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愁 株洲县
黄龙镇中学校



株洲县‘
黄龙镇中学校志

第一卷
(1957—2002)

2002年10月



闫首位昔桃李浦久．飞再攀面彗园有烫才
芳诱缓中露囊罕参甩争

—引憩惶．
ll口o，～等九U凡



团结奋斗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共创黄龙镇中学美好的明天
校长刘一龙

(代序)

2002年10月6日是黄龙镇中学创办45周年纪念日。

45年来。黄龙镇中学走过了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

45年前，上游人民公社农业中学的创办，标志着在黄龙这块热

土上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无中学教育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黄

龙完小附中、朱亭完小附中、新农完小附中、株洲县七中、马桥中

学、黄龙桥中学相继诞生。曾风行一时的“学制改革”、“教育体

制改革”使初中教育不出大队．高中教育不出公社。但由于脱离实

际，为期不久便关停并转。90年代中期，国家调整教育布局。百川

归海，黄龙境内各中学全部集中到乡中学。随乡改镇，黄龙镇中学

由45年前的1个初中班30余名学生发展到2002年9月的30个班

1800余名学生；教工由45年前的6名发展到今天的105名，一跃

成为目前株洲县规模最大的乡镇中学。

4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逐步加大了对

黄龙教育的投入，黄龙镇中学办学环境逐步优化，办学条件逐步改

善。45年前的农业中学系民办中学，是贯彻国家“两条腿走路”的

办学方针的产物。1971年。靠仅4万元的国家投资，株洲县七中这

所完全中学在黄龙杉桥栗陂岭这块荒芜的山坡上建成开学。朱亭中

学、新农附中、马桥中学、黄龙桥中学都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白手起家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

加大教育的投入，黄龙境内各中学得到壮大和发展。尤其是近几年

来，集中力量办学，得益于国家、乡镇、社会各界对黄龙镇中学的



鼎力支持和资助，黄龙镇中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今，校舍建筑面积

达到7458平方米，比1972年的1500平方米增加5958平方米。办

学环境和办学条件大有改善。如今，4栋教学楼拔地而起，与青山

绿水交相辉映，校园鸟语花香，美景宜人。电脑室、语音室、室验

室等现代教育技术设施一应俱全，目前，在全县乡镇中学中堪称一

流。

4占年来，黄龙镇中学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

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黄龙镇中学包括原农业中学、黄

龙附中、朱亭附中、株洲县七中、马桥中学、黄龙桥中学共有l万

余名初中学生、2000余名高中学生相继毕业，直接或间接地为全国

大中专院校输送了约300余名合格新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振兴中华不断地输送了生力

军。他们奋斗在祖国各地各条战线，创造了骄人的业绩。当年的莘

莘学子成为如今的济济人才，有的经过县五中的深造，跨进了清

华、北大的校门。早在1979年，原株洲县七中，高二班毕业的蔡

东南同学就以高出当年广东省重点本科院校录取分数线70多分的

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1968年农业中学毕业

的曾迎春同学如今享有大校军衔。黄龙附中一班毕业的吴楚龙同学

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成为驰名三湘的书画家；朱亭镇中学

毕业的何建明同学成为了广州市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45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黄龙镇中学贯彻国家l：九年制义务

教育法>、 <教育法》、 《教师法>，狠抓教育教学管理，教育教学

质量不断提高，人学率、巩固率、合格率、优秀率、升学率在全县

乡镇中学中名列前茅。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乡镇教

育发展水平督导评估总分第一名”。2002年被中共株洲县委、株洲

县人民政府授予“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2002年8月黄龙镇中学

承担了经教育部批准立项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学生四会

与教师素质研究”课题组的“以知识为基础，以记忆为先导，以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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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兴趣为宗旨，以提高能力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的子课

题。被授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实验学校”。这标志着黄

龙镇中学在科研兴校的道路上将迈出新的步伐，教育教学教研的水

平将登上新的台阶。

45年来，黄龙镇中学一代又一代教职员工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献身祖国，教书育人，为黄龙镇教育的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尤其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教职工，他们不仅辛勤地

默默耕耘，有的还遭遇迫害，受到排挤，蒙受过冤屈。但是，他们

百折不挠，忠贞不渝，其敬业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回首往日，我们无比欣慰；喜看今朝，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未

来，我们信心满怀。三、五年内，我们将加大力度，完善教育教学

设施，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把这所中学恢复为完全中学，而且要努

力办成全县乃至全市有名的乡镇中学，为全国高等院校直接输送大

批合格新生，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我们坚信，

黄龙镇中学蓬勃发展的蓝图一定能成为现实。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

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值此黄龙镇中学创办45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株洲县黄龙

镇中学校志·第一卷>。这本书只是校志的雏形。编写组的同志在短

短的40多天时间里，在大部分学校校史资料散失殆尽的困难条件

下。夜以继日，使这本书如期付印。由于时间匆促，纰漏自然难

免。但由于本志出版，黄龙镇中学的发展轨迹便跃然纸上，也为将

来编写完整的、系统的、典范的校志第二卷提供了大量史实。期望

本志能达到“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

4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社会主义

祖国日臻繁荣昌盛。面对大好形势，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奋斗，

开拓创新，共创黄龙镇中学美好的明天1
2002年9月25日



凡 例

一、本志叙事溯源，上限1957年9月。下限2002年9月25日o

=、本志各类标题、各称运用、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置名称、

引文注释、图表处理均按。<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规定执行。

三、本志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系校志雏形，仅由《沿革》、．：大事

记>、<睁嵘岁月》、<校友风采》四个部分组成，所有附件资料均附录

于文后，旨在积累资料。达到“存史、存志、资治、教化”之目的。

四、本志记人叙事均以时间先后为序，合并前各校均以创办日

期先后为序，如农业中学、黄龙附中、朱亭镇中学、株洲县七中、马桥

中学、黄龙桥中学、黄龙乡中学、黄龙镇中学。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曾在各校工作过的老同志提供的口碑

资料和经回忆而整理的文稿以及原株洲县七中所保留的较为完整

的校史资料。由于时过境迁，关停并转，除愿县七中外，各校校史资

料几乎散失殆星。无从查考。本志取材力求客观、公正、真实、准确。

六、本志所附校友通讯录均系《致校友信·回执》及部分校友提

供的资料所编。农中、黄龙附中、朱亭镇中学、马桥中学、黄龙桥中学

各班学生名册无从收集，故只能统编成。部分校友通讯录”：株洲县

七中、黄龙乡中学、黄龙镇中学初、高中各班学生名单集中排列后。

再——排列了已收集的部分校友通讯录。征集校友照片、事迹材料、

校友通讯地址等资料的截止日期为2002年9月25日。

七、本志所附教工名录。均系回忆所列。错漏之处有待编写校志

第二卷时补充、更正。

八、本志所附捐款名录均截止于9月25日。10月6日庆典结

束后再予以补充。所有捐款名录，将再刊登于校志第二卷．庆典结束

后．将补刻功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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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县黄龙镇中学沿革

株洲县黄龙镇中学始创于1957年，初为株洲市郊区上游人民公

社农业中学，后从龙形大队长沅生产队迁至高福大队摇篮生产队、杉

桥大队船形生产队，曾更名为朱亭区农业中学、向阳人民公社农业中

学。1972年9月因各大队办起了初中班而停办，整体搬迁至水口学

校。

黄龙完小附中创办于1960年9月，至1975年7月，共招收11

个初中班。2个高中班。高二班子1972年3月转人株洲县七中。黄龙

附中初中部办学至1980年9月搬至黄龙桥中学。

新农学校附中班创办于1970年2月。1972年，龙形、水库、小

花、高福、黄洲、长形、杉桥、红星、松柏、水口、塘源、红旗、高升等大队

的小学均相继创办起了附中班。因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1975年前

后，各大队初中班相继停办，学生相对集中到新农附中、黄龙桥附中、

高福学校。

株洲县七中于1971年7月经省批准在黄龙公社杉桥大队船形

生产队栗坡岭动土兴建学校，次年3月建成开学，始为完全中学。

1983年高中部并人株洲县三中，后为初级中学。1992年改县办为县

乡联办。1993年7月由黄龙乡人民政府接管，株洲县七中撤销，校名

更改为黄龙乡中学。

1976年9月，县七中停招初中，各大队初中班停办，为解决小学

毕业生升初中难问题，黄龙公社在马桥大队聪明生产队创建了马桥

中学。1992年9月整体搬迁并人县乡联办的黄龙乡中学。

1980年为方便九丘坳以上9个大队初中生入学，黄龙公社将原



“地区医院”改为黄龙桥中学，1980年秋季招生开学。1996年9月整

体搬迁并入黄龙乡中学。

朱亭镇中学创办于1967年。1998年朱亭镇被撤消，并人黄龙

乡，更名为萤龙镇。原三高中学公办部分于2001年7月并A黄龙镇

巾学。

2002年7月．黄龙镇中学由45年前创办时的一个初中班，30余

名学生．6名教职员工，发展为拥有30个初中班、1800余名学生、105

名教职员工的株洲县乡镇中学中目前规模最大的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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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镇中学沿革及分合并转图
1957—1962

上游人民公社农业中学
鼬t：龙形大队长豫山

‘

1964—1967

朱亭区农业中学
投址：高伏大队瑶篮生产队

I
●

1968--1972 1960---1971 1967--200l

向阳人民公社农业中学 黄龙完小附中 朱亭镇中学(三高中学)
校址：杉桥船形粟跛岭 投址：黄见桥 校址：龙谭书院早址

I I
· l l

1972一1975
197I-1980 l卯2一1975

黄 龙 水 膏 黄 长 杉 红
捡 塘 水 颤 高 红

龙 柏 嚣 口 农 升 坎
尉 形 库 福 洲 形 轿 工

由 学 学 学 附 掌 学
掌 学 附 学 掌 学 学

鼻 韧 校 校 校 中 校 校
中 由 校 校 由 校 校 校 校

1984

部 部
1994

曲 址：J 目在。 ℃队
1972 空_吐 所铂 ：大_ ‘

I I I
l

I ‘

197l—l∞13 1980--1996 1976一19昭

株洲县七中 黄龙桥中学 马桥中学

校址t杉桥大队曩瞳岭 校址l冀龙犬从坝头岭 校址：马坼犬队聪明塘

I
。

I

。

I l

199"3--1998 l瓣至今
黄龙乡中学 黄龙镇中学

投址：杉桥大队蔡破蛉 校址：杉矫大队聚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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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957--2002)

殴圈
本年，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株洲市郊区朱亭区拟创农

业中学。由主持文教工作的党委宣传委员何子建召集莫芳岳等同志

进行筹备工作，着手创办农业中学。

殴孤：固
本年，教育事业全面“大跃进”。秋季，上游人民公社农业中学在

龙形大队长源生产队挂牌开学。朱亭区教育干事谢桂兴负责，高福大

队谢兰桂具体管理。从龙谭、砖桥、黄龙调集肖云轩、肖禄池、齐清和、

何峰高、莫芳岳等教职员工执教和管理，并开设了语文、数学、政治和

农基等四门课程。面向本公社及周边公社招了一个班，30余名学生

全部寄宿。

殴塑翌
10月，全市在各中学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并

在部分中小学抓“漏网右派”。上游人民公社农业中学老师由公社党

委安排，开展保卫“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辩论。

陵更圈 ．

本年。黄龙桥完小附中创办。始招一个初中班，56名学生，由谢

铁珊同志任校长至1963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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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压缩学校规模，精

简下放教职工。上游人民公社农业中学停办。

殴重强
本年，根据中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进一步压缩教育事业

规模和精简教职工，黄龙完小附中停止招收初中新生。

匦委圆
本年，全国公办教师调整工资。黄龙附中教师升级面为40％。

元月，贯彻中央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精神，恢复上游人民

公社农业中学，更名为朱亭区农业中学，校址迁至高福大队摇篮生产

队，着手筹备开学事宜。

殴亘雪
本年，朱亭区农业中学在高福大队摇篮生产队挂牌成立。由区委

领导齐春洪、莫高耀、谢桂兴先后任名誉校长。

上期，中共株洲市委派出“四清”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前哨战”，在教育系统清理阶级队伍。黄龙完小附中3名教

师被列为“阶级异已务子”惨遭清洗，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才彻底平反纠正。

殴蚕纽
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县工作组进驻黄

龙附中，发动学生清查“三家村”，抓“小邓拓”，对广大教师滥贴大字
报。

8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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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农巾、黄龙附中，迅速建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冲向社会，横扫

“四旧”，纷纷外出串联。停课闹革命。

9月7日、8日，黄龙附中及黄龙分学区30余名教师被无辜地打

成“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并戴高帽子从黄龙桥游斗至朱亭，全程

20余华里，蒙受了奇耻大辱。“9．7”9．8”事件震惊三湘。蒙冤教师尔

后又屡遭批斗，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

平反昭雪。
‘

臣匿蛋

1月，黄龙附中校长余石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受到批斗。

9月。黄龙附中、农业中学陆续复课，学生回校参加“革命大批

判”。

秋季，朱亭完小附中创办。首届招收—个班。由唐镜秋同志任校

长，张治安老师任班主任，次年招收两个班。

匝匿蜀
9月，黄龙完小附中革命委员会成立。陈尹平同志任首届革委会

主任。

本年，朱亭区农业中学更名为向阳人民公社农业中学，由胡雨香

同志任名誉校长。

陵亟圈
lO月，株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4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黄龙附

中搞“斗、批、改”。

11月。刘凯同志任黄龙完小附中革委会主任至次年8月。

本年。向阳人民公社农业中学从高福大队摇篮生产队迁至杉桥

大队船形生产队栗陂岭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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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歪蜀
2月，株洲市三中执行市革委会办农村分校的决定，7名教师携

带部分校产到黄龙附中办学。

3月，黄龙附中面向全地区始招—个高中班，55名学生。

9月，陈泽钧同志任黄龙附中革委会主任。

本年。各大队试办从小学到初中的七年制学校，学生读初中就近

入学。 ．

殴圈
7月19日，经批准，创办株洲县七中。

9月，株洲县七中在向阳人民公社杉桥大队船形队栗陂岭破土

动工兴建。

12月，黄龙附中高一班学生由朱亭学区组织在龙潭中学培训一

个月后，在各自公社中小学担任民办教师。

酾网
2月，县投资4．45万元，以“干打垒”精神，用半年时间兴建的

。1548平方米的县七中校舍落成，并招生开学。始招1个高中班，2个

初中班。黄龙附中高二班、高三班整体并人县七中，共5个班，学制均

为二年制。由颜祥文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刘德云同

志任革委会副主任。同年，平出塘石灰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

驻学校，1977年上期撤离。

秋季，向阳公社农业中学整体搬迁至水口小学附中。

殴匿蛋
上期，株洲市各县开始对农村中小学分批进行系统的“斗、批、

改”，黄龙附中、朱亭附中、县七中的“斗、批、改”工作至次年上期全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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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四人帮”吹捧辽宁张铁生考大学交“白卷”为“反潮流的英

雄”，煽动“闹而优则仕”，黄龙附中、朱亭附中、县七中均出现过否定

文化学习的逆流。’

12月，“四人帮”利用北京海淀区小学生黄帅的信和日记，挑动学

生反对教师。黄龙附中、朱亭附中、县七中一度好转的学校秩序又被

搞乱。
。

本年县七中恢复秋季招生制。

本年，实行“开门办学”、“校队挂钩”、。厂校挂钩”。县七中办算盘

厂，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80年学校办经销店、小猪场、加

工豆腐；1985年办过打米厂；1986年搞包装箱加工；1988年办红砖

厂。经济效益都不高。每年纯收人只有1-2千元。

7月，根据上级指示，县七中、黄龙附中、朱亭附中组织批判湘剧

‘园丁之歌>，随后开展“评法批儒”斗争。

l窆娶：盈
本年，“学朝农，赶石板滩”，搞“开门办学”。县七中开设过手拖、

水利、医务专业等课程，举办过新闻班、文艺班。

上期。黄龙附中因各大队办了初中班而停止向全公社招生，只招

收本大队小学毕业生升初中。

下期，学攸县网岭，县办五七大学，社办五七中学。大队办一校三

部(中学部、小学部、农民业余教育部)的五七学校。黄龙公社、朱亭镇

各大队均办起了初中班，且筹备创办公社五七中学。

匝匿强 ．

本年。县七中从本年起，连续两年停招初中班。

秋季，黄龙公社马桥中学在马桥大队聪明生产队创办。始为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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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五七中学。

本年，县七中副主任刘德云同志主持学校工作至次年6月。

秋季，原朱亭镇中学始招一个高中班。陈和平同志任革委会主

任。校址设在原朱亭卫校教学楼。

殴ZZ盈
6月，贺庆荣同志任县七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本年，朱亭镇政府在原龙潭书院旧址上动土兴建朱亭镇中学，

1978年落成，朱亭镇中学从朱亭完小搬迁至新校上课。1979年，停招

高中班，高二学生并入县七中。1993年与民办三高英语中等专业学校

合办，更名为“三高中学”，校址由原龙潭书院山头迁至原朱亭卫校教

学楼。1998年朱亭镇被撤消，与黄龙乡合并为黄龙镇。三高中学为黄

龙镇中学的—个分校，仍在原址办学。2001年7月，三高中学的公办

部分并入黄龙镇中学，从此，朱亭中学走完了34年艰难的办学历程。

唐镜芳、彭光亨、陈和平、雷嗣铭、杨定国、张治安、袁兴台、刘铁球、胡

勇奇等先后担任过革委会主任、校长。

眄翮
本年，县七中投资l万元扩建礼堂、厨房，兴建手拖和发电房。

秋季，市县调整中学布局，朱亭镇中学、马桥中学停招高中班。县

七中、黄龙附学、马桥中学、朱亭镇中学均恢复“三三”分段六年制。

下期，境内各校红卫兵组织撤消，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恢复。

本年，市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成立，开始纠正平反历次政治运动

中教职工的冤、假、错案，历时10年，至1988年9月，境内各校

案件全部落实完毕。 ·

匿厦羽

3月，王继凡同志任县七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至1981年2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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