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欺峙多9
燹耋I!存￡蝙

Il@_5∞I
N
o

o∞一



《银川二十四中校志》

编纂委员会

主 任：吴建春

副主任：李玉海吴 晓王艳霞李生铭

顾 问：魏广辰温力田解景荣杨荫轩

武再文郑尚礼孙安民

主 编：吴建春

编 委：李玉海李生铭何 明马学明吴国伟

王汉国 倪丽

责任编委：李玉海李生铭

执笔编委：吴国伟 李生铭

校 稿：崔玉娥倪．丽

封面设计：孟豫宁

排版印刷：九色鹿彩l；p 6035568



序

韶光流转，盛世如约。在2008年金秋季节，我们刚刚送别奥运盛典，又

迎来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建校50周年华诞。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也是全校近3000名师生及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学习过的人们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

五十年沧桑砥砺，风雨洗礼；五十年栽桃育李，春华秋实。一代代贤师

学子用智慧与汗水谱写了一曲曲华美乐章。

栉风沫雨的50年，学校在兰州铁路局、银川市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秉承现代教育的办学理念，传承前辈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艰苦

创业、励精图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执教思想和人文精神，创造和积累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块土地上，作为学子，我聆听过前辈们的教诲；作为师长，我站在

三尺讲台向孩子们讲述我的理想；作为学校第一管理者，我为学校的发展呕心

沥血。故对修《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校志》之事，昼萦于心，夜思于梦。铁肩

担道义，众手著文章，在众多志士仁人的努力下，盛世修志，总有大成。把一

部《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校志》，呈现给一代代学人校友，以了几代人的宿

愿。

抚卷遐思，感慨万千。一部校志无不印证着建校50N年教育发展的光辉

历程和创业的艰辛；无不印证着全校教职员工以教育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以

培养人才为荣，一身正气，教书育人为师表，共誓同心振中华；无不印证着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兰州铁路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学校的关怀和支

持；无不印证着学校桃李满天下，英才处处有的辉煌业绩。

历史，它给先行者以追忆，给后来者以启迪。《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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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遵照实事求是的态度，按

照“准确、精编、严审”的方针，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人文性，资料性

相统一，以起存史、借鉴、教育的作用。

二、本志年代断限，上溯1958年建校，下限断至2008年。

三、本志以建校50年的发展变化为记述内容。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例编撰，首章概述，大事记为此志之全貌和纲络。

主体为章节式，以时分章，纵排横述。根据实际需要将一些文件、图表、照

片、史料以附件形式附于志中，方便阅读，了解学校发展经络。 ，

五、本志文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文字通顺、朴实、简明。述而

不记，褒贬于事实之中。

六、本志时间、地点、人名称谓。时间以公元年，地名以标准化地名为

准，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辞。

七、名师篇以历任校长，负责人和获得国家、铁道部、宁夏回族自治区

授于荣誉称号为起点，获市、路局级以下荣誉者列表介绍。

八、校友风采篇分类列人，类设标准，如学者以副教授为起点，其它师

生列于教师名录和校友名录。

九、为佐证本志中记叙史实，志尾附表刊登老领导、老教师、老职工回

忆文章。

’十、校友文萃属个人文字，

本志无关。

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文中涉及的人与事与

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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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银川火车站西侧。学校

创建于1958年lO月，原名为银川铁路运输学校，为中等专科学校，附属两个初

中班，始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管辖。1961年后，按照国家整顿、调整的方

针，宁夏铁路运输学校下马，更名为银川铁路职工子弟中学，隶属兰州铁路局

管辖。1973年设高中部，学校成为一所全日制中学。2003年铁路深化企业改

革，银川铁路职工子弟中学交由银川市教育局管辖，更名为银川市第二十四中

学，成为银川市教育局直属完全中学。

50年来，银ills．十四中学培养了20685名学生，其中初中毕业生13823名，

高中毕业生7835名，向高等院校输送了大批合格人才，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合格

劳动者。1982年学校被兰州铁路局列为重点中学和示范性高中。2000年以来，

学校先后评为“全国绿色学校先进单位”、 “全国读书育人特色学校”、 “自

治区精神文明单位”、 “自治区卫生先进单位”、 “自治区体育卫生工作优秀

学校”、 “自治区安全文明校园”、 “自治区双合格优秀(示范)家长学

校”、“自治先进职工之家”、“自治区德育示范学校”等国家、自治区和银

川市政府授于的50多项荣誉。

学校占地44772m2，现有52个教学班，学生2800多人；拥有初中、高中2座

教学大楼，1座实验大楼、1座综合楼、1座学生宿舍大楼，拥有300米跑道、标

准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足球场等体育设施。拥有1座多功能阶梯式

大教室，有9个理、化、生物实验室，3个语音室、微机室，16个多媒体教室，

教学仪器设备达到了1类标准，学校图书室藏书近6万多册，设有教师阅览室、

学生阅览室，有学生食堂、宿舍等生活设施，学校卫生设施达标。拥有一套包

括电影放映机、摄像机、电视编辑系统等设备的电化教学设备，是兰州铁路局

乃至银川市首家使用电化教学手段的学校。

学校有教职512 184人，其中专业教师176人，中学高级教师47人，中学一级

教师77人，中学二级教师52人，其中国家级优秀教师1人，区级骨干教师1人，

全路、自治区级

铁道部劳动模范

骨干教师10人，

人。。2007年校

优秀教师2人，银川市骨干教师3人，市级优秀教师20人，获得

称号，火车头奖章2人，兰州铁路局学科带头1人，兰州铁路局

教学能手12人；银川铁路分局骨干教师29人，教学之星3

长吴建春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佳校长”，西夏区“明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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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荣誉称号。(注：学校教师在移交之前没有纳入区，市骨干教师评定行

列，移交前按铁路评定序列)。

学校党、团、队组织健全。设党总支书记1人，党支部书记3人，专职团委

书记、大队辅导员1人。学生会主席1人。校长1人，副校长3人，下设办公室、

教务处、政教处、总务处及教研组、年级组。教师党员58名，占教职工总数的

31．7％。教师学生团员有1 151人，占全校总人数的41％。

50年间，学校发展经历了初创、艰难、恢复、巩固发展、创新进取5个时

期。经历了地方政府移交铁路企业，铁路企业移交地方政府的两个历史阶段。

可谓是困难和考验共存，机遇与挑战同在。

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是西北铁路建设时期成立最早的学校之一。它的成立

有较深远的政治、经济因素。首先宁夏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在旧中国是一个

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二是宁夏地处内陆，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1958年

包兰铁路通车，为宁夏打通北与首都北京，西与兰州相接的通路，为宁夏社会

发展，经济建设注入了活力。随着铁路建设的高速建设，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

及一大批铁路职工家属落户银川，宁夏铁路运输学校及附属初中便应运而生。

这是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建校的基础。学校的开拓者们于荒草野滩之中，辟地

建设，使学校卓立于世50年。

此间，学校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一是1973年高中部的

设立；二是2003年学校由企业交由地方管理。前者表示学校虽然经历了千难万

折，最终成为一所完全中学，前辈学人功不可没。后者表示学校进入一个大教

育格局，面临挑战，需要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战略和智慧，为学校今后的发展

筹谋定计，奠定基础。

学校初创的8年期间，在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背

景下，虽然有完善的教学机制，敬业的教师，苦学的学生，但在突出的政治、

社会环境的干扰之下，原定教学教研工作得不到落实，教学质量必然要受到影

响，附属中学毕业生考上高中廖廖无几便是明证。

10年动乱开始，学校遭浩劫，教师受冲击。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

线”，树立“白卷英雄”，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学校教学秩序

混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一批批初中毕业生先后插队到农村接受“再教

育”，10年间学校面貌没有多大变化。年轻的学校遭到空前磨难，受害最深的

当数那些志存高远，心怀憧憬的少年学子。他们失去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

会，他们的人生也被改写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在事业上虽然有所作为，

但在他们的人生中，无疑是一个悲剧。

举国欢庆。短短几年，学校在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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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政策指导下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加大了管理力度，校园面貌为之一

新，教师学生精神为之一振，中考、高考成绩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高，

学校的各项工作走在兰州铁路局教育系统的前列。

自1982年之后，学校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社会大环境下，不断加

强教学教研工作力度，促进教学质量，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连年递增，一些优秀

的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大学，使学校声

誉大增，铸就了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高考历史上的一段辉煌。

在学校教学质量提高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严格遵循党的干

部政策，选拔年轻、有朝气、有能力、有知识、敢干事、能成事的年轻干部担

任学校的领导职务，学校先后选拔了刘巽安、高一萍、黄纪莹、吴林、吴建春

等人担任学校领导，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组织保证。二是注重发挥老教师学

识深厚的特长，涌现了任奉天、茅彭年、刘锡珍、周学贤、朱兰梅、武再文、

郑尚礼等名师，注重培养青年教师勤奋好学、勇于进取的精神。涌现出了李生

铭、黄纪莹、邵青山、王培琪、李保仓、张正玲等后起之秀，从而为提高教学

质量提供了知识保证，实践证明两个保证是学校发展创新的重要支点。

学校十分重视学生德育工作，积极开展德育的研究工作。精心选派素质全

面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积极开展提高学生素质，增强身心健康，陶冶情操

的读书、讲座、知识竞赛、征文、演讲等活动。除了召开春秋二季运动会外，

组建了学校田径队、排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篮球队等运动队，广泛开展

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为展示校园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学生个性特长提供了

平台。近年来，学校十分注重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法院、公安机关结成法制

共建单位，经常邀请法律界人士给学生举办法制教育报告会和讲座，开展中学

生模拟法庭活动，使学生树立了浓厚的法律观念，学校也成为普法先进单位。

2002年学校领导班子换届，吴建春担任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李玉海、

吴晓、王艳霞担任副校长。这一届领导班子年轻、有朝气。

在面临学校移交更名的重要历史阶段，他们审时度势，突出办学特色，确

立了“全员育人”的德育理念。花大力气构建素质优良的德育管理队伍，完善

了各类德育管理制度，形成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学校全

面推行素质教育，狠抓教学质量，严格教学教育管理，学校教学质量稳中有

升，教学规模不断扩大，几代人做大做强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的共同心愿正在

逐步实现。

一个厚德载物、团结诚信、和谐向上的一流学校必将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

力下，高歌奋进，勇创辉煌。

莎汐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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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Ill--"十四中学校大事记
(1958年一2008年)

一九五八年

lo月，由自治区人事厅抽调10余名干部，筹建银川铁路运输学校，李庆

霖同志任组长。

一九五九年

4月，学校派人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招收学生100名，开设两个铁路

运输专业班。在银川市东校场租用民房做教室、办公室和学生宿舍。

9月，根据兰州铁路局决定：银川铁路运输学校、兰州铁道大学与天水铁

路技术学校3所学校合并，更名为兰州铁路天水专科学校。银川铁路运输学校

随之迁至天水，师生全部编人该校工作、学习。

一九六零年

5YJ，根据天水市委市政府号召，各机关、团体、学校到中梁山参加修水

库抗旱，学校抽调银川两个班学生及教工，由回景明同志带队开赴抗旱第一

线，历时一个月，天水市委政府授予锦旗。

7月，根据兰州铁路局指示，决定成立银川铁路运输学校附中班，招收初

一学生60名。

8YJ，银川校舍建成，全部教职员工及学生由天水迁回银川，李庆霖同志

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胜同志任副校长，回景明同志任教导主任。

9月，银川铁路运输学校招收运输专业二个班，会计专业一个班，共计

3个班。

一九六一年

“双反运动”重点单

学工作。

指导下，兰卅I铁路局

子弟中学。李庆霖同

年级两个班，初三年

#、鹫鳖鐾嚣蒸攀警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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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

3月，以孙云圃同志为组长的兰州铁路局工作组，进驻学校整顿校风。

7YJ。银川铁路职工子弟中学第一届初中生毕业共计50人。

一九六四年

3月，李庆霖同志调西宁分局工作，魏广辰同志由兰州铁路局调入银川铁

路职工子弟中学任校长、曹长寿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一九六五年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在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指导下，认真抓好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的教育工

作。

9月，在校长魏广辰的带领下，武再文、孙安民、任奉天、王稚罗、王乐

善、回景明等教师，到北京第二炮兵学院参观军事器材直观教学展示。

9月，学校招收初一年级四个班共计200名学生。

11月，张宗礼同志担任校党支部书记。

一九六六年

5月初，全国开展批判“三家村”活动，随后学校发动师生，开展“四

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揪“黑帮”、批“三家村”、抓“牛

鬼蛇神”等活动，对学校领导和教师按家庭出身、政治表现排队，学校教职工

人心惶惶。

5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后，银川

铁路分局派杨林同志担任工作组组长，带领两名干部进驻我校指导“文化大革

命”工作。

6月，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干扰，学

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的领导和部分教师被错定为“牛鬼蛇神”、 “黑

帮”、“走资派”并被批斗。

月底，工作组撤离学校。

8月， “八·一八”毛主席首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学校分三批选

送几个老师带领学校红卫兵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学校分配郭俊明、杨荫轩

老师负责两个组接待外地来宁串联的红卫兵，直至串联活动停止。

一九六七年

受自治区“1．27”非法夺权影响，学校教师、学生分别成立各种战斗队，

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派别斗争。

6Yl，受武斗影响，交通中断。学校派郭希贤、杨荫轩老师护送中卫、甘

塘地区住校学生回家，途中遇到两派武斗，郭希贤老师慌乱中落人唐徕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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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遇难。

一九六八年

3月，银川铁路分局批准，学校成立革委会。任命魏广辰同志任主任、严

裕祥同志任副主任、李国栋同学任副主任。

4月，由银川铁路分局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宣队进入学校，后来改由工

务段派出人员组成，学校也改由工务段负责管理。这时，学校开始进行“清理

阶级队伍”，部分教师受封批判。

7月，张建平、刘汉顺、刘克明、王立增、黄智河、刘正俊、郑玉章、宋

尖生、芦炳奇、张慕刚同学考入天水司机学校。

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0月10日，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

蒸 11月，为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

孽||{：¨。 要”的最高指示，六六、六七届大部分学生和六八届个别学生下乡到宁夏海原

饔 县贾垧公社，年底部分学生在石嘴山尾闸公社下乡，个别同学回乡参加劳动。

紧办多秒 一九六九年

岁“．慧 1月，学校革命委员会派武再文同志送第二批上山下乡的学生去宁夏海原

萎 县城关公社插队落户，并带领“毛泽东思想盖传队”到海原姜云磊云鑫；薹条
浮 一批上山下乡的学生。

懑 4月，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到贺兰电机厂、银川亚麻厂、通用机械厂、

黧 新城力车厂、工具厂等工厂工作。

鬻 一九七零年瓣 一几屯零牛

薹 3月，六九届初中生毕业，大部分学生分配到铁路工作，个别同学分配到，Ⅲ

中 地方厂矿工作。

志 3月，学校由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学制改为初中两年制。

活动”。

田庆丰老师为领队，

学制为二年。



一九七三年

银川铁路分局党委决定银川铁中归属银川分局管理。银川铁路分局任命

孙云圃为革委会主任、魏广辰为副主任、陈鸿兴为教导主任、张小梅为政工组

长、赵杰为政工干事兼团委书记、谭西华为总务主任。

一九七四年

5月，银川铁中教学楼开始施工，投入建设。

8fJ，初一年级招收10个班学生，学校针对只有5个教室的实际困难，采

用二部制教学，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

8Yl，银川铁中由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学制为“三、二”制，即初中

三年、高中二年。

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及学习“黄帅”活动，批判“师道尊严”。学校

个别学生受北京市小学生黄帅、辽宁知青张铁生“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三天

内把学校教室玻璃几乎全部砸烂。

12月，教室因无暖气，无法保持正常教学，银川分局限令银川房建部门

在3天之内把学校玻璃全部安装好，学校停课3天配合施工。

一九七五年

4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平吉堡植树。

5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插秧、薅稻子、开展学农活动。

9月，任命魏广辰为革委会主任、朱军为革委会副主任、丁振发为党支部

书记。

9)1，为落实毛主席“学生不但学工、学农、也要学军”的指示，由校革

委会主任魏广辰同志带领十几名教职工赴芦花台建设校办农场。全体参战职工

奋战1个月，修建18间土坯房，平整土地近40亩。

10月，学校组织学生到银川通用机械厂、银川服装厂、银川橡胶厂、银

川火柴厂进行学工活动。

12月，学校初一年级搬人新教学大楼上课。

一九七六年

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全校师生悲痛万分，纷纷向党支部投

书，表达怀念之情。学校高二(2)班在高振家老师的主持下，班里设灵堂，

全班师生悼念周总理。

3Y／，新的教学大楼竣工，投入使用。

9月9日，毛泽东主席因病逝世。全校师生悲痛万分，学校设灵堂，师生

守灵悼念。

9月18日，银川铁中师生参加银JI

汐。。帮缸Ⅳ，◇滋藤潍然麟蠖鬣F匿扣交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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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10月9日，全校师生参加银川铁路分局组织“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

一九七七年

5月初，王志新老师组织初三年级全体师生分期分批到芦花台农场劳动，

历时一周。

6月，银川铁中校办工厂“火车头牌”电池、鞋油、胶水正式投产。

11月中旬，分局党委宣布命令，撤消银川铁中革命委员会，任命魏广辰为

校长，程志仁为党支部书记，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育教学秩序开始稳定

一九七八年

6月26日，武再文、陆士琳、刘同吉、李生铭等老师带领地理兴趣小组学

生10余人到中卫沙坡头考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学校本着

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思想，从初一到高二都组建了重点班，选派精兵强将担

任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武再文老师组织成

立地震观测小组，获得了社会好评。 葶

一九七九年

1月，银川铁路分局任命回景明同志为校长、温力田同志为副校长、程志

仁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刘巽安同志为教导主任、解景荣同志为副主任。

7月，我校高中毕业生首次参加高考取得了好成绩，考上大学37人，列新

城区第一。高一年级5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蔡少步同学考入清华大学机械

系。初中重点班学生参加中考，取得升学率100％的优异成绩。

一九八零年

3H，校办工厂生产的胶水、鞋油、幻灯机投入市场，取得了良好的效

益。

4月，学校在银川分局支持下，修建了单砖围墙，结束了没有院墙的历

史，提高了校园安全保障系数。

7月，八零届学生参加高考，李延玲同学考入清华大学。

一九八一年

5月，学校派教师吴保奇到大武口参加“电影放映技术学习班”。6月，

学校开设电化教学课，为学生放映教学片，同时购置了十多台幻灯机，开展电

化教学。

林考入北京大

济大学。

制，即初中三

蹙四≮



年、高中三年。初、高中教学班共计44个，学生2400-余,人。

11月，银川铁路分局任命温力田为校长、解景荣为副校长、刘巽安为教

导主任、高一萍为副教导主任。

一九A--年

3月25日，全区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在银川举行，李

生铭出席了会议，受到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

4月，学校与空军驻宁部队达成文明单位建设协议。

7月，82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考人大学有72名学生。其中池小宁考入清华

大学、杨玉珍、张钰清考入同济大学。

8月，高中新生入校军训两周。

10月，全校师生步行到贺兰山机场参观，学生为官兵表演节目。

1 1月，学校组织学生参加银川市体育比赛，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其中乒

乓球队获冠军。

12月，银川市召开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银川铁中派五名教师

代表出席会议。

一九八三年

由于社会治安比较差，社会青年经常到学校骚扰，严重影响教学秩序，

学校多方协商，与银川铁路公安分处签订了警校共建单位。

9)1 27日，学校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秋季运动会。

10月，学校请本校毕业生夏沈东同学到学校为在校学生做英模报告会。

(注：夏沈东入伍后，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表现英勇，曾立三等功)。

11H，刘娟老师在初一年级进行了作文教学改革，并刊印了银川铁中第

一本学生作文集。

一九八四年

1月，银川铁路分局任命刘巽安为校长，李建民、高一萍为副校长，解景

荣为党支部书记，王志新为教导处主任，吴宝奇为总务主任。

7月，学校首届三年制高中生毕业。本年高考成绩突出，银川铁路分局对

此进行了表彰，对有突出贡献的任奉天、陈兴开两位教师晋升一级工资，并优

先分配住房。其中陈坚同学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周塞军同学考入北京大

学、周赞艺同学考入复旦大学、王淑宁同学考人南京大学。

一九八五年

兰州铁路局电教现场会在银川铁中召开，本校的电教工作名列自治区前

茅，被兰州铁路局命名为电化教学先进单位，吴保奇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

7月，八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银JI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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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考入北京大学、吴鹏考入天津大学、范晓东考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

9月10，全体教师参加学校大会，庆祝首届教师节。。

lo月10日银川铁路分局组织普教系统“标准化技术业务竞赛”，刘锡珍获

第一名、李生铭获第二名、冯鹏展获第五名。

lo月，高三年级何立滨同学参加全国数学竞赛获得宁夏赛区第三名。

一九八六年

5月，学校成立了微机小组，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辅导教师为马辅贵

教师。

7月，八六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考人大学共计89名学生，李生铭、刘锡珍

老师受到银川铁路分局晋升一级工资，并获优先分配住房一套的奖励。

一九八七年

6月，银川铁中建立了第一间微机教室。

9)1，银川铁中家属楼竣工，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9月，银川铁中首届职称考评小组成立。校长刘巽安为组长，副校长解景

荣、高一萍、李建民为副组长，王志新、武再文、任奉天、陈兴开、郑尚礼、

刘锡珍为评委。银川铁路分局聘请郑尚礼、武再文为评委。兰州铁路局聘请任

奉天、孙安民为评委。

10月，学校微机小组学生主办的《微机小报》，参加全国比赛，黄琛同学

获全国一等奖；王克、缪开济、武致平、郭保胜获三等奖。

11月，银川铁中建立工会“职工之家”，由于工会工作业绩突出，受到银

川铁路分局工会表彰。

一九八八年

学校学生和教师的美术作品多次在自治区银川市获奖。在银川市首届学生

美术作品展上我校有数件学生作品分别获一、二、三等奖，并获集体组织奖。

4月，在银川市教育系统乒乓球比赛中，银川铁中荣获团体第二名，3位教

师获个人奖。

5月，高二年级六名班主任带领300余,名学生到银川蔬菜食品仓库捡蒜苔劳

动一周。

6月，首次教师职称资格评定聘任工作结束，六名教师被聘为高级教师，

42名教师被聘为一级教师。

7月，八八届毕业生参加高考。黄滨鹏同学考入清华大学。

9JI 16日，在铁中小礼堂举行三十年校庆大会，银川铁路分局领导及各站

段领导、全校师生参加了庆祝大会。

10月，学校被全国铁道团委命名为“美育之花”，高一萍副校长和孙安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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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获“美育园丁”称号。

10月，银川铁中教导处被兰州铁路局教育处评为“优秀教导处”。

一九八九年

“八九”动乱期间，全校师生坚守工作岗位，没有一名教师、一名学生

参与游行、张贴标语等活动。

7月，八九届毕业生参加高考。郭保胜同学考入厦门大学、李忠东同学考

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9月10 El，在第五个教师节里李生铭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一九九零年

5月，李生铭荣获铁道部火车头奖章。

8月，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兰州铁路局体育运动会，学校全体参赛选手发扬

唯先是夺的精神，荣获中学组第一名。 10月，银川铁中学生代表自治区到广

州参加全国微机知识和技能竞赛获优秀奖。

11月，学校被银川市评为“卫生先进学校”。

一九九一年

8月，银川铁路分局任命吴保奇同志为副校长、孙建华同志为总务主任。

10月，胡海平同学在第八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获宁夏赛区三等奖。

11月，银川铁中被评为“自治区卫生先进单位”。11月，学校学生代表

自治区到厦门参加全国微机知识竞赛获全国二等奖。
一 一九九二年

5月，学校参加银川市中学生运动会获团体第六名。

9月，周胜昔同学在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中学生力学竞赛中获宁夏赛区二

等奖。

一九九三年

1月，

3月，

黄纪莹同

4月，

属加工厂

10月

4月，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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