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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编志，志者有存史、资政、教化之重要作用。

杜桥中学创办于 1956 年，至今建校四十周年，我们编就

《杜桥中学校志))，献上一份薄礼。这对总结我校经验、办学特

点和发展规律有着重要意义，这对促进校友间的信息、感情交

流，促进学校发展，均有着重要意义。

杜桥中学是临海市直属中学，有着创业、发展的辉煌历

史，享誉临海，扬名台州，学校先后多次被评为市先进，在勤工

俭学上被评为国家级先进集体。

杜桥中学坚持素质教育，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以培养社会

主义一代新人为教育总目标。学校强调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

严格训练，培养的学生在思想道德品质上亦获得各界好评。

学校教风严谨、学风优良。"勤奋、求实、团结、创新"是我

校的校训。教师敬业，学生勤学;勤工俭学、勤俭办学，这是我

校两大优良传统。

学校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广大教

师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时代在前进，杜中在发展。随着教育

改革的深入，未来的杜中将更加生机勃勃。

校长:王才长

一九九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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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桥中学校史

杜桥中学是一所市(县)属普通完全中学，位于椒江北岸东海海滨的杜桥

镇，远离临海县城七十公里，堪称椒北海滨平原上一盏文化明灯。建校四十年

来，他担负着临海市沿海片部分高中招生任务。虽经历了曲折历程，但已为国

家培养了 12488 名初高中毕业生，为大专院校输送了 1300 多人才。

(一〉

杜桥中学原名临海县第三初级中学，创办于 1956 年。是时，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县府决定在杜桥办所初中。县教育局抽调了四名教师，

由徐桂夫同志任副校长，接收了杜桥镇私立凤山小学两幢平房，一幢楼房，同

时征地 0.8 亩做操场，学校占地面积为 4 商。核定教师为四名，音乐、总务、体

育等课由杜桥小学教师兼任，笑称"四个半教师的中学气当年全县统一招生，

招收初一新生三个班，九月一日如期开学。从此，椒北滨海平原的人民子弟上

中学，不必再跑七十公里到县城去了，在自己的家乡门口有自己的中学了。

学校创办后，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学校进入迅猛发展时期。

57 年、 58 年、 64 年三次征地，使校园占地面积扩大到 27 亩。这期间，师生积极

参加建校劳动，自己搬砖瓦、搬石块，到溪口挖砂、运砂，甚至到三十里外的桐

峙搬木头。相继建起了"五七"前平房、"五七"后平房、"五七楼"(教学大楼后

面〉、"五八楼"(在四方塘北〉、"五九楼"(在教学大楼南面， 1986 年拆除)、"六

。楼"(在西厕所前〉、大礼堂、健身房(皆为砖木结构) ，使杜中初具规模。

1958 年秋季，招收高中新生一个班。 1959 年县教育局决定产临海县第三

初级中学"更名为"临海县杜桥中学" 1961 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县教育局决定将龙峙中学、连盘中学、章安中学并人杜桥中

学，上盘中学划归杜桥中学，成为杜桥中学分部。 1964 年上盘分部并人杜桥中

学。此时杜中发展到 15 个班级，即高中 3 个班，初中 12 个班，有教职工 68 人。

1960 年 5 月成立中共杜桥中学支部，徐桂夫同志任副书记，属中共杜桥

区委管辖，当时有党员 6 人。党支部建立后，到"文革"前，在师生中发展了 4 名

党员，其中一名是学生项义亭，也是建校四十年来在学生中吸收唯一的党员。

1961 年抗日战争老干部王建国来校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学校创办后，虽然师资力量簿弱，教学设备简陋，社会工作繁忙，但很快形

成了"教师勤教，学生苦学"的优良传统。不论是住宿生还是通学生，早晚都来

校自修，早锻炼。一个"起床打冲锋，赤脚炼硬功，读书苦用功，工作争先锋"的

良好风气就呈现在校园。 1959 年首届初升高就名列临海县第二位 ;1961 年首

届高中毕业生就有 40%考取了高等院校，其中二分之一录取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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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有 80.7%高中毕业生考取高等院校。当时分管文教的临海县副书记王

杰民赞扬说杜中胜过一中。 1965 年，中共中决教育部下达一系列减轻学生负

担、克服偏面追求升学率、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的指示，校内开展了各种对

比试验，教学研究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视，主要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请觉悟先进

的工人、贫下中农来校忆苦思甜，下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吃

忆苦饭一一糠团。同时开展"争三好"，"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学雷锋活动搞

得火红，同学纷纷上街、到汽车站打扫卫生，到老人家里帮助料理生活，到服务

行业、商店送书送画... ... 

"教师勤教，学生苦学"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一大优良传统;"勤工俭学、勤俭

办学"是这时期形成的又一优良传统。

从 1957 年起，学校兴起勤工俭学热潮，开始办农场。先在华峙山收拾 100

余亩农民弃种抛荒的"水鸭田"建起第一个劳动基地，师生共同努力，千方百

计改良土壤，找肥源，获得亩产七百斤的好收成，为当地农民亩产二倍多。没几

年，农民收回了这片土地。接着又在下卓办起了 60 余亩水田的农场和一个畜

牧场，油菜试验采用移栽新技术，创造亩产 400 斤的高产，畜牧场曾养出 300

余斤的大肥猪。农牧场于 1961 年"调整"时停办。其间，还曾办过一些工厂，如

砖瓦厂。三年困难时期，师生在白石保安坦开荒 30 余亩种番前，在校内养小球

藻生产自救。 1964 年，食堂创造了四管穿心吸风省煤灶，每人每月只要 o. 14 

元柴火费，在华东地区推广。

在这个时期，学校还积极绿化美化校园，师生亲自动手修建了凤凰池、圆

井、假山、操场、道路、种树种花。没多久，校内花草争艳，绿树成荫，一个幽静、

舒适的学习环境展现在师生面前。

那时体育活动比较活跃，曾为省篮球队输送了崔小郎队员(现为教练) ，并

为部队输送了黄崇雕(后成为全军"雷锋式战士")、王明富(后成南京军区"五

好战士标兵")、李杰(飞行员、烈士)等多位解放军战士。文艺活动丰富多彩，师

生同台演出了自编《三世仇》、《南方来信》等剧目，还常自搭戏台为当地欢送新

兵光荣入伍等演出。

正当杜中建校十周年，学校阔步前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二〉

1966 年 5 月。"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先成立了"文革筹委会"，派红卫兵小

将上北京，然后把部分教职工打成"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

进行批斗。随着"红卫兵"的浪潮汹涌到来，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纷纷组织"革

命战斗队"，写大字报，揭批"党内走资派"。于是，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形成了

"停课闹革命"0 1967 年春，曾一度想"复课闹革命"也未复成。此时党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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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迫停止活动，学校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在此前后，学校的档案、图书、仪器、

绿化均遭受严重破坏。同年 11 月又开始筹备复课，于 11 月 29 日正式开课，不

久又停课。 1968 年 3 月又搞过复课，也未复成。 66 、 67 、 68 三届初高中学生的学

习也就到此结束，后据"省革委会"文件，全部毕业。

1966 年曾招过初一新生，后因"文化革命"而解散。 67 、 68 两年均未招生。

1969 年 5 月 29 日"工贫宣队"进驻学校。 9 月，根据社社有中学的要求，杜桥中

学有 33 位教师下伸到杜桥区各公社新办的 17 所初中任教。同期，杜中恢复招

生，招收二年制初中新生 8 个班。 1970 年 5 月，"工农管委会"接管了学校，清

阶时错误地关押了个别教师。 1971 年秋季恢复高中招生，学制也是两年。 1971

年还招有师训班两班，为小学培养民办教师，学制半年。 1972 年高中是春季招

生，学制两年半。 1971 年 9 月 15 日开始整党， 1972 年 3 月 16 日重建党支部，

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党组织在"文化革命"这十年没有发展过党员。 1972 年

5 月成立了"杜桥中学革命领导小组"，学校归"革领组"领导。

"文化革命"中"教师勤教、学生苦学"和"勤工俭学、勤俭办学"这两大优良

传统仍得以继承。

"文化革命"后八年，学校贯彻的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五七"指示，

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讲"开门办学"。学校在高中开设文艺、农机、

测绘、农技、红医、体育专业班。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是到挂钩的大汾胜利大

队学农基地学农，请进来是学校组织了工农讲师团来校讲课。在校内也开始创

办学工学农基地。 1971 年先在白石等待岩租种八亩水稻田。 1972 年杜桥区政

府将 64 年围垦的下盘一片海涂地划拨给杜桥中学，建成 56 亩农场，以后办成

了桔场。 1973 年，师生参加杜桥区北洋涂围涂，筑海坝 60 米，分得海涂地 144

亩，经过师生多年劳动，建成盐滩 126 亩。同时与下盘大队建立了校队挂钩关

系。 1972 年开始筹办工厂，从生产大字簿、园钉、避雷器开始，最后转为生产光

学仪器。这样就有自己学工、学农的基地了。这一时期，学校以社会为课堂，强

调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工农业劳动。物理讲"三机一泵"，化

学讲化肥、农药，数学教测绘、珠算，生物改上农基课，讲良种培育、中耕管理。

同时学开拖拉机、拆装柴油机、采制中草药、测绘土地、医治牲畜等实践操作。

1973 年，科学兴趣小组逐渐活动起来，先后建立了地震测报小组、气象观

测小组、电器小组、测绘小组、地理小组等。各小组都做出一定成绩，如测绘组

为七个大队、两个公社测绘了平面图;地震测报组有两次预测到地震;地理组

采集到部分矿石;电器组有的后来成为电器维修专业户。

这一时期的文体活动非常活跃。学校有文艺队(包括乐队与演出队) ，除在

校演出外，还常常下农村，哥至上高山下海岛为群众演出，((妇女半封天》曾参
加省会演。那时女排出色， 1974 年 7 月获省中学生排球赛女子甲组第二名。田

径有邬临莹于 1975 年 6 月获省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组 800 米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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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特别强调劳动，高中每学期安排 4 周，初中每学期安排 2 周。除

了农忙有时下生产队参加抢收抢种外，主要是在自办的工厂与农场学工、学

农。 1971 年先租种白石等待岩八亩水田， 1972 年后就去海涂劳动。工厂学工各

班轮流安排，每次是一个星期;农场学农大都两周连排，一次去两个班级e 到农

场学农是自带行李、粮食、劳动工具、学习用品，整队步行到离校三十里的下盘

杜中桔场与盐滩进行。先借住在海涂指挥部、下盘大队，后来在下盘白毛山建

起自己学农大本营，建有四个教室、食堂及杂房。这两周就住在那里、吃在那

里、劳动在那里学习在那里(遇雨天就上课〉。师生间吃、同住、同劳动。桔场、盐

滩在建场初期的几年都是强体力劳动，桔场挖护场河，搬平 72 个大盐墩，开沟

整哇，盐滩要把水平的海滩整成梯田，主要任务是调土，个个干得腰酸背痛。师

生对海涂劳动都深有体会:头天酸，第二天疼，最难坚持的是第三天，熬过三天

才能完工。同时还编有《柑桔栽培》、《盐滩建设》等乡土教材。农场主要种咸菁，

淡化土壤， 75一 76 年种上柑桔;盐滩于 1974 年建成，当年产盐一万四千余斤。

这一时期校内还种过蘑菇，学生分任务拾牛粪，蘑菇获得高产，((喷头底下出高

产》这一种菇经验曾在杜桥全区介绍推广。

这十年，学校没有招生权，初高中新生由当地政府推荐保送，高中毕业后

也回当地参加工农业劳动，再由当地政府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在这十年，学校建造了七二楼(圆井东，已拆除)和七六办公楼(位于食堂

前， 1992 年改为教工宿舍)。学校面貌没有多大改变。

(三)

1976 年粉碎了"四人帮"，"文化革命"宣告结束，杜桥中学又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

1977 年初虽然一度曾受派性干扰，不久就重新学习检验真理的标准，通

过大辩论，批判了"两个估计"，推翻了加在教师头上不实之辞，肯定了教育是

生产力，教师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接着平反了冤假错案，倡导尊师重教的风尚。

19'77年恢复高考，杜中就有 24 人考上大专院校。尤其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象春风化雨滋润了教师心田，我校师生受到莫大鼓舞。"教师勤教、

学生苦学"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根据被推荐保送来的程度不一

的学生，学校于 1978 年一-1980 年分过快慢班;根据新的招生制度，在高二

开设文、理分科;根据初高中学制各只两年，学校于 1978 年秋一-1983 年夏

办过五期高中复习班(高三) ，每年 1-3 个班;根据我校师资力量优势，在高中

各年级开设一个俄语班，把英语较差或未读过外语的学生编入该班，用高中三

年读完中学六年课程;根据"三个面向"需要，根据农村中双重任务的特点，积

极开展了教改试验。 19.7 9 年把初二一部份学生改为三年制，从此初中恢复了

三年制。 1982 年高中新生也恢复了三年制。这二十年，教研活动活跃，教师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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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开展教改试验，撰写教学论文，交流教学经验。教研比较有成就的有王招云

·老师初中化学"掌握学习法"，有项秀明、杨士聪等教师初中数学"中学数学自

学辅导法"，有金样忠教师初中生物"四步教学法"。教师撰写的教学论文或专

著单在地区级以上获奖或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出版的就达 68 篇(本〉。自

1987 年职评以来有 19 位教师评上中学高级职称。教学仪器列为台州 16 所普

通中学重点配置， 1980 年开始购置电化教学器材，配置电化教室 ;1995 年开始

配置语音实验室。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上师生共同努力，教学质量逐步

提高。 1982 年被高校录取 87 人，重点大学 24 人，一下子跃居临海县第二位。

1983 年高考上体检线突破百字大关，达 101 人。 1988 年文科考生陈恩富高考

总分达 557 分，名列台州第一，浙江第四。文科考生上大学数曾多年名列台州

地区第一。生物、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高考成绩有几年曾列台州地区

第一。学生各学科竞赛，在地区级以上获奖达 37 人次。杜桥中学一下子在台州

地区赢得了声誉。

正因为社中在台州地区有此声誉，正在兴建的全国重点工程台州发电厂

为解决子女读书问题，不找重点中学，却慕名来找杜桥中学，于 1984 年 6 月与

杜中达成厂校挂钩协议。自此台电职工子女每年有近百名在杜中就读，杜中也

在台电资金及材料支援下，于 1986 年建起 2232 平方米的教学大楼。这一厂校

挂钩一直延续到 1988 年 7 月，台电自己办起了职工子弟学校才脱钩。

1989一一 1991 年杜镇时装厂赞助杜中篮球队 7000 元。

1990 年金吕锋教师根据夫人李琴音遗愿，捐资 10000 元，在杜中设立奖

学金。

199百年浙江省椒江市节日灯总厂与杜中厂校挂钩，每年向杜中提供奖学

金 5000-10000 元。

"勤工俭学，勤俭办学"这一优良传统在这二十年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扬。

农场在 1981 年开始产桔，八十年代年产大都是几千斤，近年产量平均在二万

斤左右。盐滩年产最高是 1989 年达 108 万斤，一般年产在 70 万斤左右。校办

厂 1995 年产值达 270 万元。

这二十年自筹资金与材料，使学校规模与设备进一步发展。 1984 年征地 3

亩(同时农场有 18. 5 亩，划拨给下盘大队，目前桔场只保留 26. 5 亩L 1986 年

征地1. 5 亩，使学校占地面积扩大到 21953 平方米(合 32.93 亩)01993 年又于

凤凰山边征地 653.3 平方米(合 9.8 亩) ，为教工解决了集资建房的用地，使教

师用房成套率可达 80%01979 年建起了三楼教工宿舍， 1981 年建起了四楼教

工宿舍， 1982 年建起了实验大楼， 1986 年建起了教学大楼， 1991 年建起了食

堂等用房， 1992 年建起了办公大楼， 1996 年建起了学生宿舍大楼(可容纳 900

多人) ，同时还建起大门与厕所(全为砖混结构) ，使学校建筑面积达 17089 平

方米。十多年来，国家对杜中建设投资较少，主要靠学校自己筹资。学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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