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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株洲市第十三中学地处株洲市荷塘区文化路与石宋路垂直相交

的石子头火把冲，面对碧波荡漾的东湖公园，是一个求学深造、培养

人才的好地方。它成立于1979年，始为株洲市郊区一中，后于1997

年更名为株洲市十三中。至今已走过30年的风雨历程。

这30年是艰苦创业的30年。经过一届又一届的领导班子和一

拨又一拨的教职员工的艰苦奋斗．学校从最初只有原郊区苗圃一栋

两层楼房子的荒山野岭发展至今天视野开阔、高楼耸峙、绿树红花、

生机勃勃，的确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30年是凯歌高奏的30年。功夫不负苦心人，师生员工们的汗

水浇灌出丰硕的育人果实：30年间．共有5400余名高中毕业生和

4200余名初中毕业生从母校走出：共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了3200

多名新生：共诞生了两个全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和两个文科第二名。

这30年又是誉满征途的30年。从郊区一中一路走来，学校先后

获得了省文明卫生单位、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集体、省现代

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率通报表彰学校等等，

所获市级荣誉更是不胜枚举。

为了实录学校成长壮大的历程．以追念前贤，启迪后昆，2008年

7月，学校决定编修校志，并成立了校志编委会。经过历时一年多的

搜集资料，去粗取精，数易其稿。终于在30周年校庆前付梓刊印，向

校庆30周年献礼。

经编委会审定的架构．校志共分为“校史春秋”、“人事沧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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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秋实”、“教坛中坚”、“桃李争艳”、“载誉征途”六大部分。“校史春

秋”主要记载30年办学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人事沧桑”实录曾经及

现在在校工作人员名单；“春华秋实”表列历年学生人数和高考录取

人数：“教坛中坚”刊登历年在学校成长起来的“国优”、“省优”、“特

级”以及现任校领导和业务骨干的优秀事迹；“桃李争艳”主要选介各

条战线上出类拔萃的校友代表的事迹；“载誉征途”表列学校及师生

所获重要荣誉．选摘新闻媒体对学校的通讯报道。

校志能顺利问世。离不开广大离退休同志及在职同志的辛勤劳

动和大力支持。特别是何庆生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字资料；袁泗

忠、马立田、杜国明、李开明等同志对校志有关部分进行了补正。对

此。谨致谢忱!

万事难以尽善尽美。尽管我们在校志编写过程中力求无纰漏，但

因众多见证人有的过世，有的调离，且校史资料又多有遗缺，难于考

证。故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赐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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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第十三中学三十年简史

(1 979．3——2009．9)

株洲市第十三中学坐落在荷塘区文化路17号(现为石宋路399

号)，这里原来是石子头的火把冲，三十年前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郊区

农村的荒山坡，而今气象万新，成为了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城市社区。

学校创办于1979年3月，头半年名为“郊区高中重点班”，8月

定名为“株洲市郊区第一中学”。因而学校曾经是一所农村中学。1997

年区划调整，郊区撤销，郊区一中划归市教委直管，更名为“株洲市第

十三中学”。学校是株洲市首批规范化完全中学，现为株洲市示范性

高级中学。

斗转星移三十载，岁月弹指一挥间。

三十年沧海桑田，学校发生了三大飞跃：一是学校的档次，经历

了由区办农村中学到市办城市中学、由一般中学到市级示范性高中

的飞跃，现在正在厉兵秣马为迎接省教育厅评估验收，跻身省示范性

普通高中而抓紧各项准备工作；二是学校的规模，经历了由几十人到

几百人、再到几千人的壮大过程；三是学校的办学条件经历了由开初

一穷二白、借相邻小学上课，到后来有个安定的窝，再到今天校园环

境花红树绿，栋栋高楼鳞次栉比，内部设施符合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

学校的标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个例证。

三十年风雨历练．学校形成了三大日益苍劲的优良传统：一是领

导艰苦创业、求真务实：二是教师严谨治教、默默耕耘；三是学生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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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学、严明质朴。这是在郊区一中这种特殊环境、特定年代磨砺出来

并得到发扬光大的独特的优良作风。

三十年笳吹弦诵，学校打造出三大经久不衰的质量特色：一是文

科优势。1992年高考，这里诞生了株洲地区文科状元邓元满；1998年

高考，这里再次诞生了全地区文科状元袁燕，而且与袁燕同班的郑鸽

摘取了全地区文科亚军的桂冠。同一年全地区高考文科冠亚军出于

同校同班，这实属高考史上罕见的奇迹；2000年高考，文科生曾珍英

语150分，是当年全地区唯一英语科得满分者；2005年高考，这里又

诞生了全地区文科第二名的学生周丹。二是体艺专业优势。进入21

世纪以来。学校体艺专业生好比异军突起，在每年高考的本科上线总

数中，体艺专业上线人数占到40％左右，2006、2007、2008、2009四年

高考，体艺专业生录入二本以上院校人数分别达到44、52、73、86人。

三是在高新录取线明显低于“省示范”的低起点上，依靠真抓实干，敢

于急起直追，赢得后来追上。2005年--2009年，连续五年被市教育
局评为全市普通高中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蝉联高中教学质

量优秀奖。2009年高二学生参加湖南省首次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

格率达到89．9％，受到省教育厅的通报表彰。2009年高考成绩揭晓，

全校二本以上的上线人数达到132人，理科生王宇彤总分651分，名

列全地区第三。

三十年岁月如歌．这段如歌岁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开

创与起步阶段(1979--1988)；第二、发展与提高阶段(1989--1998)；

第三、腾飞与跨越阶段(1999---2009)。

<一>开创与起步阶段(1979---1988)

株洲市十三中的前身是郊区一中，她诞生于1979年，即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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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拉开帷幕的头一年。距此两年前的1977年冬．我国教育战线发生

了一件令亿万青年欢欣鼓舞的大事——恢复了被迫中断11年之久

的高考制度。但在1977和1978年的高考中，偌大的一个株洲市郊

区，头年未考上一个，次年也只考上一人，全区干部群众为此感到焦

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区委和区政府于1979年初作出决定：把郊区

各中学高中毕业班的优秀学生集中起来办一个重点班，迎接当年夏

季的高考。办班地址选定在市渔场附近石子头的火把冲原郊区“五

七”大学兼苗圃种籽站(亦即现校址)。同时还议定，用该班作为投石

问路，如果该班当年高考考出了好成绩．那么就在下半年挂牌成立郊

区一中。

1979年3月，李健行(负责人)、王一鸣、易文彬、丁国斌、刘文秀

等五位教师从不同的学校被派到火把冲创办高中重点班。学生主要

来自各公社中学“九年一贯制”的九年级(相当于高中二年二期)。还

有极少数是社会青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师生们用汗水迎来了旗

开得胜：1979年高考录取大中专9人，其中插班学习的公社电影队

放映员刘正强考上本科。高中重点班的试办成功，坚定了区领导的办

学信心。当年8月，区委、区政府正式决定创办郊区一中，并开始招收

郊区一中的首届高中新生。

1979至1988这十个春秋，是学校的开创与起步阶段。这一阶

段，学校经历了两位校长：李健行(1979年3月至1980年10月)、鲁

巽平(1980年10月至1989年8月)；三任党支部书记：罗慧敏(1982

年至1986年)、方学波(1986年至1987年)、鲁巽平(1987年至1999

年)，副校长为袁泗忠、何庆生。以上郊区一中的前期领导者们带领全

校师生员工奋力拼搏，苦干实干，谱写了艰苦创业的壮丽篇章。

l、坚持艰苦奋斗．创造学校必备的基本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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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伊始，师生面临一无水、二无电、三无教室、四无餐宿条件的

极端困难，学校采取逐个击破的策略分步解决这“四无”。首先，面对

“五七”大学的一口水井远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难题。学校就在校外

人民公社的田垅中打一口井以增加水源，当时冷水靠人工挑，热水实

行定量供应，这样的日子熬了三四年才用自来水取而代之。其次，学

校办在城市近郊，跟农村一样没电，先是用马灯照明，后来自己发电，

最后接进高压电才解决“电荒”问题。第三。上课的场地先是租石子头

小学的教室，两年后(1981年)建成第一栋教学楼(原初中楼，已拆)，

又过了三年(1984年)，建成第二栋教学楼(今“骄子楼”)。第四，面对

无处餐宿的困难，师生们先是挤住在种籽站一栋两层楼的房间，不

够，就租住石子头小学，在站里职工食堂搭餐；1982年建成两栋教师

平房宿舍，1983年建成学生食堂(均已拆)，1986年建成第一栋教师

宿舍楼，1987至1988年又陆续建成两栋学生宿舍楼(今“若山楼”、

“梧桐楼”)。那年代郊区财政状况不佳，对学校除拨给建房费外，其他

建设资金全靠自筹。为了修筑校区水泥路和水泥球场，校长们利用星

期天或节假日外出募捐，共募集上万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历经

十载，才使郊区一中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窝。

2、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教职员工的爱岗敬业、乐于吃苦的奉

献精神。

学校开办初期，还没完全摆脱“政治挂帅、活学活用”的特定历史

时期的影响．加上学校面临一穷二白、百端待举的严峻现实。学校的

早期领导者们更需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法宝来推动学校的各项工作。

这十年。每周六下午的教职工政治学习雷打不动。还要求写心得、谈

体会，学先进、找差距，批评、自我批评。持之以恒的思想政治工作，极

大地调动了早期教职工们爱岗爱校爱生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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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安心工作，甘于奉献，用自己的心血和智

慧创造出教书育人的奇迹，这种高尚的师德师风，一直成为十三中的

优良传统。至今还在发扬光大，至今仍在激励后昆。

3、坚持德育为首、以德立校，培养优良校风和严明校纪。

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松动的建校初期。学校作为农村中学与城

市中学毗邻而存。办学条件、生源素质等都远远不如城市中学，如何

创造学校的特色?怎么使学校站稳脚跟、拓宽生源?早期领导者们确

立了把德育摆在首位。以德育促教学的办学思路。学校响应国家号

召。组织师生热情投入一年一度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学校被评

为株洲市“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先进集体；组织升国旗活动，推选升

旗手的举措见诸《株洲日报》。更多的是坚持不懈抓纪律作风建设，培

养出“积极、勤奋、严谨、朴素”的优良校风。那时有学生每次考试完

后。把卷子贴在蚊帐内，躺在床上还要对照试卷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和

理解：那时学生的钱、餐票及贵重物品放在床上，从无丢失，社会对此

有口皆碑；那时有人评论说，即使不穿校服、不佩校徽，“郊一”的学生

也一眼能辨认出来。

4、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在社会转型、充满竞争的时期，教学质量是

关系学校生存的大事。学校一方面狠抓教研教改，为此，成立教学研

究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一直存续到1988年下学期，其工作方式基

本上是“一竿子插到底”。即小组成员直接召开文理科教师会议、年级

组教师会议。围绕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因而在督促指导教研、开展教

学检查、研究教学改革、狠抓教学质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

面狠抓教学常规管理．对各个教学环节加强检查督促，还组织教师到

外地先进学校听课取经．开阔眼界。这一切，带来了质量逐年上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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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逐年扩大。学校声誉远播。

从高考上线来看，继1979年旗开得胜，1980年高考录取人数翻

了一番，达到18人，以后又递增至20多、30多、40多人，1988届高

中毕业生王波兴录入清华大学，开了全郊区学生考上清华之先河，一

时传为佳话。

从学科竞赛来说，1987和1988连续两年的全国数学竞赛，高中

生冯清明、王波兴先后获株洲地区第一名或一等奖：1985年全市初

三数学竞赛，校代表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把一些有名气的学校甩到

了后面，使得郊区一中声誉雀起。

从办学规模来说，随着教学质量的提高。群众送子上学的积极性

不断高涨，高中招生人数从建校初期的每年一两个班几十个人，增加

到后来的每年四个班200多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慕名而来的城市子

弟。1986年，原郊区二中并入一中，这里就成为全区唯一的完全中

学，学校升格为正科级单位，曾有“郊区最高学府”之称。

分年大事记

1979年

年初，郊区区委、政府决定开办郊区高中重点班，将各公社中学

的高中毕业班的优秀学生集中复习，迎接高考。

3月，高中重点班学生54人在石子头郊区“五七”大学兼苗圃种

子站开学，教师有李健行(负责人)、王一鸣、易文彬、丁国斌、刘文秀

等五位。

7月，重点班学生参加高考，旗开得胜，有9人录人大中专院校。

其中在该班学习的社会青年刘正强考上本科。

8月，株洲市郊区第一中学正式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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