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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的意义在于"存史、资治、教化"读志、用志的目的在于择善而

从、因贤而归、因弊而督、视非而弃。

银川二中是塞上名校，在共和国初创时期，凝聚着代代仁人志士的民

族复兴梦想，艰难地诞生在宁夏大地;在共和国建设的热潮吹遍大江南北

的战斗岁月里，顽强地扎根在银川平原、黄河之滨;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勃发出新的活力;伴随改革开放的浩荡东

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发展壮大，腾飞出一个个动人的春天的故

事。历经六秩沧桑，塞上名校的品牌更加熠熠生辉"自治区普通高中一

级示范学校"称号更为名校增光添彩。

银川二中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历史环境中诞生，历经磨难而顽强成长，

又能在宁夏这一相对落后地区崛起并发展壮大，成为一所名校，实属难

得。 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辛勤耕耘，积累了多少宝

贵经验教训II? 其中可"从而师之以达于政"、"从而友之以资于学"者又有

多少?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挖掘、总结、弘扬。

银川二中把编修《银) r I 二中校志》作为"60年校庆"的一件大事来抓，

很值得称道。 学校几经人事易动而编修校志的意愿未辍，历经几代努力，

远绍旁搜，精心编篡，数易其稿，终于成秩付梓，可敬可喜可贺。

翻开《银川|二中校志~ ，其历史与现状、盛衰起伏，经验和教训，昭然于

纸、晰然于目，确实不失为一部明体达用的史鉴。 此后最大之冀望，当是

用好校志，扬其长、避其短，再接再厉，开拓创新，再铸二中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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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如11二中校志
作为银川二中一名普通的学子，有幸蒙校领导和有关老师之嘱，为校

志付梓作序，不胜荣幸之至，不成敬意之言，权且为序。

~万民负
二0一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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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吕

目。再

在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银川，有一所久负盛名的自治区普通高中

一级示范性学校一-----4良) 11二中 。 春风轻拂，踏进生机盎然的银川二中，沁人

心脾的花草芳香便扑面而来，繁花似锦的校同里处处荡漾着春日律动的气

息，万象更新的校园里处处释放着蓬勃的生机和希望。 紧跟社会前进的步

伐，和着时代发展的节拍，如今的银川二中尤如一颗璀琛的明珠在塞上湖城

熠熠生辉，在苍茫道劲的宁夏大地上唱响了一曲改革发展的壮丽颂歌。

有巍巍贺兰作证，这里闪耀过民主革命的星火 。

有滔滔黄河为证，这里飘荡过先贤学人振兴民族的话语。

有银川文庙见证，元数的文化精英在这里执着传承文明的薪火，穿越浩

浩时空 ，把一个大时代、大历史、大光明、大文明奉献给了沸腾的华夏大地。

打开《银川二中校志~，映入眼帘的将是六十年的辉煌与沧桑。

早在 60 年前，面对共和同初建的艰辛 ，建设祖同的呐喊响彻寰宇，

宋恒岳校长提出了"粗粮细作，高苗施肥"办学思想，以培养人才为己任，

把这里看作是文明的渡口、知识与人才的桥梁，旨在呼吁教育救国、人才

救国 、思想解放救国!就这样，身负使命的学府，聚集了一大批教育骨干、

仁人志士、青年才俊，在这里蹲厉风发、纵论天下，激昂青云 。 一代代负复

从师的学子，在强悍精神的激励下，从这里启程了无愧的青春和生命之

旅"塞上名校"和"高考状元的摇篮"的美誉便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

六秩二中，杏坛飘香，天涯学子，欣看鹏翼腾飞。三万多名历届校友中，有

革命先驱、国家伟器、民主志士、学界泰斗、科技精英、实业巨子、商界名流、体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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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银JII 二中校志
蕾宿、文苑英才、社会贤达，有共和国将军、自治区主席、博士生导师，更多的是

为祖国而奋斗不息的普通劳动者。 他们因母校而骄傲，母校为他们而自豪。

铁肩担道义，丹心育英才。 母校先进的学术思想，光荣的革命传统激励

着一代代教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潜心办学，甘为人梯。 教师们的辛劳已注

入毕业生青春的激情里，已写进校史永远的业绩巾。 经过几代二巾人的不懈

努力，银川二中如今已成为辉耀在宁夏大地上的一颗璀琛夺目的基础教育明

珠，像一艘现代化的教育航侍正在教育的汪洋大海巾扬帆起航，迎风搏浪。

六十载薪火相递，跨世纪文明传承。《校志》不仅仅是六十年办学的历史

再现，同时是一种校园文化载体。 它能牵动海内外学子对母校的缕缕情丝，

唤起天下学子对母校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引起广大校友对母校情牵梦绕的

拳拳眷恋。 更能让今后千千万万的学子扬贤师风范，筑心灵港湾;吸六秩精

华，熏人文性灵;承英才伟志，撞理想火花;传书本智慧，情人生真谛。 为此，

我们遵照"存史、资、治、教化"的原则，走访了在校工作多年的前任校级领导，

广泛地搜集史料，以历史唯物主义观为指导，着手编写《校史》。 经过一年寒

暑不辍，镇而不舍的艰辛耕耘，~校志》终于完稿付梓了 。

由于学校六十年的风雨变迁，几经易址，资料散轶，收集难度非常大;

史实交错，年代久远，不明之事难以考证;资料浩繁，难以取舍等原因，在

编写过程中 ，尽管我们四海奔波，舟车劳顿;尽管我们准备时间长，几易其

稿，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差错和失误，我们真诚地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

校友能及时给予批评指正，匡正错误，还历史以真面目 。

本《校志》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社会知名人士、广大校

友和在校教职员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银川二中校长 二J喜样
二0一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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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系银川二中校史上第一部专志 D 编篡时，力求遵循秉笔直

书，详今略T片，突出本校t作特色的原则，根据学校工作的特点记述各个

时期的办学实况。

二 、本志记事上溯至 1954 年，下限止于 2014年 6 月，其中大事记或个

别叙事已延至 2014年底 。

=兰 、本志按编年体加综述体裁编撰，其中主体部分设章，依学校发

展阶段次序排列，以体现学校t作的特点。

四、整志记述以横写为主，亦横亦纵，保持横不缺主项，竖不断主线;

采取第三人称书写，多数为"学校"少数也用各个时期的校名;大事记为

编年体，是顺时的校史上的大事纪实，概述主要记述校名更迭、校址变迁

和各个办学时期的总貌;章节纯按记事本末体对学校的办学行为，进行

了分门别类的记述;人物则按传略和列表简介 。 附录原始资料或统计表，

在于简化记述或佐证记述;主要资料为寻觅方便，一概编入附录，以供查

阅或了解某事件的始末，也有佐证作用。

五、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党派、官职等均依历史习惯称呼 。 其

中历史纪年中相同的纪年，在同一目(节)中首次出现加注公元纪年，其他

不注;历史地名注明今称;专用名词，如"五七"指示，一般均已作注;至于

带时代性用语，如"右派"、"黑帮"、"走资派"等属一般用语，就不一一

作注。

六、本志资料来源有三 : 一是区、市、校三级档案馆(室)提供的原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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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银JII二中校志
料 ; 二是历次校庆所编纪念册、画册;三是部分校友提供的回忆录和走访

部分校友的访谈录。

七、本志资料不甚齐全的原因有四 : 一是学校在甘肃省银川初级中学

办学时期，文书卷宗有遗失;二是学校多次搬迁，使"档案散失，章则法规

片纸未留"加之后积存的档案因保管不善，损至无可辨认;三是建校以后

立卷整档较晚，管理人员又多未受过专业培训，缺乏搜集意识;四是近些

年来资料散落不少，加之又未能多方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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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艰难成长

艰难成长

章第

应运而生第一章

(1954一一一1958)

艰难起步建校伊始第一节

1949年 10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翻开了新的一

页，宁夏的教育事业也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954 年 5 月 29 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报请省政府批准，设立"宁

夏省银川初级中学"于本年八月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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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银JII 二中校志
划归甘肃省管理。 同年，甘肃省政府将宁夏t农速成中学撤销同时并入

兰州市工农速成中学。 银川公署也同时在宁夏工农速成中学原址，建立

了银川初级中学(银川二中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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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银川市人民委员会启用新技印报告

1954年，银川初级中学的校长是梁飞彪，副校长是张翼哲，联合支部

党小组组长是蒋振国 。 梁飞彪担任校长，一直到 1958年 。

1954年，建校当年的秋季招生，共招收了初中一年级四个班，上级教

育部门又从宁夏中学调拨来初中二年级一个班，五个班共计学生 300 多

人。 以后的几年中，入学学生逐年增多，到 1958 年，学校的规模巳扩大到

15 个班，在校学生 700多人。

改造校园，改善办学条件

银川市初级中学建校之初，校园校貌很差 。 校园内除原宁夏工农速

成中学留下的七排校舍外，后面是一座破旧的古庙，东面是大片房屋倒塌

的废墟，西面有几间零落的土坯房子。 面对这种状况，学校开始了整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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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应运而生艰难成长

同的工作，动员师生自带丁

真参加劳动 。 各班利用课

外时间，轮流参加整治校同

的劳动，凭借铁锹、洋铺、背

斗，手挖肩背，铲土堆，填洼

坑，把校同整治的平平整

整 。 为了改善学校环境，师

生们又通过换土改良土壤，

在校阿里栽树种花，使校园

校貌焕然一新。

1954 年建立了银川初

级中学，到 1958 年，经过几 建校初期之校门

年的改善，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 这时，学校共有教室 24 间，师生宿舍 26

间 。 学校图书馆藏书 ]2000 多册，物理化学仪器有 297 件，生物标本仪器

有 78 件 。 学校篮球场地两块，排球场地一块，足球场地一块，单杠、双杠、

跳马、跳箱等体育器材，基本齐备 。

1954年到 1958年，学校共有 398名学生初中毕业。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

1953 年，国家制定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9月向全党、全民

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央教育部在 1954年 1 月召开的全国中

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当前中学教育的任务，是以国家总路线的精

神教育学生，把他们培养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全面发

展的新人。 "6 月，中央在《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中指出"中

学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 既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又要重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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