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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体 史 话
一场空前的海上游泳训练活动

王 戈

1965 年 6 月至 l966 年 8 月，为了配合战备，北海市掀起一场空前的海上游

泳训练运动。

那时，北海市尚属广东省湛江专区管辖，根据战备的需要，湛江专区军事

野营指挥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争取全国三亿人学会游

泳”的号召，为增强体质、适应战备而迅速掀起一个游泳训练的新高潮。

根据上级的指示，北海市人民武装部、市体委、文教局、总工会、市团委

等五个单位，于 1965 年 6月 2日联合发了个“关于以临战姿态在职工、干部、

民兵、居民、学生、社员、群众中迅速开展游泳训练的紧急联合通知”，决定从

6 月 4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海上游泳训练。

通知主要要求有：l、突击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动员工作；2、游泳训

练贯彻小型、分散、业余的原则，坚持每周不少于 2 小时训练，学校应把它列

入体育课程进行；3、成立全市游泳指挥部，各战线、各公社也相应成立 3至 5

人的游泳领导小组；4、要求全市参加游泳人数达 27040 人(当时全市城乡共

109800 多人)。经短期训练后，要求会游泳的人数达 14810 人。

联合通知还将参加游泳的人数任务分配到各单位去，其中包括六条战线(工

交 3500 人、财贸 l500 人、文教 4000 人、卫生 250 人、水产 450 人、农林 340

人)、八个公社(城镇 l700 人、水运 600 人、涠洲 4000 人、高德 2000 人、西塘

2000 人、外沙 2400 人、咸田 l200 人)，以及市委及人委(100 人)等单位。文教

战线规定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及小学教师全部要参加游泳。

这场海上游泳训练运动，曾涌现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从 6月 4 日至 6 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民兵、

居民、学生、社员群众等进行海上游泳训练。据市游泳指挥部 6 月 5 日的不完



全统计，下水游泳的人数已达 10300 人。在组织游泳训练的过程中，市委代书

记王志毅偕同小孩带头下水，绝大部分单位的领导也亲自挂帅。其中文教、卫

生战线以及机关系统，组织游泳训练工作较好。全体师生及医护人员，基本上

做至人人下海，个个学游泳。在组织领导方法上，这次游泳训练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安全措施，并按游泳技术的熟练程度分级编排游泳组(队)，配备有救生船、

救护队(组)、准备有必要的急救药物。在岸上，还设有观察员负责联络安全救

护等。

第二次高潮，是 8 月 1 日建军节举行的民兵武装泅渡竞赛活动。这次活动

是由市武装部及市体委联合组织的。

这一天，虽然阴雨连绵，可是民兵们以实战姿态，荷枪实弹(重约十多斤)

奋力完成了泅渡任务。在 100 米远的武装泅渡中，有 l25 人顺利抵达终点，农

林水民兵营的 20个民兵，在二分二十七秒钟内，全部游抵终点，获得第一名。

第三次高潮，是 1966 年 8 月 14 日举行的一次万人渡海活动，游程 1200 多

米。参加渡海的有工人、干部、学生、渔民、解放军及街道居民。除青壮年外，

也有胡子垂胸的老人及风华正茂的少年儿童，有男的，也有女的。

下午一时，游泳健儿从四面八方汇集龙皇庙码头，下水前，市委代书记王

志毅向游泳大军讲了话，号召全市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江河湖海中去锻

炼，开展一个广泛的、持久的群众性游泳活动。

二时许，天空中出现了两颗绿色信号弹，王志毅、李果刚等市党政军领导

同志，带领一万多名游泳大军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时，整个北海港沸腾了。

海面上红旗如林、迎风招展，游泳大军簇拥着毛主席的巨幅画象和“永远跟着

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中国共产党万

岁”、“毛主席万岁”等大幅横额，以及举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等语录牌破浪前进。

渡海者还高呼口号及高唱《东方红》等歌曲。被人们称为“大力士”的外

沙大队渔民叙明如，一手涌水、一手举红族，游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不时回头

高呼“同志们，冲呀!”顿时，“冲呀”的呼声，震撼了整个游泳场。解放军指

战员们还领着大家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们越唱越兴奋。

其中有几个 60多岁的老工人、老渔民也参加了渡海活动。有人劝他们不要



游那么远，但他们说：“毛主席 73岁还畅游长江 30华里，我们今年才六七十岁，

游 l200 米算得了什么!”还有一个年仅八岁的市第七小学的学生李超，也和大

人们一起畅游了 l200 米的游程。

这场空前的海上游泳训练运动，在广西游泳史上留下了壮观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