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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ＡＡ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地处禹州市远航路西商贸段，其前身是禹州市历史社会力量办学最早

的佳丽服装专科学校。２００３年经过改制更名为 AAA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２００６年被教育主管

部门批准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并同时开始招三年制中专学历教育学生。 

目前，学校占地２８亩，拥有五层教学大楼一栋，四层学生公寓一栋；运动场、电教室、学生

礼堂、琴房、舞蹈排练厅等设施一应俱全。现开设有计算机、焊工、汽车驾驶、电子电器、消防保

安、幼师、厨师、数控机床等十余个实用专业，并有实习基地五处。在校学历班学生 146 名，短训

学员 189 名，出外实习学员 59 名。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学校高薪聘请专门技术人员及大中专院校毕业 2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2 名，

中级职称 3名，高级技工 6 名，组成高水准教师队伍。不仅如此，我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办法，

对所有在职教师进行培训。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得以适变革的社会及市场而进行教学。 

近年来，我们不断探索，走出了具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以幼师为主打品牌，电脑、电焊为两翼，

厨师专业为后续的强项专业。因此，我们先后被授予和获得如下称号：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阳光工程

示范基地、许昌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禹州市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处、禹州市先进培训机构、

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优秀学校等。 

联系方式：0374—8225339 

15937458779 

鄢陵县柏梁镇一中 

鄢陵县柏梁镇第一初级中学，地处 311 国道北侧，西傍柏梁镇，东依县城开发区，南接花卉园

区，北靠生态旅游专线，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学校占地面积 36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396平方米，

硬化绿化面积 3600 平方米。总投资 450 万元。学校拥有图书室、实验室、微机室和多媒体教室，处

处显得出现代教育气息。学校现有 18 个教学班，在校生 1000多人，教职工 92 人，任课教师 63 人。

中一、中高职称教师 42 人，35 岁以下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75%，拥有一支素质高、能力强、奋发向上、

年轻有为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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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创建于 1994 年，建校以来，学校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首、教学为主、依法治校，严谨

治学”的办学思想。树立“一切为了学生和教师的发展”的办学目标，恪守“团结求实、勤奋进取”

的校训，倡导“敬业、求实、爱生、严教”的教风和“勤奋进取、文明守纪”的学风，领导班子狠

抓科室管理和教育教学改革，提倡并深入开展素质教育。在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率先实行“全员竞

聘上岗制”，鼓励教师积极学习，提高技能，科学的管理方法，赢得社会的认可。 

第九章 历史名人 

吕不韦 

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人。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

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

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子 

中国战国时期（前 275-前 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战国时期韩国阳

翟人。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张良 

（约前 251—前 186）字子房，阳翟人。汉初三杰之一秦末农民战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

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司徒。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

期间，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都为

刘邦所采纳。汉朝建立，封留侯。 

晃错 

（前 200--前 154 年）颍川人。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

囊”。汉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

粟。吴、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景帝错杀。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爰

盎晁错传》等篇。晁错（死于公元前 154 年）也是献身于帝国大业的政治家，他在公元前 155 至前

154 年曾任帝国三个最高职务之一的御史大夫。据说他个人曾使《书经》免于亡佚，所以他不能绝

对地被描述为反儒家的人。他比贾谊更坚强，是一个能有条理和系统地分析当时问题的务实的政治

家。他劝景帝勇敢地对付诸王的挑战；他总结了影响与匈奴关系的战略和战术；他力主采用为国家

增加农业生产的措施。与贾谊一样，他也很清楚秦的错误和缺点。 

陈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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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组 

曹组，北宋词人。生卒年不详。字元宠。颖昌（今河南许昌）人。与其兄曹纬以学识见称于太

学，但六次应试不第，曾著《铁砚篇》以自见。宣和三年(1121)始登进士第。历任武阶兼阁门宣赞

舍人、给事殿中等职。曾官睿思殿应制，因占对才敏，深得徽宗宠幸，奉诏作《艮岳百咏》诗。约

于徽宗末年去世。曹组的词以侧艳和滑稽下俚著称，在北宋末曾传唱一时，浅薄无聊者纷纷仿效。

但在南宋初却受到有识者的批评，甚至鄙弃。他的儿子曹勋为他编刻的集子,在高宗时便有旨下扬州

毁其板(《碧鸡漫志》卷二)。从他现存词来看,确有不少侧艳之作,如〔点绛唇〕密炬高烧、〔鹧鸪

天〕辇路熏风起绿槐之类。但他还有一些词描写其羁旅生活，感受真切，境界颇为深远，无论手法、

情韵，都与柳永词有继承关系。至于他的〔青玉案〕以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对照写出

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则下开元人马致远〔天净沙〕那种笔调、章法。滑稽下俚固有其

庸俗的一面，但语言生动、构思奇特、手法新颖，也还是表现了作者企图把词从高雅凝重中解放出

来而作的尝试。如〔渔家傲〕的睡觉只疑花改岸，抬头看，元来弱缆风吹断，则已接近于曲，显示

出词的演化趋向。《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曹组《箕颍集》20 卷，今已不传。赵万里辑有《箕颍词》,

收入《校辑宋金元人词》中。  

第十章 隶属县市 

许昌市辖 1区 2 市 3 县（魏都区、禹州市、长葛市、许昌县、鄢陵县、襄城县），面积 4996平

方公里，现有乡 43 个、镇 35 个、街道办事处 20个、行政村 2250 个、居委会 167 个。 

魏都区 

魏都区是许昌市唯一的市辖区，是许昌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区总面积 88 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 36 平方公里，辖 12 个办事处，97 个社区居委会。全区总人口 39 万人，有 17 个民族，

汉族人口占 96%以上。少数民族主要有回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壮族等。 

历史 

魏都区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远古时期，东夷族部落酋长许由率众耕作于此，故称为许地，

周朝时候被奉为许国。秦统一天下后，被改为许县。东汉末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许，公

元 220 年，魏文帝曹丕建立魏国，因魏的基业昌盛于许，许县就被改称为许昌，后人也称为

魏都，魏都区的名字就由此而来。作为三国文化的发源地，魏都区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