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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一中历史沿革图表

年代 校 名 校址

1926 师范讲习所 文庙

1928 济源师范学校 文庙

1929 济源师范学校 济渎庙

1947 济源农民师范 豫北中学

1948 济源县立师范 济渎庙

195l 平原省济源初级师范 济渎庙

1952 济源县第一初级中学 济渎庙

1955 河南省济源第一初级中学 济渎庙

1956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济渎庙

1988 河南省济源市第一中学 济渎庙

1992 河南省济源市第一中学 文昌路285号

2004 河南省济源市第一中学 学苑路68号

2006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学苑路68号



序 言

近年来，济源在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认真落实

中央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市委

政府领导高瞻远瞩，投资近3亿元建成了具有领先水平的新一中，使

这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八秩老校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办了一件

功在当代、泽被后世、光照汗青的圣德之事。

办人民满意教育。创全国一流名校是济源一中追求的目标，经过

80年的文化积淀，接力传承，形成了纯朴向上、争先恐后的校风；严

谨规范、科学求实的教风和尊师爱校、勤奋进取的学风。不仅学校建

设档次高。教育教学质量也一直走在前列．成为在豫西北地区有重要

影响的河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取得的省级以上荣誉近三十项。国家

和省市领导人也多次到校视察指导，对一中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寄

予厚望。广大校友也对母校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我是济源一中6l届高中毕业生，屈指算来已近半个世纪，尽管当

时条件比较艰苦，但校友的抵足之情，愉快的学习生活，至今仍记忆

犹新；师长的人品学识、谆谆教诲更使我终生受益。如果说几十年来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情的话，这与

母校的关爱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怀着对家乡和母校的那份特殊情结，

我曾有幸光顾一中的三个校区，受到热情接待．使我倍感温暖亲切。

值此母校80华诞之际，校友亚平校长托我为校志作序，虽觉不力．恐

难推辞，索性冒昧慨允，权作贺礼吧。

鉴于此，我先行拜读了校志书稿．翻开那厚重的历史卷帙．母校

的坎坷与发展，光荣与辉煌跃然纸上，至今已走过了80个春秋寒暑。

从1926年草创始，学校的命运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可以

说是中华民族饱经忧患、生生不息、顽强奋争的一个缩影。在那贫弱

苦难、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师范时期的先贤们一面兴学求知，一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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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前仆而后继．为中国革命做

出了重大贡献，-tg开创了母校辉煌历史之先河。每谈及此，就顿增对

母校和先辈的敬仰之情。建国后教育复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学校

实现了超常规、跨跃式发展，从济渎庙到文昌路到学苑路，三次变迁，

三座丰碑，她不仅标志着一中的发展轨迹，也代表了济源教育和济源

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投入巨资建设的一中新校区，说是高中，与大

学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大学更好。今天在校学生已近8000名．教

职工470余人，与当初的师范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师不满10位、陋

室难有几间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曾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学

校也看过不少，但象济源一中这样恢宏大气、设施一流的中学在全省、

全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不多见的。

几十年来，济源一中的校级领导换了十几任，他们在不同的时期

各领风骚，负重躬行，以民族复兴、中华崛起为己任，殚精竭虑。务

实创新，图教育之大计，谋兴校之良策，奠定了一中发展的基石；先

后有近千名教职工在此工作过，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始终秉承传

统，继往开来，戮力奋斗，坚守为师之道，恪履劝学之责，由青春到

白发，视学生如己出，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教育

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功业炳

千秋。

一届届一中学子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和报效祖国、回馈父母的美好

愿望，弦歌不辍。负笈求学，五更灯火，四时苦读，完成了学业。一

批批品学兼优的农家子弟从母校整装启程，走向四面八方，实现了自

己的人生梦想。其中出类拔萃考人清华、北大的一中骄子就有近30位

之多，考入其他全国名校的学生和经过努力成才者更是不计其数，灿

若群星．其足迹遍布海内外。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家乡、为祖国、

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勤奋工作，事业有成．为母校赢得了荣誉。

子日，立功易、立德难。立德易、立言难。历史是一面镜子，可

以折射出时代的光辉．读史可以明智，方知兴衰进退。济源一中虽经

80年风雨沧桑．底蕴丰厚，但系统的理清学校历史流脉，记录学校发



展轨迹，这还是第一次。修史编志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T程，由于年

代驰远，社会变迁和学校的起落沉浮，档案资料几经遗失，再加上人

员更替失去联络和作古者甚多．可以想见寻访知情者，获取史料、认

定历史事实的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校志编委会的老师们知难而

迸，潜心孤诣，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一中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

淘金觅玉，广征博引，历经数月之辛劳，终将济源一中第一部校志整

理成书，付梓面世。这无论对于前人今人还是后人．无论对于学校80

华诞庆典还是一中今后的发展都具有很好的纪念意义和激励作用，不

失为一部奠基网强的扛鼎之作，对此，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时代在前进。教育要发展更要创新。当今世界竞争日趋激烈，而

人才是竞争的核心。因此建设学习型、创新型社会的重任就刻不容缓

地摆在了教育工作者面前。济源一中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学校规模、

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都称得上是一所中原名校，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在济源人民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如能以校庆为契机，总结办学经

验．发扬光荣传统，联络校友，广纳贤士，博采众长，聚沙成塔，就

一定能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待到百年校庆时，济源一中也定会成

为一所全国一流的名牌学校。其时，吾若能重回母校，作为一名老校

友。当甚感欣慰与荣耀。

2006年8月



凡 例

一、年代：本志上溯1926年，下至2006年．时间跨度80年。书

中涉及民国以前的内容用当时年号，辅注公元年号，民国以后用公元

纪年。

二、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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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

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济源一中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三、结构：本志采用横版竖序编印方式。使用国家标准简化字和

现代文体纪述；按时间顺序共分十章三十六节。

四、体裁：本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录诸体，综分结合、

详略适度、记传有序、脉络清晰、结构严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

料价值。大事记采用编年记叙方法。

五、容量：本志除记述济源一中历史史实外，所载人物分园丁篇

和桃李篇。园丁篇记录济源一中历届校级领导、革命前辈、高级以上

职称教师、省级以上骨干教师、学科带动人、市级拔尖人才和省优质课

一等奖获得者．按时间排序；桃李篇记录济源一中师范、初中、高中

毕业生在各行业中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硕、博及副教授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军队将、校军阶，企业总裁、经理、高工及其他

知名人士。不分职位高低、贡献大小．以毕业时间先后为序。其他学

校干部、教职工及历届毕业生名录也按时间顺序列表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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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1926年

’济源一中的前身——济源师范讲习所在县城文庙创立。这是当时

国民党政权创建的我县最高教育机构。

1927年

6月．党继新到济源师范任教。

9月。党继新同卫乃俊等人一起在师范学校建立了学生联合会、读

书会等进步学生组织，后成立中共济源县党支部。

10月．师范学生到县城游行．清查县公款局帐目。

是月，学生代表卫乃俊、王辑吾、李德元、张应允等五名学生被

捕，后经党继新等人营救出狱。

1928年

8月．“济源师范讲习所”改为“济源师范学校”，成立中共济源

县特别支部，党继新任书记，委员史德秀、牛明俊、卫乃俊等。

1929年

9月．师范学校由文庙迁入济渎庙内。

10月，师范学校到县府当局的财务局、商务会、国民党县党部清

查帐目．查出贪污公款上万元。

1930年

8月，党继新任师范学校庶务主任兼语文教员，恢复济源县特支

机构。

11月．薛子中同志辞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职衔，到师范学校任史

地教员。和党继新一道，组织学生会、教育研究会．发展30多名党员，

建立了党、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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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10月，济源师范党支部成立。

1 1月，济源县委成立．县委机关设在师范学校。

1932年

11月25日，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教育厅通令强逼下，师范学校

解散。 ，’

1933年

春．师范学校复学。
，

1938年 ·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源，2月，师范学校被第二次解散。

1947年

冬，在“豫北中学”内附设了一个“师资班”。后师资班分出，成

立“济源农民师范”县长秦仁山兼任校长。

1948年

正月19日，师范学校迁到济渎庙内．更名为“济源县立师范”。

春，在政府支持下．学校始建图书馆。

1949年

县长许子善兼任一中校长．徐智育任副校长。

1950年

李友发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1951年

2月，济源一中工会组织建立。 ．．

学校更名为“平原省济源初级师范”．开始增设一个初中班。田文

郁任一中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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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县文教科长李兆淇兼一中校长。

1953年

秋，李兆淇同志正式到学校担任校长。

1955年

学校又改名为“河南省济源第一初级中学”。

1956年

夏。李兆淇同志到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并受到毛泽东、朱德、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9月30日．范本英老师受学校委托．以校团总支和少年先锋队的

名义给郭沫若写信．请郭老为学校题写校名。

10月。收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来信及亲题的校牌

和校徽手迹。

学校更名为“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并开始招收两个高中班。

牛玉瑾任一中党支部书记。

我校高考上大专线59人。

我校高考上大专线65人。

我校高考上大专线40人。

我校高考上大专线63人。

1958年

1959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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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我校高考上大专线69人．

1973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中恢复招生。这年招高中4个班，学制二年。

1974年

1969年8月被驻军占用的校舍。归还学校。

1975年

以推荐招生的办法，招收两个师范班(文、理)，名称为新乡师范

济源分校。

1977年

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校有4人考入大专院校。

1979年

我校高考上大专线10人。

秋，新乡师范济源分校全部搬离一中。

1980年

7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68人。

1981年

2月20日．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贯彻省教育厅<关于重点中学学

生学籍管理条例》和“五讲”、“四美”的内容及要求。

4月，动T修建校园东侧教师宿舍楼。

7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82人。

1982年

我校招收了自“文化革命”后的第一届初中学生两个班。生源为

全县范围内选拔的学生，学制三年。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1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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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我校召开首届教代会，共36名代表参加，历时2天。

从83年开始，高中改为i年制。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82人。

1984年

10月．学校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李兆淇校长退休，李树海任校

长，杨安亚、刘荣耀任副校长。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119人。

1985年

校团委创办刊物《一中青年》，后改名为《团的生活》o

改革后勤管理体制，学生伙实行分组包干责任制，同时小食堂、

小商店进行投标，由个人经营。

请曲啸同志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报告团来校为学生做报告，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142人。

1986年’

8月，建立了微机室，开工兴建家属楼，校办工厂——上海金家

服装厂开业。

省教委通过对我校的检查、验收，命名为“执行体育、卫生两个

暂行规定”先进单位。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138人。

1987年

经济源县编委审批，我校增设“政治教育处”．成立了保卫科。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105人。

l 1月，李继祥同志担任济源一中党支部书记。

1988年

学校管理制度化，制订了“考核、考绩、考态、考量制度、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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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包干制度”等。 ．

家属楼落成，并有18户教师迁入新居。．

新的学生餐厅兼礼堂落成投用。 ·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38人。

1989年

针对“6·4”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学校开展了“四项基本原则”

教育，教职工利用暑假培训学习。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57人。

改造了实验室，搬迁了图书馆、大会议室。

12月，学校在河南省中、小学广播(韵律)体操比赛中，获得优

胜奖，受到省教委的表彰。

1990年

1月，新组成的市委、市政府领导来我校视察，慰问教师。

陈兴煌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郑崇喜任济源一中副校长。

3月，杨成武将军来我校视察。

8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68人，焦作市教委授予我校“德育为首

育人才，五育并举结硕果”锦旗。

l 1月2日，由全市人民集资兴建的新一中工程破土动工，我校鼓

乐队和全体师生参加了开T典礼。截止年底，完成了第一期土建工程。

校党支部被中共济源市委评为“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

1991年

2月，苗绍永调入我校任副校长。

5月，学校举行了“艺术节”活动，并组队参加济源市、焦作市

首届学生艺术节和红果节活动，荣获“焦作市首届艺术节先进学校”

称号。

7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85人。

9月，组织师生到深山灾区考查．并积极捐助物资支援南方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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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1992年

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在焦作市

和我市领导陪同下视察我校，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李省长对学校

工作表示满意。

3月1日．我校9ll班学生孔会军为保卫集体财产，在同盗贼搏斗

中。身受重伤。焦作市、济源市领导到医院看望，号召向孔会军同学

学习，授予其“见义勇为好青年”称号。

4月19日，国家体委检查团来我校检查学生体育达标情况，达标

率100％。

5月26日--30日，学校由济渎庙迁入文昌路新校区。

7月．全国50城市德育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李继样书记作典型发
．-L

—o

是月，我校高考上大专线111人。

8月16日，原省委副书记林英海来校视察指导工作。

29日，原省教委李春样副主任来我校考察。

9月1日．原省教委学生处处长周保真来我校考察。

3日．全国十六省区记者团约60人来我校参观、采访。

5日。原焦作市委副书记蒋书铭来我校考察。

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家

教委主任李铁映、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原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原

省教委主任徐玉坤等陪同下，莅临我校视察。李铁映主任挥笔题词：“王

屋山下新愚公”，并和师生合影留念。

24日，原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来我校视察。

10月24日，原河南省教委主任徐玉坤受原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

委托，赠送我校微机40台，足球100个。

l 1月．原省教委副主任汤瑞祯来我校视察工作，并题词“办优质

学校，创一流水平”。

李树海同志被评为河南省“中学优秀校长”。

我校档案管理工作晋升为省一级标准。并被评为“先进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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