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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九龙一中校志~ (建校~201O )是九龙一中发展通志，全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对九龙一中47年来发展史实的客观记述，生

动地反映了九龙一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全书坚持"实事求是"、 "详近略远"原则，既追述了学校的发展沿革，又重点记

述在发展壮大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突出反映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成绩及经验。 于卷首设

置图览、概述、大事记等专篇，对九龙一中发展进行精炼概述;于卷中设置章、 节、

目，详细记述学校各项工作的起始、演变与现状 ; 于卷末设置附录文献等内容，为学校

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广泛的历史参照。



.序 言 (一) I 

中共罗平县教育局委员会书记 刘家祥
罗平县教育局局长敖仕东

盛世修志，在于存史、资治和教化。 2009年3月，九龙一中按照县教育局的部署和要

求，成立了以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富建为主任的编篡委员会，主持了 《九龙一中校志 》 的

编篡工作。 在全校广大教职员工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委和编修人员的辛勤工作，终于使

《九龙一中校志 》 编篡成书，付印出版，这是九龙一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罗平教育底子较薄，基础较弱。 直至1978年教育结构仍然单一，比例不太合理，校舍

严重不足，设备极为简阻，教师队伍学历偏低，教育教学质量不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罗平教育迈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建立了全面、 健康、协调

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顺利完成了"两基"工

作，有效打破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瓶颈制约，高中阶段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地位得到落实 ，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 、 "尊师重教" 、 "科教兴罗"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为人师表、爱岗敬业"已成为

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风尚;职教、成教成效明显，幼儿教育、民族教育快速发展，

以民族高中部、 民族中学、民族小学为主体的民族教育体系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基本满

足，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基本形成，教师政治地位、经济待遇明显提高;教育



经费逐年增长，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信息化教育快速发展，在广大农村基本实现了"最好

的房子是学校、最美的的环境是校园"的良好态势; 学校德育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教育教学管理不断加强，教学质量显著提高，赢得了各级各

部门及全县人民的赞誉。

九龙一中坐落在罗平县中部九龙镇之东，其前身是建于1964年9月的罗平县法坞农业

中学。 1966年8月，更名为"罗平县东方红农业中学" 0 1972年9月， 更名为"罗平县第六

中学"学校发展为普通初级中学。 1976年至1980年，招收高中学生就读，学校发展为完

全中学。 1983年9月，在学校当中兴办"罗平县第二农业中学"学校发展为高级农业中

学。 1985年9月，撤销"罗平县第二农业中学"自此以后学校成为初级中学。 1993年9

月，学校更名为"牛街一中" 0 2001年9月，学校更名为"九龙一中"至今。 47年多来 ，

九龙一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不断加强学校内部管理，教育教学

质量一直居于同类学校前列，为九龙镇乃至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 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持。

《九龙一中校志 ~ (建校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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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观点，客观地记述了九龙一中创办、发展、变迁、提高的全过程， 真实地再现了九龙

镇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关心重视教育的情况。 全书内容全面 ， 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编

排恰当 。

《九龙一中校志~ (建校 '"'-' 2010) ，在记述学校发展历程的同时，突出学校发展特点

和勤工俭学特色，用比较多的篇幅详细记载了建校以来的学生名录、学生毕业合影和教师

名录，学生名录和毕业合影较全，各个时期的教职工情况清楚。 全书资料性、可读性强，

是一本难得的藏书珍品 。

我们相信，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九龙一中一定能谱写出

一个又一个辉煌灿烂的新篇章，为罗平教育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序言(二) I 
中共罗平县九龙镇党委书记李光华
中共罗平县九龙镇人民政府镇长 陈家涛

九龙镇地处罗平县城北8公里

处，国土总面积491平方公里，辖牛

街、江边、关塘、以德、以洪、把

洪、控嘎、德等、都木、撒召、腊

庄、阿耶、黄泥、非革、阿者、木栖

黑、启乐等22个村( 居)民委员会，

196个自然村， 260个村民小组， 2010 

年底，全镇总户数20469户，总人口

79603人，其中:农业人口 77875人，占总人口的97.8%; 非农业人口 810人，占总人口的

2.2% ; 少数民族10349人，占总人口的13% ; 人口自然增长率3.57% ; 2010年底， 实有耕地

71783亩， 其中 :水田21393亩、旱地50390亩，人均耕地0.9亩;罗(平)黄(泥堡)公路由

北向南直贯全境、九(龙)老(厂)公路由西向东横贯全境，交通便捷，是罗平县农业和

旅游重镇之一;同时境内居住着汉、彝、布依、回、白、藏、蒙古等民族，又是一个经

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镇。

九龙镇历史悠久，自公元前112年西汉武帝设群炯郡(今贵州西部及云南富源、罗

平、师宗一带)置漏卧县(今罗平)开始，就归中央辖治，镇政府东南1公里处的羊洞，

其内有打制石器，是晚期智人遗址。

其地理位置特殊， 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九龙河从南部穿境而过，

旅游资源丰富，有名冠中外、气势磅晴、蔚为壮观、 "一目十瀑"美誉的国家4A级风景

旅游区一一九龙瀑布，令人叹为观止;还有奇异的喀斯特地貌一一干河梯田，更让你流

连忘返;境内居住着彝、布依、回、白、藏、蒙古等少数民族，民风淳朴，彝族、布依

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

境内资源丰富，蕴藏着丰富的煤、铅钵、磷等矿产资源及水能，建有两座装机容量

为6万千瓦的全国最大县级水电站一一腊庄电站和国电大寨电厂 同时建有9座小型水电



站;主产水稻、 玉米、土豆等农作物，及云南小黄姜、烤烟 、 油菜籽等经济作物，森林覆

盖率达41% ; 且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南部边界与南昆铁路罗平火车站毗邻，上市的罗平

停电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南边境内。

便捷的交通，悠久的历史，奇异的山川，独特的民族风情文化， 丰富的资源，良好

的区位优势，为九龙镇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在上级各级党委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镇人民的共同努力，九龙镇

的各项工作、 特别是教育处于全县前列， 2008年，新建教学楼、 学生住宿楼3100平方米，

维修改造校舍4000平方米，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教育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有升，中小

学毕业生统测成绩，名列全县前茅。

罗平县九龙一中的前身罗平县法坞农业中学，随着时代的发展，曾先后更名过"罗

平县东方红农业中学"、 "罗平县第六中学" 、 "牛街一中" 、 "九龙一中" 是九龙

镇现有三所初级中学中建校最早的一所学校， 经过47年办学的风雨历程，九龙一中，书写

了无数令人称奇的篇章，为社会，特别是九龙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建设人才，为九龙镇政

治 、 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今天的九龙一中，面临着良

好的发展机遇，将以更加矫健的步伐，迈向更新更高的境界;九龙的发展离不开教育，

九龙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九龙一中的发展，希望九龙一中的全体师生员工，进一步解放思

想，踏实工作，努力学习，树立"和谐校园每一天、幸福师生几十年"的办学指导思

想，创办出"学生舒心、家长放心、领导省心、 社会满意、 教师自豪"的优质学校。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009年3月，按照罗平县教育局的要求，九龙一

中成立了 《九龙一中校志 ~ (建校'"'-' 2010 )编篡委员会，开始了校志的编篡出版工作。

在县教育局的关心、重视及广大教职员工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委和编篡人员近三年多的

辛勤工作，一部史料翔实、特色鲜明 、 内容丰富的 《罗平县九龙一中校志 ~ (建校~

2010 )已成书，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一件大喜事!书中详细记述了九龙镇第一中学的发展历

程，为九龙镇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望广大师生能从阅读校志中吸取营养，感受学校

创业之艰辛，文化之厚重，业绩之卓著;衷心希望广大师生肩负起承先启后之重任，传承

文明，志存高远，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以志为鉴，书写九龙一中更加辉煌的明天!



.前言.

罗平县九龙一中校长王富建

盛世修志，传承文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

统，源远流长:上至司马迁"腐刑"而修 《史记 ~ ，下

至各朝各代官方 "言史"无非"古为今用"而 《九

龙一中校志 )) (建校 '"'-' 2010) ，是记述罗平县九龙一中

历史与现状的科学著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

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 服务教

育、有益后世的发展通志力作。 因此，编篡 《罗平县九

龙一中校志 ~ (建校'"'-'2010 )是罗平县九龙一中做好罗

平教育志之工作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罗平县九龙一中校志 ~ (建校'"'-' 2010 )编篡工作，在罗平县中小学校志编篡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的关心指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 以述 、 记 、 志、图 、 表等形式，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罗平县九龙一中

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罗平县九龙一中教育教学发展取得的辉

煌业绩。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它具有一定的存史、教化

价值，为我们正确认识过去、 准确把握现在、努力开创未来，提供了翔实的历史借鉴。

治国以史为鉴，治校以志为鉴。 罗平县九龙一中始建于1964年，改革开放30年以来，

罗平县九龙一中，在上级各级党委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新老九龙一

中人的不懈努力下 实现了三次大的跨越式发展 70年代初期，学校实现"农"改"普"

的良愿，更名为"罗平县第六中学" 当时非常优秀的学生才能入校学习，学校教育教学

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吸引了当时全县各地的学生来学习，学校被县上评为"文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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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993年9月，学校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体制改革"适应"普九"的需

要，又一次更名为"罗平县牛街-中"教育教学取得了普九后的"开门红" 学校受到

乡党委 、 乡政府和上级领导部门的表彰，相继获得"教育教学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

1997年 1月，顺利通过"两基"验收，被评定为省"一级三等"初级中学 2001年 11月，

牛街乡"撤乡立镇"学校因之更名为"罗平县九龙一中" 至今。

在这期间，学校教育教学曾出现过"起伏不定"的不稳定现象，如今逐步走向了"稳

步提质"的新时期 加强了"平安和谐校园"的创建、 强化了教育教学的内部管理、 重视

校园文化建设，学校相继获得县级"文明学校" 、 "平安和谐校园" 、 "教育教学管理示

范学校" 等称号。

在历史的长河中， 47年余来，弹指一挥间， ~罗平县九龙一中校志 ~ ( 建校----- 2010 ) 

记述的内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镇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正确领导和

亲切关怀的结果;是罗平县九龙一中历届领导班子和学校全体师生，团结奋斗、辛勤耕

耘、励精图治的结晶·是学校改革开放30年来壮丽的史诗画卷。

回顾过去，创业蕴含艰辛，罗平县九龙一中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学校建校47年来，艰

苦创业、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结果;也是以史鉴今、 继往开来的结晶。 作为九龙一中的

领导和教师，我们深切地感受到 : 为了九龙一中今后的发展，只有从历史的辩证角度，认

真读"史"明"志"深入研究学校历史，全面认识了解学校的"过去"从中探索出教

育教学发展的规律，吸取经验教训，才可能鉴古知今、 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 真正把握学

校的现在和未来，才可能真正做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更加高昂的斗志，迎接

挑战，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团结奋斗，探索出教育发展的规律，作出正确决策，创新发展

理念，营造发展氛围，转变发展"思维"模式;最终提高"质量"再创九龙一中新的辉

煌。

这部志书，是关于九龙一中教育教学发展状况的一部工具书，它对全面了解和研究学

校具有很好的帮助。值此出版发行之际，我谨代表罗平县九龙一中领导班子及全体教职员



.凡例.

一、本志是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九龙一中发展通志 ， 上起公元1964年，下至公元2010

年。 一些事例的叙述有所延伸。

二、本志记述地域为2010年九龙一中所管辖区域，部分人和事涉及到各个历史时期的

学校情况，也适当记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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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全面记述九龙一中发

展的全过程，力求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的统一。

四 、 本志坚持"实事求是、详近略远、民族平等、详记事实、立足近期"的原则，对

各个历史时期的办学情况一视同仁。

五、本志按章、节、目、条结构，以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进行表述 : 图、

表适当集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记述;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力求知识性和可读性的和谐统一。

六、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规范简化汉字和相关符号，力求语言准确、简明 、 朴实 、

规范。

七、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机构、党派、团体、人物的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冠以

褒贬之词;对历史事件，不随意介人编篡者的主观评论;凡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

八、本志坚持 "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以人校先后为序，鉴于篇幅、资料所限，择不

同时期、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以简介的形式，将其事迹载入志书。



九、本志主要使用学校档案资料和相关史志资料，凡出版物中跟档案或史志资料不符

者，一律加以订正;口碑资料考证后，也适当使用。

十、为行文和印刷方便，短小注释使用夹注;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数字按国家有关出

版物的规定，除外语、惯用语、浓缩语等外，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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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九龙镇第一中学校园现状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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