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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化中学校志

四川化工总厂子弟中学编



序 言

现代文化者的生涯中，蓬勃美好而又难以忘怀的黄金年华莫

过于中学时代了。一个人在“而立”之年，免不了回首往事，查

验自己走过的足迹，以辨拨前进的方位。同理，当一所中学诞生

三十周年时， 自然也应回顾历程，以昭示未来．，这就是我们川化

子弟中学编撰这本校志的初衷。

百年树人、教育为本。现代化建设依赖科技进步，科技靠人

才，人才靠教育。这个反应链证明，教育是成事、利家、兴国的

基础，是商品经济竟争的根本手段。而中学，则公认是教育的关

键环节，它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毋需赘言，中学无疑是人才成

长的土壤，青春萌芽的培养基，人生旅途的中转站。中学不普

及，民族文明素质上不去。中学如果办不好，、出不了“高．精、

尖’’人才。漠视中学教育，作为领导者是不明智的；作为教育者

是有愧的；作为家庭是遗憾的。．

四川化工总厂子弟中学同主办厂的命运休戚相关。它始建于

六十年代初，为因陋就简．艰苦创业阶段；成长于七十年代申，

属经风历雨、顽强生存阶段；成熟于八十年代里，是求实创新、

发展健全阶段。三十年来，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弓!下，我厂历届领

导班子高度重视，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团结自强，全体职工积极

支持，工厂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诸要素，使子弟中学不

断发展．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工厂和社幺培养了数千学子．学

校由初中到高中，从侧重解决职工子女就读问题到顾及多出才

人．从普通中学到省级重点中学，一步步向前迈迸。其间，倾注



了老师们大量的心血和汗水，贯通了学生们的主动性和辛劳，融

汇了创业者许多创造力和智慧。通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教学相

长，我们终于有了象样的校境、优质的师资，可贵的校风，合格

的产出。当我们循着校史的主脉络诊断时，必能感受到该校充满

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 ，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后，我们在教学环境和条件，教学

手段和方法、教学水平和质量等方面，还有待不断完善与提高；

在教学重点上，要夯实初中?突出高中；在学风上。要更加尊师

重教，勤奋求实，精益求精；在教育改革上，要勇于探索，拓出

厂办校的特色，推出自己的“拳头产品”0总之，要坚定不移地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四有簟

新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相信三十年以后的川化子弟中学“会当凌绝顶”，成为企业

普通教育的一流学校。

愿它永葆其美妙的青春!

谢述均

，一九九O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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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教学楼

●随著改革开放深入，瞳着Ⅲ化总厂建

设发展，川化中学旧貌换新颇．昔日陈旧

的教学棱旱已无影无踪，不断矗立起来的

叠一幢幢崭新的教学楼． 、

在1990年10月4 H命名大会上(见封

二第①图从左至右)有青白江区教育局局

长钱克昭同志，总厂剐厂长雷子良同志．

市教委副主任刘虹书同志，省化工厅教育

娃赴长肖芳权同志，总厂厂长谢术喜同

志。省教委剐主任王可植同志，总厂党委

书记冉孝伯同志．市教委中教一处处长张

萌生同志，总厂酣广长谢述钧同志．

1990年高中部教学樱

●计捌子1092年完全竣五曲拳拉蕾靛

泣惑疆蠢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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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90 川化中学建校oo周年

@地理课堂教学

@X术课教育

@学军活动 ●三防教育

一代炎黄子孙．

_!弁．学三j墨；；祖国召唤我们『．正在成长的新而我们却在知识的海洋中邀游。在理外我们学军我们象海绵一样暖着知识，虽然这里天地有限，●我们m双手创造窗喇儿净的课堂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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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四川化工总厂子弟中学全体教职工：

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这些都表明教育工作是何等的艰辛，

从事教育工作又是何等的光荣。

信

又云“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对国家，民族是何等重要●

JII化子弟中学建校三十年了，随着时代的步伐，随着川化总厂‘

的兴旺发达，川化子弟中学也倍尝了创业的艰辛，体验了发展壮大．

的欢欣。作为基础教育，中学阶段的教育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

年轻一代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关键阶段

之一，地位十分重要。三十年来，子弟中学不负众望，为工厂的发．

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建设人才，作出

了可贵的贡献。 ．
．

为此，‘我特向三十年来辛勤耕耘的教师与员工们表示崇高的敬

意和亲切的慰问。向关心和支持子弟中学教育的各级党政领导表示

衷心的谢意。 、。

“

．

祝愿子弟中学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候，能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川省化学工业厅

刘资甫

一九九O年八月二十二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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