
怀恋当年那火红年代老体育场里一个个鲜活
生动的体育故事。

梧桐茂矣
淮滨路上，梧桐树下，临街边建筑已经不

知被翻新重建了几遍，淮南人民体育场也辗
转新建于他处，而一树树苍翠的梧桐历经70
年风雨洗礼愈加刚劲葱茏，每一树的浓密都
仿佛在诉说着淮南人对人民体育场的记忆与
怀念。历经沧桑，有人怀念，便是永生！

淮河水一路向东，田家庵港口是当年除
了淮南那一个个火车站之外，可以算淮南的
最大交通枢纽之一了。许许多多从四面八方
来淮工作生活的人们，走出港口，走上田家庵
主干道淮滨路，便可看见宽阔的淮南体育场
里那高高悬挂的五星红旗。上世纪五十年
代，淮南市的城市中心在田家庵，人口最密集
的地区也是田家庵。淮南人民体育场就在市
政府边最热闹繁华处，那高悬国旗的体育场
标志，也可以说是当年淮南的地标性建筑。

当时，除了煤矿及附近的安徽造纸厂、田
家庵电厂、淮南纺织厂等少数大型企业和部
分学校外，集中性的群众健身场所特别少，人
民体育场俨然成为广大市民们日常健身、锻
炼的重要场所。而人民体育场与老淮南师范
学校和老新华书店为邻，附近有工人电影院、
淮滨商场、淮南旅社、国光照相馆、亨得利钟表
店，还有新建的田家庵小学、中学、幼儿园等。
于是，人民体育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淮南
市民最喜欢去的文化娱乐和休闲中心。

那时的人民体育场虽说条件简陋，但却
是开放的、亲切的，周围既无高大的围墙围
栏，也没有森严的保安或门卫，市民们自由地
出入其间。那个年代，在体育场锻炼的人们
热情高涨，足球、篮球、跑步等运动深受欢
迎。当然，人们休闲遛弯、散步聊天等依然也
可以长驱直入。原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主
任、淮南市人大常委姚尚书深有感触地说：街
里老人民体育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当时全
体淮南市民的会客厅和休闲地，人们可以出
入自由，而不是锁在深闺，无人光顾，生动地
诠释了人民体育场“人民”的含义。

由于体育场隔壁和对面都是学校，于是，
每天学生们的欢闹声、读书声以及体育场内
运动员们锻炼的口号声交相辉映。每天清晨
傍晚或周末，四面八方的人流，汇集在淮河路
或淮滨路上，从人民体育场经过或走进体育
场，和那守卫体育场高耸的梧桐一样满面春
风，风雨无阻。

当时，还在体育场隔壁淮南师范学校读
书的原淮南市政协副主席宁宜南，对当年老
淮南人民体育场的风华正茂记忆犹新。老先
生回忆：1952年，17岁的他从阜阳来淮南师范
上学，走出田家庵港口，一眼看到宽阔的淮河
路中间的交通岗亭，倍感当时淮南的繁华。
沿着淮滨路走过体育场，便走进了淮南师范
学校。两年与人民体育场比邻的学习生活，
见证了当年人民体育场的热闹与非凡。每每
想起老体育场，当年那激动人心的竞赛场面

还历历在目，那欢声雷动的欢笑声仍不绝于
耳。

宁宜南回忆说，当年的人民体育场既可
用于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又可供召开大型群
众集会。那个年代，全市运动会、重大节日庆
典活动、宣判公审大会等，几乎淮南市所有重
大的群众性集体活动，都在那儿举行。一年
四季，人民体育场里活动不断，热闹不断。附
近的学校常常因为觉得自身操场不够大，也
会“近水楼台”借用体育场的大操场举办学校
运动会。那时，仿佛不论离体育场是远是近，
学生们都是排队走着去。淮滨路两边都是一
队队举着旗唱着歌的学生，一个个兴高采烈，
喜气洋洋，赶赴着心目中的盛会。

每每大型集会，工人和学生云集，按预先
划分的片区或坐或站，满怀激情。在那个特
别注重集体荣誉的年代里，集体合唱与赛歌
特别盛行，一曲曲《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志
愿军军歌》《咱们工人有力量》《我的祖国》《歌
唱祖国》等一曲曲雄壮有力的歌声响彻云
霄。一个个方队除了展现各自的实力外，还
有较劲的成分，那种为集体而战、为祖国而歌
的激情仿佛是达到了沸点。

当年，体育场里除了有集体组织的集会
和运动比赛外，还有许许多多自发组织起来
的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足球比赛等。周
末，去体育场看球赛，在当时是一场特别惬意
的享受。双方队员高矮胖瘦不一，没有队服，
没有像样的篮球，连裁判也有可能是观众席
上临时毛遂自荐跳出来的，但却丝毫不会影
响球赛的精彩，更不会影响观众的兴致。比
赛一开始，球场旁边立刻活跃起来，一个个立
即进入角色的观众们，尽心竭力地为所有的
运动员加油鼓劲，摇旗呐喊，啦啦队的加油声
和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周围的一切似乎都
能被啦啦队员们的激情燃烧起来。

对于老淮南市民们来说，人民体育场还
是和煦多情的。尤其是夏日，到体育场纳凉
也是当年市民们最津津乐道的记忆。当年，
没有电视、手机，没有电风扇、空调。夏日里，
人们喜欢走进宽阔的体育场去纳凉。尤其是
到了晚上，尽管没有高悬明亮的灯光，但天空
繁星点点，路边梧桐摇曳着轻风。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摇着芭蕉扇或拎着席子走进体育
场。玩斗牛、打野球、聊天叙话比比皆是。许
多年轻人会在操场上选个合适的位置，铺上席
子，在操场上露宿。在体育场露宿过夏夜，现
在想来几乎是奇谈，但在当年却是夏夜里体育
场司空见惯的一种纳凉休息现象。当然，也会
有不少青年男女悄悄离开人们的视线，在漆黑
的体育场里找个无人关注的地方牵手漫步，抒
写那个年代刚刚开启的自由恋爱的故事。

老人民体育场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重大
活动的同时，更是在那个文化生活还相对贫
乏的年代，带给了淮南人无限的浪漫与美
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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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人民体育场的火热岁月

陈 玲

2023 年 1 月 3 日社会
传真 A2 责编：刘玉 版式：刘静 校对：胡德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