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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镇党委书记廖选民题词。



清溪镇镇长杜华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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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教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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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I临安市於潜镇中盛维春副校长来校 县教育局、区教办领导和学校行政欢迎

支教和行政班子合影 浙江临安市教育对口支援考察团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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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校园艺术节开幕式

第二课堂：舞蹈班排练节目



教育科研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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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修志，在清溪初级中学这所农村单设初中，是一个新鲜事物，

对一所年轻学校来说，由于历史不长，资料不足，又存在一定困难，

但在县志办的悉心指导下，编写组同志们广征博采，辛勤修撰，终于

编成这部《校志》。

本《校志》的编写，以中国共产党一、二、三代领导人的思想理

论为指导，以教育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

观反映学校的发展变化，初步勾勒清溪初级中学教育史轮廓，力求反

映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当前的工作和后来者留下借鉴与参考。

《清溪初级中学校志》和许多农村初中的校志一样，也是一部艰

苦而又令人感奋的创业史。1969年迄今31年来，清溪初中从一所简

陋的、只有三个班的学校发展成为今日教学设施齐备、环境优美的县

一层次的千余人大校，反映出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兴旺

发达。1996年“普九"工程竣工，学校占地面积扩大为过去的二倍，

新教学楼、宿舍楼、电教楼拔地而起，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办学条件

空前改观；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使学校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清溪初中在“普九工程”竣工后短短四年内建成了市级校风示范学校

和县级园林式单位，建立了教育科研室，启动了教育科研，在教育现

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正确的方针政策，各级领导和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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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支持，教职员工的艰苦奋斗，造就了清溪初中的迅速发展，留下

了光辉的一页。

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清溪初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学校参

照浙江临安支教的同志留下的建议和学校行政赴临安考察取回的经

验，作出了一些关系学校明天的大举措，完善竞争机制，提高课堂效

率，减轻学生负担⋯⋯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的改革任重道远，期望这

．部记录着学校昨天的《校志》给今天以启迪，期望昨日的成绩和荣誉

带来创造新的辉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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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校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

泽民对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用实事求是及唯物史观的科

学方法为编纂原则，采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认真编写。

二、《校志》反映史实起止年月：上限1969年9月，下限2000

年12月。

三、《校志》体例采用章节体，是以志、记、传、录、考、图、

表、照融为一体，以志为主的框架组合。

四、《校志》资料来源于本校档案及有关部门资料、口碑实录等，

经过筛选，核实后采用。

五、《校志》文字一律以国家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数据

采用学校记录在案的准确数据，数字尽可能以阿拉伯数字表示，习惯

性用法例外，力求全书统一规范。

六、人物健在者作事迹简介，获奖人物列表入志。入志人物，均

经编写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七、人名、地名、称谓按志书要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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