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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十四中学校志

(1954—2004)

主编：原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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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十四中学校志

编委会名单

主 任：刘赤峰 原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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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十四中创建于1954年，原名郑州市第九初级中学，校址位于岗杜南侧，

1956年迁至现址——铭功路180号。1958年更名为郑州市第十四中学，1968年秋始招

高中班，成为完全中学。光阴荏苒，逝者如斯，五十春秋，弹指即去。从荆棒遍地残

砖碎砾，到鲜花绿荫群楼耸立，凝聚了数代人辛勤的努力!

十四中是我的母校，也是我长期工作的地方。我在十四中上了3年初中，又在此

工作了20个年头，十四中培养了我、锻炼了我，我对十四中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学校

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的富有情感，众多的师生都是那样的令人难忘。

十四中健在的老同志中，李景旭、王绍宽、董国宪、于蔚山这几位同志参加了学

校的创建．他们经历了学校五十年的发展，五十年的变迁，他们是学校的活历史。据

老同志们讲，学校初建之时，条件简陋，师资匮乏，全校师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使这块荒芜的土地出现了勃勃生机。老师们努力工作，辛勤耕耘，把知识的阳光雨露

播撒在求知的心田，经过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学校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如今．全校高初中在校生近2000名，在岗教职工130多名，离退休人员80名。五十年

来，学校共培养出初中毕业生17000余人，高中毕业生7000余人，取得了诸多成绩，

这些都令人欣喜。

编写校志，总结历史，垂鉴后世，很有意义。这本校志分上卷、下卷两个部分，

上卷是在1985年完成的，为忠于原貌，成书时未作修改。下卷是从2003年暑假动手编

写的。条件所限，书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原计划的校友录、曾在十四中工

作过的同志情况介绍等都未及收入。

十四中是国家的，是社会的，是全体十四中人的。成绩是大家干出来的，荣誉也

是属于大家的。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历代领导、历代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

力。十四中才逐步变了样。瞻望未来，任重道远．十四中的蓝图该如何描绘?我相

信，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只要十四中人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就能走出一条更

加辉煌的道路．就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刘润英

200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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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赤峰

书记l 200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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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司福亭(左

与原永明校长一起规划学校未来

郑州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王霄鹂{中)与组干处领导来校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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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学校被评为郑州市标准化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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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十四中学校志

前 言

郑州十四中创建于1954年8月。三十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各届学

校领导辛勤经营，逐步完善，始成今日之规模。经过历届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为社会主

义祖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或继续深造攻读于大专院校，或学成毕业战斗于各个

工作岗位。为四化建设呕心沥血，添砖加瓦。

值此四化建设蓬勃发展，各行各业奔腾前进的大好时机，为了回顾过去，总结经验，

瞻望未来，订出目标，在省、市上级领导指导下，特编写郑州十四中校志。

现根据学校所存档案记载(十年动乱，档案丢失)，并走访三十年来部分党政领导和

有关教师，摭遗补漏，搜集材料，参照任连喜、付群老师所整理的一些资料，按照市教育局

编写校志提纲，加以汇总编纂。全志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学校沿革。其中包括创建时

间；校址变迁；规模变化。第二部分，学校现状。其中包括党、政、工团等组织的建立与发

展，学校领导体制，编制及各种规章制度，党的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学校工作；学校结构改

革；校舍、设备、经费及财产；十年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校办工厂；农场与勤工俭学。另

有附表。课程设置表、历年大事记、历届领导成员一览表、教职员工情况表等。通过这两

个部分和附表，对学校三十余年来的发展变化，虽不能一览无遗，但也可窥其概貌。

所不足者，学校在十年动乱中，起伏跌宕，几经破坏，文革前所有资料档案荡然无存。

1978年以前的学校史实，均系有关人员回忆汇集而来，无案卷可查。鲁鱼亥豕，难免舛

错，特予说明。

198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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