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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i茎山麓，夺中灵与秀 ， ifi*河畔j、杰地灵，金山古镇.主要文重:衍 -h阁下，人才辈出 c

民乐 中生于斯.长于斯。根植沃土，男立潮头-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创建寸 1944 年的民乐~ll'. 历了初级'1'学 完全中学 高级中学三个阶段〈

刘间，几代~II'人主在路路缕，励精图治，学校在瓜毫中崛忍.在奋i茫中发展，在创新'1'强大c

恢复高考以来，为高等院校输送了 4 巧多名优芳人~;创舟、省级示范性高'1'以来，快转型，

大跨越.学校建设日新月异，高等成绩年年攀高，学校Jþ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新课改实施

以来，顺应教育改革iYi形势，抢抓发展新书Li区办学特色H 益显著，教学质量逐年提高u 民

乐 A中的发展史就是 4部由小安:大，由导写生:强的观起史.也是 4部艰苦奋进、不i革开探索的

创业史。

民乐中经过 70 年的探索实践..ffi; p加积淀，孕育出了..给每个学生以希望J上每寸、

体部发展"的办理念.铸就("自强不息噜守正出奇"的快乐 A中精神.元;成["点燃引'Þ生

激情\打造高效课堂\全面德高教学泼墨"的特色实验，、?校?并 r~J着"全市领先?全ri' ......j市

全国才气影响"的目标迈过 1

I( il;肃省民乐县第一'1'学校史))，记载了民乐~'I'的沧桑历涩，见证了民乐教育的发展

轨淡n 校史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学校历史，透过 60 万文字，:fJ\们看到了民乐~ll'发展

留给教育了作者的有益启迪，这就是:凝聚了各级领导的引领与决策，弘J看了尊师重妻生的

民风与传统，承载了全县父老乡亲的支持与付出，倾注了历{工学校领导的智慧与心血，结

晶了全体技师的敬业与奉献，体现了莘莘学子的拼捞与泊r求u

三段撰志书.自古堪为污、杀?大有"资政、有史、:教化\IHIJ人"之功能c 民乐 4中军事措人JJ物

力， Ujll~ 年有;余.编撰出、部具有 60 万字的校史.意义重大，精神叮嘉。以史为鉴.以士、

为镜二我坚信，民乐 A中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乡手故鼎新乡求真务实，将助拴

快乐教育事业的冉皮腾飞。也祝愿!'"乐 中承前启后. ~[庄往开来，与日、ti哭泣，开拓创新.书

工j更加精灿烂的明天。

t[J:主主民乐一叶， 70 华诞，作j比序，以为t~c

甘肃省~段育厅厅长 王嘉轩』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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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县、民乐县第 中学二:我永远不会忘记\不敢忘记的c 这不仅仅是因为怀淫山下

的中豆、洪水大河的水噜滋养了我 24 年之久已更重重:安安;的 f垦二噜从 2泊白世兰纪 6ωωo 年代初至吕ωo 年代

中，我 t与ij~氏4乐人t仅可吃A川.

宁礼L; 起{体丰验按乱皮j正E的坎欣E弘鼓之主(摆;起感受了改革开放灼热血沸腾。我为我与民乐人

民曾经的!可忧[可悲飞!可喜[可乐而感到自豪c 我永远珍惜与民乐人民的深厚情谊，我视民乐

为我的3t:!t一故乡 u

民乐县第一 't'学啕是两iiJ:两出啕先启执教.14 个年:头的地方c 在眼早啕三台阁成是

我释放青春活力\实现人'1 理想的第一辛辛台 c 在那里，我脚踏实地，步出了网惑，走f十!了迷

茫，完成了我人生的蜕变与成熟 1 三台阁 F所主手Dj的一切，深深地;t1旨在我的性格之:卡，成为

我永堪的人非~财富〈我'fj忌、民乐，'fj、念民乐~'I';我感谢民乐，感谢民乐~I札我与民乐县，

民乐县第民中学，有着割舍不开的作庐挂?有着魂绕梦条的情怀。

2014 年 2 月.马年春节刚过，宋辉儒副书记与民乐 中校史编撰组的同志，给我送来

(他们历经 年多半勤劳2约三届喜告J咬的《甘肃省民乐县第中学校史征求意见梢)让我

看 A苔，捉襟意见;还主运主二;上几句活，作为子P校 70 华诞的纪念。我国体弱神衰，!1tt!:路为难c

但是， f十!于对民乐和民乐~'i'的情缘，我还是欣然应承了 1

《甘肃省民乐县第一 't'学校史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和日在度，以翔实的史料

:如依据.全阁、系统、科学地 ié述了民乐~'I'从艰苦创建、跻躇小前、 1 年衍始刽拨frL反正、

转驯跨出2 、辉煌发展的沧桑历程" ((11肃省民乐县第一'1'学校史3凝结了民乐~'t' 人的奉献

边求，见证了民乐救育事业的发展轨迹。如实回答了民乐一 '1'"从何处来，只是什么路，到何

处去"等根本性、方向性问题肃省民乐县第一 't'学校史》是一部民乐~'I'的创业史、发

展史 l

民乐县第 4中学创建于 1944 年。花开花落?斗转星移，至今p，经历了 70 个春秋。在历

史的长河中，70 年不过JË: 5单指、挥间，但对民乐、中来说，这 70 年却是极不于凡的艰辛曲

折的16辉历程二 70 年的历史风华， 70 年的岁月 f;J痕噜 70 年执着的民乐 4中人薪火相?扎艰

i'\i!:ù业，使民乐县第 A中俨从λ♂i有，从小到大噜 111弱变强， l吃乐的教育事业发生(天翻地

覆的变化c

70 年前，初创的民乐县初级中学，仅有 0 名妻生职工、两个数学班、77 名学生，再找是由

破庙改建而年我的简陋校舍〈的1今大的民乐县治~'t'学，已是抖有 450 名教职工、90 多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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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 70白0 多名学生，具有才在的办学条件. 流的教学设施，、流的教师队伍的大型普通

高中 ω 早在 2()(均年就被省教育厅命名为"全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 '1''' ，而且是被命名的 14

所学校!:f:tp{t一的县级高 '1 ' ，臼 1994 年以JI七民乐一中的高考成绩连续 20 年位居余市第

一。民乐县第一'1'学，已在省、市妻生育界确占了自己的位置，在社会 i 树、1 了名札71膊，为

民乐教育事业的快这发展做出了山匀的贡献c

i安省民乐县治~'I'学校史会自然L'lkf丁I:.~i些疑问:一个地处偏僻济欠发

达的贫困县.寸、以农民产弟为主要生源\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县级高中c 为什么能在激

烈的高考竞争中拔得全市头筹?而且，还能保愕一十年之久?寻求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对

总结[\2.乐 中 70 年巨党的历史经验，探求民乐 中取得成功的根源J茸而理顺民乐 A中

今后发怪的思路，是纪念校庆 70 华诞的应有之51..噜也去:统续这部新《校史》的初衷。

;尊lj'~!Jl教的淳朴 f\\风. Jr1Ð在乐 4中成功的竖立和基础。历史证明.七兰教育事业持续

发展不口J或缺的基础条件。重视、支持教育事业的优良民风，不仅仅J'íiJ'大人民群众对教

育事业的正确认识与积极参与，更重要的是指所在行政区域的领导机构及其领导者，心 '1 '
有教育，教育有位晋。对民乐县来说，群众与党政领导对教育事仲的关心与支持是余万位

的.实实在在的 1 在民乐 jJJj 照党政领导进子对救育事业优先发展的认识，比较超前，比较

到位c 在这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υ号.;t:再是空话、套话 1 学校发展'1'
的许多实际困难.都是在他们的指导、帮助卡一一得剑解决的 ω 在普通民众I书，主的电子女学

习，尊重教师努动?关(，'学校建设的习俗?更是蔚然成风。在民乐 A中的发展中.人民群众

不仅出过力，流过汗，捐过款，更是以理解教师工作的朴实态度.以严格家庭教育的传统习

俗，配合学校上作?成为古?校教育教作的坚强后盾二在~'"乐?办好教育事业早已成为重

袅的"民生工程民乐的教育事业是真正"接地元的。 民乐 A中的发展，得梭于民乐的淳

朴七U~\o

f宰才一 1是备、忠于职工子的教师队伍及其汪德树人的严谨数;风.是民乐~'I' QI(.动的坚强支

柱 l 教育工作是一种育人的工作，而育人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1111，裁师肩负着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的责任 .f~们是社会节义精神文明的传擦者和建设者，是青少年一代成长的引路

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乐一 '1' 的领导和老师们，在教育教学工作'1'表现出的严J恪要

求、严态度、严谨作风是民乐~'I'的一大特色。 70 年来，一批又一批爱杰敬业的优秀教

师，为民乐一中、为民乐教育的发展，呕心j)j; j!iL，忠谨勤勉，黑默无闷，无私奉献u 凝聚成了

i每人以诚、以博、技人以真、育人以德的严谨教民l ，他们忠于教育\甘于奉献的高尚品

格，爱岗辙业、教书育人的阳业操守，自强不，息、忘我r:作的顽强意忐，情系学生、大受无言

的奉献精神，成为完成民乐 A中教育救'子:L作的坚强支柱二我们本远不会忘记~'"乐 A中历

任领导、教职员对于P校发是做出的历史贡献c

自强不息的黯奋学风jE民乐 4中成功的 }J)量源泉。 f\\乐中的生.天生具有中 l:ltl

农民所特匀的那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书。他们以勤学苦练、敢于拚搏的精神与勇

OI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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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弥补(基础知识与学习能力上的不足。 70 年来，代又 代纯真稚嫩，孜孜不倦的民乐

学 1肩负着建设祖国?服务人民，造干画家乡的重任噜在这里沐浴着老师们山高水长的雨怒

情思门在书 Ul I 勇敢攀苦苦，在学海中尽力渥游。俄们志笃学啕升拓i*1:取 1 以令人信服的优

异成绩，证明了农村娃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民乐县，民乐县第一中学，正是凭借着自己特匀的淳朴的民风、严谨的教风、勤奋的学

风，一届接一届，一代接一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扎优穷人才 l 这注ι优

秀学 F在全['ï[各地都留下了我1)业的身影与足迹 2 他们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提丹和传

播着民乐、中的形象祁名声。[克乐 中也因他们而驳傲，他们为出于民乐 中而自豪!

前人创造(过去的历史噜今人创造着现在的历史。今日的民乐民中噜以全新面貌跨入

f人类历史的新纪)t: c '子'校更新办理念，优化教俨管理，I\ê宣先进齐全的教育出缸与教

学设备，构建祁谐新型的校医环境和人际环境，加快了教育现代化的进释c 今天的民乐

中人为)J、1千人民满意的妻生育在努力工作着，深信民乐一中的明天一定会更尖好。

失11史鉴栓，温故知新 l 我们寄语今大的民乐~'I'人，双要读好民乐~II'的川史，还要续

写好民乐一中的历史.更要写好孩们每一个民乐~'I'人的历史 c 这是对建校七!一周年:最好

的纪念。

民地区;fj'若原副专页、民乐一中原校长 赵家三点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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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我们赶 t了今天的盛剧，又恰逢民乐一'1' 70华诞年学校之约 íl 肃省民

乐县第一'1'学校史对于序c

《甘肃省民乐县第 中于校史》处住院盖7五、传统，热爱家乡的励志、书。

南望祁连云!:，f.西?若浊水波涛.独居山城北隅，尽孚天风天籁。民乐 A中自 1944 年肇

起于兹.诞生于山河破碎，密惯于动乱惶惶，壮大于改革开放，雄起于世纪今朝，历 70 年沧

桑。!，易其名噜二;r.其址噜跨越了两个世纪二 中人以苦克难 .l注1fJ'补挡，;11:(半不封占其志，)呈

交不易其心。柿风?中雨.上下求宝安才段时耕主;l\ 噜开拓进城 c!.茎兴百年1年!予以立功.1:在 f 辛苦、草登

陆]企德3 先哲盲tr:')l艰辛的创业史，就是一部?教育衍学统承1'"统热爱家乡的励志书3 希望万才

学们要继承学校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c

1( 11 肃省民乐县第一中学校史3是一部倡导社会主义核.1'.，价值观的教抖书ω

一中人勤奋求实\团结进取，遵循"主坦人恪障舍之才，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办学宗旨、

"给每个学组以希望，让每一个体部发展"的舟、学理念.全二力!没行"以人为本和谐高效、学

生第 A 、质量至上"的22 战目标.努力提升管理品位，在拉发文化创造活力， J在近学校科学和

i皆发展。以文化立校噜厚裙、裁物电凭.'R'3:树人噜自强不J~、电热笃成风，守!上出窍。勤于之风

蔚起.敬业之名 :Q主播，金，山二f书为名校.师生共存镑脊梁。否耕墨耘，誉满陇!泉。这就是民乐

、中教育教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朴素的阐释和最根牛的践行 部倡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规的最好教材c

《甘肃省 t吃乐县第 中子'校史》处寸部宣传、开发快乐的推仆书。

在 70 年的风刚历程'1 '.JL万学子学于j听，长于 j听. flè湾学子遍布神州，不少』俊从这

哩主进了北大、清华等名牌院校，王三或了 "'1'"" 凡会大学处，郁，自民乐~t!，学子"的良好恪

同 J 这些成绩与荣光属寸~J!' 人，也晨全县 24 厅人民 .1古 t皇后学者要树高干尺，不忘:其权;

饮水思源，常思i士位副底前启继往开来。让，fQí门的学子作民乐的专者、检介者，让 I!J人

走进民乐.了解民乐，开发民乐，投入到家乡发展建设的泱流}卡，使民乐~'1 J真IE成为宣传

[\2.乐的名片、外界 f 解民乐的窗门、民乐社会发股的品牌。

《甘肃省民乐县第 中于校史》处 ~:g:~展现快乐教育发展的启蒙书。

古人云f严政之1\要:pf.关于一 H.J运之战衰。知识改寻t:1ñ运，教育成就未来。我县教育的成

就，培养 f 各类人才，促近了民乐经济的腾飞，皆离不开历届县委、县政府"优先发展教育"

的高瞻远眠.离 1~开二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 J 民乐~'I'校史作为我县教育发展的"纪实

()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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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从中叮看到全县r;ijj生凤兴予支寐的身影，从中能读到我县教育艰难、坚定行i茸的步伐。

民乐民中校史也是 座座，[二、桥，让社会各界人 _l认知教育感悟教育、支持教育，L("i主激发

热情.共育民乐教育好奇离，共促民乐约济社会转rf;Q跨称发展 l

我坚信j导开放繁荣之天时，占J[[城沃土之j也利，何凝心聚力之人和的民乐一小，一定

会在新的征程 tti't写出更加华尖的乐章!

一一-仅为序民乐~11'70'户i地

申j!，民乐县委书记杨 }苦

约 14 主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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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星移斗转，岁月流;韭c {t风起云涌、沧i海桑用的巨变中， t克乐、中已走过了 70 年的睁

映手￥。

可甘肃省民乐县第中学校毕~JJJ~UlE了民乐 中初级中学、完全中'7、高级中'7 二个时

期的成K轨迹和历史脉络。旨在表达对自L贤的 手中缅怀、敬仰，对后学的 手中勉励、鼓舞，

对未来的 手中憧憬、向往;旨在i秉承、种理念，凝聚、种精?中，传承 手中文化。

可甘肃省民乐县第、中学校史》客观地记录了学校历史，将 70 年的教育发展脉给清时?

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凸显 r不忘光萃续兹薪火\传j主义明的价值导同 c

I克乐中自创办以来 .Ji易其校名.，碍迁其校址，可谓风雨景秤，以J经沧桑c 从当初破旧的

庙堂寺院\1m埔十烛，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校舍俨然电从当初的十几个老师、数育个学生，到如今

的问百多老师七 F多学生，从当初陈旧、简f，r目的教学条件子的H今拥有的流现代化教'7设

施。学校从无到旬，)，1"J、到大J、落，汇到迈步，从县、!.初级中学到全省示范性高'f'.)A;Jl拟空无阔

的中学到茧声陇原的名校，其发昆山xßUfl'曲折、坎上刷刷荣，令人淀骂我仰，更阳地叹。

{U肃省民乐县第一'1'学校史》通过对人物、事件的叙述，将学校的文化元素渗透于艾(

中 3b二主运艾精神力量，从而使读者不仅能看到民 ~J;~tjl的过去和现在.更重要的是能够窥

视艾立虫特的校园文化c

;其j虫特表现在:始终秉持"给每个学生以希望.让每一个体部发展的办学理念，全力

践行.， (J5.虽不息，守正出奇的民乐~'I'精神。透过校史，我们看到的是:民乐的LLJ水民情孕

育了民乐的教育，民乐的J 、民成就了民乐的教育。全县崇文修德的文化底蕴，尊师重敦的

优良传统，毛系大汁的历届领导，爱岗我业的辛勤民 r ，发舍弃j苦的莘莘学子，坚守希翠的

痴心家长，众志或域的社会氛围，不断创Jli着令人瞩目的教育奇、晚，经年累月 j也改变着无

数学子如家庭的命运。 这种独特性豆豆源于空间仁祁连大地的物华夫支付灵毓秀.亦才!忖主

于时间上近百年的新文滋皮、生生不息。根深故能叶茂，乎?阔故而ìAl二。

盛 111 宜修史，修史载盛世。在{U肃省民乐县第一'1'学校史》付样!口G J!t之时，我希旦旦一

中人百尺竿头?更进民步噜开拓创新?不断Jfr取噜为国家洛芳:出更多的人才，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二

是为序。并货民乐 A中 70 华涎 1

民乐县人民政 J吁县~字男

2014 年 9 月

。{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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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民乐县第 中学校史{1944 年 -2014 年)

五

始 r艰辛臻至卓越

历史不拒绝沧桑，唯有缅怀前人的拓荒精神.继承优良的传统，才能站在归J史的高度噜

谋划未来，也只有将精神文化的火种传承下去?才能也派相继，绵泣不绝。

民乐~II'诞生于 llJìi可破碎，成长于战火硝烟，磨白历于动i5t惶惶.壮大于改革开放，成熟

于盛ltt今朝 1 五易其名，二迁:其fil: ，;.t过了 70 年岁月，跨践了两个 111 纪 l 从当年的民乐旦初

级中学到今天的 IJ肃省、民乐县第一中学J、当年的庙含禅庐到今天的「厦林、;..从当年的

几 f 名师生吏'U今天的七千余名师生.可i冒风刚获涅，凤凰;军费主 J

70 年来噜学校每点变化，每 ν个Jfr步，哥:凝聚着 中人奋发问上的精神和智慧，饱含

着 A中人对这座沧桑府的拳拳之爱. 中人早已把她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与之I CiJP'f:

吸?共命运c.1t又 .f~ 中教师怀着对教育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

都献给 r 、中，献给了[(\乐大地的未来发展，献给了祖茧的教育事业。两鬓斑白养丰富

的老教师，与古朴幽静的校园以及青春勃发天真烂漫的学生们组成了斗国温馨有1谐的幽

面，n1'î新一代的年轻教师们又给这/听 t!:r ~1美学府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从伴!jfJ明澈 rn口快乐

的 R光小，我们读出了对事业的坚毅和对未来的Fl fJi.，

无论身处衍方，身在衍时.f"]~'l'当做心中始终牵拒难以忘怀的精神家园 J 学于Jtjf , 

长寸j听邱封情深，马;Jstx1ì':\;;:， ~ljl永远是大家心中的一方神圣净土 J 树高干尺，不忘其根，

饮水思源，常忠过件。‘今日我 i以中为荣，明天 A中中 i以1我为荣

子学，子 i与丑母母:校、 i与手 τ老茧F师l币引罗共 i扣间罚司i奏日晌j内坦 曲山!高句水 i长二、春明花红怀的j华F巨市丽;百百F可i乐章。

风雨 70 年噜神指 f军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70 年确实短短短 4瞬间，但抚今追昔噜

我们主~J.[\潮 j声:饵， ~子想联蔽。我们J学校之Hfi 以有今天噜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大的发展j寻益于

民乐县委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甘、和热情关J坏，得益于真城淳朴\黯劳勇敢的民

乐人民尊师重数的优良传统，得益于社会各界f 大校友的热情支持，得益于学校历任领导

干口全f本师生员工的勤奋敬业字有无私奉献 J

在学校 70 华涎)j~临之坏 .，fQ谨代表全体师'1: 员工，向民乐~II'的离退休教职工致以

深深的敬意，向所有关.L' 支持民乐~'i'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校友和社会各

界人士表示衷.L'的感激1



序

70 年奋斗，第路蓝缕，风雨石匠伤，玉汝于j儿值得毛主记。如今学校以"继承百年校园文化

成兰在 1号合1时代校园文化精华片如主健康和谐文化氛围，提升校园文化的最响力?辛苦化内涵

建设，实现持续发展'为建设理念啕自强不息啕守jf出奇啕打11t着全新的校园文化SM冯又适

逢~tj'71J华诞之Fλ缩写校史的计划得以付诸实现，充分表明了民乐一'1'对学校历史的

高度尊重.对优良传统的高度认同，对学校未来充满恒心，也体现了民乐一中的成熟、怡

和铭记历史、升拓未来的胸襟气度 l

我是民乐 4中培养成』长的学 j气，也J~~F~乐民中教师队伍中的员"现在手边有「这样

部校史，导引我 F'i忆往苦，铭i~ r;ijî恩.豆、温间'子'友情， r口!想美好时光c 我相信，对于注:许多

多曾经启蒙]斯受业]斯快乐于斯、Jjl); 1立丁斯的校友?自然也会感同身受。并且将如我

A样噜能在这部校史里i卖Jirj 自己曾经的人生，读到j属于自己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里的云:卷

云舒。而耳门二未来 A代又 4代更多的后辈校友，我更恩惠相信.他们?宅院主部校史的时

候.会合所感叹、句所沉思、合所骄傲俊史命!感惑手和H责{任工f惑惑会合所j增曾强，更重要的是，他i们门会更

1加]泪日;臼;.j H二~:; '> 

夕光乙z彰手 C

70华i延，时光纷飞，太匆匆!学月可深络，书杏悠长，道不尽的强校梦，说不完的师生惰。

我真诚期盼这本((11 肃省民乐县第一中学校史能穿过历史的渠漫烟尘，带给关于 rrr人一

的诸多美好、温暖的回亿u 让岁月在此永恒.让位 H~现眼前.在现实'1' 回/盯过去，在历史

中展望未来c 同时，我也相信，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民乐 A中往日的记亿， 1否有对

学校当下教育理念和文化价值的认同以及对J学校未来发展的愿景和关注c

学校 70 年的发展历程，首;文编熬成史?难免在在错误遗漏;如不足，敬请批评指正二

诲此!芋。

氏…"'学本ζ长 王学舜

2014 年 9 月

9 )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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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倒

\卒校史i里J号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犯实事求是原则，详今略古容吝1观!见旦创封地世i记E口j述主仨，九、飞?

校从 i汕94抖4 年专建主校至 2川01μ4 年 7劝0 年的发股历史O 力求用科学的观点、翔实的材料、妃实的方

法进行编寨，只it不ìW..

~Jj编\:章\1 日设计第日，遵循史书体例，采用诏体文iê述生用述、记、二兰、传\

医、灰、录、史料链J妾等多种子段，存真纪实。全书 60 万字 1

三、采用编年休，以时王军事ω 上自 1944 年建校i涩，卡金 2014 年 5 月底〈将 70 年的发展

史按办学体制分为"初级中学"、"完全中学"、"高级中学"工个阶段。为傻子叙事，每民阶段

又根据时代特征分为若干章.分章脐代c 各草一谈相豆关联.又相对独立;因事分节，均有变

化已力求柏:不缺J:Jl兰队不航线，大J:Jl不缺?要事不注着二

四人物称渭、地;埋名称、历史纪年\数字运用\il 层单位等.均按国家志书出版行文规

范标准一执行c

Ei、校史对人史人物分'传记简介、表录二个层次录入

校史按照史书"生不立传"原则?给已拔的有影响或有f非改贡献的人物立传二

(一 )J历j开i刊{任圭♀邻领1页:导 (j汪I仨丁~写主到1校长中i护1共党〈委>支部书i记仁、副书 i甘让r二一二一

政府{fi击命了7文主文二f刊/斗为忘依捂!，、专业技术职称副高i以jJ 的辛毅支师列人K‘"气%ζ币h创简;句」二介介人斗物努，简介J之之句校击龄龄斗专、 2另骂年以

i仁A芷￡的甘工盖勤击人员歹列4 人"汪副简i江J 介人物 f简￡介之;在民乐一:叶l'f汪工;过立辛教支调往其i世单位专业技术职务在副

高以[二或博士学位(含在读博士)以 L ， 1iíIt级别在处级[j J 人员，列入"简介人物·知名校

友"简命之;民乐 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北犬的学口在各个岗作上对社会有交出页献取得

副高职称以上或博士'子'位(含在读博士)以上飞行政级别在处级以上的学 j立，必列人"简介入

物·知名校友"简介之。

(校现任教职 L列表ìC之c 现在册的湾、退休教职 L列表记;之C

(1)[1)历届学校领导及中段以上领\fUf千阳、时间先后列表记之;历任正哥:J年级主任、 j上

副学科组 K以任职时间歹Ij表记之;历年任脏、教职汇、历届初高中毕业生、《升学模》列人副

主;iii己之二

(五 )2000 年以前凡考入大中专院校者均列入《升学榜》以记之;江)00 年以升学锋》

只列入~本以 i 录取者。

六、重要史料以"史料链条形式录入

七、才q交史拔'现行校名，定名为〈甘肃省民乐县治~'I'学校史

1 )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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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料来源:

(牛市县档案局陆案学校陆案与采访核:生俗的m串资料-

(一甘肃省教育志拭;再:一乐县志创修民乐县志民乐县志~((民乐县教育志~L丁

002 . 



概述

I1 肃省民乐县第一'1 1学(简称民乐-I!r)j 坐落于民乐县城 11'心 3 女日诗如画的校同，幽

静优尖的环境，和清自然的人文气息.拔节，白声的高考升学率，使之$t为ì'可由主廊一颗:rrl1

E慧的明珠。自 1944 年 6 月创办至今，已走过( 70 年的历程。 70 年来噜 t\\乐 A中 E部路蓝缕噜

叫雨兼秤，书，山不断.弦歌不绝， ，泌号毡吉着时f代tj步菲 f伐戈.伴着+村i 会中捻立;搏毒.经历初z级蓝中J ￥拦伊\完全中中J气、

和 i高吉骂J级中户子:j令， 二才才个、百阶rß段士。

学校创办之初，虽有县长张卢威之倡导，地方绅上之响应，然白手起家，物力饿、板。赖

全县人t忱吃之投投穷.门.t热1鸟d心1'，'心、"'、教育 J吝于之慷f慨既f捐昌且助t钱粮甫

开学J反受i课束女矢飞乡二3 才非þ)乃7夭意，歼殆?民愿所成3 建校之初，本县缺乏合格的小学救员，妻生技先住，多

聘白他乡〈学校一方面高薪聘用外地教员，一方面着力治养自己的队伍，其运行汉民 xlt i1[

'\{I" 鱼 1949 年后，新一代大学走[陆续采校任主生，情况才得以好转 J

1949 牛 9 月民乐解放，确扩了 '1'国共产党部人民政府对学校的领导J‘民乐县初级

中J芋'1111比世人励精图治欣欣向荣的革故鼎新时期c 学校遵循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办

学宗旨噜废ipi马民党设立的‘党义"、‘公民"、‘童 f咋等课程.整顿教育教学'秩序，改革课

程设置噜实行新的教学 il :\4IJ 噜创办村会主义教育，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噜敞开校门噜招收翻身

农民祁仁人产弟入学，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 j乞，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4主玉j肇造，可业待兴。衬会主义教育刚刚举步，学校教育、方面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

验为基础，吸收 l口教育某些有用的东西，更jîJ克的是学习借鉴苏联光j茸的教学经验，子'习

fj;1洛夫的 "Jl年步毅，、5令法"。在课堂教学中，敌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 j主倡学生在:智育\德

育\体育各方向获得全向发展 1957 年 2 月.毛泽东摆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

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儿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新

教育方针 1958 年 9 月， '1'共 '1 1 央、国务院在(关于幸生育工作的指示3中提出"党的教育工

作方针啕是教育无产阶级政怡肢务啕教育与作产劳动相结合，.啕"教育的日的，是洁养有社

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c fr后来开展的"1王/白..斗争大跃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学校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以"教育非命"为纲噜坚持又红又专的办号:力!句， 民边开股教

噜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边参加生产劳 !;fJ. 支援[农业生产和刻会主义建设噜背石头\建

f 炉，大炼钢铁.收割麦E。交j主的政治运动 .JT乱了正常的教育教J拦秩序;师生参加穷功

%.忽视了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教育教，、j令质窜下降c 直到 1963 年学校在贯彻国务院提出

的"洞菜、巩页、充实、提高"的八千针时才有所好转。其间.学校j函过贯彻‘中学十条"

1 )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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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民乐县第 中学校史{1944 年 -2014 年)

t/j' ij;;f奇千申.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制定学校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近 步改进教育教

学方法.教师钻研教材，认真教学.学生克提困难，勤奋学习.教育幸生学质量逐步提高，学校

的面貌也发了/杠的变化 1 形成了由三年自然灾害过启到"文化革命"开始这一段日才间

的稳定发展。

I♀53 年，学校更名为"11 肃省民乐初级中学 1958 年争月，学校增设高中，由*}J~!'H'

学过渡 ;g完全中学，， 60 年代初，在民乐县与山丹县的分与合 'j' ，"民乐~'I''')L绘交易u 由原

来的"民乐县第 中学"改名为"山丹县第二中户γ ， f\\乐县建制恢复后又J次复为"民乐县第

中学 1975 年更名为"民乐县洪水中户γc 1978 年 9 月又J淡复:为"民乐县第 中学

从 1958 年到 1976 年的数年闷，思想改造、"反右倾"大炼钢铁 "IJLJì青"运功、"文化大

革命"......1't这些政治运中子'校正常的教育救'子'秩序受到十扰，将别处"文革"十年J子'

校教学设施遭破坏，建筑被捣毁，阁书被焚烧，教师被+It'-l\良知受践踏， t读卖玄‘"‘宇立红丁宝书\日唱吕语

录歌，ω剧跳t"忠 孚苦桥卡， 1才i七阳1郭判斗斗j

角，身 i 长剁"的"反 j潮韧流"战士ω 是非被颠倒.文明被全tIlL frL哄哄，你方明罢我登场，兴 ):j!

冲，徒步千唱"大串联'\高兴了无帧\混JL啕耽误了一代学子J日没了无数俊骥c 令人扼腕叹

息，不堪回首……民乐~rjJ历经坎坷，阴阳徘柄，走过了一1m.艰难而出抖的路程c{巳前辈们

执着坚守.勇于J 日A当.学校在风雨飘摇 'j'步履维艰，闵琦而行。

19ì7 年到 1995 年，处民乐 A中发展的中兴时期c拨乱反正.愁顿恢复，调愁发J棍校

始终遂得在清的办主线一一-以人为本，立德树人c 教书以崇尚i在德、传道主变业、孜孜

不倦、甘于清说乐于奉献为业;育人以基础扎实、发展全面\各有所 i二、善于创新、勇于担

当为光二 .J..þ 个脚印?拾级而上?走山(条贫囱地区中学教育的振兴之路二

1995 年教育布局引起黎"骂初中分窍办俨校过渡为u升一衷;善教育为主主是士音养目杯

的高级中学。学校检抓机遇，改革体制?完成跨越?马.11:人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2

示范性高中的创建，为学校的发展搭建了更高的平告 c 学校的规模也随着人民日益培

长的主生育;75俨求而小断扩大〈校园占地IÌIÌ~号!由 103 亩扩大刽 156.6 亩，建筑[用积达 72 866.72 

平万米啕有数学楼王栋，学'1♂公寓楼 4 然啕医书楼、实~~梭\餐饮楼\弘学楼各一惊c 塑胶运

动场占地 51 商。革;]:)jltEJ顶一标准的理、化、生实验室 21 个 1 仿，，，式的校门秦汉，，，凤"

"唐诗江 ll!''''明清风流的文化长廊，至圣先师孔子f 场 j-i!j" 今中外名人雕像，佳草秀木的

花剧中~苑，飞卅溢彩的亭闯依山......融俨kc\花\乐于民体噜~1l歌声笑卢(书卢(为

由流的办户户条件?才在的教学设施，科，、的教，、管理，规范的办学行为，稳健的 i果想改

奇主.优良的素质教育均走在:(全省前歹'Ic

从 1977 年禹王专制度恢复到 2014 年噜在校学生 111 945 人增加到 7316 人;禹王言升学人

数 IfJ 19ì7 年的苓人发展到 2013 年二本以上录取 1151 人，连续 20 年居全市第 。上清

华\北大等名校不再J~~F~乐芒遥不可及的梦想，中 l:lt)凡有大学处?必有民乐芒彩。他们

在各条战线 i二努力工作毛~)走了和创注着可喜的业绩。师、 ffJ 七 f 载，桃李满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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