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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省委书记胡菖圜、原市委档记侯伍杰、市长薄应贤和原局党委书记赵芝田、局长万宝成为我校新教学大楼剪彩

集团裂；i；：呙竿黎毳裹i嚣箨在。集团公司领导陪同下来我校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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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典范。

《洪城河小学校志》作为我市第一部企业办学的教育专志，历经数

月的紧张工作，详查史料，重访故旧，辛勤笔耕，数易其稿，众手成志。它

的问世，是我市教育界又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洪城河小学校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汇

集了建校以来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资料，较全面而翔实地记述了学校发

展的历程，客观地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办学状况，展示了五十年来取

得的办学成果。为学校再创辉煌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同时，也是献

给洪城河小学建校五十周年的一份珍贵礼物。

五十年沧桑巨变，五十年成就斐然。

洪城河小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经历。她诞生于阳泉矿务局成立之

际，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和煤炭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地成长壮大。经过学

校几代教职工的呕心沥血、努力奋斗和阳泉矿务局历任领导的关怀与

支持，洪城河小学形成了优良的校风及深厚的文化基础，为国家和矿山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特别是近些年来，学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在我市乃至我们省有较大影响的示

范小学和具有特色的优秀小学。

基础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打好基础，

全面育人是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希望基础教育工作者从洪城河小学

五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吸取经验，进一步转变观念，用现代教育理念构建

学校教育，切实把学校办好，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

2000年5月



凡 例

一、《洪城河小学校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秉笔直书，实事求

是地记述本校创建、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

二、本志上自1950年建校，下限1999年底。全面反映学校发展过

程，重点记述兴学育人和教育改革。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部分构成，采用章节体，卷首

设概述、大记事。概述纵览全志为经，大事记撷英选萃为纬。以类系事，

以时为序，横排竖写，以志为主，传、图、表、录散见其中。卷末附修志始
．J-

—衣。

四、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文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五、本志以语体文为规范，采用第三人称记述，文字表达力求准确、

朴实、简练。

六、本志纪年一律以公元纪年为准，计量以1 984年2月27日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七、人物章分传略、简介和名表，生人不立传，只作简介。简介包括

历任校级领导、获市级以上模范称号的离退休教职工。校友中包括副县

(处)级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副高职称以上的教师、学者，省级以上文化

艺术协会会员的文化界人士等。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学校有关部门整理提供的史实资

料及社会调查和口碑，入志时均经考证核实，数字以学校历年上报统计

表为据n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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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城河小学坐落在阳泉市城区与矿区交汇处’的洪城路。北依古城

遗址，南接北大西街，东邻阳泉宾馆，西通阳煤集团。，这是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创办的一所全日制六年制小学。一批批矿工子弟从这

里踏上升学深造的阶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洪城河小学建校以来，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置身于“特别能战斗”

的煤矿工人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艰苦奋斗，度过了

不平凡的50个春秋。五十年代，艰苦创业，初具规模；六十年代至七十

年代，马鞍形发展，曲折中前进；八十年代，全面发展，红杏出墙；九十年

代，向现代化学校迈进。

50年来，学校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积极开展教育教学

改革，在学制、课程、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和探索。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发展校园经济，加

强管理，大大提高了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学校工作全面发展，音乐、体

育、科普成为学校的三大特色。

学校被山西省教委命名为“山西省重点小学”、“山西省首批验收合

格的示范小学”、“山西省具有特色的优秀小学”。1994年，学校荣获国

家煤炭部授予的“标准化学校"称号。国家煤炭部中、小学标准化验收组

在评估报告中写道：“该校是一所办学方向端正、管理规范、教育质量

高、办学条件相当好的、初具现代特点的标准加特色的小学”。

1 999年，学校共有教职工11 1名，教学班35个，学生1 720名。教师

队伍年富力强，青年教师占任课教师的85％，大专学历以上的教师占

64．6％。学校占地1 7200平方米，校舍6882平方米，教具、仪器、音体器

材达国家教育部、煤炭部一类标准。

学校已步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向上
——1——



的喜人景象。

校名沿革 1 950年1月7日阳泉矿务局成立。在局党政领导的关

怀下，9月正式成立了阳泉矿务局机关职工子弟小学，随着历史的发

展，打着时代印记的校名相继为“阳泉矿务局机关职工子弟完全小学”、

“阳泉市平坦街第_小学”、“阳泉矿务-局机关小学"、“阳泉矿务局红卫

小学”、“阳泉矿务局红卫七年制学校”、“阳泉矿务局洪城河小学’’、“阳

煤集团洪城河小学”。
。

校址变迁 建校初期，学校借用局大院机关的一间办公室作教室。

1 952年迁至平坦街民宅牛家大院(也称老医院)西院。1 953年建成校

舍，在今矿一中大坡西侧，教育处办公楼南面。1966年8月迁入洪城河

新校址。1994年建成综合教学大楼，硬化了操场。

今日洪城河校园，红色的教学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丛中，镶嵌着蓝宝

石玻璃、白砖贴面的综合大楼，犹如开足马力劈波斩浪远航的“未来号”

巨轮，焕发出时代的朝气，充满了创造的活力。艺术墙_、科技长廊、德育

长廊、时事教育长廊、名人画像和名言、标语、宣传专栏蕴含着浓郁的校

园文化。宽阔、平坦的操场上，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传说中的古战

场，昔日乱石遍地、沟壑纵横的烂河滩，今朝成为孩子们的乐园，英才的

摇篮。 一

教改硕果 建校初期，学校致力于建立教学秩序，改进教学方法，

逐步走向正规化办学。之后，学校组织教师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加强“二

基”教学，改革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显著提高。1963年跨入省重点小学

行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师从“两个估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教改积极性空前高涨。随着教育体制整体改革的展开，教研教改步步深

入，承担了一些局、市、省、国家级的教研课题。在教学中，总结经验，引

进新思想、新方法、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实施素

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建立了科学的目标管理、质量评估体系和

高效的教学运行机制，形成学科课、活动课、隐形课成龙配套的教学模

式，构建了“第一课堂全面发展打基础，第二课堂培养兴趣育人才”的框

架，使教学改革跨入创造性发展的快车道。涌现出一批出席全国、省、

市、局的优秀教师和一批局级学科带头人、骨于教师。学生的智力、能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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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美术、书法作品、科技制作。文艺体育在参加局、市、省、全国

比赛中频频获奖。

科学管理 从建校伊始，学校就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把思想政治工

作与严格的规章制度相结合，规范师生行为，促进学校发展。经过历任

领导、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实践探索，总结积累，到八十年代末，各项

规章制度日臻完善，于1 990午编印‘了《管理工作手册》．，包括20多项规

章制度，29种岗位职责。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发展，现

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的引进，为加强和改进学校管理注入了新的活

力。进入九十年代，学校管理工作跃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新台

阶。常规管理有章可循，维护了教育教学秩序的稳定；目标管理，使学校

各项工作纳入质量标准——检查考核——激励机制的程序，形成层层

有任务，人人有压力，件件抓落实，项项有考核的工作局面和催人奋进

的竞争氛围；广泛参与，民主管理，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增强了师生的

主人翁思想和参政议政意识，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精神，使管理工作植根

于深厚的群众基础。 ．，-

管理工作的不断改进和加强，出活力、出效益、出人才、出成果。党、

政、工、团、队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表彰奖励，德唷、教研、综合治

理、卫生、绿化、电化教育、校办工厂、文艺、体育、家长学校、学前教育、

教学设备、国防教育等项工作多次受到局、市、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表

彰奖励。

辛勤耕耘 洪城河小学的50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

业不断进取的50年。

50年来，历任领导爱校如家，励精图治；广大教职工辛勤耕耘，无

私奉献。洪城河小学这棵常青树，植根手矿山丰腴的沃土，在各级领导，

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悉心呵护下，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天地转，光阴迫”。新老交替，人事更迭，但敬业精业，为人师表，进

取奉献，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常盛不衰，代代延绵。历史将永远铭记为

洪城河小学发展壮大作出贡献的每一个人，他们的英名长在，业绩永
J

仔。

桃李芬芳 50年来，上万名学龄儿童在洪城河小学受到良好的启
一3一



蒙教育，为他们升学深造，做人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中不乏佼

佼者，有的成为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的成为专家、学者、企业家；有的

成为党政军干部．。有的活跃在山城矿山，有的走向祖国四面八方，有的

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舞台。他们或播功德于一方，恩泽百姓，报效祖国；或

学有专长，事业有成，扬名四海，都为母校赢得了荣誉。

经验可鉴 50年来，丰富的实践活动，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她是

付出代价得来的精神财富，值得珍视和运用，这些经验择其要概括如

下：

一、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思想政

治工作落到实处，加强道德品质教育，重在育人。

二、认真学习领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

学校实际出发，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搞

事业，不跟风，为学生着想，不追名逐利，防止“左"右干扰。

三、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高扬改革的主旋律，积极发展校园经济、

校园文化，统筹兼顾，促进学校各项工作协调发展。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从多方面关心和爱护

教职员工，努力提高教职员工的政治素质i师德修养、业务水平，知人善

任，用其所长，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尽力为每个人施展才华，成就事业’

创造条件。 ．

’

五、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壮大党的组织，从严治校，强化管理，调动。

校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办学合力，建立一个能启动办学活力的管理

体制。

教训颇深 50年来洪城河小学有长足的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也

有许多教训。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发生过“左”右摇摆。五十年代后

期，劳动过多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七十年代中期强调“政治建校”，

过多地安排学工学农，忽视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近几

年来，强调“安全”，失于因噎废食，必要的劳动，实践锻炼和活动也因顾

忌安全问题，少安排或不安排了。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发生过政治

运动扩大化的倾向，挫伤了一些教师的积极性，影响了他们聪明才智和

积极性的发挥。
——d——



回顾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祖国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改革开放

日益深入，我们处在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学校50年的发展为

今后的腾飞提供了一个高起点：优良的设施，丰富的经验，深刻的教训，

坚强的领导班子和年轻的教师队伍。一个充满生机和创造力的现代化

小学，在二十一世纪将更加辉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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