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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县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基本情况一览表

学校规模
序号 原校名 现校名 校址 校长 教职工 建校年月

班数 学生数

长春市双阳区 嵩山路 刘 忠 144 34 2613 1973年11月1 双阳县实验小学 第一实验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狄莹 47． 11 631 1981年9月2 双阳镇第四小学 笔一空!I台，I、堂 嵩山路

长春市双阳区 西双阳大街 王占云 82 26 ．1610 1962年8月3 双阳镇第一小学 城中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4 双阳镇第二小学 双阳湖小学 平湖街道甩湾村 董孝谦 37 12 421 1961年4月

长春市双阳区
北山路 张江 42 12 458 1950年5月5 双阳镇第三小学 北山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22 1118 1915年1月6 双阳镇南岗小学 山河路 闫明宽 61
南岗小学

7 双阳河乡中心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通阳路 贾云杰 90 18 500 1948年3月

通阳小学

8 奢岭镇中心小学
长春f了双阳区

奢岭街道 ． 李庆玉 45 14 492 1911年4月
奢岭IZ j心小学‘

9 山河镇中心小学 1夭香r 】驭阳匹
山河街道 杨光大 48 21 776 1925年3月

山河IZ j心小学
长春i i双阳区 齐家乡 郑德仁 38 13 361 1941年4月10 齐家乡中·C-d,学 齐家乡 中心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新安镇 朱万两 55 12 349 1948年4月ll 新安镇中，C．-d,学 新安镇中心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双营子乡 鲁仁 48 10 258 1948年1月12 双营子乡中心小学 双营子乡中心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鹿乡镇 王风兰 48 10 538 1914年5月13 鹿乡镇中心小学 鹿乡镇中心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石溪乡 崔敬臣 60 10 279 1947年8月14 石溪乡中心小学 石溪乡中心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 太平镇 孟祥仲 ．40 13 367 1937年3月15 太平镇中心小学 ，太平镇中，C．-d,学
长春市双阳区

土顶镇 董艳春 55 13 475 1936年3月16 土顶镇中心小学 土顶镇中心小学
●

长春市双阳区
佟家乡 张维江 34 12 352 1947年9月17 佟家乡中·t-,I,学 佟家乡中·C,-／J,学

长春市双阳区
长岭乡 徐冰18 长岭乡中心小学 39 12 399 1911年10月长岭乡中心小学

19 双阳县聋哑学校 长春市双阳区 通阳路 王绍田 48 7 61 1976年10月
L—． 聋哑学校

2n 一舣积pq家乡 长吞巾一遇区 四家乡 房云强 39 12 322 1948年9月
中心小学 四家乡中心小学

21
双阳县劝农山镇’ 长替巾一坦区 劝农山镇 杨兴范 47 14 468 1918年3月中心小学 劝农山镇中心小学
双阳县泉眼乡 长香巾一坦区 泉眼乡 辛文 57 15 471 1951年3月28

中心小学 泉眼乡中·C-,J,学
长春市双阳区23 双阳镇第一幼儿园 苏瓦延街 贾丽华 41 7 203 1959年12月
春蕾幼儿园
长春市双阳区

24 双阳镇第二幼儿园 通阳路 吴国丽 52 6 155 1979年6月
实验幼儿园
长春市双阳区

25 奢岭镇中心幼儿园 奢岭街道 王香珍 8 3 98 1983年3月奢岭中心幼儿园

26 山河镇中心幼儿园
长春市双阳区

山河街道 张丽华 1l 3 95 1985年9月山河中心幼儿团
长春 市阳区

27 齐家乡中心幼儿园 齐家乡 王丽君 ， 6 2 85 1981年5月齐家乡c ，心幼儿园

28 新安镇中心幼儿园
长春fi双阳区

，新安镇 田 湘 5 2 122 1986年3月新安镇c j·C,-幼儿园

29
双营子乡 长春r i双阳区

双营子乡 崔琳艳 5 2 40 1989年9月中心幼儿园 双营子乡 中心幼儿园
长春亍亨双阳区

鹿乡镇 王淑琴 8 3 97 1984年5月30 鹿乡镇中心幼儿园 鹿乡镇IZ j心幼儿园
长春f了双阳区

31 石溪乡中心幼儿园 石溪乡 李文华 5 1 33 1985年3月石溪乡IZ了心幼儿园

32 太平镇中一t,-幼儿园 长春i亨双阳区
太平镇c =l，C,-幼儿园

太平镇 张立华 9 2 55 1984年9月

长春市双阳区
33 土顶镇中心幼儿园 土顶镇。 张淑琴 8 3 73 1985年3月土顶镇中心幼儿园

34 佟家乡中心幼儿园
长春市双阳区

佟家乡中心幼儿园 佟家乡 李晓伟 5 2 48 1983年8月

长春市双阳区
35 长岭乡中心幼儿园 长岭乡中心幼儿园 长岭乡 张丽辉 11 3 140 198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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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县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基本情况一览表

1995年9月

学校规模
序号 ．原校名 现校名 校 址 校长 教职工 建校年月

初高中 班数 学生数

l 双阳县第二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0中学 通阳路 尹协彦 135 高中 24 1696 1958年9月

2 双阳县高级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一中学 嵩山路 刘中庆 112 高中 13 819 1980年9月

3 双阳县第一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二中学 东双阳大街 李大全 205 初中 23 1275 1948年9且

4 双阳县第三十八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三中学 嵩山路 苑学玉 140 初中 25 1426 1984年8月

5 双阳县第三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四中学 石溪乡 周大新 57 初中 10 479 1968年8月

6 双阳县第四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五中学 太平镇 刘瑜 64 初中 16 762 1958年9月

7 双阳县第五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六中学 新安镇 王明会 86 初中 18 948 1956年9月

8 双阳县第七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七中学 长岭乡 王富超 57 初中 12 575 1961年9月

9 双阳县第八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八中学 奢岭街道 徐丽娟 113 初中 22 1033 1966年3月

10 双阳县第九中学 长春市第一五九中学 鹿乡镇 王占亭 85 初中 17 939 1966年5月

ll 双阳县第十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0中学 山河街道 赵书文 62 初中 13 60l 1968年5月

12 双阳县第十一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一中学 齐家乡 韩普 73 初中 16 805 1968年8月

13 双阳县第十二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二中学 通阳路 沈瑞武 72 初中 12 605 1974年9月

14 双阳县第十五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三中学 佟家乡 周兴学 63 初中 13 636 1964年11月

15 双阳县第十六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四中学 土顶镇 董彦春 43 初中 9 355 1958年5月

16 双阳县第十七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五中学 石溪乡石溪村 孙锐锋 33 初中 5 207 1958年5月

17 双阳县第十八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六中学 石溪乡黄家村 苏可大 19 初中 4 160 1969年9月

18 双阳县第十九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七中学 太平镇沃土村 李艳彬 2l 初中 6 245 1969年3月

19 双阳县第二十三中学 长春市第一六九中学 长岭乡三姓村 陈金龙 27 初中 9 374 1970年3月

20 双阳县第二十五中学。 长春市第一七0中学 平湖街道双湾村 衰久吉 39 初中 。8 379 1959年8月

21 双阳县第二十六中学 长春市第一七一中学 山河镇宝善村 鞠承志 47 初中 12 507 1970年3月

22 双阳县第二十七中学 长春市第一七二中学 山河镇柳树村 曲彦剐 2l 初中 6 249 1971年lo月

23 双阳县第二十九中学 长春市第一七三中学 齐家乡官地村 关树范 24 初中 6 289 1970年9月

24 双阳县三十中学 长春市第一七四中学 平湖街道常家村 高泽普 29 初中 6 244 1986年9月

25 双阳第三十一中学 长春市第一七五中学 云山街道梨树村 刘风荣 24 初中 6 232 1972年3月

26 双阳县第三十五中学 长春市第一七六中学 土顶镇三道村 闰大刿 24 初中 6 303 1972年3月

27 双阳县第三十九中学 长春市第一七七中学 土顶镇肚带河村 平玉臣 20 初中 5 188 1986年9月

28 双阳县回族中学 长春市回族中学 双营子回族乡 尹志成 42 初中 9 532 1971年4月

29 双阳县朝鲜族中学 长春市第二朝鲜族中学 长江街 金廷范 35 初中 6 98 1965年8月

30 双阳县第六中学 长春市第八十中学 二道区劝农山镇 李锦智 115 完中 24 1045 1960年8月

31 双阳县第十三中学 长春市第八十五中学 二道区泉眼乡 赵风鸣 76 初中 12 544 1965年3月

32 双阳县第十四中学 长春市第一0五中学 二道区四家乡 王济仲 47 初中 12 385 1964年12月

33 双阳县第三十三中学 长春市第一0九中学 二道区四家乡十间村 黄荣 19 初中 4 134 1964年12月

双阳县 长 春 市
34 ．嵩山路 闰江 123 高中 20 836 1984年8月

职业教育中心 第七中等专业学校

双阳县太平镇 长春市双阳区
35 次平镇 狄国友 7 3 48 1979年9月

成人教育中心 第一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36 双阳县第四职业中学
长春市双阳区

石溪乡 马连骏 9 l 58 1982年3月
第二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双阳县齐家乡 长脊巾_)1)‘阳区
37 齐家乡 张丰环 6 l 32 1992年6月

成人教育中心 第三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双阳县佟家乡 长替巾驮阳区

38 佟家乡 徐福 7 1 20 1985年9月
成人教育中心 第四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39 双阳县第七职业中学
长春市双阳区

第五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山河镇街道 周明月 11 l 38 1985年lO月

双阳县奢岭镇 长替市驭阳区
40 奢岭街道 翟占军 9 l 42 1991年9月

成人教育中心 第六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双阳县鹿乡镇 长春市双阳区

41 鹿乡镇 柴国柱 6 1 65 1992年4月
成人教育中心 第七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双阳县土顶镇 长春市双阳区

42 土顶镇 张文学 6 2 93 1987年7月
成人教育中心 第八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长春市双阳区
43 双营子乡 张新辉 7 ·l 38 1995年6月

第九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长春市双阳区

44 ‘长岭乡 张全林 3 l 41 1995年11月
第十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长苻巾驭阳区弟十一

45 通阳路 郭兆雪 7 1995年7月
职业成人教育学校



再 专

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段维智

《双阳县教育志》(续编)和全区广大教职工见面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

件大事。

《双阳县教育志》(续编)记述了1986年至1995年间双阳撤县设区之

前，全县教育战线的重要事件发生发展的历程。全书贯穿实事求是的精神，

以翔实的史料．简明的语言，流畅的文笔概述了双阳县教育的新发展、新气

象、新成果。它是研究双阳教育发展史的重要著作，有着存史、资政、教育的．

作用。

《双阳县教育志》(续编)这段日,-tl司，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七·五"和

“八·五"时期，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这个时期，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

下，经过全县人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县在教育体制改革和

教学改革上，在校舍建设和三室建设上，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在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县于1994年接

受了省市和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检查验收。1995年国家教委正式公布

双阳县为全国首批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合格县。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科教兴县，富县裕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让我们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

持教育改革，坚持教育“三个面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

质量，为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贡献!

一九九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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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 995年7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双阳县变为长春市双阳区。之后，经

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原双阳县的四家乡、劝农山镇和泉眼乡划归长春
市二道区管辖。

双阳撤县设区之前，全县幅员2，028平方公里，40万人口，1 6个乡镇，
1 65个行政村。全县有小学164所，初中32所，完中1所，高中2所，职业教

育中心1所，乡镇成人教育中心9所，聋哑学校1所，国办幼儿园2所，乡

镇中心幼儿园15所，个体幼儿园30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全县共有在校

学生69，565人，教职员工5，854名，其中民办教师1，480名，占教职工总
数的25．3％。 ．

1995年双阳撤县设区之后，全区幅员l，663平方公里，总人口35．6

万人，是长春市面积最大的城区。全区有4个街道办事处，9个乡镇，136个

行政村。全区拥有各级各类学校197所，其中，普通高中2所，普通初中29

所，小学138所，职业成人教育学校10所，中等专业学校1所，教师进修学

校1所，聋哑学校1所，幼儿园15所。全区共有在校学生达61，906人，教

职员工为5，004名，其中民师1，037名，占教职工总数的20．7％。

1987年出版的《双阳县教育志》记述了1910年至1985年问双阳县教

育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双阳县教育志》(续编)记述了1986年至1995年

双阳撤县设区前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概况。

1986年至1995年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七·五’’“八·五"期间。

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

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 986年至1995年，双阳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

在中共双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教委的指导下，在乡镇党

委和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经过全县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奋斗，教

育工作出现了一派生机，教育改革全面开花，学校建设面貌一新，师资队伍

整体提高，义务教育全国有名，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这在双阳教育发展

史上是空前的，为全县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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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阳县教育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这十年，双阳县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主要成果的标志是：

一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县委、县政府从“科教兴县’’的战

略思想出发，安排经济和社会事业计划时，优先考虑教育，并从人力、财力、

物力上，大力支持来发展教育事业。县委、县政府相继发出了一些有关落实

优先发展教育战略地位的文件，从各方面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二是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根据《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事业，实行地方

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从1987年开始，全县实行“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

教育管理体制。即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把乡镇内教师的考

核调动，改善办学条件等统归乡镇管理。把普及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利

于调动乡镇办学的积极性。

三是改革农村教育结构。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全县建立四个教育中

心。除中心小学早已建立外，在农村相继建立中心幼儿园、中心中学和成人

教育中心。～四个中心”的建立，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到成人教

育，形成了农村教育网络，为乡镇教育起到示范、指导和辐射作用，它有利

于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有利于提高整体教育水平。

四是改革农村中学学制。双阳县第九中学，地处鹿乡镇，从1982年开

始，进行农村初级中学的改制试验，将三年的初中改为四年制初中，实行普

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整体改革试验，到1986年已经走完四个

年头，完成了一个循环，学校的教学工作和劳动技术教育都出现了新的气

象，教学质量明显提高。1986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普通教育整体改

革学术讨论会上，吉林省双阳县第九中学被确认为“适合我国国情，对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具有积极作用的有代表性的学制新模式。"全乡全县人民群

众听到这个消息，精神倍受鼓舞，决心支持这项改革，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

．合格人才。 ·‘

．。

．

五是实行教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度。我县在全地区是最早实行学校

．教育工作岗位责任制的，早在1982年开始实行了全县中小学教学岗位责

任制。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到1987年9月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教

育管理体制改革“三制”方案，即在全县21所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在全县

初中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在全县乡镇中心小学实行普及初等教育岗位责

任制。在总结“三制"经验的基础上，1989年9月在有乡镇长和学校校长参

加的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签订了双向教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即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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