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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在家长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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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校垦不范校验收

右|：市教委普教处刘处长

中～任校长

左l：县教育局教育股袁成鑫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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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姑初级中学教职工合影

孝姑初级中等覆总编写人口墨a影

校志编写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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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姑初级中学校志 再

序

千禧之年，世纪之初，集天时之机，地利之时，人和之缘，孝姑初级中学校志

博众家之长，经过辛勤笔耕，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本校发展史的丰硕成果。

<校志>的编写，以中国共产党一、二、三代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按教

育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本学校发展为线索，如实记载其变化，客观反映其人和

事。全书采用编年体、记传体与记事本木体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全面反映本校

各方面之间的联系，使之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基本揭示本校教育发展

规律，勾画出孝姑初级中学教育史的轮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校志>是一部艰苦的创业史，从中可以看出教育的发展，是一步一印地走

过来的。1969年孝姑初级中学由原红久、五一初建迄今已走过了31年的光辉

历程。31年来在全国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历年全体教职工和上级主管

部门的正确领导下，谱写了不朽的历史篇章，无论从管理、从教育教学质量都有

长足的进步。1996年为完成“普九”千秋大业，两所初中合二为一，干群齐心，真

抓实干，教师们呕心沥血、严谨治教、谆谆善诱，学生勤学苦读、生动活泼，教学

秩序井然，体现了良好的校风——团结友爱、朝气蓬勃、和谐民主、实事求是。

在短短的4年中起了巨大变化，展示在人民面前，留下了辉煌的史迹。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孝姑初级中学的办学历程跨过

了一个历史纪元，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千年，同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靠我们创造，’让我们在教育大潮中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努

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辉煌业绩，以昂扬的姿态为孝姑初级中学再谱新

章。

校长谢超



， 孝姑初级中学校志 凡例

凡 例

一、校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对教育的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用实事求是及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为编纂原则。采

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认真进行编纂。

二、校志起止年月，上限1969年．下限2000年8月。

三、校志体例采用章节体，以志、记、传、录、考、图、表、照融为一体，以志为

主的框架组合o

7四、校志资料来源于本校档案及有关部门资料．采访口碑等，经过筛选，核

实后采用。

五、校志行文一律以国家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数据以学校准确数据．

除习惯性用法外，一律以阿拉伯数字记录，力求全书统一规范。

六、人物健在者作事迹简介，获奖人物列表入志o

· 七、人名、地名、称谓按志书要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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