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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县一中是密县最早创办的一所中学。i929年酝酿建校，1931年正式成立，迄今已

有五十五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来密县地方教育的缩影。

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总的指导思想，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根本依据，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概括

记述了密县一中近半仑世纪发展变化的历程，反映了密县一中由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政治、经济服务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历史事实，从而揭

示了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阶级实质。其中着重记述了密县一中从1948年解放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

进行德、智、体、美，劳几万面的教育，使之成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新人的概况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记述了学校在解放后走过的曲折的道路

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之， 密县一中是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成

长壮大的。密县一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的

成果。全书共分八篇二．十五章节，约甘余万家。本着“以时系事”、 “以类系时”、

“以事系人”、 “随文注解”的写法，尽量做到开门见山，减少重复，日常口语，通俗

易懂。

但是，密县一中系首次立志，既无经验，又缺乏人力，致使几度反复，断断续续，

多次修改，延至今日，编印成书。

需要说明的是，密县一中从19 3l至1985雕J五十五年当中，初中毕业五十届，高中毕

业二十五届，师范毕业十六届，学生计有一万二千八百余人。参加工作人数众多， 遍

及神州，有的还出国在外；加之“文革”中档案(包括师生名册)多被损毁，虽经校

友互相提供线索、发信联系和专入走访，但，由于种种原因，仍了解不全，对此，深

表遗憾。另外，由于我们思想、业务水平有限，难免缺点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校友及

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衷心感谢在提供资料过程中县档案局同志及校友们的热情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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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密县一中创建于t9 31年。t978年被定为县级重点中学。现有教师～百三十人，高、初

中廿五班，学生一千五百九十八人。‘它座落在密县老城西北隅。校园内楼舍错落，树木

葱茏，占地面积九十四亩(6．2公顷)。是密县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所中学。

密县一申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建校初，正是“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军

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事变后的抗El救亡运动时期。师生即投

入了反帝、反封、反官僚斗争，。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舌战美国传教士，反

对美帝反动宣传，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 38年前后许多进步学生参加了中共密县地下党

组织发动的农民群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破除迷信、、扒神象、二剪辫子、放小脚、打土豪劣

绅。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便迫害”斗争的影响下，与国民党的贪

官污吏展开一次又一次的搏-t．。1 948年密县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师生热情参加

爱国活动，参军、参千、参加抗美援朝、参加社会政治运动、 参加云南边防自卫反击

战。在这长期的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密县一中广大师生受到了锻炼，涌现出许许多

多的革命志士。其中以三十年代的樊国荣、陈昆、李宗华，七十年代的连双平．八十年

代的蒋广斌等为代表的校友，朋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的爱党、爱国的光辉

诗篇。。 ·

密县一中成立迄今，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由“密县中学”到日本侵占时

期的“密县中学”到“日本投降后的密县中学”又到“流亡在郑州的密县中学”的变迁，

走过了十八年艰难曲折的道路；1948年密县解放，密县一中经过整顿， 开始了新的起

点，．学校名称经过“密县中学”、 “密县一中”到“文化大革命”中停办、恢复，至今

日的“密县一中”，又走过了三十七年的光辉历程。虽然道路坎坷不平，但一向注重质

量。形成了择优录取、打好基础、要求严格、勤奋学习的传统校风。早在1935年第二届

初中毕业学生曾获得了全省会考第二名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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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传统校风又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因而毕业学生经

常以基础扎实、勇于实践和文明俭朴、学业优异而受到党和千群的赞誉。 “文化大革

命一前夕教育质量上升到全专先进行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9年至

1985年，七年中高中毕业升入大中专院校的计七百六十人：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五百八十

余人，学习成绩稳步前进，年年受到地(市>、县级党政领导的奖励。

密县一中自建校以来，有许多真才实学、造诣较高、热心教育、经验丰富的教师任

教。不少教师毕业于母校，经过大、专院校深造又回到母校工作．他们以校为家，辛勤

教学几十年如一日．为培育人才提高教学质量做出贡献。

密县一中五十五年来初、高中、师范共毕业九十一届，一万二千八百余人。其中民国时

期(1931—1948)，初中毕业十四届，学生五百零一入；师范毕业十一届三百五十五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现在(1 949—1 985)，初中毕业三十六属，学生七千兰百人j高中毕业廿

五届，四千八百人，师范毕业五届，一百四十余人，参加祖国各项建设事业，遍及神州。不少

人成五为各条战线的骨干，特别是解放以后，涌现出一批后起之秀。如研究。马尔可夫过程

”成功，在中外有相当影响的数学教授侯振挺；与他配合写出此书的数学教授郭青峰。采

取中两医结合治疗“顽固性腰椎间盘脱出症’取得成果到国外交流学术的主治 医师马德

水，总工程师、学院院长杨鉴玉，汉语教研窿主任、副教授许仰民等均为五十年代的毕业

生。

在十年动乱中，密县一中变成“重灾区”，图书被损毁，教师下放，三年没有招

生．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给密县

一中带来了生机。1978年县定为本县重点中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工作恢复

到了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轨道上，逐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实了教师力量，积极

进行教学改革，改善办学条件，翻修扩建校舍，改建钢、砖、水泥结构的教学、办公两

座大楼，新建教室、宿舍、实验，家属房屋一百八十七间，原三百余间楼、房基本翻修一遍，

达到前所未有的建筑规模。重新购买图书一万余册，仪器七千余件。教育质量连年上升。

1983年以后，市、县一直命名为文明单位。 1985年受团中央嘉奖，授予“开辟多种渠

道．培育新型人才”锦旗。全体师生员工正以坚定的信心，团结一致，为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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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1929年一1 985年)

1929年(中华民国(下称“民国”)十八年)。由国民党密县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

任委员张书印(中共地下党员)、密县县长何祖五．教育局长钱际荣(雨村)及李明善t

李绪庆、阎凤梧，白松年(鹤岑)、侯安亭、剃芳辰等筹备密县中学．商定校址在密县老

城西北仓房和百子殿。

1930年(民国十九年)张书印被害，余者，继续筹建密县中学。

1931年(民国廿年)8月，密县_申学正式成立。教育局长钱际荣兼校长，不久。派

李延龄(绪庆)为校长。

1932年(民国廿一年)，聘请王德安任教务主任。2月添设附属小学一班。

1933年(民国廿二年)7月．省教育厅核准立案。又建三层六个教室的教学楼一所，

县长陈天旭题名为。启明楼”。并呈请添设女子师范一班。

1934年(民国廿三年)暑期，初中第一届学生毕业．计二十五人。、

1935年(民国廿四年)，奉令将师范三年制改为四年制。暑期第二届初中毕业生赴

省会考获得第二名。

a1936年(民国廿五年)11月，校长李延龄辞职，由安子万(丹鹤)接任。

1937年(民国廿六年)10Jq，安子万校长辞职，由周起蔚(清臣)接任，当年第二

届初中毕业生尚寅宾，化名尚武，撰《关于密县的抢粮事》一文发表于《北平晨报》。

1938年(民国廿七年)秋，中共密县地下党组织介绍密县中学学生樊国荣．王炳阚，

陈坤、杜万春、谷明堂、蔡茂拣、卢长鹤，郑式信、郑俊卿等(约几十人)分别去延安

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学习。

1939年(民国廿八年)4月， 县城被日本飞机轰炸． 密县中学暂迁药庙上课．

暑假后，又返回城内原校上课。

当年，呈准教育厅添办初中自赘生一班。

1940年(民国廿九年)3月，奉令改组行政机构， 将校长以下原分设 “教务、指

导、事务”三科改为“教导、事务”两处。

1941年(民国卅年)， 密县中学三青团负贯人胡伯涛毒打学生， 压制进步力

量。

1942年(民国卅一年)，旱灾，部分学生一度被迫停课回家，原“启明楼。改建为

两层八个教室的“讲楼”(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题字)，暑期落成。

1943年(民国卅二年)．校长周起蔚因事离校．由张魁文(梅村)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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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校长由钱际荣兼任。

1 944年(民国卅三年)，县教育科长兼校长钱际荣具文呈请县长核查批准在校师范

差聿业学生免服兵役。

4月，日本侵入密县，．密县申_学被迫迁往天爷洞。草庙等地，最后流放。

7月，原校长周起蔚与张魁文等在县东周庄老和尚周贯一家办了高、初中各一班．

命名“贯一中学”。

1946年(民国卅四年)春，原密县中学在黄同寺复课，负责人钱海峰。3月，迁到

超化河西景贤寺与贯一中学同办至八月日本投降，回县城原校址复课。

不久，钱际荣任校长。

1946年(民国卅五年)，因教员薪资微薄，具文呈清，经县政会议通过，在本年第

一学期学费改为收学麦，每期学生缴纳小麦三十四斤以资补助。

1947年(民国卅六年)，按省教育厅训令，凡公、 私立中学教员， 必须交证件登

记、鉴定，合格者发给证书，可尽先延聘。公立中学优良教师享受奖金，私立学校教师

有补助费。否则，不能享受上述待遇“。密县中学教师经申请鉴定均属合格。

1948年(民国卅七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j与国民党军交战于密县。

学生提前于五月份毕业，学校停课。部分教师与职业中学、桧阳中学的少数教师一起，

在郑州水磨周合办 “密县联中”。 密县解放后， 予l 1月21日又正式在原校址开学上

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困成立，师生欢度国庆， 收听开国大典盛况广

播。 r，

、

秋，对混进教师队伍中二人有严重政治闻题的绘予清除。
1950年，校长钱际荣被免职，由张田夫暂代校长。东小教楼建成。

在抗美援朝中，报名参加志愿军．(赴朝抗美的志愿军：)的有张华山、 李留峰等甘

余人。 。

奉令建立刘寨分校一处。 r、

1951年，，唐相久任副校长，8月11日，詹相久调离，盂棘仄接任校长。

暑期，全体教师集中荥阳专区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清除混进密县中学教师中有严重

政治问题的一人。

．1952年6月，密县中学调整教职员工玉资，实行工分制0

1953年3月15日起，正式起用“河南省密县第一初级中学印”新戳． 刘寨分校独

立。 、：一

10月，有六十五名学生参加航校学习。一‘

j954年，中共密县第一初级中学党支部成立，李丙午任支j；，周甲亭为委员。

．8·月，毕业班学生响应上级号召，有廿五名同学被审查合格，批准参航。
1 955年，发展学生团员三批一百五十一一人，企校团员计二百六十八人，占团龄青年

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五。

1956年暑期，奉令增设高中部，并于2月28日启蹦“河南省密县第一中学”木质园

形印章。罨期招收商痹新生两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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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廿八人参加开封地区中等学校的“肃反学习”一运动0
1957年，中共密县县委批准一中党支部改选，由李光甫任书记，李丙午为．组织委

员，汪金岭为宣传委员。

教师集中参加县反“右派”斗争。

1958年3月，原县检察院长郭学昌任中共密县一中党支部书记。

开展“双反双比”(反右倾保守，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比大破大立，敢想敢干，

比又红又专)向党交心运动和反潘杨王(潘复生、杨珏，王廷栋)斗争。

学习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师生参加劳动，大炼钢铁．积极开展

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的教学改革。

1 959年，学习《斥教育工作中不能大搞群众运协的谬论》及《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对
待革命群众运动》等文章。大鸣大放， 在师生中掀起献鸡运动，．共献一千一百余只。

建立了农场、兔场、鸡场、化肥厂、粉笔厂、教具厂等二十一个。因脱离实际。管理不

善，后，不少厂(场)子停办。；

，金县球类比赛，密县一中获女篮第一，男篮第三。参加．郑州地区田径运动．有六项

打破县纪录。 、0，

一960年，贯i{z}省文教会议精神，，总结十二年来教育发展成绩，摆出教学上存在少、
设、差、费的现象。各科教师大胆提出对教材“砍、合、’并、增”及缩短年限．．改革教

法等意见。
’

因旱灾，农业歉收，校团委配合行政组织发动全体团员、师生，大抓生活，以度灾荒。

i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了初中一至三年

级的超龄生六十八人(年满十八周岁)i到农村第一线参加劳动。、
1 962年，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学生进行?三面红旗” 。(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教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继续落实“／k字”一：方针，有三百五十一名学生

(高、初中一、二年级二百二十二人，毕业班一百二十九人：)离开学校，奔赴农业第一线。

1963年，学习贯彻教育部下达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克服

学习负担过重现象。

响应团中央号召，在师生中开展“学雷锋”活动。

9、10月，调整教职工工资．增加了低薪人员的工资，缩小差别}

1 964年，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围绕“学习解放军” “学习大庆”

作”，开展多样性活动。9月1 7吕至19日。举行一次军事野营。

1 965年元月，在县工作组领导下，组织全体教职工进行“小四清”

想，清经济，清组织)运动。

加强团结。

“学习毛主席著

(清政治，清思

冬季组织文娱宣传队，以语文教师寇橱法、李忠等为蓥自编《儿女亲事》、《冰霍

之后》等剧，利用假期、业余到各公社农村演出。 ．爱，。

。学习焦裕录(兰考县委书记)事迹，对照自己找差距，一。努力改造世界观。

1966年春，师生歹i=硬“五编”活动(草编、竹编、条编、苇编、藤编)，受到中央

教育部长何伟书信表扬。
、

麦假教师集tIj于尉氏三巾，在中共开封地委领导下，歼展5“四清’：运动， 火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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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人人过关，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6月中旬回校，学校停课，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

党、政领导组织瘫痪，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

1967年元旦前后，继续外出串连。三月，教师、学生陆续回校，军宣队进校，开始

军政讨lI练。

7月，社会上武斗逐渐升级，学校图书、教具等多被损失。
1 o月，再一次进行军政训练。实行大联合。开展大批判。

1968年，工宣队进驻密县一中。成立校革委，主任冯泰山，副主任王元仓、张守

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萤布高、初中学生统一毕业离校。
11月，县决定密县一中停办。

校址由城关公社办为“城关公社五七中学”。

1973年夏奉命．一中恢复，10月起用公章“河南省密县一孛革命委员会”a

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落实中央5号文件，解决学校右倾翻案思潮和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圆潮问题，批“克己复礼”，批“教师、课堂、课本”三中心等。

1975年．在“四人帮”抛出的“朝农经验”的压力下，一中放松班级授课为主的教

学形式．以现场生产实习，代替了系统的理论知识教学。

1976年元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密县一中师生沉痛悼念。

密县一中又增设小学四班，县拨款一万二千一百元，增添和修理教具、校具。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校师生沉痛悼念。

10月．粉碎“四人帮”，全体师生上街游行，庆贺胜利。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调整教工工资。

6月18日，李钢钟由岳村高中调入密县一中任校革委副主任。

1978年，全县大部分公社高中毕业生，经过筛选集中密县一中复习迎考。

县领导确定密县一中为重点学校．

暑假后，县教育局抽调公社高中十几名骨干教师到一中任教。

7月3日，二年级学生岳建华追捕流窜犯有功，受到县通报表扬。

1979年，中央教育部颁发了《中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学校贯彻执行。

沈福来制造地倾斜自动纪录仪，在北京举行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会上展出，受
到奖励。

1980年。校长李钢钟离休，由副主任杨爱远提升为副校长。县批准刘治业等三十九

各教职工晋升一级工资。
， 校长李钢钟，副主任常学文、教师王铁创、陈国俊、孙克俭、张万年、郭仁杰等七

人首次办理退离休手续．各有一个儿子接班。

一中具文申请，经县委副书记陈万顺手，将校东北院粮仓转给一中使用(瓦房两幢

共廿八问，全院面积十二亩)。

1981年，开封地区高招办定密县一中为“高招予选试点”。省教育厅副厅长赵光和

学生处长郭杰等分别两次到一中指导。副校长杨爱远参加中央教育部在郑州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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