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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回民中学校志简介

郑州回民中学建校于1948年，其前身为郑县私立圣达中学，：系热心于民

族教育的仁人志士借用清真寺几间旧房舍创建的，第一届仅招两个班70个学生。

50多年后的现在，郑州回民中学已发展成为近4000名学生的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的民族中学，并成为一校两区、近百亩校园的郑州市重点学校、示范校，时光记

载了回中50多年间的岁月峥嵘、沧桑巨变。跨入新世纪，上级关于修志的文件

传达后，学校领导十分重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修志方案，成立了编志小组，并

随即进入工作状态，内访外调，只争朝夕。在《校志》编纂的过程中，他们碰到

了不少的困难，如资料散失，有些虽记但语焉不详，往事如烟，当事人难寻等等。

但编纂人员采取认真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广泛搜罗材料，去伪存真，数易其稿，

使之终于付梓面世。 ：‘

《郑州市回民中学校志》共分九编，分别为学校领导与机构设置、教学工作、

德育工作、群团组织、民族特色与对外交流、 校舍与设备、。．勤工俭学与校办工

厂、荣誉、入志人物。全志以编章节为序，编下分章，章下分节。叙事以时间先

后为序，以时系事，以事带入，求真务实，不事评说，偶辅以图表，照片，文献

附印件，以求详细。全志语言简练，叙事翔实，记录了郑州回中建校初期在艰难

困苦中起步，新生之后在顽强奋斗中发展，十年文革苦挣扎追潮流，改革开放铸

造空前辉煌的历程。

盛世修志，可资政存史，垂鉴后世。追今抚昔，我们感慨万千。“俱往矣，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日的回中人将沿着前辈开创的道路，团结一致，不断

奋进，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为郑州教育的美好明

天再谱新的篇章。



编写体例

一、本志始于1 948年，下迄2002年。

二、本志废止繁体或异体汉字，简化字必须规范，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1986年10月10日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所用资料印件例外。

三、标点符号使用必须正确，标准规范，以1990年3月22日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四、凡数字需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于1987年1月1日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编、章、节，或一些序数用汉字外，其

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五、纪年采用公历。如用“年代"，前需用“上世纪’’或“2 O世纪’’

限定。如“上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年月日出现在表格中可缩写。

如“1998．9．18”，叙述中出现则要写为“1998年9月18日"。

六、本志以编章节为序，即编下分章，章下分节。编、章、节前的序

数，用汉字表示。各编、章、节均要单行居中。

七、本志以时间先后为序，以时系事，以事带人，求真务实，不事评说。

八、记述语言力求朴实、准确、精简；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文献附印件。

九、采用现代汉语，废止方言、土语、冷僻字词及所谓时尚但未被社会

认可的词语。

十、所用文献资料虽均有所据，但都不缀出处，以便行文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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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回民中学始建于1948年，是几位热心于民族教育的仁人志士借用

清真寺部分房屋创办起来的。解放后改私立为公立，并数易其名，最后定

名为“郑州市回民中学”。5 0多年来，郑州回中经历了创业的艰辛，文

革的曲折，改革的突破，发展的辉煌，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郑州市回民中

学"、“郑州市回民初级中学’’、“郑州市回民中学分校’’三校一体、两

个校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民族学校。

5 0多年来，郑州回中以“物”的形式记载着创业的历史。建校初期，

校舍设备极其简陋，由师生自己动手，艰苦创业，学校才逐渐崛起。改革

开放后，学校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先后建起了八角教学楼、图书实验楼、

综合楼等，并添置了大量教育教学设备。2000年学校接收原郑州市财税学

校校园，建起了“郑州回中东校区”，面积进一步扩大。2 0 0 2年，学校

实施迁厂建校工程，在原校办工厂地址建起了一所现代化有外语特色的“郑

州市回民中学分校"。至此，学校三位一体、一校两区的格局正式形成。

同时，学校不断改善教职工的住房条件，从1 982年至今陆续建起了6栋教

职工公寓，成为郑州市教职工住房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

50多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的大批人才显示了郑州回中辉煌的业绩。自

“圣达中学"创办起，就汇聚了热心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大批人才。其中有学校

创办者沙景昌先生，有长期为回中发展呕心沥血的老校长马福善、买庆云同志

等，有带领回中以改革求发展的张延杰校长、胡锡田书记，更有大批为社会做

出突出贡献，为回中争得荣誉的教职工和校友们。如原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马宪

章，。原沈阳空军政委沙显明，原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朱

恪礼。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海霞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50多年来，郑州回中以其独特的“回中精神’’印证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回中人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下，都始终传承着三种“精神"。一是

“创业精神"。建校初期由一个年级两个班拥挤在狭小的清真寺之一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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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初具规模的完中，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改革开放时期，学校通过发展校

办企业进行第二次创业，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建起了八角教学楼、图书实验楼

及两栋工厂综合楼，四栋家属楼；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现在，学校充分调

动各种资源优势第三次创业，使学校在现代化教学设备等方面有了新的发

展。二是“宽容精神”。在困难岁月尤其是非常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宽容

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目前这种“宽容精神’’已经进一步发展为相互尊重，

团结奋进，以人为本等多种内涵，并成为回中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三

是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回中在不同时期都站在改革的潮头，在

不断的扬弃中求发展，在改革开放年代，回中率先进行了“校长负责制”、

“教职工聘任制”、“岗位责任制"三制改革，两任省委书记到校开现场

会给予充分肯定。新世纪，学校大力开展教育改革，积极探索特色化发展

道路，在全省第一个举办了英语节，第一个成立交响乐团，使回中的社会

影响不断扩大，被市教育局确定为郑州市首批办好的三所“名校"之一，

被命名为郑州市首批示范性高中。目前“创业，宽容，改革"三大精神

已经成为回中的巨大精神财富。“工作在回中，生活在回中，学习在回中，

奉献在回中’’已成为回中人的共识，不断推动这所民族中学向着更美好的明

天奋进。

50多年来，郑州回中以其诸多的荣誉记载着辉煌的历程。获国家级荣

誉就达9项之多，先后被国务院、教育部、国家民委、国家体委等评为

“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先进学校”、“全国劳动技术教育先

进学校”、“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民族中学教育协会示范校”，并被全国民族中学教育

协会授予“民族之光"荣誉称号。省市级荣誉更是数不胜数。

今天，我们把郑州回中以“书’’的形式奉献给大家了，这是一本值得

每一个回中人、每一个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和每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的人认真阅读

的书。我衷心地希望读者能在这本“书"中吸取精华，找到共识，更希望我们

永远在一起为郑州民族教育的明天贡献我们的光和热。

校长：王现超

200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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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回民中学的前身为郑县私立圣达中学，1948年建校至今已50多个

春秋。建校初期在艰难困苦中起步，新生之后在顽强奋斗中发展，十年文

革挣扎追潮流，改革开放铸造空前辉煌，她的命运与共和国是同步的。

郑州回民中学已今非昔比。她是郑州市一所重点完全中学，由教育教学

验收合格的初中部和市级“示范性高中"及1 8个教学班规模的分校组成。

在民族教育、勤工俭学、劳动技能、学科活动方面，成绩显著，名闻遐

迩。国家教委、国家民委、各省市教育界之领导、专家、学者到校调研、

视察、参观、座谈络绎不绝。开放办学，重视对外交流，使回民中学产

生强烈的内驱力，自我加压，强校不息，捕捉良机，与时俱进，乃是郑

州回中之精神。

在艰难困苦中起步

解放前郑州市，城市规模不大。由于它位于陇海铁路、京汉铁路交汇

处，是北上南下，东托西送的咽喉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重镇，也为各

地商贩聚散提供了方便。以经营饮食、小商品和各种手艺见称的回民多从全

省各地迁居于此，成为省内闻名的穆斯林集散地。老城区的东西大街、南

北大街(今之管城回族自治区)、车站、老坟岗(今之二七区)，都是

回民群众经营谋生地段。郑州市回民2万左右，但经济落后，不动产少，

且受歧视，社会地位较低。接受小学教育者十不一二，中学生更是凤毛麟

角。艰难谋生中的广大穆民群众深感无文化之苦，有受教育之必要。

1948年7、8月间，在清真寺街的北大寺里教职人员的大力支持下，成

立了以沙景昌为董事长的5人董事会，决定暂借清真寺房子，辟为两个教

室，两个学生寝室，一个办公室，一个教员宿舍，特聘金振铎为首任校

长。暑期招生7 0余名，9月1日正式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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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不足两个月，适逢郑州解放，学校停课。至1 1月复课时学生不

足30名。l949年5月，新一届校董会1 1人组成，马瑞五任董事长，代校

长李效良主持校务。

学校校舍借助于清真寺，办学经费也由清真寺提供。清真寺从老坟岗等

地方的寺产土地中拨出10l亩给学校，其地租收入作为办学经费，维持学校

正常开支及教职员工的薪金。教师薪金仅相当于市立公办学校教师的70％，

若折钱购物不及公办学校教师待遇的60％。1950年后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但

仍不敷用。这种状况一持直持续到1953年改为公立学校为止。

解放后，学生大量增加，校院狭小、教室不足成了燃眉之急。此时校

董会公告全校师生募捐建教室。很快建起了两栋两层简易教学楼。建楼期

间，校董古镜清先生把自家宅院无偿交给学校上课用。代校长李效良也曾把

自家的宅子无偿借给学校使用。圣达中学师生爱校如家、自强不息、自力

更生，劳动建校。师生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每个工程结束，都受到

指挥部表扬，荣获锦旗。在迎送解放大军南下活动中，曾获“光荣支前”

的锦旗。在宣传党的政策，支援抗美援朝的文艺演出中，圣达师生徒步远

赴几十里外的农村，一连多天，日夜演出，所到之处，干群欢腾。抗美

援朝捐钱物，圣达师生不遗余力。师生中有的家庭经济相当拮据，衣不御

寒，食不裹腹。他们自动相互援手，彼此周济。学生集资为无力御寒的老

师做棉衣，当老师手头稍为宽松又将棉衣送给更需要的学生；有的学生因家

里生活困难，空腹上课，且有辍学之意。学校发起“一两黑面活动”接

济断炊学生。学校号召设立互助金，师生自由捐助。政府还拨有助学金加

上民族教育补助费(部分)。全校有5％学生受助，回民学生曾有30％受助。

学生增多，教师增多，原本不足的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地租收入无保障(有

人长期拖欠)教师不能按时足额领薪，于是教师之间同舟共济以渡难关。

政府雪中送炭，以补无米之炊。艰难困苦没有压倒圣达师生。郑州市教育

视察团考核后说：“圣达中学条件最差，但革命热情最强。’’圣达在艰难

困苦中不断发展。1948年11月复课时一个班65人(原学生23名，新招42

人)，教师9人，到1 9 5 3年改制前已有三个年级1 0个班，学生达5 5 0多

人，教师有4 3人。

土地改革以后，l 0 1亩校产全分给了农民。没有地租收入，清真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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