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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杜雪庆(左三 )
副校长 : 常玉斌(左二 ) 王保林 (左四)

李振军 (左五 )

纪检书记 : 王太明(左一 )

会主席 : 冯成铭(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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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杜雪庆

副校长 : 常玉斌 王保林

纪检书记 : 王太明

会主席 : 冯成铭

各科室领导 : 韩培银

宋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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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寓意说明

校徽整体设计为圆形，犹如动态车轮，象征漠县一中一路脚踏实

地稳健走来。 色彩基调鲜明亮丽。 蓝色象征科学、先进、严谨，代

表溟县一中严谨的教学态度与与高质量的教学水准:红色象征热情

与活力;绿色象征树苗育人。 图案中问是古都朝歌"Z . C" 的英文缩写 ，

又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寓意爱好和平也热爱祖国 o 1906 是学

校的创立年份，书本图形喻学子们在多彩的书海里扬帆航行。 "博

学精思，自强不息"是为校V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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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县一中校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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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成铭

李宇鹏

邢焕军

苏瑞金

王太明

李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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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合文

李振军

宋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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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林

魏文礼

宋树国

染中元

任:杜雪庆

副主任:常玉斌

员:韩培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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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县一中校志编篡办公室

杨春海王洪↑色王常勋高根华

任:常玉斌

员:王建华成

溟县一中校志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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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杜雪庆

副主编:常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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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说明

盛世11爹忐，白古尽然，因余年历史之洪县一中亦然。校志且小书 -{言，然徐徐阅

览，心扉可豁:校志国史融容，息息相关。以志革|、史，彰往察米，可知兴悍，叮H{j{，'智，

rTf启后人。

泯县一中讲|深洲远。于 1906 年创建于某销书院与文庙旧址， rJ才谓惧县师范传习所，

后儿经易名为现出县第一中学。风雨百余年，德化之风犹存，桃李月香还浓:如今，

星移斗转，形势愈好，继往开来，成就愈多，故名 IlfJj胆地。

泯县一中学子芸芸。立校百余年，苔萃当地英才而育之。朝歌名士，多受业于斯:

白.~风蝠，频现一中校友。莘莘学子，犹树木之种籽， 飞播天 f" ，拔地参天，荫滋一

方热士，然其根植朝歌沃野，皆/其母校甘露。可谓根深叶茂，泽被广原。

;其县一中底蕴深厚。原者四也其一承传民族儒学，脉络悠远，内功高1米，校风严谨，

一以贯之;其二师资雄厚，名师芸聚，术有[专长，师德高尚:其之桃李集，翘楚济济，

造福乡土，建树斐然;其间设施精良，物尽其用，学练研习，各有其所。

泯县一中秀色可餐。楼群耸立，高矮错落:场11i教室，恢宏大气，造别致，色

调和谐，乃建筑夫也。梧桐交通，兰桂枝繁，青草菌国:白花织销，蝶飞叫啼，

盎然，乃生态美也。橱窗标语，成诗文歌赋，或名言箴话，遍布校区，乃文化美也。

助人事迹，频传不穷，感动校团，修，心进德，乃品行美也。四美辉映，相得益彰，诚

读书之乐士，育人之圣地啊!

《泯县一中校志》忖梓之时，迫背视今，忏!感交集。 '111 勋绩，口成既往:

再续精彩，仍须奋斗。盼吾同侨，焚膏继辱，使时年之名校，占二杏71<.驻;仰 .1卡之大业，

昌盛不竭 O

杨春j每

2016 年 8 ) J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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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杜飘香之际 ， J改悉《民县第巾学校志》付梓。盛世修志，

、县政F{J战全县人民 IpJ你校致以热烈的祝贺。

;其县一中历史悠久，州风沐闷百余载，

随时代的步伐前进，耕火相传，占监相继，

英才，创新工作，筑牢教育基业，力

人民钦敬。

桃李)j 千树，成传~tltt己。今天的i其县一中，虽占老又年青，朝气蓬勃，认真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保宗教育发展规律，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各项工作态势健康

快速，发展 rìíj果极其广阔。 <0具县第 ~rll '学校志》的问世，既为电程碑，又是新起点:

希塑你们以此为契机，前成优蝶，后而胜迹，继续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旗帜，不折不扣地贯彻习ili:平总书记"三严三实"的重要思想，发扬前辈育人精华，

光大先人乐教尚学精神，强力助推科教兴县战略，成为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满意、 ìJ:

社会称赞的学校。

天道酬助，丰B1占

;J<.攀高峰。

我i革代

;其

沙今生六 IIX, :cf:1'儿;<j主

，竭尽其力，叶灼"'1/\ JI~ , 

，卓然独江，厚德丰润，为全县

日唯
」

，
叫t:继往开来，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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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识县县委书记 王永青

2016 年 9 月 10 日



序

倏忽、间，离开惧县一中近三十年了，商春年少不再，两鬓己染霜华。这些年来，

虽经历多个岗位，为理想、奋斗，为国家效力，然而心系教育、酬报二中的那颗诚挚初

心须央未改。值<<~其县 A中校志》付梓之际，受编委会j敬请作序，既诚惶诚恐，又深

感慰藉。

!哼 《洪县→中校志》较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中变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份宝贵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中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盛事。
1空间 自公元 1906 年学校创建迄今，泪县一中风雨历程 110 年。一中是片沃土，文明的
日当

/~ψ\ 种子一经播下，就生了恨，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o 伴随时代的变迂，教育理念、

曰 方法、子段等因境而生，应时而变，然教育的才本立质尽在…大写的"爱"宇，且终始唯

f强虽

± 中人知行合…，务实重做，大力践千行了京质教商，以叽格健全，普于实践，勇于创新", 

\ 为立校兴教之魂，为杜会培养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贯献。一中的荣

耀将永载史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竖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定不移

地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千方百计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解决办学困难，促进

了全县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当前， ~其县经济、社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教育事

业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希望…中抓住机遇，锐意进取，不~初，心，继续前进，

加快培养各类优秀人才，为建设富裕、)字宽、和美的新泯县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目睹一中人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宵衣肝食，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新月异之变，不由人

不感叹:日月经穴，江问行地。翻阅案头近 40 万字的《溟县一中校志)) ，如春风拂面，

如心贴大地，欣喜之情洒满心|闯 o 中的进步让我们倍加欣慰，一巾的发展让我们引

以为豪。感谢出县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感谢社会各界的大力支峙，感谢识县一

中的包容宽厚，让我这个曾经的一中人又多了一处精神栖居之所。

毋庸讳言，出县」中办学的历史，是湛县教育史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洪县教育

史 t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惠民、大力发展教育

事业的重要历史见证!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让我们进一步发扬泯县→中的

光荣传统，光大→中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朝着既定的目标一路凯歌，一路前行!

衷心祝愿泯县→中的明天更加美好!

泯县教体周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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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水文化根植浸润，诗经遗风教化育人:百年风雨泽润桃李，世纪沧桑铸就伟业。

适值泯县一中华诞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们忆往昔，想未来，深感以史为鉴，长普救

失十分必要，故组织力量编写本志，旨在弘扬一中精神，回眸辉煌成就，总结办学经验，

再谱育人新篇。故而，命笔作序，感慨万千。

中源ml于古老的策销书院，从 1906 年农历 6 月 1 B 开办新学以来，己历经

，期间儿经变革，地罹苦难，黑易校名，数迁校址。先贤华路蓝矮，创业维艰;

后人苦心经营，规模始宏。

…百一个年来，从清末初创始，的经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后

的三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直到今天，一中办学的精神内核，为国家为社会

培养有用人才的职能，教职员工奋发向上的优良传统，一直得以延续，始终未变。历

史和现实证明，洪县一中造福桑梓的生命力之旺盛，相当道义的铁脊梁之些强，在全

省乃至全国林林总总的同级同类学校中鲜见。

一百一十年来，历届管理层深孚众盟，拼搏进取，悉心任事，手单思竭虑，风雨育化，

桃李芬芳，各有建树，可谓成绩辉煌。

, 中汲来文化泪水，

功德昭彰， j军步在:豫j七教育界确立了自

更是硬件强、质量优、声誉好、人气旺、

为洪县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不朽的贡献。

一百一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学有专长、术有专工、爱肉敬业、理念新颖、

素质精良、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们，或兢兢业业，尽瘁一生;或勤勤恳恳，百问不厌;

或讲解详明，指授精辟:或循循善诱，琢王成材;他们殊途同归，诲人不倦，辛勤地

耕耘着这片沃土，将自己的青春韶华无怨无悔地抛洒在这片热土上，执着地传递着"一

中人"这支接力棒，凝聚起强健的"一中精神"构建了先进的"一中文化"。我们

应该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口‘一十年来，山;可宽秀，桃李争荣，届届传接，生生不息。莘莘学子毕业后，

遍布塞南赛北，海内海外，有的从政，有的从军，有的从商，有的从研……奋发进取，

，成为华夏大地建设中的骨干和标兵，国家强盛的巾竖和栋梁。他们在实现

自身价值之时，也提升和传播着一巾的形象和名声。…中因他们而硝傲，他们为出

中而自豪。可谓人文与科学齐光，才俊共名校党辉。

惧县…中受惠':fml远厚重的殷商文脉，得忠于改革开放。今日又以全新面貌跨入

鼠
目
丁
叩
做
a
e

院精神，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滋兰树慧，

，在社会上树立了名校的品牌;如今

、特色鲜的河南省文明单位: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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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首先，自觉服务社会，坚持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确立了"先成人后成才"

的办学理念;其次，坚持走"依法管校、以德治校、科研兴校、和谐建校"之路，构

建和谐新型的校回环境和人际环境，加快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其三，建有教学楼、

实验楼、综合办公楼、学生公寓楼、生活综合楼和大刑综合体育场、宽内锦合体育馆

等楼群场馆，设有微机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捡室、生物实验室、图书室、阅

、艺术形体训11炼室等优良的教学设施。叮以说校风端正，

明:名师云集恶心耕耘:设备齐全，物尽其用 O 所以，人文深厚:

博
学
精
田
峪

这里是育人授知、发展智力的学园，更是发展个性、培养兴趣的乐园。菁菁校园里，

学生都能享受快乐的时光，每…一位教师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万千希冀，众望所归，我们深感重任荷肩，欲穷千里绘新|剖，还须凭高作远瞩。

未来之日，我们将勇敢面对机遇和挑战，励志进取，在教育天地里力谱兰慧飘香、群

芳吐艳的新篇章。

编篡志书，自古堪为善举，有"资政、存史、教化、励人"之功能:是艰巨而细

致的工作，是有最于教育发展的大事。厚厚的《洪县第山·中学校志>> ，浓缩了…中

存变迁的踪影，为在这块土地上岁岁年年躬耕奉献、教化培育民族精神的业者学者，

以及从这思走出去的一批批社会栋梁树碑立传，从而也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以及巾国梦的时代风貌。在此，我衷心地感谢在铺写工作中付出平勤劳动的问志们!

，权以为序。

自
强
不

识县第一中学校长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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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绕志书"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以史为鉴，以史为据，总其成，

通其络，审其实，控其度，分其流，润其色。

2、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学校所经历的改制前、改制中、

改制后二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为时间线索，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学校各个时期、各个

领域相关方丽的历史与现状。

3、遵循新志书体例，按市、节、目设计篇目，采用现代汉语(寻|文除外)客观记述，

只述不评，褒贬寓于记述之中:各章节交叉部分内容其他章节已有旧述，

渺及且无需变换视角、侧重点记述的，作注明"参见某章某节某目"处理。全书以志/、J 工，

兼用地、记、传、阁、农、朵、照片等多种手段存真记实。才又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学校

档案室和县档案局，同时从县教休局办、县志办、等部门搜集部分资料。还通过座谈、

走访、信函从有关知情人员搜集。

4、时间断限:上自 1906 年建校时起， f

延伸至 2015 年年末。

5、大事 ìcl收录学校建校以来具有重要意义、重要影响、重要历史价值，能够反

映本校重要变革发展情况、反映时代特征或首开风气的重大历史事件。

6、历任教职工名表收录全部教职工慕本情况，与"金牌教师风采榜"一样按姓

氏于母序排列。其余各类名表收录学校及相应部门领导 f二部职务及任职时间等情况，

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序o

丁、收求人物简介(归属于"记" )、传记(归属于"传" ) ，按入校时间先后排序:

援新志书先例，坚排"生不立传"原则，结合本校校惜，入传人物确定为对学校发展

叫人出贸i献的己故人物。获县级以 L机关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列名认。

校友中涌现的党政军商、文艺、科技各界名人或先进人物作简介，力求去藻饰，存本真，

单篇字数在千字以内。

8、章级附录收录本校具有重要文史价值的部分文史资料。教师、校友部分优秀

文艺作品，按参展、获奖或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南其中文学作品单篇字数在两千字以内，

确有收录价值的较长篇幅作品摘录处理，问一作者限收录一件作品(己作为学校;重要

文史资料收录的除外) ;书画作品灵活处理。

9、记述中涉及本校现用校名及以往曾用校名的，除特定语境外，使用全称。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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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修本志时止，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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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志使用简体汉字和规范标点符号。记述人物通常情况直书姓名，必要时可

冠以职务。

11、本志历史纪年、机关团体、职官等均用纪事时称谓。清朝时的纪月日仍采用

农历纪月日。民国年号括注公元年号，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u公元"二字均省略。地

理名称、数字运用、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出版行文统…要求(参照《出版物上数字用

泌的规定)) ((罔际单位制及其应用》等相关标准)执行。

12、米尽凡例在编篡过程中陆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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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山东麓，涛涛溟河水南岸，dJZ立着一座数千年不朽的名域一一溟县〈吉

朝歌)。她位于河南省北部，西枝太行山脉与林州市连山，东 I[伍溟;可与泼县共求，

北与鹤壁市毗邻，南与卫辉市接壤，总面积 567.43348175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21. 7%，总人口 26.9 万人，截止至 2014 年，下辖 5 千乡镇及 4 个街道。

漠县，古称沫 (mei )、朝歌，亦称鼓国、程歌、朝歌、 l隆漠，历史悠久。 3000

年前的商朝武丁大帝是朝歌城蓓的奠基者，有 4 位高朝啻王以沫为部，商纣王执政时

将沫改为朝歌。朝歌是《封神榜》故事的演绎地。纣王牧野战败后，和王后短己被埋

葬于漠河岸边。朝歌还是中国周朝最大的诸侯昌卫国的首都，也是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荆轩的故乡。周朝时，互匮都朝歌 831 年。春秋时期改为朝歌邑，黑晋圈。战国时期

属魏国……明朝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改漠州为漠县，景E辉府。 清朝、民国时

期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漠县因之，属安阳管辖。 1954 年漠县并入汤阴县，

1962 年恢复溟县建巅， 1986 年归属鹤壁审辖至今。

如今，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京广高铁、 107 国道纵贯全境南北，国家西气

东输工程、南水北资工程E傍县城市过。(<论语》中孔子说"殷有三仁焉押，即鼓末

太拥 (!R相)冀子，少用(亚梧)比子和那士(大臣)微子。春秋束战国韧时鬼谷子

(王禅)曾在;其县云梦由隐居讲学，开办中国第一座军校，培养出苏秦、张仪、孙旗、

庞涓等纵横家、军事家……这些让新时代的溟县魅力得到大宣传大彰显。"漠水千古

流， -1可诗赋唱九州:卫武修窒幽，六七贵圣居庭楼。"溟县历来就是人文奎萃之地，

崇教尚文之邦。教育方西:古代有私塾，晓清有归毡，民国初有了新式学校。琪县第

一中学就是在这片沃土上孕育，在这种背景下应势诞生和发展的。

漠县第一中学 2005 年以前位于县城文化路 30 号，占地 60 余亩。 2006 年起位于

县城云梦大道东段路南，占地 220 亩。她初名为"溟县部范f专习所"是时任溟县知

县王同文创办于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农历六另一日，有"全国百年老校"

和"全国德育名校"之美誉。建校一百一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革命和

建设人才，并向各级各类高等院校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其中学有所成的知名

专家、学者、教授以千数，有博士头衔者以言计，获硕士学位的比比皆是，这些精英

们正在国内终不同领域引领风骚，昭示着洪县一中深厚的文化教育蔬蕴。回顾;其县一

中 110 年的历程，在艰难中创立，在串折中发展，在改革开放年代踌飞。为重温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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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学走过的百余年历程，现分述如下:

一、初创阶段

清德宗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年)， "废科举、兴学堂"之风兴起。溟县知县

王同文首先在城内对旧式书院进行改良，于是漠县→中的前身漠县师范传习所这所中

等教育学校应运在光绪 32 年(公元 1906 年)农历 6 月 1 日，于某(篆、禄)药书院(文

庙)旧址创立。总理(校长)由知县王同文兼任，庶务由耿霞蔚兼任，杨且要良任教习

(教师)。招 1 个班， 20 名正课生， 6 名附课生，半年后毕业。清政府要求开设的课

程有修身(讲经学)、文法、算术、地理、理化、博物、农学、图画、体操等。但由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只办了一期即停办。

二、中华民国元年到日寇侵占漠县阶段

中华民国建立(公元 1912 年)后，民国政府迫于县内接受过新式优质师范教育的

师资严重缺乏，于是就在原校址接着办了一期，校名仍为漠县师范传习所，招生 1 个班，

30 人，毕业 30 人，学制半年。民国 3 年(公元 1915 年)再办一期，招一个班 30 人，

毕业 30 人，学制变为一年。民国 17 年(公元 1928 年)又招一个班， 30 人，毕业 30 人，

学制一年。

民国 18 年(公元 1929 年) ，师范传习所招收第 5 期学生，执行民国 11 年(公元

1922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圭戌学制》中的规定，学制三年，春季始业，校名

也改称"漠县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李春贵。直到此时，学校的运行、招生、教学等

才算走上正规。到民国 20 年(公元 1931 年) ，均招收 1 个班， 42 人。民国 20 年(公

元 1931 年)底第 5 期毕业，校名又改称"溟县县立初级中学"变为初级中学，开

始招收初中学生。开设党义、国语、英语、历史、地理、博物、公民、体育、音乐、

图画、劳作、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理卫生、职业科目和童子军

等课程。 1932 年到 1937 年，溟县县立初中每年招收初中 1 个班。 1933 年开始招收女

生，当时这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此段时间，学校初中一直保持三个年级三个班，学生

均在 120 人左右。 1938 年，漠县沦陷，学校解散，自动流散 3 个班。

三、抗日战争阶段

中华民国 27 年(公元 1938 年)日军侵占漠县。日寇为了麻痹和奴化漠县人民，

实现其长治久安，当年就将菜简书院东边的一部分改造扩建为文庙的一部分，建筑面

积与县衙近似。日伪县公署民政科内设立教育股。股长吴振周、原森负责筹建学校。

民国 29 年(公元 1940 年)底，在原漠县县立初中校址(菜药书院和文庙旧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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