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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一大喜事。

洛阳一高的前身河南府中学堂创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此后，校名

多次更易，校址屡经变迁，历时百年，是我市创办最早的中学。新中国建立

后，洛阳一高以“追求卓越，全面发展’’为宗旨，发扬“校风实，教风严，学

风正”的优良传统，培养和造就了两万多名优秀人才，被誉为“豫西清华"。

一批批学子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天南海北，桃李满天，灿若群星。原国务院

核工业部长张忱、革命烈士晋夫、资深记者纪希晨、体坛名将马法成、周恩来

军事顾问雷英夫等，都是由洛阳一高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20世纪90年代以

来，洛阳一高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优秀人才近万名，其中有3名同学获河南省

高考状元，14名同学高考单科成绩在全省排名第一，100余名同学被录取到清

华、北大。洛阳一高是洛阳教育的窗口学校，豫西教苑中的一颗璀灿明珠。

洛阳一高在洛阳近现代的发展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河南支部长刘纯仁和河南府中学堂校监杨源懋以学

校为基地、发展同盟会员，组织豫西农民武装反清。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豫西

特委、中共洛阳县委等党的组织在洛阳一高成立，吴芝圃、王志杰、郝德青、

郭晓棠、曲乃生、周筱沛等革命先驱以洛阳一高为掩护，领导豫西人民开展了

不屈不挠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热血学子，投笔从戎，献身祖

国，名垂青史。

举办百年校庆，编纂洛阳一高校志，这既是对革命先烈、教育前辈的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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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也是对科教兴洛的动员和宣传，必将带动全市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就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

者以志为鉴"的世训。编写《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志》，旨在展现洛阳一高

建校10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洛阳一高的光荣传统，展示

学校历代名师的风采和历届校友在各条战线做出的突出贡献。激励一代又一代

洛一高人与时俱进，为学校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而努力奋斗。

阅读《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志》，犹如欣赏洛阳教育一幅幅绚丽多彩的

历史画卷，重现洛阳一高百年的成长发展史。书中有人物记录、有事件叙述，

也有历届校友对母校充满深情的回忆文章，读后，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百年洛高，资料浩繁且多有散佚，校志编写工程艰巨。编纂人员用较短时

间，编写出了高质量的校志，实属不易。本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记述生

动、文词优美、文风严谨、图文并茂，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

体、可读性很强的志书。

洛阳一高校志将通过参加校庆的与会领导、嘉宾、校友和各界人士传送到

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对洛阳一高、洛阳教育都会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愿百年洛阳一高，鲲鹏展翅、再创辉煌1

2004年3月8日于洛阳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是记述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洛阳一高”或“洛一

高”)百年演变发展的一部资料性著作，是洛阳一高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为宗旨，运用唯

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述洛阳一高各项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三、全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上限尽可能溯及学校肇始的1904年，下限

断至2004年2月搁笔为止。

四、采用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实际相结合，突出时代和学校特点相结合的

原则构架，按照事以类从、以类立目、横分纵写、多章多节的原则设置篇目。

章为最高层次，下设节、目和子目。概述、大事记和各章同级并列，附录殿

后。

五、全志以文字记述为主，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在体裁上述、记、志、

传、图(照)、表、录等七体并用。

六、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市档案、年鉴、文件汇编、报章、杂

志、各部门工作记录及走访的口碑资料；所有数据以市教育局和学校公布的为

准，其未列项目，由有关部门提供；为节省文字，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清末及中华民国纪年，括号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始用公元纪年，使

用公元纪年，其前不再写“公元"两字。

八、凡缩略用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简称“建国"；1948年3月14日

洛阳解放，简称“解放”，它如文件、会议、公报、政党、机关、团体、企事

业单位及各种活动等名称，凡第一次在志书中出现时用全称，括号夹注简称。

九、全志中的称谓均用第三人称，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述其名，历史上

的地名、机关、官职均写当时称谓，古今地名有异者，首次出现时括号夹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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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十、本志标点符号及数字的使用，按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

《标点符号用法》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简化字按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使用。

十一、本志所载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分别以传、介、表、录的形

式，予以记述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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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一高，这所培育栋梁之材的百年苑圃，挟带着世纪的风雨，从上个世

纪的光绪卅年(1904)走来。她饱经世纪沧桑而厚德载物，在长夜难明的伊洛

河畔的上空闪着耀眼的光芒。在风雨如晦的辛亥革命时期，她像一盏指路引航

的明灯，指引着豫西乃至整个河南的革命方向；在以新文化运动为主流的“五

四”运动中，高举反帝反封、张扬科学、民主的旗帜，以实际行动，伸张民族

正义，抵制日货；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是中共豫西特委的驻地，指挥着整个

豫西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风雷激荡的解放战争中，迎来了新中国黎明的曙光。

经历十年动乱的曲折历程，作过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探索，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

教育，经过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育改革的开拓，迎来了“科教兴国"的明媚阳

光。这所古老而又年轻的学校，传承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培育出一届届、一代

代英姿勃发的莘莘学子。而今正以百倍的信心铸造着新世纪、新阶段的辉煌。

洛阳一高分东、西两院，东院校本部坐落在洛阳老城东关爽明街原明朝福

王迎恩寺旧址。东与洛阳八一纸袋厂比邻，西与洛阳财经学校隔路相望，北接

熙春路，南与河南省林业学校相伴，占地102亩。西院坐落在周山森林公园南

侧的华夏路，南接碧波荡漾的洛浦公园，占地面积170亩。到2004年2月统

计，洛阳一高东西两院共占地272亩，平均绿化面积达50％。

洛阳一高的前身是河南府中学堂，创建于光绪卅年(1904)的农历十月。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记载着她光

荣的革命传统。

辛亥革命时，河南府中学堂校监杨源懋与同盟会河南支部长刘纯仁，以学

堂为据点，与国民党元老张钫及绿林好汉王天纵、农民领袖南大定等志士仁人

共襄革命，策划武装起义以响应武昌起义，使当时的河南府中学堂会中州之风

雨，集时代之俊秀，成为这个时期豫西革命的策源地乃至整个河南辛亥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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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指挥中心。从这个学堂走出来的教师和学生诸如杨源懋、刘纯仁、纪廉

泉、刘果、王广庆等都成为那个时代河南的骄傲。

“五四"运动时，由河南府中学堂演变为河南省立洛阳中学的师生，积极

响应，涌上街头游行示威，组织宣传，进行讲演，到洛阳火车站烧毁日货，表

现了崇高的爱国热情。

当日本侵略者将战争的烽火在中州大地点燃的时候，河南省立洛阳中学成

了当时领导豫西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共豫西工委(后改称豫西特委、豫西省委)

的驻地。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豫西特委领导人吴芝圃、王志杰、郭晓棠、郝德

青、陈少敏等在进步校长周勤学(字筱沛)的掩护、参与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

团结对外、一致抗日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所被国

民党反动派咒骂为“共产党的儿子’’、“洛阳的陕公’’的学校，有120多名学子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党的组织从这所学校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前线输送了三四

百名青年学生加入了革命队伍。这支队伍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出

现了象晋夫、刘玉芬等闻名中外的革命烈士，涌现了像周的民、郑波、傅大

章、雷英夫、李敏、蔡剑桥等驰聘疆场的将军。还有更多的像张忱、纪希晨、

李秉德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成长起来的省部级、地市级高级领导干部、

新闻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

在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从

1948年洛阳解放算起，这所学校共为国家培养了54届约2万余名高中毕业

生。毕业生中大约有80％以上进入高等院校深造。这批学生中，有的工作在

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有的战斗在科研、教育第一线，有的勤奋工作在工业、

农业、商业、部队、体育、卫生等各条战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20世纪最后10年，洛阳一高师生认真贯彻执行“科教兴国’’的基本国

策，奋力拼搏，重振雄风，再铸辉煌。到90年代末，全校有11名学生在全国

学科竞赛中得到省级以上奖励。自1995年以来，学校在历年高考中，一年上

一个新台阶。1995年高考，上省定大专线人数在全省率先突破300人大关，

达329人，1996、1997、1998年上省定大专线者分别为352人、356人、305

人，1999年达到414人。

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2000年，学校的教育、教学、学校建设等方面更是

硕果累累。当年在全国理、化、生、计算机等学科竞赛中，洛阳一高傲视群

雄，获河南省赛区一等奖者达14人。高考中，上省定大专线人数突破500人

大关，达504人，较1999年净增90人。在上省定重点线的241人中，800分

以上10人，占洛阳地区获取此等成绩总人数的50％；700分以上的76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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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线以上的427人，占全校上省定大专线人数的83％。当年高等院校在洛一

高实际录取534人。其中重点院校录取236人，在重点院校中，清华、北大录

取10人，本科以上录取495人，创历史新高。当年5月，洛阳一高西院开始

建设，到11月初，校内高一年级学生704人迁入西院学习。据1994年到

1998年《河南省高考年报》统计，全省24所重点高中的高考人均成绩，洛一

高数学高考人均成绩连续5年名列全省榜首，理、化人均成绩连续4年获全省

第一或第二名。学校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很高声誉。1990年洛阳一高的名字

列入《中国教育大辞典》，1992年又入选《中国名校》，跻身全国300所著名

中学行列。1995年被河南省教委命名为“为人师表，育人楷模先进单位”。

1996年被洛阳市政府授予“先进单位”称号。1997年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省

级文明学校。1998年被命名为市级文明单位，体育、卫生工作多次获得国家

级先进单位。学校领导及部分教师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和省级劳动模范，或被

国务院授予“教育专家”称号。1994年12月，河南省教委在对学校进行综合

督导评估后，评定为“办学水平优秀”单位。

当历史跨入21世纪，学校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追求卓越"

为校训，发扬“校风实、教风严、学风正"的优良办学传统，坚持实施“优师

工程"及“科研兴校"战略，转变教育理念，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作为

办学目标。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造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犹如

涌动的春潮，随着新的世纪澎湃而来。 ?

学校积极推行校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全员聘任制、结构工资制、目标

考核制，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优质多得，极

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01年，学校优秀毕业生张宜琪被评为“全国优秀学生’’受到江泽民主

席的接见。当年高考，全校有739人报考，上省定大专线者709人，上线率达

96％，上本科线以上达531人(其中上重点线者309人)，上专科线者178

人。高等院校实际录取：本科以上537人。当年全国中学生生物联赛中，洛阳

一高旗开得胜，在洛阳市31个奖项中获16项，其中一等奖5人，二等奖8

人，三等奖3人。随着洛一高西院的建成，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学校

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打造品牌、培养更多的和省级重点中学品牌相称

的精英人才上。

2002年高考中，全校报考930人，上省定大专线904人，其中上本科线

者649人，有2名学生以666分的成绩并列洛阳市第一名。全校毕业生共被专

科以上院校录取801人。

L-I---I-厂}-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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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学校以“追求卓越，全面发展"为宗旨，坚持培养学生的自律

能力、自理能力和自学能力。全校师生拼搏进取，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和

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坚持与时俱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当年全校报考人数为

800人，高考上线达755人，其中本科以上543人，600分以上115人，650

分以上9人；洛阳市前10名中，洛阳一高占8名；其中有2名学生分别以

672分、670分的优异成绩位居洛阳市第一、二名；有4名学生分别获取洛阳

市语文、数学、英语、综合四科单科状元。

继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之后，学校高三年级有3名学生的3件作品经

过几个月的评审和公示，得到专家们的肯定和称赞。其中1名学生获“明天小

小科学家’’二等奖。在全国生物竞赛中，学校高三学生陈科仅与金牌相差O．5

分摘取了银牌，另外2名学生获河南赛区一等奖，这3名学生均获全国重点高

校保送生的资格。在第20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学校高三年级1名学生

获河南赛区特别奖，参加全国物理竞赛决赛中又荣获全国三等奖，同时享有全

国重点院校保送资格。从1990年到2003年全校共有23人次获省、市高考全

科或单科状元，有400名学生在全国学科竞赛中获省级以上奖励，其中获省级

一等奖以上的达176人。

到2004年2月统计，学校规模发展到5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3000多

人，在校教职工191人，其中专任教师152人，全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已经

获得或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21人。在专任教师中高级教师46人，一级教师

45人。在高级教师中，享受国家津贴、被国务院命名为教育专家者1人，特

级教师3人，国家级骨干教师2人，省级骨干教师8人，市级骨干教师18

人。

东、西两院共配置交互式教学网系统的标准教室124个，全部设有电脑、

教学电视、彩色监视器及摄像装置。在百年校庆前夕，学校为每位任课教师配

备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并为东西两院60个教室更换和安装了全方位、多媒

体大型投影设施，成为洛阳市第一家告别粉笔和教鞭的学校。学校拥有现代化

理、化、生学科实验室20个，多媒体阶梯教室8个，全国较先进的天文观测

台一座，标准乒乓球台30副，健身、体操房设备齐全。两个图书馆藏书丰

富，两座新建餐厅9000平方米，近3000个座位。学生公寓6幢，总床位近

5000张，新建公寓每层配有淋浴间，每室配有冷暖空调，每人起居住4平方

米，上床下柜，床铺、书柜、衣柜、写字台、电脑键盘架一体化，电话及网络

接1：3到台。学校建有2座体育馆，2条400米标准环形跑道，3个标准足球

场，篮、排、羽球场30个，网球场2个，室内体操房1个，拥有800人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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