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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副市长

程贻举(左二)来我校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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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副总督郭官昌(右二)民族

教育司司长韦鹏飞(右一)来校视察

I|Ill·I I．．ill。

i|l|iill氍珊

市教委}任欧ufl__；jm右j)往”。。什k

区管委会副主任石敦相、区敦番{-fE褒军、

县委书记唐班新等陪同下来我校视察



说 明

本校自1910年建校以

来，有照片可资刊用的校

长只有15位，有的校长只

存姓名而无照片．有的情

况未详，凡是有照片的，

均以任职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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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学校

绿色学校

我校男排在涪陵地区运动会捧回冠军奖杯 我校女排在涪陵地区运动会捧同冠军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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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目家恢复高考后

阿m考，扛前一次niI!!i：巾举行高考

指导，#啦炎舱搬作



975年我校lJ『『i堆进驻大茅坡

教工体操队

1973年我棱师生举行拉练活

动在南腰界向红军烈士献花渊

『一弱娌‘嗽剖
酉阳县首届民族文艺调演

逞体教师文螟生活



f斗蜀m校友(现为川川

大学计算机。。}院削教授

钱学射校友(现为<叶1同

ⅢF生桃物>杂忠削}i编)

全国人大代表李承琨校友

i原昏呋市委拇记张德邻合影

禁晓±J：校友(现为IpL四年斗

·譬院近代物PIi研究所
CSR f狂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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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运动场

校志编写组全体成员

枝园绿化——“太楹图” 益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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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古今皆然。

二ooo年十月，正值酉阳二中九十周年华诞。为了弘扬酉阳二中艰苦创业的办学传统，记录

酉阳二中九十年来的成功实践和风雨历程，探索二十一世纪素质教育的新鲜经验和办学特色，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本校决定成立校志编写组，负责编写一部完整的校志，向校庆九十周年献礼。

1910年到1985年这段时间的校志(第一册)，酉二中曾组织专门班子编写，1986年动笔，1987

年完成初稿，因当时条件限制，只有油印本问世，且印数较少。好在当时负责编写校志第一册的杨

贤才、何宗培老师还健在，加之原来编写时就比较熟悉这一段史料，所以这一次仍由杨、何二位老先

生主笔修订。

19酩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的校志(第二册)，由孙廷觉、祝学贤、石壮波、欧全平等同志编写，

大家同心同德，分工合作，秉存真之笔，怀求实之心。从今年三月份动笔到八月份封笔，历时半年终

于完成，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齐，加之水平所限，疏漏和不妥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校友、同

仁和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在下次修订时予以改正。
’

在这次编写过程中，肖永明校长十分重视，多次主持编务会议，孙沿红副校长亲自分管和指导

此项工作，陈清钺、冉光远同志负责通信联络，劳心劳力，搜集资料。外地校友、同仁及本校各处室

同志热心提供资料、信息，黎琼同志不辞辛劳，加班加点排版打印。同时，承蒙重庆普京印务公司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为了使第二册与第一册的编写体例大致统一，第二册基本沿用了第～册的编写方法，纯属续

志，所以第二册未另辟“凡例”。同时，从第一次修志到现在又过了15年。有不少知名校友涌现出

来，也有不少校友过去第一次修志时榜上有名，现在又有新的成就者，在这次修志时。我们都分别在

第一册和第二册中作了补充、修订。1986年第一次修志时，由于人手不够，未能将1986年以前各

届学生姓名收录起来，这次修志时全部收录核实。并集中附于全书之后以便于检索。另外．由于部

份校友路途遥远，工作繁忙，资料未能按时寄到，凡八月上旬未寄到本校的资料恕不能使用并付梓，

只能作珍贵史料留待学校惠存。望谅。

酉二中校志编写组

二()()o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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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酉B日县第二中学校志

．第 一 册．弟 一 册

(公元1910——1985年)

酉阳县第二中学校志编写组

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稿

二ooo年八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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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酉阳二中是一所历史久远而现在规模较大的普通全日制高完中。几十年来。它为山区教育

事业作出过应有的贡献，培养了众多的各类建设人才。但由于它屡次更名，几经兴衰。所以许多人对

它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过程不甚了然。而今欣逢盛世，理当编史修志，以便今人和来者回首过去，对

照现在，筹划将来。我校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克服人力、资金、材料等方面的困难，成

立了专门的修志机构，用一年时间编写了这本截至一九八五年底止的校志，以达存史、资政的目的。

‘‘‘占据史料，述评结合，秉笔直书，近详远略”是我们编修校志所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此。主

笔杨贤才、何宗培二位老先生，发出大批信函，查阅大量档案，搜集、整理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时

参阅了建国前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史资料，把我校的建制沿革和发展过程放在整个国家

民族的兴衰历史过程中加以考查，然后本着“纵线横写，近详远略”的精神，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不

因人而讳，不就事妄评，严密构思，精心组织，文笔流畅，图文并茂，前后连缀，浑然一体。史实性、科

学性、可读性较强。在此，向二位为编校志付出艰辛劳动的主笔表示感谢和敬意。

在搜集材料和编修校志的全过程中，得到了过去学校的老领导、老教工、老校友的大力支持，得

到了县志办、文教局教育志编辑组的具体指导，得到了全校教工的大力支持，使校志工作得以顺利

进行。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尽管如此，但毕竟由于资料不足，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又是初稿，因此，遗漏错讹在所难免。还

望上级有关部门认真审阅，各界有识之士热忱斧正，全校教职员工直言批评．以求广征博议，取长补

短．裨补缺漏，订正错误，使之臻于完美。

承蒙李解、周永德老师摄影制片，童健同志排版打印，冉光远、何开扬同志印刷．不胜感谢。

黄大才
’

1987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编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为指导思想，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力求做到“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三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以期存史资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服务。

二、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本志编写力求做到论叙有据，秉笔直书．真实反映

历史，恰当评论人物。某些录存原文。本志编写组未加修改和变动，保留作者姓名，以示尊重，余者

均不具名。 ．

三、由于早期档案轶失，材料缺乏。且历史年代久远，加之学校经费拮据，无力派人外出调查搜

集资料，故本校志编写，只能详今略古，虚实结合，即有阙遗，也听其空白，以免造成误传。

四、本志编写上溯考棚历史，下限1985年。顾及学校发展规律，避免断代隔离，故采用编年纪

事，纵线横写、分期立目的编篡方法。虽篇且尚有重迭。但时代不同，内容各异，编篡时各有侧重，以

求反映时代特点和真实。

五、本志材料来源，除学校现存档案可资查考外。兼及酉阳县志办公室、酉阳县档案局、酉阳县

文教局、以及《酉阳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关本校之文献资料，还征索函稿，采集口碑，互为印证。努力

做到广征博采．避免偏废。

六、本志编写，分“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而又以后者为主。为了表述方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称“建国前”。以后称“建国后”。

七、本志涉及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凡《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未加否定的，一

般言简意略，涉及受左的错误影响的运动，考虑到历史的局限．不应对执行者以苛求，故只叙其事，

不写其人。至于对冤假错案之平反，档案完备者，一律列出，以存真实。

八、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涉及中华民国历史时期。则先用历代年号，再于括号中注明公元纪

年名称。

九、本校自创办以来。历时70余载，屡易其名，为记叙之方便，除追溯建校历史沿革外，一律用

现在校名“酉阳县第二中学校”称谓，或以“酉二中”、“学校”、“本校”之名称指代，不另加注释。

十、本志记载班级名称，分高中、初中两部，后面附毕业时限和班次，简称为“高X X级X班”、

“初X X级X班”。比如：“高85级1班”即高中部1985年毕业的这一年级的第一班。“初84级2

班”即初中部1984毕业的这一年的第二班。解放前则分别在班次前面，贯以“简师”、“中”、“女”、

“高”的称谓，以示区别。如“简师四班”即简易师范学校第四班，“中一班”即男生部初中第一班，“女

二班”即女生部初中第二班；“高一班”即1947年所招之高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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