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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镶一中要写的东西太多了。自六十年代．栖镇一

中就拥有一批人文学科造诣极高的一专多能的老师。

纪秩肖老师深谙国内外教育理论：汪暂、吴西累、宁金华

老师尤善诗词格律；宋汞年、李宝山老师的书法绘目炉

火纯青；罗让老师的泥塑、篆刻堪称一绝；贺搬东、党西

伦老师有惊人的音乐天赋：诬有许骅老师的民族舞．刘

光民老师的专业化朗诵．王德岭，佟宝禄老师的男高音

独唱。卢秀玲老师的钢琴演奏 可谓人才济济．差摹

一堂。连学生都能独自演出评剧‘钓金龟'、‘小姑贤)．自

己煽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火烧赵家楼)⋯·

杨镇一中与时俱进．今日的辉煌更不可尽敛。区蔓

书记、宣传部长、人大主任、文化局长、电视台台长、党委

书记、新闻界、演艺界、文学界都有一中的学子。山晖则

石韫玉，川媚则水怀珠。杨镶一中良好的人文环境形成

了育人数化的强大场效应，使杨镶一中能屡出人才。屡

建奇功。而这“场’是因物而然．因人而设．因此这本书对

物对人的介绍比较详尽．尤其那些。人无”而。我有1的物

羹。

至于本书涉及的人．很多因无法联系威尊重本人
意见．我们就不作介绍了。但母校对您的牵挂是长远的，

您给与母校的骄傲是永恒的。

出这本人物志的目的不是炫耀，而是见证一段不

平凡的岁月．记录一段蓬勃发展的足迹．这本书他许能
为他人或为自己的今后提供必要的见证和借鉴。

成绩只说明过去．辉煌更着重未来，杨中人团结向

上．志存高远．他们将高唱着一支金色摇篮曲．像一只智

慧的大鹏鸟，挥落昨日的征尘，携一身现代气息．穿越历

史的电光石火．在神秘网络世界里，扶摇而上．超光速地

飞翔I

孙孟远

2008年7月25日





领导下．发扬人和精神，取得一个又一

个辉煌成就。十三任校长在各自不同

的历史时期，为学校的发展壮大．做出

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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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勤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51—1 955)

从l 9 51年在顺义师范设立初中班，到1952年学校迁到杨镇，到1 956年离

职，孙志勤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育人质量和社会反应都很好．绝大部分毕

业生都升入高一级学校，为学校的全面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沙俊丰

副校长(1957-1958)

=F文清

书记兼校长(1958-1 962)

反右倾运动之后，学校与全国一样进人三年困难肘期。王文清贯彻“调整、

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总结了学校前几年的工作。1960年。王文清代表学校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在纠正“一平二调”退地事件中，杨各庄中学扩

大了规模，保住了西大操场的40亩地和生物园的20亩地。在缺粮少菜的困难时

期。发动教师开垦荒地．度过了三年的灾荒，保障了师生键康．未出病残事故。

李作柏·参扬·凄静礼

革委会主任(1967-1971)

文革前半期，学校混乱，解放军支左、军管后．建革委舍，李作柏、李扬二人

调入，对稳定学校秩序、促进复课闹革命有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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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主持工作(1 957．1958)

1956年杨各庄中学领导班子调整后．组建了新的班子。通

过“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在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普及了

初中．并开始创建高中。学校m r2个初中班增加到完全中学的

20个班。校届面积、教室数量等均扩大一倍澈师由30多人增

至60人。教学质量全面提高．为学校后来获得全国先进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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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肄

书记兼校长(】962—1967

杨各庄中学的前四年，八字方针落实取得成功。是学

校发展的最佳时期。1963年杨各庄中学第三届高中毕业

生80％被高校录取，名到全县第一．全市前列。学校发展

到40个教学班．教职工近100人。后3年(1973年一-1976

年)是文革后期．赵肄同志恢复工作．支持建立正常的教

学秩序．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判师道尊严”有一

定的抵制。因此．杨各庄中学的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政策后。未能在

中学任职。他到

；。积极领导“批



李柱臣

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6．1978)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秩序时期．支持建立了一系列

规章制度。重视校园扩建。购买杨镇酒厂西边的20亩场地，使杨

各庄中学校园与北倔生物园连成～片，为以后杨各庄中学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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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瓷良

书记兼校长(1984-1989)

荣宝良，1960年毕业于河北承德师范专科学校^

中学任教．1970年调到韩家店中学任校长，1981年谓j

桥中学任校长．1984年谓到杨各庄中学任校长。抓住n

校布局调整的时机，建议并支持颓义县政府将杨各J

分为二。1987年学校分校工作顺利完成后．进行了校：

作．为杨镇一中加速现代化避程创造了条件。1989年|

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后退居二线．为领导班子的平稳i

镇一中再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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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兼校长(1 989一1994)

王森，男，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

1989年2月担任杨镇一中校长。是1989年实行校长负责制后的酋任

校长。1994年3月谓到北京市重点中学牛栏山一中任校长。在杨镇一

中任校长期间，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建设，把青年教师的培养作为学

校的战略任务．善力加强校园环境建设。积极发展校办企业．改善办

学条件．提高教师福利水平。让所有数职工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为

j994年底形成舶“三全管理、整体优化”曲办学特色提供了蓝本。

畅锌江

书记兼校长(1994—2005)

杨看江．男．1947年2月出生冲共党员．大学毕业，中学高级
教师。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并多次获顺义区“先

进教育工作者”称号及翼他荣誉称号。1994年～一2005年任

杨镇一中校长。在任期间，修长廊。立碑林。逐渐形成了“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模式和“三全管理，整体优化”的办学

特色。进行了人文学科综合改革，形成了包括公挟谍程和基本

能力课程的人文学科体系。2002年成立了杨镇一中教育集团。

2003年6月争办“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示范校”成功。2004

年．成立了民办炯华中学。杨晷江校长先后有多篇文章在Ⅸ中国

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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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兼校长(2005一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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