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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足迹篇

阿拉善右旗建旗前后教育状况的回忆

闫学廉

阿拉善右旗是 1961
年 5 月成立的。成立之
前，有十个月的筹备阶
段。筹备阶段，是从 1960
年 8 月 1 日成立中共阿
拉善旗西部地区工作委
员会和办事处开始的。工
委成立之后，我就随巴雅
尔俄莫和书记和卜和主

任到全旗去视察。
视察完全旗之后，我强烈地感受到当时的阿拉善右旗非常地落后。这

里没有交通，信息闭塞，电讯联系也很困难，处于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那
时，这里的群众生活也异常艰苦。蒙古包极少见到，帐房也不多见，半窑洞
式的住处仍有不少。“三块石头一个锅，石头砸碎砖茶喝”，这就是当时阿
拉善右旗牧区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下，当地的教育也极为落后。那时，全旗只有一名
蒙古族小学毕业生达布胡勒巴雅尔（阿右旗直属完小成立之后，达布胡勒
巴雅尔任第一届校长。1980年，阿拉善盟成立后,任阿盟教育处处长）。全
旗也只有四所小学，即乌力吉笋布尔小学（驻地巴音毛道，学校负责人哈
日巴拉）、塔木素格布鲁格小学（驻地扣勒,学校负责人兑钦）、巴彦淖尔公
小学（驻地巴拜嘎休,学校负责人敖云巴图）巴音温都尔小学（驻地额肯呼

阿拉善盟教育事业发展史料（1882~2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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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教育

都格，学校负责人乌力吉图）（没有包括雅布赖盐场小学，该小学属于企业
所办学校）。各校校舍简陋，均为土木结构。巴音温都尔小学宿舍还是土坯
窑洞。学校建制也不全，都是只有一名负责人。他们既要管教学，又要管后
勤，各学校还极缺师资。一个学校，只有五六名教师；一个教师，要带两个
班的学生。学生基本都是住校，教师既要当教员，又要当保育员。在夜间,
教师还要巡视、察看学生宿舍，给学生盖好被子，叫学生起来撒尿。在早
晨，还要检查学生的被褥。有尿湿的，还要给晾晒。每到星期天，教师都要
给学生们洗衣服、洗头、灭虱子。即使是在假期，教师们也都很少休息。不
是参加学习，就是参加所在公社组织的下乡劳动。新学年开学前，教师们
还要去动员农牧民的孩子入学。因那时骑乘的牲口也难找，教师们常常要
靠双脚来回行走几百里路程。

随着阿右旗的建立，当地的教育状况也逐步得到了改善，并且有了较
快的发展。在接收雅布赖盐场小学的基础上，阿右旗组建了旗直属完全小
学。1961年，又成立了蒙古族和汉族合校的初级中学。招收了初中一年级
的蒙古族和汉族学生各 1个班，共有五十六名学生。再加上雅布赖盐场小
学附设的两个初中班，共 4个班，69名学生。当年，上级就调派了初师、普
师和大学学历的教师，充实了全旗的中、小学教师队伍。

随着阿右旗的建立，也激发调动了全旗教职员工办好学校的积极性。
各学校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譬如，巴彦淖尔公小学由于所在公社党政机关从巴拜嘎休搬迁至沙
拉布鲁德，而学校又没有搬迁经费。学校负责人敖云巴图同志，积极创造
条件，组织全校教职员工群策群力，不等不靠，在 1961年暑假期间，学校
的教师和高年级身体好的学生，在学校新址上，脱了大量的土坯。而当时，
旗文教科从全旗很少的学校修缮经费中，也只能仅仅拨出 5000元。在新
址建校的经费严重短缺。他们又努力争取到了公社的支持，从旧址上拆下
门窗、木料以及能用的建筑材料，搬运到新址上加以利用。最终，他们硬是
把学校提前迁到了新的校址上。

再如,阿右旗中学刚成立之时，既无房屋，又无设备。学校也仅仅只
是暂借了雅布赖盐场的工人宿舍———4栋土房屋，就开学了。学校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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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教育事业发展史料（1882~2010）

室，兼当宿舍。教室里无黑板，就买块油布刷黑了，挂在墙上当黑板；教室
里无桌凳，学生就坐在土炕上，在腿上垫着记学习笔记，趴在土炕上写作
业；学校无办公室，教师们就把土炕拆掉，把地垫平当办公室。学校只有篮
球架而无场地，师生们就和麦草泥，铺垫了一个篮球场。学校无电灯，教师
们就每天晚上都在小煤油灯下备课、写教案和批改作业，没有一个教师在
十二点之前休息。虽然他们的两个鼻孔被熏得黑黑的，但都毫无怨言。不
仅如此，学校当时既无阅览室，也无图书馆。总之，在建旗初期，该校各方
面的办学条件都非常简陋。但是，教师们克服困难，积极奉献，努力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在 1964年巴盟全盟中学通考中，阿右旗中学参试学生的平
均分和升学率都名列第一。这些优良的成绩，大大提高了阿右旗中学的知
名度。

关于阿右旗在建旗前后教育战线上的情况，旗志上有一些简略的记
载。除上述一点回忆之外，再列表补充一些数据（雅布赖时期的五年）。通
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阿右旗在建旗后五年的教育发展基本轮廓。

【作者简介】

闫学廉，1962 年 5 月，任阿右旗宣传部副部长并兼阿右旗中学校
长。1981~1987年，任阿拉善右旗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人大常务委员
会副主任。

年度 小学
（所）

中学
（所）

招生（人） 毕业（人） 在校生（人） 教职员
工包括
民办
（人）

当年
投入
（万元）

占全旗
总开支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1961 6 1 249 56 62 9 477 78 86

1962 6 1 336 26 127 7 677 81 108 24.80 26.64

1963 6 1 471 55 208 15 684 120 108 40.22 34

1964 7 1 501 45 210 34 820 114 114 42.96 30.95

1965 8 1 580 61 262 22 917 145 133 47.55 25.45

教育足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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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右旗中学建校初期的回忆

王国财 鄂明花 孟和那仁 高培海

阿拉善右旗中学（阿右旗一中的前身）的成立，不同寻常。不是先调配
好了领导、教师、工勤人员，不是先建设好了学校房舍，不是先购置好了教
学设备之后才成立学校的。

一

阿拉善右旗是在 1961年建旗的。当时，旗内没有一所中学。当地的学
生在小学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中学，要长途辗转到远在阿拉善左旗巴音浩
特的阿左旗一中、二中去上学。尤其是阿右旗西部、南部的学生去上中学，
路途更为遥远，交通更是不便。他们去上中学非要绕道远行、多地辗转。先
要乘坐雅布赖盐场运盐的大卡车到甘肃省河西堡，再骑骆驼到山丹县乘
坐火车，经甘肃兰州到宁夏银川，再乘坐长途汽车到达阿左旗巴音浩特。
这样上中学，仅是路费一项就是很大的经济负担，普通家庭难以承受。而
学生的安全问题更是让家长不放心。鉴于这种情况，阿右旗政府决定成
立阿拉善右旗中学。
当时，旗政府机关也都是临时借用雅布赖盐场的办公室办公。因此，

中学校址最初选在了雅布赖盐场北部山边的阿贵庙。
随即，由分配来时间不长的栗树清老师带领着刚分配来的教师孟和

那仁、张玉生、王世夫以及学生闫德学、王廉波、李怀伋、李乐毅，共 8人，
先去阿贵庙借房屋，并清扫、整理、安排教室和宿舍。

去阿贵庙的人走后不多几天，旗委宣传部长额尔敦巴雅尔同志和留
下的人员又详细考察了离雅布赖盐场不远的中泉子，并把两个地方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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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认为阿贵庙房子少，拉煤又远，而中泉子硝场下马停产后，空房子
多，到上井子煤矿拉煤也比阿贵庙要近，况且中泉子水质好，又有蔬菜吃，
办学条件要比阿贵庙好一些。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旗政府的认可。于是，
范荣老师带领着鄂明花、茨仁、哈斯朝鲁、哈斯巴雅尔等老师，以及工勤人
员刘希平、郭纯俭、汤学彦等 8人，先到中泉子硝场借了房屋，经过清扫、
整理、安排后感到比较满意，当即就派人通知已经去了阿贵庙的那些人员
返回来。由于学生已经陆续来到了中泉子的学校，因此，去阿贵庙的人员
还没有回来就开始上课了。

学校的办公桌及部分用具是从硝场借的。办公桌少，只能两人合用
一张。学生上课都是坐在宿舍的土炕上。后来，自己做了一些简易桌凳，
又从旗内的小学借了一些。上课没有黑板，刚开始用的是一尺见方的小
油布，刷上墨汁挂在墙上做黑板。这种小油布黑板用干粉笔写不上字，在
上课前，在办公室里先让粉笔吸水变软后再写。这种湿粉笔写的字，在字
迹湿的时候看不清，等干了就能看清楚了。使用时，把上课前先用湿粉笔
写好字的小黑板卷成一个小卷，上课时挂在墙上，下课时拿回来再先写
上字使用。

当时，伙食很清淡。蔬菜也只是不多的白菜、萝卜。我们又买来了一些
人家在去年冬天屠宰剔肉后留下的骆驼干骨架。先用水把附着在骨头上
的干肉泡软了，煮烂后再用刀刮下紧贴在骨头上的一点点碎肉末做菜。煮
饭做菜没有煤，老师们就带领学生到野外捡拾干柴来代替煤。

学生们基本上都住校，老师们也都是吃住在学校。师生们共用一个大
灶，同吃大锅饭。老师们晚上办公用的都是小煤油灯。

先前去阿贵庙的人员来到后，在 1961年 10月 4日，举行了开学典
礼。从这天起，阿拉善右旗中学就正式成立了。旗委宣传部长额尔敦巴雅
尔同志兼任中学校长。栗树清同志任教导主任，主持学校工作。

雅布赖盐场小学当时有两个初中班，全部划给了阿右旗中学。初一升
初二年级的班有 11名学生，由鄂明花老师担任班主任。初二升初三年级
的班有 8名学生，由王世夫老师担任班主任。还新招收了两个班。汉授班
有 34名学生，班主任是哈斯巴雅尔老师。蒙古语授课班有 15名学生，班

教育足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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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是孟和那仁老师。
1962年夏季，第一届汉文班 8个学生毕业了。下半年,因旗内小学没

有蒙古语授课毕业生，所以只招了一个汉授班，有 25名学生，班主任是黄
志忠老师。学校还是 3个汉语授课班，1个蒙古语授课班。

这年 8月份，又陆续分配来了王国财、云泓、黄志忠、王登仁、吉雅图、
张余 6位老师和工勤人员王廉波。这样各科老师总算是基本上调配全了。
当时，语文老师有：孟和那仁、云泓、黄志忠。数学老师有：王登仁、吉雅图、
刘希平。物理老师有：王国财。生化老师有：鄂明花。政史地老师有：哈斯
朝鲁、哈斯巴雅尔。体育老师有：张余。

在旗委、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旗属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老师
们有了办公室，一人一张办公桌；学生有了教室和课桌凳，还做了木黑板。
用小油布当黑板、坐在宿舍土炕上学习生活到此结束了。但是教学用的理
化仪器、生物标本依然还是没有。体育活动的器材很少，只有篮球、足球、
训练手榴弹和硝场留下的破篮球架。沙漠里辽阔空旷的沙滩就是天然的
足球场。

学生基本上是住校的。星期天，除了去雅布赖盐场办事或回家的，其
余学生都在学校自觉学习。学生都很诚实，很有礼貌，我们当老师的都很
喜欢他们。学校里，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友好。课余时间，
老师和同学们各自组织体育队，教师一队,学生一队，一块儿打篮球，一起
踢足球。

教职工中，除了几位年龄大已经成家的，多数老师都是刚从学校毕业
分配来还尚未结婚的大学生，都是年龄比学生大一点的年轻人。他们在学
生面前显得很严肃，可下课回到办公室后，依然爱说笑打闹。

学校班级不多，学生也不多，作业批改量少，但我们备课写教案都极
为认真。备一课只能上一课，写一次只能用一次。上多少节课就要写多少
份教案。老师们每天的休息时间都很短。虽然感到辛苦劳累，但我们都很
高兴，很快乐。
建校时，学校只有一名共产党员。1962年，又分配来了一名党员。这样

还是不能成立党支部。我们就和小学成立了一个联合党支部。学校团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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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师生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团支部，支部书记是栗树清同志。
原旗委宣传部长兼中学校长额尔顿巴雅尔同志病逝后，上级又任命

旗委宣传部长闫学廉同志兼任中学校长。
1963年，第二届汉授班有 17名学生毕业，秋季招收蒙古语和汉语授

课班 2个。蒙古语授课班有 17名学生，班主任是孟和那仁老师。汉语授课
班有 27名学生，班主任是鄂明花老师。

下半年，陆续分配来了吴宝林、乌云图、哈森其木格、根登 4位老师。
还调进了校医班秀珍。

这时，学校的办学条件也在逐步好转。巴盟教育局调拨来的教学仪器
有：一箱酒精温度计，吊盘天平，实验用的安培计、伏特计，还有生物标本、
模型。
随着老师、学生中团员人数的增加，阿右旗团委批准阿右旗中学成立

团总支。教职工成立一个团支部。由团总支部审批团员，团总支部书记是
王国财老师。

1964年，建校时招收的蒙古族和汉族两个班的 49名学生毕业了，这
是阿右旗中学毕业的第三届学生。本届学生在中考中平均分、升学率均为
巴盟第一，被称为“沙窝里放了卫星”，受到了巴盟盟委领导的表扬。这是
师生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对老师们最大的鼓励和奖赏。

这年，学校招收了蒙古语授课班和汉语授课班 2个。其中，蒙古语授
课班有 12名学生，班主任是乌云图老师。汉语授课班有 28名学生，班主
任是王国财老师。

这年，阿右旗中学已经有 4名党员了。他们是：栗树清、王国财、孟和
那仁、鄂明花。上级批准阿右旗中学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栗树清同
志。这是阿右旗中学最早的党支部，栗树清同志是阿右旗中学建校后的第
一任党支部书记。

1965年，阿右旗中学第四届汉文班的 25名学生毕业了。下半年，招收
了蒙古语和汉语授课班 2个。蒙古语授课班有 24名学生，班主任是权布
勒老师。汉语授课班有 33名学生，班主任是王登仁老师。

这时，学校共有 6个班，学生人数由 108人增加到 140人。随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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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增多，学校的设备又严重短缺了。经由学校申请，旗政府批拨了
5000 元购置费，购买了一些简单的体育器材，如足球门、跳箱、双杠、篮
球、排球、足球等，还有食堂使用的炊灶用具等。

下半年，调进来了权布勒、布仁巴雅尔两位老师，调进来的工勤人员
有：王尚孝、高培海、王兆柏、张贵生。

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应毕业的蒙古语和汉语两个班未
能按时毕业，仍留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招生也被迫停止了。

9月份，分配来了陈瑞清老师。10月底，调来了炊事员李怀其。
1967年，阿拉善右旗旗委、政府迁址到上井子。旗政府批准阿右旗中

学也要搬迁到上井子。4月份，开始筹备搬迁，成立了基建办公室。从学校
选址、做计划、搞基建、调配人员等方方面面，旗委、政府都给予了大力支
持。最后，校址就选定在了阿右旗一中现在的地方。

当时的计划建设项目及预算如下。
办公室：土木结构，2栋，358平方米，17839.22元。
教室：土木结构，2栋，394平方米，21546.76元（6间）。
学生宿舍：土木结构，3栋，381平方米，19392.34元（四大四小）。
教职工单身宿舍：土木结构，2栋，254平方米，12269.86元。
饭厅（小礼堂）连灶房：土木结构，368平方米，28276.52元。
家属房：土木结构，2栋，386平方米，19644.64元。
门房：土木结构，2座，72平方米，3960元（门卫 2间，接待室 1间）。
厕所：土木结构，1座，30平方米，3000元。
以上就是 1967 年建校时的原始计划，共计 124929.34 元，实拨

120000元。
当时，学校基建办公室的同志和工人们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和“文

化大革命”的干扰，到年底，终于完成了建设任务。
老师和学生们搬迁进了崭新的阿右旗中学。至此，成立了 6年多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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