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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阳市第十中学(原南阳第五初级中学)是我的母校o 1956年至1959年，我在这里

接受了初中教育。四十多年过去了，老师的谆谆教诲还萦绕在耳边，当年“大办钢铁”和勤

工俭学活动难以忘怀，母校的一草一木仍历历在目。

母校经历了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的团结

奋斗和励精图治，学校设施条件大为改善，办学规模逐步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形成

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合格的人才，为当地教育事业、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我高兴地获悉，学校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多次受到省、市、

区表彰，这是值得庆贺的。作为一名老校友，我为母校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学校各项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今天，南阳市十中校志编撰完成，这符合“盛世修

志”的文化传统。校志全面、系统、真实地记录了南阳市十中的创建和发展史。用好这部校

志，必将对学校更好地开创未来产生积极的作用。

我衷心希望母校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指导下，解放思想，严谨求实，顽强拼搏，开

拓创新，朝着“方向正、校风好、质量高、有特色”的目标与时俱进，为创建中州一流名校

而不懈努力，为“科教兴国”做出新的贡献!

善‰卅；妨o≯q叶群

(李金明，系中央纪委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原副书记，现任浙江省政协主席)



序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南阳市十中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创建于1954年

的南阳市十中，走过了50年代的创业与艰辛、60年代的跋涉与困惑、70年代的痛苦与复

兴、80年代的探索与改革、90年代的发展与进步、新世纪的光荣与辉煌。风雨兼程，春

华秋实，斗转星移，阅尽沧桑。半个世纪以来，学校七易其名，在曲折中前进，在发展中

提升，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建设人才。

在前进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传统加以回顾，对历史进行反思，以更好地把握

现实，走向未来，健康发展。基于此种认识，2002年10月，我校正式启动校志编修工作。

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努力，通过采访征集、编纂整理、推敲论证、四易其稿，目前，校志即

将付梓问世。这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千秋的大事。

一年多来，校志编修人员发扬务实苦干、负重拼搏的精神，默默无闻，甘于淡泊，不

辞劳苦，团结协作，为学校留下了一部鉴往知来、资治垂训、启迪后人的信史。在此．我

代表学校全体领导，向一切为校志做出工作、花费了心血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够本石嚆
二O O四年四月

(焦松涛系南阳市第十中学校校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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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地反映学校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

二、本志上限1954年2月，下限2003年12月，凡49年。

三、本志结构为横排竖写，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学校工作结构为纬，分章立节。

四、全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五、对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必要时冠以职务。过长的词组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

称，括号内注明简称，以后使用简称o

六、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为学校党、政正职领导，主持学校党、政工作的

副职领导，学校初创时期的中层领导，市级名师，在师生中享有威望的优秀教师。按到校

工作的时间先后为序。

七、校领导、教师选介人物为学校党、政正职领导，主持学校党，政工作的副职领导，

特级教师，获得地(市)以上政府表彰的高级教师，在师生中享有威望的优秀教师。按到

校工作的时间先后为序。

八，校友选介人物为副地(厅)级和副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县(处)

级领导和知名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省“十大优秀青年"获得者，博士学位获得者。

以届别为序，届剐相同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九、突出人才名表选介人物为正科级或正营级以上领导干部，知名企业负责人，具有

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硕士学位以上攻读或获得者。以姓氏音序排列。

十、本志采用记述文体，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十一、本志的数字及标点符号用法，执行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

行文规范。

十二、本志统计数字以档案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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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校名沿革
1954年2月——1958年8月 南阳第五初级中学

1958年9月——1960年5月 南阳县第四中学

1960年6月——1961年6月 南阳市第三完全中学

1961年7月——1968年12月 南阳县第三中学

1969年1月——1982年7月 南阳县瓦店公社高中

1982年8月——1994年12月 南阳县第三高级中学

1995年1月—— 南阳市第十中学

二、校史概况

南阳市第十中学位于东汉光武帝刘秀故里、中州名镇——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学校西临白河，东

依103省道(南新公路)，是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为南阳市A类(重点)高中。

1954年春，学校创办，在200余亩庄稼地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8月开学，因陋就简：领导、

教师均住工棚，大班上课，寝教合一；桌凳不足，学生蹲地听课，趴于窗台上做题。条件虽然艰苦，但

在建设新中国的思想鼓舞之下，全体师生昂扬向上，教师严谨治学，勤奋工作；学生刻苦学习，积极进

取。学校教学借鉴苏联经验，强调知识传授，重视以“五爱”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学生德、智、

体全面发展。1956年，注重教学改革，教学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时期，课外活动亦颇为丰富：有歌咏

队、小剧团、体育队等，各学科均成立兴趣小组。课前唱歌、课间跳舞，形势报告会及各种竞赛、文艺

联欢活动不断。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配合社会政治运动开展宣传。至1957年，学校已初

具规模，共建教室、宿舍、教师住房、会议室等3576平方米，图书、仪器、体育器材基本齐全，建校

初所种的8000多棵杨树已长得高大挺拔，郁郁葱葱，蔚为壮观。学校有教师38人，学生14班650多

人，教学成绩斐然，学生全面发展，一所校园开阔、环境优雅的新型社会主义中学矗立于宛南大地。

良好的开端仅维持三载有余，极“左”路线即打破了学校宁静、和谐的局面。1957年底，全国上

下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加之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学校成了重灾区，到1959年，38

名教师竞有15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或“右派”分子，占教师总数的39．5％，其中包括两名校长、

三位主任，教师队伍遭到重创，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挫伤。师资由是匮乏，学校一度让“右

派”边劳动改造边教课，又采取找人代课、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等措施。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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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教学秩序。1958年以后，受“大跃进”的冲击，全校师生投入无休止的生产劳动和“大办钢铁”

之中。1959年下半年后，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师生生活极度困难，“低标准，瓜菜代”。然

持续“大跃进”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师生频繁走出校门参加生产劳动，教学上提出班班、人人要“满

堂红”。教与学貌似轰轰烈烈，事实上均不扎实，教学质量下降。

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0多位教学骨干，如韩迂周、闫

学铨、王书岑、范磊、侯恒昌、王蔼曼等从外地先后调入学校，师资力量得以加强。1963年，学校深

入贯彻中央颁布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学上以课堂教学为主，

课堂教学以教材为主，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教学与生产劳动协

调发展。学校领导班子团结务实，全体教职员工同心协力。广大教师认真学习，深钻教材，掌握重点，

授课深入浅出；文理各科，相互协调，精讲精练，讲究课堂艺术，向“五十分钟”要质量。在循序渐进、

因材施教的前提下，不拘一格，多方面培育创新人才。学校加强德育工作，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学

雷锋活动，各科教研组根据学科特点，开展教研活动，课外活动丰富多采，学生得到了生动活泼的发展。

1962--1965年，学校教学成绩突出，升学人数多次在全地区名列前茅。在60年代初期召开的南阳地区

教育战线首次群英会上，学校以《立德育人，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为题作了典型发言，深受赞誉。

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工作陷入瘫痪。教师集中县里75天参加“文化大革命”训练班，学生

纷纷参加“红卫兵”组织，所谓的“司令部”、“战斗队”、“造反团’’有30多个，年底，师生进行

全国性的大串联。1967年初，学校成立了“河造总”、“二七”、“摧资”三个“山头”，经常发生

冲突甚至武斗，一些师生遭到殴打。是年下半年虽“复课闹革命”，但学校少数造反派头头仍搞颠倒是

非的“斗、批、改”，部分领导和教师遭受批斗，学校一片混乱。1968年“侯王建议”之后，学校有

35名教师离校返回原籍，其中大部分是教学骨干，虽有16名教师从外地回校任教，然学校师资还是青

黄不接。1969年学校建立了“革委会”，“贫宣队”进驻学校，所谓“大老粗要管理大老细”，教学

秩序大乱。以教学为中心横遭否定，普遍鼓吹“开门办学”，频繁让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无休止的生产劳

动，倡导“学工”、“学农”和“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质量一落千丈。1972年后，周总理做出了纠

正“左”倾错误的种种努力，读书学习的风气逐渐加强，而“四人帮”却反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

潮”，教育上再度出现了批“智育第一”的混乱局面。1973年之后，“四人帮”利用“反潮流英雄”

张铁生和震惊全国的“马振扶事件”以及“朝农经验”大做文章，使“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知识

越多越反动”流毒肆虐。虽然当时学校主要领导褚明臣能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尽力维护学校稳定，但

极“左”思潮毕竟是大气候，师生下乡劳动仍然频繁，又轮番参加“石油会战”，校内大搞种植、养殖，

办工厂、农场，打土围墙等，学校工作始终没有恢复到以教学为中心上来。“文革”10年，教育事业

损失惨重，这既是学校的悲哀，亦是整个国家教育的悲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教育战线迎来了新的春天。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

试制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推倒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平反了冤

假错案，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开始形成。是年，学校充实了领导班子，强

调以教学工作为中心，建章立制，狠抓管理，选贤任能，调配骨干，严把生源质量，改进考试方法，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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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校风校纪得以恢复，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教职员工任劳任怨，团结奋斗，教书育人，蔚为风

气，教学成绩突出，升学率在南阳县乃至南阳地区名列前茅，于1979年被确定为南阳县重点高中。

1977一1981年，学校共向各类高等院校输送400多名新生，连续5年被评为县“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1981年还被评为地区“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1982年后，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教学工作为中心，德育为首，五育并举。进一步完善

规章制度，狠抓常规，着力抓好领导班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三风”(校风、教风、学风)建设，

落实岗位责任制，奖优罚劣。1984年，学校专设政教处，进一步做好学生思想品德和纪律、生活教育

工作。时，学校党组织亦得到很大发展。1987年后，学校加强实验室、仪器室建设，同时美化环境，

校园初步实现了绿化、美化。这一时期，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1982--1990年，连续9年被评为县

“教育教学先进单位”，其中1982、1984、1986、1989年还被评为地区“教育教学先进单位”，1989

年在高考9个科目中，学校有8个科目名列全县第一。1991年学校被评为县“普通高中教育教学先进

单位”。党支部、工会、德育、师训、法制教育、两室建设、目标管理、综合治理均获县级先进称号。

1993--1997年，学校领导班子开拓创新，开办特长班，培养体育、艺术人才；在办好普高班的基

础上，与瓦店电子技校联办电子职高、职专班，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

需要。1995年，学校班级总数为24个，在校学生1700多人，成为融普高、职高、职专为一体的新型

综合性高中。学校管理更大胆改革，创新管理制度，率先在全区实施“低职高聘”、年级组管理和“四

制两法”，提炼出“严谨、求实、拼搏、创新”的十中精神和“方向正、校风好、质量高、有特色”的

办学目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学设施，教育教学质量居全市同类高中前列，在河南省高中教育

工作会议上介绍办学经验，被省教委命名为“为人师表，育人楷模”先进单位。

1997--2000年，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学校扩大招生规模，积

极推进素质教育，明确提出课堂教学改革的要求。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实施中层领导竞聘制，加快

教学设施现代化建设，装备了微机室、语音室、多媒体教学双向评估系统，更新了图书室设备，教学成

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1998年，学校被中央教科所命名为“外语教改研究课题实验学

校”，还在河南省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上介绍办学经验，主要事迹刊发在《河南教育》上，被收入《河

南名校录》o

2000年以后，学校奋力拼搏，追求卓越，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确定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以德育工作为灵魂，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教育科研

为先导，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与时俱进，务实重干，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干一流工作，创一流业绩”

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为每个学生的成功积蓄力量”的办学宗旨，提出了“崇德尚学，追求卓越”的校

训，改革管理体制，实行年级组与教研组“双组并行管理”的模式，实施“四制两法”、“三制”和“三

自一包”的管理方法，改革评价、奖励机制，加大课堂改革力度，坚定不移地实施“科研兴校”战略，

学校共有4个国家级课题、4个省级课题、3个市级课题。2002年6月，学校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教师培训及课题合作研究协议。校园建设再上新台阶，修建了标准400米跑道，装备

了高标准实验室，实现了绿、洁、敞、亮、美。2002年11月，学校顺利通过市教育局评估验收，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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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阳市A类(重点)高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圆了几代师生的梦想。学校被河南省教育厅确定

为“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荣获南阳市“标兵文明单位”、宛城区“十星级管理先进学校”等多项

荣誉称号。教育教学成绩突出，主要事迹刊发在《《河南教育年鉴》上。2001年高招，学校大专以上上

线率达91．3％，教育教学质量居全区之首、全市同类高中前三名。2002年高招成绩再上新台阶：大专

以上线率达99．6％，本科上线率达36．07％，超过全省本科平均上线率l 3个百分点。2003年高招，学校

大专以上上线率仍稳定在95％以上；省、部级高校上线317人，上线率达72．1％；体育艺术类考生专业

全部过线，文化课上线率达92％，受到上级表彰和奖励。

至2003年底，学校建筑面积为2．6万平方米，有教学班30个，学生1989人，教职工135人，中、

高级教师63人，具有研究生学历者12人，省级骨干教师3人，市级学科带头人2人，市级骨干教师

22人。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学演播系统、微机室、多媒体电教室、多功能语音室、音像室、理化生实验

室、标准400米跑道等一应俱全的教学设施，图书馆藏书近6万册，校园规划合理，环境优美：宽阔的

广场、标准的旗坛旗杆、硬化的运动场、美丽的绿化篱带、“花有美梦”的花园花坛、平如绿毯的草坪，

展现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六纵四区”的合理格局，文化氛围极浓的“文化长廊”，整洁明亮的教室、

办公室，启智明慧的墙壁警句格言，“校园之声”广播站，学生小记者站，处处体现出一种育人气息。

建校以来，学校桃李遍植，硕果累累，共培养初中毕业生2700多名、高中毕业生14000多名，为

中等专业学校输送新生1500多名，为高等学校输送新生3800多名。这些学子已经成长为国家和社会各

界的栋梁：其中有运筹帷幄的高级领导干部，有战功卓著的军人，有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有饮誉文坛

的作家，有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更有许多致力于乡村教育及建设之开蒙启智的拓荒者，他们默默无闻，

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学校不愧是一所历史名校和优秀人才成长的摇篮。

50年风雨兼程，50年春华秋实；斗转星移，阅尽沧桑。学校在曲折中前进，在发展中提升。而今，

她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挺立于素质教育的潮头，在新世纪曙光的照耀下，阔步迈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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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记

1954年

2月，南阳专员公署决定在瓦店创办“南阳第五初级中学”，派王团沙到瓦店选址、征地、建校舍。

6月，学校首届领导班子组成，王文献任校长，肖宗生任教导主任，王团沙任总务主任，张季凌任

工会主席，庄身任负责团总支工作。

8月，录取6班300名新生，如期开学。
’

195．5年 ．

3月，开始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学生守则》o

7月，应瓦店区人民政府要求，学校利用暑假举办两期会计培训班，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培养一批财

会人员。
’

9月，根据省教育厅指示，学校将《生产劳动》作为一门课程列入教学计划。

10月，学校开始执行国家《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

12月，因瓦店镇搬迁和南新公路改道，学校大门由面朝北改为面朝东。

1956年

4月，学校发生大面积流行陛感冒，县政府派医疗队驻校治疗。

8月，王文献奉调离任，杨守柔任校长，王荣德任团总支书记。

10月，瓦店籍旅居缅甸华侨王忠英(时任仰光南洋中学教导主任)在瓦店剧院给全体师生作报告。

11月，学校为每位师生下发《识字正音3500字表》《汉语拼音方案》两本书，开展学习汉语拼音、

推广普通话活动。

19．57年

5月，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到校为全体师生做报告，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8月，南阳县第十四中学(设在金华区邢庄)撤销，该校两个初中班并入南阳第五初级中学初中二

年级。学校招收一年级新生6个班，其中两个班为自费班。

9月，发生“大中华民主自由党”冤案，学生赵连城被捕(后经公审，赵被判刑7年，1964年释放，

1979年平反)o ．

10月，学校停课一个月，学生回乡支援农村抗旱。

12月，提前放寒假，全体教师集中南阳参加整风运动。9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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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3月。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和学校工作“大跃进”运动，停课大搞勤工俭学，打土围墙、养蚕、

种菜。编写乡土教材，参加全民赛诗活动。

4月。县委任命刘少范为校长、党支部书记(离职学习半年)，忽国良任副校长(主持工作)，许德

庆代理教导主任。

同月，学校团总支升格为团委，刘国安任团委书记。

5月，师生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到白河淘铁沙。

6月，瓦店区全体中小学教师、医生集中在学校搞“拔白旗”、“向党交心”运动，学校又有4名

教师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甄别”时摘帽)。

7月，县教育局在学校设立中招考点，第一次加试《劳动》科目。

8月，1955级学生梁明伍、冯玉欣被选招为空军飞行学员。

9月，学校更名为“南阳县第四中学”。

1959年

5月，学校团委举行多种活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并为共青团员颁发团徽。

10月，学校举行大会和游行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12月，学校5位教师被批斗并下放到小学。

1960年

3月。响应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学校开展“小秋收”和种小片土地活动，种粮

种菜，解决师生生活困难。

6月，实行初中戴帽，学校增设两个高中班，更名为“南阳市第三完全中学”。

9月，崔宗锦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10月．学校党支部书记刘少范和工会主席张世林出席南阳地区首届文教群英会，并介绍办学经验。

11月，学校大礼堂落成，命名为“勤俭礼堂”。。

1961年

4月，学校开展“学习延安精神，大兴‘--'2k’作风”活动，对师生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

5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和《河南省

临时教学计划》，学校把周文化课教学学时控制在20个以内，各年级每周安排3节劳动课，控制集体劳

动量。

7月，南阳县、市分别建制，学校更名为“南阳县第三中学”。

1 1月．南阳县委文教工作组进驻学校，纠正“五风”错误，调查处理学校存在的问题。

1962年

5月，秦栋任学校党支部副书记。领导班子成员还有崔宗锦(副校长)、韩迂周(教导主任)、闫学

铨(副教导主任)、张思震(总务主任)、王文怀(团委书记)、张世林(工会主席)。

6月，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i学校两个戴帽高中班停办，学生下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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