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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

株洲市第四中学地处株洲市荷塘区，创建于一九五七年。自

建校之日起，即担负起传播科学文化、培养社会人才的重任。半个

世纪以来，四中从最初散落于荒山野岭中的几栋小楼发展至现在

的高楼林立、声名远播，走过的是一条曲折坎坷、自强不息的发展

壮大之路。期间风雨沧桑，校事沉浮，难以尽数。为了实录学校发

展履迹，以追念先贤，启迪后学，二oo六年四月，学校校长办公

会议决定，把编修校志确定为庆祝建校50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6年5月，校庆办成立了由校长姜野军任主编、书记周玉

林、副校长曾四喜任副主编、退休老同志熊震洋以及杨术林、邱玲

俐、刘锡兰、彭宏丽等老师任编委的校志编纂委员会。他们搜集线

索、整理资料，披沙拣金，集腋成裘，终于在50周年校庆前夕付梓

刊印，向校庆50周年献礼。

校志共分为《大事志》、《文献志》、《人物志》和《图片志》四大部

分。《大事志》主要记载50年办学历史中有关学校发展建设的重

大事件；《文献志》主要辑录了50年办学历史中，学校作出的推动

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以及反映学校重大成就和办学经验的有关

资料；《人物志》主要记录历年在学校成长起来的市级劳模、省级、

国家级优秀教师及特级教师教书育人、建功立业的优秀事迹，以

他们为缩影反映四中人勤奋求实、敢为人先的光荣传统；《图片

志》通过各历史时期的照片，直观反映四中的发展变化。一句话，

校志各部分力求从不同角度立体地展示学校50年的发展历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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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志编纂过程中，编委们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以志、录、图等

形式，以时间为经、内容为纬，分类整理，直陈历史。为慎重起见，

编委们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数易其稿，历经一年有余，终成此书。

校志的编辑出版，是对四中50年办学历史的一次大回顾，建

设成就的一次大展示。它为广大读者了解四中、认识四中提供了

详实的参考资料，也为我们发展教育、弘扬传统，进一步办好四中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校志能顺利出版问世，离不开广大离退休老师的大力支持。

不少老教师、老校友将他们珍藏多年的图片资料无偿捐献出来，

大大丰富了校志内容。对此，谨致谢忱!

黄金无足赤，白玉有微瑕。尽管我们在校志编纂过程中，力求

科学完美，但因众多见证人有的过世，有的调离，且经过“文革”浩

劫，校史资料多有阙漏，苦乏考证，又加之人力有限，故疏漏和不

妥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湖南省株洲市第四中学校志》编委会

二O o七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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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株洲市第四中学于1957年下期在国家建设飞速发展的形势

下诞生，已经走过了五十春秋。学校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各个

时期上级的要求认真办学，教书育人，经历了半个世纪曲折而不

平凡的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建校五十周年大庆之际，

学校本着“存史育人、启迪后学”的目的，将几代人办学的经验，认

真进行了总结。

学校有三项基本内容没有改变。第一，属于在中共株洲市委

和市政府领导下的公办中学，只是逐步升级，在2005年校党组织

升格为党委，学校升格为副县级的事业单位；第二，校址一直在荷

塘铺八角亭，只是在2001年将职工中专合并进来，校园面积扩大

到了118．7亩，原来的荒山野岭成了省级园林式单位；第三，校名

一直叫四中，只是由原来的初级中学发展到完全中学，2003年批

准为省重点中学，2004年改称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四中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而每个时期都有

其显著的成绩。现在分述如下：

一、艰苦建校时期(1957_一1966)
因为学校建在荒山上，当时没有一条像样的进校路，只能从

运建筑材料的汽车在茶山中碾出来的泥泞道路上转进来；师生三

百多人挤在一幢两层的教学楼内，既有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又

有男女教师和学生宿舍；当时没有自来水，师生饮用的都是竹叶

塘的水，生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可是师生们不畏艰苦，在这时



4 校志

期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1、勤工俭学成绩突出

全校师生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精神，开垦荒地，种植蔬

菜，饲养牲猪，办红砖厂，办耐火材料厂，经济效益相当好。1958年

市政府授予“教学、生产、生活齐跃进”的锦旗。1959年做到了本校

学生读书不收任何费用。

2、重视抓好环境绿化

师生自己动手，勤俭建校，协助民工挖平东边的小丘作操场，

将挖出的泥土平整绿化园地，当年有计划栽植的翠柏、香樟、丹桂

等树木都已成林。学校年年重视抓环境绿化，为后来评为省级园

林式单位打好了基础。

3、坚持实行劳动教育

1957年2月，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

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教

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

针。本校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重视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和劳动教育。学生在办农场、办工厂、修水库、修京广复线、运铁矿

石、大炼钢铁、支援插秧、支援双抢、积肥支农等劳动中，增长了实

践知识，显出了支援国家建设的热情，又受到了劳动锻炼。

4、认真贯彻“五七”指示

1965年7月滗主席作了“减轻学生负担”的“七三”指示，本
校及时进行了整改。1966年5月，毛主席又作了“以学为主，兼学

别样”的“五七”指示，学校在贯彻“五七”指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特别是在后来的几个时期一直坚持下去，在学工、学农、战备等方

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二、“文革”动乱时期(1967_一1976)
从1966年下期“大串连”开始，到1976年下期粉碎“四人帮”

结束，整整十年“文革”动乱，对本校的教育工作造成了～定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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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但是，由于本校师生热爱党、关心学校，即使在动乱时期，仍然

做出了一些成绩。

1、历史资料保存完好

在红卫兵组织纷纷查抄黑材料的形势下，本校有关职工耐心

地对“造反派”成员进行解释，说明教导处柜子里这些材料是记载

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内容，不属于黑材料，请求造反组织查封

而不销毁。因此，学校建校初期的历史资料得以保存，后来又注重

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积累，为现在撰写校志提供了可靠依据。

2、上山下乡轰轰烈烈

本校66、67、68届学生积极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绝大部分知

识青年到“秋收起义”的老苏区浏阳文家市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在社会上影响很好。1968年12月《株洲日报》及时进行

了报道。

3、创造“小土窑烧砖”的经验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加强战备，建设人防工事需要大量红砖。

本校利用修操坪挖出的泥土，创造了小土窑烧制红砖的办法，把

学工和战备结合起来。此经验通过市人防部门向全国推广，各地

纷纷派人来取经。

’4、工农兵登上学校讲台

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走出去，请进来，实行开门办学，成立工

农兵讲师团，有计划地安排讲师团成员讲课。其中红湘江机器厂

的全国劳动模范标兵李临庄师傅，非常热情来我校讲课。学校于

1970年l蝴撰写了《工农兵登上学校讲台好得很!》的资料，作为
株洲市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议材料(之十九)，在会上交流。

5、校办工厂越办越好

1971年，我校在内燃机配件厂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长征弹

簧厂，既能组织学生学工，又能为学校增加勤工俭学的收入，还能

为弹簧工业进行科研，工厂曾获得中央两部两委的奖励。



6 校志

建厂30多年来，工厂不断发展，设备齐全，产销两旺，成为独

立核算的校办企业，至今仍能正常生产。

三、逐渐恢复时期(1977．_1986)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

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1、建立制度、加强管理

1977年，学校制订了《教研组长岗位责任制》、《班主任岗位责

任制》、《任课老师岗位责任制》、《学生干部岗位责任制》等，1978

年还作了《关于整顿校风校纪的安排》，学校教学秩序逐渐好转0

2、高考年年有人升学

1977年恢复高考，有1名学生、2名教师考上大学，1978年有

5名学生考上大学，以后上大学的人数逐步增多。特别是贯彻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学校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教学工作上

来，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以后，升学率不断上升。

3、教师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1979年5月《株洲日报》发表了(-『}o-四中党支部积极采取措

施，努力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报道，学校除采取了文章中介绍的

具体措施外，还组织教师到兄弟学校取经，并请大学教授和讲师

来校辅导。

4、举办电子职业高中班

1983年至1985年，学校与市电子局联合举办电子职高班，为

株洲市电子企业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为普通高中办职业高中班积

累了一些办学经验。

5、民主党派有所发展

学校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

统战工作方针，对民主党派在学校的发展工作给予支持，中国民

主促进会四中支部于1986年7月成立，学校提供了办公室和活

动经费，因此我校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教学改革等方面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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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作用。民进四中支部曾评为全省和全国的先进基层支

部。

四、逐步发展时期(1987-一1996)
学校于1987年举行建校三十周年校庆，认真总结了前三十

年的办学经验。在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学校进一步加强

管理，教育、教学前进的步伐更快了。

1、重视学生行为规范

1987年9月，政教处印发《株洲市四中学生行为规范(草案)》

和《学生奖惩条例》。1988年6月，学校总结了《把普法教育作为治

校的大事来抓》的经验。并修订了学生行为规范，把普法教育与对

学生的管理结合起来，使学校风气有所好转。

2、关协工作成绩显著

1988年10月，市关协在我校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现

场会，我校介绍了如何组织学生活动，加强“三爱”教育，做转变学

生思想的工作经验。后来我校还建立了辅导员队伍，进一步做好

关协工作。刘铁镔同志被评为省关协先进个人、市关协工作标兵。

3、改革奖金发放制度

1990年，学校制订了《株洲市四中在编在职奖金和超工作量

补贴发放条例总则》，将奖金以“月补贴”、“年终奖”、“单项奖”的

方式发放到人，更好地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4、深化改革，实行“四制”

学校在总结前段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于1994年提出了深化

改革，加强管理，增强学校活力，实行“四制”(校长负责制、教师聘

任制、岗位责任制、结构工资制)的做法，·学校工作大有起色，受到

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领导的赞扬。

5、艺术教育鲜花绽放

1996年4月，学校与湖南师大艺术学院联合创办的株洲市艺

术学校宣告成立，每周星期五由艺术学院的专家、教授来授课，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