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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村中心学校《校志》序
中站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张贵红

百年风雨润桃李，世纪沧桑铸伟业。到2 008年，朱村中心学校已经

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百年来，朱村中心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校域面

积不断增加，办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老校焕发出了前所未

有的勃勃生机。

久远历史育栋梁。朱村中心学校始建于清光绪34年(1 9 08年)，始称

河内县崇实初等小学堂，后又十余次易名，从1 98 9年起，沿用“焦作市

中站区朱村中心学校”至今。创业百年，培育了无数的栋梁之才，为本地

区的解放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日新月异展雄姿。北朱村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为学校成长壮大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全村重视教育蔚然成风，村民对

教育不遗余力。上世纪8 0年代末村民们集资兴建了2座教学楼和1座办

公楼；2004年以来，村委投入300余万元，重新调整校园布局，对学校进

行大规模改造，新建综合楼，对原来的两座教学楼进行了重新整修，绿化

美化校园，向外扩建运动场，改造学校办公楼，新建多媒体电教室和微机

室等，使学校育人功能更加完备，校园环境更加优美，翻开了学校建设发

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

。‘

秉承传统铸新篇。近年来，朱村中心学校以“创现代化学校，育高素

质人才，‘争创农村义务教育示范点"为宗旨，以“立志善思，开拓创新’’

为校训，发扬“群策群力的协作精神，至精至诚的敬业精神，无怨无悔的

奉献精神，求真求实的创新精神，全心全意的服务精神”，自我加压，负

重前行，博采众长，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

欣逢百年校庆，出版《百年校志》，是北朱村和中站教育史上一件意

义深远的大事，特谨书数言，以表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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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学校校志，对积累和保存学校历史文化，研究教育现状，促进两

个文明(精神和物质)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人的千秋大业，为“资政、存

史、教育”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朱村中心学校校志》它记载了朱村中心学校整个教育发展的全过

程，它为认识、研究管理学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推进学校教育事业

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是这个道理。

编纂《校志》是一项百年大计，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业，必须当成一

件大事来抓。

本志在制定纲目，搜集资料，编纂撰写过程中，采编、撰写人不辞辛

劳，四处走访、咨询、了解情况、查阅档案，收集整理资料，夜以继日的

工作。根据按类编纂，依时顺序，坚持资料的真实牲、全面性。把所收集

到的分散的原始资料，照志书篇目要求，经过筛选、编排和鉴别，依年、

月、日的顺序，尽量以采录原文的办法，整理而成。
、

古为今用，功用史册，’《朱村中心学校校志》出书后，我们要认真学

>--j和宣传，研究志书的作用。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

时，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修志工作将不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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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朱村中心学校位于焦作市西郊，新洛公路北侧的北朱村西头。

一学校历史较悠久，建校时间可追溯到清朝光绪34年(即公元1908年)。’初建校

时，学校称“河内县崇实初等小学堂”，崇实：乃崇文求实也。初建校址设在北朱村西

大庙。+那时，学校规模较小。有清末秀才张瑞彩(字耀轩)任校董。张绍伟任校长，

教员有三人：(龙洞村人梁文斌和沁阳人及一东北人)。时有初小一、二、三、四年级

各一个班。每班约有二、三十个学生。开设国文、算术、修身、体育、图画等课程。

民国5年(1917年)，发知银140两，北朱村崇实学校分为东、‘西两校，由文化

绅士张思典任名誉校长。东校设在二街东头老奶奶庙内，由梁文斌负责；西校设在西

大庙(即现在校址)，由张同植负责。两校均开设以上同样课程，两校均有四个年级，‘

每个年级均有二、三十个学生。

，从民国15年(即1926年)开始，沁阳县北朱村国民学校更命为“沁阳县公立第

十五完全小学”。从这年开始。学校经费有四个来源：一、收缴学生学费，-按学生家庭

地银计算，二两银一等，半两银二等，不足半两银者不交费；二、县教育局每年给学

校拨款300余元；三、中福公司每年助款600到800元；四、校董理事会组织专门献

款若干元。 ‘．

!这个时期的教员薪金平均每人每月10至12元，、对教师实行聘任制，任用期为半

年(即二个学期)，开学送聘书，放假后教员在家等聘书，收到聘书即应聘，收不到者

即视为解聘。

民国18年(1929年)，学校建立高小班，张思典仍任名誉校长，张贯之任校长。

高小班开设语文、算术、珠算、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图画和公民(即现在之政

治课)。当时，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一个班，约有学生三百余人(除六个教学班

外，．还附设了_个女子补习班)o．有教员近二十人，其中还有一名女教师。这个时期

内，由于学校发展，校址小、房子少，村民们破除迷信，拆除村北老宫大庙一所，新

盖教室十二间。将西大庙改为高小部，南院为初小部，祠堂为女子部。

民国19年(1930年)因军阀混战，学校再度停办，时间不到一年恢复。

1938年春，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鬼子大举进攻华北地区，学校被迫停办直

至194．5年8月。 ．·

1945年8月8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秋末，焦作第_次解放，学校恢

复。上级派冯也夫(中共党员，博爱水运村人)任校长，成立北朱村中心小学，下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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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朱村，沙丘、小尚、大、六家作、老君庙、鹿村。有教员八人，学生一百多人。开

设语文、数学、唱歌课。

1946年秋，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八路军作战略撤退，备战上山，学校终止，直

到1948年秋。

1948年9月，北朱村第二次解放。当时，在村里有几个有文化的人的商议下，学

校又重新恢复。有教员四人，学生四、五十人。教员多系尽义务。第二年6月，上级

派焦本敬等任教师，焦本敬任教导主任，属小尚中心小学管辖，校长是唐全佑。当

时，．经济条件非常困难。学校只有五个年级三个教学班。一、二年级为一个复式班，

三、四年级为一个复式班。另设一个补习班，共有学生五十人。教室设在张家祠堂

内。那时没有教学经费，笔墨纸张等各种教学用品全部由中心学校发给；教师实行供

给制，．每人每月工资折合小米一百到一百六十斤。当时张子琛任村支部书记，张林任

村长。对学校工作非常支持，组织人力为学校修补教室门窗，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学

生由一1948年秋五十多人上升到1950年春的二百多人，分初小一、二、三、四年级，

外加一个补习班。1951年春，博爱短师班招生，本校补习班前往应试的十六人，录取

十三人。在前十名中北朱村占六名，且前三名均系北朱村补习班的学生，这种优异的

成绩受到了表扬。

1952年春天，上级派董天文为校长，后派王德俊任教导主任(实为副主任)，将

原有的初小改为高小。半年后，董天文调离，学校由焦本敬负责，当时已拥有教员十

几名，教师开始实行工资制和公费医疗制度。教师每人每月平均工资三十来元。

1953年，王静海来校任校长，北朱村划归焦作矿区管辖，校名随之改为焦作矿区

北朱村完全小学。这时有教师十几名，九个教学班，学生四百多人。

1956年到1957年，发展到十三个教学班，教师发展到十五、六人，学生有六七

百人：

’． 从1953年到1957年，几年内，由于广大教师加强业务进修，教学水平不断提

高，几年内每年小学毕业升初中基本上保留在百分之五十以上j 1956年全面整风开

始，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本校教职工也参加了反右斗争，由于反右扩大化，最后在

十几名教职工中划了张仰之、詹相广两名右派。

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加上1958年的公社化，师生全部食宿在校，紧跟着就是三

年经济困难时期，学校教学秩序紊乱了。

1962年逐步渡过3年经济困难时期，学校教学秩序相对稳定，教学质量也随之提

高。1960年校长许来德调离。冯庆言调任教导主任，后提为副校长。1962年到1965

年间，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当时，教职工增加到近三十名，工会、共

青团、少先队工作井井有条，有力的配合了行政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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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冯庆言校长调离，上级派许来德任校长，张子俊任教导主任。

1965年5月，中共“516"通知发表了，紧接着又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再加上村里某些人的鼓动。北朱村

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先从学校点燃。红卫兵到学校，先查抄了部分教师的家，．又搜查

全体住校教师的宿舍，掠走了不少书籍，又将三名所谓出身不好的教师拉到大街示

众，-股乌烟邪火从学校上空升起，广大教职工不知所措，人人自危，不敢怒更不敢

言。自此，北朱村学校进入了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75年的批

林批孔运动。这个时期内，学校领导更换频繁，但无论谁到这个学校，都无能为力，‘：

上到教师，下到学生，无政府主义到处泛滥。1970年，张永镇被派到学校任教革委副

主任，1973年调离。姬生德调来任教革委副主任，直至1985年1月秦德佑任校长，

毛长发任副校长，沈壮海提升为教导副主任。

从1966年到1975年的将近10年时间内，学校各项工作基本上不能纳入正规，

“北朱村”成为令人摇头的单位，别村教师一般不愿意调入该校工作。’ j

1969年1月，学校设立了初中班，从此，变成了一所普通的7年制(后又改为8

年制)．学校。 一‘ ‘：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学校工作有了变化。但是，’像一个人一样，在患了一场大病以后，．身体长时

间得不到恢复。在建立初中的16年间，每年中考基本上都处于落后地位。，．
·：

⋯一．面对全国全省全市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北朱村学校近干名师生是不甘心落后的。

在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在党和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师生的努力下，‘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1981年和1985‘年中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1985年中

考成绩在全乡范围内名列前茅： ’·

‘．，，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开展了“五讲四美”、学雷锋树新风、’反腐蚀教育活动，对

学生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法制教育、纪律教育

和安全教育。学生中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

在教学工作方面，学校要求教师认真做好备、讲、批、辅四大环节。开展了．，抓

两学”(学习学生守则、学习文明班级和文明学生标准)“培两能”(自制能力、自学能

力)’活动。制定了教学方面的各种制度，师生劲头很足，奋力拚搏，为改变教学质量

不高的局面努力工作。 ’一

在体育卫生方面，积极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坚持两课两操两活动。近年

来，学校先后获得郊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中学组总分第一、第-an第三名j获得锦

旗、奖状和奖品．。

在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方面，十多年来，分别研制了“5406”菌肥、用煤矸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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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土氨水、土法制出了土霉素、自制了柴胡、黄连素、腥草等注射液，1976年又开

始了地震测报，多次在震前向地震部门提出预报意见，收到各级部门的重视和表彰，

青少年们不论严寒酷暑，坚持观测，特别是所观测的．“予08#”可以收到全球性6级

以上地震波，。成为全国有名的灵敏井之一，由国家地震部门验收并纳入观测网。19．79

年，．我校青少年利用废旧物资制作的科技作品在全国．，青科展”中获中学组三等奖及

纪念奖各一个，获河南省“青科展”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一个、纪念奖六个，1982年

科技小组被评为河南省青少年“学科学月”先进集体，并获得奖状和奖金。1983年被

评为河南省地震群测群防先进集体。1984年河南青少年“两小”竞赛中，我校青少年

撰写的科学小论文获三个三等奖，一个鼓励奖。

1984年3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技术顾问蔡维尼教授到我校参观指导，全校师生

大受鼓舞。 ．··

．‘1985年后，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彻底改变学校面貌，拆除学校原来的旧校舍，盖起

了南楼十五间两层教学楼。

1989年，由焦作市郊区，划归中站区管辖。上级直属单位，中站教委。

1989年，在村党总支书记，村长张守荣的倡导与主持下，多渠道筹措资金、集资

办学，全体村民集资46000余元，村委出资46．1567万元为学校建成了西楼三层，共

二十四间教学楼，并为学校打了围墙，．硬化了路面，绿化美化了校园，硬化了篮球

场，使学校成为了花园式学校，彻底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校园面貌，受到省教委

表彰“集资办学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学校被誉为“三星级”学校。1994年建成教

师宿舍楼六间两层j 1997年村委与学校共同投资】6000余元，建了语音室。1999

年，‘在村委总支书记，村委主任张令箭的支持下，投资30000余元翻修了学校的教师

办公楼。 ·
．’

1993年9．月，根据上级指示，将朱村乡西六村的初中学生都集中在北朱村学校，

实施中小学分离。·、 ：

、1994年9月张祥君任校长，陈太祥任教导主任。在村委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对教

学工作实行量化积分考核，村两委每年拿出4万元用于奖励教学工作成绩好的教师，

加上学校的严格管理，．学校教学成绩逐年上升．，由1994年小学毕业成绩全乡第七名，’

1995年上升为全乡第二名，1996年上升为全乡第一名，全乡语文前三十名，北朱村学

校占16名，数学前三十名，北朱村学校占14名。一直到2000年教学成绩都在全乡

一、二、三名。受到各级教育机关和全村干群的一致好评，在外校上学的学生纷纷转

入北朱村学校就读。

1994年以后，学校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少先队活动，吸收了一大批少先队员，．对学

生进行“五爱，，教育和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每年组织学生去博爱县柏山烈士陵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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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烈士墓前为烈士扫墓。1999年，被授于“中站区文明单位)Io 2000年朱村学区党

支部建设工作受到上级好评。

学校从1994年冬季组织了军乐队，篮球队等课外活动组织，“‘活跃了学校气氛，增

强了学生体质。每年体育达标检查顺利通过。1997、1998年被评为市级_国家体育达

标先进单位”。1998年荣获中站区小学生篮球赛第五名。．1995年中站区中小学运动会

获总分第四名，1997年获总分第六名，’1998年获总分第五名，1．999年小学田径选拔

赛第三名。1997年中站区小学生足球赛男女均获第一名，1998年足球赛获男子第二

名，女子第一名，1998年中站区小学军乐队比赛荣获区第四名。

1998年秋，乡中学及现在的“焦作市第五中学"建成后，-朱村乡一中搬到第五

中学，学校对校园进一步整理，美化校园，扩大活动场地，学校白筹资金，’’整修了

初中损坏的门窗，办公室，增加了果皮箱。学前班从校外搬到了学校，‘并增加了一

个足球场。

’1997年根据国家要求，北朱村学校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全体教师努力学习“六

种教育模式”，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大胆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建立以学生为主体，以

教师为主导的“师生双边教学关系，积极开展各项课外活动，使学生在德、智、。‘

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学校改为四十分钟一课时，每天五课时，增加学生课

外活动时间和自主时间，使学生个人特长得到长足发展，把学校办成“合格+特

长”的学校。
’

根据教学需要，学校近年来，逐步增加教学设备，在村委的支持下，学校仪器设

备和电教设备齐全。1995年省级“普九”检查验收合格。1999年被中站教委电教馆确

定为电教一类学校。

2000年8月孙士富调来任校长，马明智、张纯智任副校长，．张式风提升为教导主

任。张祥君被区组织部任命为朱村学区正校级协理员，陈太祥退休。在学校领导和村

委的结合下，2000年9月份村总支书记、村委主任张令箭投资2万余元为学校增加了

电脑、电视、打字机、VCD、录音机、音响等硬件设备。2001年村委投资l万余元翻

修了西教学楼与东家属楼，2000年、2001年、2002年村委为学校分别配置50余套课

桌凳。2002年8月村委为学校扩建操场，并建围墙60余米。2003年1月村委投资

4000余元为学生购买军乐队服装。2001年11月获中站区小学军乐队比赛优秀组织

奖。2000年11月中站区小学篮球赛获道德风尚奖。2001年12月中站区教职工拔河比

赛小学女子、男子分别获得第三名。2002年02月获2001年度教育宣传、信息工作先

进单位。2002年04月获中站区运动会小学组第四名。2002年06月获中站区六一书画

公开赛先进单位。2003年02月获中站区德育工作先进单位。

2004年乡党委副书记周占营代理村支部书记和村长，投资3000余元为学校教学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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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护栏增高，达到了国家标准。 一 。

．

2004年，省人大代表张小爱任村委主任兼任党总支书记，同学校领导一起商讨校

园改造大计，并于2004年3月确定校园改造的宏伟蓝图，2004年11月11日投资55

万元的一期教学实验楼工程开工典礼；二期工程2005年5月开始，先后投入100万元

进行了教学楼改造、校园硬化、修建围墙、校园美化等工程；2007年10月，村委投

资18万元重新修建了大门、门岗、围墙以及地面硬化；同年村委克服重重困难i先后

拆迁了十余户民房，建成了标准的200米环形跑道；2008年3月，村委又投入30万

元改造了办公楼、凉亭；2008年5月，投资5万元新建了多媒体电教室、微机室；如

今漫步校园，绿树点缀，百花争艳。一幢幢教学楼、二层综合楼、办公楼错落有致。

宽阔的运动场，宽敞明亮的教室，校园里勃勃生机。“远离喧嚣，宁静致远”可谓是

学校智慧性构思。更重要的是，作为读书求知的净土，孩子远离了许多不该接触的污

染源，使他们健康成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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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26——1927年

1927——1945年

1945——1946芷

1946——1948年

1948——1952年

1953——1958年

1958——1969年

1969——1979焦

1979——1989正

1 989——

附：建制沿革表

河内县崇实初等小学堂

怀庆府北朱村崇实学校

沁阳县北朱村崇实学校

沁阳县公立第十五完全小学

博爱县公立第十五完全小学

博爱县北朱村中心学校

学校中断

平原省博爱县第九完校

焦作矿区北朱村完全小学

焦作市郊区朱村完校

焦作市郊区北朱村学校

焦作市郊区北朱村中心学校

焦作市中站区朱村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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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o

1908年：学校前身“河内县崇实初等小学堂"’诞生。

1912年：国家颁发《壬子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废止读经。同年废县存府，学

名更名为吒怀庆府北朱村崇实学校”。

1913年：河南废府存县，将怀庆府改为沁阳县，学校随即改为“沁阳县北朱村崇

实学校”。

1917年：学校分东西两校，由文化绅士张思典任校长。东校设在老奶奶庙，西校

仍设在西大庙。

1922年：’国家颁发了《壬戌学制》，由杨子俊题写并刻石学校名称为“沁阳县北

朱村国民学校”。

1926年：“沁阳县北朱村国民学校”改名为“沁阳县公立第十五完全小学”，学校

经费由县教育局拨一部分，中福公司资助一部分，校董理事会组织捐款资助一部分。

1927年：博爱县从沁阳县析出建制，北朱村归博爱管辖，学校命名为“博爱县公

立第十五完全小学”。

1929年：学校开始设立高小班，张思典仍任名誉校长，张贯之任校长。

1938年春：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犯华北地区，学校被迫停办，直至1945年秋日

本投降。 、

1945年秋：日本鬼子投降，焦作第一次解放，学校恢复，上级派共产党员冯也夫

到校任校长。

1946年秋：3年内战开始，学校停办直至1948年秋。

1948年秋：北朱村第二次解放，学校恢复，村里派几个义务教师任教。学校名为

“平原省博爱县第九完全小学"。

1949年6月：上级派焦本敬等几个同志到校任教，焦本敬任教导主任，归小尚中

心小学管辖，校长唐全佑。

1950年：学校迅速发展，学生由1948年秋的五十多人发展N-百多人，设一、

二、三、四年级各一个班，外加一个补习班。

1951年春：博爱短师班招生，本校补习班应试十六人，录取十三人，且前三名全

是本校补习班学生。同年，上级派黄俊德至校任副主任。

1952年春：上级派黄天文到校任校长，学校重新设立高小班，7月，黄天文调

离，由焦本敬任主任。同年，学校开始试行工资制和工费医疗制度。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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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学校划归河南省焦作矿区管辖，‘’学校易名为“焦作矿区北朱村完全小

学”。3月5日，斯大林逝世，全国降半旗，师生参加追悼活动。 一

1955年：许来德调来任校长。
j

1957年：开展整顿反右斗争，定资产阶级右派两人(现已平反)。 ．．

1958年：许来德调走，许召礼调来任校长。

1959年：学校开展反右倾运动，焦本敬被调离。

1963年：师生开展学雷锋活动，同年秋公办教师调整工资。

1965年春：师生开始大学毛主席著作活动。7月，冯庆言调走，许来德调来任校

长。 ‘．·

1966年6月：师生开始大鸣大放，十年浩劫自此开始。8月：红卫兵洗劫学校，

抓三名无辜教师游街示众。

1968年7月：市第六期学习班在十一中举行，全体教师参加清队。8月：贫宣队

进驻学校，学校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1969年1月：根据侯王建议，下放公办教师回本村开始，同年学校开始招二年制

初中。

1970年5月：全体师生在王褚乡新庄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张永镇调来任

教革委副主任，主持学校工作。 ，

1973年7月：张永镇调离，姬生德调来任教革委副主任。 -

1975年：教育战线反“回潮”以“马振扶事件”为典型，本校在市教育局有关单

位迫使下，搞了“张末尾事件”不少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979年2月：建立“北朱村中心学校”冯庆言任校长，姬生德任副校长。

1984年3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技术顾问蔡维尼教授到我校参观指导，对学校地

震群测群防青少年科技小组给予高度评价。

1984年7月：撤销联校，冯庆言调来任校长，姬生德任副校长。

1985年末因干部调动冯庆言、姬生德调离，秦德佑调来任校长，毛长发任副校

长，沈壮海任教导主任。

1988年：沈壮海调离，姬秀婷任教导主任。

1989年：划归中站区。

1990年：毛长发调离，秦文山调来任副校长。

1991年7月：姬秀婷调离，陈太祥任教导主任。

1993年7月：秦德佑调离，由秦文山主持学校工作。

1994年7月：秦文山调离，张祥君调入任校长。、

1994年9月：张祥君任校长，陈太祥任教导主任。‘

·9·



朱村中心学校校志——大事记

1997年9月：张式凤任教导副主任。

2000年8月：孙士富调入任校长，马明智、张纯智任副校长；张式凤提升教导主

任，张祥君任校级协理员：

2002年8月：学校干部调整，马明智调离，．冯全明任学区副校长。

2003年6月：张纯智以后备干部调离且提升为王封乡组织干部。

2004年9月：原南朱村负责人张双林任朱村学区工会主席。、

2005年8月：张国星调入，任学区副校长。冯全明调离，冯小爱任店后学校校

长。、

2007年8月：姬晨亮调入，任学区党支部书记、学区校长；孙士富任正校级干

部；教导主任张式凤退休。
’

2008年3月：付海珍任朱村中心学校教导处副主任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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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董

校 长

各科教师

上级党委

乡联校党支部

校‘ 长

行政会议

工会共青团

上级党委

乡教育办公室

学区党支部

工会共青团

第二编学校机构设置

第一章解放前机构设置

第二章解放后学校机构设置

郊区教育局

乡教育局办公室

少先队教导处班主任教研组总务处各科室

第三章 目前学校的教育机构

中站区教育局

学区校长

少先队教导处班主任教研组总务处各科室

附：校长更迭表

姓名 职务

张绍伟 校长

张思典 校长(名誉)

张贯之 校长

冯也夫 校长

唐全佑 校长

黄天文 校长

焦本敬 校长(代理)

王静海 校长

许来德 校长

任职起讫时间

1908芷

1917年

1926笠

1945年

1948年8月

1956年2月

1953年

1953——1955年

1955——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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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召礼

冯庆言

许来德

张永镇

姬生德

秦德佑

毛长发

秦文山

张祥君

孙士富

张纯智

马明智

冯全明

张国星

姬晨亮

·12·

校长

主任j副校长

校长

教革委副主任

校长

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学区校长

学区校长

学区副校长

学区副校长

学区副校长

学区副校长

学区校长

1958

‘

1960

1965

(相当于校长) 1970

1973

1960钲

1965年

1966年

1973年

1985年1月

1985年——1993年

1985年——1990年

1990年——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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