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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民权第一高级中学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邓小平理论，结

合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二、本志书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横分门类、纵列史

实，突出学校特色和时代特点。全志书在卷首设概述、大事记，下

设9章56节，卷末设附录。

三、本志书断限上限为1933年，下限至2002年6月。个别章、

节上朔下延。

四、本志书中个别地方出现清、中华民国，主体一律采用公

元纪年。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部分录目用纪事本末体。所纪事件

有月、日可考者，均注明月日，日不详者附于月末，月不详者附

于季，用春、夏、秋、冬或附予年末。

六、为综述某项事业的发展规律，本志书各章正文前一般冠

以“以题引言”以便叙述。

七、为叙述方便，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建国后表示。

八、为便于阅读，对各个时期的行政建制均遵从历史事实分

别用“区”“公社”“乡”“镇”等称谓。注释古地名时，以现行的

“乡”“镇”名称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九、本志书人物章分传记、简介、人物表录三部分。本志书

立传者选录对学校发展影响大。事迹突出的人物，其他为简介、表

录。坚持正面人物为主，实事求是地记述。

十、本志书的体裁采用传统的传、纪、志、图(照片)、表、

录六种，以志为主，图表、照片分别附入有关章、节，以求图文

并茂。

十一、照片作为最逼真的鲜明形象表达手段，将部分彩色照

片集中于志书卷首，既便检阅，又能充分反映本校发展概貌和特

色。

十二、本志书文体采用语文记述体，力求达到文字朴实，简

明、准确、流畅，文字一律采用国家公布使用的简化汉字。

十三、本志书所使用的资料，多录自本校教师和往届毕业生

所提供资料，部分来自县档案馆，教体局档案室，学校各处室以

及县志、教育志、县人物志、县政协文史资料，为节省篇幅，不

一一列出处。书中主要数据采用统计局和教体局、学校所供为准，

资料不足者由口碑补充，对口碑资料反复考证核实，慎重使用。但

一般不注出处，确需说明者，以注脚形式说明。



序 言

自古国有史、郡县有志，山川寺镇亦然。村镇工厂学校遵例

修志，全国成绩沛然。盛世修志，国人之愿，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优良文化传统，尤其是当代，国强民富，国泰民安，香港、澳

门回归祖国，申办奥运会成功，接连加入世贸组织。国家日益强
盛，人民空前团结，经济稳步增长，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深入人心，义教普及，高校年年扩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人
才辈出，科教兴国，蔚然成风。凡此种种，皆当秉笔直书，载人

史册，．以服务当代，垂鉴久远。
一

。。．

民权县建治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建治时间虽短，但在这

古老文明的土地上，英杰辈出，圣迹璀灿。古代思想家、道家始

祖庄周故里在顺河乡清莲寺村；南朝金紫光禄大夫、文学家江淹

故里在程庄镇江集村；春秋时期齐恒公两会诸侯的葵丘会盟台在

林七乡；宋代兄弟双状元宋庠、宋祁故里就在双塔乡；中原四大

名寺之一的千年古刹白云寺在尹店乡；⋯⋯这块神奇土地，人杰

地灵。
’

民权第一高中建立于1933年8月，至今已有69年的历史。他

经过了创业时期的艰难，有过黄金时代的辉煌，也有过十年浩劫

的创伤，九十年代又迎来了与日俱增的振兴。新编《民权第一高

中校志》展现了这一历史画卷。《民权第一高中校志》以马歹Ⅱ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坚

持详今略古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民权第一高中建校以来，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校的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绩，总

结各个历史阶段学校发展的规律和兴衰起伏的经验教训。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本志重点记述民

权第一高中教职员工和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向工农办学

校，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成功经验，歌颂广大教职员工为祖国培养

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守纪律的合格人才，呕心沥血、教书

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所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优秀人才，

构成一幅动人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民权第一高中50多年来的发展

历程。

《民权第～高中校志》在老校长王国运亲自倡导下，于2001年

6月6日成立校志编写领导组，校长秦海琴任组长。聘请县志办公

室编辑王春德任主编。在学校领导关怀下，在广大师生员工支持

下，通过参加采编人员的辛勤耕耘，民权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型

校志——《民权第一高中校志》成书出版了。本志书是记述民权

第一高中历史的百科全书，它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图文并茂，融

资料性、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是民权第一高中广大

教职员工学生。历届毕业生学习以及关心民权第一高中者必读之

物。本志书的出版，将为我县教育事业的振兴和发展，为我县两

个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鉴古知今资料，为开创民权中学教育事

、． 业的新局面做出应有贡献。值此《民权第一高中校志》出版之机，

衷心感谢为之付出辛勤汗水的全体编辑人员和关怀爱护民权第一

高中的各界朋友，为之序!

民权县第一高中校长秦海琴

200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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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如一I

民权县在春秋、战国时为戴国、囊陵、杞国故地。秦汉以后

分隶外黄、雍丘、襄陵、考城。明清以降分属睢州、考城、杞县。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冯玉祥划睢县七八九区原考城七里)、杞
县五社建立民权县，县治李坝集(今老城村)，今属商丘市。地处豫

东平原黄河故道两岸，位于东径114。50’一1150 26‘，北纬340 12’

一34。17’，面积1222平方公里，人口856351人，有汉、回、苗、

满等11个民族。

民权建县虽然只有74年历史，但历史文明悠久，境内古迹众

多，文化璀灿，名人辈出。双塔乡牛牧岗、尹店乡吴岗为新石器

时期龙山文化遗址，五千年前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林七乡之王

小庄有公元前65 1年齐桓公大会七国诸侯之葵丘会盟台，龙塘镇

寄岗村为儒家始祖孔子游寓讲学之地。顺河乡清莲寺村为战国伟

大思想家、文学家庄周故里，其墓在老颜集乡唐庄村东；城关镇

史村铺为东汉廉吏史弼故里，曾讲学聚徒数百人；程庄镇江集村

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江淹故里，其墓至今尚存；双

塔乡双塔集是北宋仁宗年间兄弟双状元宋庠、宋祁的故里；北关

镇小底庄是明嘉靖年间右副都御史、甘肃巡抚底蕴之故里；尹店

乡吴岗村吴淇，吴学颢父子进士，诗文誉中州，著作等身，名闻

遐迩。

元朝之后，黄河流经民权县境内，河决泛滥，经济衰落，民

不聊生，人才一蹶不振。自1855年黄河北迁，河患稍宁：清同治、

光绪年间有龙塘镇陈惺驯、李堂乡李子方、李效儒三人中进士。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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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课士之地书院中断百年之后才于1892年在北关镇重建。到清末

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拔贡大选，民权县境内出了阎召棠、楚莱峰、

金梦简、田壬四个拔贡，蔚为盛观，一时成为美谈。

到了光绪31年(1905)废科举，兴学堂。光绪33年(1907)民权境

内第一所新式学堂私立育才小学堂在伯党集西门里建立。自此以

后，伯党马氏、金氏人才辈出，成为民权著名的“秀才村”。民国

七年人和镇建立高小学堂，后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民权县革命

发源地。民国十三年(1924)北关镇、龙塘镇建立高小学堂，民国十

六年f】927)胡集私立育英小学堂建立。这些学堂的建立，为民权教

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高等的教育人才培养立了功，自1917—

1937年的20年间，北大、复旦、河大等毕业者有马松桥、马培模、

崔占来、崔占斗、金希婷、陈芝田等20多人。

1928年3月民权县建治李坝集，当年8月建立民权第一完全

小学校，次年3月在王桥集建立第二完小，1931年7月在林七设立

第四完小。同年8月在县城设立简易师范一所，招收一年制和三

年制师范生各一班，始有中等教育。1933年8月招收初中一班45

人，更名民权县中学，即民权第一高中前身。次年招收一年级2个

班100人，后更名为民权县立初中，1938年5月底日军侵占民权。

民权县立初级中学停办。1943年7月，县立初级中学在民权县城

伶老城村)恢复。委任耿庆锡为校长，招收初中一年级一个班，约
50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民权光复。9月国民党民权县政府委

任周维振为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接收日伪时期的中学，对学生进

行测验，录取一、二、三年级各一班共约100余名，校址初在城乡

中心国民学校，lO月迁回日伪时期旧址，次年8月迁回抗日前东

门旧址。民国36(1947)年7月委任兰封(今兰考县)人张知新为校长。

吴范初为教导主任，有学生4个班143人，教职员工21人。因为

解放战争，学校停办，校舍被占。1948年lO月民权县境全部解放，

民权县道南(东部为睢宁县西部属克威县)，属豫皖苏水东分区，道

北属冀鲁豫五分区，合并建立民权县委、县政府。“月24 13，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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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豫皖苏一地委决定，睢县北部原睢宁县之龙塘岗、伯党两区161

村均划归民权县，决定李培棠任县委书记。陈丽泉任县长，崔润

生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马光参加县委。民权县委、县政府

于1949年7月底在县委书记李培棠主持下专门研究建立民权县立

初级中学的问题，当时在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三无资金的情况

下，书记李培棠亲自挂帅，到省会开封聘请校长和教师，副书记、

县长崔润生兼任校长，暂借龙塘集完小西门里庙院当校舍，没收

地主的家具作为办公用具。1949年8月26日，民权县人民的最高

学府——民权县立初中诞生了。副校长牛秀芝、教导主任陈积民、

总务主任刘恪卿、班主任兼管政治工作的是共产党员冯德馨，教

师有：姜晓周、徐照瑞、程衡浦、赵锡彤、白星桥，吴汉臣为会

计、管一为教导员等lO人，连工友翟兴书、张振州共12人。8月

招收初中二年级一个班约48人，一年级2个班约100人。9月初正

式开学上课，建校之初2年级学生在9月底和11月先后两次发展

团员20多人，建国前后各行各业都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有知识

人才甚急且多。二年级一班参军参干30多人，到1951年7月毕业

时只剩18人。1949年冬学校建立青年团支部，1951年7月建立团

总支部。1951年5月底县立初级中学从龙塘集迁民权车站(即今民

权县城县委西边，县一高中今校址)，同年9月民权县立初中党支

部建立，崔传韶任支部书记。1952年9月中学教工工会成立，教
职工陈东阜为工会主席，1951年9月县立初级中学青年团委建立。

中共党员赵振民任团委书记。1953年后，县立中学开展学习苏联

的教学经验，有生搬硬套，脱离实际的现象，但确也取得了一定

成绩，为教学逐步走向正规化道路起了促进作用。，1953年7月县

立初中第三届毕业120人，有28人考入南京炮校。1955年7月第

五届初中毕业6个班312人，有30人考入南京炮校人伍参军。9月

初开学时，在校学生达到19个班级1043人．在校教职员工达到66

人，教师44人。领导职员14人，工友8人。崔传韶任副校长兼党

支部书记，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王若清任教导处副主任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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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雅斋任总务主任，赵振民任校团委书记，陈东卑任校工会主席。

1956年8月民权县立初中招收高中一年级学生2个班100人，

发展成完全中学。在校学生达到24个班级，1209人。从建校到1956

年的8年间由于学校正确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

的方针，民权县完全中学的教师队伍得到充实和扩大，广大教师

队伍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进步显著，在教学工作上积极努力，奋

发进取，在教书育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8年间为上一级学校输

送政治优良，文化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843人，如李紫金、刘

望夷、陈荣峰，成为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其他如：赵后今、李荣礼、邢俊生、刘波涛、金长民为大学

教授，苗世修，古灿云，吕传宝、张学思、张占元、夏景中、袁

守业、户性纯、杨金斗、李守俊、刘心元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也都取得令人嘱目的业绩。

1957年8月，王国运任县立完中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主持学

校工作，1957年“左”的思想抬头，学校盲目扩招，严重脱离了

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经济情况、教育本身的承受能力。因而造成

以后整顿调整，大起大落。紧接着是1957年冬到1958年初的反右

整风运动，在这一形左实右的运动中，有老教职工耿林轩、张宗

羲、胡承杰、户寅生等8人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有一

些人由于学校领导出以公心，积极保护，从轻发落。由于“反右”

斗争的扩大化，挫伤了教师们的教学积极性，削弱了教师队伍。随

之而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现

象，也反映到教育战线上，强调劳动大课堂，削弱文化课教学，严

重冲击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由于生活紧张一

部分教师学生吃不饱，严重者浮肿，还有少数人，因此失学。由

1959年毕业生升学的85％降到1961年的2l％。

1961年7月王国运再任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从1961年秋学校开始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民权师范停办后，师资、校俱、物资充实到县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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