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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初古田县立中学在凤埔凤岗山校园示意图

50年代中期古田一中在旧城龙首山校园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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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古田一中在新城松台山校园平面图



序 一

本校首部《校志》修成出版，令人欣喜。

福建省古田第一中学建校60年，始创阶段，办学维艰；新中国建立，

使旧校获得新生；“文化大革命"动乱，教育遭摧残；改革开放新时期，

给学校带来生机，不断取得发展，成为闽东首所办学水平一级达标学校，

并正为争创全国示范高中而锐意进取。60年风雨历程，有600多位教职工

先后在这里教书育人，近3万名校友相继从这里扬帆启航，在各自岗位上

创业成才。这部《校志》立足校情，以党的教育方针为主线，以办学特

色为重点，较为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本校在不同时期办学历史和现

实。全志35万字，内容全面，设十章以及概述、大事记、附录等，详略

得当，重点突出，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本校60年来教育教学的成

就和失误，总结办学经验，揭示教育发展规律，是一部较为完备且符合

志书体例的校情工具书和科学、严谨的部门资料性文献，也是本校一项

开拓性的系统文化建设工程。

原国家教委在80年代就提出： “在今天，看一所学校是否办学有方，

有没有一部完整的校志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本校60周年校庆快要来

临之际，谨以这部《校志》作为学校华诞献礼，它将为“存史、资政、

教化”发挥有益的作用。

首部《校志》来之不易。它既是6 o年来历任老校长、老教师、老员

工、历届校友和在校师生集体劳动的结晶，又有赖于原县政协副主席、

新编《古田县志》主编、本校退休的高级教师李扬强两年多来的辛勤撰

稿， 《校志》顾问一一本校首任校长陈祖泽，特级教师、原副校长黄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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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和高级教师、原教务主任倪可源的具体指导以及《校志》编纂委员会

成员江元堂、黄唏、黄宗祥、吴彩润、姚锡奎、苏光东、丁述榕、陆德

舜和原校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余淑珍，校政教副主任丁余芳等人的通

力审核；还有《校志》工作人员林升升、邹鹤娟等悉心摄影、录排。并

承蒙上级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的关心指导，还特请原省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编审、辅导处处长何明才先生作了精到审改，使志书质量进一步提

高。更令人感奋的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于

光远在首都北京欣然为本校校志赐墨题签。

借此《校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于老表示深深的敬

意，并向诸位领导、专家、学者和修志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敬

请读者对本志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宝贵意见，以备校订。

古田一中校长胡嘉谋

2003年10月



序 二

本校建校60周年诞辰前夕，首部《校志》编成行世，谨致贺意。

这部《校志》内容丰富翔实，指导思想明确，纲目安排合理，文字简

练畅达，记载60年来办学历程，有特色，有新意，是一部完备而鲜明的教育

教学的志书。我以开校老园丁得以亲眼翻阅，心中感到特别亲切而高兴万

分!

回首60年前，抗日战争如火如茶，河山破碎，生灵涂炭，学校在烽火

中诞生，筚路蓝缕，艰难缔造的情景，与今日规模壮大，成为闽东地区首所

一级达标学校，并向争创全国示范高中而进取的局面相比较，真有天壤之

别，心中又无比感慨。这60年的巨变，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学校的发展要

有二个因素：一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引导，二是学校的优良校风。一批批

勤奋善教、学养有素的教师队伍，怀有敬业奉献精神；一代代忠勤奋进、刻

苦向学的莘莘学子，形成努力学习风气。全体师生员工，讲正气、讲学习，

团结、协作、忠勇、勤劳、进取，为一个共同目标一一培养全面发展，有理

想、有道德的建设人才而奋斗。

追昔抚今，我心潮澎湃，感动不已，因填《沁园春》以缀文末。词日：

邑序开元，铎振闽东，校庆六旬。忆凤埔创始，荷锄苦读，龙山迁建，

利废推陈；北庙驱狐，陈祠留燕，辟得新园忘苦辛。东方白，喜红阳普照，

古邑回春。

中枢教策英明，先贤过文风一脉承。望翠湖焕彩，新城展翼，千林化

雨，九域传芬；一级标登，高中示范，世纪宏图日日新。隆庆典，展万言首

志，又树文勋(本词按<汇南新韵》而作)o

首任校长、九二老园丁陈祖泽

2003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系统地记述本校在不同时期办学历史和现实，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题篇和附录组成，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照片。全志横排竖写，设章、节、目等层次。记述时，立足校情，面向师生，

突出办学特点和时代特色。

三、本志上限自1943年创校之始，下限至2002年，少数内容延至2003年。

四、人物章收录本校历任校长、部分老教师、部分在职教师以及部分校

友，同时设“先进代表录"专节，特载不同岗位的代表人物的先进事迹，以树

典型。

五、文中专有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文化大革

命"，下简称“文革’’；文中“新中国成立”是指“1949年105 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文中“40年代”、“50年代”等是指20世纪时期。

六、历史纪年，统一用公元纪年。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

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的数字，则用汉字；

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校各处、室现存档案和采访收集的大量书面、

口碑资料，均考后入志，除个别注明出处外，余不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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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福建省古田第一中学，是宁德市一所山区普通中学。建校60年来，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成为有资格向全国高等院校保送新生的全省40所重点中学之一，曾被列入全省第22所、全区首所的办

学水平一级达标和免予参加全省高中会考的学校。1990年以来，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

办学条件和质量方面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相继获得省文明学校、省普通中学教学常规管理先

进集体、省计算机教育先进单位、省先进教工之家及地区校建设活动年先进集体、市先进党支部等

荣誉称号。1943—2003年，先后在校任职的教职1677人，学校培养了高、初中毕业生26725名和师范

毕业生514名，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历年应届合格新生5965名。跨入21世纪，学校为争创全国示范高中

而锐意进取。

f，一、
＼一／

古田一中为原古田县立初级中学和私立玉田高中合并而成。县立初级中学雏形为1926年创办于旧

城吴氏花园的古田文峰初级中学，1934年停办，1943年重新创办于风埔乡凤岗山东麓，1945年迁到

旧城龙首山；私立玉田高中系1947年赖侨胞和地方人士一举创办于龙首山。两校一址，1952年合并，

命名为古田县中学，成为全县首所完全中学，1953年改用今名。1958年校址随县城搬迁至新城南郊

松台山，重新建校。历40多年风雨，经几代人前赴后继努力，校园从勤俭草建，不断拓展，焕然一

新，占地面积6．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6万平方米。校舍崭新俨然，宽畅舒展，衬以绿树成荫，

芳草如茵， “风景这边独好”。尤其是近年来，学校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致力办学条件的改善，校

综合办公楼、艺术馆、教师单元住宅楼、学生宿舍楼和新食堂相继建成。学校还建成多媒体的电脑

网络教室、电化教室、语音专用教室以及教师电子备课室，建成校园宽带网和闭路电视系统、演播

中心和图书馆电脑管理网，并为每间教室配齐大彩电，为每位教师配备电脑，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

件。学校借全区中学校园建设年之机，对校园“三化”(绿化、美化、净化)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

在教学楼、办公楼、教师宿舍楼前花圃改植马尼拉草皮，添植了观赏花木，设置了园林休闲景点，

在校园主要通道安装了宫廷式路灯，安放了不锈钢卫生箱，竖立了“开启未来”的巨型醒目雕塑，

校园面貌日臻完美，形成了环境育人的浓厚氛围。学校根据一级达标标准配齐了理化生实验和体美

音卫生设施，添购图书达11万册，生均46册，基本满足了教育教学需要。

60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古田第一中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进程。40年代，学校初创，教职员仅

16人，学生200人，设5个教学班，权借小学校舍开学，一切因陋就简。时教师愁于生计，学生囿于少

许殷实之家子弟，学校在困境中苦撑。新中国成立给学校带来新生。县人民政府接管学校，教育经

费主要由县财政拨款，教职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大批工农子弟进入校门。校教育工会、青年团支

部、少年儿童中队先后成立。1956年中共古田一中支部成立，领导师生员工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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