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莱芜概括 

 

莱芜市地处山东省中部，莱芜古称嬴、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在这里发生

过“长勺之战”，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曾在此发动了著名的“莱芜战役”。上世纪 60 年

代是全国重要的冶铁中心，现在是以钢铁为主导的新兴工业城市，是山东钢铁生产和深加工

基地、“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并且是“中国生姜之乡”、“中国花椒之乡”和“中国黄金

蜜桃之乡”。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五次荣获“全

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地理位置 

莱芜地处东经 117°19′～117°58′、北纬 36°02′～36°33′之间。位于山东省中部，总

面积 2246 平方公里，泰山东麓，北邻济南市所辖的章丘市，东邻淄博市博山区和沂源县，

南邻泰安市所辖的新泰市，西邻泰安市岱岳区。  

行政规划 

辖莱城区、钢城区、1 个省级高新区和 5 个省级园区，20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083

个行政村（居），1266 个自然村。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莱芜常

住人口达 129.85 万人（截止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莱芜市莱城区辖 4 个街道办事处，10 个镇，1 个乡，即凤城街道办事处、张家洼街道办

事处、高庄街道办事处、鹏泉街道办事处、苗山镇、茶业口镇、雪野镇、大王庄镇、牛泉镇、

方下镇、寨里镇、羊里镇、杨庄镇、口镇、和庄乡。  

  钢城区辖 1 个街道办事，4 个镇，即艾山街道办事处、颜庄镇、黄庄镇、里辛镇、辛庄

镇。  

  辖区内有汉族、回族、壮族、满族、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哈尼族、锡伯族、

土家族等民族。 



煤、石灰岩、石英、蛙石、磷、花岗石、燕子石、河沙等。铁矿有大型矿体 6 个，中型矿体

6 个，小型矿体 30 余个。煤矿主要分布于南部八里沟至颜庄一带。铁、煤伴生元素有铜、

硫、钻等，可供综合利用。石灰岩储量丰富。生物资源野生动物有野兔、黄鼬、狐狸、獾、

啄木鸟、灰喜鹊等，有益昆虫有 3 纲 9 目 26 科 118 种；野生中药材有汶香附、柏子仁、酸

枣仁、丹参、远志、黄芩、柴胡、全蝎等 450 多种，年采集近 200 种；野生鱼类有鳅鱼、马

口鱼等；水生植物有苇、蒲、荻等。  

  土壤：分为两个大类，七个亚类。按亚类分：棕壤、潮棕壤，占可利用面积的 13%，土

层深厚，宜于耕种；棕壤性土，占 31.7%；褐土性土，占 17%，土层浅薄，宜发展林牧业；

淋溶褐土，占 15%，土层深厚，宜于耕种。褐土、潮褐土，占 23%，宜于耕种。  

  植被：原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自然植被率很小，且具有明显的次生性质，除个别山

地丘陵和沟谷中可见零星次生落叶、阔叶杂林外，主要是抗旱耐瘠的针叶树种。大面积的是

人工植被。  

旅游资源 

  莱芜古称嬴、牟，位于春秋时期齐鲁两国交汇地带，不仅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山

川秀美，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有保存完好、比秦长城还早 400 多年的齐长城，有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戏曲“莱芜梆子”和莱芜锡雕手工艺品，也有沟深壑险、景色

宜人的齐鲁大峡谷群，更有山水相映、碧波万顷的雪野湖。目前，莱芜正在积极推进旅游业

发展，大力加快以雪野省级旅游度假区为龙头的北部山区旅游板块开发，现已形成国家 4A

级旅游区 3 处、3A 级旅游区 4 处、国家和省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11 处，四星级旅游饭店 4

家，另有 6 家五星级酒店正在建设中。尤其是连续两年举办了国内规模最大、项目最全、规

格最高的航空运动体育盛会—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极大地推动了全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已有总投额达 300 亿元的 10 多个旅游大项目入驻雪野。莱芜市也正在全力打造中国“航

空运动之城”的城市旅游新名片。  

第二章:历史沿革 

 

  莱芜，春秋为牟国及齐嬴邑、平州邑地。牟国属于鲁国的附庸国，故址在今城东 10 公

里的辛庄镇赵家泉村；嬴邑属于齐国，故址在今城西北羊里镇城子县村；平州邑在莱芜西部。

秦置嬴县（治所在今城子县村），属济北郡。西汉增置牟县（治所在今赵家泉村），又于牟县



东北置莱芜县，因治所设在淄水流域的莱芜谷，故名莱芜，故址在今淄川东南 21、5 公里的

口头乡城子庄。嬴、牟、莱芜三县同属于泰山郡。东汉、三国魏、晋沿袭未变。北魏时嬴县

治所向东迁移至今南文字村。同时撤消设在淄川的莱芜县，其区域北部划入设在淄川的贝丘

县，南部分别划入嬴县与牟县。北齐天宝七年，撤消牟县，并入博平县。隋代开皇十六年，

复置牟城县，大业初年又并入嬴县，从此牟县再未出现。  

唐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撤消嬴县，并入博平县，从此嬴县再未出现。唐长安四年（公

元 704 年），于北魏嬴县故城（今南文字村）复置莱芜县。从此，莱芜县治所开始设在今莱

芜市境内。元和十五年又将莱芜县并入乾封县，太和元年复置莱芜县，治所仍在南文字村，

属兖州鲁郡。宋初属兖州鲁郡，继属袭庆府鲁郡。金代，废除设在今莱城的主管冶炼的莱芜

监，于大定十二年将设在南文字村的莱芜县南迁至莱芜监旧址，属泰安州。元代、明代沿袭

未变。清代属泰安州。1915 年属济南道。1925 年属泰安道。1928 年直属山东省。  

  莱芜名称由来诸说，列下俟考：落石说。旧时传说，今莱芜城附近，从空中落下一块石

头，莫测来源，按道家观点谓此石来自于“无”，为此县名莱芜。  

  莱民播流此谷说。公元前 567 年(甲午，鲁襄公六年，齐灵公十五年)十二月，齐侯灭莱

(注：齐侯灭莱，迁莱于郳)。《水经注》引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

故曰莱芜”。山名取目说。《水经注·淄水》：“泰无、莱柞并山名也，郡县取目焉，汉高祖置。”  

  莱、牟音转说。王献唐在《人与夷》中认为：莱芜是莱族与牟族杂居而得名。古读“牟”

为重唇音，声与“芜”相似，转写为莱芜，故曰莱芜。   

  1941 年，抗日民主政权将莱芜与博山、沂源、新泰的少部分地区合并划为莱芜、莱东、

莱南三县，抗战胜利后恢复原貌。1945 年 9 月恢复原建制，属泰山专署。建国后，历属泰

安专区、济南市、泰安地区。  

  1983 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莱芜县，改设省辖县级市，由泰安市代管。1990 年

8 月，设立莱芜市钢城办事处（副县级），为莱芜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莱芜市、新泰市

和沂源县的部分乡镇归其管辖。1992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莱芜市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

辖莱城、钢城两个区，30 个乡镇、办事处。2000 年 12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莱芜市

将所辖 30 个乡镇、办事处，合并调整为 4 个办事处、14 个镇、1 个乡。  

第三章：经济发展 

 



大家服务。  

  主营：济南各类手提袋;宣传彩页;杂志，报刊;礼盒;山东彩印，包装。;工作服加工，

印字，绣字。;文化衫印字，绣字;山东促销品生产，印刷。 

第四章：莱芜景点 

 

莱芜八景 

【龙潭星现】 

  位于莱城西北８０华里处，有座照壁山。这里山峦起伏， 群峰耸立，峭壁如刀斧劈，

直立百丈。山腰有龙王祠遗址， 祠下是“临绝涧漳”。流水汇集龙潭，清澈如镜。山光树

影摇曳水中，似九龙嬉水， 神奇幽兴。龙潭边，照壁下，树散凉气，草生冷风，石壁高耸， 

光线幽暗，不见天日。坐崖下，仰望苍穹，即使赤日行空，天气晴和， 繁星亦清晰可见，

故称这一大奇观。“龙潭星现”即由此而得名。  

【汶水西流】 

  悠悠汶河，发源于源山，由东、北两大支流汇集而成。 她滔滔东来，滚滚西去，纵贯

莱芜，流向泰安，再与东平湖、微山湖合为一股， 蜿蜒数百里，最后入黄。  

  正是这条历史上有名的汶河， 孕育了两岸迷人的景致醇厚的风情和灿烂的文化，她是

一部读不完的史诗，一幛阅不尽的画廊。  

  汶河美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各呈其姿。春天，河内清流涓涓，两岸草木峥嵘，宛若轻

纱飘动；夏天，雨多水涨，波涛汹涌， 恰似野马驰骋；秋天，两岸细沙软软，中流微波潋

滟，她象薄绢弄影； 冬天，堤外麦苗碧绿，河内水面冰封，仿佛银练铺陈。她有春的温柔， 

夏的奔放，秋的丰腴，冬的稳重，色彩绚丽，娇艳可爱。  

  自古“黄河西来”，“在江东去”，九州江河均东流入海。 然而汶河却以其大无畏的

开拓精神和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个性， 独辟蹊径，滔滔西去堪称一大奇观。  

【宫山夕照】 

  宫山，原名新甫山，盘踞于新泰、莱芜之间， 因其主峰犁铧尖为诸峰环抱，状似盛开

的莲花，故又名莲花山。因汉武帝曾来此求仙，在山上修建行宫，故名“宫山”。 又称“小

泰山”。巍巍宫山，气势庞大。若伫立峰巅，极目远眺，只见群山起伏， 层峦叠翠。山下

是毯杖壑，西面是水寨溪与五云洞， 北面是深不可测的千人洞，美景奇观，尽收眼底。群



仅是书界圣地，更成了连接四海友谊的桥梁。  

【魏碑石刻】 

  云峰山上保留有北魏年间光州刺使郑道昭的 20 几处魏碑石刻，从而使云峰山海内外驰

名。  

  原来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一向有“南帖北碑”之分。南方盛 云峰山  

  行帖学，北方盛行碑学，并由此分为中国书法的两大流派。一般来说，帖派笔锋流媚婉

丽，碑派则雄奇方朴。而在北碑中，又以魏碑为鼎盛时期。魏碑又为后世的楷书奠定了基础。  

  然而，魏碑虽然百家齐出，风格万千，但保留至今的碑铭不过二百余件，自成流派的也

仅有十家。郑道昭是十家之一，可是在这里保留下来的碑刻达 42 件之多。不论就书法的造

诣，还是刻石的数量，都令历代学者蜂涌而至，像朝圣一般来到这里。  

游人在饱览了这书法宝库之后，难免疑窦丛生：为什么如此美妙绝伦的艺术珍品偏偏镌

刻在远离县城的地方?这里尽管不是人迹罕至狐兔出没的荒凉之地，可毕竟远离闹市，交通

不甚方便，非有学术追求的殷殷热望，很难登临做长时间的揣磨。 

第五章：莱芜特产 

 

  莱城盛产“三辣”——生姜、大蒜、鸡腿葱以及蔬菜、粮油等农产品。莱芜的种植历史已

有两千多年，如今，莱芜生姜连续三届在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上被评为名牌产品。早在 1961

年，这里就被列为山东省生姜、大蒜、大葱商品基地，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全国“三辣”

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莱芜的大红袍花椒，椒皮厚实，色泽鲜艳，香味浓郁，与生姜、大蒜、

大葱一起并称为莱芜的“三辣一麻”，麻辣九州，香飘四方。莱城区先后被命名为“中国生姜

之乡”和“中国花椒之乡”。  

  近几年来，莱城区立足农产品资源丰富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储藏、购销龙头企业，

农业产业化体系初步形成，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美国、东南亚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莱芜三辣  

  莱芜种植花椒的历史悠久，据考证，早在北魏时期就有栽植花椒的记载，明代嘉靖年间

已开始大量栽植，之后常种不衰。主要栽植品种有：香椒子、大红袍、小红袍、青皮椒、大

花椒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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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镇方火烧 

  凡经过山东省莱芜市口镇（吐丝口）的时候，一定得多吃两个吐丝口的方火烧啊，这是

众多人的想法。  

  口镇方火烧乃是一方名吃，长相如其名，方形的，硬硬的，特有嚼头,即使没菜也能吃

两个。那时相当的可口，使用死面做的，刚出炉的防火烧尤为好吃，真乃一方美味啊！而且

方火烧有一绝配——热豆腐，一般吃方火烧都要配着热豆腐的，热豆腐也是刚做出来不经过

加工，有一些酱来蘸着吃，真的可口，来口镇一定记得多吃两个。 

第六章：行政区划 

行政规划 

辖莱城区、钢城区、1 个省级高新区和 5 个省级园区，20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083

个行政村(居)，1266 个自然村。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莱芜常住

人口达 129.85 万人（截止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莱城区 

莱城区位于山东省中部，鲁中泰沂山区，地形由北向南倾斜，北东南三面环山，中部起

伏平缓。莲花山主峰海拔 994 米。主要河流汶河横贯境内，自东向西注入东平湖，淄河经其

北境。盛产“三辣一麻”（生姜、大蒜、鸡腿葱、大红袍花椒）、蔬菜、瓜果、粮油等农产品。

矿产资源有铁、煤、铝、钴、金、石灰石、花岗石、石英石、陶土、燕子石等。境内有春秋

战国、汉、唐、清等时期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 20 余处，其中汉代冶铜遗址、莱芜战役

指挥所旧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基本概况】 

   莱城区地处齐鲁腹地，位于举世闻名的泰山东麓，素有“八宝凤凰城”之美誉，是齐鲁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全区总面积 1920 平方公里，辖 15 个乡镇

（办事处），902 个行政村，人口 100.24 万。  

莱城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粮菜果畜生生产基地，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潜力

巨大。莱城区三面环山， 中西部是历 史上齐鲁必争的膏腴之地——“泰莱平原”，素有“山

头三千河西流，盆地尽沃土”之称。全区耕地面积 78 万亩，农业人口人均 1. 1 亩，土质肥



第七章：莱芜名人 

吴来朝 

【简介】 

  吴来朝 字义庵，世称封君。莱芜西港村人。约生于明正德末年。  

【个人经历】 

  公元 1575 年（万历三年）以岁贡任山西荣河县知县。荣河为山西西南部的边远小县，

濒临黄河，偏僻落后，田园荒芜，多数土地为茅草荆棘覆盖。他到任后即号召百姓垦荒种田，

并采用以工代赈、官府出钱收购茅草的办法，激发了百姓开荒的热情。在茅草荆棘挖尽后他

又手把手教百姓耕种，使一县化为良田。为此，朝廷曾给他两次擢升，他都坚辞不受。与荣

河民众一起，兴办学校，修桥铺路，兴利除弊，使荣河县民安居乐业。20 年后，吴来朝告

老还乡，临行前，县民云集话别，竟三日不能成行。还以万民伞与匾额相赠，在莱城建“吴

公生祠”，并用荣河土为其塑像，在祠内墙壁上彩绘壁画记述其政绩：过秤收茅、扬鞭耕地、

执尺间苗、汲水浇田、养蚕缫丝、纺线织布、巡视农桑、拜贤访老、讲经课士、攀辕送行，

祠堂门上高悬题有“荣河遗爱”的匾额。回归故里后，吴来朝将先人遗产 400 亩作为义田赡

养贫穷族人，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善于写作，据县志记载：“莱

邑为古文者，始于吴来朝”。可惜其文集已散失不传，仅留下《吴氏族谱》《重修莱芜县志

序》《忠贤祠记》《义庵公族田》等零散文章、碑记。  

【后世评价】 

  吴来朝出身耕读世家，曾祖父吴江为天顺举人，会试副榜，任盐山教谕，人称吴夫子。

告老后把家产分给贫穷的族人，晚年在城东厢设立义塾，教授生徒。祖父吴梦弼为廪生。父

亲吴继善三岁丧父，历经磨难却读书不辍，学识渊博，人称东岩居士。吴来朝生性敦厚朴实，

且天资聪颖，勤奋耕读，为官勤政清廉，教育有方。长子鸿渐，万历五年以选贡任直隶卢州

通判。次子鸿洙、三子鸿功、孙子吴暐皆中进士。乡里有“一门三进士，父子五登科”的美

誉。由于其子孙显贵，诰封中宪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宪副等。因屡受封典，乡人称颂为

“吴封君”，万历末年去世后葬于陈盘龙吴家林。 

吴鸿洙 

吴鸿洙，字文衢，号凤城。吴来朝之子。莱芜西港村人。公元 1586 年（明万历十四年）

考取进士，任工部主事七年，主持过三项大的工程，节制谨严，不让当事人从中谋私利，其



王允静 

  王允静 当代诗人，现年 79 岁。原为莱芜市第十七中学教师，退休后仍不忘发挥余热，

为精神文明建设再做贡献，用文艺创作的形式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改革开放取得的伟

大成就，多年来共创作诗歌 4435 首，公开发表千余首。  

  为丰富莱芜的文化生活，于 2001 年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莱芜诗词协会，当选为会

长，并任会刊《江北诗词》协会主编，几年来共出会刊 28期。  

  莱芜益寿堂艺术团成立以后，担任创作组工作，十年来共为艺术团创作丰富多彩的文艺

节目 23 个，在 2002 年益寿堂艺术团参加的山东省老年人文艺汇演中，创作并参加演出的诗

歌朗诵节目获创作奖，全团获优秀奖。此外在莱芜老年大学任教五年间亦为该校创作各类文

艺节目若干。  

  眼下正在为北京奥运会的奥运健儿们赋诗赞颂，已完成了五十首诗歌创作，今后将继续

秉持“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信念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再做贡献！ 

第八章：风土人情 

 

腊月二十三日 

腊月二十三日为祀灶日，民间俗称为“过小年”，亦称小年、小年下、小年节。这天送

灶神上天言事，称为送灶、辞灶、醉司命。  

  祀灶是在二十三日晚间进行的。胶东地区灶神画像贴在正屋东面的锅灶墙上，两旁有一

幅“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对联，横批是“一家之主”。祭祀时，摆上糖瓜、果品和一

碗面汤，然后烧香叩头，把旧灶神?揭下烧掉，这就是送灶王爷上天了。烧时要加一些谷草

和杂粮，好给灶王喂马。过去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山东通常都由男人致祭，

但在恩县、博平等地却是妇女率儿童焚香拜奠祀灶。旧灶?烧了以后，有的把新灶?当时贴上，

有的则到除夕再贴，所以对联又有“二十三日上天去，正月初一下界来”的词句。  

  祀灶多用甜和黏的食品。普通用的是糖瓜、枣等，临朐还用羊枣、柿饼，威海用糯米饼、

小糖瓜，无棣、恩县、博平、招远、日照等地加用黍糕或枣糕，意思是粘住灶王的嘴，不让

他上天说坏话，或者是让灶王的嘴甜，光说好话，所以成武等地称此为“涂神口”，有的还

真在灶神的嘴上或锅灶门口粘上一小块糖。也有的在灶门口抹点酒糟或酒，谓“醉司命”。  

http://baike.baidu.com/view/7502.htm


己的职业特点或唱或说并加以表演，以求招徕顾客或博得怜悯。颜庄村民张凤旨、苗传美等

人，搜集加工改编了沿街乞讨者与卖唱者击鼓敲锣的韵律，卖药人打伞的技巧，磨刀人打夹

板的节奏，熔多种民间技艺于一炉，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艺术。  

花鼓锣子最早的演唱形式为五人集体舞。领头者为青年英雄扮相，一身青，紧束口，腰

系板带，足穿薄底靴，头戴英雄巾，此人打鼓；第二人打小锣，为姑娘扮相，梳一条大辫子，

绿褂红裤镶金边，足穿大缨子花鞋；第三人为丑角扮相，一身青，翻穿山羊皮坎肩，手打夹

板；第四人为姑娘扮相，穿着同第二人，打小衩；第五人为丑角扮相，打扮同第三人，肩背

褡子，打雨伞。演唱中，演员用携带乐器敲打节奏，见景唱景，见物唱物，即兴表演，说唱

舞蹈穿插进行。演员表演时上身双手动作不多，主要是双脚蹦跳，舞姿优美朴实，并不时插

科打诨，做许多滑稽动作。这种舞蹈队形变化多端，形式生动活泼，音乐节奏明快，唱词通

俗易懂，既可单独表演，又可穿插于龙灯、狮子舞、高跷等队伍中配合演出，情趣横生，生

活气息浓，深受群众喜爱。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重视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多次组织力量挖掘、加工提高。

早在 1957 年和 1960 年，花鼓锣子演唱队就分别获得山东省民间艺术挖掘奖和表演二等奖。

近期，又两次由省电视台录相播放，并已载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 

第九章：历史事件 

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公元前 684年)。齐鲁两个诸

侯国交战于长勺，最后以齐国的失败、鲁国的胜利而告终。公元前 684 年，齐桓公派兵攻鲁。

当时齐强鲁弱。两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相遇。鲁军按兵不动，齐军三次击鼓发动进攻，

均未奏效，士气低落。鲁军一鼓作气，打败齐军。后乘胜追击，直逼齐国国都，获得了长勺

之战的胜利。 

【战争概述】 

  中国春秋初期，即位不久的齐桓公，不听主政大夫管仲内修政治、外结与国、待机而动

的意见，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 684）春发兵攻鲁，企图一举征服鲁国。鲁庄公注意整修

内政，取信于民，决心抵抗。深具谋略的鲁国士人曹刿自告奋勇，请随庄公出战。鲁军根据

齐强鲁弱的形势， 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曲阜北）迎击齐军。两军列阵毕，鲁庄

公欲先发制人，被曹刿劝止。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冲击，均未奏

效。齐军疲惫， 士气沮丧。鲁军阵势稳固，斗志高昂。曹刿见战场形势已呈现“彼竭我盈”



悲欢遭际，不禁让人废书而叹，掩卷犹思。  

第十章：莱芜名校 

 

莱芜市第二中学 

莱芜市第二中学始建于 1956 年，占地面积 150 余亩，建筑面积 44000 平方米，教职工

210 人，在校学生 3000 余人。通过一届届学校领导班子的锐意进取、一辈辈辛勤园丁的春

风化雨，今天的二中已是桃李满园、硕果累累，成为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蓬勃发

展的现代化高级中学。 

【校园环境】 

  校园内繁华似锦，碧草如茵，绿树婆娑。飘拂的垂柳，繁茂的芙蓉，浓密的法桐，洋溢

着无限生机与活力；文化长廊、艺术天地，百华竟放，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和谐的人际

关系、舒畅的师生心境，显示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新建成的主题为“拥抱未来‘的大型

音乐广场，豪华壮观，气势恢弘，既充分体现了学校先进的管理理念，又为该校增加了现代

化气息。  

【教学设施】 

  学校拥有全省一流的智能教学大楼,可容纳47个教学班;文昌图书馆,藏书达10万余册,

可同时容纳 700 余名学生阅读。置身其中，怡情冶性，广见博闻；按省 I 类标准，学校配备

了实验室、学生微机室、音像阅览室、电视原理室、语音室；45 口教室全部配备了“多媒

体”；标准田径操场、足球场、羽毛球场、高标准的篮球场以及齐全的体育器械，为发展体

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学校建有规模较大的浴室，可保证学生每周洗澡

一次；食堂管理规范，电子刷卡，方便快捷，饭菜品种齐全，卫生可口；学生公寓，宽敞明

亮，舒适美观。  

【教师队伍】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其中研究生

6 名，全国优秀教师 3 人，省市级教学能手 27 人，省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8 人，

市区学者型教师、学科带头人 9 人，高级教师 44 人。学校大力倡导科研兴校，先后承担或

参与了几十项国家、省、市级科研课题，发表教学论文 150 多篇，教材研究论文 60 多篇，

并集结成《教坛慧笔》，近十名教师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教育教学专著。近几年，在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