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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云超：初中第一届校友，曾任中共苍南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政法委员会书记．现被选任为苍南县人大常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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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年全糟工畲畲置合影于。靳犟堂1三阁楼前

静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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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支爿j言记兼羊委

f柠斥、

林孟修

978斗8月覃兮任技

+黛支郜副言记兼副

：最和熏支部言记鞋

王友余

1 958年5月59年1 2月

1 96 2年8月77年8月

任我校煮支部害琵兼副校畏

校最等鞋磷

林文轩

1 9 77年8 H亍兮任我校革蚕

曾副丰任c副校戋)和校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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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年校委曾成曼合影

986年舂钾J．一(2)H}{压抖荐}髀先甜姐械圜岛班主任和班委在；ij揣班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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犟生宿舍接于1 990年落成．建鼙面楠

1 242m z．内有384悃肺位

挚生在圃軎馆借蠲圜害



1 989年建国四十周年犟校祖斑百^合唱圈参加金娜

镇文錾演出

零梭督连抟咒?挚

』蹙囊莲“。摹一鏊
强蜷帝如羹醺嘉

小嚣当礅一霜

1 982年早校被秤旃温州市教育工作

先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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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0年擘校缘化工作禁j羹省青年囊

擎陈稻虢

谣器蠢蔼疆瘘瓣管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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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年高中肇生参加市。窀化朴。化窜

靛赛肇援第六名(舍重黏中早)

1 989年中央教科所截略研究室薛燠玉

等研究虽来校辋查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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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中学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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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乡中学是国家“一五”计划期间创办的，是建国后原平阳县最早的公办中学

之一。苍南设县初，县府选定她为重点中学。她在振兴苍南教育中，承担过全县普

通中学的教改试点和教育示范的任务。三十四年的办学历程，金乡中学走过了一条

艰苦奋斗、稳步发展的道路，她在全县教育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

办好一所学校，除诸多外部条件，学校自身忠诚于教育事业，并为之锲而不舍

地努力，是极其重要的。金乡中学有一个组织健全、生气蓬勃的党支部，有一批以

历任校长为支柱的领导骨干，有一支以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为代表的师资队伍。他

们以办好学校j育人成才为己任，至今为止，累计培养了高中与初中毕业生达近万

名，为社会输送了大批有用之才，为国家输送了千余位大中专院校新生。这样一批

莘莘学子，满载着校园孕育的爱国情操，手握着现代基础知识的金钥匙，拥有着热

血孩儿的健壮体魄，有的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生力军，有的在各条战线上发热闪光，

有的深造在现代科技宝殿，有的留学美、日、英并获博士学位。百年树人，功归教

育。从金乡中学桃李芬芳的硕果中，我们无限赞赏为提高中华民族全面素质而奋蹄

勤耕的拓荒牛! ．

．

<金乡中学校志>编修付梓，是我县教育志编纂的系统工程要项之一。金乡中学

为修志广集博采，不辞辛劳，三易其稿，难能可贵。校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并体现学校教育规律，突出自身特色，是

存史、资治、教化的科学财富。治天下者以史为鉴，借鉴校志，开拓发展，必将谱

写出更加辉煌的明天!明天是属于教育的，教育的灿烂之光普照明天!

因主事苍南教育，承约，义不容辞而作序。

△叶宗潮：苍南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叶宗潮

一九九四年一月



序 二

我自1983年来El本留学，已经八年了。1990．年春取得了东京工业大学理学博

士的学位，现是El本住友重机械工业株式会社研究所的研究员，担任：“极低温小型

制冷机”的研究和产品开发。
‘

由于父母的工作关系，我从记事起就生活学习在母校金乡中学。金乡中学是我

成长的摇篮、人生的起点，是我心中唯一的故乡。离开母校，我只到过两个地方，

一是杭州，二是东京。无论是在杭州或在东京，我都没有忘记过伴随、哺育我度过

幼年、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金乡中学。无论在课堂上，还是日常生活中，’母校的每一

位老师给我的教诲和关怀，都没能使我忘怀。

母校所在地——金乡，气候宜人，物产丰阜，是个山明水秀的江南水乡。金乡

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风尚，为母校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土壤。尽管如此，从1956年创办直到如今，母校所经历的仍然是一个从无到

有，充满艰难困苦、奋发图强的发展过程。翻阅这本校志，可以看到母校在建校初

期所遇到的师资不足、校舍简陋等种种困难和障碍；可以看到，母校在发展过程中

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停滞。与此同时，校志也记录了全体教职员工和历届

同学为发展母校所付出的辛勤而持久的努力，记录了在父老乡亲、各界人士的广泛

支持和各级政府的大力领导下，母校克服困难，迎来全面振兴的足迹。

与以往相比，今天的母校无论是办学规模、师资条件，还是教学设备、教学质

量，都有长足的提高和完善。从母校毕业的近万名同学，已遍及全国和海外，正在

各个领域为社会的发展，为家乡的繁荣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母校所取得的累累

业绩，为金乡父老乡亲添了光，也为母校争得应有的荣誉。作为一个毕业生，我衷

心地为三十多年来母校人才辈出，成果丰硕感到自豪，也为自己有缘在母校度过初

中、高中的学习生活而感到荣幸。 ．

回顾历史，是为了开辟更好的未来。在这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就要到来

的年代，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化和变革之中。愿母校借此编写校志之机，发扬优良

2



传统，把握时代精神，为了国家文明事业的振兴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继续做出踏踏

实实的工作和贡献，培育出更多有志于人类进步和祖国昌盛的人才。
‘

△李瑞：我校高中第五届校友，El'本东京工业大学理学博士

李瑞
，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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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_、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求实存真和反映特色的

原痢，横排竖写，力求从学校教育实体的角度，准确地、全面地、系统地记述金乡

中学办学历程，期冀发挥资政、存史、教化功能。

二、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学校档案室和当事人、知情人的13碑，同时收集了平阳、

苍南档案馆及县教委档案室的有关资料。

三：本志以公元纪年，上限为始办时的1956年8月，。下限为1990年12月。人

物均直书姓名。

四、本志体例，以志为主，辅以记、图、表、传、录。设九章，章以下设节与

目。

五、本志为建校三十四年来首次纂修，历史的原因，资料缺漏难以到手，加上

编辑人手与水平有限，差错尚多，恳请师生、校友及关心本志人士、行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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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学校位于苍南县金乡镇狮山麓龙门巷11号，是县属普通完全中学，由苍南县教

委主管。‘1990年，校园占地面积13265m2，校舍建筑面积8772m2，操场面积

4600m2，理化生等学科教学仪器基本配齐，图书馆藏书约1．5万册。全校共24个

班(内初中15个班)，在校学生1378人(内初中生858人)，有教职员工94人。首

任副校长张立启，党支部书记王友余，现任校长林文轩，党支部书记林孟修。

学校创立于1956年秋，初名平阳县第六初级中学。1972年开始招收高中新生，

成为完全中学，校名改为平阳县金乡区中学。1981年苍南建县时，称苍南县金乡中

学。

始办时，首招3个班，学生168人，借用金乡小学一字型教室上课。次年春县

划金乡小学第一分部为校舍。1958--1960年，县拨款建成“工“字型、“丁”字型
平房两座计12个教室。1973年县又拨款拆除关老庙、道人堂等，建成两幢教师宿

舍楼和礼堂、食堂、会议室。校园初具规模。八十年代，镇内商品经济发展空前，

教育事业备受有识之士关注。至1990年，社会各届人士、华侨、在校师生共捐资

80万元，区镇及县教委拨款45万元，拆除学校所有旧建筑物，先后建成“实践

樱’、“求知楼”、“校友纪念馆”、“校门”、“知识长廊”和三幢师生宿舍楼，建筑面
积达6617．58m2，占全校总建筑面积的75％。

办学伊始，县调有经验的小学骨干教师7人任教，此后逐年充实大专毕业程度

教师。至1990年，全校已有一支72人专任师资队伍，大专毕业占90％以上。1987

年评定教师职称时，5位教师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3位教师评为中学一级教师，中

高级职称占25％。有6位教师当选为县学科理事，5位教师为县学科组长。数学教

师章丽茳被评为温州市科技拔尖人才、省特级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建校初期，校舍简陋，办学条件差。学校推广苏联凯洛夫教学法，提倡以课堂

为中心，注重教学环节。办学正规，秩序稳定。教师艰苦工作，学生刻苦学习，学

风良好，师生关系亲密。六十年代，加强师生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和道德品质教育。坚持教学为主，同时适当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学校重视文艺

宣传和课外体育活动。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金乡商品经济发展迅猛，成了温州十大

商品基地之一。为了迎接商品生产挑战，学校行政管理开始运用经济杠杆。从1983

年起，在全县率先招收代培生，建立浮动奖金制度，对教职员工实行全面考勤考绩，

调动教师积极性，稳定教学秩序。同时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如语文“一课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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