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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中学在历经半个世纪后，曾于1989年编印了<浦江中学五1}周年校庆纪念册>。这本

纪念册概要记载了学校的发展历史，录有教职员工和部分校友的通讯地址，还有历年毕业和肄

业的同学录，可谓“浦江中学校志”的雏形，但实感述史过简。内容单一。时过十年，浦江中学在

精神面貌方面、教学设备方面、教学效果方面、校舍建设方面等等，都起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在

筹备六十周年校庆之际，学校决定在纪念册的基础上编写校志，并定名为(浙江省浦江中学校

志>(1939—1999)，作为献给浦江中学建校六十周年校庆典礼的一份礼物。

本校志的编写本着“尊重历史，叙事平实，侧重现今”的原则，记述了浦江中学60年的发展

过程。它是社会了解浦江中学、认识浦江中学的一座桥梁，是人们曩憋我县文化教育事业、研

究浦江中学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世的一份精神财富。它将海内外校友的距离缩短了，

思想沟通了，寸心贴近了。它必将激发校友怀念母校、热爱母校乃虿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

情，必将引发社会各界人士对浦江中学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从而推动教育事业的蓬勃发

展。

浦江中学是我县教育战线上的一个教学基地的缩影。她几迁校址，几易其名，几经沧桑，

成为现今一所崭新的现代化高级中学。她凝聚着数万校友的心血。触将永远惦记着每一位莘

莘学子，惦记着每一滴辛勤的汗水，惦记着每一个留下的脚印。

历史即将跨入21世纪。浦江中学将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精神为指导，以促进全面发展为宗旨，以育人为根本，贯彻i咎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继承和发展优良的办学传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深化学校内部管捌改革，加强教育科学研究。

树立“敬业爱岗、奉献爱生、自尊自重”的教师新形象，坚持“重德、尚学、求实、创新”的校训，营

造“新学校、新面貌、新气象”的良好氛围，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我

们深信浦江中学定会以崭新的风貌、蓬勃的朝气屹立于国土之上。

浙江省浦卸中学。墨差主誉萋
t,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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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浙江省浦江中学船革史
(1939—1999)

浙江省浦江中学是浦江县创办最早的一所公立科学，迄今已有60年的

历史，她位于县城东隅风景秀丽的龙峰山下，校园占地26(}39m2(39亩)o 1999

年7月，学校易地搬迁，新校舍座落在环境幽静的浦阳镇西山脚下，占地面积

为120000m2(180亩)o有24个班级，学生1400余人，教职员工114人o

1938年“七七"事变后，时局日紧，众多读完小学的青少年外出远道求学，

不胜颠沛之苦，只得中途辍学。为方便失学青少年就孥，在县长金平欧倡议

下，于翌年二月借浦阳镇城南白佛寺赵氏宗祠为校舍，倒设浦江县立战时初中

学生补习学校(简称“战中”，为浦江中学前身)o时，招llj；c新生1'75人，分甲、乙、

丙三个班。秋季续招新生两个班共114名。校长由金平欧兼任。沈子糙为教

导主任，楼予情为总务主任，教职员工11人。当时虽然断学条件很差，设备简

陋，但师生团结一致，教学热情甚高，抗日情绪高涨，宣传活动颇为活跃o

1940年2月，浦江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创办，合设在“战中”校内，教职员工

亦两校互兼。是年春，因日冠流窜到浙东，时局稍趋稳定，学校迁回县城文庙

内，“简师”也随同迁回。时校长由张源接任，褚忠禄为教导主任，楼予情为总

务主任，有教职员工20人o

1941年3月，浙江省主席黄绍骇曾率县政检团莅浦视察，向“战中"师生

作时事报告o

1942年1月，“战中”并附于“简师”，校长由洪士模兼任o 5月，日冠再度

窜扰，浦江沦陷，“战中”停办o

1944年初，因县城沦陷，私立浙东中学停办’，私立中山中学远迁，“简师"

虽已恢复，但学额有限，致使大批学生求学无门，失学人数与日俱增。为救助

沦陷区失学青年，县长魏思统与地方士绅倡议设立校董令。由魏思统任董事

长，骆公望、黄志简、洪士模、毛淳民等14人为校董，负责筹建浦江县私立思

统初中学生补习学校。期间，毛淳民先生锐意于教育救亡，筹资金，募校产，

借校舍，聘教师，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不辞辛劳。县人感其精诚，莫不援手相
·1‘



助，终使学校在短期得以始具雏形，校址设于壶江乡大元村周氏宗祠内o 2

月15日开始招考新生，共招收了浦江及桐庐、诸暨等县初一年级新生2个班

117人。初二年级插班生1个班31人，20日正式开学，学制为三年。校董会

推任魏思统为校长，毛淳民兼任校务主任，张丙光任教导主任，赵同辉任事务

主任。

同年6月，因浦江各界人士反对用县长个人名字作校名，省教育厅也明

确指出“该思统补中创办人及学生入学资格等与私立学校规程及补中现行法

令不符"，因而浦江县私立思统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改名为浦江县立初级

中学(简称“县中”)，仍由魏思统兼任校长o 7月，由原校务主任毛淳民代理

校长职务o 9月，因大元校舍大梁倾坍，迁校于平湖村，借陈氏祠堂及公房一

所为校舍，如期上课o 10月上旬，学校创办了<浦中旬刊>(油印)，教导主任

张光丙任主编。虽然时逢战乱，教育经费奇缺，办学十分艰难，但全校师生齐

心协办，共渡难关。师生自己动手，开辟球场，疏浚水沟，平整瓦砾场所，开垦

荒地，种植蔬菜，以劳养学。为奖掖优学的清寒子弟，毛淳民校长多方熊
募集稻谷数百石，创设了公费生制，制定“公费学额办法"，使得不少出身于贫

寒家庭的优秀学生，得以免去饥寒，潜心学业o

1945年7月，日冠投降，县城光复，浦江县立初级中学由平湖村迁回县

城，在县浦阳小学校舍(今校址)招生上课，招收新生两个班，共设6个班，学

生344人，教职员工20人o

1947年春，由王唏辰接任校长。王校长思想进步，诚实笃行，学校迁城

后，教育经费一再削减，设备简陋，图书、仪器均缺。但经王氏苦心经营，延聘

名师，增添图书、仪器、生物标本、童体用具等设备，方使学校初具规模，培育

了一批人才。继后，县参议会以节省教育经费为由，决议将“县中，，撤销，并人

简师，引起全校师生愤慨，奋起护校，并印发<发全县同胞书>，受到各界人士

和旅外同乡的积极声授，终使县参议会撤销前议o

1948年，王氏因身体欠佳而辞职，张子京接任校长。张氏重视教学，以

身作则，言出必行，对学生要求严格，早晚巡视于学生寝室、教室，早操亲自到

场，因此教学秩序井然。其间，中央大学教授张世禄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陈肇

英曾先后来校参观，并发表演说。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仓惶逃遁，学校组织师生轮流值班护校，使学校财
·2·



产得以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接管o

1949年5月，浦江解放o 6月，县人民政府颁布<学校改革暂行办法>，对

教育采取了“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并派何微为驻校代表，负责接管工

作。当时，在校学生354人，教职员工30人o 7月，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

何微为主任委员，陆俊卿为副主任委员。是年9月，县立简易师范停办并入o

1951年春，学校附设工农业余初中班(因晚上授课，故称“夜中学”)，曾招生

两届。同年9月，学校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还成立了教育工会、学生

会等组织，成为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学校除教学工作外，社会活动频繁。积极组织学生

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校宣传队还排演了<白毛女>，在校内

外演出。学生们情绪高涨，纷纷报名参军参干。为了节约国家开支，减轻学

生经济负担，学校动员、号召师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先后在城墙上和北郊牛

皮地及大南桥附近的浦阳江两岸沙滩上恳荒50余亩，种植蔬菜、玉米、大麦

等作物，基本上解决了师生的吃菜问题。全校师生还自己动手拆除围墙，平

整地基，使学校占地面积扩大一倍多。在此同时，学校领导抓紧教学，与教师

共同研讨、改进教学方法o 1950年9月，学校成立多科教学研究会，要求教师

拟订教学计划，认真备课改作，运用直观教学，启发诱导学生，并进行必要的

补课，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o

1953年8月。，学校撤销主委制，实行校长负责制。县委派浦江初师副主

委叶明时为副校长o

1956年9月，增设高中部，招高一新生2个班，学生108人，升格为完全

中学。是年11月，改名为浙江省浦江中学。吴士霆老师评为浙江省先进教

育工作者，并出席浙江省文化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o

1957年2月，学校建立党支部，洪文祥任支部书记。4月，反右运动波及

学校。本校何汝润、卢静江、叶明时等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o

1958年5月，金华地委派池长治来校任书记，并兼副校长，加强了党对学

校工作的领导。是年上半年，学校扩建新校舍，发动师生搬运砖瓦沙石，并组

织部分师生带着课本、粮食到三十里外的西乡山区半工半读，伐运木材。短

短5天时间，掮运杉木1200余根。当年高中二年级学生吴战垒有<掮树吟>

诗云：“翻山越岭，汗渍衣衫，掮树建校，欣喜何言!”由于师生自己动手，新建
．3．



的教室、办公室面积共970平方米，仅投资2．3万元，为国家节约资金6000

元。同时学校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校长池长治向镇政府要来了座落南

门外道院前头、离校五华里的115亩水田’，作为师生的劳动基地。生产往务

落实到班，高中每班十二三亩，初中每班八九亩，路远田多任务重，又遇上大

旱，但师生挖井开沟，寻找水原，担挑车灌，辛勤奋战，争得高产丰收，得到领

导和沿途群众的称赞o 6月20日，金华公署学校基建现场会在浦中召开，博

得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

这学期学校领导知人善任，办学认真，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教学笈量

名列金华地区前茅o 54届毕业生报考中技、中专，成绩优异，其中仅西安石

油学校就被录取14名，名震金华地区教育界o
’

1959年6月，汪木良接任校长o 。

1960年1月，金华地区举行中学统考，我校高中总平均成绩达75．87分，

居全地区之冠。为此，金华地区教育局曾在我校召开全地区理化教研组长现

场会，推广我校的教学经验。是年，浦江并入义乌县，校名改称为浙江誊义鸟

县浦江中学o 9月；浦阳镇初级中学并人o

1962年9月，中山中学高中部并人本校o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管理体制遭到破坏，党团、工会活

动停止，学校教育陷入瘫痪状态；学校“停课闹革命”达三年之久，校舍、图书、

仪器均遭严重破坏。许多老教师和干部遭批斗，被关押，受审查。有lO多位

教师下放到各公社中学任教。一位学生家长被打至死o 9月，高三(2)班的

戴传辉被招为飞行员。后历任飞行员、中队长、大队副、政委、师司令部副参

谋长等。同年12月恢复浦江县建制，仍改名为浙江省浦江中学o

1969年2月，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主持学校日常工作o 9月，学校原有

教师被分到公社中学任教，校产设备也被分到公社中学，校名改为浦江县工

农兵中学，只招浦阳镇范围内初中学生，管理权属下放到浦阳公社o

1970年7月收归县办，复称浦江中学o

1971年9月重设高中部，招高一新生4个班，初高中学制均为二年。通

过整建党，学校党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支部书记为朱俊杰o

1972年至1978年，学校附设小体校，招生三届，学生178名，设田径、篮

球、乒乓三个传统项目；其中1974年试办文艺班，培养了一批体育文艺骨干o
．4·



9月工宣队进驻学校o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拔乱

反正，学校教育秩序逐步走向正常o

1977年，工宣队撤离学校，学校领导体制和教学秩序逐步恢复。同年实

行“三·二”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招生重点转移到高中部o

1978年7月，撤销学校革命委员会，重建学校领导班子，恢复了教育工会

和共青团组织，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金良深任支部书记兼校

长。同年学校被定为本县和金华地区重点中学。是年12月，高二学生张建

平获金华地区中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o

1979年3月8日，县教育局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下发[79]5号文件，

何汝润、卢静江、叶明时等右派纠错，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o 6月，

何汝润老师代表县出席省群英会o

1980年9月，学校加强教学管理，先后制订了<教!学“五认真"的基本要

求>、《年级组长及班主任职责>、<学生学习制度(草案))，、<教研组长及备课组

长职责>等，为形成良好的教学风气打下了基础o

1981年5月，学校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重点中学o

1982年，黄法诚任校长。全校开展“文明礼貌月”和‘‘五讲四美三热爱”

活动，并深入开展“学雷锋、树新风、为四化、争三好”和“创建文明单位"活动，

成绩显著。是年被评为浙江省“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集体。翌年三月学

校制定了学生课堂、自修、请假、升留级、毕业和肄业、奖励和处分等制度，加

强了对学生的管理o

1984年8月，方本圆任校长。学校被评为县文明单位o
’

1985年制订并实施教职员工岗位责任制，使学校领导、教师、职工明确

职责，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在此同时，认真贯彻<中学生守则>，开展了“热爱

祖国、严守法纪、尊师爱生、勤奋好学"的专题教育。是年5月，高三学生张茹

获金华市普通话演讲比赛二等奖；陈艾同学的作文<阿，妈妈!>获浙江省“希

望杯”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厉勤同学获全国中学生长江三峡考察团地理

．’知识竞赛优胜奖。化学教研组的“浓硫酸和碳反应”获：金华市化学实验调演

比赛一等奖。高三(1)班楼红卫被招收为空军飞行学员0

1986年学校被命名为金华市文明单位。是年1月，学校党支部分三个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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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开展整党活动。即整党动员、党的宗旨和法制教育、彻底否定文革教育。

整党期间，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毛泽东、陈云、胡耀邦、王兆国、皤纪云等

中央领导的讲话。每位党员谈体会写总结和对照检查，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思

想觉悟。高三毕业班寿伟康、张茹两位同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

本校1961年以来第一次吸收学生入党o 4月，学校邀请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

对高一年级新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实弹射击率达到98．5％o张

世光、张宣付、金建军三位同学获得五发四十八环的特优成绩o，|l2J月，建筑

面积为2355平方米、造价238113元的学校科学馆竣工。同月，学校被评为

“浙江省体育达标”先进集体o

1987年6月，首次教师职务评审工作开始。本校有10位同志评为高级

教师，有35位同志评为一级教师，有22位同志评为二级教师，有4位同志评

为三级教师o ．

1988年4月，著名作家谢冰心为本校学生张西希、张南榄题词：“爱在左，

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把这一径长途，点缀稃香

花迷漫o”她还附信勉励她们好好学习，好好做人，长大了为祖国的“四化”建

设作出贡献o 5月，高二学生杨光峻参加全国硬笔书法大赛，获一等奖，同年

11月，参加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主办的“三溪杯”硬笔书法比赛，再获一

等奖，并加入了中国硬笔书法协会o 7月，本校年方十四岁的高二年级学生

方峻，参加全国高考，以物理满分、数学116分(满分120分)的特优成绩被中

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录取。这是本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少年大学生o

1989年5月，在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学校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全体师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教学秩序稳定o 5月14日，全国模范班主任

郭葆钫来校讲学o 5月21日，学校隆重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来自

全国各地的200多名校友欢聚一堂话今夕，盛况空前。校友，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洪汛涛为校庆纪念册封面题词。在台校友张源、张若煌、张咸炉等慷慨

解囊，赠送母校录像机、日本进口彩电等价值五万多元的礼品o 8月，周树清

接任校长，郑志法任支部书记o 9月，学校召开三届二次教代会，通过了<浦

江中学教职工岗位职责>、<浦江中学教职工动态奖励暂行规定>o 10月，学

校艺术队在金华市首届学校艺术节演出<花在欢笑>，获最佳演出奖o 9月，

刘海云评为金华市优秀教师。



1990年3月，全校掀起学雷锋热潮，召开学雷锋动员大会，各班成立学雷

锋小组，人人争当无名英雄o 4月，金华市人民政府命名本校为“三连冠"文

明单位o 5月，学校大规模开展“反和平演变"活动，并且举行“三爱歌咏比

赛”o全校师生引吭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o 8月，吴兴法接任校

长o 9月，陈日青获浙江省中小学教师“报晖"奖励基金会第三届优秀教师

奖o 10月，高二年级学生石芳红在省“九运会"中获女子标枪第三名；张伟征

获110m跨栏第三名0学校被授予浙江省“九运会"先进集体。谭志文评为金

华市体育先进工作者。是年12月，学校召开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了<浦江中学师德公约>o学校档案工作正规化，先后获得金华市

清建档工作先进集体、浙江省教育系统档案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o

1991年，学校遵循德育为首的原则，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德育工作

领导小组”，开展一系列德育活动，使学校的德育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

道o 5月，学校评为金华市卫生先进单位o 11月成立团校，举行成人宣誓仪

式o 12月18日，全校师生集中在灯光球场举行“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革

命歌曲演唱比赛。同月，张曙光评为浙江省教坛新秀和金华市优秀青年教

师o

1992年5月，张少恩、杨江波获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三等奖；郑胤冠获全国

初中化学竞赛三等奖o 6月，通过全体学生无记名投票，评出了浦江中学学

生首届“十大文明标兵"o 9月，改教研组办公为年级组办公o 11月，政史教

研组在金华市思想政治教研组评比中获二等奖o 1992年12月，学校召开第

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浦江中学奖励实施意见>o

1993年，为加强行政领导，副校长增至3位，分别分管政教、教务和总务o

3月，学校出台了“重德、尚学、求实、创新”校训。形成了“爱国爱校，勤学严

教，整洁卫生，文明礼貌”的校风。切实加强学生管理，制订了<关于浦江中学

学生十二个“不”的规定>o 11月30日，金华市督导评估组在市教委主任黄

志诚带领下来校进行督导评估。县委、县府、县人大、政协、宣传部等领导列

入评估会议。评估结果，60项指标，46项达标，通过验收。同月，高三(1)班

郑海霞同学在校第36届田径运动会女子跳远比赛中以10．11m的成绩打破

了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高中组女子跳远9．99m的记录，高三(5)班踞城同学

获中国数学会举办的数学竞赛三等奖o 12月，本校被评为金华市先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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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档案室通过县三级达标验收o

1994年，初中停招，由完全中学转为高级中学。校长吴兴法着手进行整

体化教学改革，提出了“四个转变”、“四个重视”o即变单纯的智力教育为整

体素质教育，重视教育目标的综合性；变个体性劳动为集体性劳动，重视劳动

过程的合作性；变死教苦学为巧教乐学，重视学生学习的创造性；变重视个体

考核为重视整体评估，重视教育评估制度的科学性。从此，教师的教学积极

性高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教学步入良性轨道，教学质量走出

了低谷。是年，高考指令性上线179人，自费上线57人，创历史最高记录o 5

月19日，首任浦中校长张源光临本校，并为学校科学馆题词o 8月，金可武

接任校党支部书记o 9月，学校对全体高三年级教师集体记功一次o 10月，

高三年级朱均均同学获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浙江赛区一等奖，为金华市各重

点中学唯一的一等奖获得者o 8月，张碧群同学获“94全国青少年‘爱我中

华、爱我家乡’读书活动”作文竞赛浙江赛区一等奖o．8月27日，高一(2)班

张珏同学在浦阳镇工商银行环城路储蓄所勇斗抢劫银行歹徒，被授予?在维

护国家财产中见义勇为"的荣誉称号o 10月24日，图书馆由科学馆迁入综

合办公楼一楼。学生马焉军确定为建党对象。毕业生周余雨(女)考入北农

大获“94年度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三等奖o 11月，学校文艺宣传队参加

金华市第二届文化艺术节演出，张欢苗的二胡独奏获一等奖，电子琴独奏<阿

里山风舞>获金华市第二届学校艺术节文艺会演器乐三等奖，参加全国中小

学录音歌曲比赛再获金华赛区一等奖o

1995年2月，<浦中简讯>问世o 3月，学校提出奋斗目标：9r7年底前达省

二级，2000年前达省一级。围绕这一目标，出台了<浦江中学1995—2000年

发展纲要>，先后制订了<浦江中学教学工作规范>、<浦江中学班主任工作职

责及考核意见>等规章制度，内部管理逐步到位o 4月7日，县人大巡视本

校。继而县府下发1199519号文件，决定“文革”中被占的灯光球场无偿划归

浦中o 5月14日，浙江省文明城镇检查组来校验收检查，对本校的文明卫生

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被评为“创建省级卫生城镇先进集体”o 7月，

高考指令性上线213人，考出全省一流水平o 8月，傅剑敏评为浙江省优秀

教师o 9月，张曙光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同月，开始实行<浦江中学校内结构

工资>制，教职工待遇得到提高o 10月，学校教学闭路电视开通o 11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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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研室副主任蔡建民教授赴本校作学术报告。11月。18日，美国音乐家柯

礼士莅临本校对学生进行英语讲座。91届毕业生徐笑红(笔名小思)的长篇

处女作<大一女生>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并参加“95南国书香节"书展，另

一部长篇小说<相爱时我们还年轻>也被花城出版社采用。11月24日，新华

通讯社浙江分社记者欧阳旦采访本校o 12月，学校档案室被评为金华市档

案工作先进集体。政史地教研组评为金华市先进教研组，县人民政府授予本

校91—95年群体工作先进集体称号o 12月底，校长吴兴法当选为金华市人

大代表o
‘

1996年1月16日，学校综合档案室通过县二级达标验收o 2月15日，县

委发布[1996)14号文件，本校被命名为“新创文明单位”o 4月，学校坚持德

育为首，千方百计寻找德育工作新门路，开辟了有特色的“一台”(浦中电视

台)、“一室”(浦中广播室)、“一班”(浦中国旗班)、“一课”(新闻联播课)，受到

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省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专题报道o 5月，为解

决教职工住房困难，学校决定在“教师新村”集资建房2幢30套．，造价120万

元，总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o 5月28日，高．--(4)班学生张晓军、高二(5)

班边双双、方挺立三位同学参加全国中学生化学奥赛，分别以满分、99分(百

分制)囊托了浙江赛区前三名o 7月，张巧燕同学参加浙江省生物知识竞赛

获第一名，并被推荐为参加全国中学生生物奥赛的选手。杨江波同学获省

“立志成材、报效祖国”征文比赛一等奖。高考再上台阶，指令性上线237名，

上重点线110名，600分以上高分27名。会考成绩显著，被评为金华市会考

工作先进集体o 3月13日，县委研究决定对本校95年高考创佳绩给予嘉奖

通报。通报指出：浦江中学全体教职员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提高教学

质量，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作出了不懈努力，1995年度高考

上组档线、上指令性线、上重点线人数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决定给予集

体嘉奖通报o 6月，陈天佑评为浙江省优秀教师o 10月，91届毕业生郑东波

在成都举行的“王中王”武术散打擂台赛中，战胜浙江选手尤邦孟，获得“王中

王”擂主o 11月，学校成立教科室，主任陈洵民，副主任张林铀o

1997年1月9日，学校综合档案室通过县一级达标验收o 1月20日，金

华市重点中学校长会议在浦江中学召开。省督学黄志诚、市教委主任金振

林、副主任许璋出席了会议。浦江县人大、政协、县府、宣传部、教委等领导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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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浦中、东

中、义中、金一中、永康一中等重点中学校长先后在会上发言o 3月15日，

<浦江中学校园发展规划>及<浦江中学校内教职工住房问题的若干规宠的决

议>在校五届三次教代会上通过。3月20日，傅剑敏被评为金华市劳动模

范o 4月，师生载歌载舞，大规模举行“迎香港回归活动"。展出迎回归宣传

画200多幅，制作“香港回归纪念章”1500多枚，供师生佩带o 4月下旬，学校

首篇教育管理科研论文<重点高中的办学研究和实践>获市三等奖o 7月高

考再创辉煌。高--(3)班陈启清以626分的成绩名列浙江省文科第卡一名、
金华市第二名，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o 9月9日，县委下发[1997]1号文件，

再次对浦江中学进行嘉奖通报。通报指出：近年来，浦江中学不断深化教育

改革，切实加强学校内部管理，十分重视学校德育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全体

师生同心同德，奋发向上，形成了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开创了学校工作

新局面，得到了县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和上级部门的好评。上半年，学

校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今年高考更是成绩斐然，全校参加高考攀生329

人，有305人上线，其中上重点线161人，各科平均成绩名列金华市各重点中

学第二位，创历史最好水平。为了弘扬正气，鼓励先进，经县委、县府研究决

定，给予浦江中学集体通报嘉奖一次。希望浦江中学全体教职员工以此为新

的起点，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浦江两个文明建设再创业绩、再立

新功。县委书记陈昆忠带领县五大班子赴本校宣读了嘉奖令，并奖给奖金一

万元。浦中声望日隆o 7月15日，本校15位教师喜迁教师楼o 8月。校长吴

兴法获省“春蚕奖”荣誉。秋，新生扩招(由原来招6个班扩招为8个班)o 9

月初，学校大力开展“树学校新风，塑教师形象”活动，每位教工都进行了自我

形象设计，并在宣传窗展出照片和格言。9月中旬，陈洵民评为金华市优秀

教师，黄宏亮评为浙江省教坛新秀o 10月，91届毕业生郑东波在上海虹口体

育馆举行的八运会武术散打比赛中，代表上海队勇夺65№级铜牌o 10月28

日，学校成立“家长委员会”o聘请王有义、葛淑鸳、马为民、陈宗启、张伯飞、

吴玲玲、陈元素、黄献甫、黄国成等九位同志为家长委员会成员o 11月9日，

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下发[1997]138号文件，决定浦中搬迁，并且建立浦江中

学搬迁领导小组，组长由应恩民担任，实施小组组长由副县长姚孔屏担任o

12月20日至26日，学校举行盛大的文化艺术节活动。内容有文艺演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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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比赛、盆景展览、小制作等等，为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动手能力创造了良

好的机会，为推动素质教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月，学校被评为金华市治

安安全单位。

1998年．1月15日，浙江省教育委员会发布[1998]19号文件，本校被命名

为“浙江省首批文明学校"。3月11日，学校召开第六届教工代表大会，会议

通过了<关于加强教职工精神文明建设公约的决议>o 4月，学校出台的科研

题<目标激励，整体优化，科学考核，系列控制>获省三等奖o 7月，开始实施

教职工聘任制，本校有两位教师试聘，两位教师缓聘o 79月16日至21日，浙

江省人民政府督导室对本校进行省二级重点中学评估验收。学校进行了长

时间的周密细致的准备，评估组同志听取了学校领导的自评报告，察看了校

园环境和各项教育教学设施，查阅了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计划、总结等档案材

料，查看了住校生的生活情况，考察了学校的行政后勤服务工作和生活设施，

分别召开了教师、学生、社区座谈会，先后与40位教职工、19位学生进行了

个别交谈，并对35名教师、22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10名学生进行了艺

术欣赏和表演能力的测试，通过一系列的调查考察，他们认为：学校领导和全

体教职工继承优良办学传统，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克服各种困难，不断

改善办学条件，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是重视领导班子

建设；二是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三是有一支积极向上、整体素质较好的教师

队伍；四是德育重载体、重参与、重实效；五是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教学质

量稳步提高；六是努力增加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牾项具体指标，41项

达标，占指标总数的85．4％o 12月1日，浙教督发布了[1998]466号文件，批

准本校为浙江省二级重点中学o 7月，本校高三年级钟哗被招收为空军飞行

学员。高考再创佳绩，指令性上线276人，600分以上高分人数39人，陈行、

方能炜两位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黄晓冬、赵斌斌、付智文三位同学被北京大

学录取o 8月，张林铀老师评为金华市优秀教师o 12月，潘永锁老师获全国

中学生物理竞赛浙江赛区一级教练员称号o

1999年1月18日，新校园餐厅、学生宿舍竣工并通过验收o 3月10日至

3月19日，学校召开六届二次教代会，会议通过了<浦江中学改革和发展五

年规划>o 5月10日，本校学生会组织全校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北约

轰炸我驻南使馆暴行”游行活动。高考再攀高峰，前三批上线302人，首次突
· l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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