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旁馋骚。带孵霉
一凹
魁

roll-——-
，I梦

(1 927—2007)



，■心



目 录

第一章校史沿革⋯⋯⋯⋯⋯⋯⋯⋯⋯⋯⋯⋯⋯⋯⋯⋯⋯⋯⋯⋯⋯⋯⋯⋯(1)

附：宁化一中校史沿革图⋯⋯⋯⋯⋯⋯⋯⋯⋯⋯⋯⋯⋯⋯⋯⋯⋯(10)

第二章机构与管理

(一)学校机构⋯⋯⋯⋯⋯⋯⋯⋯⋯⋯⋯⋯⋯⋯⋯⋯⋯⋯⋯⋯⋯(11)

附：各时期机构管理图表⋯⋯⋯⋯⋯⋯⋯⋯⋯⋯⋯⋯⋯⋯⋯(13)

(二)党、工、团组织建设⋯⋯⋯⋯⋯⋯⋯⋯⋯⋯⋯⋯⋯⋯⋯⋯⋯(28)

第三章德育工作

第一节德育机构的变化⋯⋯⋯⋯⋯⋯⋯⋯⋯⋯⋯⋯⋯⋯⋯⋯(34)

第二节德育内容⋯⋯⋯⋯⋯⋯⋯⋯⋯⋯⋯⋯⋯⋯⋯⋯⋯⋯⋯(35)

第三节德育教育的途径和方法⋯⋯⋯⋯⋯⋯⋯⋯⋯⋯⋯⋯⋯(37)

第四节军事训练⋯⋯⋯⋯⋯⋯⋯⋯⋯⋯⋯⋯⋯⋯⋯⋯⋯⋯⋯(40)

第五节劳动教育⋯⋯⋯⋯⋯⋯⋯⋯⋯⋯⋯⋯⋯⋯⋯⋯⋯⋯⋯(41)

第六节近十年德育特色⋯⋯⋯⋯⋯⋯⋯⋯⋯⋯⋯⋯⋯⋯⋯⋯(42)

第四章教学工作

第一节在曲折中探索⋯⋯⋯⋯⋯⋯⋯⋯⋯⋯⋯⋯⋯⋯⋯⋯⋯(45)

第二节在春风中蓬勃⋯⋯⋯⋯⋯⋯⋯⋯⋯⋯⋯⋯⋯⋯⋯⋯⋯(46)

附：建校以来升人大学人数统计表⋯⋯⋯⋯⋯⋯⋯⋯⋯⋯⋯⋯⋯(54)

1987--2007年中考三率情况表⋯⋯⋯⋯⋯⋯⋯⋯⋯⋯⋯⋯⋯(56)

1982年以来学生各类竞赛获奖一览表⋯⋯⋯⋯⋯⋯⋯⋯⋯⋯(57)

第五章体育与卫生

第一节体育⋯⋯⋯⋯⋯⋯⋯⋯⋯⋯⋯⋯⋯⋯⋯⋯⋯⋯⋯⋯⋯(71)



2

附：1988年以来各类体育竞赛获奖情况⋯⋯⋯⋯⋯⋯⋯⋯⋯⋯⋯(73)

第二节卫生⋯⋯⋯⋯⋯⋯⋯⋯⋯⋯⋯⋯⋯⋯⋯⋯⋯⋯⋯⋯⋯(81)

第六章美育

第一节音乐教学与文艺活动⋯⋯⋯⋯⋯⋯⋯⋯⋯⋯⋯⋯⋯⋯(82)

第二节美术⋯⋯⋯⋯⋯⋯⋯⋯⋯⋯⋯⋯⋯⋯⋯⋯⋯⋯⋯⋯⋯(83)

附：1984年以来音乐、美术竞赛获奖情况一览表⋯⋯⋯⋯⋯⋯⋯(85)

第七章后勤保障工作

第一节机构与职责⋯⋯⋯⋯⋯⋯⋯⋯⋯⋯⋯⋯⋯⋯⋯⋯⋯⋯(89)

第二节经费⋯⋯⋯⋯⋯⋯⋯⋯⋯⋯⋯⋯⋯⋯⋯⋯⋯⋯⋯⋯⋯(90)

第三节校园建设⋯⋯⋯⋯⋯⋯⋯⋯⋯⋯⋯⋯⋯⋯⋯⋯⋯⋯⋯(90)

第四节勤工俭学⋯⋯⋯⋯⋯⋯⋯⋯⋯⋯⋯⋯⋯⋯⋯⋯⋯⋯⋯(92)

大事记⋯⋯⋯⋯⋯⋯⋯⋯⋯⋯⋯⋯⋯⋯⋯⋯⋯⋯⋯⋯⋯⋯⋯⋯⋯⋯⋯⋯(96)

宁化一中部分知名校友简介⋯⋯⋯⋯⋯⋯⋯⋯⋯⋯⋯⋯⋯⋯⋯⋯⋯⋯⋯(116)

宁化一中历届毕业生名单⋯⋯⋯⋯⋯⋯⋯⋯⋯⋯⋯⋯⋯⋯⋯⋯⋯⋯⋯⋯(159)

宁化一中教职工名单⋯⋯⋯⋯⋯⋯⋯⋯⋯⋯⋯⋯⋯⋯⋯⋯⋯⋯⋯⋯⋯⋯(298)

编后记



第一章校史沿革

宁化一中创办于1927年，迄今已有80年的办学历史。初称“连冈中学”，曾先后易名为“宁明

清三县联立初级中学”、“宁化县立初级中学”、“福建省立宁化中学”等。1957年正式更名为“福建

省宁化第一中学”，沿用至今(其中1959--1961年曾一度改名为“清宁一中”)。自创办以来，宁化

一中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诞生后五十八年的发展变化，在办学规模、师

资配备、教学设施、校园建设、教学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已成为省、市重点中学，1996年被原

省教委验收确认为“二级达标中学”，目前正积极争创省“一级达标中学”。她为祖国各条战线培

养、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校友遍及海内外，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知名的专家和学者或在各自岗位

卓有建树。宁化一中正成为闽西北山区的重要学府，人才培养的摇篮。

连冈中学的创办

宁化，位于武夷山东麓，福建西隅，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自古以来就以崇文重教享誉八闽，历

史上因此而人才辈出。自唐建县至清，考中举人152名，进士50名，状元1名。宋至清共有140余

位宁化人著书立说300余部，涌现出如郑文宝、李世熊、黄慎、伊秉绶等建树卓著、彪炳千秋的历史

文化名人，可谓“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但宁化在辛亥革命以前只有私塾教育，辛亥革命后，小学教

育逐渐发展，城关设立了云山、晓华两所高级小学，禾口、曹坊、安远等乡也相继办起了高级或初级

小学，然而没有中学。小学毕业后想升学的，须跋山涉水前往长汀或福州，交通不便，“路隘林深苔

滑”，困难重重。当时县教育局长伊天甫及学界人士有感于此，于1925年倡办中学，推举地方名流

张鉴唐、马贻谦、伊焕东等人筹建校舍。鉴于地方财政无力负担，向本县城乡筹款仍然杯水车薪，考

虑到明溪、清流两县同属黄连冈，于是也向明溪、清流募集款项，因此校名定为“连冈中学”，选址于

宁化城关北山南麓(即今宁化一中校址)。为培养中学师资，筹集了款项资助雷为霖、李传薪到上

海大夏大学师范专修科就读。同时派雷必钧前往福州乌石山仿照福建师范学校校舍绘制图样，回

宁化后动工兴建校舍。

1927年秋，校舍落成，“连冈中学”正式成立。学校实行委员制，县教育局聘请张鉴唐、马贻谦、

伊焕东、雷为霖、李传薪为校务委员，共有教职员工14人。秋季，即招收一个初中班，学生50名，定

学制为三年；又设一个乡村师范班，学生20名，学制三年。翌年春，改为校长制，委任张鉴唐为校

长。张鉴唐，宁化城关人，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曾任崇安、武平、永安等县县长，建宁、泰宁等县法

官。同年秋，由马贻谦接任校长。马贻谦，宁化安乐人，清末秀才，1912年毕业于福建高等警察学

校，1916年考取高等文官，曾任归化县(今明溪县)知事，宁化参议会议长等职。同时聘雷为霖、李

传薪、雷寿庚、伊晃堂分另lJ任教务、训育、体育、事务主任；黄名远、伊维新、黄宗宪、吴祖钧、王步春、

曹志骞、伊味莘为教员，雷必祥、杨君品等为职员。课程设置有：公民、国文、数学、理化、历史、地理、

生理卫生、图画、音乐、体育、童子军等。

1929年春夏间，长汀县地下党派徐赤生、高青涛、范祥云到连冈中学联络，宣传、发展党组织，

因而在连岗中学校园内诞生了宁化县第一个党团组织。当时响应革命号召的有王子谦、伊有光等

数十人，占全校学生数百分之五十左右。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积极配合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踊跃

投身土地革命斗争。同年冬，连冈中学发生学潮，校方开除学生一名，随后校长、教导主任相继辞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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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0年止，连冈初级中学计招生五个班，曾毕业两个班约70人，其余三个班未毕业。乡村

师范班招收过三个班，毕业了一个班约20人，但均未领到毕业证书。

1930年，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宁化，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战中，时局动乱，许多学

生参加革命活动，于是连冈中学停办。此后八年间，宁化没有中学。

宁明清三县联立初级中学

抗战期间，龙溪职业中学1937年迁至连城芷溪，1938年暑假再迁宁化。校长徐泰咸，宁化人，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7年获得法国鲁伦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当时交通不

便，龙溪职业中学师生在徐校长带领下，发扬勤工俭学、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徒步扛运校具、

教具、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以及各种纺织机抵宁，沿途备尝艰辛。

龙溪职中迁宁时，明溪、清流均无中学，经徐与省教育厅多次联系，迁至宁化的龙溪职中改名为

“宁明清三县联立初级中学”(简称“联中”)。徐泰咸仍任校长。“联中”成立后，面向宁化、明溪、

清流三县招生，分普通、化学、染织三科。普通科学制三年，招新生两个班，120名；化学科、染织科

的学制均为两年，每班招新生50多名，插班生若干名。化学科修业期满能制作肥皂、粉笔、电木碗

和石膏像等；染织科能纺纱、织布及纺织毛巾、浴巾、脚袜等。

宁化县立初级中学

1940年，“联中”的经费由宁化单独负担，遂改名为“宁化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县中”)，但仍

招收县外学生，同时附设“宁化县立初级化学工艺染织职业学校”，校长均为徐泰咸。由于校舍紧

张，且两校学生性质不同，不易管理，1941年9月，“宁化县立初级化学工艺染织职业学校”分出，校

舍在文庙(即现在的人武部及县政府宿舍所在地)，师生100余人。职业学校校长曹志骞，宁化曹坊

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法淦恩大学毕业，1929年回国在上海工作，同年转回宁化连冈中学任

教。1944年8月由职业学校分出一部分教师与“县中”撤销后的部分教师另成立“宁化县立简易师

范学校”，校长雷为霖，校址在城外伍氏祠，当年招收两个班，学制三年。1946年10月，职业学校并

入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月底，校址迁至文庙。1947年6月宁化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改名为“宁化县立

初级中学”(简称“初级中学”)，校长系雷为霖。1948年8月，雷为霖调任私立道南中学校长，由宋

调元接任校长。1949年8月，宋离职他就，时任宁化县长的符国秩兼任校长。9月，符离职，后由黄

彬暂任代校长。当时师资水平较高，不少旅欧留学生在校任教。学习成绩颇佳，首届毕业生都分别

考取福州高级中学或长汀中学，学校名声大震。

福建省立宁化中学

1941年，福州沦陷，私立三民中学、三山中学内迁宁化，师生300余人。迁宁后改为省办，定名

为“福建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校长谢新周，校址梧林祠，并借用天后宫(现宁化粮食局所在地)、伊

氏祠(天后宫对面)、谢氏祠(现宁化汽车站所在地)等祠堂庙宇做宿舍。学校没有课桌，学生只持

小木板当课桌，席地而坐，露天上课，生活异常艰苦。

同年秋，县中徐泰咸校长为扩建县立中学校舍，四处募集资金，并亲自设计施工。为了节省开

支，他带领师生到距城15华里的乌石村扛运木头，到城郊搬运砖头。在他的精心筹划下，建成一座

很有气派的门楼、一座可容800人的礼堂和一座拥有八间教室的双层教学楼，其中五间作教室，另

三间分别作办公室、图书室、理化仪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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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县中师生除了认真搞好学习外，还积极开展抗Et救亡宣传活动，如书写标语、张贴漫

画、公演话剧募捐，义卖“兽头”(象征汪逆)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并组织“晨呼队”，每天凌晨三四点

由学校集合整队出发(每队约50人)，绕城一周，高呼爱国公约，齐唱抗战歌曲，以增强各界人士抗

战必胜的信念。

1942年2月，福建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改名为“福建省立宁化中学”(简称“省中”)，7月该校迁

入“县中”所在地，两校合署办学，校长均为徐泰咸，谢新周调任他职。1942年8月宁化县私立道南

中学创办，赵祖贻为校长，校址在禾口。1944年8月，宁化县立初级中学(县中)停办，原列经费移

拨县立化学工艺染织学校使用，原有各班学生发给转学证书，编人省立宁化中学相应班级。当时有

高初中学生500余人，教职员工30余人，教师由校长聘任。到1947年，省立中学毕业生在上海、福

州、厦门等高等院校深造的已有50余人。同年，徐调任永安中学校长，省立中学校长由方毓梓、郑

铸庆相继接任。这一时期，因时局动荡等因素，学生数下降，班级减少。1948年8月宁化县私立翠

北中学在安远创办，校长伍国棵。1949年春，徐任内新建的两层八间教室被焚毁，所有图书(3000

余册包括万有文库)、仪器化为灰烬。

1947年，中共宁化地下党在学校开展活动，派雷臻新、简印泉、李晓东三位同志通过关系安排

在宁化中学，以教员为公开职业，秘密从事我党地下工作。其中雷臻新是城工部负责人，他曾在宁

化中学发展党员多人，并介绍党员到禾口道南中学和安远翠北中学从事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发展

组织。1949年10月21 El宁化和平解放。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114师432团进驻宁化，师生

照常上课。校长郑铸庆离职，由地下党员王志刚、教师贾临昌、李定中等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王任

主任委员，贾、李任副主任委员，指导全校师生的各项活动，教学秩序井然。

宁化第一中学

(一)

1950年2月，宁化县人民政府成立，10月，正式接管宁化中学。10月15日，派联络员刘景中进

校，宁化县立初级中学(“初级中学”)并人福建省立宁化中学，实行委员制，重新组成校务委员会，

黄彬任主任委员，王志刚任副主任委员，贾临昌任教导主任，雷臻新任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同年

秋，面向工农子弟招生，全校共开设高、初中11个班(附设化学工艺科1个班)。同时改变课程设

置，取消公民、童子军和军训等课程，开设时事政治课，学校面貌开始改观。师生通过政治学习，思

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积极配合中心任务，大力

开展宣传活动，常用秧歌舞、腰鼓队、活报剧、街头剧等形式，上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组织

业余文工队下乡巡回演出大型歌剧《赤叶河》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间，有四、五十名学生发扬

老区革命传统，踊跃参军参于。部分教师参加“新研班”学习。同年，学校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

工会，班级开始建立团支部。共青团和工会协助学校行政积极开展各项工作。1951年5月福建省

立宁化中学更名为“福建省宁化中学”。7月，私立道南中学改名为“宁化私立禾口初级中学”。同

年秋，黄彬、王志刚分别调禾口初中和清流初中任校长，学校由教导主任贾临昌代行校务至1953年

3月。

1952年寒假，宁化中学教师前往福州，参加为期三个月的政治思想学习，逐渐树立起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同年，私立禾口初级中学改为公办，更名为“宁化县第一初级中学”；私立翠北中学改为

公办，更名为“宁化县第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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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开始实行校长责任制，正式委派县文教科

长、共产党员郝曼华任宁化中学校长。郝报请政府拔给大量经费，修膳校舍，充实设备，提高教师工

资待遇，新建了两座八间的单层教室，理化仪器、生物标本等教学设施也有较大幅度增加。同年5

月，宁化县第一初级中学即禾口道南中学并人。秋季招生，在校学生数由原来的400多人增加到

600多人；班级数由原来的8个增到12个；教职员工由原来的30多人增到50多人。翌年暑假，宁

化县第二初级中学即安远翠北中学并入，学生增至1000多人，干部、教师增至80人左右，学校办学

规模进一步扩大。同年，宁化中学附设1个初师班，招收高小毕业生计45人，学制三年，开办一年

后，并人永安师范。

1955年宁化中学建立了党支部，郝曼华同志兼任书记，党的组织重视抓好党风建设，在学校的

各项活动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1956年秋，郝调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以

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郝学习期间，学校由副校长马长光主持工作。

1957年，宁化中学正式更名为“福建省宁化第一中学”(简称“宁化一中”)。同年暑假，全国反

右派斗争开始，我校部分教师被错划为“右派”。12月，调原武平县县长赵其泰任宁化一中校长(赵

于1958年1月到任)。1958年，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劳动建校等活动，同时，全校师生还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

1959年，清流、宁化两县合并为清宁县，宁化一中也随之改称为清宁一中。同年，校长赵其泰调任

清宁县长，马长光接任校长，马在任期间，知人善任，不仅学校教学质量大大提高，文体活动也开展

得有声有色，在全县及周边产生广泛影响。

1960年，马长光调任永安一中校长，林耀坤调清宁一中任校长。1961年，清宁复分为两县，清

宁一中改为宁化一中，原清宁一中校长林耀坤改任宁化一中校长。1961年到1966年上半年，他带

领全校师生共同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宁化一中在各方面均有发展。

文革前十七年，宁化一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靠广大教职员工，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高

等院校输送了不少新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如1957年，高考成绩名列全省

第七名，龙岩专区第三名(当时宁化属龙岩专区管辖)，数学成绩居全省第四名。1961年高考录取

率与省重点莆田一中不相上下，其余各届均获得较好的成绩，多次得到省、地的表扬和好评。

十七年中，共培养了1200多名高中毕业生，有300多人升人高等院校深造，更多的毕业生则投

身到各条战线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1966年5月12日“四清”工作队进校，6月底由“四清”转入“文化大革命”，成立文革领导小

组，学生“停课闹革命”，并开始组织“红卫兵”外出串连。随即大字报炮轰党支部，打“走资派”、揪

“牛鬼蛇神”，当时全校教职工近80人，其中有38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审查、遭批斗、被强迫劳

动等。校舍被砸烂，图书室、体育室、卫生室先后被洗劫一空。1967年到1968年，学校师生分成两

派，由观点对立发展到大规模武斗，学校满目疮痍。1968年，宁化遭特大水灾，学校图书室所有图

书被淹，至此，图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

1969年春，工宣队进驻学校，实行所谓工人阶级管理学校。首先“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号召

“复课闹革命”，实行大联合，成立“宁化一中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统一由工

宣队长担任。同年冬，全体高初中学生都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同年1 1月，校革委会决定在距城关十三公里的下沙大队所在地——松子冈上创办“五·七”农

场。由工宣队组织安排，教师带领学生轮流到农场垦荒地、搭草棚、盖房舍、办养猪场。经过全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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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艰辛努力，共开垦荒地近百亩，种植了水稻和各种经济作物，还挖了两口近两亩宽的池塘养鱼，

整个农场颇具规模。到1981年，这个浸透宁化一中师生劳动汗水的下沙农场，由县教育局无偿拨

给宁化四中使用。

1971年，林增杰任宁化一中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工宣队正副队长为支委。林曾留学前

苏联，回国后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任教，1971——1979年任宁化一中校长(革委会主任)。后于1979

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任教，曾任系主任，为博士生导师、教授。这一时期高初中的学制

均缩短为两年，学生毕业后，仍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劳动。1974年育才楼开工兴建，

于第二年竣工并投入使用。1975年实行开门办学：学农、学工、学军。学校设立了机电班、红医班、

师资班(高二学生教初一)、拖拉机培训班等，用所谓“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进行教学。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宁化～中遭到严重破坏，部分教师遭受凌辱摧残，学校学习风气

很差，教学质量滑坡，教学秩序极不正常。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先

后平反了一批教师的冤假错案，宁化一中面貌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提

高，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学校的所有规章制度日趋完善。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学

习风气大大好转，新型的师生关系更加融洽，教职员工及学生数成倍增长，校舍的扩建，设备的充

实，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1979年夏季，进驻宁化一中的工宣队按中央指示精神全部撤离。工宣队从1969年春进校以

来，先后调换了七批人员。

1979年秋，林增杰校长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林任宁化一中校长(革委会主任)期间，拨·

乱反正，落实了党的一系列政策，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大大增强。拆除了二十年代建筑的“连冈中

学”破旧校舍，新建起一座四层有二十间教室的教学大楼(育才楼)，加高了两座八间的单层教室，

先后办起了电镀厂、印刷厂。他“走群众路线”，作风务实，知人善任，在任期间整顿校风，颇有建树。

1979年，宁化一中被列为三明地区重点中学。林调离后，由邹洪权接任校长。邹热心家乡教育事

业，新建了学校电化教学室、语音室，修膳并加高了一座四间的单层教室，筹建了一座三层九间的理

化仪器室，围砌了花圃，创办了校办工厂——羊毛衫厂(即县针织厂前身)，解决了一些教工家属的

就业问题，羊毛衫厂产品曾一度畅销全国十几个省，博得省、市好评。1981年春，邹调任宁化师范

校长，原宁化二中校长黄炳亮接任宁化一中校长。黄50年代初曾任宁化中学总务主任，这次重返

一中后，即着手建了一座三层教工宿舍，一座三层办公楼和一座兼作礼堂用的学生膳厅和厨房，并

对招生和教学工作也作了一些探索和改革，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成绩喜人。同年9月，宁化一中被

确定为全省省、地、县共同管理的87所重点中学之一。从1982年起，我校高中学制改为三年制。

1984年，黄炳亮调任宁化师范校长，一中原教务主任谢扬庭接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谢扬庭

同志精通业务，一身正气，堪称为人师表。他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接任后，鉴于校舍不敷使用，

即着手筹建一座分别为五、四、三层，面积3800平方米的综合教学大楼(育英楼)，并新建教工住宅

楼一幢16套。学校狠抓教育质量，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如分别召开老、中、青教师会议，激励教职

员工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为美化绿化校园，还种植各种花木近两万株。1985年高考录取各大专

院校的学生193名，取得了建国三十六年来高考最好成绩，学校声誉蒸蒸日上。

1986年11月，谢扬庭调任三明师专副校长，陈求安同志主持学校工作。1987年2月，一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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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主任丘德奎接任校长，陈求安任支部书记(1987年9月，校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陈求安任书

记，后丘德奎兼任党总支书记)。丘德奎校长年富力强，工作魄力大，锐意进取；陈求安书记具有丰

富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他们团结全校师生，动员全社会和广大校友的力量，于1987年lO月成功

举办了建校60周年庆典，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同年，育英楼竣工并投入使用。1990年，针对教工

宿舍紧张状况，新建一栋五层20套教工宿舍楼。在丘任职期内，学校在思想政治工作、校园建设、

教学管理和集资办学等方面成绩卓著。1988年高考，大专以上院校录取人数首破200大关，达263

人；1990和1991年我校学生连续夺取高考省文史类或(外语类)个人总分第一名。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多次刷新纪录。学校声望、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1991年9月，丘德奎调任宁化师范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由苏华山、李翘材两位副校长共同主持

学校工作。同年12月，原副校长苏华山接任校长，原副校长李翘材任党总支书记。苏、李精诚合

作，竭心尽力，带领全校师生团结拼搏，在“德育是先导，教学是中心，后勤是保障”的办学思想指导

下，努力做好学校的各项工作。苏从教30多年，严谨的治学态度、细致的工作作风、丰富的教学经

验和高尚的师德修养，在师生中和社会上赢得广泛赞誉。他为宁化一中教学质量的提高，倾注了大

量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学校紧紧扭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这一中心，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培

养和造就后备力量，激励年轻教师脱颖而出，开展评选“十佳青年教师”和“奖教基金奖金获得者”

活动。并强化学校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服务教学为宗旨进行大胆改革，使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进入市重点中学先进行列。1991年高考上省专线人数和被高校录取人数居

三明市重点中学第二位，并连续几年位居前列。1993年学校被评为“省文明学校”。

1994年5月2日，宁化县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袭击，我校北山滑坡，泥石流冲毁高三年段

部分教室，另有一幢教工宿舍遭到严重破坏；校门口水深2米，洪水退后，淤泥盈尺。县委陈元浩书

记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现场组织公安干警抢险。师生在县委县府领导下奋力抗灾，在较短时间内恢

复上课，消除灾害痕迹。

为使一中的发展有一个强大的后劲，使教学设施上一个大台阶，学校千方百计争取政府和社会

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积极筹集资金，于1993年动工兴建一座建筑面积2020平方米的五层综合实验

大楼，连同配套设备总造价近150万，与此同时，争取县建筑公司捐建办公楼一幢。1994年7月，县

委、县府为加强学校班子建设，调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又群同志任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唐到任

后，积极配合支持苏华山校长工作，使宁化一中于1996年顺利地被省教委确认为省“二级达标”学

校。同年，学校几经周折，与城关翠江镇中山村协商解决了土地使用权问题，采用“借资建房”方式，

成功立项动工兴建一栋6层24套、设施完善、宽敞明亮的教工宿舍楼。它的建成，进一步缓解了我

校教师住房紧张状况，解除了广大教师的后顾之忧，鼓舞教职工以饱满的热忱投身教育教学事业。

宁化一中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1996年12月，为使宁化一中领导班子向年轻化顺利交接，县委、县府对学校领导班子作了进一

步调整，由唐又群任校长，苏华山改任党总支书记。1997年高考，省专以上上线人数达到261人，录

取达到272人，上省专线以上人数和录取绝对数居全市重点中学第一名，创宁化一中高考上线、录

取最好成绩。与此同时，学校更加注重加强教育教学的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

境，提高办学水平。除抓紧新建教工宿舍楼的施工进度外，还扩建一栋占地100平方米的四层行政

办公楼，争取政府立项建设学生公寓式宿舍楼，以改善学生的居住、生活条件。为美化绿化校园，学

校投入大量自筹资金，新铺设和绿化了西校道，对校园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校园面貌有了很大

的改观。1997年10月，宁化一中隆重举行了建校70周年的庆祝大典，进一步扩大了我校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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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96年以后，尤其是1997年10月我校隆重举行建校70周年庆祝大典后，在以唐又群为校长

的校领导班子带领下，宁化一中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唐1982年高校毕业后进宁

化一中任教，教学及行政管理工作卓有成效，深受领导和师生好评；1988年调县委宣传部，后任副

部长(主持工作)，组织和领导能力有较大提高。在任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期间，对学校工作作

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就任校长后，在苏华山、张恩承(1999．7接任校党总支书记)二任书记支

持下，党政齐心协力，团结全校广大师生员工，致力于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强化工作纪

律，狠抓校风建设，制定了一系列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的改革和管理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

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宁化一中办学规模、教学质量、硬件设施和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重视加强德育工作，坚持把德育工作放在学校工作首位，努力提高师生思想政治觉悟和文明素

质，发挥德育对教育教学改革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一是加强德育常规建

设，狠抓德育队伍建设；二是建章立制，以制度管人；三是扎实开展德育实践活动，丰富活动载体；四

是加强德育理论建设，提高德育管理的水平；五是创新德育工作形式：如警校共建，爱心助学等。

1998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宁化一中“一分钱献爱心基金会”是我校在德育工作方面探索出的一

条新途径。我校这一德育特色活动得到广大师生的积极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三明日报》、

《三明青年报》、《三明教育导刊》、《福建共青团》等多家报刊杂志进行了专题报道。共青团三明市

委将我校开展的此项活动列为“展现五四青年风采”专题，拍成电视新闻片于2000年6月在三明电

视台播出，2005年该项活动收入《福建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集》，同时由中央文明办

向全国通报推广。

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紧紧扭住教育教学，确定“人才是学校办学第一资源”的思想，大力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2000年8月制订了《宁化一中改革、建设、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宁化一中教师队伍建

设的五年规划》，使我校师资队伍建设朝规范化、制度化迈进了一大步；从2000年起我校实施以老

带新的“培青工程”，相当一批年轻教师迅速成长，成为各学科的骨干力量；从1998年起实施“大金

湖”奖教金(后改称“金叶”奖教金)，大大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重视加强教师的业务素质培训，

举办一年一度的课件制作比赛，以利于推进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开展教师“说、上、评”课活动和青

年教师优质课评比活动，进一步树立新课程教学理念，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2005年8月，为支

持城东中学启动办学，逐步实现我校高初中分离分设，我校初一停止招生，城东中学开始招收初一

新生，到2007年夏我校高初中已完全分离，成为一所省重点高级中学，至此，高中办学规模已达47

个班，比原来翻了一番多，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子女对优质高中教育的渴望。我校不断加强校际

交流，进一步提升我校的办学品位和声誉，1998年以来我校先后举办了三明市高三语文、化学、数

学和理综教学工作研讨会。·为发挥我校办学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从2004年开始举办每年一次的教

学开放周活动，既促成了我校与全县各兄弟学校的交流，同时也带动了我校教研活动的广泛开展，

使我校掀起了教研活动的新高潮。在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学校教学工作秩

序井然的基础上，教育教学质量取得显著成绩，办学水平稳居全市前列：1999年高考上省专线以上

人数达到284(不含艺体，下同)人，再创历史最好水平；2000年高考上省专线以上人数首次突破

300人大关，达到创纪录的389人；2001年高考再创佳绩，在我校校史上取得了五个突破：(1)上重

点线人数首次突破百人大关，达122人，(2)应届本科上线人数首次突二百人大关，(3)应届本科以

上上线率首次突破60％大关，(4)总分突破800分(标准分)以上人数首次达到3人，(5)单科突破

800分(标准分)以上人数首次达到7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2年高考上本科线以上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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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3年高考上本科线456人；2004年高考又上了一个台阶：上本一线226人，上本二线以上649

人，上本三线以上736人；2005年高考本科上线人数902人；2006年高考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具

有里程碑意义：本科上线率达到82．3％，再创历史最好水平，上线人数首次突破千人大关，人数达到

1036人；2007年高考本科上线率保持80％，上线绝对人数再破千人关，人数达1037人。为宁化山

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做出了应有贡献。

我校的教育教学成绩、精神文明建设、党务和群团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肯定，获

得了一系列荣誉：1999年7月，我校被评为省“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先进单位”；9月

被授予市“先进职工之家”；2000年6月被评为县“1999--2000年度党建工作先进单位”；12月被授

予市“1998--1999年度文明学校”；2001年9月我校被授予“三明市德育创新·德育特色学校”；

2003年我校被评为市“2002--2003年度三明优秀家长学校”、“市绿色学校”和省“第八届文明学

校”；2005年评为市“素质教育先进校”和省“绿色学校”；2006年学校被评为省“第九届文明学校”、

市“法制宣传先进单位”、市“中小学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学校党总支被评为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学校注重加强教育教学的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1997年底我校新建

教工宿舍楼竣工，大大改善了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生活条件。同年行政办公楼顺利竣工并完成了行

政办公室的调整搬迁工作。2000年初，投资近20万元新建学生澡堂，大大改善了寄宿生生活条件。

同年8月开始动工兴建新综合教学大楼“文博楼”，该楼占地面积1700m2，总建筑面积5860m2，主体

六层框架结构，总投资近500万元。2001年9月投入使用，大大缓解了我校校舍严重不足的矛盾。

2003年8月，我校学生公寓“致远楼”开工建设，该项目占地面积1692．6m2，建筑面积6654m2，总投

资650万元，于2004年8月竣工投入使用，这大大缓解了我校高中扩容后学生住宿紧张的矛盾。

2005年7月，完成了校内电改工程，拆除旧行政楼及旧食堂、膳厅，保证了科技大楼建设的顺利开

工。8月，科技大楼建设正式开工，该项目占地1700m2，建筑面积6650m2，总投资约600万元，于

2006年9月竣工使用。这使我校办学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从2006年8月起，开始拆除“育才

楼”，进行校园的全面规划与建设，将原来旧的实验楼装修调整为行政办公楼“政成楼”，并于同年

底进行整体搬迁。同年，县委县政府将县田径运动场划拔给我校，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手续已经办

结。到2007年1月，已建设完成校园南部运动区、中心广场、中心花圃和池塘景观。所有这些设

施、景观规划合理，布局整饬，具有时代气息和园林特色。一个园林式学校已展现在人们面前。目

前校门、女生公寓建设正在实施之中。

在大力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我校非常注重培育健康、向上、活泼的校园文化氛围，形成了

多层面、多渠道的校园文化建设格局。2003年《宁化一中校报》创刊，目前已出版40余期，校报宣

传是学校“外树形象”的重要途径，是学生展示才华、素质的重要平台，更是教育学生最直接的手

段。2004年11月，我校成功举办了首届“体育艺术节”和科技文化活动周，此后每年举办一次。此

外还通过“十佳节目主持人比赛”、“十佳校园歌手赛”、“校园辩论赛”、“青春风采秀”、“演讲比赛”

等一系列形式，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使校园文化建设大大加强，形成了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校

园文化氛围。

2007年8月，县委、县政府对学校主要领导做了调整，原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张永福任校长，原副

校长潘信国任党总支书记，唐又群同志不再担任宁化一中校长职务，张恩承同志不再担任校党总支

书记职务。张永福校长自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宁化一中担任数学教学工作，曾先后担任

学校政教处副主任、教务主任、副校长等职，先后获“省优秀教育工作者”、“三明市优秀青年教师”、

“三明市学科带头人”、“宁化县委、县政府第三批县管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是“福建省中青年教

师数学学科带头人”和2007年福建省数学高考命题组成员之一。教育教学及行政管理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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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扎实的教育教学理论功底，成绩显著，深受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在以张永福为校长

的新一届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以创省“一级达标”和80周年校庆为契机，必将迎来宁化一中明天

更好。

(五)

建校80年来，宁化一中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至2006—2007学年，我校共有47个班级，学生

2686人(其中团员2176人)。教职员工208人(其中在岗党员59人)，另有离退休教职工78人。同

时校园面积不断扩大，办学环境不断优化。目前校园占地面积79314．4m2，约119亩；田径场及其附

属体育场馆占地25853．2m2；教职工宿舍区占地约4987m2；校办工厂约占地1200m2；学生生活区占

地8485m2；中心教学区及内操场等学生活动场所占地25456m2。建筑面积33331m2，绿化总面积

16500m2，生均绿化面积6．23m2。整个校园布局合理、环境清幽、绿树成荫、绿草遍地、四季鸟语花

香，已成为一个花园式学校。置身其中，令人心旷神怡，是师生工作和学习的理想场所。

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加强构建和谐校园，努力打造名校、强校品牌。在“团结、求实、严

谨、奋进”校训和“以人为本、文理并重、人文见长、和谐发展”办学理念的引领下，如今我校已形成

了“刻苦、自强、务实、拼搏”的校风、“敬业、勤勉、严谨、笃行”的教风和“勤学、好问、敏思、创新”的

学风。学校有着“深厚淳朴的人文底蕴、爱党爱国的光荣传统、坚忍拼搏的奋斗精神、严谨勤奋的教

风学风”的这～鲜明办学特色，并基本实现了“高质量、有特色、现代化”的办学目标。

建校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校学生学习成绩喜人，每年都有相当一批学生升入高校深

造。文革前17年有345人被全国各高校录取。文革后，各高等院校录取的我校毕业生更是年年都

上新台阶，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至2007年的三十余年间，我校共有9560余人被各高校录

取，其中仅1997—2007的11年间我校本科上线人数就达5587人。同时，涌现不少成绩优异的高材

生，如1978年廖善榕理科高考成绩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在1985年全省生物智力竞赛中，初三学

生伊肖东获一等奖中的第一名；1986年高二学生张桃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获一等

奖；1990年文史类考生丘恒昌以531分列全省总分第一，外语类考生苏丽娜外语单科97分，列全省

第一名；1991年外语类考生罗敏青以558分摘取全省总分桂冠，李小源以539分获省文史类考生总

分第三名；1993年文史类考生张鑫华以503分获省文史类考生总分第三名；1997年文史类考生江

玮以862分(标准分满分为900分)居全省文史类前茅；2005年张轩玮同学以676分的高分获全省

理工类第二名，等等。

宁化一中的毕业生分布在祖国各条战线，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的足迹遍

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服务军政学商，为母校赢得荣光，如中国工程院院士53届校友雷霁霖，中国

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原总裁58届校友陈忠表、著名生物学家范必勤，水利水电专家张启舜，心理学

家马谋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更多的校友立足平凡岗位，自强不息，传承着母校的传统精

神，矢志不移，执着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默默

耕耘、辛勤工作。

如今的宁化一中已做到校园布局整饬有序，竹树常绿，环境怡人，花园式校园已具规模。尤其

是2006年和2007年，学校加大校园建设和整治力度，新建科技楼，建设校园广场、中心花园、校道，

兴建第二学生公寓和新校门等，一个更加美丽而充满活力的校园已展现在人们眼前。2007年秋

季，宁化一中将隆重举行建校80周年的庆祝大典。展望未来，她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绚丽光彩，必将

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具有“老区传统、山区特色、市内一流、省内知名”的省级示范高级中学和闽赣

边界中部名校、强校办学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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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化第一中学校史沿革图

宁化县立化学工艺

染织初期职业学校
1941．9—1946．10

(校址：文庙J

宁化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1 944．8—1 947．7

(校址：伍氏祠．

46．10迁文庙)

宁化县立初级中学

1947．7．一1950．10

(校址：文庙)

lO

(期间中学停办八年)

宁明清三县联立中学

1938．9—1 940．8

(校址：北山南麓)

I!些苎兰翌警竺竺：宁化县立初级中学
．．熙帮鼍业差校：19⋯40．⋯8--1⋯942．'94011 ．8—1941．8：

l (校址：北山南麓)

福建省立宁化中学

1 942．2—1 942．7

(校址：梧林祠等)

福建省立第一临时中学

1941．量一1942．2

(校址：梧林祠等)

宁化县立初级中学：福建省立宁化中学
1942．7—1 944．8‘

(校址：北山南麓)

福建省立宁化中学

1944．&一1951．5

(校址：北山南麓)

福建省宁化中学
1951．量一1957．2

(校址：北山南麓)

福建省宁化第一中学
1 957．9—1959．2

(校址：北山南麓)

福建省清宁第一中学

1959．2—1961．7

(校址：北山南麓J

福建省宁化第一中学

1961．7一现在
(校址：北山南麓)

宁化县第一初级中学

1952冬一1953．5

(校址：禾口)

宁化县第二初级中学

1952．11—1954．7

(校址：安远)

宁化县私立道南中学

1942．＆一1951．7

(校址：禾口)

宁化县私立禾口初级中学

1951．7—1952冬

(校址：禾口)

宁化县立翠北中学

1948．&一1952．1 1

(校址：安远)

说明：———◆表示更名

===>表示合并

⋯⋯表示分出



第二章 机构和管理

(一)学校机构

建校初，学校实行委员制，后实行校长制，下设教务、训导和事务三处，各处设主任一人，副主任

若干人不等。教师采用聘请制，职工采用雇用制。

1949年lO月，宁化解放，郑铸庆校长自动离职。学校在原地下党领导下，由王志刚、贾临昌、李

定中、张志发等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导处、事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和经济委

员会。其中生活指导委员会负责管理学生生活，经济委员会负责生产、核算。

1950年10月，县立初级中学并入省立宁化中学。同年秋，面向工农招生，改变课程设置，取消

公民、童子军和军训等课程，并设时事政治课，学校面貌开始改观。部分青年教师加入了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班级开始建立团支部，学校成立工会。51年5月学校更名为福建省宁化中学。这个时

期，学校沿用校务委员会制。

1953年春，宁化县人民政府派党员干部郝曼华到校任校长，撤消校务委员会，恢复校长制，下

设教导、总务两处和秘书室。秘书室负责文书、档案、文件、政审等工作。

文革期间，学校行政管理体制变动较大，学校领导靠边站。1969年春，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

“斗、批、改”；1969年3月成立临时革命领导小组，同年4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工宣队长任校革委

会主任。此后，工宣队多批轮换，校革委会主任一职皆由工宣队长担任。校革委会下设教革组(主

管教学、年段、班级、图书、实验室工作)，政工组(主管学生生活管理、思想教育、人事秘书工作)、行

政组(主管财务、食堂、工厂、卫生室工作)。学生按准军事化建制，年段为连，班级为排，委派教师担

任连长、指导员、排长领导年段和班级。在实践过程中，连排建制不适应学校管理，又恢复文革前年

段、班级建制，以年段为单位办公。1971年林增杰同志调任一中革委会主任，领导学校全面工作，

改变工宣队统管学校现象。

1978年夏季工宣队全部撤离，同年10月，撤销革委会，恢复校长制，下设教务、政治、总务三处，

为加强对教学的领导和组织，改年段坐班为教研组坐班。

1981年，我校成为省地县三级重点中学，规模不断扩大。后高初中由二二学制改为三三学制。

高初中各三个年段，每个年段六个班，约40个教学班，学生达2000人左右。1984年秋，为了适应发

展的需要，学校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校长室配备一正三副，副校长协助校长分管政工、教务、

后勤工作。下设教务、政治、总务三处和教育研究、秘书两室。教务处领导教研组(设政治、语文、数

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体图音10个教研组)活动，负责学籍管理、课程安排、教研活

动、第二课堂、劳动技术教育、体育活动、图书实验室工作；政治处负责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

育，领导年段班级、生管组开展工作，指导学生会工作；总务处负责财务、财产管理、环境建设、基建

维修、食堂、卫生室工作；教育研究室着重于教育和教学的研究探索，总结经验、交流信息和资料，向

校长室提出可行性意见，起参谋作用；秘书室负责文书档案、职改和人事、政审工作。各处室分工明

确，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教育教学各环节政令畅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有利的提高了教

育教学质量。

为了加强学生思想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86年9月取消教研组坐班，改为年段坐班，由年

段长全面领导本年段班级学生德智体各项工作。

1986年11月，学校领导班子调整，谢扬庭校长调任三明师专副校长；1987年2月一中原教务



主任丘德奎接任校长，陈求安任支部书记。学校配校长一正一副，书记1人，教务处一正两副，政治

处一正一副，总务处一正两副，教研室一正两副，原秘书室改名为办公室，设主任1人，学校组织机

构已较为完善。同年9月，由于学校规模扩大，党员人数也达50人以上，县委组织部批准成立“中

共宁化一中总支部委员会”，下辖三个支部(高中支部、初中支部、行政支部)，以利于进一步发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988年9月，校级领导增设副书记1人，副校长增至2人，这种格局持续了多年。校政治处增

设副主任1名，至1991年8月，办公室增设副主任1名，至1992年各处室配备人员不变。

1996年12月，唐又群同志任校长，苏华山同志改任党总支书记。

2000年起，初高中学龄人口达到高峰期，我校高中年段高一起开始扩大为8个班，在校生人数

增多；2001年高中年段高一起又扩招为12个班，全校学生数达2766人；2005年高一又扩招为14个

班，学生数达3034人；2005年起，学校初中停止招生，高初中实行分离分设；2006年，我校高一又扩

招为16个班，全校学生数达3260人(其中应届2636人)。

1997年起，学校增设普教员室，2002年9月，学校办公室增设副主任1名，2005年8月，学校副

校长增至3名，其余各处室均配一正两副。

2006年9月，校长办公会改为校务委员会。学校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更加贴进时

代，更加科学、规范，职责更加分明，行政管理力量进一步得到增强。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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