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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陆浩题词

1



原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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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甘肃省副省长穆永吉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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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文仓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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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川全图

新店乡村社区划图

（甘守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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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伏羲三迁， 从崇尚耕读到求变求新，新

店——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历经千年，承载着无数莘莘学子的

梦想，多年来经过一代代新店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培养出一大批跻

身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他们身居在大舞台闪耀光芒的同时，不忘

家乡沃土的养育之恩，用一颗火热的心，不遗余力地为家乡教育事

业的进步呕心沥血。

尊重知识、演绎文明，不仅仅是静宁人的传统，更是静宁人永

远的追求。

陇西郡成纪县故城，历经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等

朝代，延续几千年。通过考究各种大量出土文物，专家学者认定成

纪故城是龙祖———龙文化诞生地，积淀了华夏民族的优秀传统，演

绎了成纪文化的文脉精神。现静宁县一中文庙建筑群的大成殿、棂

星门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文庙建筑之一。

从汉代起，静宁涌现出了许多彪炳千秋的著名人物。据出土史

料考证，李氏后裔有李渊、李世民、李治、李显、李隆基等25位皇帝，

李冲、李靖、李林甫、李鳞等28位宰相，李广、李让、李宣、李韶等52
位大将军，李白、李修、李思训、李煜等24名诗人、艺术家，李肱、李

程等进士40多人。

在当代中国人集体觉醒并懂得应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经

济、科技成果相结合，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古成纪”静宁县委、

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筹建成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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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近两年又极力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文化的

重视和支持。

在古成纪灿烂文化的映衬下，新店乡教育文化事业薪火相传、

文脉不断。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自恢复高考以来静宁县

历年来高考成绩位居全省前列，已培育出了诸如政界的刘杰华、张

志杰、杨茂林和张元忠，科技界的秦富华、刘斐和杨尔辅，教育界的

刘建刚和梁旺兵，著名企业家张仲月、刘显峰、谢卿和秦文以及优

秀乡村干部张永哉等一大批名人，这些都是新店人的自豪和骄傲。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阶梯，张浩然老

师从教乡里，四十年如一日，是欠发达地区默默无闻奉献教育事业

的典型代表。退休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潜心研究，为乡村教育事业

奔走呼吁。在新店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张老师历经十年撰

写了《静宁新店地方教育史略》一书。他有丰富的地方基础执教经

验，视野开阔，善于思考，能将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勤奋

努力，潜心研究，致力于新店地方教育研究的精神难能可贵。这部

书稿资料翔实、视角新颖、图文并茂，书中引用大量史料探究了新

店历史文化，记录新店名人事迹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该书

的出版发行无疑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大好事，这既是一部宣传新店、

研究新店的优秀作品，也是一份研究我省乡村教育的宝贵资料。我

相信该书的出版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必将更加激发新一

代新店人对家乡的无比自豪和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 启迪他们

对未来美好生活和家乡面貌的无限憧憬； 对科学审视新店教育发

展状况，激励在国内外工作的新店人热爱家乡，积极支持家乡教育

事业，促进新店文化建设和全省、全国乃至世界了解新店也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在《静宁新店地方教育史略》出版之际，感谢那些为新店学子

放飞梦想而辛勤劳作的园丁! 感谢事业有成、 反哺家乡的各界同

仁！感谢张浩然老师为此书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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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故土情深。新店这块沃土，是引领我起航的地方。因

工作的需要，我虽身在上海，但心系家乡。在我心中，我永远是新店

的孩子。对新店的未来，我们将秉承“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

智、大气谦和”的上海精神，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

甘肃精神，发挥“勤劳淳朴、艰苦奋斗、崇尚实干、不甘落后、坚韧不

拔、吃苦耐劳、憨厚老实”的静宁人精神，一如既往的对新店教育事

业的大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提供更好地服务。

祝《静宁新店地方教育史略》永载新店教育史册，愿新店教育

蓬勃发展、英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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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长宜放眼量
———为《静宁新店地方教育史略》作序

辛卯兔年初夏，我赴家乡静宁调研。期间，浩然同志专程拿着

他刚写就的《静宁新店地方教育史略》，请我为其作序。史书典籍，

大到三皇五帝，小到县域史志，见到的不少，也拜读了一些，但写一

个乡村历史，尤其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以其亲身经历，而写的乡村

教育发展史略，实在是不多见。生活的一点一滴，汇聚成历史的长

河。这长河的波澜壮阔抑或蜿蜒曲折，需要有心人去关注，去整理

记载。我与浩然同乡，他一直立足中小学，舌耕笔耘，桃李满园，乡

里称道。我为有浩然这样一位立志从事教育、用心记录乡村教育史

的同乡而感到骄傲和敬佩。爱屋及乌，由此对眼前的书稿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翻卷细读，家乡那山、那水、那人跃然纸上，新店乡群策

群力、发展教育的轨迹也是那样的清晰可触。

纵览《静宁新店地方教育史略》，作者以新店中心小学的发展

为经，以新店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纬，突出主线，经纬互织，记人、

写景、叙事结合，真实地再现了新店乡村重教育才和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的经络。作者匠心独具，把新店中心小学的始建、变革、发展分

为六个阶段，应运二史合一的写作技巧，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变革发展的大背景和相应阶段中小学教育教学状况巧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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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既展现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波澜

壮阔，又聚焦了西部乡村经济、人文的发展变化，避免了单一写史

的呆板、单调与乏味，使《史略》更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作者以细腻

的笔触，以写景抒情的笔调，书写新店川源远流长的人文地理和醇

厚朴实的风土民情，山水相融，人物相依，尤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

每一位读者，仿佛使人深感到那人有自己的影子，那山有自己的存

在，那景也为自己而写。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作者不惜笔墨，不仅完整地再

现了乡村教育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而且概括

了经历“四苦”而带来的“甜”。这“甜”表现为新店桃李芬芳，展现在

书中就是单列出的“新店人物谱”一栏。令人骄傲的是，他们从新店

中心小学走出来，成为国内外名牌高校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留学生，成为栋梁之才。他们或致力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

或出国留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其中优秀代表有五六十名，还有可

望成才的高校在读生四十几人。这“甜”表现在新店人功成名就后

反哺乡村，惠及乡梓，助推乡村建设的成果。作者还重点描写了在

新店乡籍仁人志士的关心下， 鞍子山峡公路建成通车从此天堑变

通途，极大的方便了静通两县人民的交通生活，有力的促进两县人

流、物流、商流和信息流的发展；静宁县源润万吨果蔬保鲜公司和

通渭县甘肃祥润牧业公司建成开业， 从此静通两县交界处的新店

老百姓有了惠农为民企业，有了致富的希望，有了奔小康的美好明

天。新店可谓人杰地灵、群英荟萃、物阜民丰、兴旺发达矣。

静宁，一片古老而文明的热土。昔日，这里因伏羲“始画八卦”

和女娲“炼石补天”而肇启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今天，这里又因

创造“静宁教育现象”，诞生“高考神话”而铸就了辉煌的教育品牌，

有着全国教育先进县的美誉。 新店就镶嵌在静宁这片快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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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土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风物长宜放眼量。当今世界的发展，

人才是基础，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把握赢得发展的先机。衷心祝愿

家乡一如既往，坚持教育立县，强化基础教育，尊师重教，为创造静

宁美好的明天打下坚实而富有希望的基础。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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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自序

回顾本人历史，发现我这个地道的新店人，读书执教生涯中竟

有六个与新店教育有关的“最早”。

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我为解放初新店小学“最早”的毕业

生。1953年我又是进入通渭完小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通渭完小毕

业，随即考入甘沟“代帽”中学，我又是今甘沟高中“最早”一届学

生。中学毕业，考入西北师大化生科，我又是新店“最早”一个所谓

名牌大学生。1962年，因家境贫寒，无力供读，加之本人目光短浅，

自行辍学而肄业。在队生产劳动约莫三四年。直到1966年春，由甘

沟公社、举荐，县文教局批准录用，调甘沟完小任教（雇佣教师，月

薪30元），我又成为执教甘沟完小“最早”的一个新店人。此年，史无

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暑期70天的教师整训会结束，红卫兵大

串联，甘沟完小停课闹革命。时至1967年，调新店初小任教（仍为县

文教局雇佣教师），我又成为执教新店初小“最早”的一个新店人。

启蒙于斯，毕业于斯，又执教于斯；先后和李宗汉、王俊华、朱孝贤

共事七八年。

1973年新店中学建成， 我被选调至新店中学任教， 我又成为

“最早”执教新店中学的第一个新店人。

1980年调田堡中学任教，不到一年又返调新店中学，此后一直

在新店中学执教语文、历史学科。此间十多年曾兼任新店中学教务

主任，直至2000年退休。

新店地方出类拔萃的名角新秀杨尔辅、刘斐、梁旺兵、张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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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全、刘建刚、刘敬霞、秦文等，他们无一不是在新小启蒙，在新

中奠基，毕业继续升造，通过国家高等教育培养及个人奋斗、艰苦

磨练方才显露麟角的。在他们启蒙、奠基的中、小学，我给他们不是

代班就是代课。我能得新店地方的英才而教之，一乐也！我为梓里

有此“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英才而骄傲。

有人说我骄傲，说的不错，我承认，但我不是一个“夜郎自大”，

目空一切的天生傲人。

2000年辞教归田，二当农民，不遗余力，种田务果，但国家仍给

我丰厚不菲的生活待遇；我为国家、政府对我的厚爱、关心而骄傲！

1997年省教育厅、 县教育局曾颁发给我表彰我40年教龄的烫金大
红荣誉证书和金质纪念奖章， 我为省厅县局对我40年粉笔生涯教
绩的肯定而骄傲！2000年退休， 县教育局连同地方乡镇单位赠我

“桃李满园”的大红金字牌匾，我为县乡人民对我执教业绩的认可

而骄傲！能说我骄傲吗？我之骄傲为何种骄傲？

辞教归田，颐养天年，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说实在的，似乎总

有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冷漠凄凉的感触；似乎总有点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凄惨悲凉的情伤。后读开国元勋陈毅元帅

诗：“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长，我则异其趣，一闲对百忙”，深有感

触。从中受到启迪，自作“与其无聊上牌桌，无如挥毫撰史略；老夫

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歪诗一首（反“夕阳无限好，只是

近黄昏”，赋予新意），以励己志。目睹新店所所小学崭新的面貌，心

头为开启民智，对新店教育倾尽心力、默默奉献，为中小学教育打

奠坚实基础，提供优越条件的人的精神品质所感动。于是产生不遗

余力，再献余热，构思写作框架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编写《静宁

新店地方教育史略》，填补新店地方教育史空白的动念。

写《静宁新店地方教育史略》，心思在于借此缅怀、追颂新店三

位乡贤兴学建校的善举； 唱赞新店源远流长的人文地理和淳厚朴

实的风土民情；颂扬新店人与昔不同的精神境界和时代风貌；煊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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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钟灵大地辈出云集、出类拔萃的名角新秀；展示在改革开放大

潮中新店山乡的巨变。一句话，旨在宣传新店，促进新店地方文化

建设，让全省、全国乃至世界了解新店。

于是，从去年12月开始走访、搜集有关人物、史实资料，开始动

手加工、整理、编写。起初，我写下“立志上马不下马，力争保胎不流

产”的戏言耍语。不到半年工夫，现已将此书编成并即将付梓。

今谨以此书献给新店地方三位乡贤，彰其兴学建校之善举，以

慰其泉下之灵。

谨以此书彰显为新店地方教育做出莫大贡献的有识之士。

谨以此书作为文化礼品赠给梓里人民， 以励继续保持并发扬

光大“尊师重教”的社会美德和优良传统。

谨以此书留给新店人民的后辈子孙，激励他们发奋苦读，努力

奋进，个个成才。

谨以此书开个先河，抛砖引玉，导引新店各村社有识之士撰写

地方教育发展史，为编纂广义的新店教育发展史储备翔实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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