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壁高中棱志

辫獬tH茎|



河南省鹤壁市高中校志

1958—2008

鹤壁高中校庆办公室编



鹤壁高中校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翟春城

副主任：徐咏雪冯喜亮王之军李伟

张秋江马爱琴李进文

委员：孙文英胡顺朝胡 波周照鹏

刘文林王林魏国 宋高峰

． 张文香王淑琴

鹤壁高中校志编纂人员

主编：翟春城

副主编：徐咏雪王林

资料提供：苗爱玲赵继国赵乙堂牛生连

冯贵亭孙明礼吴杰都甫明

骈培杰贺福全高传贤李学森

温玉孙文英魏国赵喜顺

韩绍明王淑琴宋高峰李新

黄世泽



鹤壁高中校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翟春城

副主任：徐咏雪冯喜亮王之军李伟

张秋江马爱琴李进文

委员：孙文英胡顺朝胡 波周照鹏

刘文林王林魏国 宋高峰

． 张文香王淑琴

鹤壁高中校志编纂人员

主编：翟春城

副主编：徐咏雪王林

资料提供：苗爱玲赵继国赵乙堂牛生连

冯贵亭孙明礼吴杰都甫明

骈培杰贺福全高传贤李学森

温玉孙文英魏国赵喜顺

韩绍明王淑琴宋高峰李新

黄世泽



序 言

五十年一遇的良机垂青于我们这代人，自豪与责任同在，光荣与

梦想共存!一代代鹤高人创建并发展壮大的鹤壁高中正日益受到社会

的广泛赞誉，能否把五十年来学校发展的历史准确、客观、公正地记录

下来，告慰前人，激励来者，这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任务!

我作为鹤壁高中历史上的第十任校长，欣逢这一盛世，并受学校

五十周年校庆委员会的委托。为即将出版的鹤壁高中校志写序，感到

十分自豪!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先行阅读了校志书稿，翻开那厚厚的历

史卷帙，学校的坎坷与发展，光荣与辉煌跃然纸上。至今已走过五十个

春秋寒暑的鹤壁高中。从1958年创建时，学校的命运就和国家、民族

的命运紧紧相连．学校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的一个缩影。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学校发展

为两个校区办学。从建学初期的几十名学生、几名教师发展到如今拥

有5000余名学生和将近400名教职工，学校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矢

志不移的走向辉煌，成为中原名校，这无不渗透着历届市委、市政府和

市教育局领导对学校的关心和期望；无不渗透着社会各界人士对学校

的宽容和支持；无不渗透着一代代鹤高人的心血与汗水，抚今追昔，感

慨万千!

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办人民满意的学校。是鹤壁高中长期

以来追求的目标，经过五十年的文化积淀，接力传承，形成了“朴实沉

毅，自强不息”的鹤高精神。在“团结、求实、文明、进取”的校风和“爱

国、爱校、勤奋、踏实”校训的熏陶下，一代代鹤高学子从这里出发，飞

向祖国和世界的四面八方。建校五十年来，先后为国家培养出30000

余名优秀的毕业生，被誉为“大学生的摇篮”。

五十年来，鹤壁高中的校级领导换了十几任，他们在不同的时期

都紧跟时代步伐，各领风骚，负重躬行，以民族复兴、中华崛起为己任，

殚精竭虑，务实创新，图教育之大计，谋兴校之良策，奠定了鹤壁高中

发展的基石。先后有近800名教职工在这里工作过，不论环境如何变

化，他们始终秉承传统，继往开来，努力工作，坚守为师之道，恪履劝学

之责。由青春到白发，视学生如己出，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自己

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可谓桃李满天下，功业炳千秋。

五十年来．一届届鹤高学子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报效祖国．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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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美好愿望，弦歌不辍，负笈求学，五更灯火，四时苦读，完成了学

业．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其中出类拔萃考入清华、北大的鹤

高学子就有30多位，考入全国其它名校的学生和经过努力成才者更

是不计其数，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为家乡、为祖国、为人类的进步事

业勤奋工作。事业有成，为母校赢得了荣誉。

子日：立功易，立德难；立德易。立言难。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折

射出时代的光辉，读史可以明智，方知兴衰进退。鹤壁高中虽然50年

风雨沧桑，底蕴丰厚，但系统地理清学校历史脉络，记录学校发展的轨

迹．这还是建校以来第一次。修史编志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

年代驰远，社会变迁和学校的起落沉浮，档案资料几经遗失，再加上人

员更替难以联系，可以想见寻访知情者，获取史料、认定历史事实的难

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校志编纂委员会的老师们，尤其是王林同志

知难而进，潜心孤诣，本着对学校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夜伴

青灯，淘金觅玉，广征博引，历经数月之辛苦。终将鹤壁高中第一部校

志整理成书，付梓面世。这无论是对前人、今人还是后人，无论对于学

校50周年华诞庆典还是鹤壁高中今后的发展都具有很好的纪念意义

和激励作用，不失为一部奠基图强的扛鼎之作，对此我代表学校对参

与此项光荣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向为编撰校志提

供大量珍贵资料和线索的老前辈、老领导赵乙堂、牛生连、孙明礼、冯

贵亭、高传贤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他们不顾年事已高．还欣

然执笔，提供资料，这是我们学校的福气和骄傲。

历经50年风雨沧桑的鹤壁高中，如今又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乘改革开放之东风，

在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市教育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校庆

50周年为契机，励精图治，开拓进取，进一步加强学校管理，培养学校

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办学质量，打造学校特色品牌，期盼着学校

100周年校庆之际，鹤壁高中以雄厚的实力跻身国家名校之列，让今日

的努力铸就鹤高入永恒的骄傲!

翟春城

2008年8月8日



凡 例

一、本志上溯1958年秋学校肇建，下限2008年8月，是一部系统

记载鹤壁高中建校50年来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性文献。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历史唯物观，本着近详远略的原则，力求客观、

全面、真实地记述鹤壁高中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以现代文体记述，采用述、记、志、传、表、录等体。全文开

首设大事记。其余分学校概述、建校起步时期的鹤壁高中、十年动乱时

期的鹤壁高中、恢复高考时期的鹤壁高中、改革开放时期的鹤壁高中、

素质教育时期的鹤壁高中、附录、人物、历届校友名录等，共九章四十

六节。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文中的时间及数字表述．均用阿拉伯数

字。

五、本志资料来源主要由鹤壁市档案馆、鹤壁市教育局档案室、鹤

壁高中档案室提供。由于年代久远，部分档案资料遗失。为了确保校志

的连续性、完整性、真实性，同时，通过寻访知情人士获取大量翔实有

效的信息资料。

六、本志除记述鹤壁高中发展史外，另设人物篇。凡获市级以上优

秀教师及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的教职工，按时间顺序建立人物传记；

鹤壁高中毕业生在各行业担任正县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军队高级

将领、科学家、教育家、文艺表演家、知名企业家以及在工作中取得重

大成就的校友等，建立人物传记。此外，凡在鹤壁高中工作过的教职工

其名单按时间顺序记录在册，鹤壁高中历届学生建立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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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九五八年

鹤壁高中的前身——鹤壁市第二中学高中部建立，李福振时任

党支部书记，李洪业时任校长。

一九五九年

是年初。鹤壁市政府在大湖地区泗河以北，小庄和寺湾两村之

间为高中选定新的校址。

是年春．兴建学校一号教学楼、大礼堂、教工和学生食堂、二层

宿舍楼等校舍。

是年夏季。鹤壁市第一任市委书记郝明甫亲临高中建设工地视

察工作。

一九六O年

赵乙堂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是年底。高中部从鹤壁二中划分出来搬至新址(现山城区朝阳

街东段)。

一九六一年

学校首次为高等院校输送12名大学生。

一九六二年

2月 学校定名为鹤壁市第一高中。张亚西任学校副校长。

是月 建立鹤壁市第一高中党支部，赵乙堂任党支部书记。

4月 建立团组织，冯树文任团委副书记。

国家面临自然灾害，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学校师生开荒种地，挖

野菜．农村户口学生迂回农村，学生大量流失，教学质量受到很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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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一九六三年

原汉英任学校校长。

我校高考上大专线15人。

学校工会组织成立，张湘玉任工会主席。

一九六四年

我校高考上大专线25人。

学校开办女子班。

建学校大门及四号、五号教学楼；组织全校师生义务劳动。平整

校园场地，修建校园围墙。

一九六五年

我校应届毕业生37人考入大中专院校。

一九六六年

6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委派工作组进校。学校“停课闹革

命”，学生走向街头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校有5名领导

和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学校管理机构全部瘫痪，秩序混乱。

一九六七年

军宣队进校进行“支左”。

学校成立革委会，张子栋任革委会主任。

一九六八年

9月 学校隆重举行第一批学生上山下乡欢送仪式．有70余名

学生奔赴本市澶堂、刘庄、东马村、蜀村等农村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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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工宣队进校对学校进行管理领导。

一九六九年

3月 由于极左路线干扰，学校停办，学生转走。这时，学校根据

上级指示。改为“劳动学校”。

秋季，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

霸”的指示，学校组织师生开始在校园里挖防空洞。

lO月 因“备战”需要，郑州工学院搬来鹤壁占用了校址，学校

彻底停办，少部分教师调走，其余教师到鹤壁六矿下井劳动。

一九七一年

是年春 学校复办。定名为鹤壁高中。当年招生6个班，学制二

年。李昌任学校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

3月 撤消原来的教导处、总务处建制，建立了三组(教改组、政

工组、后勤组)，调整了领导成员。

6月 学校校办工厂筹建。

一九七二年

10月 学校举办复校后第一届秋季田径运动会。

是年建六号教学楼。

一九七三年

4月 赵乙堂调回学校任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主持学校工

作。

5月 学校举行复校后第一届高中毕业学生上山下乡欢送仪

式。

6月根据上级指示，学校组织教师分批参加鹤壁市兴修水利工

程劳动。当时学生自愿参加。

一九七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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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制定《鹤壁高中1974—1978年建设发展规划》。

是年秋季学校增设4个初中班。学制三年。

学校团组织恢复。隋步景任团委书记。

学校团委组织学生参加鹤壁市环城路修建劳动。

一九七五年·

李洪业任学校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

建七号教学楼，包括阶梯教室。

历经数年，学校防空洞挖成，洞墙全部砖砌，东西南北总长约

600余米，防空洞内建有小型教室、实验室等，后经鹤壁市人防办检

查验收，质量符合要求。

一九七六年

9月 全校师生集会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 全体师生员工参加市集会庆贺粉碎”四人帮”。

是月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举办田径运动会，举行了隆重的运

动员入场式。

一九七七年

4月 我校运动员代表市教育局代表队参加河南省中学生运动

会，取得良好成绩。

6月 建家属平房五栋，共59间。

7月 学校撤消政工组、教改组、后勤组，恢复教导处、总务处建

制。

11月 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鹤壁高中是考点之一。

12月 学校被评为鹤壁市绿化先进单位。
●

●

一九七八年

部分骨干教师陆续归队。学校制定《鹤壁高中教职工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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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章制度。

撤消革委会，恢复校长制。经市委组织部批准，李洪业任学校校

长．邵云任副校长。

高二学生何晓光、徐咏雪出席鹤壁市第四届团代会。岳国蕊被

评为教育战线“计划生育模范”。

一九七九年

3月 我校教师贾敬吾、冯树文、马景春、刘宪泗、付克勤五同

志，在文革期间，遭受打击和迫害，经高中支部研究决定，给予彻底

平反，恢复名誉。

4月 学校教研办公楼及行政办公楼建成。

5月 学生会组织成立。

6月 修建一座有400米跑道和供学生进行篮、排、足球活动的

占地18000多平方米的综合性体育场。同时，西围墙加高半米，共计

2000多平方米。

7月 学校恢复招生制度，面向全市招收8个班学生。学制二

年。

8月 毕业生36人参加高考，本科录取3人，中专26人。

lO月 经市委组织部批准，原明生任学校副校长。

12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向学校颁发锦旗“书记挂帅，全党动手，

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

是月 中共鹤壁市委员会向学校颁发锦旗“奖给高中，先进集

体”。

一九八O年

3月 学校被河南省教育厅命名为“河南省重点中学”。

4月 河南省教育系统体卫器材展销评比会在我校召开，国家

教育部体育司柏坪司长专程莅鹤参加。省教育厅厅长王锡章、省教

育厅体卫处处长金振鹏出席了会议。会后，柏平司长在副市长宋华

亭、教育局局长赵泰、副局长杨百龙、张庆光等陪同下，对我校进行

了视察。

7月 河南省教育厅重点中学财务会议在我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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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应届生104人参加高考，上大专线18人。

11月 经市委组织部批准，郑斯同任学校副校长。

12月 建家属平房一栋，共12间。

一九八一年

2月 省教育厅、省体委、省卫生厅、团省委向学校颁发锦旗“奖

给河南省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是月 学校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3月 经市委组织部批准，刘强民同志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4月 我校学生田径运动队参加在濮阳举办的省重点中学田径

运动会取得良好成绩。

5月 河南省教育厅体卫处在我校召开校办工厂产品现场展销

会。

是月 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贯彻河南省教育厅《关于重点中

学学生学籍管理条例：}。

6月 建体育器材楼二层共14间。

7月 孙明礼被评为全国干名优秀体育教师。

9月 我校应届生考入本科院校45人，专科院校17人，中专学

校48人，共计109人。刘洪同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11月 经市委组织部批准，刘强民同志任学校校长。

一九八二年

2月 中共鹤壁市委员会、鹤壁市人民政府向学校颁发“奖给市

高中先进单位”锦旗。

3月 孙明礼、张宗思、田起奉参加市劳模代表大会。

4月 经市委组织部批准，孙明礼任学校副校长。

5月 我校团委被团省委命名为“文明礼貌先进集体”。

7月 全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我校举行，我校获团体总分第

二名。

是月 学校初中班停办，全部是高中班，学制三年。这一年应届

毕业生考上学的上学，考不上学的学生留在学校继续读三年级。

8月 学校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评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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