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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德创办省立宿迁中学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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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葆桢系我棱校友，著名画寡，美术教育车，教授



现任校长张丁乙

张丁乙，中学高级教师，省中学语叉特级教师，省“3 3 3工

程”首批培养对象，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省青少年写作研究

会副会长，宿迁市人大代表。现任江苏省宿迁中学校长、党委

书记。先后被评为省德育先进AT-作者、省先进工作者(劳动模

范】，并获省“五一”劳动奖章；是宿迁市首批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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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苏北教青落后，中学很少，特别是省巾布点不均，影响苏北的人才

培养。当时的省督学周宜德先生忧国忧民，放着优裕的日子不过，以兴办苏北中

学教育为己任，不顾当时苏北的贫穷与匪乱，自告奋勇，到盐城和宿迂柬创办省

中。f是，苏北大地七i927年6月就诞生r盐城中学，1927年lo月就诞生r

宿迁中学。两校的酋任校长都是周宣德先生。

学校初创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命名班级以“智f：勇美”、“文行忠信”冠之，

招的第一届学生编为“智”级。由J圪可以看}l{髑键德先佳的办学l}标和办学追

求，这就是培养智勇兼箭、仁义忠信的入，丽这样的人才能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前

进。如今80年过去了，回首征程，我们发现，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江苏省宿迁中

学一以贯之的办学追求没有变，那就是“肯』■，育综合素质高的人、青有益于社

会的人，育能担当大任的人。

为了追求这样的办学目标，为了保证办学质境，宿迁中学始终保持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始终保持一支业务精、素质高的教师队伍，始终保持‘‘敬业务实，严谨

规矗芏-，的棱风。于是，宿迁中学的毕业生获得厂广泛的社会好评，宿迂巾学的办

学质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从院士到技术员，从将军到士兵．从教授到工

人，从宵员到群众，只要是宿迁中学毕业的．他们酃打上了宿迁ql学的印记。宿

迁中学以其坚定不移的办学追求引领着当地的社会风气，提升着当地百姓的整

体索质。所以，当地的老酉姓说“把孩子送到宿迁中学，放秽。这朴实的话语就

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

江苏省宿迁中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就办学特色和成绩’兑，有几个阶段值得

特别提及。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创办玻璃々科，开了宿迁地l式职业教育的

先河；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宿迁中学吸纳了南方的一批

名师，大大提高了宿迁中学的教学质量，提升了宿迁中学的知名度；一是20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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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所创造的高考辉煌，使宿迁中学在当时的淮阴市声誉日隆；一是近

几年宿迁中学在也源较差的情况下，仍占领着宿迁市高考的制离点，保持着尖子

生群体的绝对优势，创造j，高考E要指标始终名列第一的佳绩，为宿迁中学赢得

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办学条件说，1996年宿迁建市以后，宿迁中学的两次扩

建应载入校史。第一次扩建在1999年。在市委市政府的父心支持F，老校区征

地75卤，先后缝F体育馆和科技楼，总投资达6000多万元。第二次扩建彳E 2006

年。市委市政府决策f{1宿城I连委区政府牵头在宿城新区建设宿迁中学高中新校

区。如今占地306卤，投资1．2亿元，面积达lO万多平米的校舍建筑基本完工，

两届4000多名学生已在新校援就读。

总结80年的办学历史，我们要深入挖掘学校的文化积淀和精冲资源，使之

在新的历史条件F得以延续、丰富和光大。宿迁中学育人重于授槛、务实霞于说

活、身教鱼}二苦教、内容重于形式等做法郎贯穿着宿迁中学的办学灵魂。这是宿

中人的立校之本，兴校之基。

这次修志，我们在资料的收集和内涵的开掘等方面下了一些功夫。虽如此，

假由r文荸的破坏，一些珍贵史料荡然无存，加之知晓内情的老校友相继离去，

因而校志的编定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请广大校友见谅。同时也希望以修

订的校志抛砖引玉，清更多知情的校友提供资料，以便使我们的校志更接近历史

的本来面目。

张丁乙

2007年9月



宦 编者说明

兰墨煎幢冀蛾

编 者 说 明

江苏省宿迁中学从1927年创建至今，已历80春秋。为了铭记本校艰难坎

坷的发展历史，彪炳历届校友的学术成就，激励宿中后生学子奋发向上，我们在

《江苏省宿迁中学建校70周年校志))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江苏省宿迁巾学建

校80周年校志》(以下简称《校志>>)。在此，谨就本二转编写中的有关问题作如下

说明。

一、编写本《校志)>的指导思想是：尊霞历史，客观求实；考证有据，准确无误。

据此，我们对建校70周年《校志》的个别地方依据资料进行了增改，力求更为完

备详实。

二、编乍昶校友))是一项复杂艰巨而又难以完备的工作，好在70周年《校志》

在编写过程巾搜集到了不少珍贵史料，采访r一螳老校友，使得70周年《校志》

对宿迁中学的历史发展考证得较为清晰，因此我们照录了“学校发展简史”中的

一部分内容。在此，谨向70周年《校志》编写组致意。

三、1969-1972年岗、初中毕业生情况比较复杂，具体原因是：由于1966和

1967两年处于“文革”动乱高潮时期，高中没有招，圭，所以1969和1970两年都

没有高中毕业生。1969年初恢复招生，学制改为2年。当年3月，招初一4个

班。1970年底(寒假)毕业，1971年初升入高一，1973年初高中毕业，所以1970

年只有初中毕业生(寒假)，而没有离中毕业生；1970年不可能招高一，1972年也

没有高中毕业生。1969年9月，又招初。一4个班，本该1971年暑假毕业，因故

读两年学，延至1972年初毕业，所以1971年没有初中毕业生，该榴初中毕业生‘

1972年初考入高一后，又读二二年半，直至1974年暑假才高中毕业。1969年9月

招高一4个班，1972年1月毕业。

四、198l和1982两年没有高中毕此生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学教育拨乱反正。1979年，初中恢复三年制，应阔初二：毕业生，经考试录取，

大部分升入初三，少部分应届初中毕业。这样，1979年就只有初中毕业生(初

二)，而没招高一新生。因此，1981年就没有高中毕业生。1980年，初三毕业生

考入岗一，本应1982年高中毕业，因当年高中恢复三年制，延至1983年高中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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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此，1982年也没有高中毕业生。

五、由于时间长，资料不足，对缝校以来各届校友只能按年届和高、初中部剔

分列，依班序蹙记名录。对少数漏蹙校友因无法奁实其所彳E班级，就补在最后。

校友名单录入工作tJ分繁杂，加之有的校友在校期问姓名及姓名_}}{字有变动，我

们只能依据毕业证存根对照习乏入。对90年代调离的教职一E，由于资料不足，可

能有个别同志没有汜入“曾在本校J二作过的教职t名-'W之列。对因此产生的讹

错，我们深表歉意，敬清谅解。

六、宿迁中学校友灿若群星，我们无法一一介绍，仅从最近提供个人资料的

部分校友中选录一少部分，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广大校友谅解。恳清，“大校友婀

母校保持联系，以便我们了解你们更多信息。

七、在我们修订《校志》的过程中，承蒙校友陈们远、袁光乔提出修改意见，承

蒙学籍管理室和档案室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资料不足，时l’日j紧促，加之编者水、F有限，本“校志)>定有许多疏漏及错

误之处，衷心欢迎诸位校友、广大教职工和社会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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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发展简史

·量茸j墙I譬吩

江苏省衍迂IlI学发展简史

(1927．10—2007．10)

江苏省宿迁中学(以下简称宿迁中学)是一所具有80年历史的省级蘑点巾

学，坐落在秦朝未年农民起义领袖两楚霸E项羽的故乡一汉朝就建城的苏北占
城、1996年8月又成为新没地级rij所在地的宿迂市。她北倚1喜陵lIJ，东临大运河，

西望骆马湖，水光山色；加上深厚的文化秘淀，给校园平添r几多灵气、几分占雅。

现分历史沿革、教学设施、师资配备、教育教学、桃李增辉等五个郎分对宿迁

中学作简要介绍。

一、历史汾革

宿迁中学80年的历史可曳fJ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1937)为建校至

抗战前；第：二阶段(1937～1948)为抗战至宿辽解放时期；第『三阶段(1948～

1966)为解j；j[后至‘‘文秽时期；第p11阶段(1966～1976)为‘‘文革”时期；第五阶段
(1976’，2007)为改革开放时期，这五个阶段大体上可以描绘出7跨迁中学随着社

会的变迁而从小到大、从简易到完箭、从低级到高级的坎坷的发展历程。

7莳迂巾学始创于1927年IO月。当时，苏北中学偏少，文化落后。北京t业

大学毕业时任第四中山大学区臀学的周宜德先生多次向省政府提议在扛北增设

两所省立中学，一在盐城，一在宿迁。省里接受这一建议，决定在盐城和宿迁创

立瓶所省霞中学，分别命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区立盐城中学”和‘镩pq中【lJ大学区

宦宿迁中秽。1928年，‘‘第四中山大学区立宿迁中罗改为“中央大学区立宿迁
中掣’。这足学习法国的大学带中学的体制。宿迁中学初创时以马陵IlI F的‘‘钟

吾书院”东边部分房舍作为校舍。初时计划半年招生一次，命名“彳：智勇美”和

“文行忠信”八个年级。当时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宿迂巾学泞膳丰抖收初中一、

二、三年级各一个班，汁150人，分别以“铲、‘‘彳二”、“勇”为备年级命名。1928年
上’}皇年，学校改建城南学寓“明伦’秽为礼堂。1929年舂，小刀会暴动，宿迂中学

因受波及而停课，遂全部迁入城南学宫(即今校址所在)，当年5月复课，井建教

学楼一一幢，新瓮了一蝗教学没备。校长，封宦德旋去职，肖明琴继任校长，更校名

为“江苏省一记宿迁q,,rv'-。1930年夏，“锣级”学生毕业。秋，招收秽J巾一个班，命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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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段级”。1931年春，肖明琴因故去职，教务主任罗庆光代理校长。同年招
收初中一个班，命名为’亍级”。夏，章继南任校长。章氏原留学日本，专攻玻璃

陶瓷专业。其时政府提倡职业教育。宿迁乃玻璃沙产地，章氏适逢其时。于

1932年春招收玻璃职业初中一个班。以后。每年舂季招收一个班。初职班学

制起初为：二年，后改为三三年。当时，学校购得学宫以西苏氏花园一块，筹建玻璃

实验工厂以作职业班学生实习之用。1933年，经省教育厅批准，增办职业高中

班，更校名为≮工苏省立宿迂玻璃科职业学校"。高职班学制同于普通中学，为三

年。为了便于学生实习，学校于1933年建成玻璃实验工厂。职业班学生在技工

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吹制出一些玻璃日用器具，另将淘沙沉淀之粘泥娆制成陶

器产品。1937年7月，抗战开始；l 1月，学校解散。

建校十年，计招收初中13个班，毕业10个班；初职5个班，毕业两个班；高

职一个班；毕业一个班。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考入他县以及外省高中。

1937年11月，学校解散后，部分师生随校长章继南内迂湖北汉口、沙市以

及四川重庆等地，与苏北联合中学合并，更名为“江苏省后方联合中掣，仍由章
继南任校长，一直啭持到1939年。1940年，日伪政权在宿迁城内以蔡氏宗祠

为校址，建立伪宿迁中学，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校长先为李季孚，后为张啸

文、张文周。1945年抗战胜利后，人民政权在伪宿迂中学的校址上办起“淮北

第二中学”，校长是任崇高。任先生系四川人，是国内知名的爱国人士。学校除

任崇高任校长外。还有壬泽九任党支部书记，吴玉亭任副校长(伪宿迁中学留用

人员)a

1946年8月，国民党占据宿城，淮北第二中学师生随军撤出，后与淮北中学、

邳县中学师生合并，学校仍称“淮北第．二中掣。在淮北第二中学师生撤出宿城
后，国民党政府于当年秋在原校址继续开办“宿迁县立中等妒，直至1948年夏宿

迁解放。校长为陈耀洲。

1948年复，宿迁全县解放。人民政府在“淮北二中”旧址办“霄枫巾学宿迁

分扩，教务主任张端和训导主任李希乎jE持j二作。1949年1月，学校更名为‘馆
迁市立中学；4月改名为“淮阴行政区茁高迁中罗。1950年春，学校改名为“苏
北宿迁初级中矽，仲执庵任校长；同年7月，解放后的第一翮初三学生毕业。
1951年底，学校再迁址城南学宫。1952年9月，学校增办高中班，改名为“苏北

宿迁中掣，面向宿迁、睢宁、新沂、泗刚等县招收高一年级新生两个班。吴逸云
任校长，徐盂依任副校长。至此，全校初中12个班，高中眄个班，共14个班。

6
’



宦 发展简史

兰曼查囊簿蠊

1953年，苏南、苏北行署合并，江苏建省，苏北宿迁中学由省政府命名为“江

苏省宿迁中芎矿，吴希侨任副校长，主持1：作；吴仰轩任副校长，金志亚任党支部

书记。1957年，省长签署任命状，任命金子尧为江苏省宿迁中学校长，县委任命

金子尧兼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全校初、高中均为4轨，共24个班。从1961

年起，学校定为初中4轨，高中3轨，共21个班。

从1947年秋起，至‘‘文彰开始止，宿迁中学共毕业初中生4315人，高中生
2227人。

1966年夏，段革”开始，全校停课“闹革矿。学校领导班子瘫痪，师生参加
“大串连”，继而分成两派，打了一年多的派仗。1967年，军宣队、工寅队进驻宿

迁中学。1968年秋，1963、1964、1965三年进校的初中、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离校o

1969年春，于1966年夏招收的初一年级四个班学生也毕业离校。是年3月，学

校招收初一年级七个班；9月，招收高一年级四个班。此后壹到1976年，高、初

中每年招收的班级数不等，有时招收四个班，有时招收五个班，有时招收六个班。

1970年，学制缩短，初、高中均改为两年制。据统计，从1966年开始，至1976年

止，全校共毕业初中生1765人，高中生1393人。

‘‘文矽期间，学校校级领导成员变动如下：1968年9月，宿迁中学革命委员
会成立，金子尧任第一副主任，刘春杰、赵文友(!：宣队负责人)任革委会副主任。

1968年底，吴仰轩下放农村。1969年4月，学校党支部恢复工作，刘春杰任党支

部书记。1971年，孙召兴(工宣队长)任革委会主任。1973年，孙召兴调出，金子

尧任革委会董任，何正木、张诚任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2月，金子尧调离宿迁

中学。1975年F半年，赵登书任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F半年，卢启金任革委

会副主任。

1977年底，全同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刘春杰兼任校长，赵登书、张诚、卢

启金任副校长。1978年底，张诚因落实政策凋回南京。1979年秋，刘春杰不再兼

任校长，单如凡任校长。1980年秋，赵登书调离7占迁中学。这一年，初中由二年制

改为二三年制。1982年，高中由二年制改为-三年制。全校初巾12个班，高中20个

班，共32个班。1983年，“文革”后第一膳岗三学生毕业。至此，学校班级数相对

稳定：初中4轨，高巾6轨，全校共30个班。这样的规模一直稳定到1990年。

1982年8月，方子龙任副校长；11月，单如凡调出宿迁中学，党支部书记刘

舂杰皇持工作。1983年初，胡耀东任剐校长。1985年元月，学校首次召开教职

1：代表人会，卢启金作《校长工作报告》。会上成立r分房、教改、学籍管理三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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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1985年8月，刘春杰凋离宿迁中学，卢启金任校长，方子龙任党支部

书记。1986年初，徐伯泉任副校长。1989年初，赵志宇任副校长。

1985年9月后，学校改为校长负责、党支部保证监督、教代会民主管理的管

理体制。与此同时，学校初中部改教研组办公为年级组办公，年绂组成为管理实

体。学校委派中层副职任年级主任。1988年，学校首次没苞政教处，袁有义同

志担任政教处主任。这一年．省人民政府授予宿迁中学“文明单位”称号。1990

年秋，学校高中部也开始实行年级组负责制，年级￡任由中层正职或副职担任

(特殊情况下也可由副校长兼任)。

1987年秋，宿迁中学举行60周年校庆。宿迁县委、县政府亲自主持校庆活

动，县委书记亲自担任校庆筹备领导小组组长。一大批知名校友或亲来参加校

庆活动，或来信来函表示祝贺。

1989年秋，校长卢启金和党支部书记方子龙相继调离宿迁中学，9月底，张

云才调任宿迁中学校长兼主持工作的党支部副节记，袁有义任党支部专职副书

记，徐侗泉、赵志宇继续担任副校长。1989年底，学校召开第二次教职t代表大

会。1990年学校首次设立体卫处，沈伯孚任体卫处扛任。书此，学校中层已有

教导、政教、体卫、总务四个处。这一年，学校第：：次获得省级“文明单{秽称呼。

1990年秋，徐伯泉谰离宿迁中学。1991年初，李尚珍任剐校长。1991年秋，

赵志字调出，孙传业调任宿迁中学副校长。1992年，学校召开第三次教职工代

表大会。这一年，学校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张云才任总支书记，袁有义任专职

副书记，下设文科、理科、职工三个党支部。学校第三次获得省级“文明单{譬’称号。

1991年，学校招生改为初一年级6轨，高一年级6轨；1992年招生，初一、高

一年级仍各为6轨；1993年招生改为初一、高一年级各7轨；1994年招生改为初

一、高一年级各8轨；1995年招生又改为初一年级8轨，高一年级lO轨。至1997

年下半年，宿迁中学基本稳定了办学规模，初中24个班，高中30个班，共54个班。

1994年8月，学校由省教委确认为“合格重点高中”。这一年秋，徐德志、卢

克虎任副校长，张丁乙任校长助理。同年，学校第四次获得省级“文明单自矽称号o

1995年8月，袁有义、李尚珍退居二线，沈伯孚任党总支副书记，张丁乙任

副校长。同年10月，宿迁市委根据淮阴市委文件，发文确认校长张云才的行政

级别为副处级。1997年3月，宿迁市人民政府发文接收宿迁中学为市直中学。

1999年6月23日，市委批准宿迁中学成立党委，中共江苏省宿迂中学第一

次党员大会于IO月16日召开。大会审议了张云才校长所作的《团结务实，继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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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为建成国家级示范性高中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苏省宿

迁中学第一届委员会。张云才任党委书记，张丁乙任党委副书记；党委成员还包

括卢克虎、徐德志、孙传业、沈伯孚和王文岭等。11月，王文岭任校长助理。11

月27日，学校又成功召开了江苏省宿迁中学工会第六次会员大会，完成了换届

选举工作，产生了工会委员会新班子。王聿苍任工会主席。本年度学生餐厅正

式启用，钟吾初中教学楼如期竣工。

2000年7月7日，市委、市政府领导亲临宿中现场办公，徐守盛书记作出_加

速发展，办好宿中”的批示，要求把宿中办成全市以及周边地区的龙头学校。这

一年，初三学’#参加中考，103人考入本校高中。高考成绩也很突出，本科上线

为295人，并囊括了全市理科前四名。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2人，二等奖8人，三等奖32人；省级一等奖5人，二等奖10人，本年度学校获

得全咽“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江苏省安全文明单位、}l=游，肯电化教育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

从2000—2001学年度起，初一年级开始全部开设电脑课，加强培养学佳的

现代化意识。学校对学生增开“时政教育深’，每天早晨7：00-7：15．令体学生收

看早新闻。学校和本年新调入的老师签订了聘用合同，初步实f f r“教师聘任

卵。西校门和校内末干道千7月7闩正式开通，初巾教学楼j：8月份正式投入
使用，新的学生宿舍楼已正式竣工，塑胶跑道田径场等项目也将进入最后施r阶

段。体育馆建设已完成了设计和审批工作。

2000年高考本科上线首次突破400大关，达405人。

本年度学校获得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第三届模范学校，宿迁市德育

先进学校，宿迁市学校卫生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2001年，根据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验收要求，学校积极推进初高中分设。筹

建r以宿迁中学为依托的民办公助形式的‘‘宿迁市钟舀初级中学，并j：5 Jj 26

日正式挂牌。校妊张云才任钟吾初巾蟹事长，副校长徐德志负责钟吾初中会面

工作。这一年学校还实施了“中层正职f部竞争|：岗”方案，通过演讲、答辩、民

主测评、组织考察等环节选出f 6名中层II：职干部。陈子祥任校长办公室主任，

陈向阿I任教务处#任，高慎辉任教科室l=任，卓成金任政教处土任，石安f任体

卫处芷任，张维国任总务处主任。

2001年，学校秘极响应市政府提出的“无大环境治卿的口号，认真规划并
实施r学校绿化方案，拆西墒，筑栅栏。透明透绿；开辟新花园，植大树120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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