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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起止时限：上限1969年，下限1999年。

2、体例：本志采用记、传、录、考、图、表、照为一体，以记为主。用章节体，节

下设自然段为框架。

3、纪年：本志用公元纪年。

4、数据：本志各项数据以教育局，国家统计局和本校可靠数据为准。数据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叙。

5、人物：已故人物按卒年为序o

。6、称谓：人名不加称谓，校名用简称。

7、文字：行文中一律按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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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志编写成员合影

1993年7月29日洪灾后的场景



现在校

园场景

学校部分荣誉证



1999钲

冬季运动

会开幕式

袁萍老师正在进行讲课比赛



初二学生正在开启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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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家早已提出科教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决策。学校是培养人材

的阵地。泉水中学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编纂出版校志，旨在存史、资政、

育人，为上述国策努力奋斗。

编写<泉水中学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着实

事求是，尊重历史，秉笔执书为原则，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遵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编纂的。这本校志以泉水中学

的创办到发展壮大等一系列的实际变化，用翔实的史料，确凿的数据，洗炼的文

字，简便的框架，全面而系统地记载了泉水中学的历史和现状。充分反映了泉

水中学全体教职员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

和当地人民大力支持下发扬红烛精神，辛勤耕耘，哺育桃李的光辉实绩。

泉水中学的创办，发展到现在，体现了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教

育部门对教育的关心，老师们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凝聚了泉水人民的无数心血。

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的杨绍州，1993年7月29日抗灾救灾的孙东海、杨兴

雄、刘继湘、吴俊兰、邓瑞清，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业务水平的“三沟通”学员郭

秉衡，分别受到县委、县人民政府和教育局的表彰，他们为泉水中学的发展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泉水中学不愧为人材的摇篮。现任眉山军分区军事参谋的刘文全，现任犍

为县人民政府台办主任的吴景元，现任昌都军分区军事参谋的周玉明，犍为县

有名的私营企业家杨朝林，现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小车司机的陈天华等

正是泉水中学培养的典型人才。

校志的问世，来之不易。志是一面镜子，照照我们的过去，看看我们的现

在，想想我们的未来，大存裨益。望能使全校师生，广大读者，教育同仁都喜爱

它，使用它。为犍为县教育事业跨世纪的发展，做出更大的新贡献，谱写更加辉

煌的新篇章。特此为序。

校长 胡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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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泉水中学座落在泉水镇街道西面小河边，占地面积6210．7m2。建筑面积为

2649m2：教学楼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正规教室8间，建筑面积700m2；综合楼一

楼一底(办公室、实验室、仪器保管室)，砖混结构，面积330m2；男生宿舍，砖木结

构，面积lOOm2；女生宿舍，砖木结构，面积128m2；师生食堂，砖木结构，面积

60m2；公厕，砖木结构，面积35m2；图书室、阅览室、音乐室，砖木结构，面积

144m2；教工住宿楼2层16套，砖混结构(无卫生间)，面积594m2。

学校1999年底，有教学班7个，学生354人(男生181人，女生173人)。教

师22人(公办21人，代课1人；男教师12人，女教师10人；专科以上学历16

人，教师达标率为72．7％；中级职称7人，占教师人数的31．8％)。工人1人。

临工4人。

学校已建成县级文明学校、卫生单位、校风合格学校；劳技教育1991年获省

教委优秀奖；1998--1999学年度教学质量获县同层次学校第一名，全县第八名。

泉水，原本不ⅡL{泉水。相传很久以前，五通桥区桥沟镇的老龙坝的石岩洞

里有一巨大的孽龙，有一年夏秋之交，正是谷黄米熟之时，这条龙想出洞乘岷江

大水之机沿江而下进人大海，可刚伸出头部，胡须扰了几下，便践踏了老百姓成

片的庄稼。龙的这一行径天理不容。雷公菩萨将龙的下颌打掉，击毙在洞中，过

了一段时间，其尸骨腐烂后从龙的尾部——泉水场东北面的路边石缝中流出，

颜色为淡白色，气味似臭鸡蛋味，这种物质流进田里，对庄稼的生长有较大的影

响。农民春季患上粪毒，只要在里面浸泡5分钟，粪毒自然就好了。普通老百姓

称之为硝水(实则为含量较低的硫化氢)。当时有学识的人根据这一独特的流

水将此地名改为白水乡。这个地名用了很久。到清朝末年(光绪年间)泉水的

有识之士根据“白水为泉”和泉水河的十三股泉水终年不断，故将白水乡改为泉

水乡，泉水由此而得名。
‘

泉水还有独特的地质。在离泉水场约3km的西边雷家槽有一八卦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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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处都有一种八卦石(此石形状为规则形的八角十二棱)，这种石头挺硬。大

的有手母指大，小的直径达3—4棚托。这种石头能将毛玻璃按要求划开。

泉水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山乡。资源和物产都十分丰富。

自然资源中，有最原始的植物——桫椤，遍布于苦竹林村、双山村的沿河两

岸，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考价值。前来观赏和拍照的人络绎不绝。有经济

价值很高的香樟树，每年来泉水烤香樟油的人接连不断。有生长于热带的大榕

树，春夏时季为泉水街道的风景配置了一片绿色的纱帐。有一个天然的龙潭

——黑珥凼(离泉水场约3km的西南方向)，终年都保持半潭碧绿的潭水，在她

的附近有典型的喀斯特地形，且有著名的响水洞，杀牛洞，女珥洞，羊珥洞，穿山

洞等石灰岩溶洞，为泉水的旅游圣地，凡来泉水的远处客人都不免要去旅游一

番。有无数重峦叠障的圆顶山包，站在泉水和海云的交界处——龙门坎俯瞰泉

水，便有“千块螺丝下海”的场景出现在你面前。有享有名气的张二旅长的陵墓

座落在翠绿的柏树林中，前去观赏的人不计其数。如果在空中拍一张泉水的空

间照，真是美丽极了，会使来泉水的人留恋往返的。

矿产资源中，以煤、石灰石、石膏储量丰富。煤的储量在1500万吨以上(已

开采半数)。石灰石储量达140亿吨以上，现正在开采中。石膏的储量在500万

吨以上，现已投入开采。此外还有石油矿石(1958年曾在泉水的水子坝建过石

油厂，只是含量较低，1960年停办)。

物产方面，泉水以盛产水稻、玉米、黄豆和麦类为主，尤以黄豆享誉乐山市。

此外茶叶也是泉水的特产。其苦竹林村灯泡寨的茶叶曾是皇上贡品。水产品

也较出名，泉水鱼是水产品的杰出代表，人皆喜欢。只因环境遭到破坏，这些珍

贵鱼类无生存的空间，已基本灭绝，近年来，农村大量搞养殖，鱼类的市场供应

基本满足。

这，既是泉水人的自豪，又是教育学生热爱家乡的好题材。

新政，原无新政。1954年土改时，将泉水乡的贾坝村，牛骑村和石溪乡的天

生桥村，李湾村，双山村组建成一个乡，取名新政乡。政府机关设在现在牛骑村

四组的牛骑坝。建立人民公社时与泉水合为·个乡。1962年又将原两乡分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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