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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引下，为了总结大竹中学的历史和现状，吸取正反两面的经验，深

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开创学校工作的

中学70周年校庆献礼。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们编写了《大竹中学志》，并作为向大竹

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实事求是地、较详

尽地反映大竹中学建校到现在的全部历程和重要史实，作为我校当前和今后工作的参考I同

时为后继者留下较为翔实的史料。

本志材料来源，以查档案资料为主，同时采访了一些口碑资料。对于资料的运用，尽力

做到：一是横不缺项，即反映学校全貌和特征的资料务求齐全，二是纵不断线，即学校

沿革力求表述清楚，学校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有根有梢，三是考证翔实，即资料来源须经核

实无误。

本志所书史实，上限1918年，下限1987年，前后凡70年。采取横排竖写的方法，遵循详

今略古，突出特色的原则。全志共8章，各章内容多少不等，史料多的按章、节、目排写，

史料少的立章不立节。采用记述体，记述人物直书姓名，不加褒贬，是非功过，寓于事实的

记述之中，不加评论。

本志《人物传略》，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选用曾在我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卓有成效

的已故代表人物，分剐列述。《革命烈士传略》，因资料缺乏，故暂选用了我校校友中10名革

命先烈的事迹。

本志对历史纪年，按习惯称谓，中华民国称“民国"在括弧内注明公历年号l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历年号。

大竹中学校名几经更易，本志简称“竹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大竹中学剖办乎19t8年舂，它是在新文化运动韵推动下，曲县贤达志士陈步武、王星垣等

倡议洪办钓。建校初，校址在竹城正东街禹主官。19∞年2月，风呜书院改建完竣，学校迁

入新址(鄢今址)。校名几经更易，先后称大竹县中学校、大竹县立初级中学、大竹县立中

学。1950年5月与大竹县立女子中学合并，命名为J{：l东馐大竹县第一巾学、州东区大竹中

学。1953年初，川东馐撤销藉，更名为四J11省大竹中学校至今。70年来，大竹中学已形成

矗严谨、求实、奋发、进取劳的校风。高初中毕业生达17800余人，遍及祖国各条战线，在

民主革命和建国以后各个历史村期，都作出了应有钓贡献。

大竹率学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在矗五四”运动中，学校师生与大竹县各界群众上千人举

行反帝反封建的榘会，游行示威。第一次国内革命哉争时期，学校师生在革命思潮影响下向

往革命，不少人前往广州、武汉等地投笔从戎。校友徐德，1925年秋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学习。是年冬i徐德加入巾国共产党，1930年7月任苏北红14军特派员并兼任师长，后英

勇牺牲。校友徐永弟，1927年眷)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投身予武汉工农运动的开

展。大革命失败后，徐永弟回蓟敞±，先盾在共青团四_}Il省委，江(江北)巴(巴县)中心

县委担任过领导工作。1932年1月，不幸被叛徒出卖，在重庆遇难。校友林孔唐，1923年春

考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5年弓月加入了共青困，19拍年参加搿三·一八矽爱国示威游

行，被葭动政府开枪杀害。抗战初期，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到竹串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

工作，并在!Iili生：肆I秘密发展党的组织，1938年成立了党的支部。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秘密

组织师生阅读‘‘新华日报强等进步书刊，举行读书座谈会，师生思想活跃。1946年，学校教

师要求增加薪资，维持最低生活，党组织立即组织师生罢课声援，开展“争温饱，反内战"

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校友徐永培等在农村积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组织川东游击支队，

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威震JlI东。1949年，大竹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大军围剿、搜

捕，永培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同一对期，校友张永昌，张盂晋、张文端等英勇牺牲于重庆

渣滓洞“11·27"大惨案。

建国后，大竹中学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学校建立了党、团队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和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教育质量不

断提高。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荚会，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奖状。十年浩劫中，学校领导和教

师受到残酷迫害，校舍设备、图书仪器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学校被定为四

川省10所重点学校之一，同时亦为地、县重点学校，1981年又被定为四川省首批4l所重点中

学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断端正办学指

导思想，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抓，好中差全面抓，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1983年学校被教育部、教育总工会表彰为“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集体，同年

被省、地、县命名为．“文明单位”。近几年来，在教职工中有23人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班

主任"、“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省优秀教师"、“省劳动模范”，“地区模范教



师”。学生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有一名学生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有一名学生评为全

国三好学生，有一个班评为省先进集体，一名学生评为省三好学生。有73名学生被评为地区

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422名学生被评为县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1981年以来，高中

毕业生升学率达60呖以上，初中毕业生及格率和升学率均达90％以上。未能升学的学生大都

表现很好，不少人是工农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专业户、地方行政优秀干部。学校体育卫生

工作也取得了较好成绩。1982年以来，省、地两次重点中学体育卫生检查均获优秀。1979年

以来，历年被评为省、地、县体育t先进单位。近年来，．学校有学生468人次代表大竹县参

加地区运动会，139人次代表达县地区参加省运动会，破地区纪录30人次，破省纪录9人次，

破全国纪录1人次。共获银盾两座，金牌40枚，银牌49枚，_铜牌41枚9有25名学生升入体

育院校，并为省体工队输送队员2名。现在，全体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良好，体育锻炼达标的

学生达98．3％。1983年分别被评为全国群体先进单位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单位，先后光

荣地出席了第五届全运会和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经验交流会。

大竹中学在1978年被定为省重点学校后，学校规模有所扩大，教学设备也不断得到充实

和完善。学校现有高、初中共30个班，学生1500余人，教职：E178人。新建校舍14941平方米

(其中：教学用房5884．3平方米，生活用房9056．7r平方米)0学校占地65亩，现有校舍面积

19291．1平方米，教学用房及学生寝室基本够用。但教职工宿舍短缺，有待进一步解决。学校

图书室藏书5万余册。学生阅览室及教师阅览室共订各种杂志271种，大小报纸55种。实验

室设备较完善，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实验仪器可满足学生分组实验之用。有微机实验室两

间(微型电子计算机24台，)语言实验室一间，电话教学设备有相当基础。体育设备也较为齐

全，共有操场10000平方米和一个室内灯光球场，可供晴天租雨天教学使用。

目前，全校师生正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端正教育思

想，深化改革，为办好学校，培养四化建设人才，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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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 ．革

(1918—··1987卑)

民国7年(1916年)春，王星垣任县学务局视学时，以原凤鸣书院改设的县立高等小学堂

为校址，筹办县立中学。县拨银元4000，增建3间教室，14间小寝室，食堂、厨房、浴室各

一问。修建中，暂借县城正东街(现解放街)禹王宫(现农业局)作为校舍，校名大竹县中

学校。首任校长陈步武(前清举人)，招收男生一班35名，学制4年，毕业者26名。民国9年

(1920年)，凤鸣书院改建完竣，学校迁入新址<即今址)，招收第三班。民国14年(1925年)

实行新学制，从第8班起，学制改为初中3年毕业，校名为大竹县立初级中学，仍实行春季招

生。民国15年(1926年)，县教育局在大竹县立初级中学开设初级师范班，招收新生60名，

学制一年，毕业者25名。民国20年(1931年)春，增设高中师范班，招收男生30多名，学制

3年，毕业时只有12名学生，于重庆毕业会考时，及格者仅4名。民国22年(1933年)秋，县东

外风山寨乡村师范学校，因经费无着而停办，将该校招收的高师两个班，男生100人，合成

一个班，与初师一个班，男生60人一同附设于竹中。其高师班，学制4年，毕业者仅19人，

初师班，学制两年，毕业者24名。民国22年(1933年)秋，招第17班(男生一个班)。民国

24年(1935年)，竹中续招高师生一个班，男生36名，学制3年，毕业者仅20名。民国25年

(1936年)秋，招第21班(男生一个班)，。此后，开始每年春秋两季招生。民国27年(1938

年)，竹中又招简易师范生一个班，学制一年，计男女生42人，毕业者男生12名，女生7名，

是为大竹中等学校第一个男女生合班。民国31年(1942年)秋，竹中增办高中，男女兼收，

是为完全中学，更校名为大竹县立中学校。民国33年(1944年)冬，省教育厅厅长来竹视

察，认为县城中学男女合班不适宜，令竹中停招女生。至民国38年(1949年)秋，竹中共招高

中15个班(其中有一班分两组的)，春秋两季招生j计1162名，毕业10个班，计444名。初中共

招收47个班(其中有一班分两组或三组的)，总计毕业生2137名。

1949年12月，大竹县解放，县人民政府接管学校。1950年5月，大竹县立女子中学并入

竹中，学校更名为川东区大竹县第一中学。私立凤鸡中学、群力中学停办，在校学生转入竹

中学习。是年11月11日，川东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厅代电(秘字第735号)将校名更为JIl东区

大竹中学，并定为专区重点中学。1952年3月l El，JIi东行署大竹区专员公署通知中等学校

并班：将高一下的梁山男中10名学生，垫江男中10名学生；将高二上的渠县中学6名学生，

将高二下的邻水中学9名学生、梁山男中4名学生、垫江男中10名学生，将高三下的渠县中

学8名学生、邻水中学7名学生、梁山男中4名学生、垫江男中4名学生并入竹中。1953年初，川

东区撤销后，又更校名为四川省大竹中学校。1950年春至1952年春，竹中仍实行春秋两季招收

始业班。1952年秋起，根据教育部1952年3月18日发布的《中学暂行规定》(草案)第8条的

规定，竹中实行每年秋季始业，不招春季始业班。“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秋至1974年夏，

竹中校本部被一六三野战医院占用。1969年夏初，全校教职工集中竹师校进行学习，清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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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1970年春季，竹中大部分教师陆续被分配到城乡中、小学任教，少数留下继续学习、．

劳动。1971年春，原竹中部分教师调回，借大竹二中校舍和竹中高中部(文昌阁)复课，学

校招生为春季始业。1972年秋恢复秋季始业制。1974年秋，学校迁回原址。1978年，竹中被

定为四川省lO所重点学校之一。同时，亦为地、县重点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学制改为“三

二分段制”(即初中3年，高中2年)，至1980年将高中2年制改为8年制。1981年，竹中

又被定为四JII省首批4l所重点中学之一。综计建国以后，自1950年至1987年，竹中共招初中

147班，毕业学生7119入，招高中166班，毕业学生765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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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教育宗旨与方针政策：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宗，旨

～

r ，

大竹中学建校子民国7年(1918年)春，但仍实施民国4年(1915年)I 1月教育都

颁布的《中央新定教育纲要》规定的。“申明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卖，

用。”同年2月，袁世凯又以大总统命令公布教育宗旨为，，爱国一尚武、．崇实‘法孔孟、
基自治、戒贪争、戒躁进。” ， 。 一二

。

’民国18年(1929年)4月26日，教育部公布的中华良国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
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

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民国28年(1939年)3月3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训词中说：“教育最基本的任

务，在于国民人格的陶冶，但陶冶国民人格必须有一致的标准，，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

德，以及党员守则，可作为青年学生一致信守的准则。全国各级学校应以。礼义廉耻’作为

共同的校训。” ，

．
．

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10年，爱国民主运动进入高潮，国民政府一方面提出靠国民教育之．

实施，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注重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国民道德的培养及身

心健康之训练，并应切合实际需要养成自卫自治之能力，授以生活必需之智识技能黟(见民

国29年4月教育部公布的《国民教育实施纲要》)，．一方面又大肆叫嚣“戡乱建国"，开展

“良师兴国运动"，发动“清共"、“防共"、“溶共"．的攻势，勒令学校对学生进行“_

个党、二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奴化教育。 、

第二节 建国后的教育方针政策

(一)1949年9月29El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t中华人良共

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

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是年12月下旬，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

强调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根据上述方针政策，竹中首先取消了反动的训导翩度，推行民主管理I取?肖“公民打、

“童训，，、“军讽”等反动课程。与此同时，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政治

运动，在师生中开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政治学习运动，进行为人民服务、建立革命人生观

的思想教育。在招生工作中，优先录取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弟入学，使工农子弟

在校就学的比例逐年增加，并贯彻执行了助学金和减免学杂费制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工农

予弟在生活上予以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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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入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

的教育方针，应该捷受教育者在德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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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出；。现在需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

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以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在政治上也要有所进

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

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

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根据这个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1957年秋及以后，竹中恢复了政治

课，在党支部领导下，思想政治教育大为加疆。．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组织师

生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开始了冀左”的错误，致使教学工作受到一

定的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往往得不到保证。．1961年，中央提出誓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竹中调整了学校规模， “教学为主"的原则得蓟了贯彻执行，教学秩序趋于

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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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提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

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久，即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学生不但

不学文，也不学工、学农、学军，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

斗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教学活动以及体育活动均告停顿，呈现_片混乱

状态。

．1971年，竹中复课，仍然实行“天天读”，搞所谓大批珂开路，学工、学农、学军。1975

年又是“学朝农”，大办所谓分校，竹中师生分期分批开往团敢乡大河村开荒、种茶、栽

菜，学制缩短为高、初中各两年，教材亦大砍、大减，学生毕业后回乡(农业人口)或下乡(非

农业人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招生制度改为推荐、审核、录取的办法。总之，经过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学生思想混乱，学业成绩急剧下降，各种合理的规章翩度荡然无存。

竹中校更是首当其冲，其受破坏程度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四)1977年，恢复了大专、。‘枣专以及曹建球学的升学考试制度，这是粉碎矗四人帮’’
以后教育战线上的一件大事。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确地解决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要求提商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褥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

试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椤|l(试行草案)》，强调普通中学必须坚持教学为主。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竹中的正常教学秩序更加稳定，各种合理的规章料度得到恢

复和发展。同时，先后将高、初中由：年制改为三年制，原来一度盛行的按成绩编班的办

法，得到纠正。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t 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经过传达、学习，使千部，师生员工进一步孵确舡学方向，初步克服了片砸追求升学率的倾

向，在工作上做掰了德智体全面掭紧．毕业班与其德年级一样抓紧，优生与差生同时抓紧；坚

决遵循教育，教学工作规律，改革教学努法，教学不赶进度，不搞书山题海，逐步减轻了学

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严谨、求实、奋发、、1避取"的校风，得到迸。步发扬，教育、教学的

改革也逐步深入。

(五)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加快了竹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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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步伐，首先是明确并坚定地树立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

靠教育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普通中学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造就各条战线

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必须培养学生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具有献身精神和科学精{畦11。其次，进一费明确农村普通中学酋要的任务是为当地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服务。为此，对学生加强热爱农村、热爱家乡的教育，立志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

为振兴中华勤奋学习建功立业。同时，加强了劳动技术课的教学，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初步掌

握一至--tl，适合当地需要的技术。再次，更为重视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努力使学生学

得主动，做到学习和思考结合，理论和实际结合，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与

此屙时，努力探索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新情况、耨问题，，以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第三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 中共大竹中学支部及总支

一、1938年，教师刘先慎，时任中共大竹县特支组织委员，在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并

组建了第一个党小组。1939年春，陈崇宪(子原)任竹中校长，思想比较开明，富有爱国热

忱，延聘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教职员，其中中共党员有刘先慎等四人。同年五月份，邵启群由

《大竹三日刊》小组转入竹中就读，旋即成立竹中第一个党支部，支书为陈吉耀，组织委员

黄跃廷，宣传委员邵启群，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发展党员。是年暑假，学生中党员达到22

名，按班级编成若干小组，学习党纲，党章等文件和其他革命书籍，并以党员为骨干，开展

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在社会上有组织的即有“七七歌咏队’’、“抗敌剧团，，等，影响很大，

在校内组织“下乡宣传队，，、“铁血剧团”以及“喇叭壁报社"，发动党员及进步师生为《大

竹三日刊》撰稿，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1939年下期，竹中的一些党员教师几乎都离开了学校，部分学生中的党员也已毕业或停

学，所招收的新生中，有七名原在小学入党的同志，支部委员会也作了调整，支书为邵启

群，组委为杨自云，宣委为李光钊。同年十月，校长陈崇宪解职，继任校长为冯懋功，他要

求学生埋头读书，不许过问国事。这时，正值国民党发动反共摩擦，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

中共竹审地下支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发展党员活动基本停止。次年眷开学时，招收新生中

有几名在小学入党同志的组织关系转来竹中，这时党员已达30人左右。1940年4月，党支部

利用两名教师的私人信件被冯拆阅之机，发动学生闹学潮；赶走冯懋功(见附录《斗走冯懋

功》一文)。

1940年下期，竹中党支部因邵启群、杨自云他调，支书由张传友担任，组委为李光钊，

宣委为李弟荣。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根据党中央白

区地下党“荫蔽精悍，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黟的方针，中共竹中地下支部停止发

展党员，加强党员思想工作，提高党员素质，对外不开展活动。
’

1942年8月，中共大竹县特支与竹中支部联系的同志他调，从此，竹中地下党支部失掉

了组织联系，师生中的党员也陆续离校。

1947年11月，大竹县党组织在中共上川东第一工委领导下，在大竹、邻水、垫江、梁山等

县交界处，组织武装斗争，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此时，竹中学生有党员马升光等二同志，

与当时大竹县特支单独联系，未建立党的组织。接着先后又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在校组织

“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并于1947年底，发动了一次学潮，斗倒了特务胡俊生，揭露了

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教育了师生(见附录《巧斗特务胡俊生》一文)。

1948年3月，大竹县特支的几位同志因斗争环境极端恶劣而分散，竹中的党员失去了联

系，有的参加了游击战争，有的下落不明，直到解放前夕，竹中再也没有党的组织了。

二、1952年，党和政府为了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先后由党政机关选派部分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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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任职。7月初，李萍由市共大竹县宣传部调任竹中副校长，是建国后竹中第一名党

员。当时学校未建立党支部，李萍参加县政府机关支部过组织生活。

1954年，县委决定在中等学校发展党员，将竹中、竹师两校建立联合支部，由当时县文

教科长陈斌任支书。年底竹中余国华、燕云凌被吸收为候补党员，一年后转正。1956年上

期，两校联合支部由尹计然．(竹师副校长)、李萍分别任正副书记。同时在竹中高中部建党，

教师蒋修德，高3学生张钟庆、徐相元、罗家钧、孙才清等4人被吸收入党。同年底，教师

张永忠，职员高敬贵入党，57高l学生李光玉也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56年10月14日，竹中、竹师两校分别建立支部，竹中支书为李兴太，李萍任副书记。

1957年10月，李萍选派到北京教育学院学习，竹师副校长陈斌来竹中参加行政领导工作，成

立支委会，陈斌任支书，李兴太任前支书，燕云凌任支委。1958年10月13日，竹中支部改

选，李萍已返校任支书(陈斌返竹师)，燕云凌、杨邦权任支委。1959年9月支书仍为拳

萍，燕云凌、贾文政分别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1960年秋，贾文政赴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宣传委员由李宣仁担任。1966年3月，李宣仁任竹中副校长、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燕云凌任

宣传委员。文化大革命中，竹中党支部完全瘫痪。

1972年竹中重建党支部，由革委会主任何承模任支书，雷兴华任副支书，王启学任支

委。1972年12月23日，李萍任竹中革委会主任(何承模调竹师任革委会主任)并任支书。

1973年下期雷兴华调大竹石桥中学，王光俊补选为支委。1974年唐永直调任竹中革委会副主

任，是年下期支委会由7人组成，李萍，唐永直分别任正副书记，壬光俊等5人为委员。

1972年至1973年，竹中支部共吸收了4名党员，即赵乾兴、张宝文、蒲兴梅、黄占学，

无预备期。到1978年底，竹中共有党员23名。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竹中党支部遵照党中央和上级党委指示，克服了多年来

在党的建设中“左"的影响，注意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党支部坚持按党员条件，

对积极要求入党的教师和职工，采取积极培养，慎重发展的方针，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到

1987年年底，先后有唐韩君，唐仲武、张爝如、李野青等34入入党，其中校领导有2名，教

师25名，职员2名，工人1名，学生4名。

1980年4月，李萍调达县地区教育局工作，是年12月，支书由唐韩君(校长)担任。副

书记仍为唐永直(副校长)、王光俊、燕云凌等5人为委员。1981年5月，包迤德调任竹中

副校长，并任副支书。原支委何道宗逝世，补选张嫣如(副校长)为支委。1982年9月，竹

中支部委员会9人组成，唐韩君仍任支书，唐永直、包迤德为副文书，张嫣如、王光俊、唐

仲武，杨兴平，王启学、张宝文为委员。1984年，唐永直赴省委党校学习，杨兴平他调，补

选张嫣如为副支书，李野青为委员，直到1986年4月。

四、1986年5月，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经中共大竹县委批准，竹中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下属三个支部：高中支部、初

中支部、行政支部。总支委员会由9人组成：即唐韩君<校长)、包迤德、唐永直、张嫣如、

王光俊(副校长)、李野青、李广书、唐仲武、张宝文。唐韩君任书记，包迤德、张嫣如为副

书记。1987年，包迤德退休，李野青离休，张嫣如、唐永直、李广书他调。1987年底，总支

委员会组成人员为7人，唐韩君仍为书记，副书记王光俊，委员为赖正权、包中华(副校

长)、唐仲武、张宝文、黄太志等5入。党员共58名，其中校领导4人，教师39人，职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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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人4人，退休教职工8人，正式党员54人，预备党员4人。

五、1984年7月1日，竹中支部被中共太竹县委评为“先进党支部”，唐韩君、罗先容、
郑洋炎，舒世星等人被评为优秀党员。

1986年，1987年，竹中支部先后两次被中共大竹县委命名为“先进党支部"，1987年3

月，中共达县地委召开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表彰大会，包迤德代表竹中支部在大会上介绍

了先进事迹J接着在中共大竹县委召开的同名大会上，由唐韩君在大会上作了介绍。
1,987年7月，包迤德被中共达县地委，中共大竹县委命名为优秀党员。

附：建国后中共竹中支部(总支)委员会成员一览表

时 间 书记 副 书 记 委 员 备考

1956．10——1957．10李兴太 李薄
●

1957．11——1958．9 陈斌 李兴太 燕云凌

1958．10——1959．8 李萍 燕云凌 杨邦权 二中个别党员参加
竹中过组织生活

1959．9—1960．’8 李萍 燕云凌 贾文政

1960——1965 李萍 燕云凌 李宣仁

1966．3 李萍李宣仁 燕云凌

1972．2——1973．1 何承模 雷兴华 王启学

1973．1——1974．11 李萍霄凑华汤昌友 霉寤学 王光俊

1974．12—1975 李萍 唐永直 藿霞装何道宗至寞藿
’

卫

197§——19$O．4 李萍唐永直 燕云凌王启学王光俊
一 何道宗 袁云

1980．5—1980．11 唐永直 燕云凌王启学王光俊
杨兴平何道宗
燕云凌王启学王光俊1980。12——1981．4 唐韩君唐永直 杨兴平何道宗

1981．5一一1982．8 盾锋揭 唐永直包迤德张嫣如王光俊杨兴平
壬启学
张爝如王光俊唐仲武

1982．9——1983 唐韩君 唐永直包迤德杨兴平王启学张宝文

1984——1985 唐韩君 张嫣如包迤德
王光俊唐仲武’李野青
张宝文王启学
唐永直王光俊唐仲武1986(总支) 唐韩君 张嫣如包迤德 李野青李广书张宝文
赖芷权黄太志包中华

1987 唐韩君 王光俊 唐仲武张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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