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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阳中学校志》序

蓝志银

《蒙阳中学校志》经过蒙阳中学老师和校友们近两年夜以继日的辛勤挥笔，现在终于

问世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更是一份献给母校五十年校庆的厚礼。母校来函嘱咐

为校志写序，作为学生甚是荣幸。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虽只短短三年时间在蒙阳中学念书，但却受益匪浅，印象

深刻。三十多年过去、茂林修竹、四季流芳的优雅环境和那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办校作

风，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令人永志难忘。

古人云：兴国安邦，首在富教。教育问题始终是关系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落后

就要挨打、就要受欺凌，谁不重视教育谁就会被淘汰，谁就会有灭亡的危险，这已成为人类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各种激烈的竞争，说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人

才的培养和造就，只能依靠学校依靠教育。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过后，我国的

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与世界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

相比较，差距仍然还很大。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缩小与他们的差距，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

竭尽全力办好学校、发展教育。党和国家提出把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不令表达出了亿万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也反映了中华民族要跻身世界民族林

立的伟大决心和豪迈气慨。

九峰高峙，蒙水长流。始创于一九四四年的蒙阳中学，至今已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

风风雨雨。虽然不少坎坷、不少磨难，但依旧桃李遍天下、芬芳满人间。为她修志，为她庆

贺，是富教之为，是盛世之举。展阅《蒙阳中学校志》，我们可以反思历史，审视现实，憧憬未

来，增强人们对发展教育事业的参与意识，帮助人们寻求开发人才的教育科学规律，不断

推动我市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既修志，则能存史，可资治教育。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四化，要面向世界，要面

向未来。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人们必须大胆探索、努力实践，认真贯彻落实好发

展教育的这一重要方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造就更多更好的现代化建设栋

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繁荣和富强。

编者注：作者系高58级学生，现任彭州市委书记

一九九四年元月六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

四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历史地、辩证地记叙蒙阳中学五十年来教育事业发展的

全貌。

二、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了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办学的基本情况、经验和教训。时阉上限为1944年4月蒙阳中学成立，下限为1§94

年4月举行五十周年建校庆祝大会。个别地方下限为脱稿之日。

三、本志的框架，按章、节、目三级结构设置。纪年以时间顺序为经，史料门类为纬，横

排竖写。
、

四、本志纪年采甩公历计算，个别地方需要用夏历说明的，附在公历后面，并加括号。

五、本志按照“在世人物不立传”的规定，除革命烈士和去世的建校。治校有重大贡献

的人物专门立传外，其它所有在世入物确有可记叙的事迹者分别在《首倡建校人士暨历任

校长简分》、《校友菏介’以及有关章节目孛作了记载。

六煮末田语体文，记叙体．配合有关内容记述，附有图、表、照片。

七、本志行文中i用汉字表示；各种数据除习惯用语和特定用语外，以阿拉倍数字表

示；公式、图表中用法定的单位符号表示。计量采用公有制。

八、本志按照。叙丽不论”的原则，对历代政权和历次运动，不加政治性评语；记叙中涉

及的事件和人物，只直叙事情的本末，不加评论；对人物的记叙，不冠职称，直书其名，不加

褒贬。

九、本志所引用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大部资料，多为县档案馆和当年参与教学实践

的部份老师、校友所提供(原学校档案在十年动乱中被焚毁)，由于时间短促，难免“挂五漏
—一，’

—一●

十、本志编辑委员会和编辑工作人员名单，列于卷首，以示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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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陈德全

值此蒙阳中学建校五十周年之际，作为母申芝的一员学子而现又担任第十三任校长的

我，抚今思昔，无比激动，谨撰此文，作为向母饭五十大寿的献礼。

蒙阳，很早即力蜀人繁衍生息之地。相传，秦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国鄹于此设

“繁县”，后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废县为镇，沿袭至今。蒙阳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有“粮仓”之称，这就为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清中叶以来，在

大办学馆(私塾)的同时，又大兴办篡西学”之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后，相继办起

了文昌庙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后发展为中心国民学校；民国+四年(公元1925年)又

办起了将军庙、胞与、漤德三所初级小学校。此间蒙阳镇周围的九尺、义和、罗万、竹瓦、三

色等乡也先后办起了中心国民学校。

随着高级小学毕业生的逐年增加，要求升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而当时彭县县城仅有

一所完中、一所初中。以及抗日期闻迁来的两所女子中学，远远不能满足众多学子继续升

学的强烈愿望。有鉴于此，镇人留法博士、川北农工学院院长李季伟先生、彭县参议长罗雨

仓先生发起并联络豢阳镇及其周围五乡镇社会名流倡导在蒙阳镇办初级中学，呈请彭县

参议会通过，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正式成立了“彭县县立蒙阳镇初级中学'。

1944年春招收两个男生班，秋招收一个男生班；第二年年开始舂、秋两季招收男女生。

建校之初，教师包括校长在内，仅有13人，都分别教有课程。物质条件很差，以两宫一

馆(万寿宫、九皇宫、江西会馆)为校舍，以镇人罗辉邦捐赠的三亩菜地为操场。两宫一馆，

年久失修了，房屋多已破旧；教学设备亦很简陋。尽管如此，学校的教职员工仍然一心一

德，精诚合作，为抓好教育而竭智尽力；学生们也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互勉互

励，奋发进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各项成绩日趋显著。令人难忘的是，194S年春，当蒙中

学生第一次步入县城参加‘‘彭县中学生运动会”，并取得球类总分第二、五个单顼竞赛第一

的好成绩时，连一向小看蒙中的人也为之刮目相待。到解放前夕，蒙中先后招收男生13个

班、女生5个班，学生980余人，毕业生310余人。

1949年12月底，彭县解放，蒙中随之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蒙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阔步前进．教学班逐年增加，1958年开始办高中，

当年达到两个高中班，初中十个班；男女学生600人左右的规模，学生中贫下中农子弟占

绝对优势。校园扩展也快，到1958年扩展为31746平方米，较解放前夕的11178平方米，

增加了将近两倍。

1958年后的二十年间，尽管受到“左”的干扰，走过一段曲折前进的道路，但总的仍然

呈向上发展的趋势。“文化大革命”十年，学校受到很大的冲击，教学大部时间陷于停顿状

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教学秩序才恢复正常。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学校形势发展很快，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到1993年发展到初中、高中各12个班，在校学生

常年保持1zoo人左右。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四率”达到较好水平，每年为国家输送初中、

高中毕业生400多入，升学率一直保持30％以上。1978年被列为温江地区重点中学，1984

年获成都市教育工作成绩优异一等奖，1985、1986年连续被评为彭县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1982年学校团委连续被评为县先进团委。学生的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涌现出一批又一

批的“学雷锋先进小组”、“文睨班级”、“三好学生”，以及以钟先慎、刘延军烈士为代表的先

进人物。五十年来，先后有成千上万的学子在蒙中受到良好的中等教育，为以后长大成材、

建功立业奠定了扎实酌基础。从蒙中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分布于各条战线，工农兵学商，七

十二行都有，多已成为所在岗位的骨干和生力军，还有的成为专家、教授、高级教师、高级

工程师、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县、地级以上千部，等等，他们都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做出积极的贡献。

回顾过去，成绩辉煌}展望未来，任重道远。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建设事业的发展，呼唤教育为之培养大量的熟练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我

们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更加奋发努力，团结一致，紧紧抓

住当前有利契机，继续把蒙阳的教育事业推向前进。要认真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和《义务教育》、《教师法》，以法治教，使蒙中沿着健康发展的道路不断前进。要围绕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深化改革，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促进教育与经

济的结合，使教育能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要坚持

“三个面向”，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德、智体全面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新人，要加强师资建设，建立一支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梅合理、忠于教育

事业的教师队伍，采取措麓，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为使蒙中逐步过渡到具有24

个高中班规模的高级中学作积极准备，把学校办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农村重点中学。

时代在前进，教育在发展。我们相信，在政府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下，通过不懈的努

力，到母校下一个十年大庆的时候，蒙中将会以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与社云主义建设

需要相适应的新型学校的雄姿，巍立于天府之国的中等学校之林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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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管理机构⋯⋯⋯⋯⋯⋯⋯⋯⋯⋯⋯⋯⋯⋯⋯⋯⋯⋯⋯⋯⋯⋯⋯(29)

第二节人事保卫工作⋯⋯⋯⋯⋯⋯⋯⋯⋯⋯⋯⋯⋯⋯⋯⋯⋯⋯⋯⋯⋯(30)

第三节教职员工的考核与奖惩(1986年)⋯⋯⋯⋯⋯⋯⋯⋯⋯⋯⋯⋯⋯(31)

第四篇教职工学生⋯⋯⋯⋯⋯⋯⋯⋯⋯⋯⋯⋯⋯⋯⋯⋯⋯⋯⋯⋯⋯⋯⋯⋯(33)

第一章教职工⋯⋯⋯⋯⋯⋯⋯⋯⋯⋯⋯⋯⋯⋯⋯⋯⋯⋯⋯⋯⋯⋯⋯⋯⋯(33>

第一节概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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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学生⋯⋯⋯⋯⋯⋯⋯⋯⋯⋯⋯⋯⋯⋯⋯⋯⋯⋯⋯⋯⋯⋯⋯⋯⋯⋯(66)

第一节招生与管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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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教育组织⋯⋯⋯⋯⋯⋯⋯⋯⋯⋯⋯⋯⋯⋯⋯⋯⋯⋯⋯⋯⋯⋯⋯(72)

第三节教育制度⋯⋯⋯⋯⋯⋯⋯⋯⋯⋯⋯⋯⋯⋯⋯⋯⋯⋯⋯⋯⋯⋯⋯(73)

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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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劳动教育⋯⋯⋯⋯⋯⋯⋯⋯⋯⋯⋯⋯⋯⋯⋯⋯⋯⋯⋯⋯⋯⋯(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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