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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 夺 日

▲1998年教师节县五助

于领导到校慰问教师并研完

县一中赶展大计

●县主要领导亲临学校指导

琏校工作 (从左至右：主管教育副辱

长张祟书县委常委、政协主席尹富有

县委书记周宗，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张

晓安学校书记校长李舒华+县委常委乱

书记、县长唐德荣。)



▲县五班子领导参加教学大楼奠基仪式I邕

为书记、校长向来宾介绍新建教学大楼概况)

^实验大楼厦校目绿化

▲新建教学大楼

I是成果



中科院院士车竞教授到棱作“我们的宇宙在膨胀”专

题报告会后和县市科委、枝领导合影留念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校友兰炳炎与学校现任主要领导舍彭



r_全菌绩一捂生考试

优秀考簇
曲摧地区招生委员会

一九九五耳十一月

沾益县

妻。明

酽—奚给’四
教研教学先进单位

曲靖市教育委员舍

一，L九八年度普法．依法治理

0， 。啸 赣 }孓
秽、打，；每。{以“／_～⋯‘。。

中共；6益县委员会
；6益县人民政府

一^^九年二月

【孱



1988阜5月我较原团委书记、共青田十二太代表刘俊峰老师在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全国第十二次代表走套期问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
同志的亲切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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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合影

国教育工会第三次奎圆代表大套与云南fl心∞q二一我校牧师李舒华^詹排右

代表日出带，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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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岁次丁卯，龙华学子聚_f}校，革命同志抚今昔；敢牺牲多壮志，勇奉

献才功成：念恩师之教诲，报学校乏薰陶异口同声，襄心共鸣；解囊捐资，计得五

千助建碑亭，以戴校友恩情；永留箭观，以召后辈勿忘时光转，岁月流，走荒人

老乏替，校周而貌更新 屈指将至建校六十周年；筹备计划。首为建造碑亭。前辈

宿愿．方得实行、敬学子鲁华东。捐重金十万元；仰校友名禹春。童心力而建成。

夫碑亭音，精神化身，风范代表，力量聚凝。不求登高竖遗。拇蒋格风l但得物

宾心清，开思启智。修德高尚，志系固运兴盛；謇学博深。毒在绅学采稿。麓师重

勤，甘奉白首之心；学生苴奋。幂坠青云毫击。裁并再而斑●．出儿希议寓效。1i}鹅

将丰，基础已实；千年之首．适梦当前。基善开采，三百鞋一嬖壤f嚣豫鼍并，繇幕

人寄犀萱。 攫
嚏峥’卉十丰盎，曲建是非，势诲井．碱，薄辨蠹囊。鹭碡蘑富k丰乖暮主俸霉i

入丰肆t。是所整于替套。j蕃：纛．I工术。盘藏雨海i慧舞南遵，每适量界。晨才童率，

各蔓荠蠹云皋。

李舒华撰文

200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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戽

万物本乎天，万事本有源。学校之始如同江河之源头，但见潺潺溪流，终必汇成大川。沾

益县第一中学，始创于1941年9月4日，招初中新生一个班，县长兼校长，正式教师一人任班

主任。选址于沾益龙华书院(1908年改劝学所)，定名沾益县龙华中学。规模虽小，确为建国

初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功不可没。建国后十七年为适应新社会政治经济需要而发展，为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急需入才，还重选了现在所占有的校址，为日后发展奠定了

基础。文革十年虽经折腾，也为沾益教育开辟并保存下小坡那一片600多亩教育基地。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本该应有长足发展，却又失去了许多大好机会。真正使学校整体面貌大改观

还是“九五”计划期间，特别是沾益恢复县制以来，教师、学生、班级都在“八五”基础上增加了近

50％，使在校生达2160多人，35个教学班，教职工159人。开始步入了省市各县一中的行列。

毫无疑问，沾益县一中的发展必须以它原有的基础为起点。过去的成就中既蕴含着当时

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精华，又孕育着有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开拓、发展的胚胎；过去的失误，

诚然给当时的教育事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前车之鉴，只要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就可以在

前进的路上少走弯路；过去的某些教育设想，虽由于还不具备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致成空想，

但只要它合乎规律，我们或后人就一定能创造条件，使之实现。这里“继往”与“开来”是辩证统

一。·“继往”不是片面地肯定过去的一切，而是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开来”也不是否定过去的一

切，而是否定中会有肯定。“继往”不是“信而好古”，而是“古为今用”；“开来”不是割断历史，而

是在新的条件下，坚持改革，坚持前进。“天行健，地势坤”，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我们

要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艰苦奋斗，乐于奉献，以百折不挠的毅力，脚踏实地，推

进2l世纪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全国乃至全球教育大舞台上展头露角。

志也者，记也。校志，当记录学校之人事。沾益县一中校志，系建校60年来首次编写。半

个多世纪的人和事大部分靠长者的口述或记录提供，少部分则从查阅有关书刊或档案资料中

攫取。特别是老校友、老干部张汝相和原校长荣一松，原副校长湛洪鑫等同志曾亲自在昆明、

曲靖召集校友讨论、修改或重新撰写部分稿件，在此深表谢意。同时，我们还要对一切关心和

帮助本志书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全书虽经编委会五年的辛劳，七次座谈讨论，四易其

稿，但比起六十年来应该记录的人事仍觉是挂一漏十，对同一人事往往有多种说法的，只能采

用比较统一的一种，但不一定就是准确无误的；至于所记入和事的主次、轻重也往往和编者所

能得到的材料多寡有关，不能尽众意，也是我们编此书感到遗憾之处。

在建校六十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承前人办校艰辛的历史责任，将学校发展的概况和能收集

到的资料集录下来，既告慰先辈们的宿愿，又启示来者创业的艰难，更希望再接再励，在新世纪

迈入一流学校行列，以谢党和人民的厚望!

李舒华

2000年11月3日



凡 例

1、本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要求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客观地记述沾益县一中的过去与现状。

2、本书记事上限为1941年9月建校开始(个别章节略有溯前)，下限至2001年8月整60

周年，并根据“详今略古”和有稽可查的原则，重点放在后30年，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九

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和事。

3、本书按建制沿革、组织机构、教育教学、基建后勤和人物春秋五个方面分章分节的思路

来组织材料，记叙人事，编引原文，插入图片，凡能找到原始材料的尽可能用原材料编录；凡编

者叙写的只记事实，不加评述，但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

4、本书总体是按年代先后为序，但各章分述时却各不相同，如《建制沿革》以校名变更为

节，《组织机构》则以校长更替来断任，《教育教学》以教育方针政策有较大变动划段，《基建后

勤》以建筑物的建废和后勤管理体制的改变分述，《人物春秋》又以各类代表人物和历年升学、

毕业学生等分列，其中涉及人物一律直呼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5、本书书写(引原件材料例外)，严格遵循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6、本书第五章第八节中暂缺的班级学生名录，待以后征集到资料后另以《校志续编》增补

其中，请恕谅。

2



目 录

户F⋯⋯⋯⋯⋯⋯⋯⋯⋯⋯⋯⋯⋯⋯⋯⋯⋯⋯⋯⋯⋯⋯⋯⋯⋯⋯⋯⋯⋯⋯⋯⋯⋯⋯⋯⋯(1

凡例⋯⋯⋯⋯⋯⋯⋯⋯⋯⋯⋯⋯⋯⋯⋯⋯⋯⋯⋯⋯⋯⋯⋯⋯⋯⋯⋯(2

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沾益县立龙华初级中学⋯⋯⋯⋯⋯⋯⋯⋯⋯⋯⋯⋯⋯⋯⋯⋯⋯⋯⋯⋯⋯⋯⋯⋯(1

一、建枚背景⋯⋯⋯⋯⋯⋯⋯⋯⋯⋯⋯⋯⋯⋯⋯⋯⋯⋯⋯⋯⋯⋯⋯⋯⋯⋯⋯⋯⋯⋯(1

二、创建沾益县立龙华初级中学记实⋯⋯⋯⋯⋯⋯⋯⋯⋯⋯⋯⋯⋯⋯⋯⋯⋯⋯⋯⋯(1

三、沾益县立龙华初级中学是解放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坚强阵地⋯⋯⋯⋯⋯⋯⋯⋯(1

第二节云南省沾益初级中学和曲靖县第三中学⋯⋯⋯⋯⋯⋯⋯⋯⋯⋯⋯⋯⋯⋯⋯⋯⋯(8

一、新中国建立后的云南省沾益初级中学⋯⋯⋯⋯⋯⋯⋯⋯⋯⋯⋯⋯⋯⋯⋯⋯⋯⋯(8

二、建国头lO年学校政治运动⋯⋯⋯⋯⋯⋯⋯⋯⋯⋯⋯⋯⋯⋯⋯⋯⋯⋯⋯⋯⋯⋯⋯(9

三、完善学校机制，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9

四、文革十年斗批改，学校常规大紊乱⋯⋯⋯⋯⋯⋯⋯⋯⋯⋯⋯⋯⋯⋯⋯⋯⋯⋯⋯(10

第三节沾益县第一中学

一、“五·七”道路⋯⋯⋯⋯⋯⋯⋯⋯⋯⋯⋯⋯⋯⋯⋯⋯⋯⋯⋯⋯⋯⋯⋯⋯⋯⋯⋯⋯(10

二、“拨乱反正”学校秩序由混乱到正常⋯⋯⋯⋯⋯⋯⋯⋯⋯⋯⋯⋯⋯⋯⋯⋯⋯⋯⋯(10

三、附设曲靖地区师范学校沾益师范班始末⋯⋯⋯⋯⋯⋯⋯⋯⋯⋯⋯⋯⋯⋯⋯⋯⋯(11

四、“深挖洞”和“校办农场”⋯⋯⋯⋯⋯⋯⋯⋯⋯⋯⋯⋯⋯⋯⋯⋯⋯⋯⋯⋯⋯⋯⋯⋯(1l

五、“批林批孑L”和“文革”后的高校首次招生考试录取⋯⋯⋯⋯⋯⋯⋯⋯⋯⋯⋯⋯⋯(1l

六、1978年8月后的沾益县第一中学⋯⋯⋯⋯⋯⋯⋯⋯⋯⋯⋯⋯⋯⋯⋯⋯⋯⋯⋯⋯(1l

第四节曲靖市第二中学⋯⋯⋯⋯⋯⋯⋯⋯⋯⋯⋯⋯⋯⋯⋯⋯⋯⋯⋯⋯⋯⋯⋯⋯⋯⋯(12

一、学校规模和办学效益概述⋯⋯⋯⋯⋯⋯⋯⋯⋯⋯⋯⋯⋯⋯⋯⋯⋯⋯⋯⋯⋯⋯⋯(12

二、学校硬件略述⋯⋯⋯⋯⋯⋯⋯⋯⋯⋯⋯⋯⋯⋯⋯⋯⋯⋯⋯⋯⋯⋯⋯⋯⋯⋯⋯⋯(13

三、学校教育改革略述⋯⋯⋯⋯⋯⋯⋯⋯⋯⋯⋯⋯⋯⋯⋯⋯⋯⋯⋯⋯⋯⋯⋯⋯⋯⋯(13

第五节1998年后的沾益县第一中学

一、组建新的学校领导班子⋯⋯⋯⋯⋯⋯⋯⋯⋯⋯⋯⋯⋯⋯⋯⋯⋯⋯⋯⋯⋯⋯⋯⋯(14)

二、完成主要的十项工作⋯⋯⋯⋯⋯⋯⋯⋯⋯⋯⋯⋯⋯⋯⋯⋯⋯⋯⋯⋯⋯⋯⋯⋯⋯(14)

第二章组织机构帚一早 殂取1：JL俐
第一节历任校长和行政领导机构⋯⋯⋯⋯⋯⋯⋯⋯⋯⋯⋯⋯⋯⋯⋯⋯⋯⋯⋯⋯⋯⋯(15

一、沾益县立龙华中学(1941．8—1950．4)⋯⋯⋯⋯⋯⋯⋯⋯⋯⋯⋯⋯⋯⋯⋯⋯⋯⋯(15

二、云南省沾益初级中学(1950．扣1958．7)⋯⋯⋯⋯⋯⋯⋯⋯⋯⋯⋯⋯⋯⋯⋯⋯⋯(16
三、曲靖县第三中学(1958--1964其中1958年叫曲靖县沾益红专中学)⋯⋯⋯⋯⋯(16

四、云南省沾益中学(1964--1969．1)⋯⋯⋯⋯⋯⋯⋯⋯⋯⋯⋯⋯：⋯⋯⋯⋯⋯⋯⋯··(17

五、沾益县第一中学(1969．2·1984．2)⋯⋯⋯⋯⋯⋯⋯⋯⋯⋯⋯⋯⋯⋯⋯⋯⋯⋯⋯(17

六、曲靖市第二中学(1984．4-1997．12)⋯⋯⋯⋯⋯⋯⋯⋯⋯⋯⋯⋯⋯⋯⋯⋯⋯⋯⋯(18

七、沾益县第一中学(1998．1一)⋯⋯⋯⋯⋯⋯⋯⋯⋯⋯⋯⋯⋯⋯⋯⋯⋯⋯⋯⋯⋯⋯(19

第二节政党组织介绍⋯⋯⋯⋯⋯⋯⋯⋯⋯⋯⋯⋯⋯⋯⋯⋯⋯⋯⋯⋯⋯⋯⋯⋯⋯⋯⋯(20



一、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状况⋯⋯⋯⋯⋯⋯⋯⋯⋯⋯⋯⋯⋯⋯⋯⋯⋯⋯⋯⋯⋯⋯⋯

二、民主党派及其组织状况⋯⋯⋯⋯⋯⋯⋯⋯⋯⋯⋯⋯⋯⋯⋯⋯⋯⋯⋯⋯⋯⋯⋯⋯

第三节群团组织简介⋯⋯⋯⋯⋯⋯⋯⋯⋯⋯⋯⋯⋯⋯⋯⋯⋯⋯⋯⋯⋯⋯⋯⋯⋯⋯⋯

一、中国童子军一⋯⋯⋯⋯⋯⋯⋯⋯⋯⋯⋯⋯⋯⋯⋯⋯⋯⋯⋯⋯⋯⋯⋯⋯⋯⋯⋯⋯

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三、中国教育工会学校基层委员会⋯⋯⋯⋯⋯⋯⋯⋯⋯⋯⋯⋯⋯⋯⋯⋯⋯⋯⋯⋯⋯

四、学生会⋯⋯⋯⋯⋯⋯⋯⋯⋯⋯⋯⋯⋯⋯⋯⋯⋯⋯⋯⋯⋯⋯⋯⋯⋯⋯⋯⋯⋯⋯⋯

五、红卫兵团⋯⋯⋯⋯⋯⋯⋯⋯⋯⋯⋯⋯⋯⋯⋯⋯⋯⋯⋯⋯⋯⋯⋯⋯⋯⋯⋯⋯⋯⋯

六、中国少年先锋队⋯⋯⋯⋯⋯⋯⋯⋯⋯⋯⋯⋯⋯⋯⋯⋯⋯⋯⋯⋯⋯⋯⋯⋯⋯⋯⋯

七、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八、延安精神研究会⋯⋯⋯⋯⋯⋯⋯⋯⋯⋯⋯⋯⋯⋯⋯⋯⋯⋯⋯⋯⋯⋯⋯⋯⋯⋯⋯

第四节学校管理基层组织建设⋯⋯⋯⋯⋯⋯⋯⋯⋯⋯⋯⋯⋯⋯⋯⋯⋯⋯⋯⋯⋯⋯⋯

一、年级主任⋯⋯⋯⋯⋯⋯⋯⋯⋯⋯⋯⋯⋯⋯⋯⋯⋯⋯⋯⋯⋯⋯⋯⋯⋯⋯⋯⋯⋯⋯

二、学科主任⋯⋯⋯⋯⋯⋯⋯⋯⋯⋯⋯⋯⋯⋯⋯⋯⋯⋯⋯⋯⋯⋯⋯⋯⋯⋯⋯⋯⋯⋯

三、后勤管理直接责任人⋯⋯⋯⋯⋯⋯⋯⋯⋯⋯⋯⋯⋯⋯⋯⋯⋯⋯⋯⋯⋯⋯⋯⋯⋯

四、其它管理工作⋯⋯⋯⋯⋯⋯⋯⋯⋯⋯⋯⋯⋯⋯⋯⋯⋯⋯⋯⋯⋯⋯⋯⋯⋯⋯⋯⋯

附l、云南省沾益县第一中学历年招生班级和毕业班情况表(1941--2001)⋯⋯⋯⋯

附2、沾益县一中历届班主任一览表⋯⋯⋯⋯⋯⋯⋯⋯⋯⋯⋯⋯⋯⋯⋯⋯⋯⋯⋯⋯

一、高中部⋯⋯⋯⋯⋯⋯⋯⋯⋯⋯⋯⋯⋯⋯⋯⋯⋯⋯⋯⋯⋯⋯⋯⋯⋯⋯⋯⋯⋯⋯⋯

二、初中部⋯⋯⋯⋯⋯⋯⋯⋯⋯⋯⋯⋯⋯⋯⋯⋯⋯⋯⋯⋯⋯⋯⋯⋯⋯⋯⋯⋯⋯⋯⋯

第三章教育教学
第一节学制与课程⋯⋯⋯⋯⋯⋯⋯⋯⋯⋯⋯⋯⋯⋯⋯⋯¨⋯⋯⋯⋯⋯⋯⋯⋯⋯⋯⋯

一、学制⋯⋯⋯⋯⋯⋯⋯⋯⋯⋯⋯⋯⋯⋯⋯⋯⋯⋯⋯⋯⋯⋯⋯⋯⋯⋯⋯⋯⋯⋯⋯⋯

二、课程设置⋯⋯⋯⋯⋯⋯⋯⋯⋯⋯⋯⋯⋯⋯⋯⋯⋯⋯⋯⋯⋯⋯⋯⋯⋯⋯⋯⋯⋯⋯

三、教材⋯⋯⋯⋯⋯⋯⋯⋯⋯⋯⋯⋯⋯⋯⋯⋯⋯⋯⋯⋯⋯⋯⋯⋯⋯⋯⋯⋯⋯⋯⋯⋯

第二节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

一、沾益县立龙华中学(194l—1949)的教育教学情况⋯⋯⋯⋯⋯⋯⋯⋯⋯⋯⋯⋯⋯

二、接管后的改革和稳步发展时期(195咿1957)的情况⋯⋯⋯⋯⋯⋯⋯⋯⋯⋯⋯⋯
三、盲目发展与调整巩固时期(1958一1965)的教育教学情况⋯⋯⋯⋯⋯⋯⋯⋯⋯⋯

四、“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1966．5一1976．10)的情况⋯⋯⋯⋯⋯⋯⋯⋯⋯⋯⋯

五、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教育教学情况⋯⋯⋯⋯⋯⋯⋯⋯⋯⋯⋯⋯⋯⋯⋯⋯⋯

第三节教育科研⋯⋯⋯⋯⋯⋯⋯⋯⋯⋯⋯⋯⋯⋯⋯⋯⋯⋯⋯⋯⋯⋯⋯⋯⋯⋯⋯⋯⋯

附l、曲靖市中小学素质教育研讨会交流材料⋯⋯⋯⋯⋯⋯⋯⋯⋯⋯⋯⋯⋯⋯⋯⋯

附2、教研室有关规定⋯⋯⋯⋯⋯⋯⋯⋯⋯⋯⋯⋯⋯⋯⋯⋯⋯⋯⋯⋯⋯⋯⋯⋯⋯⋯

(一)教研室工作职责(试行)⋯⋯⋯⋯⋯⋯⋯⋯⋯⋯⋯⋯⋯⋯⋯⋯⋯⋯⋯⋯⋯⋯⋯

(二)教研组长工作职责⋯⋯⋯⋯⋯⋯⋯⋯⋯⋯⋯⋯⋯⋯⋯⋯⋯⋯⋯⋯⋯⋯⋯⋯⋯

(三)教研工作常规管理要求⋯⋯⋯⋯⋯⋯⋯⋯⋯⋯⋯⋯⋯⋯⋯⋯⋯⋯⋯⋯⋯⋯⋯

(四)各学科常规教学规范化要求⋯⋯⋯⋯⋯⋯⋯⋯⋯⋯⋯⋯⋯⋯⋯⋯⋯⋯⋯⋯⋯

附3、“九五”教学教研工作总结⋯⋯⋯⋯⋯⋯⋯⋯⋯⋯⋯⋯⋯⋯⋯⋯⋯⋯⋯⋯．．．⋯

第四节教师队伍建设与培训提高⋯⋯⋯⋯⋯⋯⋯⋯⋯⋯⋯⋯⋯⋯⋯⋯⋯⋯⋯⋯～⋯

2

、，、，、J、，、，、，、，、，、，、，、，、J、，、，、J、，、，、，、，、，加扒龙龙砣瑟瑟挖勉乃犸拐幻拼丝弘笱勰勰∞

、J、，、，、，tJ、，、，、，、J、，、J、，、，、，、，、，、，、，、J弘弘弘仉舵躬躬钙钙稻钉钞弱钌舛弱弱鳃加，l，k，L，f、，I，L，L，L，～，～●I，k，L，L，～，～／L，L，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