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校 志

1 9 4 2—1 9 9 2



目 录

前言⋯⋯⋯⋯⋯⋯⋯⋯⋯⋯⋯⋯⋯⋯⋯⋯⋯⋯⋯⋯⋯

概述⋯⋯⋯⋯⋯⋯⋯⋯⋯⋯⋯⋯⋯⋯⋯⋯⋯⋯⋯⋯⋯

第一章沿革⋯⋯⋯⋯⋯⋯⋯⋯⋯⋯⋯⋯·⋯⋯⋯⋯-·

第一节奋斗中学⋯⋯⋯⋯⋯⋯⋯⋯⋯⋯⋯⋯⋯

第二节‘二中的诞生与发展⋯⋯⋯⋯⋯⋯⋯⋯⋯

第二章干部与教师⋯⋯⋯一⋯⋯⋯⋯⋯⋯⋯⋯⋯⋯·

第一节 千部·⋯⋯⋯：⋯⋯⋯⋯⋯⋯⋯··⋯·⋯⋯·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二中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节教师⋯⋯⋯⋯⋯⋯⋯⋯⋯⋯⋯⋯⋯⋯⋯

第三章教学⋯⋯⋯⋯⋯⋯⋯⋯⋯⋯⋯⋯⋯⋯⋯⋯⋯

第一二审教学工作⋯⋯⋯⋯⋯⋯⋯⋯⋯⋯⋯⋯⋯

第二节五年一贯制的实验⋯⋯⋯⋯⋯⋯⋯⋯⋯

第三节教学设备⋯⋯⋯⋯⋯⋯⋯⋯⋯⋯⋯⋯⋯

第四章德育⋯⋯⋯⋯⋯⋯⋯⋯⋯⋯⋯⋯⋯⋯⋯⋯⋯

第一节德育工作简述⋯⋯⋯⋯⋯⋯⋯⋯⋯⋯⋯

第二节德育的一些基本措施⋯⋯⋯⋯⋯⋯⋯⋯

第五章体育卫生⋯⋯·叠⋯?··6．Q 0 0 0：：··⋯⋯⋯⋯⋯⋯··

第一节体育教学一⋯_⋯⋯一⋯⋯⋯⋯⋯⋯⋯

第二节群众性体育活动，一⋯⋯⋯⋯一⋯⋯⋯．一·

＼l，

、、，／))、1／、，，、，

))、．●／＼)

)、t。／)，、)

＼、／＼，／)＼l／

，●，，4№№

m

L二巧弱弛％如如蟠矾盯弱

，

((／L(，k，L(

((，L／L((((，L／L(／k



第三节传统项目⋯⋯⋯⋯⋯⋯⋯⋯⋯⋯⋯⋯⋯(57)

第四节卫生保健⋯⋯⋯⋯⋯⋯⋯⋯⋯⋯⋯⋯⋯(59)

第六章民族教育⋯⋯·⋯⋯⋯⋯⋯⋯⋯⋯⋯⋯⋯⋯“(62)

第七章勤工俭学⋯⋯⋯⋯⋯⋯⋯⋯⋯⋯⋯⋯⋯⋯⋯(65>

第一节早期的工厂与农场⋯⋯⋯⋯⋯⋯⋯⋯⋯(65)

第二节农村分校⋯⋯⋯⋯⋯⋯⋯⋯⋯⋯⋯⋯⋯(66)

第三节整流器厂～⋯⋯⋯j⋯⋯⋯⋯⋯⋯⋯⋯⋯(68)

第八章基本建设⋯⋯⋯⋯⋯⋯⋯⋯⋯⋯⋯⋯⋯⋯⋯(73)

附录一⋯⋯⋯⋯⋯⋯⋯⋯⋯⋯⋯⋯⋯⋯⋯··⋯⋯⋯⋯·(7了)

附录二⋯⋯⋯⋯⋯⋯⋯⋯⋯⋯⋯⋯··⋯⋯⋯⋯⋯⋯⋯·(87)

附录三⋯⋯⋯⋯⋯⋯⋯⋯⋯⋯⋯⋯⋯⋯⋯⋯⋯⋯⋯⋯(93)

附录四⋯⋯⋯⋯⋯⋯⋯⋯⋯⋯⋯⋯⋯⋯⋯⋯⋯⋯⋯⋯(11 8)．

2



—1L

刚

一九八五年秋，为筹备四十五周年校庆，组织了一个由

张方、李竟业、延文同、孟靖艺、娜仁五位老师组成的校志

编写小组，收集整理了不少的资料。一九八六年写出了一个

讨论稿。嗣后又开了几次座谈会，征求了儿位老校长和老校

友的意见。许多在二中(奋中)工作、学习过的同志，很关

心这项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一九八六年底，调整

了编写小组，由刘国仁任组长，参加编写工作的有魏诗瑜、

张方、李竞业、唐启伦、刘天清等同志，一九八七年四月完

成初稿至付印。一九九二年四月又经刘文理，李竞业，张方、

杨永亮、唐启伦等同志修订、补充成此稿。

编写二中校志， 目的有两个。二中是一所有较悠久历

史、在区内较有影响的学校，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和优良的

传统，这些不应随时间的流逝而泯灭，应予以继承和发扬。

这是其一。其二，是为了保存资料。奋斗中学的教职员仍健

在的不多了，傅作义先生、郭揽青先生均已作古，许多实

物、资料、照片，也都散失。

编写校志，我们力求做到两点：一是真实；二是反映二

中的特点。我们不去过多地追求工作中的失误，更不去评论个

人的责任。生不立传，但允许评述个人对学校的劳绩。当然

在评述中虽尽量求得公允，而实际上也难尽如人意。

一九四六年归绥奋斗中学的校址，现在呼和浩特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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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是1 940年～l 945年日军侵华期阊一所日本小学所在

地。曾在这所小学学习过的学生，回日后在日本成立了厚积青

山校友会，表示要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多次与二中联系。虽

然这不是二中(奋中l历史的一部分，但有一定的史料价

值，故在附录中作一介绍。

由予时间仓促，入力有限，有些资料来不及收集。有些

史实还没有搞清楚；这份《校志》仍然只是初搞，有待于修

订补充。，

；呼瓢浩特第二中学《校志》编写组

l 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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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座落在市内新城区呼伦南路北口，

东邻新城宾馆，南接邮电学校，西傍邮政大楼，北面是内蒙

古离级法院。位置适中，环境优美，校院宽敞，设备完善，

教学员量一向较高，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之一。

呼和浩特二中的前身是私立奋斗学校的中学部分，由傅

作义先生一九四二年八月创建于绥西陕坝(现内蒙古杭锦后

旗)。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先后随傅部迁到归绥，张家口、北平。

-jL五。年春，再次从北京迁回归绥。一九五二年八月，归绥

奋斗中学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归绥市第二中学，一九五

四年正式改名为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一九六。年，二中被首次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

十年一贯制教学改革试点学校。经过五年的实验，取得了成功

的经验，因“文革“的冲击，实验中止。
‘

6文革”结束后，学校迅速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

学质量稳步回升。因此，--JLA．o年，被重新确定为内蒙古自

治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一九八五年，在全市结构和布局

调整中定为重点高级中学，规模为30个班。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九二年的五十年里，初中共计毕业

281个班，14，400入，高中共计毕业203个班，1 2，000余人，

其中少数民族班26个，学生980人。

二中是呼市地区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之一。教师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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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和业务素质较高，事业心强；教学工作认真、严谨；教

学思想活跃；领导作风民主，对人对事都能实事求是，工作

讲究实效；教职工比较团结，校风正，学校较有内聚力；学

生生动活泼，关心政治，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各种思想以

及社会问题，常常最先反映出来，其坦率、激烈与深刻程度

和最后解决的程度，往往超过其他学校。体育一向为师生所

重视，且有多项传统的项目。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素质，都

很突出。一九五二年以来，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体育人才。

历届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因为有较强的自治能力、组织

能力和业务能力而活跃在各条战线上。

现在，全校有37个班(36个为高中班，～个为智力超常

少年班)，在校学生l，832人。教职工I 95人，学校占地面积

62800平米。包括田径运动场，柏油篮球场和28000平米的校

舍建筑(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图书馆、教学资料室、

体育馆、体操房、乒乓球室和校办工厂等)。

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建立了职

工代表大会和校务委员会机构，实行民主管理和分级管理，

试行教职工聘用制，并在岗位责任制的基础上，健全考核、

奖励制度。在教育教学上，提出了“全(全面发展和面向全

体)、真(真实)、活(活跃)”的指导思想；积极研究新

时期进行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并在整体改革和教育

方法改革方面开始了某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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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耄沿 革

第一节奋斗中学

奋斗中学为傅作义先生所创建。

傅先生为解决所部干部子女就学问题并“深慨吏治之不

清，人才之不盛，虽欲图强，不可得也”。 (《私立奋斗学

校一览》序)乃于一九四。年五月，创建奋斗小学于宁夏黄渠

桥；又于一九四二年五月，约请樊福煊、王明德(克俊)、周钧诸

先生筹办奋斗中学。八月，召开第一次校董会会议，公推傅先

生为董事长兼校长，聘请王克俊为校务主任，曾士先为教导主

任，余昀晨为事务主任，开始在绥西陕坝借房建校，招收两个

初中班，主要是傅部军政干部子女。一九四三年九月，迁入陕

坝北郊新建校址。一九四四年，王克俊代理校长，郭揽青任校

务主任。一九四五年秋，初中已有六个班并有毕业生，于是开

始招收高中班。一九四六年三月，学校随傅部迁至归绥，改名

归绥奋斗中学，校址即现在呼和浩特第二中学所在地。一九四

七年秋，高中部迁张家口，改名张垣奋斗中学；校址在张家口

市东山；坡代理校长仍为王克俊，校务主任为靳仙舟。初中部

留在归绥，由校务主任郭揽青主持。一九四八年秋，一靳仙舟离

任，郭揽青赴张家口接任校务主任。归绥奋斗中学的校务主任

一职则由陶朝宗继任，并予一九四八年冬迁回陕坝，复称陕坝

奋斗中学。同时张垣奋斗中学迁入北平，先在西郊五棵树，后



迁石碑胡同，招收初中班。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改

名北京市私立奋斗中学。一九五O年春，校长郭揽青带领师生

迁回归绥，改称归绥私立奋斗中学，陕坝奋斗中学高中部来归

绥，与归绥奋斗中学合并。一九五二年八月由人民政府接办。

傅作义先生认为： “学术为神圣之事业，亟须保持其超

脱与尊严，遇事驰骋，终非盛事”。并提出“今后之教育，

当以用为重心，而教育之生产化实为医贫治虚之良剂”；

“用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学仟么，做什么”：

“小学生多重美育，发展其健硕纯善之身心：初中着重生

活，启迪其作事作人之认识；而高中则以不窒碍天才之进

取，约略侧重理科为原则”等办学方针。在招生对象上，不

局限于军政干部子弟，傅先生曾指示： “录取薪生要广泛，

要照顾到家长的具体困难，．不要怕程度低。要使学生在又活

泼又严肃，又紧张又比较舒适的艰苦奋斗环境中受到较好的

培养；毕业时的成绩要好，毕业出去的学生程度要高”。

据此，奋斗中学施教的重点是：不仅传授知识，更须导

正认识；不仅训练个体，更须切合整体；培养学者的头脑，

实际战时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又提出“德智体兼修、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

贝l，并规定了校长“八训”和学生“四反”。八训即：(1)

要有科学的头脑；(2)要有活泼的体态；(3)要有愉快的心

情；(4、)要有强健的身体；(5)要过朴索的生活；(6)要有

明白而坚决的语言；(7)造成互助合作的团体{i(8-)养成说

实话、做实事的风气。

4四反” (每日反省)是：(1)我坏了吗?(2)我病了

吗?(3)我学会了吗?J(4)我会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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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中学学生，由学校统一规定校服，夏冬两套。学生

住校，设有男女生管理员兼校医。学校还设立数额很大的奖

学金，奖励德智体成绩优良并名列前三名者，对家境贫寒的

学生鼓励很大。学校重视与学生家庭联系，每学年举行大规

模的恳亲会，邀请家长来校参观并征求意见。

奄斗中学注意选择有业务专长、教育肴方、热爱学生、
认真负责、作风正派的入担任教师。对教师有严格的要求，

以傅作义先生名义赠送教师的大铜墨盒盖上就刻有《教师工

作守Jj!!j—f。二条》，内容是

(1)恪守教育岗位，

(2)加深教学研究，

(3)倡行校长八训，

(4)按时上课下课，

(5)功课教会教完，

(6)课卷切实批改，

(7)考试力求真实，

(8)热忱耐心说教，

(9)积极辅导自治，

(10)按时参加科会，

(“)协力改进教务，

(1 2)发扬合作精神，

不思异，不转移；

不舔学，不倦教；

零放松，不马虎；

不迟到，不早退；

不敷衍，不急赶；

不问断，不粗疏；

不限课，不宽分；

不体罚，不偏爱；

不专擅，不漠视；

不例外，不缺席；

不讳言，不惜力；

不孤立，不意气。

在教师待遇上，比一般学校略高，并实行到校三年以上

开始的。年功加俸制”，鼓励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要求

教师食宿在校，以利于集中精力从事教育工作。由予以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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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些在当时颇有名望的教师，愿意到奋斗中学任教，教

师阵容比较整齐，水平较高。

奋斗中学的经费，开始是凭借傅部干部以互助合作方式

集资刨办的“共济实业合作社”结束时以留下的物资和资

金，后又组织“奋斗基金实社”，作为奋斗学校经常经费的

来源，该社曾在宁夏、兰州、成都各地组织商号，兴办农

场。抗战胜利后， “实业社”改组为“干部互助合作社”，

在天津购置油漆厂，在北京组织熟皮作坊，在包头组织建学

公司。解放后，将天津中国油漆厂所存剪绒和现款交北京奋

斗学校校董会管理。故奋斗中学的经费一直较为充裕。

奋中建立时，每年招收两个初中班；从一九四五年开始，

每年招收一个高中班。从北京搬回归绥后，初中一年级为3个

班，初二以上各一个班，学生共300余人。

奋斗中学的十年中初中共毕业1 8个班，学生81 oA．；高

中共毕业5个班240A．。一批学生如：薄筱泉、傅希贤、!『?二

孝廉、温玉莲、韩保川、胀俊明等解放初即参加尚未公开的
进步组织“民联”，不久即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的参

军南下，有的考入军政大学。第一、二、三届高中毕业生大

多数升入高等院校。

第二节二中的诞生与发展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政府接管了私立奋斗中学，改名归

绥市第-ee学(一九五四年正式改名为呼和浩特市第二中

学)。绥远省委，省政府派江波同志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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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郭揽青为副校长。其时全校共有1 9个班，其中高中3个班j

初中1 6个班，学生共1 000人，教职工40人。

在此以前，一九四九年五月，北京市委曾派姬锡瑞同志到

奋斗中学任政治教师并建立党团组织，在学生中发展数名党

员和30多名团员。一九五O年四月，归绥团市委派张方同志到

奋斗中学任政治教师兼团总支工作。年底，团员人数达60余

名。抗美援朝运动中，高中学生中有一百人报名参加军事干校

(批准30名)。一九五一年春夏之交又有十几名学生参加邮电

局机要工作。在“镇反”、“土改”、“三反”运动中，学校也开展

了教育活动。一九五二年七月，全体教师参加了绥远省委领导

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些工作对师生思想觉悟的提高，

超了一定的作用，并基本清理了教职工队伍。

一九五二年底，党支部正式公开，这是全市学校中第一个

党支部，江波兼任书记，赵玉田、刘雨农分任组织委员和宣

传委员。开始在全体师生中进行广泛的教育，并进行中学建

党试点工作，一九五三年先后发展了十三名党员。

-JL五四年，赛西娅校长曾专程去旅大苏联学校学习苏

联的教育、教学经验，回校后，组织全校教师学习凯洛夫的教

育学，开始改变教学中缺乏党的教育理论的指导的状况。在

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鼓舞下，学生中开

展了为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学习的活动，学校形成了勤恳学

习，积极锻炼的生动活泼局面。

一九五五年，初中招收了两个加授蒙语文的蒙生班，成为

蒙汉合校。在此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共计招收了19-'／-初中蒙

生班，14个高中蒙生班。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三名教师受到批判，其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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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被错划为右派分予。一九五八年存，在“宝【专辩论”t}t，又

对儿名教职工进行了重点m-t1．，d,：．0，拔了“白旗”，师生团员中

有一部分受到了不应有的处分。秋，根据上级要求，二十余

名教师被调出二中。

是年，全校共有3i个班，』e中初巾20个，高r{，11个，在

校学生1 500余人，；教职工l 00多人。

一九五．王i年，学校被评为呼市和l勺蒙的先进单位，一九

六。年出席了全圆文教群英会：

--j乙六。年，被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申学和实验中学

五年一贯制的试点学校。

为了加强重点中学的师资力量，在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和肾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对教师队伍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l 30余人先后调入本校，他们{醍快成为教学上的中坚。

在教学方面，五年一熨锚i教改实验，墩得了成功的经

验i在狠抓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提高教学质

量方面也取得了}!}_j显效果。

在思想工作方i可，虽然施⋯左”的影璃，强谢贯彻“阶

级路线”，挫伤和压仰了部分师生的积极性，但绝大多数师

生政治热情很高，教师教学千分沃真，教研组经常是深夜灯

火通明；学生学习刻：占认真，～丝不苟。各项活动，井然有

序。

一九六五年，因为高中教改试验班与高中普通班同时毕

业，班级有所减少，年底全校稚初中12个班，高巾7个班，

学生近予人，教职工j00余人。
’

。

一九六五年七月，市委派：C作组进驻学校搞面上的“匹

：爵”，实际起因是有人认为二rp存在着打击革命干部子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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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是‘‘严重的阶缓沣铺的表现”之一．入秋，正式转为教育系

统的一个“四清”点。在摒发批判韵过程中，全盘否定了解
放以来二中的工作。顾、达、陶三位校长都被当作修正主义

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批

判；一部分有政治历史或这样那样_问题”的教职工被认为

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大批青年教师则成为”被他们拉拢腐蚀

而成了修正主义的接班人”。对干部和教职工的这种错误分

秽亍和估计，为“文革”中干部和教职工遭受严重迫害提供了

“材料”。一九六六年六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工作队不但无法控制学校局势，自身也势将受到冲击，于是

将“四清”中“揭发”出来但并未核实的“材料”透露给了

“红卫兵”。以至“文革”期间，全校60％以上的教职工遭

受各种形式的批斗和迫害。八月十五日的“红色恐怖”，一次

就武斗学校领导和教职工30余人，并送逊了“牛搦”，不久

又扩及学生。先后有3t0名师生致残，两名教师含冤入狱，其

中一名冤死狱中；20多名骨干教师被迫先后离开了学校。一

场劫难，使二中元气大伤。

一九六八年初，学校成立第一届“革命委员会”，子英同志

任主任。她虽然竭力维护党的政策，但常常被斥为“右倾”。

尽管如此，于英同志还是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

些教师和职工，受到大家的尊敬。

八月，全市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大多数在校学生

被动员去农村插队或去兵团，同时，第一批工宣队进驻学

校，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所谓“挖肃”运动，大嫡

逼、供、信，又一次掀起了武斗风。一批教职工被打成“反

革命”和“内入党”。达木仁副校长被打成“内人党支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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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要他交待“同党”，进行了严刑遥供，身体遭到严

重摧残，但达木仁同志始终坚持不屈，不咬不攀，受到大家
的尊敬。

一九七。年以后，广大教师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教学，

不理睬“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等论调，逐步恢复教学秩序。

虽然“四人帮”曾掀起“反复辟”、 “反回潮”、 “批林批

孔”等恶浪，但绝大多数师生的态度十分冷淡，进行了公开

或半公开的抵制。

一九七四年，建成了4000平米教学大楼，教学班级开始

大幅度增加，到一九七六年，全校发展到65个班，其中初中33

个班，高中32个班，在校学生共计2900余人，教职工200余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翟进瀛和王金石两任校长积极贯彻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平

反了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大地调动了广

大教职员工的极积性，教育教学质量得到较迅速的提高，多

次被评为呼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先进单位。

一九八O年，学校被内蒙古教育厅重新确定为内蒙古自

治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

从一九八O年以来，教学设备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新

建了电化教研室和计算机房，装备了闭路电视。对图书也进

行了整理和充实。一九九二年建起了实验楼。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五年、一九九。年共盖了五个单元七十九户教职工住

宅楼，多数教工的住房条件也得到改善。 ，

一九八四年，市政府和教育局根据干部“四化”的要求

和体制改革精神，对学校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实行

了校长负责制和教职工聘任制。本着“精神鼓励与物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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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相结合”的精神，对聘用职工发放岗位津贴，学期末，对

成绩突出者发放优秀工作奖，把干与不干、干好千坏的区分

开，这样，调动了教职工的积极性。

一九八五年，在全市中等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中，学校被

确定为单一的重点高级中学，规模为30个班，初中停止招生。

由于高中平行班数扩大，为加强德育及教学管理，学

校把教师的办公形式由教研组改为年级组，实行学校、教导

处、年级组三级管理。

为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一九八五年起每年招

收自费班两个，100名学生。高中每个年级达I 2个班。-Jh

九O年，试办超常少年班(中学学制四年)。

一九八六年，由于领导班子团结，全体教职工的辛勤劳

动，在教育体制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取得较为突出的效

果，学校被评为教育系统、呼和浩特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三级

先进集体，参加了呼市、内蒙古两级劳模会。

‘一九九。年以后，学校加强了对教育教学过程的管理，把

教育教学成果与学期末的综合奖挂钩；把教导处分为教务处

和政教处；增设教学指导室，专司教学指导和教学研究工作。

目前，学校正在向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方面继续深

化，努力强化育人环境，以管理促进教育教学研究，并通过

教育教学研究，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二中的教育教

学水平再上新的台阶，争取在短时期内，使二中成为“全市

中学生最向往的学校、家长最放心的学校、最受社会欢迎的

学校”，争取在本世纪末达到全国一流学校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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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干部与教师

‘第一节 干 部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奋斗中学，校长一职一直由傅作义先

生兼任，实际校务由校务主任主持。先后担任校务主任的有王

克俊、郭揽青、斯仙舟。陶船宗等，都是当时教育届较有办学

经验和较有影响的人士。一九五。每三月，奋斗中学由北京

迁回归绥时，校长为郭揽青。教导主任为孙金铸，副主任为

韩明运，总务主任为王丕烈。一九五二八月，私立奋斗tp学

由人民政府接管，后改为归绥市第二中学，绥远省文教厅派

江波任校长，郭揽青留任副校长。

郭揽青，山西曲沃县人，早年毕业于山西省立第一挪范

学校，一九四三年应傅作义先生之邀，到奋斗中学工作，主

持奋斗中学校务和任二中副校长前后十五年，以校为家，治

校严谨，工作有条不紊，对奋斗中学和二中的校务建泼多

有贡献。一九五八年调呼市师范学校工作。一九，，＼六年去世。

江波同时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他一方面按照党的“团

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发展党、团

组织；另一方面组织师生进行建设薪学校秩序的工作。一‘九

五四年秋，江波调职，赛西娅任校长兼支部书记。内蒙古自治

区教育厅同时派顾世纯来校协助校长工作，很快任命为副校

长。同年，赛西娅去旅大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网校后，组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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