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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地记载白河镇

各中小学校自建校至2000年的历史面貌。

二、本志时限上自建校起，下限至2 0 0 0年。

三、本志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学校内部各项主要工作

为纬，分章设节，横排竖写。简志不分章节。
四、本志体裁并用了述、记、志、表、录，以志为主

体并辅以照片。全书设了章、节、附录、附表等层次。

五、涉及人名直呼姓名，必要时加职务或职称；所用

校名是用当时的名称。

六、人物简介以历任校长(1978年前叫学校负责人)现

任领导班子成员，2000年以前受县、区以上表彰的优秀教

师，先进工作者、小学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为主要内容，简

志不写人物简介。

七、本志时间表述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完整表述。

八、本志中属于各章节的附录附于每一章的后面；

其它附录均附于本志最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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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一中全景

溧河店小学一角

夸人环境

白河三中一角

龙王庙小学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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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区领导

到白河镇检查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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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镇教育发展概况

白河镇位于南阳市东南郊，隔白河与中心城区相望，与整个

风景秀丽的白河游览区相依相偎。辖区人口3．5万人，流动人口近20

万人，是宛城区一个教育大镇，也是宛城区教育事业发展较为迅速的

乡镇之一。
‘

1993年6月，白河镇成立，白河镇教育办公室随即成立。时辖

“五三制”初中一所，“五年制”小学12所，分别是原南阳县茶庵乡

划归的姜营初中，龙王庙、魏营、杨官营、引丰庄、盆窑、李八庙、

姜营、下洼8所小学和原南阳县漂河乡划归的溧河店、王庄、赵营、

双铺4所小学。1994年6月，南阳撤地设市、撤县设区，原南阳市卧

龙乡又划归白河镇‘‘‘六三制”初中2所，“六年制”小学5所，分别

是白河中学、常庄中学和枣林、白河、常庄、姚庄、吕庄5所小学。

至此，白河镇有初中3所，小学17所。中学有专任教师124人，在校

学生1567人，教学班29个，学校建筑总面积6304平方米，生均4平

方米；．小学有专任教师258人，在校学生3686人，教学班．i12个，建

筑总面积18435平方米；生均5平方米。

建镇初期，三乡划一镇，教育经费匮乏，管理较乱，校舍紧张，

危房较多，全镇中小学危房面积2000多平方米。在这种情况下，白

河镇教育办公室认真分析了当前形势，，从新建镇实际出发，制订了

《白河镇教育发展五年规划》，对学校管理、硬件建设、教学教研、扫

盲成教等各方面工作都从高起点、高标准进行了规划。

1993—1994年，全镇以规范学校管理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工

作重点。建立健全了教办室内部、教办室对学校、学校对班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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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师生各项目标管理细则，形成了“四级目标责任制”。镇政

府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小学开始进行危房改造，中学则加强校

舍的扩建。1993年秋，姜营中学新征地10亩，建成一座三层面积1050

平方米教学楼。全镇教育管理工作初见成效，1994年中招成绩总评全

区第二名。1995年，继续加大学校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对教学

管理、后勤管理、队伍管理、档案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严、全、实、

新、活”五字方针。撤掉白河中学划归常庄中学、调整布局， 优化

了资源。同时其他工作全面提升，全镇在参加区庆“六一”汇演、区

书法绘画比赛、市“热爱祖国，做四有新人”活动中分别获得“优秀

组织奖”。另外，还被宛城区教委授予“1995年度教学工作先进单位”、

“1995年度中招工作先进单位”、“1995年度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被宛城区政府授于“1995年度扫盲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单位”。在宛城

区第一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分获中学组第二名、小学组第二

名。

1996年，白河镇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镇政府新征70多

亩地，新建白河一中，秋期招初中一年级新生6个班，姜营中学、

常庄中学分别更名为二中、三中，教育规模得到扩大。小学的危

房改造工程全面启动，中小学图书室、仪器室、实验室、阅览

室、器材室等各室建设全面拉开。校园绿化、美化、硬化初步展

开。1996年12月，南阳市人民政府授予白河镇“学校建设与管理

先进单位”。加强师德建设，制订了《白河镇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实施意见》，开展了“树师风、塑师形、铸师魂”系列教育活

动，加强班子建设，建立了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制、后备干部公选

制、重大过失引咎辞职制。～教学教研工作深入开展，全镇呈现出

抓教研、促教改的良好氛围。围绕实施素质教育，校校成立科研

小组，教师人人有专题，建立每周一次的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制度和

领导听课日制度，除完成区教研下达的课堂教学系列专题研究外、

全面开展素质教育大讨论。1996年，在全市教研工作评比活动中，

一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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