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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五十春秋

王梦舟

风雨兼程五十载，桃李飘香遍九州。

白驹过隙，逝者如斯，魏庙中学迎来了五十华诞。五十年的风雨

历程，五十年的辉煌历史，五十年的拼搏奋斗，令魏庙中学不断发展

壮大，不断谱写新的篇章。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鲜花，有荆

棘；有风雨，有彩虹；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但作为一名

魏中人，我们应该发自肺腑的道一声：魏中，我以您为荣；魏中，为了

您的发展，我愿奋斗终生o

回顾历史。我们应该骄傲而自豪o 1958年9月，魏庙初级中学建

立，有校舍21间，占地面积40余亩，三个初一班，学生150人，教师

12人，董万顺、张绪超两名主任主持学校工作(无校长)，1959年迎来

了第一任校长苗儒邦。1965年发展到初中六个班，学生350人，教师

26人。1966--1969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魏庙中学被迫停课，校舍

遭到破坏，校院荒芜，连续四年没有招生D 1970年魏庙中学复课，招收

初、高中7个班，初中学生110人，高中学生260人，教师26人。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魏庙中学发展步入快车道，至1984年，初、

高中17个班级，教师65人，初中学生560人，高中学生360人。教育

教学质量都有所提高。1984年获市政府“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显著先进

单位”表彰．同年又获得“1984年度文明单位”称号，受到市委、市政府

的嘉奖o 1982年至1985年，盖起了两座教学楼，1994年建造了三层



教学大楼，教室21 15，共有初、高中20个班，初中学生660人，高中

学生422人，教师108人，同年高考本科上线16人，专科17人，在县

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1995年，学校又建成高中部教学大楼，新增教

室18 El。同年，曾楼、房村两所联中并人魏庙中学，1997年，田堤口联

中也并入魏中。此时初中26个班，学生1488人，高中14个班，学生

918人．教职工153人。1998年高考，郑华以651分的高分考入清华

大学，为农村完中考人清华、北大第一人，魏庙中学名声鹊起。2005年

8月．高中部撤销，但为初中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

遇。同年12月，经全体教职工的努力完成了“省现代化示范初中”的

创建任务，顺利通过了省“六有工程”验收，教育教学条件得到改善，

校容、校貌显著改观，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得到群众的高度认可。至

2008年底，学校占地面积98亩，有24个教学班，学生1200余名，教

职工130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7人，中级职称93人，研究生学历1

人，本科学历42人，学历合格率100％o

学校内教学区。活动区，生活区各自独立，布局合理。教学设施设

备齐全，有物理、化学、生物、史地政仪器室各1 12I，物理实验室3 15，

化学实验室3口，生物实验室1 151，微机室2 VI，多媒体教室1口，劳

技、科技教室各1口，音乐室2 15，美术室2口，体育器材室2口，图

书室2口．藏书4万余册，卫生室、心理咨询室、教师阅览室、学生阅

览室各1口，所有教室都装有电视机。活动区以大操场为中心，新建

了8道400米标准跑道。另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8个

露天乒乓球台．设有单杠、双杠、联合器械架等运动器材。新建国旗、

校旗、班旗台，雄伟壮观。女生宿舍楼，男生宿舍各自独立成院，有专

人管理。新建了360平方米的学生餐厅，同时新建了两所水冲厕所，

食宿、卫生条件大为改观。



从2007年起，学校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教学区内地面全部

硬化．校内有南北为180米和东西为160米的两条主干道，道路两旁

是绿化带，绿树成荫，花草掩映，8个花园竞相媲美，还有雕塑、假山、

壁画、大型石刻，互相呼应，相映成趣，为学生创造了优美舒适、有利

健康成长的环境。从学校大门到校内大道，教学楼，办公室，随处都可

以看到醒目大字标语，漂亮美观，催人奋进，引人深思，让人警醒；师

生自己的“格言警句”牌，时时规范着广大师生的言行，陶冶着广大师

生的情操。

珍惜现在，我们应该继承光荣传统，真抓实干，开拓进取。把握现

在，才能创造未来。我们应珍惜现在的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时，每一

分，每一秒，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脚踏实地，

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不计名利，团结协作，爱岗敬业，为魏中的发展

竭心尽力。学校兴亡，匹夫有责，望全体师生齐心协力，共谋发展，使

魏中每天都有新变化，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诚如是，魏中一

定会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一定能长盛不衰。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志展青云，与时俱进，争先进位，追求卓越。

2008年，我们乘“十七大”东风．狠抓学校管理和教学质量，以迎接五

十周年校庆。我们改建了学校大门和主干道，校门东西围墙改成透视

围墙；我们继续强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扩大绿化面积，争取创建

AAAA级学校文化校园。我们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领导班子

和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全员培训工作，加强教科研工作，加强后勤服

务工作，走精致管理、高效教学、优质服务之路。建章立制，奖优罚劣，

争取2008年教学成绩位居全县中游水平，至2010年争取教学成绩

位居全县上游水平，争做名师，争创名校，培育民族精英，造就社会栋

梁，以无愧于省现代化示范初中的称号，无愧于领导的期望，无愧于



人民的重托，无愧于学生的未来，为人师表，教书育人，造福桑梓，报

效社会。

孙尊斌先生德高望重，陆海潘江，以退休花甲之年，欣然担任校

志主编，多方搜集资料，废寝忘食，去粗取精，秉笔直书，付出艰辛努

力，撰成校志；潘友先、姜朝贵、董万顺、杨维山、陶玉强、郁光友、张宜

瑞、戚厚玉历任老校长，身兼顾问之职，热心支持，献计献策；冯养平、

徐启航老师为代表的学校同仁，积极参与，鼎力相助。在此校志付梓

之际，对诸位老领导和全体同仁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鉴古知今，希望全体师生勿忘魏中的

创业艰辛，勿忘发展的艰难，勿忘前进中的经验、教训，勿忘历史上的

辉煌，勿忘各级领导的关怀，勿忘社会各界和所有校友的支持，更勿

忘魏中历任老领导和几代教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魏中几代教育工作者前赴后继撑起了这片

蓝天．创造了魏中灿烂的历史o

积五十春秋成果，创廿一世纪辉煌o“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o让我们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魏庙中学的发展，为魏庙中

学的繁荣昌盛，为魏庙中学的更加美好的明天，为谱写魏庙中学更加

华美的新历史乐章而努力奋斗，勇往直前!



献给魏庙中学五十周年校庆

从1958年8月参与建校开学，到1994年8月退休离职，我在魏

庙中学工作了整整36年。36年中，潮起潮落，严冬酷暑，我和魏庙中

学的师生们一起打拼。历史的情结，使我和魏中结下了不解之缘，我

的心也将永远随魏中的脉搏一起跳动。

欣逢校庆．我谨将过去的几首小诗赠给学校。它们记录了我——

教育战线上一名退伍老兵的斑斑心迹，个中不乏对魏中这片土地的

深切眷恋。礼微情重，权作纪念。

祝魏中永葆青春，再创辉煌!

董万顺

2008年11月6日

三十言志

(1964年10月)

年届而立欲何求?小志未酬誓不休。

不惑天命花落日，桃李四海放眼收。

喜庆中考三连冠

(1965年夏)

晴空飘彩云，魏中喜盈门。

三载三夺冠，不负苦心人。



五十述怀

(1984年夏)

有志育桃李，何惜白发生。

莫叹桃李散，籽实正衍兴。

赠友人

(1986年夏)

难忘同缰拉犁时，无须扬鞭自奋蹄。早耕星光碎，晚耕月影飞。

夏差饮水，冬缺秩秕o

时日不虚度，乐苦无厚非。但愿汗津飘落化甘雨，润就神州大地

苗禾绿。今也骥老伏枥，犹志奔腾急。君识否，是如斯?何如斯?

抒怀 ，

(1989年10月9日夜)

有云：教师摆渡者也。我与教师生涯已届四十年。抚今追昔，不胜

感慨，聊以此诗以系之。

摇橹奋臂四十春，迎送多少过河人。

梦里依稀花上树，醒后方知叶堕尘。

有志公大献桃李，无意私小争芳芬。

夜阑卧听东风响，滔滔流水滚滚心。

鹧鸪天●操场读书

，(1995年5月1日于魏中操场)

有闲书丛觅知音，攀r特4-+早行人。巧笔流彩绘妙句，红霞朵朵

万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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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熙和，草木欣，眼底风物任长吟。引吭一歌颂盛世，意寄桑榆

再成荫。

蝶恋花●晚秋情

(1998年11月)

春夏秋冬四季轮，燕北燕南，来去量光阴。燕去秋临木叶落，叶入

尘泥无迹痕。

前人育我我育人，乐为介中，承旧又启新。红烛亮罢己成烬，化作

清风托白云。

好事近●目凝池塘头

(2002年秋)

目凝池塘头。又听铃声悠悠。些许读书声在，总不堪回首。

青叶无计避霜秋，一任枝干瘦。唯有硕果旧影，似解老树愁。

述怀

(2003年9月)

半生幽梦散如烟，幸从东风兴新兰。

花开花落人垂老，空余清魂绕青山。

． 梦学子

(2003年10月)

又携书纸进课堂，课堂尽是熟面庞。

满堂欢喜满堂笑，你拉我扯话家常。

蓦地一阵开怀唱，雀鸟吵断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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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烟往事漫脑际，时难再，

空惆怅，秋染黄叶院庭凉。

感悟人生

(2006年春节)

人靠良心国靠法，抑恶扬善理通达。

当重国制千条律，更要心秤称自家。

人生在世当需钱，非分之钱莫眼馋。

钱多钱少来正道，邪钱如刀必自残。

莫逐势利莫弄权，不亢不卑保尊严。

以诚惠人实惠已，夜鬼敲门胆不寒。

上坡行路要低头，下坡行路要昂头。

人生多有上下坡，谨防姿错栽跟头。

情亲犹如烤火炉，靠火太近衣燎煳。

离火过远身觉冷，不近不远人舒服。

为人少犯偏执狂，将甲比乙多思量。

日照白天月照夜，尺有所短寸有长。

论物当数舌头长，话传六耳万里扬。

日出西山谎多少，考真方可拿主张。

近朱赤红近墨黑，人际交往慎选择。



要识庐山真面目，不重言辞重行为。

一山更比一山高，踏越高山冲云霄。

人生若无登高志，天拉神拽枉徒劳。

骄生淫奢惰生馋，闲暇常是魔鬼殿。

富贵堂前出阿斗，勤苦打造英雄汉。

江河源头在小溪，小溪源头是水滴。

江河雄略堪师范，广集滴水纳万溪。

四时气候不一般，着衣薄厚看暖寒。

英才智在识时势，拗时难成大业篇。

纵横山河错综路，旅人焉能无迷途。

迷途知返未为晚，最怕执迷不省悟。

防微杜渐古训严，小疾不医酿大患。

黄狼好咬病鸭子，苍蝇爱叮有缝蛋。

韶华难留岁易添，转瞬霜发折红颜。

少壮莫等今作古，横刀立马早挥鞭。

世间实有花常在，此花谢落彼花开。

花落花开美无尽，东风惜花雨自来。

一9一 ．



第一编大事记

1 958年

8月

20日，张绪超、董万顺、王克强三人到校筹办开学工作。

27日，张尚津、袁道田等十二名教职工报到。

9月

1日开学，全校三个初一班建立班级组织。

2日，举行开学典礼。

本月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平垫校院。

10月

参加魏庙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上旬、中旬师生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参加支农劳动。下旬师生到

沛城参加筑路劳动八天。
’

11月

抽调五十多名学生到周马庄大河工劳动四天，抽调三名教工大

炼钢铁，每天劳动八小时。校内植树。

12月

学生参加县组织的语文、数学会考。组织篮球队。

1 959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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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月

6月

7月

组织文艺宣传队．排演文娱节目。

利用寒假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

粮食紧张，生活上出现困难，校内大种瓜菜。校内植树。

麦假期间全体师生员工到杨河帮社队劳动十天。

招收初一年级三个班。

8月

张

9月

组

10月

赴

12月

1月

3月

4月

绪超同志调出，苗儒邦同志调来本校任副校长。

织师生参加建校劳动。

敬安中学参加中学生篮球比赛。

吴忠良等三名学生参军。

1 960年

招春季班新生一班(在全县范围内)。

生活困难．校内大种瓜菜。

学生营养不良，浮肿病较多，下旬流感、流脑亦有发现，县社医院



医生为学生免费治疗疾病。

6月

麦假教工下社队麦收劳动十二天。

7月

中学事业调整，本校招新生两班。

8月

学生向江苏省委写信，揭发本校个别领导克扣学生粮油等问题。

1 1月

学校领导成员“新三反”学习。

12月

苗儒邦同志离任，王世恩同志调至本校任副校长。

1 961年

1月

县组织临时疗养院，安排年老体弱及部分患病教师在县城(沛

中)疗养半个月，本校教职工有一人参加。

3月至5月
’

生活困难，流生较多，班主任经常家访。

6月

麦假教工下社队劳动十天，中央文化部下放干部穆英传同志到

校任校长。

7月

第一届学生初中毕业。生活困难，学校杀了两只兔子给一百五十

个学生会餐。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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