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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中学是一所高完中，创建于1944年。经过数代校长和数以

百计教师们的辛勤耕耘，可以自豪地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数以百计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记录历史和现状，经过千辛万苦，完成

了《罗城中学校志》，翔实地展示了罗城中学几十年的面貌。在编纂

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同志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原则，采用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

进行编写，几经修改，得以问世，来之不易。

在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教育工作者

任重道远。本志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全体教职员工敬业奉献的可歌可

泣事迹，展示了学校发展的历史，为探索教育、教学总结了宝贵的历

史经验。我深信此书定能发挥“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罗中57

年的历史，一部48万字的“志”是不可能面面皆到的，有所取，必

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取舍详略，考虑不周，编写疏漏，再所

难免，但此“志刀所录史料，对来者清醒地认识罗中走过的路，无疑

是大有裨益的。

编写《校志》，为校存史，服务当代，有益后世。愿《校志》提

供历史借鉴，为我校的快速发展服务；愿《校志》所存录的资料，能

供人查阅探讨。

让历史告诉未来：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已经升起，照耀着我校师生

去拼搏，去创造，去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校长廖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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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编纂，力求体现学校

特色。

二、本志上限1944年，下限断至2000年。为保持史料的连续性，

有的内容上伸下延。

三、编写中，共查阅学校从1944年建校以来的各类档案504卷

和县档案局有关资料，参考了《犍为县教育志》(1986年版)，广泛查

询，搜集资料，编写专题。按章、节安排，节下分自然段记叙，反映

全貌，详近略远，突出重点。

四、本志在世人物介绍市级以上先进人物，按授奖“级”编排，

同“级”排列不分先后。

五、部分有突出贡献的学生，系指：行政副县级以上，企业高级

职称，中学高级教师以上和有著作、发明问世者。

六、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标明民国年号。

七、本志文中数字除习惯用法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校名开始提出全称“四川省犍为县罗城中学"，以后用简称

“罗城中学"或“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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