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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春华秋实，岁月如歌，桃李芬芳，下自成蹊。在这个生机勃发，充满希望的

盛世部记载排营初级中学发展与变迁历史的《排营初级中学校志》成书问世

了。这是排营初级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硕果，它不仅关乎排营初级中学一校一地

之事，而且是大营中心学校，乃至宾川教育界的一件大好事。

作为一所初级中学，修书立志，于宾川而言，尚属首例。当然，首创者，必

有其过人之处，排营初级中学作为全县十七所初级中学之一，从过去到现在因其

教育教学质量长盛不衰，被誉为宾川教育的常青树，每每谈及学校教育教学因其

俱有的地方特色必有其一席之地。同时此次修书亦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

玉汝予成，实属众望所归。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倘佯于排营初级中学百年校史之中，追根溯源，排营

地区的办学历史萌于明清，成长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光大于新中国的建立，尤其

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一所中学历经了排营农业中

学，排营完小附设初中班，排营初级中学三个阶段半个世纪的历程。不同时期有

不同的办学特色，然而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一如继往，教育教学质量名列全

县前茅，深得当地群众赞誉，为排营、瓦溪、黯村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为

提高劳动者素质，振兴一方经济做出了贡献。

《排营初级中学校志》的编寨，全书遵循马列主义史学观，借鉴方志编篡体

例，详近略远，图文并茂，编篡成卷。全书共九章，三十万字，真实地再现了排

营初级中学几十年发展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为排营初级中学立言、为创业者

树碑、为有贡献的逝去者立传。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排营初级中学

校志))，融连续性，广泛性、科学性于一体。一志在手，治史者读之可为史:喜文

者阅之则可为文:从政者览之则可为镜。志如"明镜高悬"可以供社会各界借鉴，

知兴衰，辨是非，进而有所对比。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志

书的问世，只是刚刚完成了"认识过去"更重要的在于立足现在，着眼未来。为



此，希望排营初级中学，以志为鉴，扬长避短，继续发扬排营初级中学勤奋刻苦、

团结奉献，开拓创新的精神，将排营初级中学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再创辉煌。

修《排营初级中学校志》是一项系统而繁杂的工程，它的编篡承载了众多的

关注与期望，凝聚了修志人员的心血和智慧。在编篡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

人士的大力相助。为此，特向在志书编篡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做出不懈努力的

全体编篡人员，以及为志书编写提供指导与帮助，贡献真知灼见的专家、学者，

特别是为排营地区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

大营中心校校长 岭、仪及/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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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排营初级中学，地处宾川西南的半山区，与大理市凤仪镇、海东镇和

挖色镇毗邻，是宾川十七所初级中学之一。学校招生片区为排营、和村、瓦溪三

个村委会，居民主体为自族，其次是汉族，另有部分保傣族和苗族。

排营初级中学的前身为始建于民国的"令山完小"建国后改为排营完小，上

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办农业中学，六十年代末开办附设初中班， 1988 年中小学分离

后，批准成立为初级中学。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关心、

支持下，各届学校领导带领全体师生艰苦创业，办学条件逐年得到改善，如今己

发展为占地面积 23 亩， 12 个教学班， 40 多名教职工，且软硬件设施较为齐备的

初级中学。从开办农业中学算起，到 2014 年秋，排营初级中学己办了两个"农中"

班和 139 个"全日制"初中教学班，培养了 6000 多名初中毕业生，为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排营初级中学以"先成人，后成才，培养有责任感的人"为办学理念，始终

以"团结、敬业、修德、奉献，刻苦、好学、求实、进取"的校训要求全体师生:

在淳朴的民族、民风的土壤上，形成了"敬业修德、求真务实、团结进取、自强

不息"的校风"博学多思、悉心施教、诲人不倦、启迪善导"的教风和"勤奋刻

苦、活泼好学、自觉前练、水滴石穿"的学风。

多年来，排营初级中学的教育教学成绩名列宾川同类学校前茅。获得各级各

类众多荣誉和褒奖，被授予宾川县"文明单位" "优秀初级中学"大理州"育人

环境优级学校"、"依法治校示范校"云南省"文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

校"等荣誉。学校团支部还荣获大理州"红旗团支部"称号。

排营初级中学依法治校，以德塑校，以质量立校。重视德育工作与文化成绩

的相辅相成关系和校园文化建设对育人的作用和影响，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德育

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0 年在大营镇中心学校提出的"抓住学校特点，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倡导下，学校抓住"历史文化氛围浓厚，毕业生中各级各类

人才众多，村风民风淳朴"的特点。大力改造校园环境，并创建了学校德育室。



在创建德育室的过程中，在赵成龙老师收集整理的排营初级中学学校变迁(简述)、

勤工俭学历程(简述)、学校历届校长党支部书记及学校班级延续等内容的基础上，

完善了"历届毕业生名单"和"从事各行各业的毕业生名单"。德育室初步建成后，

渐渐显示出对师生的熏陶激励作用。学校领导及相关老师认为:学校领导和老师

牺牲节假休息时间，付出巨大精力取得的成果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为使这一内

涵深入持久、发扬光大，提议编写《排营初级中学校志》。

编写校志得到了中心校的同意和支持。在中心校涂顺明校长的提议下， 2011 

年 9 月，聘请曾先后任过排营完小校长、宾川县教育局长、县人大副主任、并对

排营初级中学一直都比较关心和熟悉的，己退休的李红志老师承担了校志的主要

编篡工作。李老师年事已高，脚上又有疾，走路有些费力。但他熟悉史志编写工

作，且对编篡工作又富有高度的热情。经两年半艰苦的资料收集，史实核证，在

李老师的尽心编写和全体编撰领导组成员与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校志的编写

工作终于完成，并付梓成书。

《排营初级中学校志》的编写是学校的一件大事，是排营初级中学发展历程

中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它不仅深化了排营初级中学的文化内涵，而且使

排营初级中学的办学历史和校园文化传承有了文字依据。《校志》的编写过程和内

容含义更对排营初级中学世代师生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激励和熏陶作用。在此，我

代表排营初级中学，对宾川县教育局、大营镇中心学校、李红志老师和编写组的

全体人员、百忙中不吝赐稿的校友，以及为编写工作进言献策和对志书印刷给予

金费捐助的有识之士和校友表示诚挚的感谢致敬!

由于档案资料的医乏和时间跨度大，该志书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仍难免有

许多疏漏和不足之处，这也是再所难免的事，敬请读者和收藏者包函指正。

排营初级中学校长 J李克严

2014 年 11 月



凡例

《宾川县排营初级中学校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

的有关政策、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突出历史性、真实性、科学性和地方性，以期达到存史、资政、

启迪和教化一方的目的，从而达到人文蔚起的作用。

一、断限:上起 1964 年(概述和大事记追溯到有历史记载的年代)，下吃 2014

年

二、体例与写作原则。本志书为章节目录体，全书设章、节、目、录，结合

"述、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略古详今、实事

求是，秉笔直书，寓议于述，客观记录排营初级中学从创办之初到现在的艰难历

程和教育教学状况:同时也体现她所培育出的一届届学生回报社会，开一方教育

文明之风，兴一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三、首列"概述"总揽全书:次列"大事记"纵向记述时限内所发生的大

事:再列各章和人物部分为本书的主要内容。此外"概述"之前加"序言"和"凡

例"书末附有"编后记"。

四、为突出学校"教书育人"的特点，本书将校友回忆录专设一章，虽和该

书体例有所碍，但因内容和篇幅的关系，姑且独立成章。

五、附录部分，辑录学校重要历史文件和有关资料，同时收录各历史时期为

学校各项建设捐资捐物、投工献料，为本书印制解囊捐助人士之芳名。

六、称谓:人物称谓，直呼其名:地名、校名、各级政府、职务等均用当时

认可的称谓，必要时加括号标注。

七、该校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为曾在排营初级中学工作过并作出贡献

的己故教师立传略。人物名录包括在世和己故人物。

八、书写规则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汉字总表》为准;数字书写除行

文外，凡涉及度量衡、年月日、人物年龄、温度、百分比等计数量化内容，一律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语言，使用标准的现代汉语:名词、术语一般用全称，需要

缩写的，第一次使用时注明简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以下简称"普九") ; 

引文、摘录加引号，但限于文体和篇幅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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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委常委宾川县委书记 岳黎松 2014年9月题词



大营镇政区图
排管在大营镇的位置



排营、瓦溪、茄村卫星地形图

排营初级中学卫星影像图



克精圣午武举袁绍魁

时学武
排营农中创始人之一

赵继唐

宾川县南区高小

第一任校长

张锦亭 张彬
民国时期县中校长、县教育局长

刘继禹 张相
《宾川县志》前主编 令山完小校长、排管 "民骨"领导人

李希圣 叶飞龙
排营地区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下关苍洋中学创办人、排营完小校长 集诗词歌赋于一身的排营才子



李希孔
解放后排营第一位大学生

张学汤
曲靖市政协委员

陈尔贤 张丽华
排管民间传统雕塑大师 中华骨伤医学名师

李继龙
排营捐资助学带头人

李庆远 何中琦
底边古建圈林有限公司总经理 会团优旁 乡 村医生

杨光成
曾任云南省交通厅厅长

董继理 周 义
云南省农民要制立任 自剑企业、 精资助学校友

李继先
曾任大理州交通局副局长



杨光映
大理州医院此尿科主任

刘泼
大理州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何中强
州国税局jlJ局长 成都军区某部大枝

杨映红 张国荣
宴}II..J副品长 云南农垦总局办公室主任

赵忠松 张猛
命缺跑嚼昌'事故计院蜒营生产部部长 云龙属雄事院党组书记雄事长

李永三工
曾任昆药集团副总

真}II冀;杰农副产品有限责修公司董事性

宾}I吨梅就革水果专业制悼理事长

成都军区某部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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