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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二中老校门

_崎‘4_1年上期，富顺中学师生为，青年号_I飞机募捐演出洪琛创

作的时川方÷”剧#包俘行，剃照。崾为第二、三、憎幕。



1980年元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与学校的奖旗

富顺二中离、退休老领导。左起依次为：胡益章、古

荣光、襄既清、杨汝纶、易奉倩、曾祥林、傅商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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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二中校训

求 实 创 新

坚 韧 奋 进

校风：团结诚实励志进取

教风：严蓬博识敬业树人

学风：勤奋糠逊守纪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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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雄壮

富顺二中 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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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向 未来的 大 门。

作者简介：黎英海。富中 校友．现任r_『，图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

曾 铸．高11班校友．现任常州文联副主席．诗词作家，，



序 言

岁月悠悠，富顺二中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迎来了九十诞辰大庆。作为它往

日的一个学生，今天的一名校友，得以躬逢其盛，幸何如之，特此表示衷心的

祝贺1 ．，‘

， 九十年来，富质二中素以励志笃行，管理严格，教学认宾，学风谨严著

称。它培养了两万多名青年学子，其中不少是优秀人才，成为社会的中坚力

量；还有一些站在时代前面的革命志士，有的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中，学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教

育教学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不断涌现，．声誉日隆，成为

蜚声全省的知名学校。

九十年来丰富光荣的历史，值得认真加以总结。优秀传统应当继承和弘

扬，使之为当前和今后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这也是编写校志的基本目的。

当前，应当认真地考虑，如何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全面发展

的教育方针，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德育放在首位，不断深入地进行教

育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为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四有”新人而奋斗。立

志就是立史，真诚地祝愿在“立准立好”的原则指导下，编写出一部无愧于九

十年光荣历史的富顺二中校志来。

原富顺县中三十五班

一九三六年毕业校友曾德林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五日



为建设有特色的现代化重点中学而奋斗

一一祝贺《富顺二中校志》编辑出版

今年是我校建校九十周年o ．． 。，·

九十年来，我们走过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和耕耘，而

今，十字岭已是群星灿烂，富二中已成为闻名巴蜀的重点中学。 !。

、一十字岭，不愧是人才的沃土，英杰的摇焦。她为中华民族培育了两万多优

秀学子。有的成了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有的成了知名作家、艺术家、诗

人；有的成为国家高级官员、军队干部；有的成为优秀企业家、厂长、经理、

技术人员；有的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类和平而献出宝贵生命和美丽青春。

富二中的历史是辉煌灿烂的历史，而辉煌灿烂的成就是几代人共同创造的

结晶。 ；． 。
．、

我们缅怀在这里辛勤耕耘，艰苦创业，而今已长眠在十字岭，长眠在九泉

之下的先辈们。

‘j 我们感谢时时刻刻关注着母校建设发展，繁荣昌盛的校友们。

我们感谢今天仍在这里拼搏奉献，忘我工作的全校教职工，

回顾过去，我们感到无比骄傲；思考未来，我们更感到任重道远，责任重

大。

九十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也没有忘记历史。我们今天是站在前人奠定的基石上

继续攀登。

九卡年的传统和经验，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艰苦创业，。严谨治学，教书育

人。

面对未来，怎样才能将九十年办学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怎样才

能将富二中建设成为有特色的现代化重点中学，这是摆在我们和后人面前的一

个十分重大而艰巨的课题。

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既有办学硬件的挑战，也有办学软件的挑

战。要实现建设有特色的现代化重点中学的宏伟目标，必须软件、硬件一起

抓：只有抓好硬件建设，才谈得上现代化重点中学；只有抓好软件建设，才谈



得上有特色的重点中学。因此，我们的宏伟目标可以理解为四个“第一。，即

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校园；第一流的教师；第一流的管理。

从硬件看，近十年有一定变化。特别是借校庆东风，各级政府投资一、二

百万，各地校友和社会各界捐资十余万，使得校园面貌有了突破性改观。但

是，由于历史欠帐太多，今后尚有许多艰巨工作在等待着我们。

从软件看，也许遇到的挑战远比硬件困难得多，严重得多，因为教育的竞

争，归根到底，是教师的竞争，管理水平的竞争。其中包括领导者的决策水平

和管理能力，教炻的精神面貌和学识水平。

我们相信，挑战与希望共存。有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有广大校友

的热情关注和支持，有全校师生的团结奋进，我们中定能克服困难，实现宏伟

目标。

我们相信，十字岭永远是“才子之乡”的摇篮!

爵泽彬

1 993年7月26留



凡．。例

o、《富顺二中校志》作为记述二中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书，为领导机关、

各界人士和海内外校友提供系统的校情史料。
‘

．．二、本书坚持严谨平实、兼通古今，不虚美、不隐恶，据实直书的史学原

则，力求做到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和谐统一。

三、本书记事时限：上限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适当追溯地方文化

渊源；下限为1992年，略为补叙1993年学校大亭。

四、本书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

的有关要求，体例采取横分门类，竖记史实，祥近略远的章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时期，是本书记事的重心。记事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本书结构为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人物传兼收已故和在世人

物，并在附录中收载历届毕业生名录，以增强情谊，促进交流。为节省篇幅，

大事记不按年居中列日，改用番号顺序记事。 、

． 六、本书资料来源于学校档案资料、国家档案馆历史档案，县志、文史、

党史资料，以及校友和知情人提供的、经过印证的口碑和回忆录。

七、数字和纪年，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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