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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山东省莱西市第一中学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旨在教育、资政、存史。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辅以图、表和照片。首置概述、大事记，中设专志，末为附录。

三、本志概述，总摄全志，为全志之概要；大事记以绳年1本和

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本校之大事要事，为全志之纲；专志，横

排门类，纵述事实，为全志之主体；人物载在本校工作或毕业有突

出贡献的过世人物事略，以卒年为序入志，对先进集簿和英模在世

人物，为褒其功，辑名录载之；附录辑存有关文鼓资料。

四、本志以章、节、譬为序排列，凡8章、3 0节；章、节冠以

序号，目不加序列符号，以黑体-7书题；慨述、大事记、人物和附

录不入章序，不列章、节序号。
‘

五、本志记述时间为公元I 9 08—1 994年。

六、本志以公元纪年，对历史纪年以括号夹注。公历年月日用

阿拉伯数码书写，古历月日用汉字书写。志中所称“蜂敦前、后”，

系指I 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莱西市境解放前后：听称“建国前

后”，系指I 949年1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重成立前后。

七、本志以公制为计量单位。

八、本志凡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码书写；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约数和记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均用汉字专写。

九、本志使用标准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续用时用简称。

十、本志引用资料以档案资料为准，辘以口碑资料。凡引用资

料原文，均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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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山东省莱西市第一中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渊源应上溯至公

元l 9 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清末，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为挽救中国之命运，一批志士仁人倡导变法维新，要求

废科举，兴学堂，向西方国家学习，以图教育救国。莱西义谭店村

解国钧先生遂于1908年捐资捐地建房色4办卢西两等(初等、高等)

小学。1 91 6年(民国五年)两等小学改建为莱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

(第一高等小学设亍莱阳县城)。1 924年(民国十三年)，改为莱

阳县立第二完全小学，卢乡区县立模范小学同时并入，此为莱西境

内第一所新型小学。1 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日

军频繁空袭。为避免日伪军骚扰，莱阳二小于1 93 9#-分为两部分，

分别迁往距青烟路较远的岗河头村和院庄村。岗；可头分校亍1 94 1年

迂回义谭店村原校址。1 945年8月莱f盈二小停办。

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抗日民主政权于1 944年秋创办南海中学，

设有初中班、师茫班和青干班。由于战争环藐，学校先后设亍平度

县、莱西南县、即墨县等地。l 948年1 o月，学校由院上村乏往水集镇

沽河头村，‘院上设分班。1949年5月，学校迁入义谭店村原莱阳二

小校舍，院上分班同时并入。1 95 o年4月，南海中学更名为山东省

立莱西中学，此为当时莱西境内唯一的中学。

中华人巨韭j-、-和!固成立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 95 2年税，亍日

庄村设初级中学后，．莱西中学更名为山东省立莱西第一中学。1 958

年春，省立中学改为县立中学，称山东省莱西县第一中学，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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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高中班，始为完全中学。秋，莱西与莱阳两县合并为莱阳县，莱

西一中改称莱阳县第二中学。1 962年1月，莱阳县析为莱阳、莱西两

县，复称莱西县第一中学．1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红卫

兵”组织自行更校名为“解文卿中学”，意在纪念1 947年被还乡团

杀害的义谭店村女共产党员解文卿．1968年招收初中24级后，停招

初中生，只招高中生。同年复称莱西县第一中学。1 96 9年5月，莱

西一中被撤销，校舍被改建为县麻纺织厂厂房。1 975年3月，县麻纺织

厂迁至望城，莱西一中恢复。1 2月，莱西一中改办为“五·七”大

学。1 977年7月， “五·七”大学停办，复称莱西一中。1 978年5

月，莱西一中波确窆为菜酉县重点中学；同年8月，被确定为，淘台

地区重点中学；1 983年，莱西县由烟台地区划归青岛节管辖后，惹

西一中被确定为青岛市重点中学。

(二)

莱西一中，位于市境中部C两东、义谭售村西，东临洙河，酉距

城区1公里，南距稠青一级公咨2公里，?戈!墨环城路由学咬酉划：通

过。这里交通方麓，水源丰富，环境幽静，是办学约i圣，息场折。卢

西两等小学、 民固菜阳县立完全小学、抗日民主改：及纠办约南海，≥

学先后均设于此。

菜西一中经过八十六年的建设，如今：菠园美丽整洁，棱台：昔：’享

有致。1 994年学校占地总面积8 07 99．9平方米，拥有教学楼、实验

楼、办公楼各1幢，总面积77 1 o平方米，有平房294间，憩面积6753．66-

平方米，其中师生宿舍1 85间、面积4 04 1．4 o平方米；厂房仓库63闾．

面积1438平方米。教学设备有仪器4950台套、价值33万元；藏书2

万余册；学校固定资产总值74 oY元；共有教职工1 25：名，学生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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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
乍。

莱西一中具有目前的规模和水平，是经过近1．个世纪、几代人

不断努力的结果。1 9 08年卢西两等小学初建时，仅招收义谭店村儿

童入学。辛亥革命成功后，废私鍪、兴学堂，外村i'tl j”c．童亦来就读，

教室不数使用，解国钧先生与；菠长解雨亭(解函钧之子)又等逮校

舍9闻。】9 ss牟-，建起东西厢房和厨房，并将卢西寺大殿绑缘折》

改建为教师办公宝和宿舍。】93 1年，校长解雨亭逝世3罚年之；≠，原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题词“乐育可足”，以表彰解雨亭热心办

教育屹业绩。地方知名人士借I-2发起募{置，将卢西寺大殿拆除，在

原垃建二层砖瓦楼房一幢。此后，又在楼前建平房13问，学校芡受

到8个教学班。

1944年秋，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装，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南

海中学。因处战争年代，南海中学先后设于平度渠家、涧口村，即

墨刘家庄，菜西院上、花园头、沽河头等村，均借用驻SCJJ,学校舍

和民房。1949年秋，南海中学由沽河头村迁入义谭店村莱阳二小校

舍，始有固定的校址和校舍。同年冬，师生自己动手到6公里外的

龙湾庄村拆庙运料，翌年，扩建校舍25问、伙房3问；1950年，南

海中学更名山东省立菜西中学时，有原莱15ft．／J．_-层楼房一幢、平

房68间；1 95 2年学校征地60亩，建标准教室15个、45问，宿舍23间；

1 954年，扩建教室3个、9间；l 955年，建学生宿舍23问；1 957年，

建办公室26间。至此，学校教学、办公、伙房均迁入新校园，以二

层楼房为中心的原校园逐步改为宿舍和家属居住区。

1958年秋，无偿筹集物料建伙房8间；1960年，师生投入杂工

乖运输工，建校舍48闯；t966年春，建学生伙房、餐厅1 l闻；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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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撤销一中，将校舍改建成县麻纺织厂厂房，校产分配到邻近公

社“五。七”红校，学校损失严重。1 975年，麻纺织厂迁出，仅修缮

教窆即投资8000余元，同时，打机井一眼、建水塔一座、安装自来

水管道1 5 0米，解决了师生吃水问题。／976．．年，建校办工厂大车习

1 o间；1 9 78年，建家属宿舍24 IT。1 979年，学校将原校园平房芦

二层楼房移交义谭店村管理使用，义谭店村将现校园南偏东30亩地

划归学校使用。同年，建家属宿舍25间，单职工宿舍28 l盲-J。1 980年，

扩建教室42间；1984年，建起面积3330平方米的五层教学楼；1986年，

建起面积2 080予方米的四层教学实验楼；1 99 3年，建起面积2300平方

米的四层办公楼；1 9 9 4年建起l 25吨的冷库一座、羊肉片加工厂一个．

蔬菜船工厂一个、服装厂一个、工艺美术厂一个和天隆实业公司。

’(三)

党的领导，是办好人民教育的保证。南海中学自创建起，始终

在中重共产党的领导下开民工作。1949年前，党组织不公开，校长

自行：}委派并兼任竞支部书记。1 9 49年党组织公开后，党支部直接顽

善学校的思想致；当工7乍，对t竽校行政工作进行监督扣指导，自1 9 O 0

年起，实行岂支部领．；一-的!交长负毒引。

党的领孕，暴噩了。之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亍。南海辛学时期，

二：-．叠夏据“为战争服}”的方针，突出了以端正人生观为主的攻洽

：：I育jjj j专r≯知识教育，培养出大批军政干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囊，教育的总方针是“教育必须为国家逵没服务，学校必须匈工灰

大众开门”。党支部保证了这一方针的贯彻落实，招生以工农子弟为

主，对烈军属子女优先录取。1 9 55年，国家提出“德、智、体、美、综

合技术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学校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教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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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井然，学生÷L=|乙实宴1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19 57．年，毛泽东主席

在《壬_正确处现人民冈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扩
针，立该使乏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

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此后，学校以“德、智、体’’

套面支畏要求学生，之莫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19 58年9月，学校

一芎沏“教育必％～／-“7无产阶级政j台9艮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方针·政治教享更加突出，兰主劳动列为主要漂醒。19 6’年-，党吏

鄂领导’彳生全面贯彻“调整、现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

正“大跃进”对学校的干扰，学校正常的教育秩亭迅速恢复。1 9 66

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组织瘫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金

面落实。直到1 9 7 7年7月。凌复党支部领导下的饺长负责剃，学校工

作才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艺的轨道，暮酉一中进入了稳定芡展、

全面提筠教育员量的新时期。

象西一中自刨办以来，始j冬坚持坚j!正确：j々政j台方向，以为人

民÷i争j夏务、专国家建设服务力笨旨，教书育人，菹‘泛亍天。 虽

几釜交迂，历尽窘难．然广大_j兰冶终保苷号高昂为．j乏j：杂一菏，保

持着人民学；之ij光荣传统和j仁风，

蓉阳二／j、办学3 o会生，二’：·-T-社每动荡、j{争l姜甘；淘。教师

：j，壬乏-77。二7-，∑1々j意日．j；=晷主：o二皂教宣传抗日袭固女々文章，敦唱鼓舜抗

日-÷士,22 i勺t{_=j三。以。，乏堂专”i：-T-：也甸享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日

囊≤，：誓主三进步教r’!≯F-I二j淳一i了，角打并驱逐了汉坪发长，毁掉日

军易-交的：詈呆。主抗日彳i争最爱醅寸期毕业的学生，具有强烈的爱

国i■专，不少学生识囊参军i≥致，有的为雷捐躯，有的已成为国家

栋梁、世界知名人士，为母专乏争謦了荣誊。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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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中学系民主政权为适应

煎后硒

劳事形势著要而创办的一所学校，

时5年，而5年间又6易校址：2次停办，

褒杂性和办学的艰难

革命战争服务。 学板

生3-磊；雨

反映了当时局势白分

莫歹：’主：j手旨ij：，j，印岁；。政治服务、力六|／j一。■‘巴t，。．r，7．， ，：’／，善0√口／扎之；，广、 ／√

《；‘东曩显害7

抬指导员。设人生观t：．教育萼生

，琵童军事誊官，班j之：支

村二革ji
7 d．

／、三 j：；设战争：。}2，i了

军事课，丰富学生!!jj军事知识，：兰善爱吕?长入战二k学j冀j：：力3

年，但根据形舅需要，学生入学后孚-／≮3-或儿个兵，即离校／f夭军从

从事教育工作，学生硬霉即

有较高的政治觉‘暮牟i

蔓漕芬罩l，㈠一一7／一

一l：目i’军事知识

发挥了重要作尼，也是楚匿后彳：予建泛

莱西一中保持孝发扛了誊海中学些

生进行爱匡．主义教育、鲠苦杏斗教
=：二

■、

】T 二’

笠’n ／～o

一，一一：一’．～

，，色订．三

学主和之鞭，

战争，i：+角i：放茂争弓：

置了蔓晏歹7，妻。

j二甍 坚持不≮地一,-t-。I学

育、时事政策教育，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学生哞应党白；号召，程桎开展向黄继光、邱少

云、剃胡兰、解文卿、焦裕=；}t等英j．兰人物学习活动，以裔7呼；'-L为榜j气：，

自发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思 想觉·：吾÷i：葛，学习，暇!t浓厚，公而忘私、

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基一$r7，由于 青少年心理单纯， “文化

大革耸”中在极“左”口号诱导下，行力一度偏澎，有违于教育宗

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核拨瓮反正，加强组织纪律整顿，

以碴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中心的 “四有” 教育，把学

生弓j导到正确的方向。学生为参加社会主义栏舀的现代化建设而努

一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自恢复高考

1 7年霜，共有2179 7名学生刭大中专莩校蛙凌深造，育3 347名学生

高中毕业后直接投入工农些圭产。他7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一支生力军，有的已担任了一定蛇领导斌务，有的已取得了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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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四)

学校，是学生集中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场所，教学工作是学校

工作的中心。莱西一中建校八十六年来，围绕敦学工作不断进行改

革和探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早在莱阳二小时期，在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的改进上，逐步完成了由私塾漠式向现代学校模式的过

渡。南海中学时期，突出政治教育和实用技术教育：面对现实，学

以致用，并进行模拟军事渡习。l 95 o年，改为山东省立莱西中丁，tip，

始按中学模式设深，同科教j掺成立教研组，进行教学方法的切磋研

究，按统一教学计戈．Z受课，与l 9 5 1年开始学习苏联教育理沦，采用

‘‘五环节’’教学妻，i三对改进放学方岳超到了识玖作用，六十年，弋

初，教师：罩：_亍“少。覃请、启芡式”教学方法，提玛蒲磐多练．突出

重点‘，启芡学生思维，调功学兰约学习积极性。“文j匕大革命”：予，

课程设置实行jZ文争一，以学习毛泽东著洚为主， 自然辞-p7厶"多为关

曩i勺，，jj识蔹江。放'．t学c--’上太j宠：i二芝尊严、犬破’暴堂中心，学兰j，钆-：t!幂

文亿-i：予达不到主育_?一．!度，中妥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学j’之坚

持!乏i芄反王，三：五的教学茯字逐步疲蔓，1 o Tsz．-5月，莱’写一二；j被

确志力昙重点中享舌，：：：是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歪折进；亍放学方去的
改革。宣l 98-1：争起学焦牙辟矛Z,-A-二；戛堂，按学生爱好与特廷成立釜冲

兴趣小组、科，呀小组，以茈芡民学生的爱好与特长，扶待拔尖人才

的成长，逐步形成了符舍教学规律的教育理沦和教学方法。全校共

有44项科研、教研成果获装西市级以上+奖t／勋，283篇论文在地市级以

上刊物上发表。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面，是办好学校的中坚，八十六年来，



一代又一代教师，三尺杏坛躬耕不辍。他们教书育人，以传道、授

业、解惑为己任，以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精神，不遗余力地向

学生传授着文化科学知识，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青少年的成长，以高

尚的师德感染熏陶着学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

解国钧、解雨亭、解文渊祖孙三代捐资出力，为办好莱阳二小而鞠躬

尽瘁。莱阳．-4、女教师解家风，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曾向往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受聘为莱阳二小教师后，她以炽热的爱

国热情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在抗日袭争最残

酷时期，她以课堂h阵地，选教《上海八7r"I士士》、《台／L庄大捷》

等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事迹的文章，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

刀进行曲》等激励抗日斗志的歌曲。时局与家庭的磨难，教书与育

人的劳累，她积劳成疾，年仅27岁即j材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共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撰文纪念，称她是“i·"I了熬的爱国者，宝色的

灵魂工程师”。南海中学，是战争时期的沆动学校，教尊既是知识

的传授者，又是青年三占入社会的向导。鲁南海中学掣楚手个世量三以

来，一中自i教师队伍不断扩大，质量不：l提甍。长江后溲推营浪，

三尺杏坛洒满了代代园丁们的辛勤汗乏二。战更生、害等等言一字

工作丁多年，至今人们还绥怀他们i；事迹；语文瓤疗茈茬勤，于l 985

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l 9 88年又圣!评为全匿教育系统劳动j莲

范；化学教疗：蕞．泽山，于i 98 3年被评为山东鲁优秀教：7事，l oo 1年天

被评为全罾优秀教师；物理教疗许克：{末，多沪获市县级蔓励，亍!o 2=；

年被评为全匿优秀教师。现有移!垮中，中学高红莪：’彳1 1名、一级教

师3 3名、二级教师35名、--=垂f／弓'、．教孝2名。言i 9 80年以来，先后有86

人次获莱吾市级以上奖励，其中获青岛审级￡三励的1 3入，移山东害纹

1 2



奖励的4入，获画家级奖励的3人。

(五)

八十六年来，莱西一中经历了从清王朝到民国的变革，经历了

军阀混战的战乱年代，经受了残酷的抗日战争和尖锐复杂的解放战

争的考验．从1908年到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天翻地覆变化的午

代。四十多年间，宅i-方志士仁人以为国树人为宗旨，倡导办学，捐

资出力。莱阳二小办学3 o余年，培养出一大批思想进步、学有真才

的画家建设人歹j‘，不少的已成为国家栋梁、世界知名人士； 南海

中学颠沛流离办学5年，先后招收师范班5级、547人， 初中班

6级、7 72人，举办教师培训班和速成师范班3期、1 5 0人，为国家

培养人才一千多名，他们分布在党、政、军、工、商、学各条战线

上，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有的甚至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国家透入和平建设时期，

为办好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广大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力国

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托自j人才。近五十年共毕业初中24级、学生488 1

名，毕业高中29级、学生6653名，为高一级院校输送新生569 1名。

如今，一中毕业的学生遍布全国各省、市、自j当区，世界20多个

匡家和地区有一中毕业ij学生在无：里深造和工作。在党、政、军、

工、商、学各界工作的一中毕业生，有的已居要职，有的有重大i々发明

创造。’

花木竞芳添秀色，桃李争艳沐春风。八十六年，一中学生遍天下，

这是一中的光荣。改革开苁，为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辱，也

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菜西一中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

祖国的繁荣昌盛再添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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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 908年

， (清光绪三十四年)．

卢西两等小学由义谭店村解国钧捐资创办。

1 91 6年
．

(民国五年)

卢西两等小学改为莱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学罚由初等5年、!

高等4年改为初等4年、高等8年。 ．

‘1 924年

(民国十三年)

莱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改称莱阳县立第二完全小学(简称莱阳

---4、)。学制改为纫级4年、高级2年。

1 92S年

。f；七圄一}五年)

霉爰·笔蒗旧县：高对党j郅在蒹阳二}、组建。

-{。12S年

(受国十七年)

菜j写二小蠢jlL。．薯筝雨亭：旁逝，其子译文：_j{4接j壬。
‘

1 9 51年
’

(民国二十年)

莱阳二小拆除卢西寺大殿，在原址建二层砖瓦楼旁一栋，

为纪念解雨亭病逝三周年，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可思源、莱阳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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