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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了记录彭阳二小的发展历程，由校长杨发奎提议，经校委会研究决定

编写《彭阳二小校史》。编写校史符合历（现）任教职工的心愿。编写《彭阳二小校

史》既是对二小 25 年艰苦发展的历史作一真实的记录，又是对教职工的一种激

励，更是为后来者留下一些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

二、《彭阳二小校史》编写工作用时两年多。这两年多的时间，编写组成员做

了大量的工作，耗费了许多精力。编写工作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8 年

10 月产生编写校史动议，召开校务会研究商定校史的编写方案；第二阶段从

2009 年 1 月开始至 10 月组织校史编写人员，拟定编写提纲，搜集资料，为校史

编写做前期准备工作；第三阶段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至 2010 年 10 月学校召开

校史编撰人员会议，分配校史修编工作任务，开始校史的编写工作；第四阶段从

2010 年 11 月上旬开始至 2010 年 12 月底，修改、补充，形成校史初稿；第五阶段

从 2011 年 1 月开始至 8 月，进行统稿、校对、定稿；第六阶段是 2011 年 9 月审

稿，交由出版社出版。

三、编写校史的基本思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教育发展纲要，遵循学校

发展轨迹，尊重事件、人物事实，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全面叙述学校在建校、教

学管理、教学质量、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做法和成就。

四、校史编写的基本内容。图片资料包括领导题词，领导与我校特级教师、优

秀学生合影，各级领导视察、检查学校工作照，师生活动，学校变化，学校荣誉等。

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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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二小校史
PENG YANG ER XIAO XIAO SHI

第一编：大事记。主要内容为从 1986 年 8 月建校至 2011 年 7 月学校发生的

主要事件。

第二编：二十五年发展历程。分六章，从“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加强组织建设 完善管理机制”、“帮教济

困 情系教育”、“ 前进中的彭阳二小”、“二十五年辉煌成果”六个方面记录学校

25 年的发展历程。

第三编：文章辑录。主要内容为辑录教师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教育教学论

文、人物报道、散文和在省级以上各类评选中获一等奖的论文及个人撰写的回

忆录。

五、历任、现任学校领导、校务会成员以所任职务及任职时间为序排列。历任

教职工基本情况按照离校时间为序排列。现任教职工简介基本按照调入二小的

时间为序编排。教职工简介以个人提供的资料为准。历届毕业生名单以档案为

准，按照毕业时间整理。

六、学校获奖一览表，教师获奖一览表，教师发表论文科研成果一览表，学生

获奖一览表，以学校荣誉册登记和教职工个人提供的获奖原件为准，按照集体、

个人获奖时间顺序编排。

七、“文章辑录”中的文章以刊物原件和获奖证书为准。

八、由于承担校史编写任务的成员肩负繁重的教学任务，加之时间紧迫，精

力有限，在编写过程中有些内容可能会遗漏，错误之处难以避免，敬请见谅。

九、本书仅供领导、彭阳二小历（现）任教职工交流所用，不做其他证明使用。

编 者

20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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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盛夏时光，陪国务院妇儿工委“两纲”终期评估验收组在彭阳二小检查宁夏

的工作，我的老“小朋友”发奎校长让我给他主编的《彭阳二小校史》作序，我当即

调侃道：只有 25 年长的学校，那点历史如数家珍，还用写传？发奎笑言道：“学校

虽只有 25 年，我在这里当校长近 20 年，校舍改扩建三个来回，再不记述，哪一天

我见了孔老夫子还没人说清由来。”细细一想，却也其然。顺应情谊，信口应诺。时

不至，过了几天，发奎与学校的刘策书记抱了一大摞文稿让我品读，欣赏别人的

作品，是一种享受，而作序又不自量力，也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史、治史和学史的悠久传统，并留下了多彩的历史

典籍和丰富的文献资料，沿着历史，走向未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

是时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尊重历史，记载历史，再现历史，宣传历史，不仅有

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而且有利于传播优秀文化遗产，繁荣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二小编写的这本校史，正值建校 25 周年，这本书较为完整地记述了学校的发展

变迁，是彭阳建县以来教育发展的缩影，亦是本县第六部教育专史，作为一个老

教育工作者，我为本书如期付梓感到由衷的高兴。

论史立志，鉴古知今。忆往昔，彭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岭儿沟旧石器

遗址，标志着三万年前彭阳就有人类居住；打石沟、陶海子等新石器时代，说明红

河流域、茹河流域早在六七千年前就进入人类文明时代；朝那湫、秦长城，证实了

彭阳是国内最早实行郡县的地区之一；从朝那古城到百泉城寨，从长城郡到彭阳

折冲都尉府，从东山县再到广安州，彭阳大地设州郡县长达 1700余年。岁月悠悠，峰

序 一
彭阳县人大主任 杨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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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转，1983 年彭阳重建县治，一眨眼 28 载整，随县治规划新建的二小亦 25 岁华

诞，有如人生步入青春盛期。二小的成长史，真实地再现了彭阳教育的发展史。

彭阳新建县治后，各位同仁首先想到的是教育，除原有的一中、一小外，在新

城区拟建二中、二小，二小原计划在海巴旧校址内选址，但受居民住户限制，无法

拓展，最后选在政府后面，郑沟北沿新建校址，即同原海巴小学和县一幼联为一

体，又在城镇居民区中心，方便学生就近上学，按第一期规划设计 30 个班型，是

县内小学有第一栋教学楼的地区重点小学之一。

二小与海巴的联系，既是时代的巧遇，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海巴一词，原指

高塬湖泊，水溢向江河湖海，成为海的“根”，所以称为“海巴”。海在《说文》中首义

为“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海巴村原有一座龙王庙，它的牌位就是：“九江八河五

湖四海黑水龙王”咱不论“黑水龙王”的头衔有多复杂，但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

“海巴”的由头，是说海的根在此，诏示着“海巴”中的二小“纳百川”，“集贤材”，万

里奔腾走向世界。“巴”在《康熙字典》又有一意云：“水东南流，曲折三回，有如巴

字，故名也”。这种形象也印证了二小发展建设的道路，从“干打垒”、砖房到楼房，

时代在进步，二小在发展，历史的机遇必将铸就一代人的辉煌。

二小所在地“海巴”，除却自然历史的祥瑞外，还有人文历史的传承。早在两

汉时期，生活在刘姓皇家的安定梁氏“三后六妃”两个大将军，席氏、皇甫氏、张

氏、任氏等族群，均有庠、序、塾供子弟求学。明清屯垦的军户移民，苑马寺的监

军，都曾联办兴学，课育子孙。民国时期，高、刘、郑、席几家就有私塾。解放后，曾

设立海巴乡、海巴人民公社、海巴集市等，后并入彭阳人民公社，但海巴村、海巴

小学仍保留到建县之初。这种人文历史文化，无形积淀到新的二小之院，育出一

支绚丽的教育新枝。

一所建校仅 25 年的新校，毕业学生 5000 多人，占到全县同期小学毕业生总

数的十五分之一，为彭阳的社会事业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她的诞生、发展、壮大

是与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文化革新密切联系着。在最困难的时期，县委、县政府

挤出一点行政经费建一栋小楼，改善办学条件，实属不易。那时，全县机动的经费

不到 300 万元，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能一次性拿出 20 万元乃是举全县之力，建

了第一座彭阳“现代化”的教学楼，它光荣地“服役”24 载，现已回归海巴腹地。

学校要发展，人力是关键。作为学校主体的教师、学生是学校发展的最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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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资源，学校管理必须以他们为出发点和归宿，既要有制度上的规范，措施

上的完善，更要有思想上的熏陶感染，精神上的激励关怀，实现学校管理的法治、

德治、情治的有机结合，事业、情感、生活的和谐统一，最大限度地激励人、唤醒

人、成就人。它的发展，教师是关键。二小成立之初，政府教育部门层层选拔了一

批中青年教师，形成一个优秀的教师群体。教师队伍中，有接受过江泽民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全国劳模、全国十杰教师提名奖获得者何克亮同志，有自治区

“三八红旗手”张正芳同志，有自治区先进教师马彩瑛，现任校长杨发奎同志是自

治区的优秀校长，现任书记刘策是全区的教育先进工作者，这样一个群体，创造

了二小更具特色的办学模式。

25 年来，二小教育教学成果异常突出，有 15 年考评全县第一，特别是“珠心

算”教学，代表宁夏参加全国大赛，在全区独树一帜。从 1995 年到现在，在自治区

12-29 届各项比赛中，17 次获得团体第一，优秀选手杨晓菊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常想，一项教学科研项目，从萌芽到开花结果，个中的

辛酸曲折，值得我们总结借鉴。只要有梧桐树，总会有下蛋的凤凰；锲而不舍、持

之以恒，小雏总有长成时。

二小发展到今天，使我一直想起同我一起共事的三位领导者。梁效祖、邓步

超二位老同志，建县前同我一起在乡镇任“教育专干”。老梁在三个乡镇任“专干”

长达 20 年，老邓任“专干”亦有十五六年，我们非常熟悉，住的又近，二小从开始

画线到建成使用，天天在看。只可惜老邓刚过花甲就离开人世，老梁已古稀春秋，

对两位老同志在二小发展上的贡献我表示崇高的敬意。发奎同志当初是一小的

教学骨干、后备干部，以突出的教学成果、良好的师德品质、较强的管理能力被选

拔为二小校长，一干 20 年，他的毅力实在令人敬佩，他的执著令人折服，他的业

绩永载校史。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本二小简史，反映了建县以来

教育战线的发展变化，可使人们知晓教育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提高的关

系，从中可总结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方法。研究一所学校的成

长变迁史，可使人了解这一教书育人的专门机构与民俗民风、教育制度、教学

改革之关系，从中可萃取壮大学校、培育英才、造福人民的宝贵经验。因校史

的编写，具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特点，因而，这一研究对教育工作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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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识总结学校教育功能、把握学校建设之兴衰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学校作为一个专门“生产”社会所需人才的组织，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科

学、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等多重功能。而且，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全面到来的今

天，学校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学校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人们对学校教育既

期望甚高，又责备甚多。一本校史，就是为了总结时弊，才面世对人，以调众口。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扩大的学校教育规模，必然会对学校的宏观决策、科学

决策、民主决策提出更加绩效化的要求。日渐提高的学校教育层次，也必然会对

学校领导的规范管理、常规管理、质量管理提出更加科学化的要求。日益发展着

的学校课程设置、教育设备、教学手段也必然会对学校领导的预见能力、决策能

力、协调处理能力提出更加严格化的要求。这些变动了或变化着的学校内外形

势，自然要求我们应从学校的曲折历程中总结经验，也要求我们应从学校既有的

成就中增强信心，更要求我们应从学校走向壮大的历史经验中提取规律。为此，

二小组织有较高教育理论素养，且史德、史识兼备的人员，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

义基本观点与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编写出对学校发展具有较大借鉴价值和较

高学术水平的校史，是学校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传古述今，求真存实，采用“史”的形式，编写志书，因编写者知识、喜好、水

平不同，史料采编详略不尽一致，但总括其要“惟史家为其正宗”。其一具有科学

严谨的篇章结构，一所学校虽则建校不长，但总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长河之中，要

对众多的事件人物进行叙述和评介，就要恰当地构建章节，安排层次。叙其成因，

简评影响，条分缕析，要点不烦，使全书既具史之全貌，又不失叙事之要求。其二

具有史志的恰当组合特征，叙述互补、互合、互证，评论不偏、不悖、不惘。其三合

理取舍，详简得当，叙史以时为序，评论以人为本，材料应用取大去小，材料组合

分类集中，使全书既不失历史真实，又不致失之琐碎。它集结两代教育人的心血

和汗水，反映了五千彭阳儿女的精神风貌，在彭阳小学教育史上独树一帜。

彭阳二小 25 年青春年华，承前前无来者，启后厚德载物。一部校史，回顾历

史，总结经验，振奋精神，再铸辉煌。它存史、资政、教化有奇功，它彰往、察来、鉴

古而知今。我们看到彭阳二小的昨天很充实，我们坚信彭阳二小的明天更美好！

谨为序，仅表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祝贺之心。

2011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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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生活在大山深处很普通的人，做着一些极为平凡的事，不期望留下什

么足迹，但我们是默默地、执著地为彭阳这块并不富裕的黄土地奉献着青春和生

命的朴实的耕耘者。这里有我们的根，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

在用爱和责任谱写着自己的人生履历。有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教育是一群不

完美的人带领着另一群不完美的人走向完美的一个过程！”我们编写《彭阳二小

校史》的初衷，就是为了记录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人和事，因为这个过程中有我

们的喜、怒、衰、乐，有我们的劳动和汗水，有我们充实的人生追求。这些人、这些

事在时间的长河中，在常人的眼中很微不足道，也许平淡的无法再平淡了！但我

觉得很有必要把它记下来。尽管只是一些点点滴滴，也是对已在这里贡献过的同

志的一种安慰和惦记，更是对正在这里奉献的同志的一种肯定和激励，还会对将

要在这里贡献的同志产生一些启迪和帮助。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各界仁人志

士、社会贤达为彭阳二小的建设和发展付出过心血与关爱，做出过贡献与帮助的

致谢与感恩！

彭阳二小，1985 年由梁效祖老师任负责人，张世龙老师任会计负责筹建，经

过一年建成了 10 班型两层 913 平方米砖混结构的教学楼，完成投资 13 万元。

1986 年 9 月开始招生，原彭阳公社海巴大队海巴小学随之撤并。学校建校初共

有 8 个班，420 名学生，14 名老师，邓步超同志由教育科调入二小任校长，任职至

1992 年 6 月。

随后历经四次改扩建，达目前规模。1990 年由县政府发动全县职工干部集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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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办学，投资 23 万元扩建 3 号 876 平方米两层砖混结构教学楼；1995 年由世行

贷款贫域项目投资 42 万元建成 2 号两层 1016 平方米砖混教学楼，同时由县计

委投资 8.缘 万元，县城建局划拨地皮 1.8 亩建成第一座 180 平方米的水厕；2003
年底，由县财政投资 220 余万元建成 2824.6 平方米综合办公楼，其中香港邵逸

夫投资 15 万元，学校被命名为“彭阳县逸夫小学”，至此学校的基础建设实现了

质的飞跃，配套设施日臻完善，功能逐步齐全；2008 年“5·12”地震后，国家实施

“校安工程”，于 2010 年秋季投资 600 余万元建成了 3955.2 平方米的全框架结

构 37 班型教学楼，三幢旧的两层砖混结构教学楼全部拆除；2011 年完成投资 80
万元，建成 2 层 280 平方米的框架结构水厕，旧水厕拆除，建设塑胶操场。

这期间梁效祖、邓步超同志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

劳动，学校也经历了最艰难的办学时期。2003 年因建设需要，学校 36 名老师挤

在一间 54 平方米的简易房里办公一年时间；2010 年春季由于进城人口迅速增

加，学校学生数达 2876 名，教职工数达 102 名，最大班额达 104 人，为全县规模

最大的学校，平均班额为 87 人，生均校园面积 4.2 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 2.1 平

方米。2010 年秋季县城组建三小，这一情况才得到缓解，学校规模才变为目前 33
班型 1868 余名学生，教职工 81 人。

彭阳二小是一所较为年轻的学校，它并无悠久的历史，更无厚重的文化积

淀，但在上级领导及组织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全社会的重视及所有二小人的努力

之下，也不乏令人为之欣慰、令当地老百姓赞许的一些闪光之处。

教师队伍人才济济，贡献突出。其中有接受过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杰中青年教师提名奖获得者何克亮同志，有自治

区三八红旗手张正芳同志，有受过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的马彩瑛同志，有 5 人受

过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少工委表彰，有自治区级骨干教师 8 名，市县级骨

干教师 18 名，有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2 名，有调入其他行业担任领导者多人。

25 年来，有 5355 名学生从这里走出，奠定了他们的人生基础，有的已经走

向或将要走向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中有受到过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接见的宋庆龄奖学金获得者，有美术作品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送往加拿

大及欧美七国、新加坡展出者，有体育方面曾经创造过自治区记录者，相信他们

中将会有更多的佼佼者，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不断涌现。彭阳二小的光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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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需要他们去续写。

教育教学质量曾连续 15 年考评居全县之首，在固原市城镇小学中具有一定

的位次。“珠算式心算”教学一枝独秀。从 1995 年起，在自治区第 12-29 届各项技

能比赛中 17 次获团体第一，多次代表宁夏组队参加全国比赛，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成绩，曾受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珠算协会会长的高度评价。少先队

活动丰富多彩，多次受到自治区教育厅、全国少工委、全国妇联、全国残联、全国

总工会的表彰。艺术教育在我校更具特色，在县内外的多次庆典和展演活动中均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展示了我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品位。

成绩和荣誉属于过去，但参与和关心二小建设和发展的所有人功不可没！特

别是各级领导及社会贤达对二小的关心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1996 年 7
月国家督学杨金土来我校视察并题词留念。2004 年 12 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

席刘仲来学校视察题词并对师生提出殷切的希望。2007 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

现自治区党委常委蔡国英和我校师生共庆“六一”，勉励师生扎实工作勤奋学习；

同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炯华来校调研，充分肯定了学校各项工作。2011
年 7 月民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少儿工委委员窦玉沛来校视察。在这里，我们对所

有关心和支持二小发展的自治区、市、县领导和组织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

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彭阳二小属于彭阳老百姓，属于彭阳这块厚重的黄土地，更属于彭阳的未

来！相信有上级组织和领导及各界人士一如既往的关怀和支持，有所有二小人的

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二小的明天会更美好！

2011年 7月 25日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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