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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林东一中源渊于一九四六年创办的内蒙古自治学院，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改建为热河省立昭盟中学以来，就担负起传播科学文化，培育社会英才的重任，

至今已跨越了整整六十个春秋，期间五易校名，一迁校址，先贤筚路蓝缕，创业

艰难，后人苦心经营，规模渐宏。回溯历史，让我们感慨万千。

五十年代初期，师生住平房土炕，办学条件异常艰苦，但领导们励精图治，

教师们积极肯干，学生们刻苦努力，教育教学质量很高，林东一中成为原昭盟地

区唯一初级普通中学，是该地区小学优秀毕业生向往的地方。五十年代中期，增

设高中班，继续从昭盟北部五个旗县招生，成为昭盟唯一一所开设高中课程的完

全中学，五十年代末，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在全区名列前茅，学校在全区也已小

有名气，是自治区级重点中学。“文革"期间，林东一中同全国的学校一样遭受

了严重的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应该是重灾区。但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学

校领导和教师还是忍辱负重，尽量维持秩序，艰难地开展教育活动。这一时期的

毕业生也不乏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追根溯源，我觉得

还是与五十年代就已形成的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传统分不开的。“文革"结束

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甘露滋润中的林东一中也进入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林东一中人投身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工作

中，学校的各项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校逐步

跻身于赤峰市高中教育的先进行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林东一中思想立校、激情创业并取得重大办学成果的

时期，期间“自治区级文明学校"、“自治区级普通管理先进学校”、“赤峰名学校”

等荣誉诠释了林东一中发展的内涵。

进入新世纪，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校扩招、加入WTO三大背景下，高中

实行规模办学已成定局，这意味着高中教育将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

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审时度势，为满足巴林左旗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

的迫切需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造，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稳步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教书与育人并举，规模与效益并重，开创了“规模办学，内涵发展”

的新模式，步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在赤峰市名列前茅。



二00三年被赤峰市教委评为“赤峰市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二00四年被内蒙

古自治区教育厅评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回顾林东一中的历史，心情总是处于感动和激荡之中，林东一中的历史，是

一部艰苦创业、拼搏进取的历史，是一部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历史，是一部追

求卓越、争创一流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教育激情与创新发展的历史。

在林东一中发展的历程中，历届校领导深孚众望，悉心任事，殚精竭虑，各

有建树。任课教师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诲人不倦。学生

勤奋好学，志向高远，不畏艰苦，勇于拼搏，乐于进取。林东一中的校友在各自

的岗位上辛勤耕耘，恪尽职守，为共和国大厦为栋作梁，添砖加瓦。在历届师生

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业已取得辉煌成就，形成鲜明特色。所有这些都应该记述下

来，留传下去，使一中的传统得以继承，使一中的精神得以发扬。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倡议编修校志，实录学校发展历史，以追念先贤，激励

后人。但此项工作，进行起来异常艰巨。一来创业先贤，或已故去，或迁居他乡，

知情者日渐零落，二来十年浩劫，大多历史档案资料焚毁散失，苦乏考证，故始

终未能如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社会同仁、校友问及此事，做为林东一中

的领导，我们也越来越感到有责任将学校六十年发展变迁史作一梳理编整。

学校诞辰六十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回首过去，放眼未

来，深感以史为鉴、长善救失十分必要，为此，学校校务委员会研究决定编修《林

东一中简志》，并成立《简志》编修委员会，组织人力搜集线索、整理资料编修

了这本《简志》，并于八月底出版，向校庆六十周年献礼。旨在回望历史成就，

总结办学经验，弘扬林东一中精神，再谱育人新篇。

在《简志》编修过程中，各编委老师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在编排体例和

内容上力求科学、系统、完整、准确，编写形式采用语体文，以志为主，综合运

用了序、述、记、表、录等形式，直陈史实，只对少数影响深广的人和事略加评

论。编写内容以时间为经，校务为纬，分门别类整理成册，使读者能一目了然。

考虑到部分史实因年事久远，见证人难免出现记忆失误，故采编时，对有旁证者

则直录入书，对无旁证者只好暂付阙如。

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编委老师们四个多月的披沙拣金和部分语文教师

一个多月的认真校对，这本十五万字的《简志》终于付梓出版了。本志是十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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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老师精诚团结、密切合作的产物。半年多来，编委老师们往来奔走，遍访知

情者，在编修过程中，篇章曾数易其稿，甚至完全重写，如果不是大家众志成城、

默契配合，要在半年内完成这一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本志的编辑出版，是林东～中六十年建设成就的一次大展览，它为广大读

者了解林东一中、认识林东一中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参考资料。同时也为我们发展

教育、弘扬传统、进一步办好重点高中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本志能顺利出版问世，也是社会各界领导、朋友和老校友关怀鼓励支持的

结果。原林东一中校长安志文同志为《简志》的编修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在

《简志》编修工作遇到困难时，一些社会友好人士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指

导性意见。对此，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忱!

金无足赤，白璧微瑕。尽管我们在《简志》编修过程中力求科学完善，但

仍会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祈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尽管这本校志仍有不尽如人意

之处，但毕竟还是建立起了基本的体系，查清了大量的史实，为今后的修编奠定

了必要的基础。

这本《简志》是在资料极其匮乏、时间极其紧迫的情况下编修的，是在编

修人员极其紧缺、工作极其繁忙、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撰稿的情况下编修的，是在

核实相关资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编修的，因此，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也请各位

读者给以宽容，并不吝赐教。

一3一

林东一中校长

二00九年八月十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只对少数影响深广的人和

事略加评论外，其余只述不评。

二、本志由概述、专志、人物、大事记、荣誉录五部分组成，以志为主体，

志以章、节、目、子设计结构，凡八章、四十一节，与概述、人物、大事记、荣

誉录约十五万字。 ：

三、本志遵循史书体例，分别运用序、述、志、记、表、录等多种手段，

表录随文。概述冠于志首，提纲挈领，概要陈述校情。以志为纬，存真记实。人

物以简介形式收录正职校长、书记，获国家奖励的教师和教师中文化界知名人士。

大事记及荣誉录采用编年体，一律使用公元年号纪年，以年度先后为序，年度内

以月曰先后为序，记录较有影响的事件及荣誉。

四、本志时间上限为热河省立昭盟中学成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序言、

’概述及校史沿革部分向前推至内蒙古自治学院成立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下限至二

oo九年八月十日。 ．

五、本志资料均以档案资料为准，主要来源于巴林左旗档案局和本校档案

室。部分资料来源于《巴林左旗志》和《巴林左旗教育志》。

六、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和国家规定的标准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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