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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主编

委 员

撰稿人：

《文登一中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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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才王风军初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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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宗 旨

德育为首，全面发展 ，

学有专长，锐意进取。

校 风

文明～团结～严肃～活泼。

教 风

励精～严谨～创新～求实。

举
、， 风

勤奋～刻苦～虚心～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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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初，校务会议决定编修校志，借以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并将其作

为筹办校庆的一号工程来操作o 16个月过去了，82万字的《文登一中志》面世

了。这是文登一中建校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两万多名“一中人”的大事，是几

代师生呕心沥血，共同努力，献给文登一中50年华诞的一份厚礼! 。

从1952年算起，文登一中已经红红火火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从在

校12个班600名学生的规模发展到现今48个班2500人；校舍由平房改为楼房，

从一部收音机发展到普及微机和校园局域网⋯⋯用孔夫子的话说，“五十而知天

命”o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初创、发展、“文革”挫折和拨乱反正，文登

一中已经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化，走进省内外的名校之列o《文登一中志》忠实

地记载了这一历史过程，记载了27785名学子、1024名教职工、70余名中层以

上干部，这些创造一中历史者的英名。文登一中的第三批毕业生在1957年高考

时，就夺得仅次于青岛二中、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o 1959年高考，文登一中名

列全省第一，受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季平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余

修的表扬，当年列为山东省属重点中学o“文化大革命”后，文登一中成为山东

省首批办好的省属重点中学，首批省级规范化学校。近几年，又在全力以赴争

创全国示范性高中o《文登一中志》具体体现了“一中人”的科学态度和拼搏

精神，体现了那种“不怕吃苦怕落后”的传统。

建校以来，参加中考的24届初中毕业生录取率平均为51．3％；35届高中

毕业生参加高考的平均录取率为67．3％，有8届毕业生录取率超过90％o其余

入伍、务农和就工者，也都创造了骄人的业绩，他们中有带领乡亲改变了家乡

面貌的邹家床村模范党支部书记张树国，有自学成才、20多种专题与影视作品

获大奖的刘军伍。在7977名升入大学的校友中，已经在科研部门、高等院校工

作，获国家级发明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40余人，如王建方、刘家壮、于

常友、徐德永、陈汝训、张可礼、孙绍敬、郭桂启、许仁和、吕世民(女)、郭

世岭、于永强、刘以伟、董肇信、孔庆修、谭忠恪、吴汝先、孙道理、于年才、

时立永等；在国内外已毕业或正在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600余人，副教授

或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的1200多人；地方副地、副厅、副司，军队副师以上

干部100多人。他们中较著名的有原山西省省长、现任国土资源部第一副部长、

中央委员孙文盛，山东省副省长黄可华，清华大学博士生、济南市副市长王天

义(厅级)，公安部某局局长何挺，山东省林业厅厅长孙庆传，济宁市人大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文登一中志

于文义，原山工大校长、校党委书记刘玉柱，中共威海市委副书记于兰模。威

海市政协副主席李志范，威海市人大副主任张景杰，烟台市人大副主任刘树柏，

菏泽市副市长侯成君，中共东营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曙光，淄博市副市长

吴明军，中共桂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可尧；中国武警总队后勤部副部长、

少将吕一山，济南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少将胡仁海，海军某部师长刘建昌，某

部大校王进臣，某部大校刘峻嶂；企业界的牛艳娜，为瑞士跨国公司爱立信

(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部副总裁，丛亮滋，任山东宏发烟草(集

团)有限公司总裁，林玉凤，任上海张江公司副董事长，王在铭，任江苏振达

科技开发联合公司总经理，侯绍建，任乌鲁木齐石化总厂厂长；体育界的王庆

兰，1957年全国田径运动会上获女子乙组400米冠军，丛玉珍，获第六、七届

亚洲锦标赛铅球冠军，两次获得国家“十佳运动员”称号⋯⋯一中的数万名毕

业生，如群星璀灿，在各个岗位上，为建设和保卫共和国发光发热，同时也共

同为母校的社会价值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评判。

文登一中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汇于一册，在校师生应该视其为教科书，认

真研究，吸取经验教训，以便继往开来。同时，也期待已走上社会的校友，以

此为媒介，广泛联络尚未联系的校友。让我们校内外的“一中人”发扬优良传

统，携手努力，按党的教育方针，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把文登一中推向全国，

推向世界，使50年后的新校志，有更加辉煌的篇章。

文登一中校长 蚕、l确唏
懒纠黼记知砖彳

2002年8月1日

0，：。整霉蠢I■曩鬟灞鬃焉一纛意，J



凡例 3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

半个世纪文登一中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统一。

二、本志上限1952年，下限2001年。少数资料适当上溯或下延。有些事物

上限时尚未出现，则从该事物发端写起。

文登一中的前身：1925年2月，经民国山东省教育厅批准，在文城西门内

建起闻名胶东的文登中学。1938年侵华日军炸毁了文中教学楼，学校迁至高村

南庙，1940年再迁至葛家西j匕的旺格庄。1941年初，国民党文登县政府垮台，

学校停办。此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办过多处中学，其中称“文登中学”

者：1943年秋，文登县师范学校迁至高村镇万家，改称“文登中学”，1944年8

月并入文荣威联中o 1950年5月，东海中学(址在许家埠)改称山东省文登中

学，1951年8月改称“山东省昆嵛县许家埠中学”。以上历史，详见《文登市

志》第十九编和《文登市教育志》。

三、校名：1952年10月至1955年8月，称山东省文登中学，简称“文

中”；1955年9月至今，称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简称“文登一中”。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表现形式，以志、传为主。

语言用书面语体文，力求准确、简洁、质朴、典雅，一般不用议论与描写手法，

不用口语。

五、本志用客观记叙的角度拟文，用第三人称(引用文字不在此例)。人物

必要时加称职务，但不出现“同志”、“先生”、“女士”等。

六、资料力求翔实。资料来源：《文登市志》《文登教育志》《文登教育资

料统计手册》 《文登学人》，1957年编印的《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校志》和

1991年编印的《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史志》，各级档案资料。因“文化大革命”

的破坏，学校档案资料缺失严重，不少资料来自老领导、老教师、老同学口碑。

七、本志卷首设图照、序言和目录，中设专志10编，编下设章和节；末设

附录和后记。编章之间有关内容，一处详记，另处写“详见宰，．c编拳木章水水

节”，以避免大面积重复。

八、数量表述，用历史和现在习惯通行的单位，数字除中国历史纪年、阴

历月日、成语等沿用中国数字外，其余用阿拉伯数字。表内有关单位用符号表

示，行文则用文字表述。

九、直引文字加引号。行文注用圆括号( )表示。



4 文登一中志

十、人志人物，除因事系人外，人物志设简记、表、录，不论生死．皆以

进文登一中的时间为序，其中《简记》包括领导干部95人，骨干教师134人，

校友精英432人。

≯
√

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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