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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进 取， 立志成才 献身中华， 让我们理

团结进 取， 艰苦奋斗 自主自强， 用我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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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在祖国蓝天翱翔!

春， 迎接新世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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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养虎威 水育英豪

平潭二中座落在风光秀丽的虎美山下。虎美山，就象一只俯伏的猛虎，忠

实地守护着平北大地，让这里的子弟代代都虎虎生风，充满理想和奋斗精神。

这里是东海惊涛拍岸之地，东江和南江陶冶过闽东革命的一代英豪。因此，解

放后平潭党政干部有一半以上是这一带人。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

使得平北人民特别重视发展文化扣教育。

1956年，政府创办了二中，群众十分信赖地把优秀子女送给我校培养。从

此二中钟灵毓秀，英才辈出!。5 o年来，．-q,没有愧对虎山美名，没有辜负人民

希望，所培养的两万多名初高中学生，有的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杰出的党政

军干部，更多的成为所在行业的一方精英，给母校和家乡人民增添了无限光彩!

但是，．-q,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她有跃马扬鞭，高歌猛进的喜悦；也有

跌入低谷，身陷迷茫的悲伤。有过“大跃进’’、“共产风”的兴奋，也有“三年

饥荒”、“十年文革”的沉默。有过70年代末的短暂复兴，更有80年代初以来

“应试教育制度”和商品经济潮的双重打击。本校志记录了她50年风雨兼程的

重重跋涉。

前进的艰难，锻铸了二中坚强的校园精神。首先是历任领导忠于人民事业，

不畏艰难，励精图治；第二是历代教职员工，高度敬业，鞠躬尽瘁，。无私奉献；

第三是许多同学懂得珍惜青春，勇于挑战，顽强拼搏。本校志在选材上突出了

以上精神，以表彰先进，激励后人。

．-q,发展5 O年，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本校志系统地展示了各个历史时

期学校管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以及后勤、科研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为后人

“明得失，知兴替"，特别是如何办好农村中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平北人民重教之风古已有之。如今，社会对人才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促使广大群众对子女的成长更加关心，对二中的期待也更加迫切。然而，由于

体制、政策、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农村教育严重滑坡，二中也未

能幸免。这种现象的蔓延，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令人心酸的“教荒’’：我们非常难

‘．．．．——1．．．．．．



过地看着一段时间以来，仅仅为了子女上个满意的学校，一村又一村的群众舍

弃家园，跟着子女到县城租房陪读。作为教育工作者，是可忍孰不可忍?!但

是教育毕竟是国家的事业，全社会的事业，她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大力

支持。二中发展50年，一直与当地群众的支持分不开，与各级领导，与社会各

界的支持分不开!适值50年校庆，我们续编校志，意义不在于为已有的奉献歌

功颂德，而在于总结经验，树立信心，探究得失，提供借鉴，从而唤起更多的

人关注农村教育，关注二中复兴，继续支持二中，让平北的子弟在家乡重新有

一所理想的学校，让他们的父母能早El回归家园。

虎山巍巍，松涛阵阵传豪情。伫立校园，我们心头有沉重，也有骄傲；有

阴影，更有光明!尽管续写华章，任重道远，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但是我

们有决心，有信心把二中办成一所21世纪的新型学校!新的繁荣一定属于二中，

属于虎美山下热爱家乡，重视教育的平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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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吴正生

二oo六年十月七El

于平原官井虎美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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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这本50年版的《平潭二中校志(初稿)》，是在96年原40年版的《平潭二中校志(初稿)》

的基础上续写的。由于人事变迁，原编写人员有的调动，有的退休，甚至原主笔高扬中老师

已不幸离世，再聚集原班人马进行续写已不可能。于是，由现任学校各级领导陈茂俊、陈建

斌、高扬明、曾华团、高扬楼、高发、游克强、高建平等同志提供了学校自96至2006年7

月份这十年间的相关资料，并由他们分章执笔写成，林世榕老师协助材料的整理。最后，全

书由游国华老师统稿。因为新手诸多，思路不一，必然体例有别，文理缝隙甚至材料观点相

左之处，已是难免；何况以上编写老师均非专职，为赶上校庆，他们都是在超工量的情况下，

牺牲休息时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突击成稿的，时间之仓促，人员之紧张，使得本稿挂

一漏万之处更多。我们诚恳希望读者能予以见谅，并望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继续修改1

50年版基本上沿用40年版的框架结构和文本，仅在其基础上补充了进后十年的内容。

对40年版所记述的内容因为条件所限，本次沿用时仍未予以校对核实，也请读者见谅1

50年版稿承蒙我校初中64届校友，现福州市博物馆科研部主任游天星先生对全书体例

提出宝贵意见；福建省广播电视集团游云峰先生审阅了部分章节的内容。在此，一并向所有

支持和参加上述两部校志编撰的同志表示感谢!并对中途离世的原主笔高扬忠老师表示诚挚

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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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版前言)

平潭二中《校志》初稿已经完成，深以为幸。

去年，县教育局向下属部门下达硬任务，限期要求县内各主要学校编写出《校志》，为县

《教育志》提供基础材料。二中作为平潭第二所完中，被列为重点的编志单位。这便是二中

编志工作的起因。

二中是一般中学，近年来，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限制，总体办学效益不高，且现存的史

料不全，时间又紧迫，因此能否编志，或者说能否编出一部有价值的《校志》，存在着极大疑

虑。带着这个问题，学校领导班子几经讨论，最后还是统一了肯定看法：(1)认为《校志》

是写历史，一部《校志》有没有价值，关键不在于这个学校办学成绩的大小，而在于编志材

料是否丰富、具体、真实和富有特色。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认真地从事

调查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二中办学的历史和现状，编写出的《校志》就有价值，就能起到

“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2)认为二中在办学历史上，有过辉煌时期；被划为一般校

后，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确立优良的校风学风以及实施教学常规管理等方面，不但没

有降低标准要求，还强烈地表现了自己的革新、创意和办学特色，这正是编志最需要的资料。

在编志过程中，能抓住特色材料，还可因此克服选材组稿时过多的互相雷同现象，尽管这种

雷同总难避免。(3)认为二中要举办40周年校庆，并要借校庆东风，鼓舞士气，振兴教育，

也应该有一部《校志》呈献给时刻关心、爱护母校的校友们。同时，在时间安排上，可以把

《校志》的编写与校庆的筹备工作结合起来同步进行，做到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二中《校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早在去年10月份，吴翊西校长就以二中《校志》编委

会主任名义，召集一次有离休老干部吴『F寿同志和二中历任校长、书记参加的“编志座谈会”，

会上征集到许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接下来，就是更艰巨、繁重的调查研究和校内各部门

分工编写，历经半年时间，4最后由高扬中同志总篡成书。动笔参与《校志》组稿的除高扬中

同志外，还有陈仕达同志(编写第六章与第一章第二节)、高扬楼同志(编写第三章德育部分)、

高名仁同志(编写第五章“总务”部分)、吴翊西校长(编写“大事记”和部分“人物谱”)。

热心提供资料的有陈大楠、何光朱、杨际斌、高子松、苏开寿、游经武、吴正生、李心国、

翁绳祥、高安、周而文等同志和吴凤生校长。

本《校志》在内容选取方面，上限1956年，下限1996年(大部分章节截至1995年，少

数章节延至1996年6月)，时间跨度四十年。在编写方法和文章体例方面，与通行的志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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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样，体现了“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详今略古，突出特色’’和“述丽不评，寓评于记"

等特点。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特别是文革前大量史料难以征集，因此本志中有关

年份、人名、数据以至事例等难免有许多错误和缺漏，殷请历任二中的领导、老师及一切关

心母校的二中校友们指教、订正，不胜感谢!

平潭二中《校志》编委会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

：Ic本文是高扬中同志为钧周年校庆编纂的《校志》而写的。该版校志简称“40年版”，本次校庆相关

名称沿用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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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潭第二中学创立于一九五六年，是继平潭一中之后，平潭县创立的第二所中学。

五十年过去了，二中从两个初中班变成一所规范的完全中学，在校生从百余人发展到近

三千人。五十年来，学校培养学生两万多名，有几百位教职员工为学校工作过。据不完全统

计，办校以来学校受到省一级表彰的有近10次，受到市一级表彰的有200多次，受县一级表

彰的就更多。教职工中，至少有500人次受到各级各类的表彰。同学中受县市级以上表彰或

参加各类竞赛面获奖的超过1500人次。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全县人民，尤其是平北群众

的支持下，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几代人薪火相传，谱写了二中历史的光辉篇章!

创校初期，基建工作由教育局委派当时高山小学校长陈世华主持。创校第一年，由于建

校工程未完工，所招收的初一年两班学生(110人)，暂寄于苏澳小学。当时专任初中教师仅

7人。一九五七年九月，选址建校工作初步就绪，学校迁至现二中所在地——平原乡官井村

之西北向，并定名为“福建省平潭县第二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校长李文晶，革大毕业，

是解放初来平潭工作的外地干部，担任二中校长时，兼任平潭县县委委员。

学校创办时，校舍设施与教学设备极为简陋。占地三十一亩的校园内，只有三幢建筑物：

一幢是二层八室的教学楼，即现在的一号楼；一幢是辟有十二间房间的连排平房，作为教师

宿舍和办公场所，即原学生宿舍。还有一幢低矮的连排平房，是师生食堂、伙房和燃料仓库，

2003年定为D级危房并拆掉，在原址上重建为现在的八号楼。与食堂伙房毗邻的是国民党时

期原平潭县长林荫拟建而没有建成的“海城中学"旧址(一座废弃的类似祠堂的建筑物)。建

校时，把它改建为礼堂和部分教师宿舍。校舍建筑面积1513平方米。五九年，又建成第二座

教学楼，即3号教学瞵建瓣640平方米。
学校创办之后，学生数逐年增加，至五八年，全校学生数达8个班440人。五九、六零

年继续增加，六一年以后至六六年，基本稳定在12班550人左右。教职员工编制也基本稳定

在40—50人之间。

文革期间，同全国各地一样，三中币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干扰。学生停课闹革命，

四出串连；教师或与学生“并肩战斗"，或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下放农

村小岛劳动改造，直至一九七零年复课。一九七三年，为适应形势要求，学校开办高中部。

当时各乡镇都办初中，初中生源分散；而完中只有一中、三中两所，高中生源比较集中。当

时二中高中生源遍及屿头、大练、苏澳、早原、白青、芦洋、中楼等7个乡镇，占半个平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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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中学生数大大超过初中。如一九七三年，全校学生数1013人，高中学生12班626人；

初中仅7班387人。学生数大幅度增加，带来的是校舍和设备的严重不足。为了解决千余学

生学习、生活的住所问题，县有关部门曾在芦洋农场建立二中分校，划出土地20余亩，作为

师生的学农基地。直到一九七九年被收回。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贯彻“五七”精神，实行开门办学。教育方法提倡“请进来，走出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加上当时学制短(初、高中皆实行二年制)，学农时间过多，所

学的文化知识十分有限。

文革前，二中学校建制直属于专署(闽侯专属)教育局，人事管理归县教育局。文革期

间，学校的建制和隶属关系被打乱，人事和业务管理权限下放至平原公社教革组，学校名称

也被更换为“平潭县平原中学”。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整顿、拨乱反正，二中办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学校名称又改回“平潭第二中学”。接着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八一年、八五年，初高中

学制分别由二年制恢复为三年制。这些有意义的变革，为学校办学工作正规化创造了条件。

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学生数增至1300人以上，文革后至八一年，学校校舍设备也逐年增加。

新建的校舍有三层教学楼一座，UP--号楼；教师宿舍楼一座，即原四号楼；办公楼一座，即

原五号楼：增加的建筑面积达1891平方米。新增添的还有发电设备和供水设备。

一九八四年，全县教育界领导班子大调整，二中原有领导班子成员，多数升迁；以吴翊

西为校长的新领导班于上任。新班子加强对学校工作的管理和改革，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校正

常教学秩序，学校规模和办学效益也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一九八五年二中鼎盛时期的

学生数达到1600人，高中应往届毕业生数达415人，其中参加中专考试上线录取人数达101人。

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一年，是我国经济体制大变革时期，沿海开放地区的教育工作受商品

大潮冲击，普遍出现滑坡下跌趋势。二中处于平潭县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平原地区，受到的冲

击干扰尤为严重。新的“读书无用论”流行，厌教厌学甚至弃教辍学现象普遍存在，高中生

源严重不足，每年流失生比例占学生总数高达15％。滑坡最严重的一九九零年，全校学生数

降至700人。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九三年才有所扭转，学生数才回升至千人左右。

一九八四年以后，学校变化最明显的是办学条件的改善。经过吴翊西校长十年努力，争

取到省市县各有关部门和校友的大力支持，政府部门向二中行政拨款近70万元，校友捐助万

余元，全部用于学校基建和修缮。大型的建设项目有六项：一是修建了四十年来想建而没有

建成的大围墙和校门；二是改造了1号和3号教学楼，将土木结构的危房改钢筋水泥结构，

并加层；三是砌了四条高2．5米，总长200余米的花岗岩护坡和台阶；四是铺了三条水泥道

一7一



和一个水泥蓝球场，总面积达1300余平方米；五是更新了全校千余学生的课桌椅、寄宿生床

架和部分教师办公桌；六是重新装备了学校理化实验室和图书馆，使理化生实验室具有三级

达标水平。同时，有计划分步骤在校园内植树造林，实现了校园的绿化、美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校的环境和教学生活条件才有较大改善。九七年盖了一栋

教工宿舍楼即“六号楼"。该楼套房结构，每套虽然只有3 0平米，却厨房、书房、卧室，一

应俱全，二中历史上头一回有这样的“豪宅”!因为只有夫妇都在本校工作的家庭才可被照顾

入住，故该楼被戏称为“鸳鸯楼”。 为了活跃师生的课余活动及校际间的体育交流，在六号

楼前边，还修起我校第二个水泥篮球场。

这几年又新建了几栋楼房。七号楼按新标准盖起来了，有十六间教室，宽敞明亮，通风

透气。八号楼是一座多功能楼，它的建成，基本上解决了困扰二中几十年的教职工宿舍、开

会与就餐的三大难题。刚刚竣工的一座是综合楼，六层22米高，建筑面积约2500平米，总

造价近160万元，是二中建校五十年来最雄伟的建筑。

虽然二中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由于受种种限制，总体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作为2 1

世纪的一所完中，二中还只能说是初具规模，在软硬件设施上与“三级达标校"还有很大距

离。不过，我们高兴地看到今日二中正以更加扎实的步伐，向着现代化的目标迅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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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领导与管理

第一节领导工作概述

文革前，二中建制直属于闽候地委宣传部和专署教育局，教职员工人事管理由平潭县教

育局负责。当时学校规模较小，主要行政领导设校长一人，副校长一人，党支部书记由校长

兼任。校长李文晶本人兼任平潭县县委员，其行政级别比县教育局长还高，校长工作直接向

县委汇报。

文革复课期间，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的建制和隶属关系全面降格，人事与业务

管理权限下放至平原公社教革组。校内成立教育革命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一至二人，

校名改为“平潭县平原中学”。

77年以后，学校恢复了校长兼书记的领导体制，设校长～人，副校长一人，书记一人。

校名恢复为“平潭第二中学”，学校建制和人事管理归属县委宣传部和县教育局。

87年以后，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中党、政分工比较明确。党支部主要

任务是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对工会、共青团、

少先队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加强对学校行政领导在执行各项方针政策时的监督作用，校长主

要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并具体领导三大处和全校

教职员工加以贯彻落实。

学校中层机构设置，各个时期略有变化。文革前，设教导处、总务处。教导主任一人，

在校长领导下，负责计划、组织和检查全校教学工作、思想教育工作和学生生活管理工作。

总务主任一人，在校长领导下，负责全校财务、保管、基建、修缮、生活服务、教学设备、

劳动安排等后勤工作。72年以后，学校由初级中学升为完全中学，教导处中“教”与“导”

分开，中层机构增设政治处，原“教导处”改称“教务处”。政治处级别与教务处、总务处并

列，设主任一人，专门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具体分管年段、班主任、生管组、保卫科

等部门。80年以后，三大处各增设一名副主任，以充实学校中层领导力量。86年以后，由于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又陆续增设办公室，2003年增设教研室。至此，学校中层机构分为三大

处、二室、一委和工会等格局。该模式一直沿续至今。

学校团组织成立于建校之初。建校以来，团组织和各班团支部在学校党支部领导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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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多种形式配合班委做好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对建立学校优良校风与学风发挥了重要作

用，72年团总支改为团委。

学校工会组织；是党领导下的教职工群众组织，凡国家正式在编教职员工均可申请入会。

工会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对上直属于县教育工会，在校内，则接受党支部领导。工会领导

机构由教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每三年至五年换届一次。现在是第八届，共有会员126名，设

主席一人，委员6人(包括组织、宣传、文体、财务、女工、经审等委员)，并按学校工作部

门、学科划分为5个小组，每组设小组长一人。长期以来，在校党组织领导下，工会在加强

会员政治学习、关心教职工生活、开展文体活动，解决教职工住房困难，为青年男女教师牵

线搭桥，解决婚姻大事，解决青年教师子女入托入幼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并为贯彻师德规范、

维护教工权益，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组织教职工议、参政和民主管理学校诸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成为学校党政领导联系教工群众的强有力纽带。

二中领导班子有个传统的好特点，就是团结工作做得好。团结产生力量，二中才越办越

兴旺!这方面的经验有三条：第一，突出了以校长为中心的领导体制，确定了校长在办学工

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避免出现双中心或多中心现象。历任校长，不是本人兼任支部书记，

便是书记与校长之间在行政级别、资历、个性、涵养等方面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客观上有利

于一元化的领导。第二，党政和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责任清楚。党对学校领导主要体现在

支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对办学工作中的具体事务不过多干预；校长则在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实施行政管理上体现领导；各职能部I'-JN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尊重，互相

谅解。第三，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具体化、制度化：领导班子会议每周一次，这个制度从不变

更，会议参加者一般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有时也邀请教研组长、年段长或教师代表参加。

会议内容除学习政策、理论，回顾总结工作，开展自评互评外，更多的是进行民主决策，使

学校的各项工作和规章制度的实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中领导班子的另一个传统特点，就是极具开拓和创新精神。历任领导班子都把加强学

校管理当作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在管理制度创新方面有相当多的独特创举。其主要做

法有：(1)建立健全各部门管理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多次修订，逐步恢复和健

全的各部门职责和规章制度包括五个部分62项。(2)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已经实行的有：八

四年实施至今的“教学工作量化管理制度”；八九年开始全面实旎的“教职工学期和年度考核

制度”(包括考勤、考量、考质、考德)；九二年实行的行政分工下年段的“年段管理制度”。

(3)建立教职工会议制度。学校各种会议包括：A、全体教职工例会，每周一次；B、领导

班子例会，每周一次；C、教研组例会，每两周一次；D、班主任例会，每月一次：E、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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