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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治军

六十年风雨润桃李ꎬ 一甲子沧桑铸伟业ꎮ 值此延川中学建校六十周年之际ꎬ 我们回首过去ꎬ 放

眼未来ꎬ 深感以史为鉴ꎬ 长善救失的重要性ꎮ 为此ꎬ 学校决定编写校志ꎬ 旨在弘扬创业精神ꎬ 回眸

辉煌成就ꎬ 总结办学经验ꎬ 再谱育人新篇ꎮ

历时两年多ꎬ «延川中学校志» 付梓出版ꎬ 这是献给延川中学 ６０ 华诞最为珍贵厚重的礼物ꎮ

延川中学发展史是一部创业史ꎬ 也是一部奋斗史ꎮ ６０ 年的风风雨雨ꎬ 有彩虹、 有阴霾ꎬ 但阳光

灿烂是主旋律ꎬ 云雾朦胧是小插曲ꎮ 在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ꎬ 学校紧扣时代脉搏ꎬ 踏着坚定步伐ꎬ

跨进新世纪ꎬ 迈入新时代ꎬ 迎来了光荣的 ６０ 华诞ꎬ 令我们倍感欣慰、 骄傲与自豪ꎮ

回顾历史岁月ꎬ 我们不禁想起为学校诞生做出贡献的蔡士焕、 首任校长魏载功等建校功臣ꎻ 不

禁想起为学校发展壮大而励精图治、 殚精竭虑、 开拓创新的杜永福、 张立、 呼延忠等历任校长ꎻ 不

禁想起为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而废寝忘食、 呕心沥血、 无私奉献的马逢瑞、 王振荣、 刘加里、 张

进生等一批批教职员工ꎮ

打开这部校志ꎬ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广大教师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 有创作了 «平凡的

世界» 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以及浏阳河、 谷溪、 海波、 曹伯植、 厚夫、 陈梦岳等著名作家ꎻ 有

被誉为 “中国毕加索” 的民间艺术家冯山云ꎻ 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学博士后贺东祥和奋战在祖

国各条战线上甚至漂洋过海为社会为人类做出或正在做出卓越贡献的延川中学的精英们ꎮ

延川中学自建校以来ꎬ 历届师生精诚团结ꎬ 发愤图强ꎬ 攻坚克难ꎬ 艰苦创业ꎻ 尤其是 “四制”

改革以来ꎬ 发扬 “像牛一样劳动ꎬ 像土地一样奉献” 的路遥精神ꎬ 坚持 “创建一流名校ꎬ 培育世

纪英才” 的办学方向ꎬ 坚持 “制度管理夯实基础ꎬ 精细管理提升品质ꎬ 人本管理凝聚力量” 的管

理理念ꎬ 坚持以 “路遥精神” 为内容的校园文化建设ꎬ 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ꎬ 教育教学质

量稳步提高ꎬ 校容校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ꎻ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晋升为陕西省标准化高中ꎬ ２０１５ 年告

别窑洞ꎬ 实现楼房化ꎬ 这为延川中学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ꎮ

教学是学校工作的核心ꎬ 质量是学校生存的关键ꎮ 延川中学以崭新的面貌和骄人的教学成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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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瞩目ꎬ ２００４ 年高考本科上线突破 ３００ 名大关ꎬ 达 ３１５ 名ꎬ ２００６ 年本科上线 ５３３ 名ꎬ ２００８ 年本科

上线突破 ７００ 名大关ꎬ 至 ２００９ 年ꎬ 连续 ８ 年高考本科上线人数逐年增加ꎬ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高考升学率

稳步提升ꎬ 给全县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ꎮ

“历史就像一艘巨轮ꎬ 承载着人类的记忆驶向未来”ꎮ «延川中学校志» 的面世ꎬ 必将为学校今

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借鉴ꎮ 我深信: 延川中学后任领导以及全体教职员工一定会无比忠诚于党

的教育事业ꎬ 执著追求ꎬ 辛勤耕耘ꎬ 乐于奉献ꎬ 为延川中学的美好未来增光添彩ꎬ 为延川教育事业

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ꎮ

延川中学的明天更美好!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冯治军系延川中学校长)



凡　 例 　


凡　 例

一、 本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南ꎬ 坚持科学发

展观ꎬ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ꎬ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ꎬ 秉笔直书ꎬ 客观记述延川中学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ꎮ

二、 本志上限为 １９５５ 年ꎬ 下限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志遵循详近略远原则ꎬ 注重起点、 转折点、 终点ꎬ

详尽记述延川中学创建以来的发展变化ꎮ

三、 本志以章、 节、 目结构谋篇布局ꎬ 横分门类不缺主项ꎬ 纵叙事实不断主线ꎮ 卷首为概述ꎬ

卷末有附录ꎮ 章节前视需要加导语ꎬ 以统领章节ꎮ

四、 本志采用记述体、 语体文ꎮ 遣词造句、 标点符号、 数字书写、 计量单位、 注释等均按现行

国家出版部门和省方志编委会有关规定处理ꎮ 历史纪年、 地理名称、 机构职官等遵循当时历史习

惯ꎬ 籍贯住址以现行政区划为准ꎮ 组织机构或特定称谓首次用全称ꎬ 后用简称ꎮ

五、 入志人物据编史修志通例ꎬ 生不立传ꎮ 收录学校历届校长、 党支部书记和对社会有较大贡

献的校友及助校名人ꎬ 即副县团职、 大学副教授以上和文学艺术、 劳模省级以上及博士生ꎮ 在世人

物以人物录形式简记其工作经历与成就ꎮ 校领导以任职先后排序ꎬ 其他人物一律以生年排序ꎮ

六、 本志资料多来自县档案和延川中学有关档案ꎬ 辅以书刊报纸、 部门文件以及社会调查ꎮ 为

节约篇幅ꎬ 不一一注明出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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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中学坐落在延川县城中心堂坡 (育才坡) 西北高阜ꎬ 初为中上院ꎬ 随着事业发展ꎬ 逐步扩

建为下、 中、 上三院ꎬ 主体为坐西向东 ７ 排石窑洞ꎬ 中院一直为主教学区ꎬ 初为砖瓦人字形结构教

室ꎮ 迈入 ２１ 世纪初ꎬ 延川中学基础设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ꎬ 学校面貌焕然一新ꎬ ２００３ 年已基本实

现楼房化ꎬ 形成下、 中院校园区ꎬ 下院为师生餐厅ꎬ 教职工住宅楼ꎬ 校大门ꎻ 中院北大半为教学

区ꎬ 南侧坐南向北为学生公寓楼ꎻ 上院为教师住宅一区ꎬ 坐北向南 ８ 排 ８０ 孔 ４０ 院窑洞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路遥教学楼建成使用ꎬ 延川中学彻底告别窑洞ꎬ 实现楼房化ꎮ 学校区域为上下两院ꎬ 全部硬

化ꎮ 上、 下院间为绿化带ꎬ 使整个校园布局整齐开阔ꎬ 草木葱绿ꎬ 环境优雅ꎬ 成为全封闭式、 校园

文化浓郁、 书声琅琅的最佳教书育人理想之地ꎮ

一

延川历来重教兴文ꎬ 人才辈出ꎬ 素有 “文化之乡” 誉称ꎮ 在陕北ꎬ 古有 “文出两川ꎬ 武出三

边” 之说ꎬ 延川为两川之一ꎮ 清道光年间 (１８２１ ~ １８５０)ꎬ 延川文庙陕北称最ꎮ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知县李清瑞 «重修登峰书院碑记» 载: “多士济济ꎬ 名贤接踵ꎬ 一时之俊秀出其中ꎬ 选举出其中ꎬ

科第亦出其中ꎮ 文风之盛ꎬ 甲于一郡ꎮ” 但延川县中等教育兴起较晚ꎬ 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９５５ 年方才

由绥德分区派员董率创建第一所初级中学ꎬ 即延川县初级中学ꎬ 蔡士焕堪称建校功勋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 日始招收初中生 １８０ 名ꎬ 学校正式诞生ꎬ 首任校长魏载功ꎮ 延川中学建设主要历经 ３ 个阶段 ２０ 个

年份ꎮ １９５５~１９５９ 年为初创建设时期ꎬ 除雇用技术工匠外ꎬ 全校师生积极投入到艰苦的建校工程

中ꎬ 他们挖土方、 抬运石料、 搬砖瓦、 平操场ꎬ 共修建窑洞 １４５ 孔、 教室 ２０ 间ꎬ 操场 ２５００ 平方米ꎬ

占地 ３ ４３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７７~１９９０ 年为扩建时期ꎬ １９８０ 年已形成从东向西下、 中、 上 ３ 院 ７ 排窑洞ꎮ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年ꎬ 在下院第一排石窑上建砖薄壳 ３０ 间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建成延川中学第一幢楼房ꎬ 即实

验楼ꎮ １９９０ 年底竣工教学楼 １ 幢ꎬ 有教室 ２６ 间、 教师休息室 ５ 间、 盥洗室 ３ 间ꎬ 学校占地面积 ８

万平方米ꎬ 总建筑面积 １５６３６ ６４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冯治军任校长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为学校彻底改变面貌大兴建时期ꎬ 实施校建十大工

程ꎬ 总投资 １０８７ ５ 万元ꎬ 建成学生公寓楼 １ 幢ꎬ 教职工商住楼 ２ 幢及师生餐厅ꎬ 校园建筑面积达

２１８０６ 平方米ꎮ 学校实验室达 ５ 间ꎬ 音乐、 美术室各 ２ 间ꎬ 语音室、 体育器材室、 健身房各 １ 间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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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电子备课室 １ 间ꎬ 多媒体多功能演示厅 １ 座ꎮ 学生微机室 ３ 间ꎬ 学生用机达 ２６０ 台ꎻ 建成校园

网ꎬ 教室配备多媒体设施ꎮ 图书室藏书 １１ 万余册ꎬ 阅览室订阅报刊 ２７７ 种ꎮ 各部室设施齐全ꎬ 均

达国家 Ｉ 类标准ꎮ 教学设施实现了现代化ꎬ 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被陕西

省教育厅授予陕西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陕西省重点中学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改陕西省重点中学为陕西省标准化高中ꎻ １１ 月升格为副县级建制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学校告

别窑洞ꎬ 全面实现楼房化ꎬ 彻底改善了师生的工作学习条件及生活环境ꎮ

二

延川中学创建伊始仅有教职工 １２ 人ꎬ 初一新生 ３ 个班 １８０ 名ꎮ 至 １９８４ 年ꎬ 延川中学骨干教师

多为西安关中一带大中专毕业生ꎮ １９５８ 年在 “大跃进” 运动中ꎬ 学校突飞猛进发展ꎬ 扩大初中招

生量ꎬ 学生猛增至 ９５３ 名ꎬ 教职工 ３７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２５ 名ꎮ １９５９ 年秋ꎬ 始招收高中新生 １ 个班

５３ 名ꎬ 延川中学成为完全中学ꎬ 至 １９６５ 年ꎬ 每年新招高中生均为 １ 个班ꎮ １９６０ 年教职工增至 ６４

名ꎮ “文革” 前期ꎬ 教师受到不公正待遇ꎬ 学校停课闹革命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延川中学革命委员会

(简称 “校革委会” ) 成立ꎬ 仅招收初中生 １４０ 名ꎬ 编为 ３ 个班ꎮ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改招高中生ꎬ 招收高

中生 ３０７ 名ꎬ 编为 ６ 个班ꎮ １９７２ 年改为春季招生ꎬ １９７５ 年招收高一新生 ８ 个班ꎬ 学生人数为 ８０９

名ꎬ 再次达到高峰ꎬ 教职工也增至 ４４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２６ 名ꎮ

１９７８ 年秋ꎬ 恢复初中招生ꎬ 学制 ３ 年ꎬ 招收初一新生 １２０ 名ꎮ 学校复成为完全中学ꎮ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ꎬ 高中亦改为 ３ 年学制ꎮ 师生队伍从此基本呈上升趋势ꎮ １９８３ 年始ꎬ 教职工渐次多数由本籍大、 中

专毕业生充任ꎬ 并逐步培养成为教学骨干ꎮ 次年学生总数达 １３０８ 名ꎬ 教职工 １２９ 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在校学

生突破 ２０００ 名为 ２１６１ 名ꎬ 其中初中 １５９５ 名、 高中 ５６６ 名ꎬ 教职工 １４１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９２ 名ꎮ 高中

教师 ３４ 名ꎬ 其中大学本科 １６ 名、 专科 １８ 名ꎬ 学历合格率 ４７％ꎻ 初中教师 ３２ 名ꎬ 其中大学本科 ３ 名、

专科 ２３ 名ꎬ 学历合格率 ８１％ꎮ ２００２ 年在校学生增至 ２９４０ 名ꎬ 其中初中 １５７４ 名ꎬ 高中 １３６６ 名ꎮ 翌年ꎬ

着手初中剥离工作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 实现初中全部剥离ꎬ 成为高级中学ꎮ 秋ꎬ 有高中生 ２４２６ 名ꎬ 教职工

１５１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１５ 名 (大学本科 ９８ 名、 专科 １７ 名)ꎬ 学历达标率 ８５ ２２％ꎮ ２００７ 年在校学生

最多达 ３０６７ 名ꎬ 教职工 １７９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４０ 名 (大学本科 １３０ 名、 专科 １０ 名ꎬ 中高职称 １６ 名、

中一 ４１ 名)ꎮ ２０１５ 年有在校学生 １７６３ 名ꎬ 教职工 １９８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５１ 名 (研究生学历 １０ 名、

本科学历 １４１ 名、 中教高级 ２８ 名、 一级 ５１ 名、 二级 ７２ 名)ꎮ

三

教学自始至终是学校的核心工作ꎬ 延川中学始终十分重视并狠抓教学工作ꎮ 尽管办学不久便经

受 “大跃进” 浮夸风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ꎬ 但全校师生忍住饥饿ꎬ 斗志昂扬ꎬ 齐心协力ꎬ 始终把

教学工作置于主体地位ꎮ 教师诲人不倦精心授课改作业ꎬ 学生发奋学习刻苦攻读不气馁ꎬ 尽量弥补

抽调劳动所误时间ꎬ 教学工作没有因运动受到太大冲击ꎬ 使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首批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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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名、 师范 ２９ 名、 卫生学校 ６ 名、 农业学校 ８ 名、 机械学校 ５ 名ꎬ 贸易、 幼儿师范学校各 １ 名ꎬ

升学率达 ８９ ９３％ꎬ 实现开门红ꎬ 其辉煌业绩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ꎮ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ꎬ 在首批高中毕业生高考失利情况下ꎬ 杜永福接任校长ꎬ 带领教师深刻反思ꎬ 总结

经验教训ꎬ 奋起直追ꎬ 使 １９６３ 年高考向高等院校输送优秀生 ５ 名ꎬ 而张崇后考研深造ꎬ 成为延川

中学出去的第一位研究生ꎮ １９６５ 年考入高等院校达 １６ 名ꎬ 位居延安地区前列ꎮ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ꎬ “文革” 爆发ꎬ ７ 月延川中学停课闹革命ꎬ 学生外出串联ꎬ 上街辩论ꎬ 召开批斗

会ꎬ 至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形成两大派组织ꎬ １１ 月参与武斗ꎬ 教学工作完全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校革委会

成立ꎬ 呼延忠先后任校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主任ꎬ 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ꎬ 新招收初中生ꎬ 部分旧生

返校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 高六六、 六七、 六八级和初六七、 六八级及简师班毕业学生响应毛主席号召ꎬ 上

山下乡参加劳动ꎬ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党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ꎬ 极左思潮得到遏制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ꎬ 杜永福出任校革委会主任ꎮ １９７４ 年ꎬ 随着 “批林批孔” 和 “评法批儒” 运动ꎬ 大批

“智育第一” “师道尊严”ꎬ 提倡反潮流精神ꎬ 使刚刚步入正轨的教学工作再次受挫ꎮ 学校实行 “开

门办学”ꎮ 在开门办学热潮中ꎬ 延川中学广大师生虽然经受了实际锻炼ꎬ 思想上有所收获ꎬ 但过分

地强调学工、 学农ꎬ 占去大量时间ꎬ 使学生荒废了学业ꎬ 学校贻误了人才培养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张立任

主任ꎬ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改任校长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ꎬ 党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ꎬ 经过拨乱反正ꎬ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ꎬ 学校正常教

学秩序全面恢复ꎮ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延川中学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上ꎬ 加强对学生

的政治思想教育ꎬ 坚持 “以三好为目标ꎬ 以教学为中心”ꎬ 全面开展教研教改活动ꎬ 促进教学质量

的提高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延川中学高考录取 ６２ 人ꎬ 其中大专以上 １０ 人ꎬ 居延安地区前列ꎮ 次年增至 ８３

人ꎬ 其中大专以上 １２ 人ꎬ 占全县 １７ 人的 ７０ ５９％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ꎬ 童建华任校长ꎮ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年高

考名列全区第二名ꎬ 仅次于延安中学ꎬ 受到延安地区奖励ꎮ １９８４ 年ꎬ 高考录取 ４４ 人ꎬ 其中考入大

专院校 ２１ 人ꎬ 占全县 ２５ 人的 ８４％ꎻ 中专 ２３ 人ꎬ 占全县 ４０ 人的 ５７ ５０％ꎮ 高考升学率 ５０ ５７％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ꎬ 刘世成任校长ꎮ １９８９ 年ꎬ 高三毕业生合格率 ８４％、 初三 ８７％ꎮ １９９０ 年获延安地

区教育局教学质量进步奖ꎬ 次年被县教育局评为 “初中升高中总评第一名”ꎮ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ꎬ 先后

有 ４ 个班级被评为陕西省先进班集体ꎬ ２ 个班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班集体ꎻ ３ 个组室获省级先进奖ꎮ

有 １６ 名学生先后被评为省、 地级三好学生ꎬ １ 名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ꎬ 与北京 １０１

中学结成联谊学校ꎬ 每年推荐 ３ 名中考成绩最优学生到 １０１ 中学就读高中ꎮ ８ 月ꎬ 刘怀福任校长ꎮ

１９９６ 年参加高考学生 １８９ 名ꎬ 自费线以上 ８６ 名ꎬ 升学率 ４５ ５％ꎮ 参加初中专考生 ３１６ 名ꎬ 达预选

分数线者 １９２ 名ꎬ 预选率 ６０ ７６％ꎬ 高出全县预选率 ２４ ９４％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ꎬ 连续荣获延安市 “初

中教学质量优秀学校” 称号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高考一、 二本上线 １７ 人ꎬ 连同大专、 高中专共计上线 １８６

人ꎬ 升学率达 ９５％ꎮ 初中参加 “三合一” 考试 ４４０ 人ꎬ 考取中专 １１８ 人ꎬ 职业学校 １６ 人ꎬ 高中 ２９１

人ꎬ 共计 ４２５ 人ꎬ 升学率达 ９６％ꎻ 人均语文 ８３ ７ 分、 数学 ８９ ４ 分、 政治 ５３ ８ 分ꎬ 均名列全县

第一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冯治军任校长ꎮ 次年中考仍保持全市第一名优异成绩ꎬ 高考一、 二类院校分别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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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全市第六、 七名ꎻ 校长履职综合考评以 ９５ ６ 分名列全市第一名ꎮ ２００３ 年高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

突破 ６０ 人大关ꎬ 比上年净增 ２４ 人ꎬ 专科以上上线人数 ３５７ 人ꎬ 占考生总数 ３７７ 人的 ９４ ６９％ꎮ “三

合一” 考试以五科生均 ４２２ 分荣获全市第一名ꎬ 被作为全市校长履职考评教学质量参照分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川中学初中全部剥离ꎬ 成为高级中学ꎬ 亦荣获延安市高中教学质量二等奖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高考本

科上线 ５３３ 人ꎬ 其中一、 二本上线 １５１ 人ꎬ 曹娟同学以单科 １４９ 分成为陕西省高考数学状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本科上线突破 ７００ 人大关ꎬ 一、 二本上线 １８１ 人ꎬ 获延安市高考质量奖ꎮ 至 ２００９ 年实现连续 ８

年高考质量稳步提升的良好势头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高考本科上线突破 ８００ 人ꎬ 一、 二本上线 ２９３ 人ꎬ 创历

史新高ꎮ ２０１２ 年首届特优班取得一、 二本上线 ２７ 人的好成绩ꎬ 上线率达 ６０％ꎮ

四

延川中学自创建以来ꎬ 十分重视学生思想政治与综合素质教育ꎬ 注重校园文化氛围创设ꎬ 创造良

好的育人环境ꎮ 政治思想教育主要通过政治课教学和让学生参加政治运动、 生产劳动、 社会实践活动

来实现ꎬ 并发挥党、 团、 工会、 学生会等组织ꎬ 以及班主任和各科任教师的共同协作ꎬ 全员对学生进

行爱国、 爱社会主义、 爱校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ꎻ 以中学生守则为准绳ꎬ 开展遵纪守法教育ꎮ １９５６ 年

期末学生操行评定达 ５ 分者 ６８ 名ꎬ 占实际操评学生 １７５ 名的 ３８ ８６％ꎻ 达 ４ 分者 １０３ 名ꎬ 占 ６８ ８６％ꎮ

该学期成立专门体育运动队ꎬ 轻重乐器组ꎬ 广泛开展文体活动ꎮ 次年ꎬ 各班始办黑板报ꎬ 学校团组织

和学生会联合办校园黑板报ꎬ 刊登一些时事政治、 校园新风以及诗歌、 短文等ꎬ 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

质能力ꎮ １９５８ 年下半年 “劳卫制” 训练ꎬ 荣获延川县委、 县人委锦旗奖ꎬ 受到延安专区行署专员公署

电贺ꎮ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ꎬ 成立党委领导的政治课领导小组和由党、 政、 工、 团、 政治教师组成的社会主义

教育课研究组ꎮ 期末有 ６５２ 人参加品行鉴定ꎬ 评甲的有 ４５５ 人ꎬ 占 ７０％ꎻ 评乙的 １８０ 人ꎬ 占 ２７％ꎻ 评

丙的仅 １７ 人ꎬ 占 ３％ꎮ 涌现出冯世华在黄河救人ꎬ 惠博、 王兴兰等拾金不昧的典型事迹ꎮ

１９６０ 年 ３~７ 月ꎬ 在校党支部领导下ꎬ 团队、 工会大力协助ꎬ 有组织、 有步骤、 有计划、 有目

的地展开毛主席著作学习运动ꎬ 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很大提高ꎬ 培养了学生有困难就上、 见方便

就让的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风格ꎮ １９６３ 年春ꎬ 响应毛主席号召ꎬ 全校掀起 “向雷锋学习ꎬ 做毛主

席的好学生” 运动高潮ꎬ 广大师生争做好人好事的局面基本形成ꎮ 次年校工会编辑 “园丁” 出刊 ９

次ꎬ 团委编辑 “向阳花” 出刊 ８ 期ꎬ 学生会编辑 “接班人” 出刊 ５ 次ꎬ 少先队编辑 “花朵” 出刊 ５

次ꎬ 俄语组编辑 “俄语学习” 出刊 ５ 次ꎮ 高六六级学生冯雄的 «天外有天» 一诗被延安报刊登ꎬ

师生合排反映农村阶级斗争话剧 “箭杆河边” 和 ８ 位女同学排练的 “八姐妹赶猪” 先后公演 ２ 次ꎬ

赢得观众一致好评ꎮ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ꎬ 延川中学处于停课闹革命的混乱状态ꎬ 广大师生

受 “文化大革命” 极左思潮鼓动和影响卷入运动ꎬ 随波逐流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校党支部、 革委

会创办 «向阳花» 小报ꎬ 至 １９７７ 年停刊ꎬ 共发行 ６５ 期ꎮ

１９７０ 年上学期ꎬ 学校开展 “向解放军学习ꎬ 创四好争五好” 活动ꎬ 对整顿学校秩序起到一定

作用ꎮ 次年秋ꎬ 开展 “批修整风” 运动ꎬ 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ꎮ 号召学生向贫下中农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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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向英雄人物学习ꎬ 培养了学生团结合作、 积极向上的思想ꎮ １９７３ 年始ꎬ 号召学生向雷锋、 王

杰、 王成等英雄人物学习ꎬ 提倡 “又红又专”、 争做好人好事ꎬ 做共产主义接班人ꎮ 学生精神面貌

有很大变化ꎬ 助人为乐、 拾金不昧风气蔚然形成ꎮ 同年ꎬ 各班均办学工、 学农简报ꎬ １０ 月统计ꎬ 七

三级 ４ 个班ꎬ 累计出刊学工简报 １９ 期、 学农简报 ２２ 期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延川中学七五级三班

创办 «幼芽集»ꎬ 创编独幕话剧 «上课» (绘新图)、 «小燕展翅» (柯君祥老师作)ꎮ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ꎬ

为纪念毛主席 “五七” 指示发表十周年ꎬ 学校编辑 «文艺创作选集»ꎮ

１９８１ 年春ꎬ 开展以学雷锋、 树新风和 “五讲” “四美” 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ꎬ 师生

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ꎬ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ꎬ 讲文明有礼貌风气渐渐形成ꎬ 师生思想精神面貌有明显

变化ꎮ 该学期全校评出三好学生 １００ 名ꎬ 模范班级 ５ 个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创办 «冲浪» 文学校

刊ꎬ １１ 月出刊第二期ꎬ 至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共 ８ 期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成立由党、 政、 工、 团、 班主任、 学生会

和政治教师等方面成员参加的学校德育工作委员会ꎬ 分设教育处ꎬ 具体实施德育工作ꎬ 并修订完善

确立德育序列化内容ꎮ 该年被国家教委、 国家体委命名为 “实施体育锻炼标准全国先进学校”ꎮ

１９９１ 年始ꎬ 根据国家教委文件ꎬ 举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ꎬ 每学年依照德育教育序列活动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ꎬ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步入制度化、 规范化与科学化ꎮ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被陕西省教委、 人事厅

授予德育工作先进集体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ꎬ 被陕西省体委、 教委授予陕西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集体ꎻ

同年被陕西省教委、 卫生厅、 体委授予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０ 年ꎬ 语文组创办 “启航” 文学社ꎬ 收集选登学生习作ꎬ 出版两期ꎬ 受到学生一致赞赏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开辟校园橱窗报栏ꎬ 形成浓厚文化氛围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７ ~ ２７ 日ꎬ 举办全校首届文化艺术

节ꎬ 展示内容丰富多彩ꎬ 表演类有舞蹈、 相声、 小品、 器乐、 英语课本剧及艺术体操、 武术等ꎬ 展

览类有书法、 绘画、 摄影、 手抄报等ꎬ 竞赛类有田赛、 径赛ꎮ １２ 月ꎬ 举办首届卡拉 ＯＫ 歌曲大奖

赛ꎮ 同年ꎬ 橱窗报栏展示学生美术、 书法作品ꎬ 均有力地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ꎮ ２００４ 年创办

体育、 音乐、 美术等特长班ꎬ 培养学生的个人特长与才能ꎮ ２００５ 年初开辟橱窗 ４ 块ꎬ 悬挂名人画

像ꎬ 创设了美好的校园文化氛围ꎮ １１ 月ꎬ 被中共陕西省委、 依法治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 “法制

校园”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高考上线艺术类 ５０ 人、 体育 ３８ 人ꎮ 同年ꎬ ２００７ 级学生都海东制作的 “多功能

平抛竖落仪” 教具获国家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二等奖、 陕西省自制学具二等奖ꎮ ２００８ 年参加县第

二届校园文艺调演ꎬ 荣获校园文艺调演综合组织奖ꎬ 舞蹈 «床前明月光» 获中学组优秀节目奖ꎬ 小

品 «报恩» 获校园文艺调演节目奖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被陕西省教育工委、 教育厅授予 “陕西省校园文

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ꎮ

今日之延川中学ꎬ 校容校貌发生巨大变化ꎬ 素质教育空前提高ꎬ 教学质量巩固发展ꎬ 呈现出令

人振奋的繁荣兴旺景象ꎮ 延川人民深信ꎬ 在校长冯治军带领下ꎬ 团结奋进的校领导班子和爱岗敬业

的教职工队伍ꎬ 继续发扬光大 “路遥精神”ꎬ 以饱满的热情、 顽强的拼搏ꎬ 一定会让这所省级标准

化高中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教育新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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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大事记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１ 日　 制订 «延川县修建 “延川县初级中学施工计划” »ꎬ ４５ 孔窑洞ꎬ ４ 个教室ꎬ １ 个厕

所ꎮ 至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兴建石窑 ５３ 孔 (含过洞 １ 个)、 教室 １２ 间、 单间 ２ 个ꎬ 厕所 １ 座ꎮ 建筑面积

１７０２ 平方米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 日　 延川县初级中学开学ꎬ 招收初中生 １８０ 名ꎬ 到校教职工 ８ 名ꎬ 其中教员 ３ 名ꎮ 本县

始有中学ꎮ

１０ 月 １１ 日　 代理校长魏载功到校ꎮ

１１ 月　 学校成立工会小组、 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ꎬ 组建学生会、 轻重乐器组ꎮ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 日　 全校师生召开同乐晚会ꎬ 欢聚一堂ꎬ 共庆佳节ꎮ

１ 月 １２ 日　 语文、 汉语、 数学等教师参加延安专属召开的学习会议ꎮ

３ 月 ３ 日　 召开全校教职工认购公债座谈会ꎮ

３ 月 １５ 日　 西安人民广播电视台赠发千灯干电收音机 １ 部、 留声机唱片若干 (广播体操 ２ 套)ꎮ

是年　 兴建石窑 ２５ 孔、 教室 ８ 间ꎬ 水井、 水井窑各 １ 个ꎮ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中旬　 成立三勤 (勤俭办学、 勤俭生产、 勤工俭学) 办学指导委员会ꎬ 校长任主任委员ꎬ

６



大事记 　


下设生产技术指导、 财物保管、 宣传联络、 检查布置 ４ 股ꎬ 各设股长 １ 名ꎮ

６ 月　 创建县电厂ꎬ 学校以汽灯照明改为用电照明ꎬ 但极不正常ꎬ 时有时无ꎮ

１０ 月 １２~２１ 日ꎬ 县兵役局在延川县初级中学试办短期射击训练班ꎬ 抽选男、 女各 １０ 名ꎬ 为期

１０ 天ꎬ 由县兵役局教练指导ꎬ 取得一定成绩ꎮ

１２ 月　 延川县并入延长县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更名为延长县第二中学 (简称 “延长二中” )ꎮ

是月　 成立中共延长县第二中学委员会ꎬ 首任党委书记任宝崇ꎮ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延长二中有 １１ 名学生光荣入伍ꎬ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ꎮ

秋　 延长二中始招收高中学生一个班 ５４ 名ꎬ 成为完全中学ꎮ

１２ 月 １２ 日　 学校总务处组织人员学习延安专员公署文教卫生局 “关于延安师范积极办好伙食

工作的体会” 的通报ꎬ 并结合学校实际改进灶务ꎮ

是年　 竣工石窑 ５９ 孔、 购置 ８ 孔ꎬ 建成 ２５００ 平方米操场 １ 个ꎮ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教导主任马逢瑞被评为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ꎮ

６ 月 １７ 日　 全体教职工开展 “三反” (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 整风运动ꎮ

９ 月 ２６ 日　 召开全校大会ꎬ 动员超龄学生返乡ꎮ

同月　 延长二中师生在禹居公社宋家坬村苦战 １０ 昼夜ꎬ 开荒 １０００ 余亩ꎮ

召开共青团延长县第二中学第一次代表大会ꎬ 选举产生团委书记刘国强ꎮ

成立延长县第二中学教育工会委员会ꎬ 主任马逢瑞ꎬ 副主任王西林ꎮ

１１ 月 ３~２０ 日　 学校开展 “三查” (查实人员、 查实工队、 查实定量)、 “五反” (反贪污盗窃、

反虚报冒领、 反提高等级、 反霉坏损失、 反挥霍浪费) 和整顿 “四风” (浮夸风、 共产风 ‹一平、

二调、 三收款›、 命令风、 特殊风) 节约运动ꎮ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１ 日　 延川县分设ꎬ 延长第二中学更名为延川中学ꎮ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杜永福接任校长ꎮ

７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永坪中学教师来学校学习交流教学经验ꎬ 延川中学教师赴清涧县学习交流ꎮ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　 延川中学 ３９ 名考生赴延安参加高考ꎬ 录取 １６ 名ꎬ 位居延安地区前列ꎮ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马存李率工作组进驻延川中学ꎬ 领导学校 “文化大革命” 运

动ꎬ 历时 ２ 个月ꎮ

７ 月　 考试招收高中简师生 １００ 名ꎬ 编为 ２ 个班ꎮ

８ 月上旬　 高六六级学生自发成立延川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ꎮ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０ 名学生组成首批红卫兵长征队ꎬ 徒步去北京串联ꎮ １１ 月 ３ 日ꎬ 自绣红旗一面ꎬ

向北京进发ꎬ 赶上接受毛泽东第 ８ 次接阅后留驻北京ꎬ 成为陕西省红卫兵联络总部ꎮ 次年 ３ 月受到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后返校ꎬ 开始 “复课闹革命”ꎮ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晚　 延川中学 “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 (简称 “红总司” ) 在大礼堂演出时ꎬ 与延川

中学 “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 (简称 “红四野” ) 发生严重冲突ꎮ 次日ꎬ “红四野” 鼓动五六百

农民进城殴打 “延总司” 的学生、 干部ꎬ 延川 “文革” 运动进入武斗阶段ꎮ

１２ 月 ４ 日 　 “红四野” 配合延安地区 “联合造反指挥部”ꎬ 抢劫延川县人民武装部轻机枪

４ 挺ꎮ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红四野” 与延川县毛泽东思想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 “延总司” ) 武斗队在白家

塬遭遇ꎬ 双方死伤 ８ 人ꎮ

５ 月 １７ 日　 “红四野” 武斗队袭击永坪ꎬ 被永坪油矿 “红工总” 武斗队打死 ４ 人ꎮ

７ 月　 根据中共中央七三、 七二四布告精神ꎬ 经解放军驻延支左部队斡旋ꎬ 延川两派群众

组织相继解散武斗队ꎬ 上缴武器ꎬ 武斗之风刹住ꎮ

８



大事记 　


８ 月 ２５ 日　 成立延川县中学革命委员会ꎬ 校长改称主任ꎮ 呼延忠任第一副主任ꎬ 主持工作ꎮ

１１ 月 ４ 日　 召开关于应届毕业生贯彻执行毛主席伟大号召动员大会ꎬ 全校师生参加ꎬ 县革委会

主任马志亭作 «关于形势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的报告ꎬ ８ 名毕业生代表发言表决心到农村去ꎬ 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ꎮ ７ 日ꎬ 召开欢送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ꎬ 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志祯、 校革委

会副主任呼延忠讲了话ꎬ 毕业生、 校革委会副主任薛延请代表全校 ４３３ 名毕业生讲话ꎬ 向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颁发批准书并赠送礼物ꎮ ８ 日ꎬ 高六六、 六七、 六八级和初六七、 六八级及简师班毕业学

生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劳动ꎬ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ꎮ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惠东梅、 刘爱莲、 惠玉强等 ４３ 名城镇毕业生集体插队落户各公社生产队劳动锻炼ꎬ

并给每人补助人民币 ５０ 元、 布票 ２２ 尺、 棉花 １ ５ 千克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　 校党支部、 革委会合办的 «向阳花» 小报创刊ꎬ 至 １９７７ 年停刊ꎬ 刊发 ６５ 期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　 学校开始整团建团工作ꎬ 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组建团支部 ６ 个ꎮ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改招高中生ꎬ 招收新生 ３０７ 名ꎬ 编为 ６ 个班ꎬ 成为高级中学ꎮ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学校组织秧歌队ꎬ 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前往拐峁大桥欢迎省、 地革委会检查团ꎮ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　 延安地区文教局检查团刘吉兆等 ３ 人来校检查贯彻落实 “五六” 指示情况ꎬ

并参观了校办工厂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始改为春季招生ꎮ 杜永福出任校革委会主任ꎮ

５ 月　 延川中学校友曹国玺 (谷溪)、 王维国 (路遥) 和白军民等人组建业余文艺创作小团体———

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ꎬ 由谷溪主编的 «延安山花» 诗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ꎬ ９ 月 １ 日创办

«山花» 文艺小刊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刘加里等老师带部分学生牺牲晚饭时间ꎬ 从县广播站把电线架到学校ꎬ 使学校电

灯照明正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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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９ 日　 全校师生到太相寺毛主席旧居参观学习ꎮ

１１ 月 ７ 日　 榆林地区清涧中学师生来延川中学听课ꎬ 交流教学经验ꎮ

１１ 月 ８ 日晨　 部分学生去县人民医院为一位产妇献血ꎮ

同日　 清涧中学男女篮、 排球队 ２６ 人来学校进行了友谊比赛ꎮ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召开学工学农总结大会ꎬ 县文教局局长任宝崇参加了大会ꎮ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县机械厂 ５ 名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简称 “工宣队” ) 进驻学校ꎬ 队长刘

世锐带队员辛合兵长期入驻学校ꎬ 协助校领导工作ꎬ 后队员替换为郝智全ꎮ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撤离ꎮ

１１ 月 １６ 日始　 为使学校面向农村ꎬ 高春七四级 ５ 个班依序举办赤脚医生、 农业机械、 农林、

兽医、 土记者专业短训班 ４５ 天ꎮ 高春七五、 七六级均成为不同的专业班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张立任校革委会主任ꎬ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改任校长ꎮ

１０ 月 １ 日　 延川中学七五级三班创办 «幼芽集»ꎬ 创编独幕话剧 «上课» (绘新图)、 «小燕展

翅»ꎬ 由柯君祥老师作ꎮ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　 为纪念毛主席 “五七” 指示发表 １０ 周年ꎬ 学校编辑 «文艺创作选集»ꎮ

９ 月 ９ 日　 毛泽东逝世ꎮ １０ 日ꎬ 全校师生臂戴黑纱ꎬ 利用课余时间自发做花圈敬献ꎮ １５ 日 １２~

２６ 时ꎬ 全校师生分 ７ 组在县吊唁厅吊唁ꎬ 部分学生守灵ꎮ １８ 日ꎬ 全校师生在县影剧院参加全县毛

泽东追悼大会ꎮ

１０ 月 １ 日　 校团委组织召开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主题团会ꎮ

１０ 月 ８ 日　 校党支部贯彻县委精神ꎬ 做出举办太相寺学习班决定ꎬ 从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分期分批在

毛主席旧居太相寺举办 “学习毛泽东思想ꎬ 继承毛主席遗志ꎬ 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学

习班ꎮ

同日　 校党支部做出 «关于永远继承毛主席遗志ꎬ 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决定»ꎬ 全校掀起学

习毛泽东思想新高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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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１１ 月 １５ 日晚　 学校在县影剧院召开 “讲唱三首革命歌曲ꎬ 拥护华国锋ꎬ 声讨 ‘四人帮’ 汇报

会”ꎮ 县级各单位和城关公社所属各单位代表参加观看ꎮ 学校副校长张立讲了话ꎬ １０ 个单位先后演

出ꎮ 县直机关党委书记阎尔雄讲话ꎮ

１１ 月 １６ 日晚　 全校师生到影剧院聆听孙立哲所作的 «关于抗震救灾情况» 报告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召开共青团延川中学代表大会ꎬ 团委书记呼延康作 «向雷锋同志学习ꎬ 做雷锋式的

好学生» 报告ꎬ 白国荣宣读 «关于进一步掀起学雷锋运动新高潮的决定»ꎮ

４ 月 １~４ 日　 延安地区军体训练现场会在延川中学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有各县体委负责人和县办

中学有关领导ꎮ 学校民兵连进行了队形演练ꎬ 并进行刺杀、 实弹射击、 对空射击、 防原子、 救护、

打坦克等综合军事演习ꎮ 参会的宜君、 志丹、 子长县出队进行航模、 射击、 无线电报务、 摩托车

表演ꎮ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１ 时　 延安地区各校代表来延川中学参观军事表演ꎮ

４ 月 １５ 日　 全校师生参加全县热烈庆祝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发行大会ꎬ 学校又举行颁发

“红宝书” 大会ꎮ 下午ꎬ 各班举行攻读 «毛泽东选集» 座谈会ꎮ

５ 月 ５ 日　 全校师生迎接北京插队知识青年ꎮ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在学校中院召开全校师生大会ꎬ 县委办公室王主任传达中央 １５ 号文件ꎻ 下午ꎬ

全校召开批判 “四人帮”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破坏教育革命罪行大会ꎮ

６ 月初　 延安大学师生 １８ 人来校实习ꎬ 实习期 ４０ 余天ꎮ

６ 月 ２１ 日　 共青团延川中学委员会组织召开学雷锋见行动大会ꎬ 号召开展 “学雷锋、 做好事”

活动ꎮ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　 学校恢复为秋季招生ꎬ 招收初中生 １２０ 名ꎬ 编为 ２ 个班ꎬ 学制 ３ 年ꎻ 高中生 ３００ 名ꎬ 编

为 ５ 个班ꎬ 学制 ２ 年ꎮ 延川中学成为完全中学ꎮ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８ 时　 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县批判打砸抢大会ꎮ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延安地区教育局、 教研室检查学校电化教学工作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课堂授课时间由原来的 ４０ 分钟增加为 ４５ 分钟ꎮ

１１ 月 ９ 日　 为预防流感ꎬ 全体师生熬喝 “三白汤”ꎬ 每日 ３ 次ꎬ 连喝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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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陕西省体育、 文艺工作检查团来学校检查指导工作ꎮ

１１ 月 ２６ 日　 校团委发出 «关于转发初二二班班委会 ‹关于开展 “学雷锋、 树新风、 争三好”

活动› 的决定的通知»ꎬ 全校掀起 “学雷锋、 争三好” 活动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清涧县二十里铺中学来学校观摩初二、 初三教学ꎬ 并在校会议室进行了评议ꎮ

１１ 月 １４ 日　 陕西省体育卫生局检查团来学校检查工作ꎬ 重点检查了体育工作ꎬ 听课并观看学

生体育锻炼情况ꎮ

是年　 延川中学教师冯治海、 李进才、 刘加里革新白昼幻灯成功ꎬ 获陕西省电化教学优秀奖ꎮ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成立学校文艺队ꎮ

３ 月 １３ 日　 召开全校 “五讲、 四美” 活动大会ꎬ 县文教局白光明局长、 团县委书记沙志文出

席会议并讲话ꎮ

３ 月 ２０ 日　 召开学校师生大会ꎬ 县委副书记李建设传达中央文件及省委关于学雷锋、 树新风的

通知ꎮ

４ 月 ８ 日上午　 学校召开校炊事员冯廷瑞追悼大会ꎬ 全校师生员工及县教育局白光明局长和各

界领导参加ꎬ 张志忠副校长主持ꎬ 刘国斌致悼词ꎮ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邀请路遥、 谷溪等作家给高二全体同学作学术报告ꎮ

１１ 月　 童建华任校长ꎮ

１２ 月 ２４ 日中午　 延川中学少先队召开 “三爱” (爱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 主题队会ꎬ 邀请

老干部刘春林作革命传统报告ꎮ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延安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姚生秀来延川中学视察工作ꎮ

４ 月 ２９ 日　 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罗士杰来延川中学检查卫生工作ꎮ

６ 月 １４ 日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永胜到学校作 “张海迪先进事迹” 报告ꎮ

８ 月　 高中亦改为 ３ 年学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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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　 学校获陕西省体委、 教育厅颁发的 “体育传统项目先进集体奖”ꎬ 获锦旗 １ 面ꎮ

同月　 教师张进生被评为陕西省优秀班主任ꎮ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　 教师张进生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ꎮ

１１ 月 １９ 日　 延安地区教育局惠局长来学校检查指导工作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　 教导主任王振荣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山区模范教师” “省劳动模范”ꎮ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２ 日　 投资 ３５ 万元ꎬ 动工兴建学校第一栋楼———实验楼ꎬ 双面 ３ 层ꎬ 次年 ９ 月 ２８ 日竣工ꎬ

建筑面积 ２１０２ １６ 平方米ꎮ

９ 月 １７ 日　 延川中学与县人民政府签订计划生育合同ꎮ

同月　 学生冯延军参加延安地区田径运动会ꎬ 以 ５ ９３ 米成绩获急行跳远第一名ꎮ

　 　 　 刘加里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评为 “优秀教师”ꎮ

１９８６ 年

２ 月 ５ 日　 延川中学被陕西师范大学确定为保送生学校ꎮ

４ 月 ２ 日　 副校长王振荣被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增选为政协延川县委员会副主席ꎮ

６ 月　 高中毕业生因学校招收外地生参加考试ꎬ 举行筛选考试罢考ꎮ

同月　 高向良老师所带初八级五班荣获 “陕西省三好活动先进集体”ꎮ

７ 月 １ 日　 校长童建华代表学校与公安局签订治安防范协议书ꎮ

８ 月 ２１ 日　 学校将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文书档案移交县档案馆ꎮ

同月　 学校兴办粉笔厂ꎬ 有工人 ２ 名ꎬ 模具 １ 套ꎬ 当年产值 ８００ 元ꎮ １９８９ 年生产 １ ２ 万盒ꎬ 产

值 ４２００ 元ꎬ 纯收入 １５００ 元ꎮ 后倒闭ꎮ

１０ 月 １ 日　 高八八级学生郝炜、 张宏民、 杨萍等 ４０ 名学生自发组织成立冲浪文学社ꎬ 创办

«冲浪文学» 校刊ꎮ 次年 １０ 月学校举行冲浪文学社成立 １ 周年庆祝大会ꎬ 至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共出刊

«冲浪文学» １５ 期ꎮ

１２ 月　 刘世成任校长ꎮ

是年　 在上院南侧校园外修建坐北向南讲师院住宅石窑 １ 排 ２１ 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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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延川中学 “关于发放劳保及配发工作服的规定” 试行ꎮ

７ 月　 县教育局邀请国家航天部 ５ 位教师ꎬ 在延川中学举办为期 １ 年的英语教师培训班ꎮ

１２ 月　 体育教师杨晓宁被评为全国体育传统项目优秀工作者ꎮ

是年　 召开 “文革” 后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ꎬ 建立教职工代表组织ꎬ 选举产生工会主席、 副

主席ꎮ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９ 日　 向县政府、 教育局呈文 «关于申请列拨教学楼续建工程部分材料费、 生活费的报

告»ꎬ ８ 月县计划委员会分配钢材 ８ 吨、 水泥 ２５ 吨、 木材 ２０ 吨ꎬ 用于基础建设ꎮ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８ 时　 学校后排教室旁土崖塌方ꎬ 把初一三班刘军卫等 ４ 名学生压在土中ꎬ 白志杰、

冯八虎等 ２０ 余名学生奋力抢救ꎬ 挽救了 ４ 名同学的生命ꎮ １８ 日ꎬ 学校决定对抢险中表现突出的白

志杰、 张亚东、 杨建华、 张军文、 冯八虎给予荣誉奖励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开始实行校长聘任制和教师聘用制ꎬ 刘世成被聘为校长ꎮ

６ 月　 «延川中学教师工作量化管理考核方案» 实施ꎬ 增强激励竞争机制ꎬ 调动了教师的工作

积极性ꎮ

１１ 月　 体育教师张春阳被评为全国实施 «国家体育锻炼标兵» “先进工作者”ꎮ

同年　 学校被延安地区教育局评为 “１９８９ 年重点中学工作先进单位”ꎬ 奖励工艺奖状 １ 块ꎬ 奖

金 ３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副县长马思汉在延川中学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议ꎬ 研究建立优质丰产示范果园ꎮ

９ 月 １３ 日　 学校代销点撤销ꎮ

是年　 学校建成 “百亩果园”ꎮ

学校被评为全国实施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先进集体ꎮ

郝时明老师所带九一级四班荣获 “陕西省三好活动先进集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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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２ 日　 首座教学楼竣工验收ꎮ

９ 月 １２ 日　 延安地委书记遆靠山在县委书记马晔、 县长王林发及文教委主任阎冰场、 教育局长

张存等陪同下ꎬ 视察学校教学楼、 实验楼ꎬ 并亲临教师办公室、 学生宿舍问寒问暖ꎮ

１４ 日　 教育局制定 «延川县中小学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制度» (试行稿)ꎬ 延川中学被选为试点

学校ꎮ

２３ 日　 学校被定为 “陕西省第三周期扩大的人口教育项目试点中学”ꎮ

２６ 日　 校友路遥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获全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ꎬ 中共延川县委、 县人民

政府召开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祝贺ꎬ 并对路遥载誉重返故里表示热烈欢迎ꎮ 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ꎬ 县

委宣传部邀请路遥在县委五楼会议室作文学创作辅导报告ꎮ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被陕西省教委、 人事厅授予 “德育工作先进集体”ꎮ

８ 月　 呼平安任校长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与北京 １０１ 中学结成联谊学校ꎬ 每年推荐 ３ 名中考成绩最优学生到 １０１ 中学就读高中ꎮ

８ 月　 刘怀福任校长ꎮ

１０ 月　 被陕西省体委、 教委授予 “陕西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集体”ꎮ

是年　 被陕西省教委、 卫生厅、 体委授予学校 “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学校荣获延安地区教育局颁发的 “教育质量进步学校奖”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６ 年　 拆除上院第二、 三排窑洞、 教室ꎬ 新修坐北向南 ８ 排 ８０ 孔窑洞ꎬ 建成教师住宅一区ꎬ

安排 ４０ 户教师家属入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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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沿海教学楼在时任福建市委书记习近平牵线下ꎬ 由香港沿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福建

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捐资 ５０ 万元ꎬ 市、 县财政拨款 ５０ 万元ꎬ 动工兴建ꎬ ８ 月 １５ 日竣工ꎬ ９ 月 １０

日落成ꎮ

秋　 初一、 二和高一、 二 ４ 个年级统一制作校服ꎮ

１２ 月 １１~１３ 日　 学校校长与高三各科 １ 名教师参加延安市管理工作会暨高三学科研讨会ꎮ

１２ 月 ２３ 日　 校务会决定出售学校上院新修 ８ 排窑洞及总务处南侧下面 ２ 排窑洞ꎬ 次年 ５ 月 １

日与教师住户签订了售房合同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学校苹果园以 １ ６ 万元承包给高文安等 ４ 人经营ꎮ

４ 月 ３０ 日　 高二三班高永鹏抢救落水儿童ꎬ 学校给予表彰ꎮ

１２ 月 ２９ 日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冯治堂和教育局局长白树岗来学校与教师探讨教学质量方面

问题ꎮ

是年　 获延安市委、 市政府颁发的 “初中教学质量优秀学校奖”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刘文华、 韩卫军老师和部分学生自发组织成立启航文学社ꎬ 创办 «启航» 刊物ꎬ 至

２００４ 年共出刊 ８ 期ꎮ

１１ 月　 建起本县首个校园集中供暖工程ꎬ 师生冬季取暖不再烧煤ꎮ

１２ 月 ３１ 日　 学校举行 “走进新世纪” 元旦文艺晚会ꎮ

是年　 荣获延安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 “高中教学质量三等奖”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６ 日　 聘请县公安局樊治峰为学校首任兼职法制副校长ꎮ

６ 月 ２８ 日　 在延川中学小会议室召开学校行政会议ꎬ 由县教育局局长白树岗宣布公开招聘结

果ꎬ 冯治军被聘任为延川中学校长ꎮ

７ 月　 学校全面推行 “四制” 改革ꎬ 即校长聘任制、 教职工聘用制、 结构工资制和岗位目标责

任制ꎬ 为学校发展注入活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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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　 学校围绕 “创建一流名校、 铸造一流名师、 培养一流名生” 办学理念ꎬ 狠抓领导、 教

师、 学生三支队伍建设ꎮ

１２ 月 １４~１６ 日　 延川中学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学校大会议室

召开ꎬ 会议审议通过学校五年规划报告、 财务计划报告和 “五大规章制度”ꎬ 并做出相应决议ꎮ 选

举产生延川中学第三届工会委员会ꎬ 工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工会主席、 副主席ꎮ 制定 «延川县

中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ꎬ 使教职工参政议政职权得到保障ꎮ

是年　 在体育场上畔ꎬ 新修 ２２ 孔窑洞ꎬ 建成第二个教职工家属区ꎮ

２００２ 年

春　 在校园后山坡植柏树 ８０００ 余株ꎬ 建成校园绿色基地ꎮ

３ 月 ３ 日始　 学校教职工实行挂牌上岗ꎮ

３ 月　 成立教科室ꎬ «教研动态» 创刊ꎮ

４ 月 １０ 日　 引进陕西东辉实业公司资金 ２９０ 余万元ꎬ 动工兴建学生公寓楼ꎬ 次年 １０ 月竣工ꎬ

建筑面积 ４２９９ ４３ 平方米ꎬ １１ 月交付使用ꎮ

１７~２７ 日　 学校举行首届文化艺术节ꎮ

５ 月 ２０ 日　 成立后勤服务公司ꎬ 王文忠被聘为经理ꎮ

是年　 在延川中学新修 ３３ 孔窑洞ꎬ 建成第三个教职工家属区ꎮ

引进陕西同兴科技有限公司资金 ７２ 万元ꎬ 建成可供 ８４ 人同时上机操作的微机室ꎮ

在延安市中小学校长履职考评中ꎬ 冯治军被评为 “优秀校长”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学校被延安市委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授予 “依法治理示范单位”ꎮ

４ 月 ２ 日　 投资 ５９０ ２２ 万元ꎬ 于校园大门两侧破土动工兴建 １、 ２ 号商住楼ꎬ 坐西向东ꎬ 总建

筑面积 ８０００ 平方米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竣工ꎮ

同月　 开展防 “非典” 工作ꎬ 坚持每天消毒、 轮流值班、 晨检等措施ꎬ 举办 “非典” 预防知

识专栏ꎬ 使学校没有一例 “非典” 疫情患者ꎬ 保障了师生的健康ꎮ

６ 月　 延川中学与延安圣远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合办股份制初级中学———延远初级中学ꎮ

７ 月　 实施 “普九” 达标ꎬ 总投资 １０８７ ５ 万元ꎬ 实施餐饮住宅、 商住、 校园维修绿化、 校园供

水、 校园信息网、 图书仪器、 校园文化建设工程ꎬ 完善各部室建设ꎬ 至次年 １０ 月ꎬ 校园面貌大改观ꎮ

是年　 在延安市政府组织的中小学校长履职考评中ꎬ 冯治军被评为优秀校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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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学校被延安市教育局命名为 “延安示范中学”ꎮ

５ 月 １ 日　 部分教职工乔迁住宅二区新居ꎮ

９ 月 ２ 日　 学校授予马东阳 “见义勇为优秀保卫干事” 称号ꎬ 号召全校师生向马东阳学习ꎮ

１０ 月　 被陕西教育科学研究所授予 “陕西省以校为本教学研究制度建设实验学校”ꎮ

１２ 月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 “依法治校示范学校”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被延安市教育局授予 “重点高级中学”ꎮ

同月　 被命名为陕西省法制文化教育示范学校ꎮ

３ 月　 获延安市 ２００４ 年度高中教学质量三等奖ꎮ

４ 月 ２４ 日　 召开共青团延川中学第五次代表大会ꎬ 听取审议并通过孙玉婷代表第四届委员会所

作的工作报告ꎬ 选举产生共青团延川县中学第五届委员会ꎮ

同月　 成立路遥文学社ꎬ 刊行 «路遥文刊»ꎮ

６ 月 ２ 日　 陕西省教育厅胡致本厅长在市、 县领导陪同下检查延川中学工作ꎮ

４ 日　 陕西省督学来校检查工作ꎮ

７ 月　 完全剥离初中ꎬ 成为高级中学ꎮ

１０ 月 １ 日　 成立心理咨询室ꎬ 创办 «心路» 刊物ꎮ

１０ 月 １１ 日　 被陕西省教育厅批复为 “陕西省重点中学”ꎮ

同月　 被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授予 “文明校园”ꎮ

１１ 月　 被中共陕西省委、 依法治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 “法制校园”ꎮ

１２ 月 ２３~２４ 日　 召开四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ꎬ 应到、 实到代表 ４５ 名ꎮ 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

冯治军校长所作的 «学校发展五年规划» 报告、 梁延林代表第三届工会委员会所作的 «学校工会

工作报告» 及副校长封永平所作的 «学校财务工作报告»ꎬ 审议通过 «延川中学高考质量奖励办

法» «延川中学非毕业班考试奖励办法» 的决议ꎮ 选举产生第四届工会委员会ꎮ

是年　 被评为 “延安市校务公开示范单位”ꎮ

学校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ꎬ 建成校园网ꎬ 使用终端接至每个教室和所有教师办公室ꎬ 共建立多

媒体教室 ２ 个、 计算机教室 １ 个ꎬ 装备计算机 ６６ 台ꎻ 建成教师电子备课室 １ 个ꎬ 装备计

算机 ２４ 台ꎮ 教学基本实现网络化、 信息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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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获 “延安市 ２００５ 年高中教学质量三等奖”ꎮ

同月　 被陕西省教育厅确定为 “陕西省示范家长学校”ꎮ

６ 月 １３ 日　 接受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的书籍 １０００ 册ꎮ

７ 月　 曹娟以 １４９ 分成绩获陕西省高考数学单科状元ꎮ

９ 月 ６ 日　 陕西省教育厅、 物价局转化延川中学省级重点高中为陕西省标准化高中ꎮ

１１ 月 １３ 日　 延川中学由科级建制升格为副县级建制ꎬ 内设机构为副科级建制ꎮ

是年　 ２００７ 级都海东同学制作的 “多功能平抛竖落仪” 教具获国家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二等

奖、 陕西省自制学具二等奖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始开展全员新课改理论和管理方法培训ꎮ

６~８ 月　 投资近 １００ 万元ꎬ 在原五排窑洞上加层新修办公室 ８ 间ꎬ 会议室 １ 间ꎬ 教室 ６ 间ꎮ

９ 月 ２８~３０ 日　 召开四届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ꎬ 听取审议并通过学校工作、 财务工作报告ꎬ 审

议通过 «延川中学高考质量奖励办法» «延川中学工作量津贴计发办法» «延川中学教师量化考核

办法» «延川中学骨干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 的决议ꎬ 加强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ꎮ

同月　 学校高一学生使用新课改教材ꎮ

１０ 月 １ 日　 高八七级校友聚会母校ꎬ 赠 “人梯” 刻石ꎬ 矗立于校大门内左侧ꎮ

同月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陕西省 «高中艺术» 课程实验学校ꎮ

　 　 　 通过延安市绿色校园验收ꎬ 被授予延安市绿色校园ꎮ

１１ 月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陕西省 “平安校园”ꎮ

同月　 学校制定学分认定及管理办法ꎮ

１２ 月　 通过陕西省文明校园验收ꎮ

同月　 白国宝被评为陕西省校本教研先进个人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被陕西省委、 省政府授予 “文明校园”ꎮ

３ 月　 学校开设校本教材课程、 研究性学习课程ꎬ 制定 «校本教材开发与管理办法» 及 «研究

性学习管理办法»ꎮ

同月　 获延安市 ２００７ 年度高考教学质量三等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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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陕西省综治办、 教育厅、 公安厅授予 “陕西省平安校园”ꎮ

５ 月 ２８ 日　 召开五届一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ꎬ 参会代表应到、 实到 ５７ 名ꎮ 会议听取

审议并通过冯治军校长所作 «抢抓机遇ꎬ 不辱新使命» 工作报告ꎬ 审议通过 «学校财务工作报告»

和 «延川中学高考质量奖励办法» 的决议ꎬ 选举产生第五届工会委员会ꎮ

５ 月 １９~２１ 日　 学校降半旗并组织全校学生沉痛悼念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同胞ꎮ

６ 月 １７ 日　 校园文化艺术节更名为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ꎬ 举办第六届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ꎮ

７ 月　 县财政和学校共投资 １４０ 余万元ꎬ 为高一、 二 ２８ 个教室安装多媒体教学设备ꎮ

８ 月　 通过陕西省 “双高普九” 验收ꎮ

９ 月　 获延安市高中教学质量三等奖ꎮ

１１ 月　 被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评为 “陕西省校本教研先进单位”ꎮ

１２ 月　 获陕西省校本教研先进集体ꎮ

是年　 教学设施达到国家Ⅰ类标准ꎬ 增配图书ꎬ 建成舞蹈室ꎮ

　 　 　 县财政和学校投资新建学生微机室 ２ 个ꎬ 装机 １２０ 台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在学校大会议室举行李焱荣献爱心扶贫救助仪式ꎬ 资助贫困学生 １００ 余名ꎬ 每人发

放 ５００ 元ꎮ

同月　 获延安市 ２００８ 年高中教学质量三等奖ꎮ

４ 月 ７ 日　 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来延川中学视察调研ꎮ

６ 月 ３ 日　 邀请延安大学梁向阳等教授以及县上相关领导与学校主管领导一起召开 “路遥纪念

室” 筹建座谈会ꎮ

６ 月　 陕西省 “平安校园” 验收省市督导团对 “延川中学学校发展水平督导评估” 顺利过关ꎬ

并受到高度好评ꎮ

７ 月 ２ 日　 在下院校门口内安放 “路遥雕像纪念石”ꎬ １０ ~ １１ 月建成 “路遥纪念室” ２ 间ꎬ １２

月 １６ 日举行路遥纪念室揭牌仪式ꎮ

８ 月　 王瑛、 高跳琴、 刘萍莉制作教具 “弦线上驻波探究仪” 被陕西省教育厅选送参加教育部

教具仪器研究所举办的第七届 “华师京城杯” 全国教具学具大赛ꎬ 获三等奖ꎮ

９ 月 １ 日始　 学校实施 “蛋奶工程”ꎬ １３２８ 名住宿生每天均享受早晨 １ 袋牛奶、 １ 个鸡蛋待遇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更名为营养早餐ꎬ 实现学生全覆盖ꎮ

１０ 月 ２ 日　 “创强” 专家组来校检查评估ꎮ

１１ 月 １２ 日　 延安市政府督导室对学校高中教学质量进行评估检查ꎮ

１２ 月 ４ 日　 校工会在小会议室为 ２６ 名贫困生发放助学金ꎬ 中联世纪集团董事长花世华资助每

人 １０００ 元ꎮ

０２



大事记 　


１２ 月 ２８ 日　 在大会议室举办首届教法研讨会ꎮ

同日　 白国宝主持的首个省级课题 «在实践与活动中学习———以延川旅游资源调查为例»

结题ꎮ

是年　 学校硬化办公楼前场地ꎬ 校园占地全部硬化ꎮ 投资 １４１ 万元ꎬ 建立 ２８ 个多媒体教室ꎬ

学校通过双高普九验收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学校自筹 ８０ 余万元ꎬ 给高三 １７ 个教室全部配备多媒体设备ꎮ

４ 月 ２１ 日　 在学校中院ꎬ 师生为青海玉树地震中遇难同胞举行降半旗哀悼仪式ꎬ 晚组织学生参

加 “点点烛光为玉树” 烛光悼念活动ꎮ

５ 月 １９~２０ 日　 市教育强县验收小组来校验收视察ꎮ

６ 月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绿色文明示范工程”、 “绿色学校” 称号ꎮ

８ 月 ２６ 日~１１ 月 ２６ 日　 在北外、 外研社、 延安市政府联合举办的高中骨干英语教师赴英国高

级研修活动中ꎬ 教师刘健辉赴英学习ꎮ

１０ 月　 开展 “导案式” 教学模式ꎮ

１１ 月　 学校贯彻宜川会议精神ꎬ 实行 “学案导学” 课堂改革模式ꎮ

同月　 孙玉婷主持的省级课题 «多媒体与学科教学的整合» 结题ꎮ

１１ 月　 杨永宏主持的国家级课题 «英语 “四位一体” 教学方法实践研究» 结题ꎮ

１２ 月 １ 日　 延安市教育局视导组来校检查指导教学教改工作ꎬ 学校组织召开视导反馈会ꎮ

同月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陕西省教育系统 “五五” 普法宣传教育先进单位ꎮ

是年　 公寓楼、 教学楼、 校园大门等处增添电子监控设备ꎬ 整顿 ５ 处大门ꎬ 封闭校园ꎬ 实行保

安 ２４ 小时巡逻制ꎬ 保证了校园安全ꎮ

　 　 　 学校工会被评为 “延安市十佳工会”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在实验楼首次举办教案展示评比和教学设计评比展览ꎮ

同月　 被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评为 ２０１０ 年度教育科研先进学校ꎮ

５ 月 ２１ 日　 承办 “陕西文化户外大讲堂第 ２６ 集 «五月延川我们追寻路遥» ” 大型文化讲座ꎮ

５ 月 ２３ 日　 高 ２０１１ 届毕业生赠给学校孔子雕像 １ 尊ꎬ 被安置于实验楼门前ꎮ

１１ 月　 被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授予 “教育科研先进学校”ꎮ

１２ 月 ２３ 日　 全校师生聆听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梁向阳作专题报告ꎮ

１２ 月　 被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教育厅授予陕西省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ꎮ

１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县人民政府县长呼延鹏和教育局长刘伟生来校检查指导工作ꎮ

２ 月 ２５ 日　 爱心人士张正明、 陆祥琴、 吴蔚、 朱雪峰、 袁燕菲、 蔡靓羽、 李红等给学校贫困生

捐款 ３ ２５ 万元ꎮ 冯治军校长陪同参观了路遥纪念室ꎮ

３ 月 ２ 日　 江苏爱心人士来校看望并捐助贫困生ꎮ

３ 月 １９ 日始　 高三毕业班学生每天早上举行高考前宣誓仪式ꎮ

４ 月 １７ 日　 在教学楼前举行无锡前程木业包装公司 “徐平奖学金、 助学金” 签约仪式ꎬ 为部

分优秀贫困生发放助学金ꎮ 中共延川县委、 县人民政府给徐平颁发 “爱心大使” 荣誉证ꎮ

５ 月 ２８ 日　 高 ２０１２ 届毕业生给学校赠送大枣树 １ 棵ꎬ 栽植于学校中院ꎮ

８ 月　 长江商学院 ＥＭＢＡ１８ 期 １２ 队学员奖励学校 ２０１２ 届高考优秀教师、 班主任资金 ４ ５ 万元ꎮ

１０ 月 １９~２０ 日　 召开第六届一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ꎬ 应到、 实到代表 ５８ 人ꎮ 会议听

取审议并通过校长冯治军所作的学校工作报告和 «延川中学十二五发展规划»ꎬ 高海燕代表五届工

会委员会作工会工作报告ꎬ 审议通过 «延川中学考评管理制度»ꎬ 选举产生第六届工会委员会ꎮ

２５ 日　 县防疫站来校宣传疾病预防知识ꎮ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举行 “诵读千古美文ꎬ 传承华夏文明” 中华诵国学汇演ꎮ

１７~１８ 日 　 召开共青团延川中学第六次代表大会ꎬ 应到、 实到代表 １２５ 名ꎬ 列席代表 １０ 名ꎬ

并邀请县委、 县团委领导列席会议ꎮ 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王庆代表第五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ꎬ

选举产生共青团延川中学第六届委员会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延安市教育局视导团来校开展为期 ４ 天的视导检查ꎮ

１０ 月 １２ 日　 在中院举行 “依恋阳光” 集团助学金发放仪式ꎬ 享受助学金者 １００ 人ꎬ 每人每学

年 ３０００ 元ꎮ １５ 日ꎬ 在大会议室举办 “衣恋阳光” 班 “心存感恩、 成就人生” 主题班会ꎬ 并举行揭

牌仪式ꎬ 配发衣恋集团服装、 笔记本等ꎮ 至 ２０１５ 年设立 ４ 个 “衣恋阳光班”ꎬ 共 ２００ 人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　 学校成立足球队ꎬ 参加县首届 “足协杯” ７ 人制足球比赛ꎮ

１２ 月 ２７ 日　 在学校大会议室召开微型课题培训报告会ꎬ 全校任课教师聆听了延安市教研中心

张炎作的 «课题研究实用方法解析» 专题报告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延安实验中学副校长申延生在中院给全校师生作 «结对帮扶 “手拉手”ꎬ 共享资源

促成长» 报告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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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月 ２２ 日　 冯治军校长带领全体党员徒步到县烈士陵园ꎬ 缅怀英烈ꎬ 重温入党誓词ꎮ 由副书记

梁延林主持ꎮ

６ 月 ９ 日　 启动 «延川中学校志» 编纂工作ꎬ 聘请原延川县方志办副主任吕立军编修ꎮ

７ 月 １ 日　 在实验楼举行首届教师粉笔字大赛ꎮ

９ 月 １０ 日　 县人民政府县长张永祥、 副县长王军、 宣传部长张振宏和教育局长刘卫生等领导来

校与教师代表座谈ꎬ 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ꎮ １５ 日ꎬ 县人民政府决定每年给学校下拨教育经费 １００

万元ꎮ

９ 月 ２５ 日　 县委防止邪教办公室在学校中院举办 “防范抵制邪教、 共建和平校园” 图书展ꎮ

１０ 月 ７ 日　 制定办好高中教育十大措施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　 邀请宜川中学副校长蒋永升来校作 «教改理念和实践» 报告ꎬ 使全校师生颇受教

育ꎬ 增强了教职工改革学校工作的信心ꎮ

１０~１１ 月　 学校行政领导和高一、 二任课教师共 １００ 多名ꎬ 先后赴宜川中学培训学习ꎬ 探求学

校管理、 教学工作改革方向与经验ꎮ

１２ 月 ２４ 日　 学校英语兴趣教学组组织学生在大会议室举行首次英语话剧表演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在大会议室举行英语社团启动仪式ꎮ

同月　 学校有 ２０８ 项教科研成果获国家重点科研课题 «教学多样化与素质教育» 奖ꎮ

３ 月 ２ 日　 无锡市滨湖慈善中娇梦基金会一行 ３ 人资助本校贫困生ꎬ 在实验楼阅览室举行资助

仪式ꎬ 县慈善协会会长高风兰、 副会长兼秘书长冯贵斌和校工会主席高海燕参加了资助仪式ꎮ

３ 月 ２６ 日　 在教学楼前举行 “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进校园” 活动ꎮ

４ 月 １０ 日　 投资 １３６８ ５ 万元的路遥教学楼建成并投入使用ꎮ

７ 月 ９ 日　 邀请延安大学医学院副教授贺清明作 «人的健康与生活方式» 讲座ꎮ

９ 月 １７ 日　 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海波一行在延安市副市长刘景堂陪同下检查学校工作ꎮ

同月　 孙玉婷副校长主持、 ７４ 名教师参与的国家级课题 «教学多样化与素质教育» ９ 个子课题

结题ꎮ 同时立项研究国家级课题 «传统文化与教育教学» ５ 个子课题ꎮ

２０１６ 年

春季开学　 高中学生全部免学费ꎬ 每人免学费 ８００ 元ꎮ

３ 月 １７ 日　 福州市晋安区一行 ９ 人ꎬ 在县政府领导的陪同下来学校考察ꎬ 并召开了延川县与晋

安区教育协作座谈会ꎬ 会上签订了 «福州第七中学与延川中学结对协议»ꎬ 晋安区捐资 ２００ 万元ꎬ

改造延川中学教学楼为 “晋延图书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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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校史沿革

１９８３ 年延川县中学校貌

延川县历来文风昌盛ꎬ 虽处偏僻之地ꎬ 且一直崇尚教育ꎮ 唐办儒学ꎬ 明有社学ꎬ 清创建登峰书

院ꎮ 民国十六年 (１９２７) 县域已有初级小学 ３６ 所、 高级小学 ３ 所ꎬ 女子完全小学 ２ 所ꎮ 陕甘宁边

区时期的 １９４０ 年ꎬ 全县有初级小学 １２０ 所ꎬ 高级小学 ２ 所ꎮ 但时至新中国成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

期ꎬ 延川仍无一所中学ꎬ 小学毕业后升学深造ꎬ 便不得不去榆林中学、 延安中学等外地学校求学ꎬ

延川需建中学是民心所向、 形势所迫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ꎬ 绥德专署文教局派蔡士焕等 ５ 人董率建校于县城西北高阜ꎬ 并于次年 ８ 月竣工ꎬ

９ 月 １ 日始招初中生 １８０ 名ꎮ 首任校长魏载功ꎬ 外调教员 ６ 名ꎬ 为县政府管理的副县级事业单位ꎮ

使用全国统一教材ꎬ 教学以学习苏联 “凯洛夫教学法” 为主ꎮ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ꎬ 延川中学教职工参加

整风反右运动ꎮ 县委号召大鸣大放ꎬ 提出批评意见ꎮ 后来ꎬ 运动转入反击右派分子ꎬ 对提意见的人

无原则的上纲上线ꎬ 将生物教师王政游打成右派分子ꎬ 开除团籍ꎬ 令其回家劳动教养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在

大跃进高潮中ꎬ 学校开展大炼钢铁、 深翻地、 修体育场等劳动ꎬ 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ꎬ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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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学走向半工半读的道路ꎮ 但经过学校师生共同努力ꎬ 校风良好ꎬ 成绩突出ꎬ 学校保持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的局面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ꎬ 延川县并入延长县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更名为延长县第二中学ꎬ 隶属延长县政府

管辖ꎬ 但仍按原来方式办学ꎮ 受 １９５８ 年全国 “大跃进” 浮夸风和三年自然灾害、 天灾人祸影响ꎬ

粮油紧缺、 商品供应紧张ꎬ 饥饿笼罩全国全县ꎬ 延长县第二中学亦不例外ꎬ 仍走的是半工半读的道

路ꎬ 几乎以劳动代替了教学ꎮ 学生上山挖野菜ꎬ 下川捡菜叶ꎬ 刨菜根、 摘洋芋叶子ꎮ 师生生活极为

困难ꎮ 一般教师月工资仅能买一两筐洋芋ꎬ 有的饥饿浮肿ꎻ 有的吃糠咽菜ꎮ 次年秋季始招生高中生

一个班ꎬ 成为完全中学ꎬ 共有 １３ 个教学班ꎬ 在校学生发展至 ９５０ 名ꎬ 有教职工 ５５ 名ꎮ 在全体学生

团员和部分青年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采取 “大鸣、 大放、 大辩论” 方法ꎬ 批评教育了郑

光前、 贺海盈等同学ꎬ 实质转向学生批斗学生运动ꎬ 致使学校正常教育秩序受到冲击ꎮ 是年ꎬ 延长

县第二中学虽出现学生不愿上学的波动和种种困难ꎬ 但全校师生团结奋斗、 知难而进ꎬ 较好地维持

现状并完成了教学工作ꎮ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在全校教职工中始开展 “三反” 整风运动ꎮ １１ 月 ３ ~

２０ 日ꎬ 开展 “三查”、 “五反” 和整 “四风” 节约运动ꎮ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ꎬ 恢复延川县制ꎬ 被命名为延川县中学ꎬ 隶属延川县政府管辖ꎮ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ꎬ 杜

永福接任校长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ꎬ 随着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八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ꎬ 国民

经济有所好转ꎮ 特别是 １９６２ 年周恩来总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和中共中央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发

表的 «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即 “中教五十条” ) 以后ꎬ 各级领导正确对待知识分

子ꎬ 为延川中学办学开拓广阔前程ꎮ 同年ꎬ 响应毛泽东号召ꎬ 开展 “向雷锋同志学习”ꎬ 争做好人

好事ꎬ 助人为乐活动ꎬ 使师生思想境界达到新的高度ꎮ 嗣后ꎬ 学校风气好、 学风浓ꎬ 升学率稳居延

安地区前列ꎮ

１９６６ 年初ꎬ 姚文元 «评 “三家村” » 一文出笼后ꎬ 全县掀起批判 “三家村” (邓拓、 吴晗、

廖沫沙) 浪潮ꎮ 延川中学率先开展 “揪邓、 吴之流ꎬ 橫扫牛鬼蛇神” 活动ꎮ ５ 月中旬ꎬ 延川中学高

六六级一名学生撰写一份 «质问彭真» 大字报ꎬ 要求教导员刘伟华盖校章遭拒绝ꎮ 该生立即写出

«质问刘伟华» 大字报ꎮ 从此ꎬ 学校批所谓 “三家村” 的矛头指向刘伟华ꎬ 刘成为延川县第一个挨

批斗的 “邓拓之徒”ꎮ 不久ꎬ 斗争矛头转向出身不好的教师ꎮ 学生半日上课ꎬ 半日开声讨大会ꎮ １５

日ꎬ 中共延川县委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延川中学领导学校 “文革” 运动ꎮ 县人民委员会 (简称 “县

人委” ) 副县长马存李率工作组进驻延川中学ꎬ 初中班学生放假ꎬ 高中班和全体教师留校开展

“文革” 运动ꎬ ２１ 日至 １０ 月 ９ 日ꎬ 延川县举办中、 小学教师集训会ꎬ 历时 ８３ 天ꎮ 参训中小学教师、

县文化单位及学生代表 ８１３ 人ꎮ 会上运用 “四大武器” (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ꎬ 大揭延

川县文化界阶级斗争的盖子ꎮ 延川中学教师白璧、 张立等遭到批判和攻击ꎬ 遭受体罚和人格侮辱ꎬ

即挂黑牌游斗、 站板凳、 罚跪等ꎮ 集训会结束后ꎬ 魏载功等 ５ 名校领导被撤职ꎬ ９ 名教师被开除公

职ꎬ １８ 名教师被打成 “黑帮分子”ꎮ ８ 月上旬ꎬ 高六六级学生张益民等七八人自发成立延川县第一

个红卫兵组织ꎬ 全称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配合县委工作组ꎬ 在校开展 “文革” 运动ꎮ １８ 日ꎬ 毛

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ꎬ 各地红卫兵纷纷组织到北京各地串联ꎮ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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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中学 １０ 名学生 (男 ７ 名ꎬ 女 ３ 名) 组成首批红卫兵长征队ꎬ 徒步去北京串联ꎮ 先在永坪、 延

安等地串联一周绕回ꎬ 沿途抄回 «炮打司令部» 大字报ꎬ 在本县宣传外地见闻ꎮ １１ 月 ３ 日ꎬ 自绣

红旗一面ꎬ 向北京进发ꎬ 至北京赶上毛泽东第 ８ 次接阅ꎬ 留驻北京ꎬ 成为陕西省红卫兵联络总部ꎮ

次年 ３ 月ꎬ 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ꎬ 返回延川 “复课闹革命”ꎮ 在 “革命无罪ꎬ 造反有理” “打倒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等口号鼓动下ꎬ

纷纷起来造反ꎬ 首先将矛头指向驻校工作组领导及成员ꎮ ８ 月ꎬ 延川县中学红卫兵捣毁位于城关小

学的文庙牌楼、 永坪背坪牌楼和鸭巷庙宇ꎮ 并逐渐形成相互对立的两派ꎬ 即延川毛泽东思想造反总

司令部 (简称 “延总司” 或 “司令部” )ꎻ 延川红色造反第四野战军 (简称 “红四野” 或 “四

野” )ꎮ １１ 月 ３ 日晚ꎬ “延总司” 在县人民委员会礼堂举行文艺晚会ꎬ 庆祝该组织前身 (毛泽东思

想红卫兵) 成立一周年ꎮ 延川中学 “红四野” 部分学生进场遭阻拦ꎬ 发生争执ꎬ 随即 “四野” 一

伙学生用砖头、 弹弓袭击会场ꎬ 随后两派学生在延川中学校院内用砖头、 弹弓相击ꎮ 次日ꎬ “红四

野” 煽动南河公社五六百农民进城把 “延总司” 赶出县城ꎮ 学校工作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ꎬ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国务院发布 “七三” “七二四” 布告后ꎬ

经解放军驻延支左部队斡旋ꎬ 延川两派群众组织相继解散武斗队ꎬ 上缴武器ꎬ 武斗之风遂被刹住ꎮ

８ 月 ２９ 日成立延川县中学革命委员会ꎬ 校长改称主任ꎬ 由校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呼延忠主持工作ꎮ

“文革” 初期的两年里ꎬ 延川中学既没有招生ꎬ 毕业生也未能升学ꎬ 教学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状态ꎮ

１９６８ 年秋ꎬ 根据中央 “复课闹革命” 指示精神ꎬ 延川中学恢复招生开学上课ꎬ 混乱局面渐渐

遏制ꎮ 当时仅有 ７ 个教学班ꎬ ２６５ 名学生ꎮ 但两年大乱的余波依然存在ꎬ 借 “清理阶级队伍” 之

名ꎬ 两派相互揪斗ꎬ 学校无政府主义时有抬头ꎬ “读书无用论” 盛行ꎬ 学生难以管理ꎮ １１ 月始ꎬ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 ３ 级学生陆续下乡插队锻炼或返乡劳动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建立校办砖厂ꎮ １９７０ 年秋ꎬ 学校

单设高中ꎮ 学校与县机械厂、 农机厂挂钩ꎬ 与拐峁生产队挂钩ꎮ 成立校办工厂ꎬ 开展机修、 车工、

木工、 油漆、 粮油加工等多种生产项目ꎮ 设立专业班ꎬ 生产劳动占据主要地位ꎬ 课堂教学成为次

要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学校按毛泽东 “５７” 指示开门办学ꎬ 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文化课ꎬ 一边大搞

“学工学农”ꎮ 这种办学形式虽然使学生得到一些实际锻炼ꎬ 当时也确是为农村培养了部分机械人

才ꎬ 但文化课学习受到极大影响ꎮ

１９７０ 年秋ꎬ 学校恢复党团组织ꎬ 实行党的 “一元化” 领导ꎮ 次年ꎬ 学生会、 教育工会亦相继

恢复ꎬ 学校秩序已大为好转ꎬ 在 “批修整风” 的同时狠抓了文化课学习ꎬ 教育质量明显提高ꎮ １９７２

年ꎬ 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ꎬ 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ꎬ 学校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ꎬ 提出要正确处理以学

为主、 兼学别样的关系ꎬ 要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ꎬ 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ꎬ 教学质量显著提高ꎮ ８ 月ꎬ

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县展开ꎬ 至 １９７６ 年ꎬ 学校历经 “批林批孔” “评 «水浒» 批宋江” “反击右倾翻

案风” 等许多反复ꎬ 教师被视为 “臭老九”ꎬ 曾遭受批判ꎬ 一度时期ꎬ 挫伤了教师工作积极性ꎮ 左

的思潮始终弥漫在校园ꎬ 教学元气大伤ꎬ 又难以真正复原ꎮ “开门办学” 的走出去、 请进来ꎬ 使学

生的文化课学习大打折扣ꎬ 高七五ꎬ 七六届学生后来考入大学者为极少数ꎮ

“文革” １０ 年是极左路线严重干扰延川中学办学的 １０ 年ꎬ 也是全校师生不断思索认识的 １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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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初期ꎬ 师生出于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赖和热爱ꎬ 投入运动ꎮ 但当学校领导和部分老教师受到

残酷批斗时ꎬ 不少师生以实事求是精神ꎬ 不讲违心话、 不做亏心事ꎬ 给予其同情支持ꎮ 青年教师郝

风岗就勇敢站出来为张立等鸣不平ꎬ 差点也被列入批判对象ꎻ 还有的教师挺身而出ꎬ 保护学校实验

器材、 图书等部分公物ꎮ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ꎬ 延川县革委会派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 (简称 “工宣

队” ) 进驻延川中学ꎬ 协助学校管理工作ꎮ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 ６~１６ 日ꎬ 县文教局召开教师平反会ꎬ 给集

训会期间错批错斗的 ７０ 名文教工作者彻底平反ꎮ 恢复招生、 开课办学后ꎬ 师生们抵制各种极左倾

向ꎬ 使学校在艰难曲折中前进ꎮ １９７２ 年底ꎬ 老校长杜永福继任校革委会主任ꎬ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ꎬ 张立

任主任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ꎬ 中共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ꎬ 结束 “文化大革命”ꎬ 延川中学师生欢欣鼓舞ꎬ

立即投入揭批 “四人帮” 炮制的 “知识越多越反动” 等谬论ꎬ 肃清极左流毒ꎬ 改变 “只红不专”

“不学无术” 的现状ꎮ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ꎬ 全国恢复高考制度ꎬ 延川中学 “老三届” 和高七二至七六届学

生纷纷复习功课ꎬ 报名参与高考、 中考ꎮ 高考延川中学学生仅被大专院校录取 １ 名ꎬ 县籍社会青年

全部落选ꎮ １０ 月ꎬ 校 “工宣队” 撤离学校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开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讨

论ꎬ 学校着手恢复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ꎬ 废弃 “开门办学” 等左的办学方式ꎬ 重新提倡重视文化课

教学ꎬ 并在全校开展尊师爱生、 文明礼貌教育ꎬ 学校教学迈入井然有序和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的新局面ꎬ 正常教学秩序全面恢复ꎮ 该年秋季复招初中生ꎬ 并恢复为 ３ 年制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 的战略决策ꎮ 延川中学也相应地转轨定向ꎬ 将学校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上ꎮ 遵照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ꎬ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校工作的性质、 任务ꎬ 坚定不移地狠抓教学工作ꎬ 按照教育

客观规律ꎬ 确立 “贯彻德、 智、 体全面发展方针ꎬ 努力提高教育质量ꎬ 为培养新型的劳动后备力

量ꎬ 为高等学院输送优秀人才” 的奋斗目标ꎮ 学校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进行政治思想工作ꎬ

促进遵师爱生、 教学相长ꎮ 组织起一支以校领导、 班主任、 政治教师、 团委会、 学生会、 少先大队

为主体的政治思想工作队伍ꎬ 把广大教师、 学生的思想统一到新时期的路线、 方针、 政策上来ꎬ 使

之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ꎮ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２ 年ꎬ 学校相继开展整团建团、 “学雷锋、 树新风、 争三

好” “五讲四美三热爱ꎬ 注重文明礼貌” 等活动和法制教育ꎬ 促使学生严格遵纪守法ꎬ 遵守校规ꎬ

刻苦学习ꎮ

教育方面ꎬ 学校坚持 “以三好为目标ꎬ 以教学为中心”ꎬ 提出 “集中主要精力改进课堂教学ꎬ

优化教学方法ꎬ 提高教学效果ꎬ 为上好每堂课而努力” 的要求ꎮ 学校领导亲自兼课ꎬ 有的并带班ꎬ

轮流值周ꎬ 下教研组、 下班蹲点ꎻ 亲自检查教案、 作业ꎬ 深入课堂听课ꎬ 推动教学工作ꎮ 各教研组

普遍建立年级备课小组ꎬ 要求 “备教材、 备习题、 备实验、 备板书、 备学生”ꎮ 许多教师为备好课

查阅多种参考资料ꎬ 演习教材中每一道题ꎮ 各科切实注意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ꎬ 坚持以

课为依据ꎬ 精讲多练ꎬ 力求在课堂上解决基本问题ꎬ 教师普遍重视作业批改和自习辅导ꎮ 教研组以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中心ꎬ 全面开展教研活动ꎬ 除搞好观摩教学外ꎬ 还从多方面改进教学ꎬ 成效

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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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年始ꎬ 恢复校长负责制ꎬ 学校工作逐步进入规范化、 制度化、 科学化ꎬ 先后由张立、 童建

华、 刘世成、 呼平安、 刘怀福、 冯治军任校长ꎬ 他们尽职尽责ꎬ 为延川中学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ꎮ

１９８３ 年起ꎬ 学校以 “面向四个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为指针ꎬ 为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人才而努力ꎮ 并继续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 教育ꎬ 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ꎬ 建

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ꎬ 积极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教研活动ꎮ 外地教师因年迈等多种因素调回原

籍或其他学校工作ꎬ 本县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ꎬ 并渐次锻炼成为骨干ꎬ 成为学校教育事

业发展的生力军ꎮ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年ꎬ 学校高中毕业升学考试位居全市各县前列ꎬ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年高考名

列第二名ꎬ 仅次于延安中学ꎬ 受到延安地区奖励ꎮ １９８３ 年ꎬ 学校被确定为陕西省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ꎮ

１９８５ 年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下达后ꎬ 学校在 “改革” 上下功夫ꎬ 全面贯彻

教育方针ꎬ 重视教师业务素质提高ꎬ 开展各种讲座和教研活动ꎬ 提高教学质量ꎬ 取得丰硕成果ꎮ 同

年ꎬ 学校执行 “奖学金制度”ꎬ 对德、 智、 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给予奖励ꎬ 并从中评出三好学生

标兵予以重奖ꎬ 鼓励学生品学兼优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ꎬ 全校开展整党工作ꎬ 增强党员教

师的党性和事业心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发表后ꎬ

全校师生进一步开展 “十好” 活动ꎬ 继续坚持法制教育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学校被国家体委、 国家教委评

为全国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学校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ꎬ 首次实行校长聘任制ꎬ 刘世成被聘为校长ꎬ

引入竞争机制ꎬ 全面推行量化管理ꎮ 该年被国家教委、 国家体委命名为 “实施体育锻炼标准全国先

进学校”ꎮ

１９９０ 年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 (试行草案) » 下达后ꎬ 学校印发教师人手一册ꎬ 号召教

师严守职业道德ꎬ 为人师表ꎻ 要求教师培养高度的精神文明ꎬ 热爱本职工作ꎬ 锐意进取ꎬ 争当教学

改革推进派ꎬ 在文化修养、 思想境界、 道德情操诸方面成为学生的表率ꎮ 是年ꎬ 在土城山建成劳动

技术实习基地、 勤工俭学实习基地百亩果园ꎮ 同时被评为全国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集体ꎬ 被

延安地委、 行署评为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体育工作先进集体ꎬ 荣获延安地区教育局教学质量进步

奖ꎮ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年ꎬ 先后有 ４ 个班级被命名为陕西省先进班集体ꎬ ２ 个班级被命名为延安地区先进

班集体ꎻ ３ 个组室获省级先进奖ꎮ 职工中获国家级先进个人奖 ２ 人、 省级 １ 人、 地区级 ４ 人ꎬ 有 １６

名学生被评为省、 地级 “三好学生”ꎬ １ 名学生被吸收为中共党员ꎮ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被陕西省教委、 人

事厅授予德育工作先进集体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ꎬ 与北京 １０１ 中学结成联谊学校ꎬ 每年推荐 ３ 名中考成绩

最优学生到 １０１ 中学就读高中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ꎬ 被陕西省体委、 教委授予陕西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

进集体ꎻ 同年被陕西省教委、 卫生厅、 体委授予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ꎮ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ꎬ 学校

以 “三高一大” 教学思路为指导ꎬ 初中升学考试名列全区前茅ꎬ 高中升学考试名次呈上升趋势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中考延川县前 １０ 名学生均为延川中学学生ꎬ 延安中学录取 ５ 名ꎬ 中考录取 ６４ 名ꎻ 高考上

省线 ３ 名ꎬ 地市线 １４ 名ꎬ 电大委培 ５２ 名ꎬ 体育专业 １ 名ꎬ 共上线 ７０ 名ꎮ 延安地区教育局颁发 “教

育质量进步学校” 奖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ꎬ 连续荣获延安市 “初中教学质量优秀学校” 称号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延川中学继续走发展创新之路ꎬ 无论是教学基础设施、 教职工待遇ꎬ 还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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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 教育质量均发生巨大变化ꎬ 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ꎮ ２０００ 年被延安市教育委员会评为高中

教学质量三等奖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冯治军被聘为校长ꎬ ７ 月全面推行 “四制” 改革ꎬ 即校长聘任制、 教

职工聘用制、 结构工资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ꎬ 为学校发展注入活力ꎮ ８ 月ꎬ 学校围绕 “创建一流名

校、 铸造一流名师、 培养一流名生” 办学理念ꎬ 狠抓领导、 教师、 学生三支队伍建设ꎬ 深化改革、

与时俱进ꎬ 开拓创新、 励精图治ꎬ 夺得学校管理、 教育教学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丰收ꎬ 被中

共延川县委、 县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单位ꎬ 奖励资金 ３ ３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荣获延安市依法治理示范单

位、 高中教学质量进步学校奖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ꎬ 创新办学体制ꎬ 开创校企合作之路ꎬ 与延安圣远建筑公司联合创建延远初级

中学ꎮ 加快发展高中教育步伐ꎬ 逐步剥离初中ꎬ 打破了高中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ꎬ 实现建校以来

高中招生规模最大、 生源最好目标ꎬ 新招高一学生 ６４０ 余人ꎬ 编为 １０ 个班ꎮ 自 ２００２ 年始ꎬ 采取

引资、 筹资、 概算投资 １５００ 余万元的学生公寓、 餐饮住宅、 商住、 供水、 校园改造、 电教实验、

图书仪器、 信息网络、 校园文化等八大工程ꎬ 于该年主体全部竣工ꎬ 为建校以来基础设施建设、

校园布局调整中建设规模最大、 改造力度最大、 布局效益最好的基本建设ꎬ 很好地解决了住宿

难、 饮水难、 行路难问题ꎬ 改善了师生住宿、 办公条件ꎬ 营造了工作、 学习、 生活功能齐全的优

美环境ꎬ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彻底结束了学生长期露天就餐、 分散居住和教学设施因陋就简的历史ꎮ 为

此学校规格不断升级ꎬ 跨入陕西省重点学校行列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被陕西省教育厅评为依法治校示

范学校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 被延安市教育局晋升为重点普通高级中学ꎬ 荣获陕西省法制文化教育示

范学校ꎻ ３ 月ꎬ 获延安市 ２００４ 年度高中教学质量三等奖ꎻ ７ 月ꎬ 初高中剥离ꎬ 独设高中ꎬ 成为高

级中学ꎻ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被陕西省教育厅批复为陕西省重点中学ꎬ 同月ꎬ 被中共陕西省委、 依法治

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法制校园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获延安市 ２００５ 年高中教学质量二等奖ꎻ ９ 月ꎬ

改陕西省重点中学为陕西省标准化高中ꎬ １１ 月升格为副县级建制ꎬ 内设机构为副科级建制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陕西省 «高中艺术» 课程实验学校ꎻ 通过延安市绿色校园验

收ꎮ １１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ꎻ １２ 月ꎬ 通过陕西省文明校园验收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ꎬ 陕西省委、 省政府授予文明校园ꎻ ３ 月ꎬ 获延安市 ２００７ 年度高考教学质量三等奖ꎬ

陕西省综治办、 教育厅、 公安厅授予陕西省平安校园ꎻ １１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评为陕

西省校本教研先进单位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绿色文明示范工程、 绿色

学校ꎻ １２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陕西省教育系统 “五五” 普法宣传教育先进单位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 被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授予教育科研先进学校ꎻ １２ 月ꎬ 被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教育厅

评为陕西省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ꎮ

事物的发展总会有一些曲折ꎬ 在延川中学建校不久的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经济困难时期ꎬ 在校学生流

失现象严重ꎮ “文革” 时期ꎬ 受运动冲击ꎬ 学校资产流失严重ꎬ 公物受损严重ꎬ 使教学设备滞后ꎬ

影响了教学工作ꎮ 国家恢复升学考试制度后ꎬ 延川中学初中教育遥遥领先ꎬ 高中教育相对落后ꎮ

１９８６ 年前ꎬ 学校建设滞后ꎬ 硬件设施陈旧ꎬ 教室为人字形砖瓦房ꎬ 教师办公、 师生住宿多为窑洞ꎮ

教学设备老化ꎬ 教师办公条件简陋ꎬ 学生宿舍破烂不堪ꎬ 校园面貌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ꎬ 落后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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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所有重点中学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校园建设仍然缓慢ꎬ 基础设施、 教学设备、 教师办公条件、 师

生住宿没有多大改变ꎬ 仍落后于全市经济发达的兄弟中学ꎮ 教师待遇较低ꎬ 加之内部管理存在一些

不够完善的地方ꎮ 再者ꎬ 延安城市教育迅猛发展ꎬ 彻底改变校园环境和教学设施ꎬ 并以强大的经济

实力做后盾ꎬ 广招人才ꎬ 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ꎮ 延川中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ꎬ 受到条件制约ꎬ 竞争

明显力不从心ꎮ 特别待遇低于其他重点学校ꎬ 挫伤了教师工作积极性ꎬ 造成优秀教师外流延安较

多ꎮ 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日渐减退ꎬ 出现大量学生择校现象ꎻ 加之延川县初中教育一直处于强势ꎬ

位于延安市前列ꎬ 优秀尖子生多被选拔于县外重点名校ꎬ 致使延川中学高中生源处于劣势ꎬ 高中升

学率时高时低ꎮ 这些不利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学校进一步发展ꎬ 招致社会舆论颇多微词ꎮ 延川中学面

临新的挑战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中共延川县委、 县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ꎬ 提出 “小县要办大教育ꎬ 穷县要办富

教育” 校建工程指导思想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冯治军被聘为校长ꎮ 新领导班子借改革东风ꎬ 解放思想ꎬ

与时俱进ꎬ 开拓创新ꎬ 以 “创建一流名校ꎬ 培育世纪新人” 为办学目标ꎬ 牢固树立 “质量立校ꎬ

科研兴教ꎬ 着眼素质ꎬ 全面发展” 办学理念ꎬ 推进民主管理ꎬ 实行校务公开ꎬ 坚持召开一年一度

教职工代表大会ꎬ 增强教职工主人翁意识ꎬ 各项工作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大好势头ꎬ 学校面貌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学校对原有的两栋教学楼ꎬ 一栋实验楼ꎬ ８ 间平房ꎬ 原五排、 六排

４０ 孔窑洞进行改造维修ꎬ 墙面贴瓷砖ꎬ 室内粉刷一新ꎻ 暑期ꎬ 硬化中院ꎬ ２００２ 年春ꎬ 在校园后

山坡植柏树 ８０００ 余株ꎬ 建成校园绿色基地ꎻ 在中学沟新修 ４ 排 １８ 院 ３３ 孔石窑ꎬ 建成教师住宅

三区ꎻ 中院南侧ꎬ 以招商引资方式ꎬ 由陕西东汇实业公司投资 ２９０ 余万元兴建学生公寓楼ꎬ 建筑

面积 ４１４９ ６２ 平方米ꎬ 可容纳学生 １２００ 名ꎬ 于 ２００３ 年投入使用ꎻ 从陕西同兴科技有限公司引资

７２ 万元ꎬ 建成可供 ８４ 人同时上机操作的微机室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拆除下院三排石窑ꎬ 于南北两侧新建

６ 层教职工商住楼两栋共 ６ 个单元ꎬ 为教师住宅四区ꎻ 中建大门ꎬ 院南侧建餐饮大厅 ８００ 平方

米ꎬ 可供 １０００ 余名师生就餐ꎻ 并硬化院落场地ꎮ 下、 中院间藤廊、 凉亭、 草坪、 花园布局一新ꎮ

至 ２００４ 年底ꎬ 学校投资 １０８７ ５ 万元的 “十大校建工程”ꎬ 即餐饮住宅、 商住、 校园维修、 校园

信息网、 图书仪器、 校园文化建设等工程全部竣工ꎬ 校园建筑面积达 ２１８０６ 平方米ꎮ 同时ꎬ 不断

强化完善 “四制” 改革ꎬ 激活内部竞争与外部竞争的机制和动力ꎬ 积极采取 “留、 培、 聘” 三

种用人方式ꎬ 加强教师 “输血工程”ꎬ 保证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ꎮ 科任教师、 班主任、 辅助人

员实行全方位量化管理ꎬ 且与津贴挂钩ꎬ 逐步理顺分配制度ꎮ 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ꎬ 班级工作

好坏、 教师水平高低ꎬ 由学生作出评价ꎻ 建立各年级家长委员会ꎬ 家长可进班听课、 评课、 监

考ꎬ 监督学校工作ꎮ 加强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管理ꎬ 使学生从德、 智、 体、 美全方位得到发展ꎮ 全

校上下拧成一股劲ꎬ 决心创建一流名校ꎮ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年度分别荣获延安市高中教学质量三、 二

等奖ꎬ ２００６ 年ꎬ 高考本科上线 ５３３ 人ꎬ 其中一、 二本上线 １５１ 人ꎬ 曹娟同学以单科 １４９ 分成为陕

西省高考数学状元ꎮ ２００７ 级学生都海东制作的 “多功能平抛竖落仪” 教具荣获国家教育部教学

仪器研究二等奖、 陕西省自制学具二等奖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本科上线突破 ７００ 人大关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被

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绿色文明示范工程、 绿色学校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被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授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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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研先进学校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学校对教育教学进行改革ꎬ 始实施十大措施ꎬ 加强学生自主管理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 路遥教学楼投入使用ꎬ 楼面增加 ＬＥＤ 屏ꎬ 并新修后大门ꎮ 使延川中学告别窑

洞步入楼房ꎬ 师生学习、 生活条件发生巨大变化ꎮ

编号: １－１　 延川县中学校名、 隶属、 校长变更表

校　 名 时　 间 隶　 属 校长 (主任)

延川县初级中学 １９５６ ９~１９５８ １２ 延川县人委 魏载功

延长县第二中学 １９５８ １２~１９６１ ９ 延长县人委 魏载功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６１ ９~１９６８ ９ 延川县人委 魏载功、 杜永福

延川县中学革委会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８１ １ 延川县革委会 呼延忠、 杜永福、 张立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８１ １~２００６ １１ 延川县人民政府
张立、 童建华、 刘世成、 呼平安、
刘怀福、 冯治军

延川县中学 (副县级) ２００６ １１~ 延川县人民政府 冯治军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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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第二章　 办学条件

２００７ 年延川中学教学区

第一节　 位置环境

延川位置　 延川中学坐落在县城中心街堂坡顶端西北高埠ꎬ 县城位于县境中部偏东ꎮ

延川县地处陕西省北部东侧ꎬ 延安市东北部、 黄河西岸ꎮ 县界呈东西斜向ꎬ 北承清涧ꎬ 距清涧

县城 ２６ 千米ꎻ 西北与子长接壤ꎬ 至子长县城 ７０ 千米ꎻ 南邻延长县ꎬ 到延长县城 ５０ 千米ꎻ 西南与

２３



第二章　 办学条件 　


延安市毗邻ꎬ 距延安市城 ９０ 千米ꎻ 东隔黄河与山西省永和、 石楼县相望ꎬ 距两县城分别为 ７２、 ９５

千米ꎮ 经延安距西安省城 ４６１ 千米ꎬ 渭清线贯通县城ꎬ ２１０ 国道通过县城北新街ꎬ 有通往山西的延

水关黄河大桥和过境高速公路ꎮ 延川人文起源早ꎬ 历史悠久ꎬ 境内文物古迹较多ꎮ

县治由来　 延川县城已历 １４００ 余年历史ꎮ

西魏大统三年 (５３７)ꎬ 境内置文安县ꎬ 兼置文安郡ꎬ 县治、 郡治均在今文安驿镇下驿村ꎮ 隋开

皇三年 (５８３)ꎬ 取消郡治ꎬ 以州统县ꎮ 废文安郡ꎬ 始置延川县ꎬ 县治迁建于今延川县城ꎬ 因流经县

治河流叫吐延水ꎬ 又称吐延川ꎬ 故得名为延川县ꎮ

县城发展　 自建县治以来ꎬ 县城一直在维修改造ꎬ 现保留文字记载最早的整修为元延祐七年

(１３２０)ꎬ 知县王恪在今十字街西北高埠重建县衙 (今县职教中心)ꎬ 并筑城墙 ５ 里ꎬ 高 ５ 丈ꎬ 建南

北城门ꎬ 东开引水门ꎬ 旋塞之ꎻ 于东南角筑嘹望楼一座ꎮ 明正统年间 (１４３６ ~ １４４９)ꎬ 知县王垣重

筑城墙长 ４ 里ꎬ 高 ２ ８ 丈ꎬ 南北各建城门一座ꎬ 东为水门ꎬ 旋塞之ꎬ 又于西山筑城墙ꎬ 与南北城墙

相接ꎮ 嘉靖五年 (１５２６)ꎬ 陈文任知县后ꎬ 石砌瓮城ꎮ 清乾隆二十三年 (１７５８)ꎬ 增修城门两座ꎬ

南称永安门ꎬ 北叫迎辉ꎬ 上各筑垣ꎬ 建东角楼一座ꎮ 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ꎬ 知县谢长清修南北城楼ꎬ

北门楼五层ꎬ 南门楼二层ꎮ 同知七年 (１８６８)ꎬ 知县姜承惠重修北门及四层砖木结构南北城楼ꎬ 并

于东城墙角筑谯亭与城墙ꎮ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ꎬ 知县傅迪康重修ꎬ 东、 南、 西、 北城墙为石筑ꎬ

瓮城面石全用大块条石ꎬ 城门洞为拱式ꎬ 大块石砌筑ꎮ 民国十五六年 (１９２６ ~ １９２７)ꎬ 维修北城门

(今电信局处)、 北城墙ꎬ 立石碑一通ꎬ 上书 “建设新延川”ꎮ 南城门在今新华图书店楼前ꎬ 主街面

呈曲尺 “Ｚ” 形ꎬ 有侧巷三条ꎬ 石板街道ꎬ 主建筑为两侧人字瓦房小商铺ꎮ 城区建筑群要数县衙和

文庙、 登峰书院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１９５３ 年拆除一段北城墙ꎬ 修通县城至黑龙关公路ꎬ 县城向北郊发展ꎻ １９６３

年后拆除南城门ꎬ 加宽南大街ꎬ 修通县城至张家湾公路ꎬ 城区向南郊延伸ꎮ １９７０ 年后拆除北门

东北段城墙ꎬ 搬迁居民ꎬ 修通河滨环城公路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城区向河东南北扩展ꎬ 至 １９９０ 年河东区

已包括中、 下杨家湾和马家崖村ꎬ 河西区向北延伸至拐峁ꎮ 东西山麓建筑物鳞次栉比ꎬ 变成居住

区ꎮ 城区形成南北大街、 中心街、 河东街三条主街和六条小巷、 三条沟、 三条路ꎬ 柏油街面ꎬ 石

铺小巷道路ꎮ 中心街西起堂坡东至延川大桥头ꎬ 长 ７０ 米ꎬ 宽 １２ 米ꎮ 南大街起于中心街ꎬ 向南至

环城路与水厂路接头处ꎬ 西侧楼房止于关家沟沟口以南为建行楼ꎬ 东侧间隔至南关小学教学楼ꎮ

河东街ꎬ 自延川大桥东头向北至圪坮沟枣酱厂ꎬ 长 １０００ 米ꎬ 宽 ７ 米ꎬ １９７２ 年修筑ꎬ １９９０ 改为柏

油路面ꎮ 北大街从中心街至拐峁桥头青平川钻采公司住宅楼ꎬ 两侧楼房林立ꎮ 据 １９８５ 年房屋普

查统计ꎬ 城区楼房建筑面积 ４ ８４ 万平方米ꎬ 仅占城区建筑面积 ２３ ６％ꎬ 且楼层最高者为 ５ 层ꎮ

至 １９９５ 年底ꎬ 城区新增主要楼房建筑面积 ４ ５７ 万平方米ꎬ 楼层最高为 ６ 层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城

区发展迅猛ꎬ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ꎬ 首建北新街ꎬ 由拐峁桥头青平川钻采公司住宅楼向北延伸至黑

龙关桥头ꎻ 次延伸南大街ꎬ 渐次发展至张家湾村ꎮ 再将河东街向南延伸至刘家湾ꎮ 最后兴建上杨

家湾新区ꎮ 城区南北长达 ５ 千米ꎬ 楼房鳞次栉比ꎬ 高层建筑猛增ꎬ 楼层高达 ３２ 层ꎮ 形成较大住

宅小区六七个ꎬ 城区桥梁 ８ 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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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位置　 延川县依山傍水ꎬ 处三河汇一水之地ꎬ 清涧河犹如玉带穿县城而流入黄河ꎬ 背靠文

萃 (土城) 山ꎬ 面对东峰山ꎬ 北有大象山ꎬ 南侧临寨山 (飞机山)ꎬ 解放县城烈士忠魂曾葬此山ꎬ

钟灵毓秀ꎬ 人杰地灵ꎮ 延川中学坐落于新家沟与关家沟所夹之坮地ꎬ 中心街上端西北高埠ꎬ 坐西向

东ꎬ 居高临下ꎬ 虎踞龙盘ꎬ 俯瞰县城ꎬ 环视群山起伏ꎬ 虽居城区中心却远离闹市ꎬ 是莘莘学子求学

的理想场所ꎮ 伴随时代进步ꎬ 告别窑洞ꎬ 楼房林立ꎬ 教学楼、 图书楼、 实验楼、 公寓楼、 住宅楼、

综合楼等拔地而起ꎬ 气势磅礴ꎬ 蔚为壮观ꎮ 进校石阶梯步步高升ꎬ 两旁花廊郁郁葱葱ꎬ 景色优美ꎮ

校园树木扶疏ꎬ 视野开阔ꎬ 环境优雅ꎬ 书声琅琅ꎮ 有联赞曰: 校如龙盘虎踞卧高地培李育桃ꎬ 楼似

山高林立插云端树德养文ꎮ 延川中学堪称延川文化标识之地ꎮ

第二节　 校园建设

校园是办学的首要条件ꎬ 是教学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必备场所ꎮ 延川中学从创建伊始ꎬ 就进行

校园校舍建设ꎬ 逐步由简陋走向完备ꎬ 步入豪华ꎮ 延川中学校园是历届校友时常思念、 梦牵魂绕的

故地ꎬ 也是域内青年向往迈入求学求知、 教学育人的理想载体ꎬ 是延川最高学府ꎮ 著名作家路遥、

浏阳河、 厚夫和诗人曹谷溪ꎬ 被誉为 “中华毕加索” 艺术家冯山云ꎬ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学博士

后贺东祥等人ꎬ 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美好的中学时代ꎮ

一、 校舍修建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ꎬ 绥德专区教育局遣派蔡士焕董其事ꎬ 马海亮负责施工ꎬ 张登周、 刘秉轩、 高步

川分别负责会计、 后勤、 保管等工作参与校建ꎮ 选址于城内西北高埠 (现延川中学校址)ꎬ 上级财

政拨款投资 ５ ０４ 万元ꎬ 动工兴建ꎮ １９５６ 年延安地区拨款 ５ 万元ꎮ 参与校建窑洞包工头为吕正海、

李怀成、 王作周ꎬ ３ 个工队ꎬ 工人 ２００ 余人ꎬ 历时 ８ 个月ꎬ 兴修中院石窑 ３３ 孔 (含过洞 １ 个)ꎻ 上

院一排中间石窑 １１ 孔ꎬ 其南、 北两侧教室各一座各 ４ 间ꎻ 二排南头石窑 ９ 孔ꎬ 北头教室一座 ４ 间、

单间 ２ 个ꎮ 均为坐西向东ꎮ 教室为砖木结构人字瓦房ꎬ 有理化仪器室、 实验室各 ２ 间ꎬ 图书室 １

间ꎮ 总建筑面积 １７０２ 平方米ꎮ 校建中城关完小高年级学生倒土、 背砖ꎬ 干部晚上挖窑楦土ꎬ 均做

出一定贡献ꎬ 保障了学校 ９ 月 １ 日顺利开学ꎮ １９５７ 年ꎬ 投资 ４ ５ 万元ꎬ 修建中院南头坐北向南总务

处石窑 １５ 孔ꎬ 中院北头坐北向南教导处石窑一排 １０ 孔ꎬ 依次坐北向南砖木结构人字瓦房教室 ２ 座

８ 间ꎬ 即各 ４ 间ꎮ 次年ꎬ 上级财政拨款 ８ 万元ꎬ 学校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ꎬ 至 １９５９ 年ꎬ 竣工下院

第二、 三排石窑共 ５７ 孔ꎬ 购买下院北头石窑 ８ 孔ꎮ 第二排南头炊事员宿舍 ２ 孔ꎮ 校园布局形成上、

中、 下三院ꎬ 有教室 ２０ 间、 单间 ２ 个ꎬ 石窑洞 １４５ 孔 (含过洞)ꎬ 占地面积 ３ ４３ 万平方米ꎻ 校北

为 ２５００ 平方米操场ꎮ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ꎬ 在上院北头山根修建坐西向东砖薄壳教室一排 ９ 间ꎬ 中间有 ２ 间教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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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院第三排)ꎮ １９７８ 年底ꎬ 建成上院第二排北头砖窑 ９ 孔ꎮ １９７９ 年于总务处北兴建教工、 学生

灶房及库房 １０ 间ꎮ １９８０ 年又兴建水房 ３ 间ꎬ 库房 ４ 间ꎮ

１９８０ 年ꎬ 修建竣工下院坐西向东第一排石窑 ３０ 孔 (含大过洞 １ 个)ꎮ 至此ꎬ 校园主体布局

建筑从东向西依次为下院校园洞第一排石窑 ３０ 孔ꎬ 与院平行第二排石窑 ３２ 孔 (含过洞 ３ 个)ꎬ

其上第三排石窑 ３３ 孔ꎬ 南侧小石窑 ２ 孔ꎻ 中院第一排 (总第四排) 石窑 ３３ 孔ꎻ 上院第一排 (总

第五排) 中间石窑 １１ 孔ꎬ 两侧教室各 １ 座共 ８ 间ꎻ 第二排 (总第六排) 中间教室 １ 座 ４ 间、 单

间 ２ 个ꎬ 南北侧石、 砖窑各 ９ 孔ꎻ 第三排 (总第七排) 北头山跟砖薄壳教室 １ 座 ９ 间、 办公室 ２

间ꎮ 中院从北向南依次有建筑物为第一排教导处石窑 １０ 孔ꎬ 第二、 三排教室各 １ 座共 ８ 间ꎬ 最

南边第四排为教工、 学生灶房 １０ 间与水房、 库房 ７ 间ꎬ 第五排总务处石窑 １５ 孔ꎮ 学校建筑面积

７１０５ 平方米ꎬ 占地面积 ８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２ 年ꎬ 在下院第一排石窑上建砖薄壳 ３０ 间ꎬ 其中

教室两间 (６ 间)、 大会议室一间 (５ 间)ꎮ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２ 日ꎬ 于中院中部以南破土动工兴建实验

楼ꎬ 双面三层ꎬ 于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竣工ꎬ 建成教室 ８４ 间ꎬ 建筑面积 ２１０２ １６ 平方米ꎬ 总费用

３５ 万元ꎻ 下院第三排窑顶中间建砖薄壳为校部办公室和会议室ꎮ １９８６ 年春ꎬ 拆除中院第三排砖

木结构人字砖瓦房教室ꎬ 于 ９ 月动工修建教学大楼ꎬ 双面三层ꎮ 先后相继投资 ６５ 万余元ꎬ 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竣工ꎬ 建成教室 ２６ 间、 教师休息室 ５ 间、 盥洗室 ３ 间ꎬ 建筑面积 ２１９５ ６４ 平方米ꎮ

总建筑面积 １５６３６ ６４ 平方米ꎬ 师生住宿及办公室 ２０２ 孔 (间)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原延川北京插队知青、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ꎬ 联系福建新世纪房地产有限责

任公司捐资 ５０ 万元ꎬ 市、 县政府各出资 ５０ 万元ꎬ 建成第二幢教学楼———沿海教学楼ꎮ

２０００ 年前半年ꎬ 翻修中院南端 ４ 间平板房教室ꎬ 保证了秋季扩大招生ꎻ 同时翻修教室 ８

间ꎬ 旧教学楼屋面 ９３２ １５ 平方米ꎻ 在第三排石窑顶新修二层平房 １４ 间ꎻ 拆除学生宿舍土炕

５５ 盘ꎬ 购架子床 ３００ 副ꎮ 维修整建女生独院ꎬ 围墙 １２０ 米ꎬ 小门 ３ 个ꎬ 内有石窑 １６ 孔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学校对原有的两栋教学楼ꎬ 一栋实验楼ꎬ ８ 间平房ꎬ 原四排、 五排 ４３ 孔窑洞进行改造维

修ꎬ 墙面贴瓷砖ꎬ 室内粉刷一新ꎻ 暑期ꎬ 硬化、 美化教学区中院ꎬ 修建旗台、 校 “基石” 碑

和草坪式花园ꎬ 装修橱窗ꎬ 增设果皮箱及校园消防设施ꎮ ２００２ 年春ꎬ 采取招商引资方式ꎬ 引

资 ２９８ 余万元ꎬ 在中院南边建成可供 １２００ 人住宿的一幢学生公寓楼ꎬ 建筑面积 ４１４９ ６２ 平方

米ꎬ 于 ２００３ 年投入使用ꎻ 从陕西同兴科技有限公司引资 ７２ 万元ꎬ 建成可供 ８４ 人同时上机操

作的微机室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拆除下院共三排石窑ꎬ 于南北两侧新建教职工商住楼两栋ꎬ 中建大门ꎬ

院南侧建餐饮大厅 ８００ 平方米ꎬ 可供 １０００ 余名师生就餐ꎬ 并硬化、 绿化了下院ꎻ 下院与中院

间为石台阶通道 ３ 处ꎬ 建成藤廊、 凉亭绿化带ꎻ 中院东台阶正中为 “基石” 碑ꎬ 正面一排石

窑洞台阶下正中为升旗台ꎮ 完成了包括校园网络信息工程、 图书仪器工程、 校园供水工程、

校园维修工程等在内的十大校建工程ꎬ 总投资 ２０００ 余万元ꎬ 校园建筑面积达 ２１８０６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７ 年在原五排窑洞上加层修办公室 ８ 间、 会议室 １ 间、 教室 ６ 间ꎮ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延川中

学有教学楼 ２ 幢、 平房教室 １０ 间、 实验图书楼 １ 幢、 办公室 ３２ 间、 窑洞 １４５ 孔ꎬ 师生餐饮大

厅 １ 座ꎮ 学校实验室达 ５ 间ꎬ 音乐、 美术室各 ２ 间ꎬ 语音室、 体育器材室、 健身房各 １ 间ꎬ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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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电子备课室 １ 间ꎬ 多媒体多功能演示厅 １ 座ꎮ 学生微机室 ３ 间ꎬ 学生用机达 ２６０ 台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教师办公室进行扣板装修ꎬ 硬化了校园家属楼前道路ꎬ 建设路遥纪念室 ２ 间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延川遭受重大雨灾ꎬ 使学校石窑洞、 平房成了危房ꎬ 为此ꎬ 学校投资 ８４ ４８ 万元ꎬ 对校园内

建筑进行全面维修ꎬ 改造电路、 粉刷楼房ꎬ 并对教学楼、 实验楼做防水处理等ꎬ 仍给师生创

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与学习环境ꎮ ２０１４ 年学校领导下决心改造危房ꎬ 想方设法争取资金 ５００

万元ꎬ 拆除 ４、 ５ 排窑洞、 平房ꎬ 于 ４ 月动工兴建路遥教学楼ꎬ １１ 月主体竣工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投入使用ꎬ 楼面增加 ＬＥＤ 屏ꎬ 并新修后大门ꎮ 使延川中学告别窑洞步入楼房ꎬ 师生学

习、 生活条件发生巨大变化ꎮ

学校占地 ８ 万平方米ꎬ 总建筑面积 ３７５９０ 平方米ꎮ 主要建筑有教学楼 ３ 幢ꎬ 实验图书楼、 公寓

楼各 １ 幢ꎬ 教师住宅楼 ２ 幢ꎬ 师生餐厅 １ 座ꎮ 学校设施达 １６ 室 １ 部ꎬ 功能齐全ꎬ 设备一流ꎬ 布局合

理ꎬ 器材均按国家Ⅰ类标准配备ꎬ 使用率高ꎻ 建成了校园网ꎬ 让多媒体进教室ꎮ 校园内绿树成荫ꎬ

整洁幽雅ꎬ 建筑布局合理ꎬ 已形成独特、 优良的育人环境ꎮ

沿海教学楼　 位于教学区 (原中院) 北侧ꎬ 坐北向南ꎬ 四层单面砖混结构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通过习

近平ꎬ 争取福建新世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万元资助款ꎬ 县、 市财政各划拨 ５０ 万元ꎬ 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动工ꎬ ８ 月 １５ 日竣工ꎬ 建筑面积 １６９１ ８４ 平方米ꎬ 工程造价 １５７ ２２ 万元ꎮ

公寓楼　 位于教学区南侧ꎬ 坐南向北ꎬ 由延安市建筑科技开发中心设计ꎬ 延安市工程地质勘测

院勘察ꎬ 陕西建设监理公司延安监理部监理ꎬ 延川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一项目处承建ꎬ 四层砖混

结构ꎬ 建筑面积 ４２９９ ４３ 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２９７ ２６ 万元ꎬ 工程造价 ３１８ ６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秋ꎬ 拆除总

务处窑洞ꎬ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破土动工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竣工ꎬ 水、 电、 暖设施齐全ꎬ 并有防雷接地装

置ꎮ １１ 月交付使用ꎮ

路遥教学楼 　 位于教学区正中西部偏北ꎬ 坐西向东ꎬ 占地面积 ９８９ ７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５９３８ ４３ 平方米ꎬ 楼高 ２３ ９ 米 ６ 层ꎬ 框架结构ꎬ 总投资 １３６８ ５１ 万元ꎮ 由陕西中航建筑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设计ꎬ 延安秦通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ꎬ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动工ꎬ １２ 月竣工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投入使用ꎬ 有 ７２ ９ 平方米教室 ３４ 间 (包括路遥纪念馆 ２ 间)ꎬ 单间办公室 １５ 间ꎬ 教师会议室

１ 间ꎬ 多功能厅面积 ３４８ ３ 平方米ꎮ 每层均设男女卫生间ꎬ 水、 电、 暖、 网络等设施齐全ꎬ 是延川

中学最为雄伟壮观的建筑ꎮ

二、 教职工住宅

１９５９ 年ꎬ 在学校中院南头上方井子沟上方打土窑 ３ 孔ꎬ １９７６ 年秋ꎬ 在其下方打土窑洞 ６ 孔ꎬ

均作为教职工家属居住区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在其下兴建石窑 １１ 孔ꎬ 安排家属居住ꎮ １９７９ 年春ꎬ 修筑家属

小窑 １１ 孔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在中院总务处院下方坐北向南建第一排家属院石窑 １２ 孔ꎬ 第二排 ４ 孔ꎮ 体育

场上山家属院石窑 ４ 孔ꎮ １９８６ 年ꎬ 拆除上院二排南头厕所ꎬ 修建讲师院住宅石窑 １ 排 ２１ 孔ꎬ 坐北

向南ꎮ 至 １９８８ 年教职工住宅面积为 ２４３６ 平方米 (含单身宿舍)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拆除上院第二排 (总第六排)、 三排 (总第七排) 窑洞、 教室ꎬ 修建坐北向南 ８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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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孔 ４０ 院窑洞ꎬ 建成教师住宅一区ꎬ 安排 ４０ 户教师家属入住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在体育场上方修建两

排 ２２ 孔 １１ 院窑洞ꎬ 建成教师住宅二区ꎮ 次年ꎬ 在中学沟修建 ４ 排 ３３ 孔窑洞ꎬ 建成教师住宅三

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拆原一、 二、 三排窑洞ꎬ 动工修建教职工商住楼 ２ 栋ꎬ 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竣工ꎬ 建成

教师住宅四区ꎬ 至此教职工住宅总建筑面积达 ３１６５２ 平方米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投资 ２６ ３０ 万元ꎬ 粉刷

了家属楼外墙ꎮ

教职工商住楼　 １、 ２ 号商住楼位于校园大门两侧ꎬ 坐西向东ꎬ １ 号楼在南侧ꎬ 呈 “一” 字形ꎬ

一层框架结构ꎬ 高 ３ ９ 米ꎬ 为教师、 学生餐厅ꎬ ２~６ 层为砖混结构ꎬ 住宅层高 ３ 米ꎬ 为 ３ 个单元 ３０

套房子ꎬ 每套 １０８ 平方米ꎻ ２ 号楼在北侧ꎬ 呈 “Ｌ” 形ꎬ 共 ６ 层ꎬ 砖混结构ꎬ 一层商业用房ꎬ ２ ~ ６

层为住宅ꎬ 分 ３ 个单元 ３０ 套房子ꎬ 每套 １０８ 平方米ꎮ １、 ２ 号楼均高 ２１ ３ 米ꎬ 抗震设防裂度 ６ 度ꎬ

总建筑面积 ８０００ 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５９０ ２２ 万元ꎬ 工程造价 ５６１ 万元ꎬ 由西安环宇建筑设计室设计ꎬ

延川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监督ꎬ 陕西兴达监理公司监理ꎬ 延安市圣远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ꎬ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 日破土动工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竣工ꎮ

三、 辅助修建

１９５６ 年ꎬ 修建上院南面厕所 １ 座 １０ 间ꎮ １９５７ 年ꎬ 魏载功校长访问老者ꎬ 探听到校园上方北侧

小沟中曾有泉水ꎬ 便组织学生挖了几天发现水源ꎬ 报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ꎬ 拨款 ５０００ 元ꎬ 修建水

井窑 １ 孔ꎬ 为护水井在井旁打石轱辘坝一座ꎮ 同年ꎬ 修建加工粮食磨坊 ５ 间ꎬ 牲畜圈窑 ５ 孔ꎮ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 年ꎬ 修整体育场一个ꎬ 面积 ２５００ 平方米ꎻ 兴建厕所一座 ４ 间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在上院第二排南头

建水塔一座ꎬ 容量 ２００ 立方米ꎻ 修建体育场石窑 ３ 孔ꎬ 与教育局合修下院南厕所 １ 座ꎮ １９８３ 年ꎬ 于

上院外北头建厕所 １ 座ꎮ

１９９８ 年修建沿海教学楼北侧厕所 １ 座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于土城山建成 １００ 亩果园ꎬ 为学校劳动

实习基地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于校园外北上端新修延川中学供暖中心ꎬ 购置供暖锅炉 ２ 台ꎻ 又投资 ２４０

万元ꎬ 安装变压器、 配电柜各 １ 台ꎮ 维修旧厕所 １ 个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在校园后山坡植柏树 ８０００ 余

株ꎬ 建成校园绿色基地ꎮ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ꎬ 投资 ２５ 万元ꎬ 动工兴建总容量 ５００ 立方米供水塔 １

座ꎬ 于 １０ 月竣工ꎮ 时体育场占地面积 １ ６８ 万平方米ꎬ 分大、 小两个操场ꎬ 大操场以田径运动

为主ꎬ 有足球场 １ 个和标准 ４００ 米跑道ꎻ 小操场以球类运动为主ꎬ 有篮球场 ４ 个ꎬ 排球场 ２

个ꎬ 跳远沙坑 １ 个ꎬ 单双杠 １０ 副ꎬ 乒乓球案 １０ 个ꎮ ２００４ 年暑假ꎬ 按照县环保局大气污染治

理要求ꎬ 学校投资 ３４ ８８ 万元ꎬ 改造了供暖锅炉除尘设备ꎬ 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又投资 ９ ６９ 万元ꎬ 对供暖锅炉进行全面维修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投资 ５５ ２３ 万元ꎬ 对供暖锅炉进

行更新、 维修ꎮ 同年ꎬ 县政府向外争取与自筹资金修建塑胶体育场、 体育馆ꎬ ２０１２ 年完工交

付使用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投资 ９ ３９ 万元ꎬ 再次对供暖设备进行全面维修ꎬ 保障了学校师生和所供单

位的冬季取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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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校园平面图 (制图: 校友吕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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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延川中学校园平面图 (制图: 校友吕德彦)

第三节　 教学设施

１９５６ 年ꎬ 建校初期ꎬ 一些简单的教学设备已经具备ꎬ 有油印机 １ 台ꎮ 学生为双人桌凳ꎮ 理化课

的教学实验ꎬ 只可供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做有关示范实验ꎮ 体育器械有篮球架 １ 副ꎬ 购置篮球、 铁

饼、 玻璃康乐球 ２ 副ꎬ 化学军棋 １ 副ꎻ 音乐器材有二胡、 南胡、 三弦、 干板、 铜笛、 横笛、 风琴、

抬鼓、 锣、 钗和大、 小鼓及幕布、 服装等ꎻ 有图书室 １ 间ꎬ 藏书 ９８６ 册ꎮ 次年ꎬ 增置篮球架 １ 副ꎬ

单杠、 双杠、 倒立架、 跳箱各一ꎬ 垫子 ３ 块ꎬ 以及男女铅球等ꎮ 音乐器材增购小提琴、 竹箫、 梭音

器、 碰铃、 苏钗等ꎬ 至 １９５８ 年实验器材价值达 ４１２８ ０９ 元ꎻ 有篮球架 ４ 副、 双杠 ４ 副、 单杠 ３ 根ꎬ

山羊、 木马、 较力器、 哑铃等ꎬ 体育器材初具规模ꎬ 并有足球场、 垒球场ꎬ 设置爬绳吊环ꎻ 音乐器

材增购大三弦、 中提琴、 底胡、 小钗、 京锣、 堂鼓、 风琴等ꎮ 同年ꎬ 师生自制教具 ５０ 余件ꎬ 利用

木片碎屑做小木桶 ２０ 担ꎮ 自制的体育器材有木单杠、 双杠、 高低杠、 平衡木、 跳箱和吊环架、 爬

绳ꎬ 以及石头举重器ꎮ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ꎬ 馆藏图书增至 ４３５６ 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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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２－１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延川中学音乐器材统计表　 　 单位: 元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购置年份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购置年份

龙头二胡 把 １ １６ ６３ １９５６ 大京钗 对 ２ ２７ ３４ １９５６

龙头二胡 把 ２ １５ ８８ １９５６ 大台鼓 面 ２ ３９ ６０ １９５６

龙头二胡 把 ２ ２３ ２７ １９５８ 小台鼓 面 １ ８ ６９ １９５６

南胡 把 ２ ９ ６０ １９５６ 碰铃 对 １ ２ ２０ １９５７

南胡 把 ２ １２ ５６ １９５８ 苏钗 对 １ ７ ７４ １９５７

二胡 把 ２ １０ ３８ １９５７ 小钗 对 １ ８ １０ １９５８

三弦 把 １ ２４ １０ １９５６ 京锣 面 １ １０ ３５ １９５８

大三弦 把 １ ４６ ７８ １９５８ 堂鼓 面 ２ ６０ ７８ １９５８

小提琴 把 ２ ５４ ０２ １９５７ 风琴 架 １  １９５６

中提琴 把 ２ ７０ ００ １９５８ 风琴 架 １ ２４６ ００ １９５８

底胡 把 １ ２３ ８２ １９５８ 白毛巾 块 ２４ ９ ０６ １９５６

干板 个 １ １０ ８７ １９５６ 花毛巾 块 ２４ １２ １２ １９５６

铜笛 支 ２ ６ ３４ １９５６ 幕布 块 ６ １５０ ００ １９５６

横笛 支 ２ ５ ６９ １９５７ 各色绸子 块 ２２ １１０ ００ １９５６

横笛 支 ２ １ ０６ １９５６ 各色花袄 件 ２０ ６０ ００ １９５６

竹箫 支 ２ ２ ０６ １９５７ 各色花裤 件 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９５６

校音器 个 １ ２ ２６ １９５７ 男子蓝衫 件 ２０ ６０ ００ １９５６

铝邦大鼓 面 １ ６２ ０６ １９５６ 裙子 件 ６ ８８ ８０ １９５６

铝邦小鼓 个 ２ ４０ ７８ １９５６ 绸衫 件 ２ ２０ ８０ １９５７

汗口马锣 个 １ ４ ８５ １９５６ 　 — 　 —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总务处统计表

编号: ２－２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延川中学体育器材统计表　 　 单位: 元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购置年份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购置年份

男子铁饼 个 １ ２３ ５５ １９５６ 女子铅球 个 １ １４ １８ １９５７

篮球架 副 １ ２５０ ００ １９５６ 跳筋 个 １ １７８ ２４ １９５７

穿球器 副 １ １ ７７ １９５７ 垫子 块 ３ １７３ ４６ １９５７

铁哑铃 副 ９ ４９ １４ １９５８ 固定双杠 副 １ ８７ ８８ １９５７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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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购置年份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购置年份

较力器 个 １ １１ ４４ １９５８ 单杠 根 １ ３５ ５１ １９５７

跳箱 个 １ ２１７ ８０ １９５８ 倒立架 个 １ ２０ ４４ １９５７

手榴弹 个 ５ ６ ８５ １９５８ 火棒 副 ２ ４ ２０ １９５７

牛皮铁足鞍 个 １ ３０６ １０ １９５８ 篮球架 副 １ １２０ ００ １９５７

木座鞍 个 １ １９６ ２０ １９５８ 篮球架 副 ２ ２４０ ００ １９５８

活动跳跃器 个 １ １９１ １０ １９５８ 化学军旗 副 １ ４ ２２ １９５６

活动铁双杠 副 １ ４５７ ７０ １９５８ 自行车 辆 ２ ３７８ ２２ １９５８

活动单杠 副 １ ２０７ ００ １９５８ ５０ 公尺皮尺 个 １ ２８ １８ １９５８

固定木双杠 副 １ ７６ ２０ １９５８ 打气筒 个 １ ３ ０１ １９５６

钢铁双杠 副 １ ５５ ６３ １９５８ 漏粉器 个 ２ ３３ ６０ １９５８

单杠 根 １ ４２ ８６ １９５８ 跑表 块 １ １２３ ００ １９５８

垫　 子 块 ９ ６４９ ４０ １９５８ 足球鞋 双 ２ ４３ ８６ １９５８

玻璃康乐球 副 ２ ５７ ５２ １９５６ 跑鞋 双 ２ ３０ ２２ １９５８

男子铅球 个 １ １１ １８ １９５７ 　 — 　 —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总务处统计表

编号: ２－３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延川中学教学仪器情况统计表　 　 单位: 元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通用仪器 件 １７ ６０５ ８９ 声学 件 ４７ ５９９ ７２

力学 件 １６ ２１３ ７０ 浸制标本 瓶 ２０ １７１ ３０

电学 件 ３４ ６６９ ３４ 学生实验仪器 台 １５ ２３４ ６０

分子物理学和热学 件 １０ １０３ ４１ 植物学切片 片 ６６ ４２ ３０

古生物模型 件 ４ １６３ ５５ 动物学切片 片 １８ ８ ３０

植物模型 件 ７ １０９ ４０ 人体生理解剖切片 片 １１４ ９２ ８０

动物模型 件 ６ １４１ ８７ 化学实验药品 — — ２３４ ６０

生理模型 件 ９ ２５２ ５０ 玻璃仪器 件  ３００ ００

数学教具 件 ８ ５６ ６８ 剖制标本 件 ５ ３０ ００

光学 件 ６ ９７ ５５ 折款总额 — — ４１２８ ０９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总务处统计表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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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２－４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延川中学图书、 挂图统计表　 　 单位: 元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品　 名 单位 数量 折款

医疗卫生 本 ４５ ８４ ６３ 语法 本 ６５ ２２ ６８

农业知识 本 １４９ ３７ ８５ 应用文 本 ４２ ６ ６９

社会科学 本 １７ ４ ４３ 小品文 本 ４ １ ３４

综合技术 本 ３３ １９ ３１ 菜谱 本 １２ 

诗歌 本 ６２ ３１ ７２ 历史挂图 张 ４６ ３７ ５３

地理学 本 ３６ ２５ ２１ 地理挂图 张 ５１ ３８ ２３

自然科学 本 ６１ １２ ３０ 卫生挂图 张 ６ １４ ５４

国际问题研究 本 １  自然挂图 张 ８ １７ ６８

经济论者 本 ２７ ８ ９７ 体育挂图 张 ４ １ ４８

法令 本 １ ４ ００ 经济挂图 张 ８ ２ １６

文学理论 本 ６８ ５６ ９８ 其他挂图 张 ７６ １５ ８０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总务处统计表

１９６２ 年ꎬ 学校主要体育器材有篮球架 ２ 副ꎬ 足球门、 吊环架、 平衡木、 跳高架各 １ 副ꎬ 排球杆

网 １ 副ꎬ 跳箱、 木马、 山羊、 举重、 铁饼、 铅球、 手榴弹、 拉力器、 哑铃、 实心球、 乒乓球、 排

球、 篮球、 康乐球、 射击枪、 气枪、 冰鞋、 冰刀和单、 双杠ꎬ 以及垫子、 体育服装、 鞋子等ꎻ 音乐

器材有板胡、 二胡、 三弦、 打琴、 风琴、 提琴、 笛子、 碰铃、 刷版、 竹板、 乐器架、 锣和各种大、

小鼓、 钗及战鼓ꎬ 各色幕布、 布景和各种表演服装ꎻ 化学仪器及药品 １５５ 种 ２４５ 件、 模型 ７ 种 ７ 件ꎬ

玻璃制品 ４１ 种 ６４６ 件ꎬ 生物标本 ８０ 种 ８６ 件ꎬ 物理仪器 １７４ 种 ４１７ 件ꎬ 通用仪器 ６５ 种 ５３６ 件ꎬ 共

有实验仪器柜 １６ 个ꎬ 实验桌 １ 个ꎻ 图书柜 １５ 个ꎬ 图书、 挂图种类较齐全ꎬ 达 １ ４４ 万册ꎬ 价值

６６３５ ４１ 元ꎻ 普通办公设施和一般劳动工具齐全ꎬ 还有一套木工家具和一些粮、 油、 菜籽种ꎻ 学校

有公文柜 １５ 个、 电话 ２ 个、 缝纫机 ２ 台ꎬ 大、 小磅秤各 １ 台ꎬ 风车 １ 架ꎬ 自行车 ２ 辆ꎬ 铡刀 １ 把ꎮ

“文革” 初期ꎬ 学校停课ꎬ 教学设备、 实验仪器及其他公物遭受巨大损失ꎮ 至 １９７０ 年ꎬ 由于教

学实验仪器少而不全ꎬ 只能在课堂上老师做部分示范实验ꎮ 嗣后ꎬ 教学仪器渐次增多ꎬ 陆续添置各

种实验仪器、 仪表、 化学药品、 试剂ꎮ 其中有托盘天平、 温度计、 演示电流表、 电压表、 蓄电池、

变阻器、 烧杯、 烧瓶、 量杯、 试管、 酒精灯、 显微镜、 放大镜、 滑轮、 葡萄糖、 氯化钠、 氟化钾、

氨水、 硫酸、 指示剂、 动物标本 (鱼骨骼、 兔骨骼、 珊瑚等)、 化石标本等ꎮ 始可做部分分组实验ꎬ

但仍以教师课堂示范实验为主ꎮ 学生为油漆木制双人桌、 单人凳ꎮ １９７３ 年ꎬ 购置打字机、 扩大机ꎮ

１９７７ 年恢复高考制度后ꎬ 特别是 １９８０ 年始ꎬ 渐次增购教学实验设备ꎮ １９８３ 年有电影放映机 １ 部ꎬ

单录机、 双录机各 １ 部ꎬ 汽车、 拖拉机各 １ 辆ꎮ 图书近 ２ 万册ꎬ 教学仪器可满足于课堂实验ꎬ 但学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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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组实验难以进行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学校实验大楼投入使用后ꎬ 有物理仪器室、 实验室、 准备室各 ２

间ꎬ 生化仪器室、 准备室各 ２ 间ꎬ 生化实验室、 电教室各 １ 间ꎬ 配备物理仪器柜 ２６ 个ꎬ 简易实验

桌 (教师用) ３ 个ꎬ 实验仪器价值 ２ ８ 万元ꎬ 有学生天平 ２５ 台ꎬ 打点计时器 ２９ 件ꎬ 直流伏特计 ５０

个ꎬ 电源 ２０ 台ꎬ 学生示波器 ２４ 台、 信号源 ２５ 台ꎬ 电子试验箱 １５ 套ꎬ 有光具座 ３０ 套ꎬ 氦氖激光器

２ 台ꎮ 初中演示实验开展率达 ８０％ꎬ 学生分组实验率达 ７０％ꎻ 高中演示实验开展率 ６０％ꎬ 分组实验

率 ５０％ꎮ 生化仪器室配备生化仪器柜 １５ 个、 实验准备桌 ２ 个ꎬ 专职实验员 １ 人ꎮ 有固定化学仪器

１４ 种ꎬ 价值 ７８５ 元ꎻ 药品 １１０ 种ꎬ 玻璃仪器 １５ 种ꎮ 能完成高中演示实验 １１４ 个ꎬ 初中演示实验 ６９

个ꎮ 有化学标本 ６ 种ꎬ 模型 ７ 种ꎻ 生物浸制标本 ３０ 瓶ꎬ 模型 １２ 种ꎬ 标本 ２１ 种ꎬ 生理模型 ８ 种ꎬ 生

物切片 ４ 盒 (大小各 ２ 盒)ꎬ 生物显微镜 ８ 台ꎬ 学生显微镜 ２ 台ꎮ 有图书室 ２ 间ꎬ 阅览室 １ 间

(１９８６ 年下半年设)ꎬ 室藏图书约 ２ 万册ꎬ 其中自然科学类 １ 万余册ꎬ 社会科学、 各种文学作品及教

学参考共计 ９０００ 余册ꎮ 阅览室订购杂志 １２０ 种ꎬ 报纸 ２０ 余种ꎮ 学校有飞跃牌、 多灵牌扩音机各 １

台ꎬ 飞棱牌收录机 １ 台ꎬ 金星牌黑白、 彩色电视各 １ 台ꎬ 留声机 １ 台ꎬ ２５Ｗ 动圈高音喇叭新、 旧各

２ 只ꎬ １５Ｗ 动圈高音喇叭 ５ 只ꎬ 话筒 １ 个ꎮ 翌年ꎬ 理化及电教仪器价值 ３７７３ １０ 元ꎬ 有溶示实验仪

器 ３４１ 件ꎬ 不溶示实验程度初中 ８０％、 高中 ２０％ꎻ 分组实验仪器 ６６４ 件ꎬ 可分组实验程度 ４０％ꎮ 文

体器材总价值 ２３００ 元ꎬ 人均 １ ２０ 元ꎮ １９８９ 年有物理实验室 １ 个ꎬ 初中演示实验开展率 ９５％ꎬ 高中

８０％ꎻ 分组实验初中 ９５％ꎬ 高中 ６５％ꎮ 生化实验室 １ 个ꎬ 初中演示实验开展率 ９６％ꎬ 高中 ８０％ꎻ 分

组实验初中 ９０％ꎬ 高中 ３０％ꎮ 电教室 １ 个ꎬ 有效使用率 ７０％ꎮ 体育器材近 １００ 件ꎬ 按 «教学大纲»

要求适用率 ５０％ꎮ 图书 １ ８ 万册ꎬ 多陈旧ꎬ 有用率仅 ３０％ꎮ 阅览室 １ 个ꎬ 可容纳 ４０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体育器材有: 跳箱 ２ 个、 山羊 １ 个ꎬ 篮球架 ２０ 副、 跳高架 １ 副ꎬ 单、 双杠各 ２ 副ꎬ 杠铃 １ 副ꎬ 垫子

４ 块ꎬ 铁饼 ３ 个ꎬ 铅球 １４ 个ꎬ 蓝、 排球各 ５ 个ꎬ 足球 １ 个ꎮ

１９９５ 年后半年ꎬ 投资 ４ 万元ꎬ 增置实验桌 ４８ 张、 实验柜 １０ 个ꎬ 将生化实验室分设为化学、 生

物实验室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新修课桌凳 ５２０ 套ꎬ 更换黑板 ２０ 块ꎻ 添置电教仪器资料、 文体器材、 实验用

品、 油印设备和图书杂志ꎬ 改善了教学设备ꎬ 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００ 年春ꎬ 沿海教学楼

装设微机室 １ 间ꎬ 新装微机 ８３ 台ꎬ 保障了学校初、 高中微机课的开设ꎮ 是年先后购置仪器柜、 书

架各 ３０ 个ꎬ 期刊报架 １１ 个ꎬ 打印机 １ 台ꎮ 新修办公桌 １０ 套ꎬ 学生课桌 １００ 套ꎬ 更新教室门 ６０ 扇ꎬ

教学楼防盗门 １ 副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更换教师办公桌椅ꎬ 集体办公室配置热水器、 电脑ꎬ 各职能工作部

门、 年级组均装配电话ꎬ 英语、 语文老师配备录音机ꎮ

２００２ 年初ꎬ 有打印机、 放映仪、 一体机、 录音机、 照相机、 冰箱各 １ 台ꎬ 放像机、 录像机、

放映机、 ＶＣＤ 各 ２ 台ꎬ 电视机 １８ 台ꎬ 微机 １６４ 台ꎬ 校园音响 １ 套ꎻ 潜水泵 １ 台ꎬ 供水锅炉 ３ 套ꎮ

各类实验仪器 １ 万件ꎬ 化学实验药品、 试剂有 ５３０ 件ꎬ 价值 １ ５６ 万元ꎻ 生物主要有显微镜、 托

盘天平、 恒温箱、 解剖镜、 电冰箱、 高压灭菌器、 温度计、 量筒、 试管、 滴管、 烧杯等 ３９ 种

３３４ 件ꎬ 价值 １ ０１ 万元ꎮ 体育器材价值约 ２ １６ 万元ꎬ 主要有篮架、 高单杠、 双杠、 跳高架各 ２

副ꎬ 排球架、 底单杠、 杠铃各 １ 副ꎬ 助跳板、 跳箱各 ２ 个ꎬ 山羊 ３ 个ꎬ 标枪 ２８ 支ꎬ 铅球 ４５ 个ꎬ

铁饼 １８ 个ꎬ 篮球 １７ 个ꎬ 足球、 排球各 １２ 个ꎻ 音乐器材主要有风琴 ２ 台ꎬ 大钗 ９ 对、 小钗 ４ 对ꎬ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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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 ２ 个ꎮ 图书 １ 万余册ꎬ 价值 ４ ５２ 万元ꎮ 并投资 ４ 万元ꎬ 新增电教实验设备和仪器ꎬ 为高二年

级全部配备电视机和 ＶＣＤꎬ 为电教室新增电视机 ４ 台ꎬ ＶＣＤ１ 台ꎮ ２００３ 年分别投资 ２０ ８９、

９ ８１、 ９ ８９ 万元装备物理、 化学、 生物实验室、 仪器室、 准备室ꎬ 化学还按无毒性和是否容易

挥发装备药品室 ２ 个ꎬ 生物单设操作室ꎬ 均能供 ５６ 名学生同时操作实验ꎻ 教师演示实验、 学生

分组实验开发率分别达 １００％和 ９８％以上ꎮ 投资 ６ ９５ 万元ꎬ 建成语音室ꎬ 有座位 ５６ 个ꎻ 装备音

乐室、 美术室、 体育活动室各 １ 间ꎬ 音乐室投资 １ ９５ 万元ꎬ 配置电子琴 ３ 架ꎬ 手风琴 １ 架ꎬ 演

示器 １ 台ꎬ 五线谱黑板 １ 块ꎻ 美术室投资 ２９１０ 元ꎬ 配置画架、 画板、 画框等 ９ 种 ５２ 件教学器

材ꎻ 体育活动室投资 ４ ８５ 万元ꎬ 有球、 操、 术、 田 ４ 类 ４３ 种 ６２５ 件ꎬ 基本可满足教学及训练活

动需求ꎮ 新添图书 ３８３５０ 册ꎬ 使馆藏图书达 ５ 部 ２２ 类 ４ ８６ 万册ꎬ 价值 ４２ ８７ 万元ꎬ 师均、 生均

各 ３５ 册ꎮ １０ 月不完全统计ꎬ 化学实验仪器约有 ７７１５ 件、 价值 ４ ８２ 万元ꎬ 药品增加 １０７ 件、 价

值 ３０４８ ３０ 元ꎻ 生物实验仪器药品约 １０ 余类 ３０８ 种 ３２７０ 件ꎬ 价值 ６ １９ 万元ꎮ 购置体育器材

２ ６５ 万余元ꎮ 投资 １０００ 余元ꎬ 购置彩色喷涂打印机 １ 台ꎮ

编号: ２－５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体育器材统计表　 　 单位: 元

名　 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起跑器 副 ５ ３７ １８５ 排球 个 １０ ７６ ７６０

接力棒 根 １２ ２ ２４ 足球 个 ５ ７４ ３７０

发令枪 支 ２ １８０ ３６０ 乒乓球 个 ３０ ０ ８ ２４

秒表 块 ４ ９０ ３６０ 羽毛球 个 ３０ ０ ８ ２４

跳高架 副 ２ ２８０ ５６０ 乒乓台 个 １ ９００ ９００

横杆 根 ４ １０ ４０ 乒乓拍 副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起跳板 个 ３ １７５ ５２５ 羽毛拍 副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铁饼 个 ６ ７０ ４２０ 篮球架 副 １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木尺 把 ４ １６ ６４ 排球架柱 副 １ ９００ ９００

丈量绳 根 ２ ２３ ５ ４７ 平梯 个 １ ９００ ９００

高单杠 个 ２ ４５０ ９００ 拔河绳 根 ２ １８０ ３６０

低单杠 个 ３ ４３０ １２９０ 短跳绳 根 ６０ ２ ５ １５０

跳箱 个 ２ ７４０ １４８０ 哑铃 副 ２８ ３０ ８４０

助跳板 个 ３ ６５ １９５ 划线器 个 １ １２０ １２０

大体操垫 块 ８ ３６０ ２８８０ 气筒 个 ２ ２８ ５６

小体操垫 块 １０ ７２ ７２０ 五部联合器 个 １ ２７５０ ２７５０

４４



第二章　 办学条件 　


续表

名　 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剑 把 ６０ １５ ９００ 羽毛球架网 个 ２ ９５０ １９００

棍 根 ６０ １２ ７２０ 记分架 个 １ ４５０ ４５０

篮球 个 １５ ７８ ９７０ 总额 — — — ２６５４４

　 　 注: 表内信息源于体音美教研组

编号: ２－６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美术器材统计表　 　 单位: 元

名　 称 单位 规格 数量 单价 合计

磁性白黑板 块 ｃｍ６０ｘ８０ １ ３２０ ３２０

中小学美术挂图 套 ５２ｘ７６ １ １８０ １８０

写生画箱 只 普通型 １ １２０ １２０

石膏像 件 (小型) ６  ２２０

石膏几何 件 (小型) １５  １７５

画板、 画架 套 普通型 ２１ ７０ １４７０

丁字尺 件 ６０ｃｍ １ ２５ ２５

绘画工具 套 ７ 类 １７ 件 １ ５０ ５０

字体展板 块 １５０ｘ２９０ １ ２６０ ２６０

装画镜框 块 ７０ｘ１００ ２ ５０ １００

　 合计 — — — — ２９２０

　 　 注: 表内信息源于体音美教研组

编号: ２－７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新增音乐器材统计表　 　 单位: 元

名　 称 单位 规格 数量 单价 合计

五线谱电教板 块  １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０

五线谱教学黑板 块 ２ｍｘ１ｍ １ ４０５ ４０５

电子琴 架 ６１ 键 ３ １８００ ５４００

风琴 架  １ ５００ ５００

手风琴 架  １ ４５０ ４５０

音乐教学挂图 张 — ２６  ２３５

多用划线规 套  １ ３５ ３５

５４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名　 称 单位 规格 数量 单价 合计

成套打击乐器 件  ６  ２２８ ５

小锣 个 — １ ９８ ９８

大锣 个 — １ １４０ １４０

小军鼓 个 — １ １５０ １５０

大军鼓 个 — １ ２００ ２００

架子鼓 套 — １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扇子 把 — ６０ ６ ３６０

伞 把 — ５０ １０ ５００

秧歌服 套 — １００ ３０ ３０００

大鼓 面 — ３ ８００ ２４００

小鼓 面 — ３ ６００ １８００

合计 — — — — １９０８１ ５

　 　 注: 表内信息源于体音美教研组

编号: ２－８　 ２００３ 年延川中学实验台价目表　 　 单位: 台、 万元

名称 数量 总价值 名称 数量 总价值

语音室语音桌 ５６ ６ ９５０ 化学准备台 １ ０ １１８

微机室 (计算机) ８４ ７２ ０００ 物理实验桌 (１) ２８ ３ ５００

生物实验桌 ２８ ３ ８００ 物理实验桌 (２) ２８ ３ ９００

生物准备台 １ ０ １１８ 物理准备台 １ ０ １１８

化学实验桌 ２８ ４ ３００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学校实验室

编号: ２－９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电教仪器统计表　 　 单位: 台、 元

名称及规格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长虹 ２３２ 红双喜彩电 １２ １９５０ ２３４００ —

长虹影碟机 ２ ６５０ １３００ —

松下放像机 １ １２８５ １２８５ —

松下 Ｍ３０００ 摄像机 １ — — 北京 １０１ 中学赠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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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及规格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高效双卡录音机 １ ７１５ ７１５ —

美得理电子琴 １ １６３０ １６３０ —

语言复读机    

感光电影放映机 (１６ｍｍ) １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

架空式书写投影仪 １ ３５０ ３５０ —

ＳＴＹ－２Ｍ 书写投影仪 １ ５００ ５００ —

ＳＴＱ 书写投影仪 １ ２００ ２００ —

立卧两用投影仪 １ ４８５ ４８５ —

锡光投影仪 ２０ ４９５ ９９００ —

感光投影仪 １４ ４９５ ６９３０ —

１３５ 手动幻灯机 (带银幕 １ 块) １ ３８９ ３８９ —

芙蓉白塑银幕 ３０ 块 １１５ ３４５０ —

　 　 注: 表内信息源于电教室

编号: ２－１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电教录音磁带统计表　 　 单位: 套、 元

名　 称 数量 单价 总　 价 名　 称 数量 单价 总价

高中英语朗读 ４ ８４ ３３６ 初中英语讲解与朗读 ４ ７６ ３０４

高中英语领读 ６ ８４ ５０４ 高中英语讲解与朗读 ４ １５２ ６０８

中华校园歌曲 １ １９８ １９８ 高中英语听力训练 ６ ３５ ２１０

初中古诗文背诵 ４ １４ ５６ 普通话速成培训大全 ４ ５８ ２３２

初中英语同步听力 ４ ６３ ２５２ 高中英语同步听力训练 ６ ７０ ４２０

初中英语朗读与听力 ４ ６３ ２５２ ３＋Ｘ 高考题型解析及技能 １ ２６. ８ ２６. ８

初中英语领读与听力 ４ １０５ ４２０ 高中英语会考、 高考听力模拟 ４ １６ ６４

　 　 注: 表内信息源于电教室

编号: ２－１１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电教录像带统计表　 　 单位: 套、 元

名　 称 数　 量 单　 价 总　 价 备　 注

中华魂 (上、 下) １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

美术方面录像带 １ １２４０ １２４０ —

７４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名　 称 数　 量 单　 价 总　 价 备　 注

生理卫生动植物 １ ４３５ ４３５ —

青春芳菲的奥数 １ 盘 — — 赠品

学校法律问题分析 １ ３５０ ３５０ —

初中物理演示实验 ２ ３２０ ６４０ —

高中物理演示实验 ２ ３２０ ６４０ —

课堂电化教学方法 １ ６０ ６０ —

做文明礼貌的中学生 １ ７０ ７０ —

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 １ ５６０ ５６０ —

高中素质教育示范课 １ ４５４０ ４５４０ —

电教媒体功能教学法 １ ７０ ７０ —

电教媒体功能教学法 １ ７０ ７０ —

微机常见故障自行排除 １ ６０ ６０ —

初中语文优质课及讲评 １ ３５０ ３５０ —

初中物理重点难点名师讲析 １ ４５０ ４５０ —

全国优质课教学获奖带 (语文) １ ６５０ ６５０ —

中学语文 “听、 说、 读” 能力培养 ２ ２４０ ４８０ —

中小学教学中的信息技术方法和原理 １ ２１０ ２１０ —

走向新世纪———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电视教材 １ １６０ １６０ —

高中数学综合练习 １ 盘 — —

中考化学总复习 (１) (２) ２ 盘 — —

北京青年教师数学评优课 (一) (二) ２ 盘 — —

高中物理总复习 (实验) 力学 (上) (北京) １ 盘 — —

北京
１０１ 中学

赠送

　 　 注: 表内信息源于电教室

编号: ２－１２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 ＶＣＤ 教材统计表　 　 单位: 套、 元

名　 称 数量 单价 总价 名　 称 数量 单价 总价

影视片 ４９ 部 １２９９ １２９９ 九义物理重难点讲析 １ ４９０ ４９０

国语音标 １ ３２ ３２ 九义化学重难点讲析 １ ３５０ ３５０

传人系列 １ ３４８ ３４８ 名人讲高考 (文理科) １ ８１８ ８１８

８４



第二章　 办学条件 　


续表

名　 称 数量 单价 总价 名　 称 数量 单价 总价

中考复习 １ ２８０ ２８０ “鹏博士” 多媒体教育软件 １(６盒) ４２８ ４２８

教育新视野 １ １４４ １４４ 初中美术欣赏、 绘画投影片 １ ５００ ５００

体音美部分 １ ３６５ ３６５ “鹏博士” 多媒体教育软件 １(６盒) ４２８ ４２８

奥林匹克教程 １(３６盒) ５７６ ５７６ 张玉琨文言文专辑 (３~５) １ １６８ １６８

中学化学实验 １ ３６０ ３６０ 初中语文实景讲评 (１~３９) １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初中教学实录 １ １６２０ １６２０ 特级教师指导学习 (初中部分) １ ２１６２ ２１６２

名师导考 (中考) ２ ７７. ５ １５５ 特级教师指导学习 (高中部分) １ １６６４ １６６４

名师导考 (高考) ２ ９６ １９２ 九义语文新课程优秀教师课精选 １ ２４０ ２４０

“３＋Ｘ” 高分宝典 １ ４８６ ４８６ 九义古诗文示范课集锦 (１~２３) １ ７６３ ７６３

特级教师经验精选 １ ３９２０ ３９２０ 初中语文 １、 ２ 册名校名师教学实录 １ ５０４ ５０４

高中特级教师辅导 ２ ２４７３ ２５ ４９４６. ５ 高中语文 １、 ２ 册名校名师教学实录 １ ５０４ ５０４

初中特级教师辅导 １ ２４０２ ２４０２ 高初中点阵法同步副课 (节) 辅导 １ ２５７４ ２５７４

初中重点难点辅导 １ ８１２ ８１２ 外教辅导英语听力同步训练 (初中英
语) １ １９２ １９２

高初中古诗文诵读 １ ２５６ ２５６ 高中数学重点把握与单元重点难点
突破

１ ６７２ ６７２

神奇英语学习系列 １ ９６ ９６ 中小学优秀教学模式介绍及教学实录
和评点

１ 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法 １ １６０ １６０ 投影 片 ( 语、 数、 化、 物、 生、 美、
地、 历、 动、 植) １ 套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７

初中、 高一物理实验 １ ９６ ９６ １３５ 幻灯片 (地理 １、 ２、 ３、 ４ 册ꎬ 初
中生物、 生理卫生片) ２ 套 ３３０. １ ６６０ ２

九义数学重难点讲析 １ １３３０ １３３０ 投影片 (英语、 语文、 几何、 物理、
化学、 历史、 地理、 生物) １ 套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

　 　 注: 注: 表内信息源于电教室

２００４ 年ꎬ 市、 县教育局和学校共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ꎬ 建立符合标准的校园网ꎮ 建成教师备课室 １

间ꎬ 有微机 ３０ 台ꎻ 多媒体教室 １ 间ꎬ 装机 ５６ 台ꎻ 建成总控制室 １ 个ꎮ 投资 ９０ 万元ꎬ 硬化学生公寓

楼与实验楼间地面ꎬ 并建设地埋式独臂固定篮球架 １ 副ꎬ 可移动式羽毛球架、 户外乒乓球台各 ２

副ꎬ 单、 双杠各 ２ 副ꎬ 双人秋千 ２ 副ꎬ 转体训练器、 联体太空漫步机各 １ 副ꎬ 云梯、 跷跷板、 单人

骑马机各 １ 副ꎬ 方便了师生课外活动及其教师家属锻炼身体之需求ꎮ

２００７ 年延川县双高普九达标ꎬ 县教育局给学校配备一些体育器材ꎬ 有小体操垫 ６０ 块ꎬ 体操垫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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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块、 跳高垫两块ꎬ 篮、 排、 足球各 １５ 个ꎬ 武术剑 ３０ 把ꎬ 武术棍 ５０ 根ꎬ 跳高架两副等ꎮ 学校每学

期用于体育器材经费 ５０００ 元左右ꎮ 购置器材有篮球、 排球、 足球、 羽毛球、 乒乓球等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开始ꎬ 筹建多媒体教室 ２８ 个ꎬ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投入使用ꎬ 高一、 二年级每个教室拥有多媒体电子白

板等先进教学设施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每年增购学生单人单桌 １０００ 套ꎬ 其中 ２０１０ 年多购 ２００ 套ꎬ 共计

３２００ 套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ꎬ 王瑛、 高跳琴、 刘萍莉制作教具 “弦线上驻波探究仪” 被陕西省教育厅选

送参加教育部教具仪器研究所举办的第七届 “华师京城杯” 全国教具学具大赛ꎬ 获三等奖ꎮ 是年ꎬ

新建多媒体计算机机房 ２ 个ꎬ 各处室新增办公用电脑 ６ 套ꎮ 建成教师备课室 １ 个ꎬ 装备计算机 ３０

台ꎬ 学校教学实现网络化、 信息化ꎮ 新增理、 化、 生实验室和教师阅览室、 舞蹈室、 美术室各 １

间ꎬ 使学校部室由 ３８ 个增加到 ４４ 个ꎬ 理化生实验仪器 １７７９５ 件ꎬ 学生演示实验、 分组实验开出率

均达 １００％ꎻ 音美器材 ４９０ 件ꎮ 建成校园网ꎬ 教室配备多媒体设施ꎮ 图书室藏书 １１ 万余册ꎬ 其中学

生用书 ２２ 类 ７ ３２ 万册ꎮ 阅览室订阅报刊 ２７７ 种ꎮ 各部室设施齐全ꎬ 均达国家 Ｉ 类标准ꎮ 教学设施

实现了现代化ꎬ 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增建高三多媒体教室 １８ 个ꎮ 翌年ꎬ 新

增 ２４ 个行政领导办公用电脑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增购班班通大屏幕触摸屏幕多媒体电脑 ７ 套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ꎬ 累计给每位教师补助笔记本电脑费用 ２０００ 元ꎬ 基本实现人人有笔记本电脑 １ 台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 高一、 二年级任课教师及学生迁入路遥教学楼时ꎬ 全部更换为新桌椅ꎻ ３４ 个教室创建 ３４ 套

多媒体系统ꎬ 采用多媒体触摸屏一体计算机ꎬ 使用水写笔和白板教学ꎬ 告别黑板、 粉笔板书教学历

史ꎮ 更换新建 ２ 个学生机房ꎬ 各安装 ６０ 台液晶一体电脑ꎻ 网络中心更换 ４ 台服务器ꎬ 增加 １ 台核心

交换机和 ４ 台网络交换机ꎬ 更换电子备课室设备等ꎬ 并为行政领导更换新一体机办公电脑ꎮ 至此ꎬ

学校有网络交换机 ２８ 台ꎬ 网络防火墙、 路由设备各 １ 台ꎬ 学校外网从县电教站接入ꎬ 带宽 ２０ＭＢꎬ

校内部为 １００Ｍ 局域网ꎬ 全部实现互联互通ꎮ 有多媒体设备 ７８ 套ꎬ 其中路遥纪念室、 录播教室、 电

子备课室、 计算机培训教室和大、 小会议室及高一、 二活动室、 办公室全部采用大屏幕触摸屏多媒

体一体机设备ꎻ 沿海教学楼使用日立投影和电子白板等多媒体设备 １３ 套ꎬ 多媒体计算机教室 (３

套)、 高三活动室和音乐、 舞蹈教室共有 ７ 套多媒体大屏幕触摸屏设备ꎻ 旧教学楼各部室有旧多媒

体投影电子白板设备 ２４ 套ꎮ 物理有力学实验室和电学实验室 ３ 个ꎬ 准备室 ２ 间ꎬ 新旧仪器室 ２ 个ꎬ

总共 １２ 间ꎬ 面积约 ３２８ 平方米ꎮ 每个实验室有学生试验台 ２８ 个ꎬ 小凳 ５６ 个ꎬ 教师演示台 １ 个ꎮ 有

新旧仪器 ５８６０ 件ꎬ 价值 ４０ ３４ 万元ꎮ 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开出率均为 １００％ꎮ 化学有仪器室、 药品

室、 危险品室、 准备室各 １ 间ꎬ 实验室 ３ 个 (９ 间)ꎮ 有仪器 ７８９１ 件ꎬ 其中通用仪器 ６１７９ 件ꎬ 专用

仪器 １７１２ 件ꎻ 各类药品 ３００ 种ꎮ 实验室有学生试验台 ２８ 个ꎬ 教师演示台 １ 个ꎬ 可供 ５６ 名学生做实

验ꎬ 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开出率均为 １００％ꎮ 生物有实验室 １ 大间ꎬ 准备室、 仪器室、 标本室各 １

间ꎬ 面积 １６８ 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９ ８９ 万元ꎬ 其中实验室 ３ ８ 万元ꎬ 仪器 ４ ３６ 万元ꎬ 标本模型 １ ６１ 万

元ꎬ 准备台 １ 个 １２００ 元ꎮ 实验仪器 ５０３１ 件ꎬ 其中专门仪器 ２０３１ 件、 通用仪器 ３０００ 件ꎮ 标本模型

１５４ 件、 实物标本 ６９ 件、 教学模型 ８５ 件ꎻ 药品 １８ 类ꎮ 实验分 ２８ 组ꎬ 可供 ５６ 人同时操作ꎬ 实验开

出率 １００％ꎮ 有图书室 ６ 间、 藏书室 ３ 间ꎬ 有图书 ８ ５２ 万余册ꎮ 学生阅览室 １ 个ꎬ 有杂志 １４４ 种、

报纸 ３６ 种ꎻ 教师资料室 １ 个ꎬ 有资料 ４５２ 种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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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２－１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延川中学计算机多媒体情况统计表

部室 服务器 教师机 学生机
一体
机触

摸屏幕
投影

电子
白板

无线音
响设备

功放
音响

交换机
存放
位置

存放
楼层

中心机房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实验楼 三楼

领导办公 ０ ３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各楼 各层

处室办公 ０ ３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各处室 各处室

教师电子备课室 ０ ６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３ 路遥教学楼 一楼北

计算机培训教室 ０ １ ６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３ 实验楼 三楼西

实验楼学生机房 ０ ２ ６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３ 实验楼 三楼东

沿海楼学生机房 ０ ２ ６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３ 沿海教学楼 四楼东

旧教学楼多媒体 ０ ２４ ０ ２ ２４ ２４ ０ ２０ ３ 旧教学楼 各楼层

沿海楼多媒体 ０ １３ ０ ０ １２ １２ ０ １２ ３ 沿海教学楼 各楼层

路遥教学楼多媒体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１ ０ ３２ ２ ６ 路遥教学楼 各楼层

合　 计 ６ 台 ２０１ 台 １８０ 台 ４１ 台 ３７ 台 ３６ 个 ３４ 套 ３８ 套 ２８ 个

　 　 注: 表内信息源于电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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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校管理

延川中学领导班子成员研究学校管理工作

学校作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事业单位和以教学育人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机构ꎬ 便形成自己的管理机

构、 领导构成及各种规章制度ꎮ 唯有如此ꎬ 才能保障教学工作正常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ꎮ

１９５６ 年建校初至 １９５８ 年底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隶属延川县人民委员会ꎬ 为副县级单位ꎬ 学校

领导由绥德专署任命ꎬ 校长魏载功ꎬ 实行校长负责制ꎮ 办学经费由地区行政专署财政拨付ꎮ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ꎬ 并县期间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更名为延长县第二中学ꎬ 隶属延长县人民委员会ꎬ 仍

属副县级单位ꎬ 办学经费由县财政拨付ꎮ 同月ꎬ 更名为延川县中学ꎬ 改归延川县人民委员会管

理ꎬ 至 １９６６ 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ꎬ 实行党委负责制ꎬ 但教学工作仍属校长负责ꎮ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ꎬ 杜永福接任校长ꎮ “文革” 前期ꎬ 校领导机构遭受冲击ꎬ 学校工作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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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批复成立延川县中学革命委员会 (简称 “校革委会” )ꎬ 校长改称主任ꎮ 呼延

忠任第一副主任ꎬ 主持工作ꎻ 张杨、 薛延庆任副主任ꎮ 校革委会委员有杨四顺、 张存为民兵代

表ꎻ 梁崇毅、 高世亮、 杨志高、 常有润、 张仁中、 冯雄、 都志梁、 杨越鸿等为群众代表ꎮ 实行三

结合、 一元化领导ꎮ 校革委会主任先后为呼延忠、 杜永福、 张立ꎮ 实行革命委员会负责制ꎬ 学校

降为正科级单位ꎮ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ꎬ 延川县革委会派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延川中学ꎬ 协助

管理学校ꎬ 整顿纪律ꎬ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 “工宣队” 撤离ꎮ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ꎬ 取消 “革委会”ꎬ 恢复党总

支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ꎬ 校长先后为张立、 童建华、 刘世城、 呼平安、 刘怀福ꎮ １９８７ 年ꎬ 校委

会由 １７ 人组成 (暂缺学生代表 １ 人ꎬ 有校领导及教师 １６ 人)ꎮ 翌年ꎬ 实行校长目标责任制和教

师聘任制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ꎬ 实行校长聘用制ꎬ 刘世成被聘为校长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冯治军被聘为校

长ꎮ ７ 月ꎬ 学校全面推行 “四制” 改革ꎬ 经民意测验由教职工无记名推荐聘任副校长ꎬ 组成校长

办公会ꎻ 并通过民意测验确定各处室正副主任ꎬ 使班子成员年富力强、 德才兼备ꎬ 成为具有团结

进取、 务实创新、 廉洁高效的领导集体ꎮ 成立教职工聘用领导小组ꎬ 制定 «教职工聘用实施办

法» «教职工绩效考核实施细则»ꎬ 确立公开、 公正、 公平竞争上岗、 择优录用、 末位淘汰聘用

原则ꎬ 制定招聘工作纪律ꎬ 成立由学校领导、 各科骨干教师代表组成的招聘考评小组ꎬ 向社会公

布聘用岗位职数及聘用程序ꎬ 并对聘用资格审查、 出题制卷、 试场安排、 监考阅卷、 登分汇总、

个人述职、 民主测评、 绩效考核、 试讲考查等工作周密安排ꎬ 据综合考核成绩排名次ꎬ 由高到低

录用ꎬ 建立起一支敬业爱岗、 乐教思教的教师队伍ꎬ 形成一套科学、 合理、 规范的管理制度和优

胜劣汰、 能上能下、 能进能出的竞争机制ꎻ 结构工资制的实施ꎬ 拉开了分配档次ꎬ 体现了能者多

劳、 多劳多得、 优劳优酬的分配机制ꎬ 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勇挑重担的工作积极性ꎻ 制定 «教职工

综合考核奖励处罚方案» 及各项具体考核细则与条例ꎬ 在学校管理工作中自上而下推行目标责任

制ꎬ 形成层级管理、 层级负责的管理体制ꎮ 从此ꎬ 学校管理走上科学化、 制度化、 规范化轨道ꎬ

提升了教学质量ꎬ 扩大了学校知名度ꎬ 出现了蒸蒸日上、 大踏步迈进的可喜局面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３

日始ꎬ 学校教职工实行挂牌上岗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被陕西省教育厅批复为陕西省重点中学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６ 日转化为陕西省标准化高中ꎬ １１ 月升格为副县级单位ꎬ 隶属县人民政府、 县教育

局双重领导ꎬ 校长冯治军ꎮ 至 ２００９ 年ꎬ 学生管理由单纯的管理行为转向教育引导———行为管理

———咨询服务三个层面ꎬ 形成党支部领导下的主管副校长负责的教育处、 团委、 班主任、 任课教

师为主体的德育教育队伍ꎬ 聘请首席德育顾问郝风年ꎻ 形成法制副校长负责的教育处、 保卫科、

政治教师为主体的法制教育法律咨询队伍ꎻ 形成法制副校长负责的教育处、 总务处、 保卫科、 公

寓管理部、 班主任为主体的学习服务、 生活服务和安全教育与防范队伍ꎻ 形成以学生会、 班委会

为主体的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监督的学生主体教育管理队伍ꎮ 成为纵横交错、 全员参

与的学生管理机制ꎮ 教学工作形成主管副校长负责的由教学处、 教科研室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ꎬ

实行过程管理考核制、 终端管理目标责任制、 教科研管理课题负责制和行政领导承包制ꎬ 健全了

学校、 家庭、 社会 “三位一体” 育人机制ꎬ 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ꎮ 实行开放式办学ꎬ 与延安

中学结为友好学校ꎬ 开展学习交流ꎻ 选派教师和领导到江苏无锡学习培训和挂职锻炼ꎻ 定期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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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学教师来校上示范课ꎬ 选送本校教师到延安中学学习培训ꎻ 每学期举行 １ 次教学开放周活

动ꎬ 在教研、 师资培训等方面为兄弟学校提供支持和帮助ꎻ 与杨家圪坮中学等一些薄弱学校结对

子ꎬ 选派教师作报告、 搞讲座、 上示范课和资助教学设施ꎬ 并推广办学经验ꎬ 发挥了学校在全县

教育事业中的龙头作用ꎮ

编号: ３－１　 １９５６~２０１５ 年延川中学历任校长、 主任一览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务 任　 期 备注

魏载功 榆林佳县峪口镇 １９０５ ９ ２５ 中学 中共党员 校长
１９５６ １０~１２ 代理

１９５６ １２~１９６２ ７ —

杜永福 张家河公社南村 １９１９ ９ ９ 高小 中共党员 校长
１９６２ ７~１９６３ ２ 代理

１９６３ ３~１９６８ ８ —

呼延忠 张家河公社呼家塬 １９３５ ６ １ 大学专科 中共党员 主任 １９７０ ９~１９７３ ２ —

杜永福 张家河公社南村 １９１９ ９ ９ 高小 中共党员 主任 １９７３ ２~１９７５ ３ —

张　 立 陕西户县祖庵乡太平庄 １９３４ １２ ３ 中师 中共党员
主任 １９７５ ３~１９８０ １２ —

校长 １９８１ １~１９８２ １１ —

童建华 高家屯乡新瑶湾村 １９４３ １１ 大学专科 中共党员 校长 １９８２ １１~１９８６ １２ —

刘世成 永坪镇崖窑 １９４８ １１ １１ 大学专科 中共党员 校长 １９８６ １２~１９９３ ７ —

呼平安 贾家坪镇折家坬 １９５４ １１ ９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校长 １９９３ ８~１９９４ ８ —

刘怀福 永坪镇刘家渠 １９５７ ２ 　 大专 中共党员 校长 １９９４ ８~２００１ ６ —

冯治军 文安驿镇东圪塔 １９５９ ５ ２６ 研究生 中共党员 校长 ２００１ ６~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办公室统计

编号: ３－２　 １９６０~２０１５ 年延川中学历任副校长、 副主任一览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备注

马逢瑞 　 子洲 １９０９ １０ ４ 中师 — 副校长 １９６０ ３~１９６２ ８ —

魏载功 榆林佳县峪口镇 １９０５ ９ ２５ 中学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６２ ８~１９６８ ７ —

赵如彬 山西中阳县石西公社琵琶村 １９３０ 中学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６６ ５~１９６８ ７ —

呼延忠 张家河公社呼家塬 １９３５ ６ １ 大学专科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７０ ８ 主持工作

张　 扬 陕西大荔县范家公社雷北庄 １９３８ ２ 大学本科 — 副主任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７０ ８ —

杜永福 张家河公社南村 １９１９ ９ ９ 高小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７０ ８~１９７３ ２ —

赵仲文 陕西富平县庄里公社水涝村 １９３５ 冬 中师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７２ ３~１９７４ —

张　 立 陕西户县祖庵乡太平庄 １９３３ １２ ３ 中师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７１ ８~１９７５ ２ —

张志忠 陕西长安 １９３８ 大学专科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１２ —

副校长 １９８１ １~１９８２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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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备注

刘国斌 贺家湾乡西沟河村 １９４１ ５ 初中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７６ ６~１９８０ １２ —

副校长 １９８１ ８~１９８４ —

隽存德 陕西户县大王镇小王店 １９３９ １２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８２ １１~１９８４ ４ —

张进生 河北保定 １９３９ ２ 大学专科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８４ ６~１９８６ ３ —

刘加里 陕西泾阳蒋刘公社河滩村 １９３５ １ 大学本科 — 副校长 １９８４ ６~１９８９ —

王振荣 榆林佳县 １９３４ 高中 — 副校长 １９８５ ２~１９８９ —

呼平安 贾家坪镇 １９５４ １１ ９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８９ ３~１９９１ ９ —

党　 鑫 禹居镇党家沟 １９５７ ３ 大专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８７ ８~１９９４ ２ —

贺江海 贺家湾乡虎白山 １９４８ １０ ２０ 　 大专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９２ ８~２００２ ７ —

冯治军 文安驿镇东圪塔 １９５９ ５ ２６ 　 大专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９２ ８~１９９９ ２ —

张爱民 冯家坪乡前张家沟 １９５６ １１ ７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９９ ３~２００１ ６ —

曹延平 南河乡瓦村河 １９５８ １１ ４ 　 大专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１９９９ ３~２００３ ８ —

樊秋平 子长县热寺湾 １９６４ ９ ２１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２００１ ８~２００７ ７ —

封永平 禹居镇封家湾 １９５６ ７ １ 　 大专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２００１ ８~２００７ ８ —

贺志荣 冯家坪乡贺家河 １９６５ ６ １６ 大学本科 — 副校长 ２００３ ８~２００８ １２ —

白加毅 永坪镇石油沟 １９６３ ９ １７ 大学本科 — 副校长 ２００７ ８~２０１４ ２ —

刘建辉 马家河乡曹家河 １９６２ ４ １５ 大学本科 — 副校长 ２００７ ８~２０１２ ８ —

孙玉婷 永坪镇 １９７３ １０ ２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２００７ ８~ 女

王青发 关庄镇王家沟 １９６５ １１ ２０ 大学本科 — 副校长 ２０１１ ８~２０１４ ８ —

张　 鸿 文安驿镇驮家岔 １９６７ ２ ２２ 大学本科 — 副校长 ２００９ ７~ —

刘宝生 大禹街道办园则河村 １９７６ ４ １５ 大学本科 — 副校长 ２０１５ ７ １８~ —

韩卫军 大禹街道办拐峁村 １９７７ ７ ８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副校长 ２０１５ ７ １８~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办公室统计

不同历史时期ꎬ 校长或主任都是主持学校全盘工作的领导者ꎬ 负责管理学校教学、 教育、 师生

思想教育、 总务后勤及一切重大校务的处理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延川中学确定校长为学校

行政主要负责人、 法人代表ꎮ 对外代表学校ꎬ 对内全面负责和领导学校工作ꎮ

校长职责是: 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认真执行上级党委、 教育主管部门的指示和学校

校委会的决议ꎬ 依法治校ꎻ 从本校实际出发ꎬ 负责组织制订学校的长远计划、 改革和发展的阶段

目标和措施ꎬ 并组织实施ꎻ 设置学校管理的组织机构ꎬ 建设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ꎻ 组

织学校教育、 行政管理工作ꎬ 确保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实施ꎻ 提出中层干部人选ꎬ 经校长办公会

议讨论ꎬ 党组织考核后ꎬ 报请上级任命或按规定聘任ꎬ 按相应程序决定中层干部的免职等事宜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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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学校的预决算ꎬ 审批学校各种项目的经费开支ꎻ 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和学校的规章制度ꎬ 决定

教职工的考核、 奖惩ꎻ 组织建立、 健全或修改学校的重大规章制度ꎬ 完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ꎬ 提

高工作效率和办学效益ꎻ 支持并配合学校党、 工、 团组织开展工作ꎬ 结合教学、 科研和行政管理

工作ꎬ 关心师生员工的成长和进步、 学习和生活等ꎬ 并督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ꎻ 民主管

理学校ꎬ 学校的重要问题决策前ꎬ 主动征求党总支的意见ꎬ 听取教代会意见ꎬ 经常听取师生对学

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ꎬ 自觉接受党总支和群众的监督ꎻ 建立健全信息反馈和决策咨询系统ꎬ 充分

发挥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参谋作用ꎻ 主持校长办公会议和行政工作会议ꎬ 对学校重大工作进行研究

决策协调ꎮ

副校长协助校长搞好教学、 思想政治教育和总务后勤工作ꎮ 新时期分工更细ꎬ 职责明确ꎬ 使学

校工作趋于规范化、 制度化、 科学化ꎬ 学校工作井然有序ꎮ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学校内设教导处ꎬ 设主任 １ 名ꎻ 总务处ꎬ 配备负责人 １ 名ꎮ 分别负责管理学校教

学和财务后勤工作ꎮ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 代理校长魏载功到校ꎮ 同月ꎬ 成立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ꎬ 但未配

备专职团书记ꎬ 由党组织成员领导团、 队工作ꎮ １１ 月ꎬ 成立工会组织ꎮ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ꎬ 增配副教导

主任 １ 名ꎻ １０ 月 ５ 日ꎬ 县政府任命蔡士焕为总务主任ꎮ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ꎬ 任宝崇任专职党委书记ꎮ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成立共青团延长县第二中学委员会ꎬ 刘国强任团委书记ꎮ 同时增配总务副主任 １ 名ꎬ 至此ꎬ

学校有党、 团领导各 １ 人ꎬ 行政领导 ６ 人ꎬ 即正、 副校长和正、 副教导主任、 总务主任各 １ 人ꎮ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年延川中学管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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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 年ꎬ 本县 “文革” 进入武斗阶段ꎬ 学校管理机构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成立校革命委员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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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改称主任ꎬ 设副主任 ３ 名ꎬ 第一副主任呼延忠主持工作ꎮ 下设政工组、 教育组、 总务组ꎮ 恢复

党组织并改称校党支部ꎬ 党支部书记呼延忠ꎮ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ꎬ 组建 ６ 个团支部ꎮ

“文革” 时期延川中学管理机构示意图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ꎬ 撤销延川县中学革命委员会ꎬ 恢复校务委员会ꎬ 设校长 １ 名ꎬ 副校长 ２ 名ꎮ 下设

教导处、 总务处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设办公室ꎮ １９８７ 年春ꎬ 成立延川县中学工会委员会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ꎬ

教导处分设为教育、 教学处ꎮ 时学校党群机构设置有党支部、 工会、 团委ꎬ 行政机构设置有校务委

员会、 教育处、 教学处、 总务处、 校办厂 (场)ꎬ 由此形成思想政治工作指挥系统ꎬ 即由党支部负

责组成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ꎬ 通过工会、 教育处、 团委、 学生会组织实施工作ꎻ 行政指挥系统ꎬ

即有 １ 名副校长负责ꎬ 通过办公室、 总务处执行日常行政工作ꎻ 教学指挥系统ꎬ 即由 １ 名副校长负

责ꎬ 通过教学处全盘负责教学工作ꎮ 学校领导成员由 １４ 人组成ꎬ 设党支部书记、 校长各 １ 人ꎬ 副

校长 ２ 人ꎬ 分别兼任教育处、 教学处主任ꎬ 教育处、 教学处各设副主任 ２ 人ꎬ 分管高中部、 初中

部ꎻ 办公室主任、 工会主席、 团委书记各 １ 人ꎻ 总务处正、 副主任各 １ 人ꎻ 校办厂厂长 １ 人ꎮ 班子

成员老、 中、 青三结合ꎬ 平均年龄 ４０ 岁ꎬ 趋于年轻化ꎻ 有本科 ３ 人、 专科 ８ 人ꎬ 专业有文有理ꎬ

且性格、 气质互补ꎮ 班子成员实行交叉分工ꎬ 党支部委员吸收校长、 副校长、 工会主席、 团委书

记、 办公室主任、 总务主任、 教师代表组成ꎬ 使班子在学校具体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和合力作用得到

加强ꎮ 党支部保证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在学校的贯彻落实ꎻ 校委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ꎬ 研究解

决学校重大问题ꎮ 并根据地区教育局提出的 “５４３２１” 工程ꎬ 至 １９９２ 年底ꎬ 逐步健全为 ５ 个管理系

统ꎬ 即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系统ꎬ 由校党支部负责ꎬ 通过教育处、 工会、 团委、 学生会、 班主任形成

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网络ꎻ 行政管理系统ꎬ 由 １ 名副校长负责ꎬ 通过三处一室ꎬ 实施学校行政管理工

作ꎻ 教学管理系统ꎬ 由 １ 名副校长负责ꎬ 通过教学处及其下设的 １０ 个学科教研组实施教学工作ꎻ

总务后勤管理系统ꎬ 由 １ 名副校长负责ꎬ 通过总务处实施工作ꎻ 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系统ꎬ 通过教

职工代表大会及其常设的工会机构实施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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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 年延川中学管理机构示意图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撤总务处ꎬ 成立后勤服务公司ꎮ 同年成立综合治理、 精神文明办公室ꎬ 法制教育

领导小组ꎬ 民事调解委员会和治安保卫科、 联防队、 护校队、 防汛办公室等各级临时机构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复称总务处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ꎬ 成立教科室ꎬ 次年配备正、 副主任和常务教研员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成立

综治办及保卫科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成立招生办ꎬ 设主任 １ 名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成立电教中心ꎬ 设主任 １ 名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延川中学党支部改称党总支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成立考评办ꎬ 设主任 １ 名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电教中心改称电教处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ꎻ １０ 月ꎬ 成立高一、 高二、 高三

年级处ꎻ １２ 月ꎬ 成立公寓管理处ꎮ

２０１５ 年延川中学组织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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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处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学校初创便成立教导处ꎬ 设主任 １ 名ꎬ 为马逢瑞ꎻ 配备教导员 ２ 名ꎮ 下

设文 (学) 汉 (语) 教研预备组ꎮ 教导主任是协助校长贯彻教育方针、 完成教育计划的有力助手ꎬ

是教学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ꎮ 教导主任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以教学为中心ꎬ 团结全体教师ꎬ 在党委

领导的校务委员会指导下ꎬ 本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精神ꎬ 对教学工作当全面规划ꎬ 统一安排ꎬ 在各方

面加强措施ꎬ 调动积极因素ꎬ 发掘潜在力量ꎬ 千方百计提高教育质量ꎮ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成立语文教研

组ꎬ 数学、 史地预备小组ꎮ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ꎬ 增设副主任 １ 名ꎮ 同时ꎬ 成立三勤办指导委员会ꎮ ９ 月ꎬ

成立社教 (社会主义教育)、 语文、 数理、 史地、 生物、 音图体教研组ꎬ 各设组长 １ 人ꎮ 时有教导

干事 ５ 名ꎮ 确立教导主任具体职责为: 组织全体教工人员经常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各科教学大

纲ꎬ 按照教育方针要求和总路线、 大跃进精神ꎬ 结合实际ꎬ 制订全校教导计划和各科教学计划ꎻ 合

理地使用干部ꎻ 妥善地安排教学、 生产、 锻炼和休息时间ꎬ 稳定新教学秩序ꎬ 保证井然有序地开展

教学工作ꎬ 使全校学习、 劳动、 健康三丰收ꎻ 深入课堂、 班级了解实际情况ꎬ 总结与推广优秀教学

经验和班务工作经验ꎻ 帮助和培养教师ꎬ 解决教师的一切困难ꎬ 使他们在心情舒畅的生活中搞好工

作ꎬ 而最基本的一项就是帮助、 指导和监督各教师确切地完成教学任务ꎻ 期中、 期末组织教师做出

各种总结ꎮ 本校教导业务有政治、 学习、 生活、 三勤、 文娱、 体育、 图书、 仪器、 油印、 材料、 缮

写、 卫生 (专职) １２ 项ꎬ 还兼管校部文书、 收发诸业务ꎬ 分别由 ５ 个干事兼任ꎬ 本分工协作精神ꎬ

各专其职ꎬ 各均其事ꎮ 教研组长具体工作是: 开学前组织组内教师制订出教研计划ꎬ 指导组内教师

制订教课计划ꎬ 坚持按计划教学ꎻ 指导和检查各教师做好备课、 讲课、 批改作业、 课外辅导工作ꎬ

批审教案并帮助教师解决教学中一切困难问题ꎻ 组织教师互相听课ꎬ 有准备地做好观摩教学ꎬ 及时

总结和交流教学经验ꎻ 组织和领导本组教师学好业务ꎻ 准时召开组务会议ꎻ 适时检查教室日志ꎻ 出

席教导处召开的各班学习干事会ꎻ 及时向教导主任反映本组教学情况ꎻ 期中、 期末组织教师写出教

研总结与科教学总结ꎮ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ꎬ 三勤办指导委员会改称生产劳动管理委员会ꎬ 为了更好地使教

育结合生产ꎬ 下设办公室于教导处ꎬ 教导主任兼三勤办公室主任、 校农场场长ꎮ ８ 月ꎬ 社教教研组

改为政治教研组ꎬ 音图体教研组改称体音美教研组ꎮ 语文、 数理教研组下设年级小组或科小组ꎬ 亦

称备课小组ꎮ １９６２ 年前学期ꎬ 俄语从语文教研组分出成立俄语教研组ꎮ

１９６７ 年ꎬ 因 “文革” 机构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成立教育组ꎬ 设组长 １ 名ꎮ １９７１ 年下设语文、

数学、 理化 ３ 个教研组ꎮ 次年增设政治教研组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增设俄语教研组ꎮ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ꎬ 设政治、

语文、 数学、 理化、 体音美 ５ 个教研组ꎮ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ꎬ 复称教导处ꎬ 次年明确教导主任职责为: 负

责组织、 管理和实施学校的常规教学ꎬ 对专任教师岗位进行安排、 调整ꎮ 根据学校制定的 «教学常

规要求» 和 «专任教师工作量标准和奖惩办法»ꎬ 对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估ꎮ 深入课堂听课、 查

课、 查教案、 查作业ꎬ 组织学生、 教研组和校考评组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评估ꎬ 并提出奖惩意见ꎮ

领导信息教育、 阅览室、 图书馆等教学辅助部门ꎬ 督促有关人员做好教学服务工作ꎮ 辅助校长或主

管校长选任教研组长ꎬ 开展常规教学和教研教改活动ꎬ 指导教研组搞好教学科研项目ꎮ 按照 «学籍

管理制度» 办理学生的转、 休、 退、 留级、 升学等ꎬ 并建好学籍档案ꎮ 完善学校教学实施、 设备的

规划建设ꎮ 管理学校师生资料的征订、 审查、 使用ꎮ 搞好师资队伍建设ꎬ 开展岗位练兵活动ꎬ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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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ꎬ 指导年轻教师ꎮ

１９８１ 年后半年ꎬ 新任语文教研组组长王振荣ꎬ 是 ５０ 年代以来的老教师ꎬ 知识水平、 业务能力、

领导艺术独具特色ꎬ 在师生中威望颇高ꎬ 仅半个学年ꎬ 便改变了语文组长期后进局面ꎬ 被评为先进

教研组ꎮ 体音美教研组组长刘世宏ꎬ 教龄虽仅仅一年ꎬ 却工作认真有魄力ꎬ 团结同志ꎬ 齐心协力ꎬ

在体育活动和业务训练中成绩较大ꎮ 理化教研组组长冯治海ꎬ 经常辅导青年教师准备物理实验ꎬ 亲

自检验实验效果ꎬ 在帮助新教师教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ꎮ 该学年有 ５ 名教研组长被评为县文教先进

工作者ꎮ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ꎬ 辖政治、 语文、 数学、 理化、 英语、 生物、 体音美 ７ 个教研组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ꎬ 理化教研组分设为物理、 化学教研组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ꎬ 教导处分设为教育、 教学处ꎮ

编号: ３－３　 １９５６~１９８９ 年延川中学教导处历任领导一览表

姓　 名 文化程度 任职部门 职　 务 任　 期 备　 注

马逢瑞 中师 教导处 主任 １９５６ ９~１９６０ ３ —

张景铭 大学专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５８ ３~１９５９ ７ —

王西林 大学专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５９ ８~１９６０ １０ —

主任 １９６０ １０~１９６５ １ —

蔡述贤 中师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０ ８~１９６１ ２ —

王丁钰 大学专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１ ２~１９６６ １０ —

刘保存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１ １１~１９６４ １１ —

张　 立 中师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４ １１~１９６５ ２ —

主任 １９６５ ２~１９６６ ８ —

呼延忠 大学专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５ ７~１９６６ ８ —

主任 １９６６ ８~１９６６ １０ —

刘润孝 中师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６ １０~１９６８ ９ —

教育组 副组长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７０ ９ —

贺　 璧 大学本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６ １１~１９６８ ９ —

李省育 大学专科 教育组 组长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７９ １ —

呼延康 初中 教育组 副组长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７８ ２ —

隽存德 大学本科

教育组

教导处

副组长 １９７８ ４~１９８０ １２ —

副主任 １９８１ １~１９８１ ３ —

主任 １９８１ ３~１９８３ ２ —

刘加里 大学本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１ ３~１９８３ １ —

主任 １９８３ ２~１９８４ ４ —

赵启顺 大学本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１ ３~１９８２ —

段田科 大学本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２ ２~１９８４ ４ —

张进生 大学专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３ ２~１９８５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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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文化程度 任职部门 职　 务 任　 期 备　 注

王振荣 中师 教导处 主任 １９８４ ４~１９８５ ２ —

高兆红 高中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４ ４~１９８５ ３ —

宋志远 大学专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４ ９~１９８５ ２ —

主任 １９８５ ２~１９８５ ８ —

呼平安 大学本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５ ８~１９８７ ２ —

李兴昌 大学本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７ ２~１９８７ ８ 主持工作

贺江海 大学专科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５ ８~１９８９ ３ —

李进才 中师 教导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６ １０~１９８７ ７ —

郝风岗 中师 教导处 主任 １９８７ ８~１９８９ ３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教育处

教育处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ꎬ 成立教育处ꎬ 由 １ 名副校长兼主任ꎬ 设副主任 ２ 名ꎬ 分管高中部、 初中

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ꎮ

教育处主任职责是: 建立健全各类学生管理制度ꎬ 检查各类学生管理制度的落实执行情况ꎻ 制

订实施学生德育、 法制教育、 健康教育工作计划并检查其工作效果ꎻ 指导教育处副主任 (年级组)

在全校或级部组织开展德育、 法制教育、 健康教育等各类教育活动ꎻ 领导教育处副主任 (年级组)

对所属年级组班主任实施班级管理考核评价工作ꎻ 建立学生综合素质科学评价体系ꎬ 指导教育处副

主任 (年级组长) 在各年级组做好学生成长档案建设工作ꎻ 认真做好学生的学籍管理、 招生、 编

班、 休学、 退学、 转学等工作ꎻ 领导心理咨询室、 卫生室、 学生公寓楼ꎬ 做好管理、 监督、 检查等

相关工作ꎻ 在分管副校长指导下协同家长委员会、 制订家庭教育计划ꎬ 有计划开展各类家庭教育活

动ꎻ 建立系列管理、 考核档案ꎻ 及时完成分管副校长安排的临时性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教育

处在大会议室组织首届自主管理委员会经验交流会ꎮ

编号: ３－４　 延川县中学教育处历任领导一览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职称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来校时间 备　 注

党　 鑫 １９５７ ３ 中师 中一 中共党员 主任 １９８９ ３~１９９１ ９ １９８１ ８ 副校长兼

高延平 １９５８ ２ 中师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８９ ３~１９９１ ６ １９８６ ８

冯治军 １９５９ ５ ２６ 大专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８９ ３~１９９１ ９

主任 １９９１ ９~１９９２ ７
１９７８ ８

任平安 １９５２ １１ ９ 大专 中一 — 副主任 １９９１ ６~１９９４ ３ １９８２ ２

封永平 １９５６ ７ １ 大专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９２ ８~１９９４ ２ １９８１ ２

曹延平 １９５８ １１ ４ 大专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９４ ３~１９９９ ３ １９８５ ８ 主持工作

樊秋平 １９６４ ９ ２１ 大学本科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９４ ８~１９９８ ２ １９９４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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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职称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来校时间 备　 注

高向良 １９６２ ２ ２１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９９ ８~２００１ ８

主任 ２００１ ８~２００３ ８
１９８４ ２

—

校长助理

刘建辉 １９６２ ４ １５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１ ６~２００４ ８ １９８８ ２ —

高忠伟 １９５７ ８ １５ 大专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０３ ８~２００５ ８ １９８７ ８ —

呼晓伟 １９７２ １ ２９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４ ８~２００６ ９ １９９８ ８ —

白加毅 １９６３ ９ １７ 大学本科 中高 — 主任 ２００４ ８~２００７ ８ １９９０ ８ —

白国宝 １９６２ ７ ７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０６ ８~２００７ １ １９８５ ８ —

张　 鸿 １９６７ ２ ２２ 大学本科 中高 — 主任 ２００７ ８~２００９ ７ ２００１ ８ 校长助理

马卫琳 １９７４ １１ １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７ ８~２００９ ９ １９９９ ８ 女

韩卫军 １９７７ ７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０７ ９~２００９ ９

主任 ２０１３ ９~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０ ８ —

刘文光 １９７９ １２ １１ 大学本科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０９ ８~２０１２ ８ ２００２ ８ —

王青山 １９７２ ９ １６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０９ ８~２０１４ １２

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１ ８ —

贺海彦 １９７０ １０ ２０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１２ ８~２０１５ ９ ２００４ ８ —

高春卫 １９７６ ２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１２ ８~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４ ８ —

李维雄 １９７８ ８ ２５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１４ ９~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５ ８ —

刘小军 １９８０ ８ ２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４ ８ —

张艳峰 １９７７ ８ １２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６ ８ —

李新杰 １９７１ ２ ２３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３ ８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育处

教学处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ꎬ 成立教学处ꎬ 由 １ 名副校长兼主任ꎬ 设副主任 ２ 名ꎬ 分管高中部、 初中

部教学工作ꎮ 下辖政治、 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英语、 生物、 历史、 地理、 体音美 １０ 个教

研组ꎮ

教学处主任职责是: 在分管副校长领导下负责教学处全面工作ꎬ 协助副校长全面贯彻党和国家

教育方针ꎬ 组织全校教学管理工作ꎻ 组织制订教导处以及各级部师德建设、 教学、 教研、 学生实践

活动工作计划ꎬ 定期开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ꎬ 提出指导性意见ꎬ 督促落实ꎻ 组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

度并积极落实ꎬ 经常检查教师落实课堂教学常规和执行教学计划情况ꎬ 并提出指导意见ꎻ 组织各年

级组有计划开展教育法规学习和师德建设活动ꎬ 进一步增强师德自我修养ꎬ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ꎻ 组织指导各年级组教师学习教育教学理论、 现代教育技术、 新教学大纲和新课程标准ꎬ 积极组

织教师参加多种形式的进修、 培训等继续教育ꎬ 提高认识ꎬ 更新观念ꎻ 负责教研组长管理工作ꎬ 协

同教科研室组织开展听课评课、 专题研究、 课题实验等教研活动ꎬ 指导有关教研组开展各种兴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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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实践活动ꎬ 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ꎻ 协助分管校长指导年级组拟定教师任课分工方案ꎬ 组织指

导级部对教师的考核、 评议、 业务建档等工作ꎻ 领导教学服务组ꎬ 做好教学服务工作ꎬ 对有关工作

人员进行学年 (期末) 考核工作ꎻ 组织抓好学生的毕业工作ꎬ 审批课本和学科教学资料的订购计

划ꎬ 组织学期考试及学校承担的其他考务工作ꎻ 组织指导所属部室按照省标准化学校要求做好教育

教学科研信息的收集、 整理、 归档、 转化工作ꎬ 建立健全资料库ꎬ 规范建立档案ꎻ 及时完成分管副

校长安排的临时性工作ꎮ

编号: ３－５　 延川县中学教学处历任领导一览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职称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来校时间 备　 注

呼平安 １９５４ １１ ９ 大学本科 中一 中共党员 主任 １９８９ ３~１９９１ ９ １９８２ ２ 副校长兼

董世德 １９４９ ９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１９８９ ３~１９９１ ７ １９８２ ８ —

冯志祥 １９５４ ８ 大学专科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９１ ８~１９９２ ８ １９７６ ８ —

高向良 １９６２ ２ ２１ 大学本科 中二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９２ ８~１９９３ １２ １９８４ ２ —

董国军 １９６４ １１ 大学本科 中二 — 副主任 １９９４ ８~１９９６ ７ １９８５ ８ —

任平安 １９５２ １１ ９ 大专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９４ ３~１９９９ ７ １９８２ ２ —

樊秋平 １９６４ ９ ２１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主任 １９９８ ２~２００１ ８ １９９４ ８ —

贺志荣 １９５６ ６ １６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１９９９ ８~２００１ ８

主任 ２００１ ８~２００３ ８
１９９５ ８ —

李文亮 １９６５ ６ １８ 大专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０１ ８~２００４ ７ １９９５ ８ 兼职

张　 鸿 １９６７ ２ ２２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３ ７~２００７ ８ ２００１ ８ —

刘建辉 １９６２ ４ １５ 大学本科 中高 — 主任 ２００４ ８~２００７ ７ １９８８ ２ —

王青发 １９６５ １１ ２０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５ ８~２００７ ８

主任 ２００７ ８~２００９ ９
１９９５ ８

—

校长助理

刘宝生 １９７６ ４ １５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５ ９~２００９ ９

主任 ２００９ ９~２０１５ ７
１９９９ ８ —

韩卫军 １９７７ ７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０９ ９~２０１３ ７ ２０００ ８ —

王　 庆 １９７４ １２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１０ ９~２０１２ ７ １９９７ ８ 女ꎬ 兼

刘文光 １９７９ １２ １１ 大学本科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１２ ８~２０１４ ９ ２００２ ８ —

任　 娜 １９７８ ５ １０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１４ ８~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５ ８ 女

刘小军 １９８０ ８ ２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１４ ９~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４ ８ —

张永红 １９８２ ９ ２５ 大学本科 中一 — 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７ ８ 女

李维雄 １９７８ ８ ２５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５ ８ —

高春卫 １９７６ ２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４ ８ —

高华卫 １９７０ ２ ２８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９~ １９９０ ３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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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室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教研教改业务从教学处分出ꎬ 成立教科室ꎬ 设主任 １ 名ꎬ 辖政治、 语

文、 数学、 理化、 英语、 生物、 史地、 音体美 ８ 个教研室ꎮ １２ 月增配副主任 １ 名ꎮ

教科室主任的职责是: 协助分管教学副校长负责全校教科研指导工作ꎬ 直接领导教研课题组ꎬ

指导组织科技实践活动和学生社团工作ꎻ 根据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需要ꎬ 协助教学副校长制订本校学

期教育科研工作计划ꎻ 做好市、 区科研成果评比的有关申报工作ꎬ 组织承担上级下达的科研课题研

究任务ꎻ 检查指导学校各项课题实验研究情况ꎻ 协助教学副校长召开全校教科研工作会议ꎬ 不断改

进学校教育科研工作ꎻ 协助教学副校长不定期组织科研讲座和报告以及课题交流辅导活动ꎬ 开展学

术交流和科普活动ꎬ 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ꎻ 定期举行校级科研成果评比ꎬ 入选的科

研成果汇编成集ꎻ 总结学校每学期、 年度教科研工作ꎻ 组织开展好有特色的科技实践活动、 学生社

团工作ꎻ 做好教育科研、 科技实践活动、 学生社团工作的档案建立管理工作ꎻ 及时完成分管副校长

安排的临时性工作ꎮ

编号: ３－６　 延川县中学教科室历任领导一览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职称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来校时间 备注

李文亮 １９６５ ６ １８ 大专 中一 — 主任 ２００２ ８~２００４ ７ １９９５ ８ —

刘建辉 １９６２ ４ １５ 大学本科 中高 — 主任 ２００４ ８~２００７ ７ １９８８ ２ 兼任

王青发 １９６５ １１ ２０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４ １２~２００５ ６ １９９５ ８ —

高保卫 １９６７ １１ ９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１９９１ ８ —

白国宝 １９６２ ７ ７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０７ ２~２００９ ８

主任 ２００９ ９~２０１４ ８
１９８５ ８

主持工作

—

王　 庆 １９７４ １２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０８ ５~２０１０ ９ １９９７ ８ 女

马卫琳 １９７４ １１ １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９ ９~２０１３ ９ １９９９ ８ 女

张永红 １９８２ ９ ２５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１３ １２~２０１４ １２

主任 ２０１４ １２~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７ ８ 女

王　 瑛 １９６８ １２ １８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１４ ８~２０１５ ２ ２００２ ８ 女

刘艳琴 １９７４ ７ ７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１４ ８~２０１５ ２ ２００２ ８ 女

王　 洁 １９７２ ９ ３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１０ １０ 女ꎬ
主持工作

任　 娜 １９７８ ５ １０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５ ８ 女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教科室

总务处　 总务处是学校管理经费收支、 住宿、 饮食等后勤服务部门ꎬ 建校初有蔡士焕负责ꎬ 设

会计、 出纳各 １ 人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ꎬ 蔡士焕任主任ꎬ 配备职员 ２ 人ꎬ 协助主任工作ꎬ 管理账务、 财

物ꎮ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增配副主任 １ 名ꎮ １９６７ 年ꎬ 因 “文革” 机构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成立总务组ꎬ 组

长常有润ꎬ 设会计、 出纳各 １ 人ꎮ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复称总务处ꎬ 设正、 副主任各 １ 名ꎬ 设会计、 出纳各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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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成立后勤服务公司ꎬ 实行财务独立、 人事独立、 自创效益ꎬ 下设供暖、

洗浴、 水电、 公寓管理、 餐饮部ꎮ 王文忠被聘任为总经理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复称总务处ꎮ 总务主任协助

校长或主管副校长具体承担后勤各项服务工作ꎬ 其主要职责是: 树立为教学服务、 为师生服务的思

想ꎬ 执行上级教育和财政部门的规定以及学校行政会议、 校长办公会议和校长的决定ꎬ 具体管理学

校的总务处工作ꎻ 根据学校的要求ꎬ 拟订后勤工作总体规划ꎬ 制订每学期总务处工作计划ꎬ 搞好学

校的基本建设ꎬ 保证教学、 办公以及师生生活、 工作、 学习所具备的良好条件ꎻ 协助分管副校长管

理好学校财务工作ꎮ 根据学校的工作计划ꎬ 组织做好经费的预算与决算ꎮ 建立财务管理制度ꎬ 贯彻

勤俭办学方针ꎬ 反对和防止浪费ꎬ 使学校经费使用恰当ꎬ 能发挥最佳作用ꎻ 管理好学校财产ꎬ 经常

向师生进行爱护公物的教育ꎬ 将公物损坏减少到最低限度ꎮ 建立必要的总务规章制度ꎬ 使公物从购

入到使用都清楚明白ꎮ 组织好登记、 检查、 保管、 维修等工作ꎻ 及时购买各种教学设备、 仪器、 教

具、 图书ꎬ 购置体育、 文艺、 卫生医疗、 办公、 生活等方面的器材或用品ꎬ 保证办公、 教学、 学习

和生活的需要ꎻ 根据学校的总体规划和条件ꎬ 对校舍全面规划ꎬ 合理安排ꎮ 做好校园内的美化工

作ꎬ 使校容校貌不断改观ꎬ 建立良好的教学和生活环境ꎻ 努力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ꎬ 努力改善教

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ꎮ 搞好食堂管理ꎬ 提高饭菜质量和服务质量ꎬ 方便师生的生活ꎻ 做好总

务后勤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ꎬ 教育他们热爱本职工作ꎬ 全心全意为教学和师生生活服务ꎻ 建立健全

总务处工作档案ꎻ 及时完成分管副校长安排的临时性工作ꎮ

编号: ３－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５ 年延川中学总务处历任领导一览表

姓　 名 文化程度 任职部门 职　 务 任　 期 备注

蔡士焕 　 高中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５８ １０~１９６０ ２ —

蔡述贤 　 中师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６１ ２~１９６１ １１ —

罗振声 　 完小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６１ １１~１９６２ ７ —

梁毓帮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１ ２~１９６２ ７

主任 １９６２ ７~１９６２ １２
—

董朗庭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６２ １２~１９６４ １１ —

卢兴盛 完小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６２ ７~１９６８ ８ —

张永仁 中师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６４ １１~１９６８ ８ —

常有润 大学本科 总务组 组长 １９６８ ９~ —

刘贤温 大学本科 总务组 组长  —

刘国斌 初中 总务组 组长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８ —

樊世爱  总务组 组长 １９７５ ８~１９７８ ２ —

梁风卉  总务组 组长 １９７８ ２~１９７９ ５ —

刘国斌 初中
总务组 组长 １９７９ ８~１９８０ １２ 兼任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８１ １~１９８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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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文化程度 任职部门 职　 务 任　 期 备注

封俊杰 初中
总务组 副组长 １９７９ ８~１９８０ １２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１ １~１９８２ ８
—

王玉才 　 初师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８１ ７~１９８１ １２ —

石增玺 　 中师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２ ８~１９８９ １２ —

高锦瑞 　 中师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８２ １~１９８２ ８ —

蔡士焕 　 高中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８２ ８~１９８４ ４ —

马世明 　 中师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８４ ４~１９８４ ８ —

王宗亮 　 初中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８４ ８~１９８９ ８ —

马文瑞 　 中师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６ ８~１９９６ ７ —

郭秦登 　 高中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８９ ８~１９９６ ８ —

袁崇帮 　 高中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８９ １２~１９９２ ８ —

任振邦 中师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９１ ８~１９９２ ８ —

郝时明 中师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９２ ８~ —

封永坪 大专 总务处 主任 １９９６ ８~２００１ ８ —

阎耀金 中师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 １２ —

王文忠 中师
总务处 副主任 １９９５ ８~２００２ ５

后勤服务公司 经理 ２００２ ５~２００３ ９
—

霍卫强 大学本科 总务处
副主任 ２００３ ７~２００７ ８ —

主任 ２００７ ８~ 校长助理

李正武 中师
后勤服务公司 副经理 ２００２ ９~２００３ ９

总务处 副主任 ２００３ ９~２００５ ８
—

白秀玲 大学本科 总务处 副主任 ２００９ ８~ —

甄贵清 大学本科 总务处
副主任 ２００９ ９~２０１４ １２

主任 ２０１５~
—

刘　 进 大专 总务处 副主任 ２０１３ ９~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总务处

办公室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ꎬ 成立办公室ꎬ 设主任 １ 名ꎬ 配备文书、 干事各 １ 名ꎮ 辖打印室ꎮ 负责和

上级部门联系及时传达领导意见ꎬ 协调学校各部门工作ꎬ 及时向校长反馈信息ꎻ 负责办理学校的人

事、 劳资等有关事宜ꎻ 组织安排学校每周工作日程ꎬ 组织安排学校节假日值班ꎻ 收集整理学校各部

门的题案 (报告) 及时报校长或校委会、 行政会研究讨论ꎻ 处理来访、 来电、 来函等业务ꎻ 草拟学

校全面性文件ꎬ 负责各种会议记录ꎬ 审查各部门报送学校的材料ꎬ 完成各类行政报表、 综合统计ꎻ

负责接待来宾、 办理有关证件、 证明、 介绍等ꎬ 办理毕业证书ꎻ 负责学校行政人员考核工作ꎬ 汇总

教职工考勤等ꎻ 负责管理打印室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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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３－８　 延川县中学校务办公室历任领导一览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职称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备注

宋志远 １９４７ 大学专科 中一 中共党员 主任 １９８５ ８~１９８６ ８ —

李兴昌 １９５３ １２ 大学本科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８６ ８~１９８７ ２ —

呼平安 １９５４ １１ ９ 大学本科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８７ ２~１９８９ ３ 主持工作

贺江海 １９４８ １０ ２０ 大学专科 中一 — 主任 １９９１ ８~１９９２ ８ —

孙智斌 １９５８ ２ 大学专科 中一 中共党员 主任 １９９２ ８~１９９６ ７ —

冯志祥 １９５４ ８ 大学专科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１９９２ ８~１９９４ ７ —

董国军 １９６４ １１ 大学本科 中一 — 主任 １９９６ ７~１９９９ ７ —

白加毅 １９６３ ９ １７ 大学本科 中高 — 副主任 ２００１ ７~２００４ ８ 主持工作

刘文华 １９７８ １０ １４ 大学本科 中一 —
副主任 ２００７ ９~２００８ ９

主任 ２００８ ９~２０１５ ８
女

冯世雄 １９７１ ５ ７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

刘海强 １９８３ １０ ２９ 大学本科 中二 中共党员 副主任 ２０１５ ７~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办公室

档案室　 延川中学成立以来十分重视档案工作ꎬ 初由教导处负责学校文档管理ꎮ 自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始ꎬ 学校配备职员刘福华专职管理档案ꎮ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ꎬ 校办公室成立后负责档案工作ꎬ 由文书具

体负责档案整理归类储存业务ꎮ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 学校将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文

书档案移交县档案馆ꎮ １９８７ 年春ꎬ 建立特殊学生档案ꎬ 并在原教师业务档案基础上ꎬ 进一步充实内

容ꎬ 特别是教师的教研成果、 教学计划、 总结及其他方面的先进事迹ꎬ 及时予以归档保存ꎮ 自 ２０００

年始建立档案室ꎬ ２００３ 年ꎬ 新装备档案室 １ 间ꎬ 档案员室 １ 间ꎬ 将学校各处室档案资料统一按规定

要求装订成册入室保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 党团工、 教师业务、 学生学籍、 财务等各

类档案ꎮ ２０１５ 年底ꎬ 档案室存放档案 ２０７ 卷ꎬ 其中政务类 ６２ 卷ꎬ 党群类 ８ 卷ꎬ 人事劳资 ９ 卷ꎬ 教

育类 ７５ 卷ꎬ 教学类 ９３ 卷ꎮ 同时ꎬ 对学校电子档案进行整理归类ꎬ 健全电子档案ꎮ 健全的档案资料

为教育教学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ꎮ

招生办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招生业务从教育处分出ꎬ 成立招生办ꎬ 首任主任呼晓伟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增设副主任 １ 名ꎬ 为李新杰ꎮ

其职责是: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省、 市招生工作方针、 政策ꎬ 提高政治业务素质ꎬ 做到坚持原

则、 秉公办事ꎬ 严格遵守纪律ꎬ 按时完成招生工作各项任务ꎻ 依据国家招生政策ꎬ 结合学校实际情

况ꎬ 制定具体的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ꎻ 制定年度招生宣传工作方案ꎬ 制作招生宣传材料ꎬ

负责宣传学校招生计划及招生政策ꎻ 负责与各招生主管部门联系工作ꎬ 做好招生宣传工作ꎬ 并协调

相关部门完成各类招生考试工作ꎻ 负责学校招生报名、 学生资格审查、 落实新生录取注册ꎬ 建立学

生电子档案等ꎻ 负责学生学籍管理和转学、 休学、 复学、 退学以及学生档案等ꎻ 负责毕业生资格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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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ꎬ 办理学生毕业证ꎻ 完成上级业务部门及校领导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ꎮ

电教处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电教业务管理从教科室分出ꎬ 成立电教中心ꎬ 主任郝永飞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改称电教处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增配副主任袁颖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袁文学任副主任ꎮ

其职责是: 在分管教学副校长领导下ꎬ 做好学校信息化建设各项工作ꎬ 指导做好全校信息技术

教学工作ꎻ 领导电教中心、 信息技术教研组ꎬ 承担学校活动摄像、 照相工作ꎻ 结合学校工作实际ꎬ

负责制订学校现代教育技术、 学期电教工作计划ꎬ 协助校领导搞好学校电教事业中远期规划ꎬ 推进

学校现代化管理、 办公进程ꎻ 制订电教设备设施建设规划ꎬ 编制设备购置计划ꎬ 负责电教设备的采

购、 验收、 安装、 调试、 使用和保养维修工作ꎬ 负责电教消耗材料的采购和配置管理工作ꎻ 建立电

教设备明细账ꎬ 建立设备技术档案ꎬ 按设备管理规范做好设备资料的编码、 制作标签ꎬ 做好设备说

明书、 资料的保管ꎻ 负责对全校电教相关财产进行登记、 管理、 调配、 维修等工作ꎮ 及时做好设

备、 资料的添置、 验收、 入账、 报耗等工作ꎮ 学期结束前清理一次ꎬ 做到账物相符ꎻ 负责学校电教

设备的维修维护ꎬ 配合教学、 科研工作ꎬ 提供电教设施条件ꎬ 保持设备良好运行ꎬ 积极配合有关处

室搞好教学工作完成教学任务ꎻ 负责校园网络的规划、 建设、 管理、 维护ꎬ 保证校园网络和宽带网

的正常运行ꎻ 负责学校网站建设、 网络宣传和服务活动ꎬ 保障网站的正常运行ꎻ 根据教学需要依据

教学大纲要求ꎬ 加强新一代电教教材 (软件、 资源库) 配套建设ꎬ 积极编制、 收集、 提供电教资料

和计算机软件ꎬ 并归宗建档ꎬ 科学管理ꎻ 协助教导处做好全校教职工的信息技术培训ꎬ 拓宽全校教

职工的信息技术培训领域ꎬ 推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改革的结合ꎬ 促进教学方式的变革ꎻ 领导信息

技术教研组制订全校信息技术教学工作计划、 实施信息技术教学并做好总结ꎬ 完成教学任务ꎻ 指导

信息技术教研组建立全校信息技术教学工作档案ꎻ 积极开辟第二课堂ꎬ 做好学生信息技术与创新工

作ꎬ 拓展教学领域ꎬ 参与校际协作ꎬ 开展电教学术交流活动ꎻ 建立和完善学生机房、 多媒体教室、

语音室、 教师电脑等使用制度ꎻ 完成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ꎮ

考评办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为加强学校教职工量化管理ꎬ 对教职工业务绩效进行考评ꎬ 从教学处分

出ꎬ 成立考评办ꎬ 设主任 １ 名ꎮ

编号: ３－９　 延川县中学考评办历任领导一览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职称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来校时间 备注

王　 庆 １９７４ １２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主任 ２０１０ ９~２０１２ ９ １９９７ ８ 女

韩卫军 １９７７ ７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主任 ２０１２ ９~２０１３ ９ ２０００ ８ 兼职

马卫琳 １９７４ １１ １ 大学本科 中高 — 主任 ２０１３ ９~ １９９９ ８ 女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考评办

关工委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ꎬ 白国宝任主任ꎮ

年级处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成立ꎬ 高一年级处主任刘文光ꎬ 高二年级处主任王庆ꎬ 高三年级处主任

呼晓伟ꎮ ２０１５ 年随学校教学大循环主任相随更替ꎬ 依序为呼晓伟、 刘文光、 王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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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管理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成立公寓管理处ꎬ 王青山任主任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贺海彦任主任ꎮ

其职责是: 熟悉掌握 «学生公寓管理条例» «学生宿舍管理细则» 等相关规章制度ꎬ 管理员要管

理第一ꎬ 服务为重ꎬ 注重仪表ꎬ 微笑服务ꎬ 以礼待人ꎬ 服从工作调配ꎬ 高质量完成分管的各项工作ꎮ

严格遵守工作制度ꎬ 做到不脱岗ꎬ 不利用工作时间干私活ꎮ 实行 ２４ 小时值班制ꎬ 要巡逻检查

学生公寓安全情况ꎬ 每日做好值班记录ꎬ 确保公寓安全ꎻ 严格执行公寓门卫管理制度ꎬ 本校学生凭

胸卡或学生证出入公寓ꎻ 来访探亲人员一律要凭本人有效证件并留证入访ꎬ 严格履行外来人的审

查、 登记制度ꎮ 为保证宿舍的安全ꎬ 男女生均不得进入异性公寓ꎬ 要严格把关ꎬ 不得擅自应允ꎻ 按

时开关公寓大门ꎬ 不得提前或推迟ꎬ 如遇学生生病需到医院及时救治ꎬ 要及时登记放行ꎮ 管理好公

寓楼及各房间钥匙ꎬ 对学生忘带钥匙要求管理员开门者ꎬ 须核对胸卡或学生证ꎬ 登记后方可给予开

门ꎻ 建立公寓住宿学生花名册ꎬ 做好公寓的治安管理工作ꎮ 维护学生宿舍的正常生活秩序ꎬ 发现学

生不良行为要及时纠正ꎬ 发现棍棒等危险的东西及时没收并报告教育处ꎮ 杜绝公寓楼内的高声喧

哗、 吵闹、 酗酒、 高声播放音乐等现象ꎮ 发现有打架现象需及时制止并在第一时间内报告相关部门

(人员)ꎻ 负责好学生宿舍的防火、 防盗工作ꎬ 对消防栓、 灭火器进行定期性检查ꎬ 防止损坏、 丢失

和被盗现象发生ꎻ 严禁将危险品带入公寓ꎬ 决不允许将公寓用品带出ꎮ 对携带物品形迹可疑者出入

公寓要及时制止并报校保卫人员ꎻ 做好公寓楼内的公物检查和维护工作ꎬ 经常性检查学生公寓财

产ꎬ 接受学生对财产的报告ꎮ 若出现需要维修的水、 电、 木工等ꎬ 应将情况详细登记记录ꎬ 并填写

维修申报单及时报教育处及相关部门进行维修ꎮ 严格落实用电管理规定ꎬ 准时供电ꎻ 要求学生离开

公寓时ꎬ 切断电源ꎬ 关闭水龙头ꎻ 做好卫生间、 洗漱间的节水巡查工作ꎬ 避免长时间流水现象ꎻ 做

好本公寓楼固定资产登记工作ꎻ 负责好清洁卫生用品的申领ꎬ 每天协助值班员检查一次宿舍卫生ꎮ

通报表扬好的宿舍ꎬ 对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宿舍进行限期整改或通报批评ꎻ 每天检查学生公寓存在的

问题ꎬ 定期召开舍长会议ꎬ 了解学生思想动态ꎬ 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ꎬ 督促和教育学生爱护公物ꎬ

发现损坏的要落实责任人ꎻ 协助教育处分配学生宿舍ꎻ 办理住宿、 退宿手续ꎻ 做好新生入校、 毕业

生离校财产验收ꎻ 做好新生公寓用品的发放工作ꎻ 对公寓出现的问题及异常现象ꎬ 及时报教育处ꎮ

遇突发事件ꎬ 要做好学生疏导工作ꎻ 指导宿管部开展工作ꎬ 按学校 “文明宿舍评选办法” 的要求ꎬ

认真配合学生会宿管部进行 “文明宿舍” 的检查和评比ꎮ

第二节　 党群组织

一、 中共党组织

组织发展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ꎬ 与城关小学、 文化馆联合成立党小组ꎬ 校长魏载功兼任副书记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ꎬ 成立中共延长县第二中学委员会ꎬ 首任党委书记任宝崇ꎬ 设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各 １ 人ꎮ

时有中共党员 ７ 名ꎬ 其中男 ６ 名ꎻ 学生党员 ２ 名ꎮ 纳新党员 １ 名ꎮ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ꎬ 纳新高加乐、 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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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学生为中共预备党员ꎮ

党支部书记职责是: 保证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在学校的贯彻执行ꎬ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ꎻ 认真做好党组织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ꎬ 使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

成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坚强堡垒和中坚力量ꎻ 切实抓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ꎬ 全面关心教职工的

政治、 思想、 工作和生活ꎬ 抓好教师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ꎻ 尊重支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ꎬ 对

学校重大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ꎬ 维护校长正确的统一指挥ꎬ 保证校长任期目标的实现ꎬ 保证学校各

项工作顺利进行ꎻ 组织召开党总支会议ꎬ 对学校大事进行认真研究ꎬ 经常与学校工会、 共青团等群

众组织保持密切联系ꎬ 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ꎻ 做好统战工作ꎬ 团结各民主党派人

士ꎬ 同心协力办好学校ꎮ １９６１ 年有教工党员 １２ 名ꎬ 学生党员 ５ 名ꎮ

１９６７ 年ꎬ 本县 “文革” 进入武斗阶段ꎬ 校党支部组织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恢复党支部ꎬ 副书

记呼延忠主持工作ꎮ １９７０ 年ꎬ 有中共党员 １１ 名ꎮ １９７３ 年有中共党员 １５ 名ꎬ 其中女 ２ 名ꎻ 教育工作

者 １１ 名ꎬ 医务人员、 学生各 １ 名ꎬ 炊事员、 退休各 １ 名ꎮ 纳新党员 １ 名ꎮ

编号: ３－１０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中共党员情况统计表

姓　 名 年　 龄 家庭成分 文化程度 职务、 业务 入党时间

呼延忠 ３７ 中农 大学专科 党支部书记、 主任 １９５６ ４

杜永福 ５４ 贫农 高小 党支部副书记、 副主任 １９４６ ８

张　 立 ３９ 地主 中教班 副主任 １９７２ １２ ２８

赵仲文 ３７ 贫农 中师 副主任 １９６１ ６

高凤岐 ３１ 贫农 高中 团委书记 １９６０ １２

刘国斌 ３１ 贫农 初中 总务组长 １９７２ ７ １１

张进生 ３３ 工人 大学专科 教师 １９７０ ３

武月娥 ３４ 贫农 中技 医生 １９７２ １０ １３

张永仁 ５４ 贫农 初师 — １９５８ １２

王玉川 ４３ 贫农 文盲 炊事员 １９６５ ８

魏载功 ６７ 贫农 中学 退休 １９５５ ３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校党部报表

编号: ３－１１　 延川中学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中共党员统计表

姓　 名 年龄 籍　 贯 文化程度 职务、 业务 入党时间

杜永福 ５６ 县城南关 高小 党支部书记 １９４６ ８

张　 立 ４１ 户县祖菴公社太平庄 中师 副书记 １９７２ １２ ２８

赵仲文 ３９ 富平庄里镇水滩村 中师 委员 １９６１ ６ １８

呼延康 ３０ 张家河公社呼家塬 初中 委员 １９６４ １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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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年龄 籍　 贯 文化程度 职务、 业务 入党时间

董智林 ３２ 永坪公社董家寺 中师肄业 委员 １９７３ ６ １

刘国斌 ３３ 贺家河公社西沟河 初中 委员 １９７２ ７ １１

武月娥 ３６ 神木县城内 中技 校医 １９７２ １０ １３

白存英 ３０ 冯家坪公社彪家沟 中师 保管 １９７０ ２ ３

贺国清 ３３ 贺家湾公社五眼泉 初中 管理员 １９７１ １２ ２２

王世忠 ３８ 文安驿公社舍和沟 初师 管理员 １９６５ ４ １

张永仁 ５６ 子洲县马蹄沟 初师 管理员 １９５８ １２

王玉川 ４５ 文安驿公社高家坪 文盲 炊事员 １９６５ ８

张进生 ３５ 河北保定 大学专科 班主任 １９７０ ３

隽存德 ３５ 户县大王公社小王店 大学本科 班主任 １９７４ ４ ５

李省育 ３９ 大荔县西寨 ８ 小队 大学专科 班主任 １９７４ ４ ５

刘世成 ２７ 永坪公社崖窑 大专 班主任 １９６９ １１ １１

高树栋 ３３ 城关公社高家圪坮 大学本科 班主任 １９７４ １１ １８

魏载功 ６９ 佳县峪口镇 中学 — １９５５ ３

刘玉忠 １７ 南河公社上大木 学生 — １９７２ １２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校党支部报表

１９８０ 年秋ꎬ 有党员 ４１ 名ꎬ 其中女 ８ 名ꎻ 大学、 大专 １２ 名ꎬ 中师、 中技 １３ 名ꎬ 高中 １０ 名ꎬ 初

中 ６ 名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统计ꎬ 全校有党员 ４６ 名ꎬ 其中女 ７ 名ꎬ 离退休 ３ 名ꎮ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统计ꎬ

全校有党员 ３８ 名ꎬ 其中女 ５ 名ꎻ 大学本科 ４ 名、 专科 １０ 名ꎬ 中师 １８ 名ꎬ 高中 ２ 名ꎬ 初中 ４ 名ꎻ

１９８７ 年ꎬ 校党支部下辖 ３ 个党小组ꎬ 共有党员 ５０ 名ꎬ 占教工总数 ４１ ７０％ꎮ

编号: ３－１２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延川中学党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家庭成分 入党年月 工作时间 职　 务

赵鸣 １９５５ ８ 大学本科 中农 １９８５ １２ １９７４ ２ —

童建华 １９４３ １１ 大专 贫农 １９６４ ８ １９６１ ９ 书记

惠雪娥 １９６４ ４ 大专 中农 １９８６ ４ １９８６ ８ —

呼平安 １９５４ １１ 大学 下中农 １９８５ １２ １９７３ ２ 副主任

刘世成 １９４８ １１ 大专 贫农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 ２ 校长

封永平 １９５６ ７ 大专 贫农 １９７６ ７ １９７８ ２ —

梁生才 １９４６ ３ 大专 贫农 １９７５ １ １９６９ ７ —

孙智斌 １９５８ ２ 大专 贫农 １９７５ １２ １９７６ １２ —

杨富成 １９５８ ９ 大专 贫农 １９８８ ５ １９８０ ７ —

康江涛 １９６２ ３ 大学 贫农 １９８２ １２ １９８１ ７ —

１７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家庭成分 入党年月 工作时间 职　 务

任平安 １９５２ １１ 大专 中农 １９７５ １２ １９７０ ２ —

张世忠 １９６６ 大学 贫农 １９８５ １２ １９８７ ７ —

曹延平 １９５８ １１ 大专 贫农 １９８４ １ １９７７ ３ —

冯治军 １９５９ ５ 大专 贫农 １９８１ １ １９７８ ７ —

郝风岗 １９４２ ７ 大专 贫农 １９７７ ４ １９６４ ８ 主任

呼延忠 １９４７ ３ 初中 下中农 １９６９ １２ １９７１ ９ —

郭延清 １９５２ 初中 贫农 １９７３ １２ １９６９ ７ —

杨国强 １９６２ １０ 大专 贫农 １９８７ ３ １９８１ ７ —

杨小宁 １９５４ ２ 中师 中农 １９８２ ４ １９７６ １ —

张玉莲 １９４５ ８ 初中 中农 １９７３ ４ １９６５ ８ —

冯声远 １９６６ １０ 中师 中农 １９８８ ５ １９８６ ７ —

张永仁 １９１７ ３ 中师 贫农 １９５８ １１ １９３８ ７ —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校党支部报表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接受 ４ 名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研究转正中共党员 ２ 名ꎮ １９９０ 年底有党员 ５８ 名ꎬ

其中女 ６ 名ꎬ 男 ５２ 名ꎻ 大学本科 ９ 名、 专科 ２４ 名ꎬ 中师 １８ 名ꎬ 中函 １ 名ꎬ 高中、 初中、 小学各 ２

名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有党员 ６７ 名ꎬ 其中女 ６ 名ꎻ 大学本科 １０ 名、 专科 ３２ 名ꎬ 中师 １８ 名ꎬ 中函、 高中各

１ 名ꎬ 初中 ２ 名ꎬ 小学 １ 名ꎮ 同年ꎬ 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党员ꎬ 接受 １ 名高中生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校有中共党员 ５０ 人ꎬ 占教职工总数 １４７ 人的 ３４％ꎬ 其中男 ４１ 人ꎬ 女 ９ 人ꎻ 大学本科 ９

人、 专科 ２３ 人ꎬ 中师 １３ 人、 高中 １ 人ꎬ 初中 ４ 人ꎮ １９９９ 年有在岗党员 ４７ 人ꎬ 占在岗教职工

４０ １７％ꎬ 其中男 ４１ 人ꎬ 女 ６ 人ꎻ 大学本科 ９ 人、 专科 ２１ 人ꎬ 中师 ７ 人ꎮ

编号: ３－１３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延川中学党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刘怀福 男 １９５７ ２ 大专 １９７９ ７ １９７６ ２

贺江海 男 １９４８ １０ 大专 １９７３ １０ １９６８ ８

曹延平 男 １９５８ １１ 大专 １９８４ １１ １９７７ ３

任平安 男 １９５２ １１ 大专 １９７５ １２ １９６９ １０

封永平 男 １９５６ ７ 大专 １９７６ ７ １９７８ ２

樊秋平 男 １９６４ ９ 大本 １９８８ １０ １９８６ ７

高向良 男 １９６２ ２ 大本 １９８７ ６ １９８１ ７

王文忠 男 １９５６ １１ 中师 １９９１ １２ １９７６ ７

梁延林 男 １９６３ １１ 大专 １９８６ ３ １９８３ ７

冯思聪 男 １９４５ ７ 大本 １９７４ １１ １９６４ ８

２７



第三章　 学校管理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梁生财 男 １９４６ ３ 大专 １９７５ １ １９６９ ２

袁建设 男 １９５７ ８ 大本 １９８７ ６ １９７４ １

贺安庆 男 １９５５ １１ 大专 １９７６ ７ １９７４ ２

惠雪娥 女 １９６４ ４ 大专 １９８６ ２ １９８６ ７

白冬梅 女 １９６５ ８ 大本  １９８３ ７

白国宝 男 １９６２ ７ 大本 １９８６ １０ １９７８ ８

任振邦 男 １９５２ ３ 大专 １９７６ １２ １９７３ ２

梅青俊 男 １９５７ １２ 大专 １９８９ ３ １９７８ ８

马春梅 女 １９６８ ２ 大专 １９９０ ８ １９８７ ７

程迎春 男 １９５８ ２ 大专 １９８６ ５ １９７６ １

杨小宁 男 １９５４ ２ 中师 １９８２ ７ １９７６ １

赵万金 男 １９５２ １２ 中师 １９９０ １２ １９７３ ２

李　 江 男 １９６８ １０ 大本 １９８９ １９８７ ７

郭景泰 男 １９５３ ２ 大专 １９８５ ９ １９７３ ２

高正明 男 １９５５ １ 中师 １９８５ ６ １９７２ ２

张文雄 男 １９４１ ３ 中师 １９７１ １２ １９６３ ２

马思科 男 １９４４ ９ 中师 １９７４ ７ １９６５ ７

张建生 男 １９５１ １１ 中师 １９９１ ２ １９７１ ７

高文东 男 １９５２ ５ 中师 １９９０ ５ １９７０ １２

高忠伟 男 １９５８ ８ 大专 １９８７ １２ １９７８ ２

冯海燕 男 １９５７ ３ 大专 １９７９ ７ １９７７ ２

冯智祥 男 １９６６ ９ 大本 １９９１ １２ １９８７ ７

高　 静 女 １９７１ ３ 大专 １９９１ ７ １９８９ ７

孙玉婷 女 １９７３ １０ 大本 １９９７ １ １９９７ ７

白延林 男 １９７４ ８ 大专 １９９４ １０ １９９７ ７

郭延庆 男 １９５２ ４ 初中 １９７０ ２ １９７０ １

呼延忠 男 １９４７ ３ 小学 １９６９ １２ １９７１ ９

贺延丽 女 １９７５ ３ 大专 ２０００ ３ １９９４ ７

王　 芳 女 １９７３ １１ 大专 １９９６ ７ １９９８ ７

郭秦登 男 １９４２ ９ 初中 １９６９ １２ １９６４ ８

童建华 男 １９４３ １１ 大专 １９６４ ７ １９６１ ９

陈爱华 女 １９４３ ４ 中师 １９７５ １ １９６４ ７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校党支部报表

３７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此外离退休老党员有张进生、 李延林、 高凤祥、 刘泽民、 马文瑞、 张玉莲、 刘风娥、 马翠莲、

刘加里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在职教职工中有中共党员 ３８ 名ꎬ 其中女 ５ 名ꎻ 专任教师 ３３ 名ꎮ 次年 ９ 月统计有

中共党员 ４３ 名ꎬ 其中女 ７ 名ꎻ 专任教师 ３３ 名中初中部 １３ 名、 高中部 ２０ 名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延川中

学党支部改称党总支ꎬ 张振宏兼任书记ꎮ ２０１３ 年有中共党员 ３９ 名ꎬ 其中女 ８ 名ꎬ 离退 １７ 名ꎮ

编号: ３－１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延川中学党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备注

冯治军 男 １９５９ ５ 研究生 １９８１ １ １９７８ ７ 在职

白国宝 男 １９６２ ７ 大本 １９８６ １０ １９７８ ８ 在职

梁延林 男 １９６３ １１ 大专 １９８６ ３ １９８３ ７ 在职

冯智祥 男 １９６６ ９ 研究生 １９９１ １２ １９８７ ７ 在职

刘文光 男 １９７９ １２ 大本 ２０１２ １ ２００２ ７ 在职

韩卫军 男 １９７７ ７ ８ 大本 １９９９ ５ ２０００ ７ 在职

冯世雄 男 １９７１ ５ ７ 大本 １９９２ ７ １９９２ ８ 在职

张健涛 男 １９８２ ２ ２７ 大本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在职

翟纲要 男 １９８１ ７ ９ 大本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在职

高国强 男 １９８３ １０ 大本 ２００３ １１ ２００５ ８ 在职

刘爱玲 女 １９８２ ４ ２１ 大本 ２００５ ７ ２００５ ８ 在职

白　 燕 女 １９８３ ５ １３ 大本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５ ９ 在职

邹汉峰 男 １９７７ ２ 大本 ２００１ ７ ２００２ ８ 在职

康江涛 男 １９８１ １０ ７ 大本 ２０１０ ８ ２００５ ８ 在职

罗晓平 男 １９８４ ２ ９ 大本 ２００６ １１ ２００７ ９ 在职

侯小军 男 １９８４ ９ １ 研究生 ２００５ １１ ２００６ ９ 在职

孙玉婷 女 １９７３ １０ 大本 １９９７ １ １９９７ ７ 在职

王　 庆 女 １９７４ １２ 大本 ２０１２ １ １９９７ ７ 在职

王　 芳 女 １９７３ １１ １２ 大本 １９９６ ７ １９９８ ７ 在职

张　 芳 女 １９８７ １０ １３ 大本 ２０１０ １０ ２０１２ １０ 在职

关　 磊 男 １９８８ ７ ２ 大专 ２００８ １０ ２０１０ ６ 在职

贺延丽 女 １９７５ ３ 大专 ２０００ ３ １９９４ ７ 在职

刘海强 男 １９８３ １０ ２９ 本科 ２００８ ６ ２００９ ４ 在职

边海鱼 男 １９８６ ９ 大本 ２００８ ５ ２０１２ １ 在职

马文瑞 男 １９４０ ３ 中师 １９６１ ８ １９６０ １２ 退休

张玉莲 女 １９４５ ８ 高中 １９７３ ４ １９６５ ８ 退休

刘泽民 男 １９４１ ７ 高中 １９６６ ２ １９７０ ２ 退休

４７



第三章　 学校管理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备注

郭秦登 男 １９４２ ９ 初中 １９６９ １２ １９６４ ８ 退休

梁生财 男 １９４６ ３ 大专 １９７５ １ １９６９ ２ 退休

呼延忠 男 １９４７ ３ 小学 １９６９ １ １９７１ １ 退休

张进生 男 １９３９ ２ 中师 １９７０ ３ １９６０ １ 退休

李延林 男 １９３８ １ 中师 １９７９ ７ １９６３ ２ 退休

高凤祥 男 １９３８ ８ 高中 １９６９ ３ １９６９ １１ 退休

梅青俊 男 １９５７ １２ 大专 １９８９ ３ １９７８ ２ 退休

封永平 男 １９５６ ７ 大专 １９７６ ７ １９７８ ８ 退休

贺安庆 男 １９５５ １１ 大专 １９７６ ７ １９７４ ２ 退休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党总支

编号: ３－１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 年延川中学党组织领导一览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职　 务 任　 期 备注

任宝崇 贾家坪镇曲溪交村 １９２６ １０ 高小 书记 １９５８ １０~１９６１ １２ —

杨增妙 杨家圪台镇杨家圪坮村 １９２１ １０ ２２ 中师 书记 １９６２ １~１９６５ ８ —

呼延忠 延水关镇呼家塬村 １９３５ ６ 大专
副书记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７０ ８

书记 １９７０ ９~１９７３ ２
兼任

赵如彬 山西中阳县石西公社琵琶村 １９３０ 中学 副书记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７０ ８ —

杜永福 延水关镇南村 １９１９ ９ ９ 高小
副书记 １９７０ ８~１９７３ ２

书记 １９７３ ２~１９７９ １１
—

刘世锐    副书记 １９７４ ６~１９７７ １０ —

张　 立 陕西户县祖庵乡太平庄村 １９３４ １２ ３ 中师
副书记 １９７４ ３~１９７９ １１ 兼任

书记 １９７９ １１~１９８２ ７ —

杨俊春 贾家坪镇贾家坪村 １９３６ ２ １５ 中师 书记 １９８２ ７~１９８５ ３ —

童建华 永坪镇新窑湾村 １９４３ １１ 大专 书记 １９８５ ３~１９９４ ９ 兼任

隽存德 陕西户县大王镇小王店村 １９３９ １２ 大本 副书记 １９８４ ４~１９８５ ２ —

张进生 河北保定 １９３９ ２ 大专 副书记 １９８５ ２~１９９ —

刘怀福 永坪镇刘家渠村 １９５７ ２ 大专 书记 １９９４ ９~１９９９ ７ —

贺江海 大禹街道办虎白山村 １９４８ １０ ２０ 大专 副书记 １９９４ ７~２００４ １ —

张爱民 永坪镇前张家沟村 １９５６ １１ ７ 大本 书记 １９９９ ７~２００１ ６ —

苗庭英 文安驿镇木军沟村 １９５５ ８ １１ 大专 书记 ２００１ ７~２００７ ８ —

高向良 延水关镇运斗村 １９６２ ２ ２１ 大本 副书记 ２００１ ８~２００４ ７ —

张振宏 文安驿镇前马沟村 １９６４ １ 大本 书记 ２００７ ９~２０１１ １２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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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职　 务 任　 期 备注

孙玉婷 永坪镇 １９７３ １０ ２ 大本 副书记 ２００７ ９~２００９ ９ 女

梁延林 文安驿镇梁家沟村 １９６３ １１ ５ 大专 副书记 ２００９ ９~２０１４ ８ —

冯向斌 文安驿镇禹居村 １９７６ １ 研究生 书记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０１３ １０ 兼任

王　 庆 陕西长安 １９７４ １２ ８ 大本 副书记 ２０１４ １２~ 女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党总支

党员教育　 １９５７ 年ꎬ 组织学习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和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ꎬ 开展整风运动ꎮ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ꎬ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 “中等学校应立即组织教职员和高中学生ꎬ 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

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ꎬ 展开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保卫总路线的学习与辩论ꎮ” 据此ꎬ 延川

中学开展保卫 “三面红旗”、 保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 “修正主义” 的教育ꎮ 学校教学规划中载: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观点教育ꎬ 培养师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

观点 (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 (同个人主义观点进行斗争)、 劳动观点ꎬ 即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观点 (同轻视体力劳动者ꎬ 主张劳心劳力相分离的观点进行斗争)ꎬ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ꎮ 树立师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ꎬ

使他们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ꎬ 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ꎬ 既能从事脑力劳动

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人ꎮ” １９６１ 年ꎬ 校党支部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中心任务是 “继续高举毛泽东教

育思想红旗和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三面红旗ꎬ 进一步加强党对学校的绝对领导ꎬ 全面深入地

贯彻教育方针ꎬ 大力提高教育质量ꎬ 使教育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ꎮ 紧密结合生产ꎬ 为

生产服务ꎮ 首先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ꎬ 为农业生产服务”ꎮ 在此思想指导下ꎬ 学校频繁支援农业生

产ꎬ 影响了课堂教学ꎮ 加上生活太苦ꎬ 出现不少学生自动退学现象ꎬ 学生人数大幅度下降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响应毛主席 “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号召ꎬ 校党支部号召校团委、 工会和学生会ꎬ 动

员师生掀起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ꎬ 扶老携幼、 拾金不昧、 爱护公物、 互帮互助等好人好事层出不

穷ꎬ 校园出现团结友爱、 蓬勃向上的局面ꎮ １９６４ ~ １９６５ 年度教学计划载: “思想政治教育: 对学生

加强以阶级教育和劳动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和今后学校工作中一项特别突出的任务ꎮ

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的最根本的要求是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 劳动观点、 革命观点和集体观点ꎬ 不

断地提高学生的无产阶级觉悟ꎬ 教育他们分清敌我ꎬ 树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性质ꎬ 使他们

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处理社会上的事事物物ꎬ 培养他们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ꎮ” 阶级教育

成为学校思想教育的核心常抓不懈ꎮ 配合阶级斗争教育ꎬ 开展请老工人、 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ꎬ

写家史讲村史ꎬ 访寒问苦ꎮ 组织学生参加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班级召开 «我班有没有阶

级斗争» 等相关讨论会ꎬ 导致极左思想蔓延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延川中学开始整党建党ꎬ 整顿完善党组织ꎮ １９７１ 年秋ꎬ 开展 “批修整风”ꎬ 接着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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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批孔、 评法批儒ꎬ 并相继掀起学雷锋争做好人好事、 甘当无名英雄活动ꎮ 曾记 １９７４ 年的某一夜ꎬ

教师办公室门帘全被摘去ꎬ 老师们早晨起来不见了门帘ꎬ 感到莫名其妙ꎬ 被人偷去是不可能的ꎮ 第

二天早晨起来ꎬ 门帘全部干干净净的挂在了门上ꎬ 这才恍然大悟ꎬ 是学校女生们偷做好事引发的一

件趣事ꎮ 那时学校、 社会风气都很好ꎬ 几乎达到了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的美好风气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ꎬ 校党支部贯彻县委精神ꎬ 作出举办太相寺学习班决定ꎬ 从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分期分批在太相寺毛

主席旧居举办 “学习毛泽东思想ꎬ 继承毛主席遗志ꎬ 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学习班ꎮ 认真

学习中共中央、 人大常委会、 中央军委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ꎬ 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

总理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ꎬ 两报一刊社论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等三篇文

章ꎬ 重读毛主席著作ꎬ 重温毛泽东教导ꎬ 学习毛主席在延安的革命实践活动精神ꎮ 同月作出学习

«关于永远继承毛主席遗志ꎬ 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决定» 的决定ꎬ 号召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以及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ꎬ 迅速掀起学习毛泽东新高潮ꎬ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ꎬ 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ꎬ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ꎬ 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ꎬ 把毛泽东开创的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ꎮ １９８２ 年学校大张旗鼓地开展 “五讲四美” (讲文明、 讲礼貌、 讲卫生、

讲秩序、 讲道德ꎬ 心灵美、 语言美、 行为美、 环境美)、 “三热爱” (热爱祖国、 热爱党、 热爱社会

主义) 活动ꎬ 但由于师生偏重于升学考试ꎬ 文化课学习抓得很紧而冲淡了思想政治教育ꎬ 成绩不显

著ꎮ １９８９ 年ꎬ 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十三届四中全会、 五中全会重要文件ꎬ 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ꎬ 在党内进行了 ２ 次学习考试ꎬ 普遍成绩优秀ꎬ 全校 ５０ 多名共产党员成为

学习工作中的骨干ꎮ 后半年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ꎬ 属验收合格支部ꎬ 受到县文教口表扬ꎮ 此后ꎬ

校党支部制定组织生活制度、 党员学习工作制度、 党员干部廉政建设制度、 党员民主生活和民主评

议制度等ꎬ 使今后党组织工作步入制度化、 规范化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进一步开展评议党员工作ꎬ 制定 «关于评议和处理不合格党员的安排意见»ꎮ 组织全

体党员学习十三届四中、 五中全会重要文件ꎬ 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ꎮ

党内进行 ２ 次学习考试和评议党员工作ꎬ 普遍优秀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学校评出的 ５１ 名模范教职工中有中

共党员 ３３ 名ꎬ 占 ６４ ７１％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根据地委统一安排ꎬ 延川中学组织教职工学习十四大政治报告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邓小平南巡讲话等ꎬ 在城市社教中ꎬ 召开学生

代表会和教职工揭摆问题会ꎬ 了解研究群众意见ꎬ 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ꎬ 使教职工转变观念ꎬ 促进

了学校的各项工作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组织全体党员及教职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

«党章»ꎬ 使教职工受到深刻教育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 “三讲” (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 教育ꎬ 提高思想觉悟ꎬ 增

强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力ꎮ 组织全体党员学习 «邓小平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等十多份学习材

料ꎬ 观看 «胡长清案件警示录» «生死抉择» 等影视片ꎬ 每位党员都写了不少于 ４０００ 字的学习笔

记ꎬ 有的达 １~２ 万字ꎻ 校领导各写心得体会 １ 篇ꎮ ２００２ 年ꎬ 组织党员干部和教职工学习十六大报

告ꎬ 深刻领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对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新目标、 新任务和新要求ꎮ 建立党

员活动室ꎬ 并为每位党员领导干部订阅党报 １ 份ꎬ 每位党员、 职工订阅杂志 １ 份ꎮ 制作 «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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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等重要内容学习宣传栏ꎬ 定期举行党员活动ꎬ 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ꎬ 评议领导干部ꎬ 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活动ꎮ 举行 ３ 次领导干部参加的 “学习理论、 提高自我” 辅导讲座ꎮ 学校领导干部带头

学习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 与 «党风廉政建设若干规定»ꎬ 自费订阅 «党风与廉政»

杂志ꎬ 积极参加有关理论考试ꎬ 树立克己为公、 无私奉献、 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 为学生服务的思

想观念ꎬ 在县、 市组织的民意测评中ꎬ 学校领导干部满意率均在 ９６％以上ꎮ 该年在职中共党员帮扶

贫困生 ２２ 人ꎬ 共 ２２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开展学习党的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教育活动ꎬ 要求党员践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ꎬ 努力创出工作特色ꎬ 做出新成绩ꎻ 争当教育改革促进派ꎬ 积极建言献策ꎬ

以增强学校内部管理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校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职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ꎬ 全校 ２２ 名在职党

员、 ２２ 名离退休党员和全体职工 １８３ 人参加活动ꎮ 依据 “区别情况、 分类指导、 实事求是、 讲求实

效” 原则ꎬ 结合学校实际ꎬ 以 “抓学习ꎬ 重过程ꎬ 求实效ꎬ 促师德师风建设” 为主题ꎬ 扎扎实实、

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各项任务ꎬ 被县委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确定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先进

集体ꎮ 翌年ꎬ 在继续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同时ꎬ 开展 “八荣八耻” 社会主义荣

辱观教育活动ꎬ 组织教师学习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 读本ꎬ 写出心得体会ꎻ 开展支部手

挽手慰问老党员和支教下乡活动ꎮ 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提高党员、 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ꎬ

并选派入党积极分子刘文光等老师到县委进行了培训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校党支部坚持 “以教育为主ꎬ 预

防为主” 方针ꎬ 注重党员思想教育ꎮ 教育党员刻苦钻研业务ꎬ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ꎬ 带头进行教育教

学改革ꎬ 积极开展各种活动ꎬ 多层次、 多形式地以实际行动影响并带动全校教职工ꎬ 使新课标教学

改革开创出新局面ꎮ 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廉洁自律有关文件和文章ꎬ 观看反腐教育片等ꎬ 提高了

党员干部对新形势下党中央从严治党、 开展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ꎮ 首次开展 “校长致家长的廉

政公开信” 活动ꎬ 受到社会一致好评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学校党总支贯彻县委县政府文件精神及党的十八大精神ꎬ 先后组织教职工开展 “加

快发展ꎬ 转型发展ꎬ 我们怎么办” 大讨论活动ꎬ 撰写剖析材料ꎬ 献策征文ꎬ 召开民主生活会ꎬ 促使

教职工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ꎬ 增强了加快发展的忧患意识ꎮ 翌年ꎬ 组织教职工学习政治理论ꎬ 加强

教职工及党员队伍思想作风建设ꎬ 规范党员例会学习制度ꎬ 采取自学为主、 集体辅导学相结合方

法ꎬ 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ꎬ 要求党员教师带头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在整个教

育教学工作中去ꎬ 取得一定成效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成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ꎬ 制订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

案»ꎬ 组织学习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以及省、 市、 县重要

会议精神ꎬ 并要求做好学习笔记ꎮ 组织党员、 发展对象和入党积极分子观看录像ꎬ 开展向焦裕禄、

段爱平学习ꎬ 学习最美教师张丽莉事迹ꎬ 按要求分阶段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ꎬ 扎实对照检查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并予以严厉整改ꎬ 促进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ꎬ 取

得一定成绩ꎮ 次年ꎬ 校党总支以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为中心ꎬ 狠抓党建工作ꎮ 采取集中学习和个

人自学、 通读文件和专题研讨相结合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 “三严三实” 系列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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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ꎬ 以及省、 市、 县关于 “三严三实” 等重要会议精神ꎬ 校领导结合学校实际先后分别组织专题党

课 « “三严三实” ———永恒的从政准则» «践行 “三严三实”ꎬ 弘扬路遥精神ꎬ 创建一流名校» «学

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 “三严三实” » «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怎样理解党规党纪严于国

法» 等ꎬ 有效地提高了党员和教职工的思想素质ꎬ 树立执教为民、 无私奉献、 乐教思教精神ꎮ

二、 共青团组织

组织发展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成立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ꎬ 但未成立校团委ꎬ 只成立教工团小组 １ 个ꎬ

以班成立学生团小组、 少先队各 ３ 个ꎮ 团小组配备组长 １ 名ꎬ 宣教、 组织干事各 １ 名ꎬ 团小组负责

少先队工作ꎮ 全校有教工团员 ４ 名ꎬ 学生团员 ４８ 名、 队员 ４９ 名ꎬ 共占学生总数 ５４ ４４％ꎮ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开学后ꎬ 学生团员增至 １０６ 名ꎬ 队员增至 ５４ 名ꎮ １９５８ 年扩大招生ꎬ 教职工、 学生猛增至

９７６ 名ꎬ 有教工团员 ２２ 名ꎬ 学生团员 ２８７ 名、 队员 １４２ 名ꎮ 并成立学校团总支部ꎬ 教工团支部 １

名ꎬ 学生以年级成立团支部ꎬ 班为团小组ꎮ 并以学年度第一学期改选团队组织ꎮ １９６０ 年开学初有学

生团员 ２１７ 名ꎬ 占学生总数 ６６３ 名的 ３２ ７３％ꎬ 少先队员 １０７ 名占 １６ １４％ꎻ 教工团员 １７ 名ꎮ ９ 月ꎬ

始成立共青团延长县第二中学委员会ꎬ 首任团委书记刘国强ꎮ 校团委、 年级团支部分别设团委组

织、 宣教、 军体委员和支部组织、 宣教委员各 １ 名ꎬ 团小组设组长 １ 名ꎬ 组织、 宣教干事各 １ 名ꎮ

以年级成立少先队ꎬ 设正、 副队长各 １ 名ꎬ 在年级团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ꎮ 后发展为以班成立团

支部ꎮ

１９６２ 年ꎬ 通过团课、 队会等各项活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ꎬ 不少学生积极向组织靠拢ꎬ 申请

入团学生 ８０ 名ꎬ 占学校青年总数 ６４％ꎬ 纳新 １２ 名ꎮ １９６３ 年 ３ ~ ６ 月ꎬ 要求入团写申请书者 ８４ 人ꎬ

占团龄青年 ６５％ꎬ 批准入团 ２２ 人ꎬ 占申请人数 ２６ １９％ꎮ １９６４ 年前半年ꎬ 申请入团学生 １７２ 人ꎬ 占

学生总数 ４６％ꎬ 接收入团 １９ 人ꎮ １９６６ 年 ２ 月有教工团员 １０ 名ꎬ 其中家庭出身贫农、 中农各 ３ 名ꎬ

工人、 富农各 １ 名ꎬ 小市民 ２ 名ꎮ 学生团员 １４７ 名ꎬ 其中女 ５５ 名ꎻ 高六六级 ２８ 名、 六七级 ２５ 名、

六八级 ２７ 名ꎬ 初六六级甲班 ２０ 名、 乙班 １８ 名ꎬ 六七级甲班 ８ 名、 乙班 １３ 名ꎬ 六八级 ９ 名ꎮ 家庭

出身贫农 ９０ 名ꎬ 下中农 １８ 名ꎬ 共占学生团员总数 ７３ ４７％ꎻ 中农 ３０ 名ꎬ 上中农 ８ 名ꎬ 富农 １ 名ꎮ

至 ５ 月 ５ 日纳新团员 １５ 名ꎬ 其中男 １０ 名ꎬ 女 ５ 名ꎮ

１９６７ 年ꎬ 因 “文革”ꎬ 学校团组织陷入瘫痪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学校开始整团建团工作ꎬ 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组建团支部 ６ 个ꎬ 各支部设组织、 宣教委员各 １ 名ꎮ 有团员 ３９ 名ꎬ 其中男 ２８ 名ꎬ 女 １１

名ꎮ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ꎬ 有共青团员 ７４ 人ꎬ 其中男 ５９ 人ꎬ 女 １５ 人ꎻ 共有 ６ 个团支部ꎬ 经摸底排队ꎬ 有

一、 二类支部各 ３ 个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统计ꎬ 全校有学生团员 １８２ 名ꎬ 其中女 ６０ 名ꎮ １９７７ 年ꎬ 校

团委下辖 １３ 个团支部ꎬ 共有团员 ３４０ 名ꎮ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ꎬ 全校有团支部 １６ 个ꎬ 团员 ３３６ 名ꎬ 其中女

１４９ 名ꎻ 教工团员 ３ 名ꎮ 少先队员 １６９ 名ꎬ 辅导员 ３ 名ꎮ 纳新团员 ２０ 名ꎬ 其中女 １１ 名ꎮ

１９８７ 年ꎬ 校团委下辖 ２１ 个团支部 ３０ 个团小组ꎬ 有教工团员 ３４ 名ꎬ 学生团员 ５７８ 名ꎬ 占学生

总数 ３０％ꎻ 队员 ５５０ 名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川中学有教工团员 １１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９ 名ꎻ 学生团员 ５３７

名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校有学生团员 ５８２ 名ꎬ 教工团员 １２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１ 名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校有学生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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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 ５１２ 名ꎬ 教工团员 １４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２ 名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 共发展团员 １０００ 余名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ꎬ 每年发展团员 １２０ 名ꎬ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ꎬ 开展清明节祭扫革命烈士陵墓及纳新团员宣誓仪式活动ꎬ 纳新团员 (高 ２０１５ 届) ２００ 名ꎮ 年

底有共青团员 １９１２ 名ꎬ 其中女 ９７５ 名ꎮ ２０１５ 年有团员 １７４６ 名ꎬ 其中女 ８９４ 名ꎮ

团代会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ꎬ 召开共青团延长县第二中学第一次代表大会ꎬ 选举产生团委书记刘国

强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召开共青团延川中学代表大会ꎬ 团委书记呼延康作 «向雷锋同志学习ꎬ 做

雷锋式的好学生» 报告ꎬ 白国荣宣读 «关于进一步掀起学雷锋运动新高潮的决定»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 召开共青团延川中学第五次代表大会ꎬ 应到、 代表 １０１ 名ꎬ 实到 １００ 名ꎬ

列席代表 ５ 名ꎮ 邀请县委、 县团委领导参加ꎮ 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孙玉婷代表第四届委员会所作的

题为 «继往开来ꎬ 勇于创新ꎬ 努力开创我校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 工作报告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差

额选举办法ꎬ 选举产生共青团延川县中学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９ 名ꎮ 团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产生团委书记孙玉婷、 副书记刘文光ꎮ 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和决议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１８ 日ꎬ 召开共青团延川中学第六次代表大会ꎬ 应到、 实到代表 １２５ 名ꎬ 列席

代表 １０ 名ꎬ 并邀请县委、 县团委领导列席会议ꎮ 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王庆代表第五届委员会所作

题为 «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　 努力开创我校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 工作报告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差

额选举办法ꎬ 选举产生共青团延川县中学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９ 名ꎬ 团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产生团委书记王庆、 副书记张永红ꎮ 大会向全校团员、 青年发出 «激情成就梦想　 青春谱写华章»

倡议书ꎬ 号召全校各团支部和广大团员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ꎬ 以 “三个代表” 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ꎬ 以构建 “和谐社会” 为己任ꎬ 团结一心ꎬ 开拓进取ꎬ 为我校的全面快速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ꎬ 开创共青团工作新局面ꎮ

编号: ３－１６　 延川县中学历届团委书记一览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籍　 贯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期

刘国强 １９３５ 贾家坪镇寺村 初师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６０ ９~１９６１ ８

许世斌 １９３６ 铜川市 中师 共青团员 书记 １９６１ ９~１９６３ ８

任满意  贾家坪镇刘家沟村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６３ ９~１９６５ ８

杨志高 １９３６ 延川县城关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６５ ８~１９６６ ３

刘贤温 １９３４ 永坪镇源流湾村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６６ ３~１９７１ １１

贺　 璧 １９３９ 陕西耀县孙塬公社石塬村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７１ １１~１９７２ ５

高风歧 １９４１ 永坪镇段家圪塔村人 高中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７２ １０~１９７４ １１

呼延康 １９４４ 延水关镇呼家塬村 初中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７４ １１~１９７７ ３

白国荣 １９４８ ５ １６ 大禹街道办白家硷村 中师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７７ ３~１９８０ ７

高树栋 １９４２ 延川镇高家圪坮村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８０ ８~１９８２ ９

张　 强 １９５４ 土岗乡龙耳则村 中师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８２ ９~１９８３ ３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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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出生日期 籍　 贯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期

党　 鑫 １９５７ ３ 文安驿镇党家沟村 中师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８３ ３~１９８９ ３

王　 瑾 １９６３ 文安驿镇高家坪村 中师 共青团员 副书记 １９８３ ３~１９８４ ９

马延鸿 １９６４ ４ 大禹街道办侯家圪崂村 中师 中共党员
副书记 １９８５ ８~１９８９ ６

书记 １９８９ ６~１９９０ ７

刘永杰 １９５９ ５ ２６ 延水关镇北村 大专 中共党员 副书记 １９８７ ９~１９８９ ９

任平安 １９５２ １ ７ 大禹街道办虎白山村 大专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９０ ８~１９９１ ７

高延平 １９８５ ２ ８ 关庄镇关庄村 大专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９１ ７~１９９３ ７

曹延平 １９５８ １１ ４ 杨家圪台镇瓦村河村 大专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９３ ８~１９９４ ４

封永平 １９５６ ７ １ 文安驿镇封家湾村 大专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９４ ４~１９９８ ７

梁延林 １９６３ １１ ５ 文安驿镇梁家沟村 大专 中共党员 书记 １９９８ １０~２００４ ８

刘文光 １９７９ １２ １１ 永坪镇刘家崖村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副书记 ２００４ ５~２０１２ ８

书记 ２０１４ ９~

孙玉婷 １９７３ １０ ２ 永坪镇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书记 ２００４ １０~２００７ ９

张永红 １９８２ ９ ２５ 安康市岚皋县 大学本科 副书记 ２０１２ ９~２０１３ １２

王　 庆 １９７４ １２ １１ 长安 大学本科 中共党员 书记 ２０１２ ９~２０１４ ９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团委

团员、 青年教育　 １９５７ 年ꎬ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ꎮ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始ꎬ 校团

总支部组织团员、 青年开展五好运动和读书、 劳动、 思想三丰收活动ꎬ 提高了广大团员和青年的思

想觉悟和工作积极性ꎮ 五九级丙班、 六〇级乙班团员反映ꎬ 在没有开展五好运动前ꎬ 两节课背石头

仅三四回ꎬ 运动后可背 ６ 回以上ꎮ 后半年ꎬ 在学生中开展为期 １ 个月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

育ꎬ 采取大鸣大放摸清思想底子ꎬ 大争大辩明辨是非ꎬ 使广大青年受到强烈的阶级教育ꎬ 站稳工人

阶级立场ꎬ 捍卫党的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ꎮ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ꎬ 校团委响应毛主席号召ꎬ 开展 “向

雷锋同志学习” 活动ꎬ 涌现出不少争做好人好事的感人事迹ꎬ 六五级甲班少先队员刘蓓蓓主动帮助

县车站食堂找回粮票 ２７ 斤ꎻ 六五级乙班一些队员冒雨为学校疏通水沟、 垫窑背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团委组

织学习 «团章» 和有关青少年修养文件、 文章等ꎬ 号召团员、 青年向雷锋、 王杰等英雄人物学习ꎬ

倡导比学赶帮ꎬ 学英雄见行动ꎬ 增强革命第一、 工作第一、 他人第一的思想ꎬ 延川中学助人为乐蔚

然成风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开始整团建团ꎬ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成立各团支部后ꎬ 在校党支部直接领导下ꎬ 经常反骄破

满ꎬ 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ꎬ 狠抓根本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团员、 青年的头脑ꎬ 不断促进思想

革命化ꎬ 使团支部成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一支活跃的生力军ꎬ 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ꎮ

全校 ６ 个支部ꎬ 就有 ５ 个团支书是五好战士ꎬ １８ 名支委中有 １２ 名五好战士ꎬ ６０ 名团员中有 ３６ 名团

员被评为五好战士ꎬ 占团员总数 ６０％ꎮ 共青团员王瑞清在严寒的冬雪天ꎬ 经常三更半夜起来ꎬ 给校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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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砖窑担水ꎻ 毛金兰依照 «老三篇» 做人ꎬ 时常带病参加劳动ꎬ 处处为集体着想ꎬ 排里没有擦桌

布ꎬ 就用自己手帕擦ꎻ 宿舍里无扫帚ꎬ 就把母亲给的车费钱买了扫帚ꎮ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ꎬ 争

做好事、 一心为公为集体的风气蔚然形成ꎮ 次年上学期ꎬ 全校评出五好学生 ４１ 名ꎬ 其中团员 ３７

名ꎬ 占团员总数 ７４ 名的 ５０％ꎬ 占五好学生比例的 ９０ ２４％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１２ 月 ７ 日ꎬ 分学

习动员、 整团建团、 验收总结三个阶段开展工作ꎬ 组织学习列宁 «青年团的任务»、 毛泽东 «青年

运动的方向» 和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理论ꎬ 以及报刊上有关文

章ꎬ 批判 “中庸之道” “知识私有” “江湖义气” “读书无用” “当干部吃亏” 等观点ꎬ 注重抓典型

和后进团员转化工作ꎮ 校团委重点抓七六级三班团支部ꎬ 各支部也确定重点抓好 １ 个团小组或 ２ 个

团员典型ꎮ 使广大团员、 青年受到很大教育ꎬ 学校风气焕然一新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ꎬ 学校团

委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很出色ꎬ 突出抓毛泽东著作的学习ꎬ “老三篇” 在师生中深入人心ꎻ 广泛开展

向雷锋、 王杰、 张思德等英雄人物学习ꎬ 建立好人好事登记册ꎬ 出现人人做好事、 个个争模范和遵

纪守法、 关心集体、 关心他人、 助人为乐、 拾金不昧的良好风气ꎮ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ꎬ 共青团延川

中学委员会组织召开学雷锋见行动大会ꎬ 号召开展 “学雷锋、 做好事” 活动ꎮ １９７９ 年ꎬ 提出 “做

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 口号ꎬ 以年级开展流动红旗竞赛ꎮ 校团委配合学校工作开展 “争当新长征突

击手” 的 “三比三赛” 活动ꎬ 坚持建立好人好事登记册ꎮ

１９８０ 年ꎬ 校团委积极开展 “学雷锋、 树新风、 争三好” 活动ꎮ ３ 月召开 «学雷锋、 树新风、 争

做革命接班人» 等主题团、 队会ꎬ ４ 月召开 «学雷锋、 奋发读书、 勇攀高峰» 主题团会ꎬ ５ 月召开

«学雷锋颂先进» 表彰大会ꎮ 同时ꎬ 组织各种类型课外学雷锋小组ꎬ 开展 “学雷锋见行动” 日活

动ꎮ １９８１ 年后半年ꎬ 校团委为全校学生订购 «礼貌须知» 小册子 １１９５ 本ꎬ 并在原学雷锋先进班级

初二班召开学雷锋经验交流会ꎬ 由县团委树立的该班学雷锋先进小组———赶超小组ꎬ 作经验介绍ꎬ

报告学雷锋活动先进事迹ꎮ 在此基础上ꎬ 校团委举办有 ４８ 人参加的为期两周的队干部学习班ꎬ 由

副校长作动员报告ꎬ 校团委负责同志亲临讲授团课ꎬ 校长作总结发言ꎮ 会后ꎬ 初二二班中队长王毅

(王毅为出席省、 地的三好学生) 立即和班主任老师一起制订本学期中队工作计划ꎬ 安排赶超小组

学雷锋活动内容ꎮ 初三二班团支部书记刘彩奕ꎬ 高一五班团支书乔志秀等亦立即组织本班团员和青

年开展学雷锋活动ꎮ 全校掀起学雷锋、 树新风新高潮ꎮ １９８３ 年ꎬ 开展学习张海迪活动ꎮ 同学们以张

海迪为榜样ꎬ 树立为四化建设发愤读书的崇高理想ꎮ １９８４ 年开展以 “五讲、 四美、 三热爱” 为内

容ꎬ 创建文明单位、 文明班级、 文明个人为目标的活动ꎮ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ꎬ 举办 “有理想、 守纪律ꎬ 做

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 报告会ꎻ 清明节ꎬ 组织团员青年到飞机山烈士墓地扫墓ꎬ 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ꎮ 举办 “发扬 ‘五四’ 精神ꎬ 争做 ‘四有’ 新人” 演讲会ꎬ 并与县团委联合举办庆 “五四” 文

艺晚会ꎮ 同时ꎬ 开展爱校、 护校和评先创优活动ꎬ 涌现出高二二班、 初二二班两个先进团支部和模

范团员、 团干部各 １９ 名ꎮ １９８９ 年 “五四” 前ꎬ 正值北京 “两乱” 之机ꎬ 校团委组织团干部和优秀

团员到延安参观革命旧址ꎬ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ꎮ “五四” 节又组织

“篝火晚会”ꎬ 号召学生发扬 “五四” 爱国主义精神ꎮ 是年ꎬ 还组织了美育系列讲座ꎬ 培养学生对

美的鉴赏能力和审美兴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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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 校团委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ꎬ 通过理论学习、 政治宣传、 演讲比赛、 重大

节日系列活动等形式ꎬ 多渠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ꎬ 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武装青年ꎬ 用爱国主义精神振奋青年ꎬ 用艰苦创业精神激励青年ꎬ 用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青年ꎬ

使广大青年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ꎮ ３ 年共表彰优秀团员、 优秀团干部 ３００ 多名ꎬ 高 ２００５ 届 ３ 班共

青团被共青团延安市委授予 “五四” 红旗团支部ꎮ ２００３ 年还注重活动阵地建设ꎬ 重新装备共青团

活动室ꎬ 将团徽、 团旗、 团章程、 团员活动安排及制度统一装框上墙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校团委组建延川中

学 “校园之声” 广播站ꎬ 成立爱心小组ꎬ 主要有爱心邮递、 回收小组ꎮ 爱心邮递小组解决学生寄信

困难ꎻ 爱心废品回收小组ꎬ 既保护了环境ꎬ 又筹集了资金ꎬ 捐给贫困学生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ꎬ 校团

委书记孙玉婷被团延安市委评为 ２００５ 年度优秀团干部ꎬ 高三二班学生李丹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ꎮ

是年ꎬ 在继续开展 “校园之声” 广播站和 “爱心邮递” 等活动外ꎬ 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和新

团员宣誓仪式ꎬ 组织高二学生开展 “阅读父母” 作文竞赛ꎮ 并自始至终围绕 “八荣八耻” 社会主

义荣辱观教育活动开展团工作ꎬ 被共青团延安市委授予延安市 “五四” 红旗团委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加强理论学习ꎬ 重视理想信念教育ꎮ 开展 “团章学起来” “团徽戴起来” 系列活

动和 “我爱我班ꎬ 共创和谐” ———班标设计活动ꎬ 促进了团员青年爱党、 爱国、 爱集体的思想意

识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ꎬ 完成团籍普查工作ꎻ ６ 月ꎬ 举办团干部培训班ꎮ ８ 月始ꎬ 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团

委全委会ꎬ 每 ３ 周召开一次团支部书记工作例会ꎮ 制定完善 «延川中学团支部考核细则» «延川中

学团员考核细则»ꎬ 每年度进行团员民主测评ꎮ １２ 月ꎬ 校团委组织共青团员开展 “识团徽、 学团

章、 知团史” 主题教育活动ꎮ ２０１３ 年后半年ꎬ 组织团员、 青年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人” 网上签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４ 周年等系列活动ꎬ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ꎮ 利用现代网络宣传平台ꎬ

创建学校团委博客ꎬ 通过网络世界广泛宣传团的各项活动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在学校大会议室举行 “知

团史、 学团章、 唱团歌———青春共筑中国梦” 活动ꎬ 各班团书记和团员代表参加ꎬ 对团员干部进行

了教育ꎮ ２０１４ 年出板报 ９ 期ꎬ 就学习方法、 良好习惯、 爱国主义、 卫生常识和集体主义教育进行广

泛宣传ꎬ 培养学生自我完善、 自我教育能力ꎬ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ꎮ ２０１５ 年加强团组织规范化建

设ꎬ 开展团员先进性活动ꎬ 结合学校品德教育系列化开展活动ꎬ 增强了团员青年的思想道德素质ꎬ

并发展网络文明志愿者 ５３２ 名ꎮ

三、 工会组织

延川中学工会组织是为教职工服务的群众组织ꎬ 是党联系教职工的桥梁和纽带ꎮ 是教职工利益

的代表和维护者ꎬ 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ꎬ 保障教职工正当权益ꎮ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工会小组成立ꎮ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ꎬ 正式成立延长县第二中学教育工

会委员会ꎬ 主任马逢瑞ꎬ 副主任王西林ꎮ 工会组织成立后ꎬ 积极开展各种活动ꎬ 至 １９６５ 年底ꎬ 发

挥了很好作用ꎮ １９６７ 年ꎬ 工会组织瘫痪ꎮ １９７３ 年后ꎬ 工会恢复ꎬ 对学校工作走上正常化起到了促

进作用ꎮ

延川中学教育工会受县总工会和校党组织双重领导ꎮ 教职工自愿申请加入工会ꎮ 工会设立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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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 由工会会员选举产生ꎮ 工会主要任务是: 在党组织领导下ꎬ 协助党组织搞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ꎬ 密切党群关系ꎬ 搞好教职工生活福利工作ꎻ 在教职工中开展文娱、 体育等活动ꎮ

１９８７ 年ꎬ 校工会筹备并召开 “文革” 后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ꎬ 建立教职工代表组织ꎮ 大会选

举产生工会主席霍让元、 副主席孙智斌ꎮ 校工会关心学校教育教学等重大决策ꎬ 反映群众呼声ꎬ 充

分发挥教代会的民主监督作用ꎮ 工会组织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有效组织ꎬ 此后ꎬ 学校经常召开教代

会ꎬ 听取和审议校长工作报告ꎬ 讨论学校的全面发展ꎮ 教代会闭会期间ꎬ 由工会委员会行使职责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校工会创办职工俱乐部ꎬ 为职工提供了娱乐场所ꎬ 活跃了职工生活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教

师节ꎬ 校工会组织慰问退休老教师ꎬ 为在职职工发放澡票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１６ 日ꎬ 在学校大会议室召开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

会ꎬ 应到、 实到代表 ４２ 名ꎬ 列席代表 ６ 名ꎬ 特邀代表 ５ 名ꎮ 会议听取审议校长冯治军所作的 «延

川中学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发展规划报告»ꎬ 副校长樊秋平所作的 «关于规章制度的修改说明»ꎬ 总务主

任王文忠所作的 «延川中学财务收支及计划报告»ꎬ 审议通过学校五年规划报告、 财务计划报告和

“五大规章制度”ꎬ 并作出相应决议ꎮ “五大规章制度” 为延川中学工作量津贴计发办法、 教职工结

构工资制实施办法、 毕业班升学奖励条例、 非毕业班中期考试奖励条例、 教职工分房制度ꎮ 选举产

生延川中学第三届工会委员会ꎬ 工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工会主席任平安、 副主席惠雪娥ꎮ 制定

«延川县中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ꎬ 使教职工参政议政职权得到保障ꎻ 建立女工委员会ꎬ 开展

妇女工作ꎬ 关心女教职工生活ꎬ 调动了女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ꎬ 维护妇女权益ꎬ 保障女教职工和女

学生的身心健康ꎮ 翌年春节期间ꎬ 组织慰问退休老教师ꎻ “三八妇女节” 给女职工发放纪念品ꎬ 并

在电视台点歌祝福ꎮ 及时探望已退休病危的原总务主任石增玺ꎬ 并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ꎻ 探望病

重的刘风娥老师和在职职工呼延忠、 李彩林等患病住院老师ꎮ ５ 月ꎬ 学校特困教师梅青俊爱人去世ꎬ

校工会开展为梅老师捐款献爱心活动ꎬ 在高一年级组率先捐助带动下ꎬ 先后有 １２０ 名教职工捐款

６０００ 余元ꎬ ２０ 多个班级捐款 ２０００ 多元ꎬ 使梅老师及时料理了丧葬事宜ꎬ 倍感工会集体的关爱和温

暖ꎬ 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ꎬ 丧事一完就投入于教学中ꎮ 夏季ꎬ 给教职员工发放 “黑美人” 西小瓜

１６０ 箱ꎬ 大颗粒杏子 ４００ 千克ꎬ 台湾大黄南瓜 ８００ 千克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３~２４ 日ꎬ 召开学校三届二次

教工代表大会ꎬ 参会代表 ４５ 名ꎬ 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校长冯治军代表校委会所作的 «学校工作报

告»ꎬ 审议通过 «学校财务工作报告» 和 «工作量津贴计发办法» «住房分配制度» 决议ꎮ 次年 １１

月召开三届三次教工代表大会ꎬ 对学校工作报告、 财务收支报告、 工作量津贴计发办法、 外地教师

租房补贴办法进行广泛讨论修订ꎬ 并表决通过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２４ 日ꎬ 召开第四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ꎬ 应到、 实到代表 ４５ 名ꎮ 会议听取审

议并通过冯治军校长所作的 «学校发展五年规划» 报告、 梁延林代表第三届工会委员会所作的

«学校工会工作报告» 及副校长封永平所作的 «学校财务工作报告»ꎬ 审议通过 «延川中学高考质

量奖励办法» «延川中学非毕业班考试奖励办法» 的决议ꎮ 选举产生第四届工会委员会委员 ７ 名ꎬ

工会主席梁延林ꎬ 副主席王庆ꎮ 建立校务公开制度ꎬ 进一步规范校务公开组织机构、 工作职责和工

作制度ꎮ 组织教职工积极参加篮、 排球比赛和学校文化艺术节上的演出活动ꎮ １２ 月ꎬ 被延安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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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评为先进职工之家ꎮ 翌年ꎬ 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政治理论学习ꎬ 制定学习制度ꎬ 制定 «延川中学

关于民主评议行风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并督促实施ꎮ 制定 «延川中学校务公开工作实施细则» «延

川中学校务公开情况反馈和整改制度» «校务公开办事程序»ꎬ 开辟校务公开专栏ꎬ 对收费情况、

学杂费减免、 财务收支情况、 计划生育、 职称评定、 评优选先等内容及时公示ꎮ 组织全体教职工学

习新 «工会法»ꎬ 切实推进学校民主管理进程ꎮ 组织新教师座谈会和庆祝教师节座谈会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校工会迈入延安市先进职工之家行列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 ３０ 日ꎬ 召开四届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ꎮ 会

议听取审议并通过 «学校工作报告» «学校财务工作报告»ꎬ 审议通过 «延川中学高考质量奖励办

法» «延川中学工作量津贴计发办法» «延川中学教师量化考核办法» «延川中学骨干教师认定及管

理办法» 的决议ꎬ 加强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召开第五届教职工、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ꎬ 参会代表应到、 实到 ５７ 名ꎮ 会议

听取审议并通过冯治军校长所作的 «抢抓机遇ꎬ 不辱新使命» 工作报告ꎬ 审议通过 «学校财务工

作报告» 和 «延川中学高考质量奖励办法» 的决议ꎮ 选举产生第五届工会委员会ꎬ 工会主席梁延

林ꎬ 副主席高海燕ꎮ 是年ꎬ 工会干部带头学习 «工会法» «工会章程» «劳动法» 等法规性文件ꎬ

提高了工会干部业务知识水平ꎮ 同时ꎬ 加强工会干部队伍建设ꎬ 有计划对工会干部、 女工干部和职

工代表进行培训ꎬ 增强了职工的民主参与意识、 维权意识和主人翁意识ꎮ 看望、 慰问教职工特困家

庭和退休老教师ꎬ 组织教职工积极参与校内及社会有关捐助募捐活动ꎮ 该年妇女工作搞得有活力、

有特色ꎬ 真正发挥了女教工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 “半边天” 作用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五届二次

教代会ꎮ 同年ꎬ 校工会荣获延安市三八红旗先进集体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五届三次教代会ꎬ 应

到、 实到代表 ５３ 名ꎬ 列席代表 ４ 名ꎮ 会议审议通过 «学校工作报告» «延川中学高考质量奖励办

法» «延川中学任课教师学期考评暂行办法» «延川中学班务量化考评细则» 和 «延川中学教学辅

助人员工作考核办法» 等决议ꎮ 该年ꎬ 校工会配合党支部学习科学发展观ꎬ 开展党的十七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和争先创优活动ꎮ 看望生病教师李维雄、 任娜、 赵琴等ꎬ 并每人送去 ５００ 元ꎬ 祝他们早

日康复ꎮ 次年初ꎬ 着重完善 «工会主席岗位目标责任制» «学校财务经审制» «教职工代表议事制»

等各项制度ꎬ 有力推动了学校工会工作的深入发展ꎮ 三八妇女节组织全校女职工到县医院进行妇科

检查ꎬ 教师节为全校教职工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ꎬ 使教职工深深体会到组织的关怀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 ２０ 日ꎬ 召开第六届一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ꎬ 应到、 实到代表 ５８

人ꎮ 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校长冯治军所作的 «学校工作报告» 和 «延川中学十二五发展规划»ꎬ

高海燕代表五届工会委员会所作的 «学校工会工作报告»ꎬ 审议通过 «延川中学考评管理制度»ꎮ

选举产生第六届工会委员会ꎬ 主席高海燕ꎬ 副主席高保卫ꎬ 女工委主任刘艳琴ꎮ ２０１３ 年实施送

温暖工程ꎬ 对有特殊困难的职工主动慰问ꎬ 对生病住院的教职工必须慰问ꎬ 遇重大节日进行重点

慰问ꎬ 还主动排解教师家庭矛盾ꎬ 使广大教师备受感动ꎬ 体会到大集体的温暖ꎬ 调动了教师的工

作积极性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 １３ 日ꎬ 召开六届二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ꎬ 应到、 实到代表

５９ 名ꎬ 列席代表 １４ 名ꎮ 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冯治军校长所作 «学校工作报告» 和 «延川中学改

革创新、 立德树人、 提升质量ꎬ 全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报告ꎬ 审议通过 «延川中学师德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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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考核办法» «延川中学教职工职称评定办法» «延川中学高考质量奖励方案» «延川中学任课

教师学期考评办法» 等决议ꎮ ２０１５ 年加强学校民主管理ꎬ 开展送温暖活动ꎻ 组织教职工开展迎

国庆活动ꎬ 举行拔河、 棋类、 书法、 绘画比赛和球类运动会ꎬ 活跃教职工文化生活ꎬ 营造了和谐

氛围ꎮ

编号: ３－１７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延川县中学工会历任领导一览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职称 政治面貌 职　 务 任　 期 来校时间 备注

张进生 １９３９ ２ 大学专科 中一 中共党员 主席 １９８２ １２~１９８６ ８ １９６０ １ 　

霍让元 １９３８ ４ 大学本科 中一 中共党员 主席 １９８６ ９~１９８７ ６ １９６３ ８ 　

孙智斌 １９５８ ２ 大专 中一 中共党员 副主席 １９８７ ６~１９８８ ９ 　 　

高向良 １９６２ ２ ２１ 大学本科 中二 中共党员 副主席 １９８８ １０~１９９１ ２ １９８４ ２ 　

贺江海 １９６８ ９ 大专 中一 中共党员 主席 １９８８ ９~２００１ ５ １９８０ ８

任平安 １９５２ １１ ９ 大专 中高 中共党员 主席 ２００１ ５~２００４ ８ １９８２ ２

惠雪娥 １９８６ ８ 大专 中一 副主席 １９９９ １０~２００１ ６ １９８６ ８

梁延林 １９６３ １１ ５ 大专 中高 中共党员 主席 ２００４ ８~２００９ ９ １９９０ ８ 　

王　 庆 １９７４ １２ ８ 大学本科 中高 中共党员 副主席 ２００５ １２~２００８ ５ １９９７ ８ 女

高海燕 １９７３ ３ ４ 研究生 中高
副主席 ２００８ ５~２０１２ １０

主席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９９２ ８ 女

高保卫 １９６７ １１ ９ 大学本科 中高 　 副主席 ２０１２ １０~２０１３ ５ １９９１ 　 　

刘艳琴 １９７４ ７ ７ 大学本科 中高 女工委主任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０２ ８ 女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党总支

妇女联合会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ꎬ 成立延川中学妇女联合会ꎬ 主任王瑛ꎮ

学生会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ꎬ 成立学生会ꎮ 学生会在每学年新生入学后进行一次改选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学

生会首次出黑板报 １ 期ꎮ １９６６ 年ꎬ “文化大革命” 爆发后ꎬ 校学生会解散ꎮ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ꎬ 恢复成立学生会ꎬ 即延川中学第五届学生委员会ꎬ 培养学生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意识ꎬ 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该学期 “两乱” 期间ꎬ 在全国面临严峻形势下ꎬ 学生会

全体干部深入学生ꎬ 摸清学生思想动态ꎬ 和学校领导密切联系ꎬ 使全校无一人参与各种破坏活动ꎬ

并在校园内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ꎮ 初九一级三班主办 “向雷锋学习” 板报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成立精神文明部、 学生工作部、 文体部等ꎬ 设立文明守纪监督岗ꎬ 开展经常性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学生会内设工作部、 卫生部、 宣传部、 文明部ꎬ 随时掌握学生动态ꎬ 及时向学

校反馈信息ꎬ 监督学生文明行为与遵纪守法等事项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学生会内设卫生部、 文明部、 生活

部、 纪律部、 宣传部ꎮ 修订完善学生会章程ꎬ 建立学生会成员档案ꎬ 明确各成员工作职责和纪律要

求ꎮ 多次召开学生会会议ꎬ 监督和指导学生会工作ꎬ 充分发挥学生会的宣传、 监督、 自我教育能

力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学生委员会改称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 (仍简称 “学生会” )ꎬ 设主席 １ 名、 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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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２ 名ꎮ 下设文明、 宣传、 纪律、 卫生和男、 女公寓 ６ 部ꎬ 各设部长 １ 名ꎬ 男、 女公寓部又各设副

部长 １ 名ꎮ 实行学生自主管理ꎬ 有一定成效ꎮ ２０１５ 年改选了新一届学生会ꎬ 精简委员会成员ꎬ 吸纳

品学兼优学生为委员ꎬ 加强自身建设ꎬ 发挥了学生会在参与学校宣传、 管理和纪律、 卫生、 文明监

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ꎮ

第三节　 制　 度

校委会组织领导学校贯彻执行教育方针ꎬ 主要通过教学活动来实现ꎮ 俗语云: “没有规矩ꎬ 不

成方圆ꎮ” 延川中学初开创就着手制度创建工作ꎬ 并在不同的时期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ꎬ 加强教学

管理ꎬ 提高教学质量ꎬ 使学校教学工作不断取得新发展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正式开学ꎮ 教学是学校唯一核心工作ꎬ 为使教学秩序井然、

有条不紊顺利进行ꎬ 首先制定师生学习与作息制度、 请假制度ꎬ 教师备课、 授课要求ꎮ 讲解学生守

则十八条ꎬ 组织学生分组讨论ꎬ 要求学生自觉将守则作为学习纪律和日常生活的准则予以遵守ꎮ 于

１０ 月校长到校后ꎬ 召开全体教师会议ꎬ 专门研究建立各种规章制度ꎬ 完善建立学生、 教师请假制

度ꎬ 学生学习生活作息制度ꎬ 学校卫生管理制度ꎬ 逐步建立教师职责要求ꎬ 学生助学金评审办法ꎬ

财务、 伙食管理制度ꎬ 灶房卫生公约、 学籍管理、 班务工作等制度ꎮ １９５７ 年开学初ꎬ 进一步完善建

立教职工理论和业务学习制度ꎬ 领导与教师听课制度ꎬ 开展教学研究ꎮ 陆续制定 «劳动安全管理制

度» «违反中学生守则处分办法» «班主任工作任务» «教师注意事项» 以及教室、 宿舍、 个人卫生

等项制度ꎮ

１９５８ 年春ꎬ 制定 «三勤办学方案»ꎬ 确立 “教学为中心ꎬ 生产服从教学” 原则ꎬ 提出 “创造性

劳动、 量力性劳动、 安全性劳动” 要求ꎬ 规定学校劳动纯收益 ４０％用于扩大再生产ꎬ ４０％改善师生

伙食ꎬ ２０％解决学校修理不足所需ꎻ 班级利用空地种庄稼和其他勤工俭学所得 ６０％归班集体ꎬ ４０％

归学校集体 (三勤办学)ꎮ 班级部分必须用到班级学习、 卫生、 文娱诸方面ꎬ 以调剂学生生活ꎬ 减

轻学生负担ꎮ １９５９ 年春ꎬ 制订学校领导工作任务ꎬ 明确了各位领导的具体责任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ꎬ 学

校贯彻中共中央颁发的 «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ꎬ 重视教师业务进修ꎬ 把它当作提高教育质量

的中心环节来抓ꎮ 每位教师制订业务进修计划ꎮ 在教学中实行 “分兵把关” “互相协作” 相结合原

则ꎬ 使各学科首尾相接、 环环紧扣ꎬ 形成了良好的教风学风ꎮ 同时ꎬ 制定教导处工作人员职责ꎬ 使

工作任务职责具体明确ꎬ 形成齐抓共管局面ꎬ 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教学工作ꎬ 取得较好成绩ꎮ “延

川中学教导工作改革意见” 被县文教卫生局批转其他学校参考ꎮ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 ８ 月ꎬ “文革” 初期ꎬ 学校停课闹革命ꎬ 教学工作处于瘫痪状态ꎬ 一切规章制度

被废弃ꎮ ９ 月延川中学成立 “革委会”ꎬ 开始招生ꎬ 并开始建立一些规章制度ꎬ 但 “文化大革命”

的余波尚未彻底平息ꎬ 学生不服管ꎬ 一些很不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执行ꎮ 次年ꎬ 学校工作渐次步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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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ꎬ 有关师生学习生活作息、 请销假、 学籍管理、 清洁卫生及后勤服务等各种必要制度逐步建立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制定财经管理制度ꎬ 加强财务管理ꎬ 杜绝了贪污浪费现象ꎮ １９７２ 年ꎬ 延川中学制定出

评选先进集体、 三好学生、 先进工作者必备的条件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已比较完善健全ꎬ

有学生请假、 旷课处理试行办法ꎬ 学生作业及成绩考核几项规定试行办法ꎬ 学生奖励处分试行办

法ꎬ 学生升级、 留级、 毕业、 补考试行办法ꎬ 以及学籍管理和 «延川中学对同学的十点要求» 等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ꎬ 制定 «延川中学学生守则»ꎬ 次年制定出卫生公约ꎮ

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是实施教学的有力手段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学校出台各项制度以保障教

学工作的顺利进行ꎮ 教导处出台不同的制度来规范教师的教学工作ꎮ 校领导亲自兼课、 带班ꎬ 轮流

值周ꎬ 下教研组、 下班蹲点ꎬ 检查教师教案、 笔记以及学生作业等ꎬ 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氛围ꎬ 扭

转 “文革” 带来的不良风气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ꎬ 制定 «学校管理制度 (讨论稿) »ꎬ 内分各类管理制

度 １７ 项ꎮ １９８３ 年建立校委会、 校党支部各种规章制度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形成全体学生参加的 «评教制

度»ꎬ 让学生对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进行打分评价 (不署名)ꎬ 在了解教师、 督促教学、 总结经验方

面起到很大作用ꎮ 试行 «奖学金制度»ꎬ 对德、 智、 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给予奖励ꎬ 激发学生努

力学习ꎬ 立志成才ꎮ ９ 月ꎬ 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８ 项及 «延川县中学卫生公约»ꎬ １０ 月ꎬ 制定出 «延

川中学班级生活纪律考勤制度»ꎬ １１ 月制定 «延川县中学教职工请假暂行规定»ꎬ 至 １９８９ 年ꎬ 已形

成校党支部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各种条例、 规则、 细则、 制度 ２０ 余种ꎬ 涉及党建、 民主管理、 岗位

职责、 学生管理、 生活管理、 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ꎬ 主要有 «党员民主生活制度» «廉政制度»

«教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教学常规细则» «职工请假考勤制度» «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总务工作

制度» 和教学处出台的 «班级量化管理考核细则» «教师工作量化管理考核方案» (１９９０ 年正式施

行) 等ꎬ 使学校教学管理工作逐步迈入制度化、 规范化ꎬ 调动了广大教职员工特别是第一线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制定 «延川中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ꎬ 推行民主化管理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结合本校

实际制定 «延川中学学生行为规范»ꎬ 加强学生养成自律教育ꎮ 翌年ꎬ 完善制定 «延川中学教学常

规» «图书管理制度» «灶务管理制度» «升学奖励条例»ꎬ 以及教师集体办公、 值周、 初三肄业等

制度ꎮ 并重检查、 严管理ꎬ 使学校各项工作井然有序ꎬ 稳步前进ꎬ 步入正确健康发展轨道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ꎬ 进一步补充完善行政领导岗位责任制度ꎬ 使其职责范围更加明确ꎬ 各司其政、 各负其责ꎬ 一

管到底ꎮ 次年ꎬ 以 “三高一大” (高中部教学以高一为起点ꎬ 以高考为目标ꎬ 以高强度训练为手

段ꎻ 初中部教学以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 教学工作思路制定 «周考月考制度»ꎬ 有力地提高

了教学效果ꎮ 同时ꎬ 加强后勤总务管理ꎬ 完善制定 «财务管理制度» «后勤公物管理制度» «卫生

公约» «奖励与处罚条例»ꎬ 以及总务主任、 管理员、 保管、 炊事班长等各项职责ꎬ 为教学工作提

供了可靠的保障后盾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制定 «中学生学习方法意见若干条»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结合新的时代要求ꎬ 不断修订、 完善原有各项管理制度ꎬ 开拓创新ꎬ 提高教学

质量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结合教育 “四制” 改革的深入发展ꎬ 制定和修订了 «教师结构工资制度» «住房分

配制度» «年度综合考核奖惩方案» «财务管理制度» «高考、 中考质量奖励条例» «非毕业班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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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质量奖励条例» 等十余项制度ꎮ 为规范学生行为ꎬ 制定 «学生考勤制度» «学籍档案管理制

度» «学生住宿管理制度» «学生干部任职条件»ꎬ 修订 «延川中学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延川中学

班务工作量化考核办法»ꎬ 形成 «延川中学教育管理手册»ꎬ 使学校管理走上科学化、 规范化、 制

度化轨道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完善各种综合治理责任目标制度 １２ 套装订成册ꎬ 形成 «延川中学治安保卫工

作制度汇编»ꎬ 为争创市级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确立制度保障ꎮ 后半年修订出台 «班主任队伍建设条

例» «学校安全条例» «常规管理条例» «班主任考核条例» «特殊学生帮扶条例» 等ꎮ １０ 月ꎬ 装订

成册 «教学管理制度汇编»ꎬ 使教学工作步入制度化、 规范化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制定 «任课教师学期考评

细则» «年级组长、 教研组长学期考评细则» «评教赛教评分细则» «名师工程、 教坛新秀工程、 青

蓝工程管理办法» «教职工绩效考核实施细则» «延川中学学生考试舞弊行为的处罚规定» «单元过

关测试规定» «中学生学习方法若干条» «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ꎬ 修订 «班务工作量化考核办法»

«教职工聘用实施办法» 等ꎬ 形成民主、 规范、 科学、 严格的一整套管理制度ꎻ ５ 月 ３０ 日制定实施

的 «延川中学学生公寓楼管理条例»ꎬ 分住宿、 作息、 卫生制度和公物管理制度及奖惩 ５ 部分 ３６ 个

条款ꎬ 同时制定公寓楼管理员职责 １１ 条ꎬ 使公寓楼管理有章可循ꎬ 切实可行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ꎬ 校第

三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学校 «工作量津贴计发办法» «外地教师租房补贴办法» «毕业班升

学奖励条例» «非毕业班中期考试奖励条例» 等ꎮ

２００５ 年初ꎬ 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ꎬ 制定 «教职工岗位职责» «延川中学师德教育活动实施方

案» «延川中学文明教师标准» «延川中学教师十不准» 等ꎬ 并把师德建设与年度考核、 评优、 职

称晋升挂钩ꎬ 对违反者实行一票否决制ꎬ 提高育人水平ꎮ ８ 月ꎬ 汇编 «延川中学教育管理手册»ꎬ

至此ꎬ 教育教学各项规章制度更为健全ꎬ 学校管理步入规范化、 正规化和科学化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制定

«延川中学安全工作条例» 和 «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ꎮ 次年 １ 月形成 «延川中学教学管理

制度汇编»ꎬ 分教学工作制度、 管理制度两部分ꎬ 后教学处又制定 «任课教师多媒体设施使用与管

理制度»ꎬ 使学校管理进一步细化ꎬ 切实可行ꎬ 很好地促进了教学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制定印编

«多媒体教室管理制度汇总»ꎬ 从使用到管理、 从学生到教师ꎬ 以及程序、 卫生等诸方面作出具体规

定与要求ꎬ 以保障多媒体使用寿命与安全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制定 «延川中学学校章程» 共 ６６ 条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健全完善并出台 «延川中学教学管

理制度» «延川中学新课改制度» «延川中学教职工考评办法» «延川中学骨干体系建设方案» «延

川中学班务量化考评细则» 等制度ꎬ 达到规章制度细、 管理要求明、 考核内容实、 执行效果好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制定 «延川中学师德师风建设考核办法» «延川中学教职工职称评定办法» «延川中

学高考质量奖励方案» «延川中学任课教师学期考评办法»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修订学校各处室职责和 «学

生公寓管理制度»ꎬ 制定 «延川中学学习管理条例» «延川中学小组建设总体要求» «高一、 高二课

改要求»ꎬ 完善 «延川中学考试管理条例»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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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学育人

２００９ 年始利用现代化设施教学

第一节　 教育方针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学年度计划载: “任务与要求: 这学期在现有基础上ꎬ 开始贯彻智、 德、 体、 美以

及基本生产教育的全面发展教育ꎬ 逐步提高教育质量ꎮ 要做到身体好、 功课好、 品行好ꎬ 把同学们

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ꎮ” 体现出贯彻的是 １９５１ 年国家教育部提出的教育方针和教

育目标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ꎬ 毛泽东主席提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ꎬ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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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都得到发展ꎬ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ꎬ 毛泽东主席在国务

院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的讲话中ꎬ 提出这一教育方针ꎮ)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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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ꎬ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ꎬ 同时指出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有文化的劳动者”ꎮ １９５９ 年开学初ꎬ 学校依据该教育方针ꎬ 确立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既能文又能武ꎬ

既可以参加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ꎬ 既可以升学又可以马上投入生产战线上去ꎬ 成为又红又专

的知识分子ꎬ 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型的劳动者ꎮ １９６１ 年ꎬ 经由中共中央批准ꎬ 教育部将毛泽

东 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 年两个讲话合二为一ꎬ 正式确定为教育方针ꎮ 即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ꎬ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ꎬ 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ꎬ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有文化的劳动者”ꎮ 是年前半年ꎬ 学校召开学习动员会ꎬ 作学好功课专题报告ꎬ 提出建立先红后

专、 刻苦钻研、 深思熟虑、 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的新学风ꎬ 批判过去同学中

存在的 “学而不思、 不求甚解、 滥竽充数、 投机取巧” 等不良学习风气ꎮ 强调学习中必须充分发挥

个人主观能动性ꎬ 勤思好问、 努力钻研学好各门功课ꎮ 要求学生在战略上应藐视困难ꎬ 战术上必须

重视困难ꎬ 以兢兢业业、 孜孜不倦的精神学好功课ꎻ 要求学生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ꎬ 不畏艰难ꎬ

志在必胜的思想学好功课ꎮ 指出学习中应分清主次ꎬ 由浅入深ꎬ 节节深入ꎬ 步步扩大地学好功课ꎮ

致使学生学习劲头十足ꎬ 发奋读书成为风气ꎮ

“文革” 期间ꎬ 从 １９６８ 年秋季恢复招生到 １９７６ 年ꎬ 延川中学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 “五七”

指示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７ 日ꎬ 毛泽东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 «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后写了一封信ꎬ 简称 «五七» 指示ꎮ): “学生也是这样ꎬ 以学为主ꎬ 兼学别样ꎬ 不但要学文ꎬ 也

要学工、 学农、 学军ꎬ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ꎮ” 实行开门办学ꎮ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ꎬ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提出: “用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ꎬ 坚持德、 智、 体全面发展ꎬ 又红又专ꎬ 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

结合ꎬ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ꎮ”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ꎬ 延川中学制定学校工作总方针为:

以政治工作为统帅ꎬ 以教学为中心ꎬ 以三好为目标ꎬ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培养有理想、 有道

德、 有文化、 守纪律的合格人才ꎮ 确立的校风是: 团结、 勤奋、 求实、 严格ꎻ 教风为: 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以身作则、 因材施教ꎻ 学风是: 刻苦钻研、 勤学好问、 善于思考、 学以致用ꎮ ９ 月 １０

日ꎬ 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ꎬ 面向世界ꎬ 面向未来ꎮ” 这为新时期我国教

育体制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ꎬ 成为新时期延川中学的教育方针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

规划和 “八五” 计划的建议» 提出: “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ꎬ 必须同生产

劳动相结合ꎬ 培养德、 智、 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晚ꎬ 组织教职

工学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ꎬ 其教育方针为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ꎬ 必须

同生产劳动相结合ꎬ 培养德、 智、 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第八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ꎬ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教育法» 中规定: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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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服务ꎬ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ꎬ 培养德、 智、 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ꎮ”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ꎬ 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必须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ꎬ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ꎬ 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ꎬ

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ꎬ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ꎬ 努力造就有理想、 有道

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ꎬ 德育、 智育、 体育、 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本校遵照上述教育方针办学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江泽民在中央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ꎬ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ꎬ 为人民服务ꎬ 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ꎬ 培养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在新的历史时期ꎬ 党的 “十六” 大报告中提出的这一教育方针在全国

贯彻ꎬ 延川中学亦遵照执行ꎮ 根据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ꎬ 延川中学结合实际制定的校训ꎬ 指

导学校的教学工作ꎬ 成为治校之理念ꎮ ２００４ 年初ꎬ 学校已形成文明、 守纪、 严谨、 创新之校风ꎻ 敬

业、 奉献、 善教、 爱生之教风ꎻ 刻苦、 勤奋、 尊师、 上进之学风ꎻ 民主、 团结、 务实、 高效之作

风ꎬ 显现出校风正、 教风严、 学风浓、 人气旺的大好局面ꎮ ２００５ 年始ꎬ 坚持 “创建一流名校ꎬ 培

育世纪新人” 办学目标ꎬ 秉承 “以人为本ꎬ 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 教育理念ꎻ 坚持 “质量立校ꎬ

科研兴教ꎬ 着眼素质ꎬ 全面发展” 办学思想ꎬ 确立校风为: 严谨、 勤奋、 求实、 创新ꎻ 教风为: 团

结、 实干、 爱生、 乐业ꎻ 学风为: 刻苦、 进取、 勤学、 善思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

为先ꎬ 实施素质教育ꎬ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ꎬ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ꎬ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ꎮ” 学校遵循该教育方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学校确立 “制度管理夯

实基础ꎬ 精细管理提升品质ꎬ 人本管理凝聚力量” 理念ꎬ 制定校训: 自胜至达ꎮ “自胜至达” 源自

老子 «道德经»: “知人者智ꎬ 自知者明ꎮ 胜人者有力ꎬ 自胜者强ꎮ” 学校对 “自胜” 解读: 战胜自

己的昨天ꎬ 迎接异彩纷呈的明天ꎻ 战胜自己的现状ꎬ 到达梦想成真的远方ꎻ 战胜自己的狭隘ꎬ 砥砺

包容会通的襟怀ꎻ 战胜自己的肤浅ꎬ 走上放眼世界的征途ꎮ “至达”: 达到最好的境地、 最理想的

目标ꎮ

校风: 以人为本　 民主和谐

教风: 严谨善教　 敬业爱生

学风: 励志　 勤学　 多思　 善辩

２０１０ 年ꎬ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中确定的教育方针为: 坚

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ꎬ 为人民服务ꎬ 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际相结合ꎬ 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学校执行该教育方针开展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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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制课程

一、 学制

建校初至 １９６８ 年ꎬ 学校初、 高中均实行三、 三制ꎬ 即初中、 高中各 ３ 年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恢复教

学秩序ꎬ 只招初中ꎬ 为三年制ꎮ １９７０ 年秋ꎬ 仅招高中ꎬ 学制两年半ꎮ １９７２ 年改由春季招生ꎬ 仍单

招高中ꎬ 学制二年ꎮ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ꎬ 为把教育工作纳入正常轨道ꎬ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ꎬ 遵照教育部

指示精神ꎬ 延川中学初中恢复三年制ꎬ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ꎬ 高中亦恢复为三年制ꎮ

二、 课程

延川中学课程设置据办学宗旨和客观条件而定ꎬ 课程设置变化较大ꎮ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６ 年ꎬ 课程设置

使用全国统一教材ꎬ 初中设有语文 (文学、 汉语)、 几何、 代数 (第一学年为算数)、 物理、 化学、

历史、 地理、 植物、 动物、 体育、 卫生、 唱歌、 图画ꎻ 高中设有语文、 政治 (１９６０ 年改上政治常

识)、 数学、 外语 (俄语)、 历史、 地理、 生理卫生、 体育ꎮ １９５７ 年开有动作 (手工) 课ꎮ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增设社会主义教育课ꎻ ８ 月ꎬ 结合大办工厂实际ꎬ 开设工厂劳动技术课ꎮ 并先后采用半日上课、

半日劳动、 单科独进、 全日劳动等课表ꎬ 力图探求适合工厂、 农场广泛劳动实际的周教学与劳动安

排ꎮ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ꎬ 裁工厂劳动技术课ꎬ 正式将每周 ３ 小时劳动安排于课程表内ꎬ 并制定甲、 乙两种

课程表ꎮ 甲表适用平时教学用ꎬ 从早晨第一节开始上课ꎬ 接连上到第五节 (早饭前 ３ 节ꎬ 后 ２ 节)ꎬ

第六、 七节学生自习ꎬ 干部学习 (单周政治理论学习ꎬ 双周业务学习)ꎻ 第八节学生自习ꎬ 干部分

别开会ꎬ 或做其他教学活动ꎮ 八节后一连两节活动ꎬ 劳动和锻炼按班轮流进行ꎮ 晚饭后自由活动ꎬ

课外研究小组活动此时进行ꎮ 乙表适用田间劳动ꎬ 每班劳动连续两节ꎬ 以 ３ 个班分批连续进行ꎬ 从

第一节起到八节止ꎮ １９６０ 年ꎬ 初中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 (简称 “农基” )ꎬ 高中政治改上政治常

识ꎮ 次年ꎬ 初中裁动、 植物课ꎬ 改上生物ꎻ 初三增设俄语ꎬ 裁农基课ꎮ １９６６ 年秋ꎬ “文革” 开始

“停课闹革命”ꎬ 学校教学中断ꎬ 一直延续至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底ꎮ ９ 月ꎬ 延川中学恢复初中招生后ꎬ 无统

编课本ꎬ 课程设置据当时形势ꎬ 由学校自行决定ꎮ 开设天天读 (毛泽东思想课)ꎬ 其内容为 “做毛

主席放心的人ꎬ 贫下中农欢迎的人”ꎬ 时政、 党章总纲、 革命大批判文章等ꎻ 语文ꎬ 为自选评论、

报告、 通讯、 笔记、 总结、 诗词等ꎻ 数学ꎬ 内容为珠算、 谱记、 测量ꎻ 农业基础知识ꎬ 即 “九二

〇” 农药、 农业机械、 果树嫁接等ꎻ 理化ꎬ 为电影、 喇叭安装、 石雷等ꎻ 军事体育ꎬ 侧重于军事训

练ꎻ 革命文艺ꎬ 即学习乐理知识与识谱ꎮ

１９７１ 年始ꎬ 学校课程设置实行陕西省统编教材ꎬ 高中开设语文、 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几何、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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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英语、 物理、 化学、 历史、 地理、 体育ꎮ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４ 年高中外语课为俄语ꎮ １９７４ 年下学期期

末ꎬ 学校开展学习 “朝阳农学院” 和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经验ꎬ 始举办各类专业班ꎮ １９７５

年ꎬ 学校办有农业班、 林业班、 农机班、 兽医班、 沼气班、 音乐班等ꎮ 全选必修课程有语文、 数

学、 政治ꎻ 专业班据性质所开设的专业课程无统编课本ꎬ 据当时有关资料组织编写专业土编教材ꎬ

如沼气班编写有 «如何建土沼气池» 教材ꎮ 学生多数时间从事下乡下厂劳动ꎬ 一学期上课时间不到

２ 个月ꎮ １９７６ 年再设农基课ꎮ １９７８ 年秋ꎬ 裁农基课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全国恢复高考制度ꎬ 学校工作渐次走向正规ꎬ 该学年度学校使用陕西省统编教材ꎮ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始ꎬ 学校初、 高中统一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使用本ꎬ 课程设置类同于 １９７１ 年ꎬ 仅初中政

治课增设 «法律常识» 与 «青少年修养» 内容ꎮ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ꎬ 高三年级按文、 理科分班ꎬ 理科增

设生物学ꎻ 初中增设英语、 植物学ꎮ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ꎬ 初中设语文、 政治、 外语 (英语)、 数学 (代

数、 几何)、 物理、 化学、 生物、 历史、 地理、 音乐、 美术、 体育ꎻ 高中文科班设语文、 政治、 数

学、 英语、 历史、 地理、 体育ꎬ 理科班设语文、 政治、 数学、 英语、 生物、 化学、 物理、 体育ꎮ

编号: ４－１　 １９８７ 年延川县中学课程节数统计表 (周)

　 科 目

节　 数年　 级　 　 　 　 　 　

政

治

语

文

英

语

几

何

代

数

音

乐

物

理

化

学

历

史

地

理

生

物

体

育

美

术

初中

一 ２ ６ ５ 　 ４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二 ２ ６ ５ ２ ４ １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三 ２ ６ ５ ２ ４ １ ３ ３ 　 　 　 ２ １

高中

一 ２ ５ ５ ２ ４ ４ ３ ２ ２

二 ２
理 ５

文 ７
５ ２ ４ ４ ４ ３ ４ ２ ２

三 ２
理 ５

文 ７
５ ２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２

　 　 注: 源于教导处所制课程表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ꎬ 高一年级开设劳动技术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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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４－２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延川中学课程节数统计表 (周)

年级

节　 数

科　 目

初中 高中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理科 文科

补习班

理科 文科

政治 ２ ２ ３ ３ ２ ３ ３ 　 ３

语文 ６ ６ ６ ５ ５ ６ ５ ５ ５

数学 ５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物理 　 ３ ４ ４ ４ ５ 　 ５ 　

化学 　 　 ３ ３ ４ ５ 　 ５ 　

英语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历史 ２ ２ １ ２ ３ 　 ５ 　 ５

地理 ３ ２ １ ３ 　 　 　 　 　

生物 ３ ２ ２ 　 　 　 　 　 　

体育 ２ ２ ２ ２ ３ ２ ２ 　 　

音乐 １ １ 　 　 ２ 　 　 　 　

美术 １ １ 　 　 　 　 　 　 　

劳动 　 　 　 １ 　 　 　 　 　

　 　 注: 源于教学处所制课程表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ꎬ 初一、 二ꎬ 高一、 二均开设微机课ꎬ 每周两节ꎬ 每人每学期收电教费 ８０ 元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高二年级开始分文、 理科ꎮ

编号: ４－３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延川中学课程节数统计表 (周)

年 级

节 　 数科　 目

高一

高二 高三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政治 ２ ２ ３ 　 ５

语文 ６ ６ ６ ６ ６

数学 ６ ６ ６ ６ ６

物理 ３ ５ ２ ５

化学 ３ ５ ２ ５

英语 ６ ６ ６ ６ ６

历史 ３ ２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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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级

节 　 数科　 目

高一

高二 高三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地理 ３ 　 　 　 ４

生物 　 ４ ２ ４

微机 ２ ２ ２ 　

体育 ２ ２ ２ ２ ２

美术 １ １ １ 　

音乐 １ １ １ 　

　 　 注: 源于教学处所制课程表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始实行新课标ꎬ 教材改变ꎬ 有必修、 选修两套教材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始ꎬ 高中一年

级开设通用技术课ꎮ

编号: ４－４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延川中学课程节数统计表 (周)

年 级

节 　 数科　 目

高一

高二 高三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政治 ２ １ ５ 　 ６

语文 ６ ６ ６ ６ ６

数学 ６ ６ ６ ６ ６

物理 ３ ５ １ ６ 　

化学 ３ ５ １ ６ 　

英语 ６ ６ ６ ６ ６

历史 ３ ２ ５ 　 ６

地理 ３ １ ４ 　 ６

生物 ２ ４ 　 ６ 　

微机 ２ ２ ２ 　 　

通用技术 １ 　 　 　 　

体育 ２ ２ ２ ２ ２

美术 １ 　 　 　 　

音乐 １ １ １ 　 　

　 　 注: 源于教学处所制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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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 年高考实行新课标试卷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开始高中一年级分文理科ꎮ

编号: ４－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延川中学课程节数统计表 (周)

年 级

节　 数科　 目

高一 高二 高三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政治 １ ３ ２ ３ 　 ５

语文 ５ ５ ４ ４ ５ ５

数学 ５ ５ ４ ４ ５ ５

物理 ４ １ ４ ２ ５ 　

化学 ４ １ ４ ２ ５ 　

英语 ５ ５ ４ ４ ５ ５

历史 １ ４ ２ ４ 　 ５

地理 １ ４ ２ ４ 　 ５

生物 ３ １ ３ ２ ４ 　

微机 １ １ １ １ 　 　

通用技术 　 　 ２ ２ 　 　

体育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美术 １ 　 　 　 　 　

音乐 １ １ １ １ 　 　

　 　 注: 源于教学处所制课程表

第三节　 常规教学

教学是学校自始至终的中心工作ꎬ 常规教学是学校工作核心内容ꎬ 直接关系教育发展和教学质

量ꎬ 对学校兴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学校常规教学包括教学计划制订、 备课、 上课、 作业、 辅

导、 考核、 总结ꎮ 教学的各个环节按照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进行ꎮ 受当时历史条件制约和影响ꎬ 常

规教学往往达不到规范ꎮ

一、 非毕业班

１９５６ 年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刚成立就十分重视常规教学ꎬ 认真制订教学计划ꎬ 推行苏联凯洛夫

“五环节” 教学法ꎮ 教师在教学中以教学大纲为准绳ꎬ 深入研究教材ꎬ 准确把握教材基本内容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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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想ꎬ 依据学生年龄特征与接受水平ꎬ 确定讲授知识范围和教学目的ꎬ 在个人备课的基础上ꎬ 通

过研究争辩讨论进一步修改完善教案ꎬ 有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 教学过程、 思考和联系、 布置作业

等ꎮ 教师普遍注重课外辅导、 课堂讨论等方法的运用ꎮ １９５７ 年前学期ꎬ 在制订学校教学计划的同

时ꎬ 各学科亦制订教学计划和课时计划ꎬ 使常规教学遵循计划有序进行ꎮ 该学期文学、 算数两科教

师经常能在个人备课的基础上互相研究ꎮ 数学教师王西林、 蔡述贤算数备课通过商讨ꎬ 明确了教学

目的ꎬ 合理支配教学时间ꎬ 适当运用教具ꎬ 获得利用画图来讲解四则应用题的教学方法ꎬ 使学生容

易理解ꎮ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ꎬ 依据党的教育方针ꎬ 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ꎬ 计划中明确提出新学年教学工作

的主要任务是: 进一步稳定新教学秩序ꎬ 精雕细刻地提高教育质量ꎬ 特别是提高教学质量ꎮ 并组织

全体教职工进行座谈讨论ꎬ 一方面明确奋斗目标ꎬ 一方面商榷实施方法ꎬ 最后依据群众意见ꎬ 制订

教学计划ꎮ 各教研组与教师据此拟出教研组计划与各科教学计划ꎬ 使教学工作步入常规有序进程

中ꎬ 保质保量地完成学期教学任务ꎮ 学校要求前一周备好后一周课ꎬ 并经组长审阅签字后方能上

课ꎮ 备课程序多经个人备课、 集体研究、 修改教案、 组长签字等ꎮ 语文、 数理教研组还成立年级备

课小组和科小组ꎮ 如语文教研组提出 “不打无准备的仗ꎬ 不上没备课的堂”ꎬ 每课教材备课程序为:

熟读教材ꎬ 掌握其精神实质———确定教学目的与教学重点———阅读教学参考———决定教学方法与节

数———编写教案———年级小组集体研究———补充修改教案———熟悉教材———上课ꎮ 教师刘勇义、 刘

润孝、 程艮虎等提前两周备好课ꎻ 数理教研组长樊志义以身作则ꎬ 不但备课认真详细ꎬ 而且在上课

前把所有练习题演算一遍ꎬ 课堂上按教材内容需要ꎬ 恰当选取练习中最富有典型性的习题为例讲解

演算ꎬ 更加突出地阐明了教材的重点ꎬ 也解决了学生演算习题的难关ꎬ 赢得学生一致好评ꎮ 算术科

研究小组长高哲芳虚心请教老师ꎬ 想法查找参考资料ꎬ 融会贯通教材ꎬ 常常备课到深夜ꎬ 所讲课深

受学生欢迎ꎮ 王丁钰一堂语文课教案达 １０ 多页ꎮ 王守义讲作文ꎬ 事先拟范文ꎬ 耐心指导学生写作ꎻ

讲解时除总结学生作文优缺点外ꎬ 朗读学生较好作文和自己所写范文ꎬ 并据每次作文体裁与特点讲

授写作知识ꎬ 较快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水平ꎮ 理化教师李柱贵每次都能按时批阅教案ꎬ 工作认真负

责ꎮ 教师批改作业认真细致ꎬ 教学中算术全批全改ꎬ 代数每周每班批改一半ꎬ 间隔进行ꎬ 即本周批

改这一半ꎬ 下周批改另一半ꎬ 其余一半由学生对批ꎻ 几何部分批改ꎮ 作文每周一次ꎬ 命题作文与应

用文间周进行ꎬ 每次都全批全改ꎬ 并均有尾批、 眉批ꎬ 对个别作文水平较低的学生进行面批ꎮ 并以

教研组为中心ꎬ 对教学工作进行检查、 总结ꎮ

１９６１ 年春ꎬ 开学前便制订学期教学计划ꎬ 各科教学方案ꎬ 多数教师牺牲寒假休息时间ꎬ 提前备

好课ꎬ 虽开学一月教科书不全ꎬ 仍能按教学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ꎮ 语文开展普通话与拼音字母学

习ꎬ 巩固了基本知识ꎮ 许世斌教学踏实肯干、 认真负责ꎬ 所带六一级丁班及所上的语文课成绩都

好ꎻ 刘伟华老师批改作业一字不苟ꎻ 宋元洲教俄语勤于辅导ꎬ 成绩显著ꎮ 该学期还抽考和统考了各

科ꎬ 并在中期深入检查教学工作ꎬ 较好地促进了常规教学ꎮ

１９６２ 年春ꎬ 认真贯彻落实 «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初稿) »ꎬ 其第一章第二条规定

“全日制中小学必须以教学为主ꎬ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ꎮ” 为此ꎬ 在认真学习贯彻文教五十条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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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 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ꎬ 精减会议ꎬ 提高会议质量ꎬ 做到 “三不” (非必要性会议不开ꎬ 准备

不好不开ꎬ 小会能解决问题不开大会) “一短” (开短小会)ꎬ 保证教师每周 ５ / ６ 工作日用于教学ꎬ

严格控制非教学性活动ꎬ 克服以往乱拉用教师做其他非教学性活动和学生过多参加社会活动的不良

倾向ꎬ 使教师全力以赴投入教学ꎬ 学生全神贯注倾心学习ꎮ 严格执行教育教学计划ꎬ 按照教学大纲

和教科书进行教学ꎬ 依据文教五十条精神取消教案签字制度ꎬ 加大检查力度ꎬ 发挥教师积极性ꎮ 后

半年ꎬ 认真制订教导工作计划ꎬ 而且班级、 教研组和任课教师分别制订了各种计划ꎮ 在此基础上对

各科教学提出统一要求ꎬ 特别要加强主要学科ꎬ 即政治、 语文、 数学、 俄语 (高中还要加强物理、

化学) 的教学ꎬ 要重视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ꎬ 要求提前一周备好教案ꎮ 备课包括备大纲、

备教材、 备学生、 备教法ꎬ 既要有教学目的要求ꎬ 又要有教学重点难点和教学步骤ꎮ 课堂教学要充

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ꎬ 把教材讲清楚讲透彻ꎬ 并依据教学内容布置适当的作业ꎮ 课外要加强作业

辅导和复习自修指导ꎮ 作业除高中化学、 物理外一般都能全批全改ꎬ 作文不仅逐篇批改ꎬ 而且篇篇

有尾批ꎬ 部分尚有眉批和加批ꎬ 个别的进行面批ꎬ 使常规教学步入正轨ꎮ

１９６３ 年前半年ꎬ 在继续稳定教学秩序ꎬ 贯彻以教学为主原则基础上ꎬ 进一步加强备课、 讲

课、 辅导和作业批改等教学基本环节ꎬ 并采取积极措施开展各种教学活动ꎬ 使常规教学效果显

著ꎮ 各科教师均能在深入掌握学生特点和接受能力的基础上认真钻研细心备课ꎮ 数理化教研组提

出 “四多” 口号ꎬ 即多参考、 多研究、 多想办法、 多动手ꎬ 并自始至终坚持执行ꎮ 张志宏为教

好代数几乎翻阅了图书馆所有代数参考书ꎮ 化学教师为加强实验教学ꎬ 想方设法找代用品ꎬ 解决

了药品不足困难ꎮ 语文老师李志学刚参加工作不久ꎬ 业务较生疏ꎬ 有时备课至深夜 １２ 时以后ꎬ

教学水平有显著提高ꎮ 俄语教研组为掌握学生实际ꎬ 因材施教ꎬ 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ꎬ 开学初对

各班学生俄语学习进行摸底排队 (四五分学生占 ４０％ꎬ 三分占 ４４％ꎬ 二分占 １６％)ꎬ 据此改进教

学ꎬ 提高了质量ꎮ 参加教学时间较短的杨志高ꎬ 经常深入同学ꎬ 了解教学中的意见要求ꎬ 有效地

改进了教学ꎬ 成绩非常显著ꎮ 学生反映说: 杨老师的教学真是突飞猛进ꎮ 课外辅导和作业批改是

课堂教学的继续和补充ꎬ 俄语组老师除早读时间坚持辅导外ꎬ 特别抓紧对学习吃力的学生进行辅

导ꎬ 采取个别教学、 当面批改作业、 另布置作业、 集中辅导等多种多样形式ꎬ 巩固加深学生课堂

所学的知识ꎮ 语文组李志学、 杨志高为提高学生朗读技能ꎬ 与班主任紧密协作ꎬ 在班内举行各种

不同文体朗读会ꎬ 使每个学生都得到一次朗读锻炼的机会ꎮ 张克昌在班内创办 “文艺园地”ꎬ 加

强同学习作练习ꎮ 从教导处和教研组对几门主要学科作业检查情况ꎬ 反映出一般均能认真批改ꎬ

而数理组尤为突出ꎬ 改变以往少批改或半批半改为全批全改ꎮ 刘加里、 王玉庆以前作业批改较

少ꎬ 这学期不仅全改ꎬ 而且改的认真细微ꎬ 得到学生好评ꎮ 后学期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

技巧训练ꎮ 语文突出字、 词、 句和篇章教学ꎻ 数学在讲清概念和公式定理基础上ꎬ 加强课堂训

练ꎻ 俄语贯彻以课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ꎬ 加强词汇、 语法、 语言教学ꎬ 特别重视汉俄翻译和语法

解剖ꎻ 理化在系统教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ꎬ 加强实验教学ꎬ 尤为重视习题课ꎬ 提高学生独立作业

能力ꎮ 课外辅导最为突出的是俄语教研组ꎮ 初六四级丙班组织俄语补课小组ꎬ 利用课外时间由俄

语教师辅导补课ꎬ 该班学生强明岗由四川某校转来ꎬ 连俄语字母都不认识ꎬ 上学期期终总评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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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分ꎬ 参加补课小组后ꎬ 中期成绩提高到 ６０ 分ꎬ 期终总评为 ５４ 分ꎮ 俄语组编印课外辅导教材

«中学生俄语常犯的错误汇集»ꎮ 教师段田科写经验总结 «如何帮助后进学生跟上班»ꎮ 语文组教

师张三元所写的 «关于语文教学中的基本训练问题»ꎬ 长达一万余字ꎮ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年 “文革” 前期ꎬ 延川中学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ꎬ 合理的教学规章制度遭废弃ꎬ 文

化课教学被削弱ꎮ １９６８ ~ １９７６ 年ꎬ 盛行 “开门办学”ꎬ 过分强调学工、 学农ꎬ 造成教学质量明显

下降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延川中学坚持以 “三好” (品德好、 学习好、 劳动好) 为目标ꎬ 以教

学为中心ꎬ 提出 “集中主要精力改进课堂教学ꎬ 提高教学效率ꎬ 狠抓 ４５ 分钟教学效果ꎬ 为上好每

一堂课而努力” 的要求ꎮ 学校领导亲自兼课、 带班ꎬ 轮流值周ꎬ 下教研组ꎬ 到班蹲点ꎬ 亲自检查教

案和作业ꎮ 同头课 (同年级同学各任课教师所授的课) 每一课时的教案ꎬ 人人准备ꎬ 又有一人重点

准备ꎬ 然后集体讨论ꎮ 学校对备课的要求是: 备教材、 备习题、 备实验、 备板书、 备学生ꎮ 许多教

师为准备好一堂课ꎬ 查阅各种资料及演算教材中每一道习题ꎮ 各科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

练ꎬ 坚持以课本为依据ꎬ 做到课堂精讲多练ꎬ 力求在 ４５ 分钟内解决基本问题ꎮ 任课教师普遍重视

作业批改和自习辅导ꎬ 早晨朗读时间ꎬ 语文、 英语教师到教室检查辅导ꎮ 学校注意减轻学生负担ꎬ

规定每天各科作业量ꎬ 高中不超过 ２ 小时ꎬ 初中不超过 １ 小时ꎮ １９８７ 年制定 «常规教学工作要求»

«奖金学分评定办法» «教职工考勤制度的暂行规定»ꎬ 设立教学质量奖、 教研成果奖等ꎻ 重视课堂

基本知识讲授ꎬ 要求基本概念要讲清ꎬ 基础知识要落实ꎬ 基本能力要练活ꎻ 培养学生作业能力ꎬ 试

行多做少改全评讲原则ꎬ 以此不断改进学习方法ꎬ 班级普遍召开学习方法交流会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县教育

局制定 «中小学教学管理办法»ꎬ 对教师备课、 讲课、 批改作业、 考试等提出具体要求ꎬ 延川中学

严格遵照开展常规教学ꎮ 翌年ꎬ 学校制定 «教师教学常规» 和 «教学常规试行细则»ꎬ 开展各种检

查抽查 ７ 次ꎮ 教学处教务员坚持经常性检查登记工作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 县教育局制定 «延川县中小学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制度 (试行稿) »ꎬ 延川

中学作为其中选定的试点学校之一ꎬ 严格遵照ꎬ 认真执行ꎮ １９９５ 年初ꎬ 制定 «延川中学教学常

规»ꎬ 分 ５ 部分 ４０ 条ꎬ 以教研组组织教师反复学习讨论后试行ꎮ 要求教师过 “五关”ꎬ 即备课关、

讲课关、 命题关、 辅导关、 考评关ꎬ 由教学处负责实施ꎬ 每学期中期、 期末进行 ２ 次大检查ꎬ 从教

师教学活动和学生学习效果两方面予以双向检查ꎬ 全面总结常规教学绩效与存在的问题ꎬ 使常规教

学渐次步入规范化、 科学化ꎮ ９ 月 ４ 日ꎬ 校务会决定ꎬ 非毕业班实行五天制ꎬ 毕业班仍按六天上班ꎮ

１９９６ 年前半年ꎬ 常规教学始实行五天半工时制ꎮ 严抓高二年级五门会考工作ꎬ 参加会考学生 １３７

人ꎬ 不过关情况分别为英语 ６２ 人ꎬ 物理 １５ 人ꎬ 化学 ３３ 人ꎬ 历史 ６０ 人ꎬ 生物 ２１ 人ꎻ 达到 Ａ 级的学

生有物理 １４ 人ꎬ 化学 ３ 人ꎬ 历史 ８ 人ꎬ 生物 ４ 人ꎻ 达到 Ｂ 级的有物理 ３６ 人ꎬ 英语 ２５ 人ꎬ 化学 ３２

人ꎬ 历史 ２１ 人ꎬ 生物 ４１ 人ꎮ 同时进一步完善 «延川中学教学常规»ꎬ 从备课、 上课、 辅导、 批改

作业、 考试五个环节对教师提出 ５４ 条要求ꎬ 由教学处具体负责实施ꎬ 每学期组织两次全校性教学

工作大检查ꎬ 对教案和各类作业进行全面细致检查ꎮ 同时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ꎬ 通过学生反馈教学

中的各项信息ꎬ 然后公开总结评议ꎬ 表扬先进ꎬ 批评后进ꎬ 给有问题的教师提出改正意见ꎮ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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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在常规教学中试行建立 «教师业务档案»ꎬ 对教师教学业务工作予以记载ꎬ 并实行程序化教学

检查ꎬ 每两周进行一次教学抽查ꎬ 每十周进行一次教学检查ꎬ 将检查结果在教工会上及时进行

通报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在常规教学的五环节上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双基” 教学ꎬ 并建立健全常规

教学各项管理制度ꎬ 完善出台切实可行的 «延川中学教学工作常规»ꎬ 共分 ８ 章 ６０ 条ꎬ 从教学计

划、 备写教案、 课堂教学、 作业批改、 课外辅导等环节上对教师教学工作提出明确细致要求ꎮ 完善

建立 «教师业务档案»ꎬ 对任课教师教学业务、 教学工作实绩予以记载ꎬ 以此作为教师评优树模、

晋级晋职的确凿依据ꎮ 制定 «单元过关测试的有关规定» «一堂好课的评选标准» 和 «论文奖励条

例» «微机室管理制度» 等ꎮ 开展学法辅导ꎬ 利用班会ꎬ 班主任逐条讲解教学处制定的 «中学生学

习方法若干条»ꎬ 然后以班召开一次学习方法讲座会ꎻ 中期考试后ꎬ 召开一次全校性中考总结、 交

流、 表彰大会ꎬ 各年级第一名交流学习经验ꎬ 学校给年级前 ２０ 名同学颁发奖学金ꎬ 树立全校学习

标兵ꎬ 使学生明白刻苦学习与正确学习方法结合的好处ꎬ 激发了学生学习信心和动力ꎬ 学生苦学巧

学能力得到提高ꎮ 对中期考生进行全方位总结ꎬ 召开全校中期考试总结交流表彰大会ꎮ 坚持 “五查

三会一调查” 的检查方式ꎬ “五查” 为查学科计划、 查教案、 查作业、 查辅导、 查单元过关测试ꎻ

“三会” 即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 学习委员会、 各科代表会ꎻ 学情调查是每半年进行一次ꎬ 由学生

填写教学处统一印制的 “学情调查表”ꎬ 教学处及时进行汇总和反馈ꎮ 双向检查教师上课和辅导ꎮ

由学生干部填写 «每周教师缺课和辅导信息表»ꎬ 周末交回教学处进行汇总ꎬ 将汇总结果每周公布

一次ꎬ 每月小结一次ꎬ 教学处领导和教导员随时抽查上课和辅导情况ꎮ 教学处每月进行一次教学检

查ꎬ 每学期中期和期末各进行一次全面教学检查ꎬ 每次教学检查都分门别类填记 «教学检查登记

表»ꎬ 打分量化ꎮ 同时有针对性地对某些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抽查ꎬ 发现问题ꎬ 及时处理ꎮ 全年教

学处共抽查 ４ 次教案和作业批改情况ꎬ 听课检查 ２８ 人次ꎬ 走访学生 ８０ 余人ꎮ 每次教学检查后及时

汇总ꎬ 及时通报ꎬ 表扬好的ꎬ 批评差的ꎮ 使常规教学步入规范化、 程序化、 制度化、 科学化轨道ꎮ

翌年ꎬ 依照 “抓常规ꎬ 促双基ꎬ 抓落实ꎬ 重过程” 指导思想ꎬ 进一步完善健全常规教学各项管理制

度ꎬ 修订 «延川中学教学常规»ꎬ 在制订计划、 备写教案、 课堂教学、 作业批改、 课外辅导等环节ꎬ

落实双基教学ꎬ 强调教师要过备课、 上课、 命题三关ꎮ 补充制定 «延川中学非毕业班教学质量奖励

条例» «延川中学学生考试舞弊行为的处罚规定»ꎬ 认真、 严密组织期中、 期末考试ꎬ 由子长中学

命制全校各科试题ꎬ 做到统一编号、 命题、 制卷、 考试、 评卷、 评优ꎬ 真实检测常规教学绩效ꎬ 为

教师反思找差距提供机遇ꎬ 进而提高了教学效果ꎮ 每学期每位任课教师最少进行 ３ ~ ４ 次单元测试ꎬ

对每次发现的问题ꎬ 及时予以补课ꎬ 保证新授课点点清、 节节清ꎬ 使学生不吃 “夹生饭”ꎬ 做好了

双基教学的查漏补缺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各科坚持经常开展教材研究、 学情研究和学法指导研究ꎬ 统一备课ꎬ 共同确定教材重

点、 难点及其突破办法ꎬ 发挥集体智慧ꎬ 博采众长ꎬ 合理、 科学、 有效地提高了备课质量和课堂教

学质量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开学初ꎬ 教学处、 教科室及教研组、 年级组及时制订教学计划ꎮ 教学处先后进

行大型检查、 不定期抽查、 民意调查以及师徒结对和青年教师跟踪指导检查各 ２ 次ꎬ 召开学生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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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１ 次ꎮ 通过检查、 调查对教师教案、 听课笔记、 教学情况及学生作业、 课课练、 单元测试等了如

指掌ꎬ 有些青年教师听课次数达 １０５ 次ꎬ 有些教师教案有 １４ 本之多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严格执行国家课程

计划ꎬ 开足各门课程ꎻ 不定时对教师上下班进行抽查ꎬ 并与巡视课堂教学相结合ꎬ 杜绝随意调课、

停课事件发生ꎬ 使迟到早退现象得到有效遏制ꎻ 组织两次大型检查、 抽查工作ꎬ 查看教案、 作业、

课课练、 单元测试卷等ꎬ 对教师教学全程进行检查、 评价ꎻ 期末、 中期考试结束后ꎬ 进行班级、 备

课组、 教研组、 年级组、 学校全方位多层面总结工作ꎻ 继续坚持蹲班辅导制度ꎬ 确保教师尽力搞好

集体与个别辅导ꎻ 完善对电教、 实验工作的管理ꎬ 教学处制定 «任课教师多媒体设施使用与管理制

度»ꎬ 确保多媒体设施不被随意损坏ꎻ 成立各年级家长委员会ꎬ 形成家校联合机制ꎬ 优化教学管理ꎮ

加强常规教学管理各项措施ꎬ 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成立以刘建辉副校长为组长ꎬ 教学处成员为组员的集体备课监督检查领导小组ꎬ 规范

集体备课活动流程ꎬ 加大对集体备课过程的监督ꎮ 集体备课做到 “四定” (定时间、 地点、 内容、

中心发言人)、 “五备” (备教材、 备课标、 备教法、 备学法、 备教学手段)、 “四统一” (统一教学

目标、 教学重点、 双基训练、 教学进度)、 “三有” (有落实、 检查、 记录)ꎬ 发扬合作、 探究、 创

新精神ꎬ 突出针对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ꎬ 促进了教学方法ꎬ 落实了改革要求ꎮ 课堂教学坚持面向

全体学生分层施教ꎬ 落实 “三讲” (讲重点、 难点和易错易混知识点)、 “三不讲” (学生已经会的

不讲、 学生自己能学会的不讲、 讲也学不会的不讲) 制度ꎮ 作业能精编精选ꎬ 批改及时认真ꎬ 讲评

切中要点ꎬ 做到了有错必纠、 有练必评ꎬ 并建立错题档案ꎮ 辅导坚持 “抓两头促中间” 策略ꎬ 做到

了培优拔尖和补劣扶差两不误ꎮ 测试仍实行月考制度ꎬ 从试题命制、 批改分析到整合讲评ꎬ 做到了

以教与学的诊断和医治为落脚点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常规教学已体现出 “活、 严、 细、 实” 特点ꎬ 且重点突出一个 “细” 字ꎮ 在优化

教学过程中做到了 “四精” (精备、 精讲、 精练、 精批)、 “四必” (有练必收、 有收必批、 有批

必评、 有错必纠) 和 “五统一” (统一计划、 统一进度、 统一备课、 统一练习、 统一测试)ꎬ 并

坚持 “四三二一” 方案ꎬ 即做好每学期四次检查 (包括抽查两次) 教案备写、 作业批改情况等

教学检查通报工作ꎬ 开好每学期三会 (毕业班教学研讨会、 师生动员会、 非毕业班中期总结

会)ꎬ 搞好每学期两次学情调查ꎬ 召开每学期一次学生家长座谈会ꎮ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延川中学

常规教学格局ꎮ 次年 ４ 月 ７ 日ꎬ 在实验楼举办首次教案展示评比和教学设计评比展览ꎮ ２０１２ 年

对备课上课、 作业批改、 课后辅导等提出明确要求ꎬ 要求教师每周上课使用多媒体不得少于一

节ꎬ 并要有记录ꎮ 加强期中、 期末大型考试命题、 监考、 改卷工作ꎬ 从考试成绩中反馈教师教学

效果ꎻ 采取学生问卷、 召开学生座谈会等形式ꎬ 从教学过程中反馈教师教学情况ꎮ 开展每学期两

次检查、 抽查ꎬ 对教师教学设计、 学案批改、 作业批改、 课课练、 业务与政治笔记等文本进行全

面检查ꎬ 并及时通报ꎻ 对教师仪容仪表、 上下班、 到岗守岗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ꎮ 依据国家课程

开设实施计划开足开齐课程ꎬ 开发校本教材 ３０ 余种ꎬ 并能按时、 规范、 公正认定学分ꎮ 每学期

支出 １４ 万元用于教师过程 (中期、 期末) 考试奖励ꎬ 调动了教师教学积极性ꎻ 每学期支出 ７ 万

元左右用于学生奖励ꎬ 主要以奖学金和学费减免方式激励广大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ꎮ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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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延川中学常规教学始实行 ５ 天工时制ꎮ ２０１５ 年开展年级特色教学ꎬ 形成 “周周有计划、 周

周有总结” 常规机制ꎬ 成立年级家长委员会ꎬ 形成家校联合机制ꎬ 实行多方位、 多侧面、 经常化

教学检查ꎬ 使备、 教、 辅、 考等方面常规管理落到实处ꎮ

二、 毕业班

质量立校是学校兴旺发展的根本ꎬ 学校始终将毕业班教学作为重中之重予以加强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在注重理想教育的同时ꎬ 做出结合实际的教学计划ꎬ 进行综合复习和应试训练ꎬ 有效地提高

了升学率ꎮ １９６１ 年加强毕业班升学就业教育ꎬ 由党支部书记作专题报告ꎬ 并座谈讨论ꎬ 学生一致表

示要刻苦学习ꎬ 做一个优秀毕业生ꎮ １９６２ 年高考失利ꎬ 次年学校下大力气抓毕业生教学工作ꎬ 先后

２ 次召开毕业班任课教师会ꎬ 加强补课和习题训练ꎬ 取得高考录取 ５ 名的成绩ꎮ １９６５ 年ꎬ 毕业班提

前半学期上完课程ꎬ 进入全面复习应试训练ꎬ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ꎬ 使高考名列延安地区前列ꎬ

赢得较好声誉ꎮ

１９７７ 年恢复中、 高考ꎬ 使学校再次重视毕业生常规教学ꎬ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学校在

抓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ꎬ 尤为注重初三、 高三毕业班教学ꎬ 配备骨干教师任课ꎬ 不断探索想方设法

提高教学效果ꎮ １９８１ 年ꎬ 深入研究教材ꎬ 分析中、 高考特点ꎬ 给学生征订复习资料ꎬ 强化集中复习

和综合训练ꎬ 提高了毕业班的教学效果ꎮ １９８３ 年ꎬ 王振荣在高三语文教学中形成 “九三方案” 被

推广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刘加里在高三化学辅导中提出 “一二三、 三二一” 辅导设想被推广ꎬ 使学生成绩

显著提高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初三语文采取分类集中法和手脑并用、 读写结合进行复习ꎬ 取得一定效果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加强初三、 高三年级理想教育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对初三年级重点进行思想教育ꎬ 高三年级结合

人生观教育重点进行升学和就业教育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ꎬ 延安地区教育局来校对高三分类推进等方面进行巡回检查ꎮ １９９４ 年

始ꎬ 学校将毕业班工作列入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ꎬ 早动手、 长计划、 短安排ꎬ 每学年一开学就对高

三、 初三全学年教学作出计划安排ꎬ 使教师心中有数ꎮ 高三分三个阶段过三关ꎬ 第一学期紧扣教

材ꎬ 知识关排队ꎬ 双基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 过关ꎻ 第二学期 ３ ~ ５ 月中旬ꎬ 专题训练ꎬ 单元过

关ꎻ ５ 月下旬至 ６ 月底ꎬ 套题强化训练ꎬ 综合能力过关ꎮ 初三第一学期至下一学期 ３ 月中旬结束课

程ꎬ 双基过关ꎻ ３ 月下旬至 ５ 月底ꎬ 专题训练ꎬ 单元过关ꎻ ６ ~ ７ 月套题强化训练ꎬ 综合能力过关ꎮ

同时ꎬ 加强对外联系ꎬ 掌握信息ꎬ 购置资料ꎻ 搜集、 整理近年高、 中考试题ꎬ 研究分析ꎬ 寻求命题

规律ꎬ 指导学生复习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制定 «毕业班升学奖励条例»ꎬ 组织高三年级任课教师参加延安地

区高考研讨会ꎬ 学校组织研讨会 ３ 次ꎬ 研究毕业生教学与集中时间复习方法ꎬ 加强课余不同形式的

辅导ꎬ 开展专题讲座和个别辅导等ꎬ 组织模拟考试 ３ 次ꎬ 其中 ２ 次予以排队ꎬ 将文、 理科前 ６０ 名

学生集中进行分类推进ꎬ 开创高考复习工作新思路ꎬ 提高教学复习效果和应试能力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高三

年级在原常规教学基础上ꎬ 试行周小考、 月大考制度ꎬ 有效提高了学生的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ꎬ 提

高学生的做题速度和质量ꎮ 购置的是北京海淀区 ３ 套模拟试题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确立 “三高一大” 教学工作思路ꎬ 高中部教学 “以高一为起点ꎬ 以高考为目标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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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训练为手段”ꎻ 初中部教学 “以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ꎮ 将毕业生教学延伸至初进校ꎬ

从源头抓起ꎮ 高中部从高一起就高标准要求学生ꎬ 通过课外辅导ꎬ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ꎻ 加强实验活

动ꎬ 培养自学能力ꎻ 加大习题训练ꎬ 扎实打基础ꎮ 为高三分类推进创造条件ꎬ 赢得时间ꎬ 加强高考

试题训练ꎬ 研究高考规律ꎬ 探讨应考对策ꎬ 在生源较差的情况下ꎬ 创造了可观的升学率ꎮ 初中部根

据学生情况ꎬ 分别对待、 全面提高ꎮ 尤为注重差生转化工作ꎬ 尽全力帮助提高ꎮ 数学教师张新梅、

李文亮利用每天第七节自习对部分学生有针对性辅导外ꎬ 对差生单独辅导ꎬ 使所带数学获全县单科

第一、 人均分数第一ꎻ 物理教师李彩玲、 裴绍林和化学教师高忠伟自发组织物理化学竞赛小组进行

定期辅导ꎬ 成效显著ꎬ 有 １０ 多名学生获省级、 市级奖励ꎮ 坚持中期考试和中、 高考奖励制度ꎬ 仅

奖励中、 高考成绩优异的教师、 学生达 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被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授予初中教学质量

优秀学校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成立以校长为组长ꎬ 主管教学的领导、 班主任、 年级组长组成的领导小组ꎬ 研

究、 决策、 布置和指导毕业班教学工作ꎻ 制定 «毕业班复习备考方案»ꎬ 召开毕业班任课教师会议

４ 次、 班主任和毕业学生会议各 ３ 次ꎬ 统一复课指导思想ꎬ 研究复课方法ꎬ 开展学情调查和应试心

理、 应试方法训练ꎬ 及时解决复习备考中出现的各类问题ꎮ ３ 月、 ４ 月分别召开高三、 初三各毕业

班复课方法研讨会ꎬ 科状元交流复习方法ꎻ 教师通报当年高考、 中考信息和命题动态ꎬ 交流某学科

复习方法ꎮ 确定每学年 １１ 月起就对初、 高中毕业班年级学生利用周末、 星期日实行周考、 月考ꎬ

提高学生应试能力ꎮ 实行倾斜政策、 激励竞争机制ꎬ 该学年奖励高、 中考成绩突出的教师和学生约

３ 万元ꎬ 并于 １０ 月修订 １９９５ 年制定的 «毕业班升学奖励条例»ꎬ 增加奖励项目ꎬ 加大奖励力度ꎬ 有

效调动学生学习和教师工作的积极性ꎮ １１ 月下旬ꎬ 为适应高考改革ꎬ 主管领导带队一行 ４ 人参加陕

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的 “３＋Ｘ” (文、 理科均考语文、 数学、 英语ꎬ 文科加文综合 〔政治、 历

史〕ꎬ 理科加理综合 〔物理、 化学〕 ) 高考研讨会ꎬ 并进行广泛宣传ꎬ 使师生明确考试内容、 卷

型、 分值与综合卷命题方式ꎬ 教师转变教学思想、 改革教学方法ꎬ 适应了高考改革ꎮ 翌年ꎬ 成立毕

业班复习备考领导小组ꎬ 实行领导蹲年级把关制度ꎬ 形成齐抓共管毕业班教学局面ꎮ 制定 «延川中

学 ２００２ 届毕业班复习备考方案»ꎬ 坚持周考、 月考制度ꎬ 落实苦教、 苦学、 苦练的 “三苦” 精神ꎬ

从应试心理、 方法和解题技巧、 规范答题等全面训练学生ꎻ 进行分类推进ꎬ 拔高尖子、 培养苗子、

带动整体ꎬ 推动差生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质ꎬ 提高了教学质量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坚持原毕业班复习备考教学的情况下ꎬ 实行蹲年级领导承包责任制ꎬ 与毕业年级签

订升学目标责任书ꎬ 并实行奖罚举措ꎬ 调动教师教、 学生学的积极性ꎮ ２００７ 年下学期ꎬ 制定 «延

川中学高三毕业班复习备考方案»ꎬ 实行高考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和蹲年级领导值日制度ꎬ 勤查细管

高三教师到位、 辅导及教学情况ꎻ 高三教研组加强如何进行复习备考互研活动ꎮ 第三周召开高三学

生座谈会ꎬ 了解教师教学情况和学生对教学要求ꎻ 召开高三年级全体教师会ꎬ 反馈检查情况ꎮ 第八

周召开高三年级教师座谈会ꎬ 了解教学进度和复习计划ꎬ 交流复习备考方法ꎮ 第十一周结束课本教

学ꎬ 召开高三学生动员大会ꎬ 指导复习备考有效方法ꎬ 疏导心理ꎬ 开展有计划的综合复习ꎬ 实行提

前半小时晨读举措ꎮ 进行月考ꎬ 并公布成绩、 排列名次ꎬ 进行分类推进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坚持原复习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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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ꎬ 各学科做到了统一要求、 统一进度、 统一考查ꎬ 精讲多练、 培优补差ꎬ 使套题训练达到

有做、 有改、 有讲ꎬ 克服学生麻痹大意心理ꎬ 保证了知识点、 得分点不遗漏ꎮ ２０１２ 年ꎬ 狠抓复习备

考ꎬ 研究考纲ꎬ 重视课本ꎬ 加强周考、 月考ꎬ 落实分类推进ꎬ 及时进行冲刺动员ꎬ 鼓舞士气ꎬ 疏导

心理ꎬ 为高考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１５ 年制定完善 «延川中学 ２０１５ 届高三年级复习备考方案»ꎬ 实行早

提前晚延长ꎬ 召开高三年级代表座谈会、 教师座谈会和全体学生动员大会ꎬ 检查教师蹲班、 朗读辅

导及学生练习册活页题ꎬ 提高了毕业班的教学效果ꎮ

延川中学在常规教学中尤为注重对学生的学业考核ꎬ 一直采取学期期中、 期末必不可少的 ２ 次

考试来检验学生学习情况ꎬ 多数亦据教学情况分类组织平时考试 １ ~ ２ 次ꎬ 计入学期总成绩的比例

为: 期中 ４０％ꎬ 期末 ６０％ꎬ 或平时、 期中综合 ６０％ꎬ 期末 ４０％ꎮ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考试打分应用苏联学

校 “五级分制”ꎬ 分思想操行测评鉴定和文化考试测验ꎬ 以此综合评出优等生、 上等生、 中等生、

劣等生格次ꎮ １９６１ 年ꎬ 开始改用 “百分制”ꎮ 至 １９６６ 年ꎬ 学校考试阅卷采取流水作业ꎬ 即依照标

准答案ꎬ 同课头老师各分几道题集体阅卷ꎮ

“文革” 期间ꎬ 延川中学一度曾实行开卷考试ꎬ 录取新生通过推荐选拔ꎬ 以家庭出身、 本人思

想表现为主要标准ꎬ 升学不注重成绩ꎬ 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ꎮ １９６８ 年始ꎬ 学校考试由

任课教师独立阅全卷ꎮ 以班级对每位学生进行思想品德评议ꎮ １９７２ 年始ꎬ 每学期各科有期中、 期末

２ 次考试ꎬ 在考试方法上废除主课开卷考试的做法ꎬ 恢复闭卷考试ꎮ １９７３ 年录取新生以考试成绩为

主ꎬ 推荐选拔为辅ꎮ 此后ꎬ 又以选拔推荐为主ꎬ 期中、 期末考试方式主课多数为闭卷考试ꎬ 副课多

实行开卷考试ꎬ 且学校考试明显减少ꎮ

１９７７ 年恢复高考制度ꎬ 开卷考试全部废除ꎬ 一律实行闭卷考试ꎬ 以百分制计分ꎮ 学期进行期

中、 期末 ２ 次考试ꎮ 录取新生完全以考试成绩名次录取ꎮ １９８１ 年始ꎬ 延川中学在高考前采用预选

制ꎬ 即对参加高考的学生实行预选ꎬ 一般预选率 ８０％左右ꎮ 初中毕业生参加升学考试ꎬ 以成绩名次

录取中专、 高中学生ꎮ 学校考试阅卷亦渐次实行流水作业ꎮ １９９３ 年停止高考预选办法ꎮ １９９４ 年起ꎬ

由全省统一命题ꎬ 高中各年级都要进行单科结业会考ꎬ 会考不及格可以补考ꎬ 如再不及格ꎬ 一般不

能参加高考ꎮ 一门不及格可以发毕业文凭ꎬ 两门以上不及格者ꎬ 不发文凭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学校除

进行期中、 期末两次大型考试外ꎬ 增加单元测试和月考ꎬ 且从命题、 监考、 阅卷等方面严格把关ꎮ

阅卷多实行集体流水作业ꎮ ２００７ 年前半年ꎬ 严格组织大型考试两次ꎬ 从试题命制、 考场安排、 监

考、 阅卷、 成绩汇总等各方面严格把关ꎬ 实行单人单桌ꎬ ３０ 人 １ 场ꎬ 密封卷ꎬ 两位教师监考ꎬ 电子

监控ꎬ 集体流水作业阅卷等ꎬ 切实严明了考纪考风ꎮ ２００９ 年始ꎬ 制定 «延川中学考试管理制度»ꎬ

狠抓考纪考风ꎬ 实行考场纪律与监考教师待遇挂钩ꎬ 收到前所未有的效果ꎮ

全国统一的 (３＋２) 考试ꎬ 分文理两科进行ꎮ 文科、 理科考生均考语文、 数学、 外语 (英语)ꎮ

文科另加文综合 (历史、 政治)ꎬ 理科另加理综合 (物理、 化学)ꎮ ２００２ 年始ꎬ 高考文理科考试又

变为分别加文综 (政治、 历史、 地理) 和理综 (物理、 化学、 生物)ꎮ 艺术类学校除参加文科考试

科目外ꎬ 另加艺术专业科目ꎻ 体育类学校除参加理科考试科目外ꎬ 另加体育专业科目ꎮ 凡参加高考

学生ꎬ 体育成绩均要求达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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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初由地区 (市) 教育局命题ꎬ 以县组织集中考试ꎬ 县组织流水作业阅卷ꎮ １９８５ 年始改为

地区统一流水作业阅卷ꎮ 考试科目有语文、 数学、 政治、 理化、 外语 (英语)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延川中学教学秩序逐步趋于稳定ꎬ 教学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渐次完善健全ꎬ 有

章可循ꎬ 为规范常规教学奠定了基础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列入县教育局常规教学试点学校ꎬ １９９５ 年初制

定出 «延川中学教学常规»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建立健全常规教学各项管理制度ꎬ 完善出台切实可行的 «延

川中学教学工作常规»ꎬ 共分 ８ 章 ６０ 条ꎬ 从教学计划、 备写教案、 课堂教学、 作业批改、 课外辅导

等环节上对教师教学工作提出明确细致要求ꎮ 次年始ꎬ 校长冯治军提出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

为主导、 训练为主线的 “三为主” 方针ꎬ 做到思想教育、 课堂教学、 作业批改、 考试制度 “四从

严” 要求ꎮ 从此ꎬ 各科任教师认真进行常规教学ꎬ 从下列各个环节开展工作ꎮ

教学计划　 每学期开学初ꎬ 学校和教学处认真制订本学期常规教学要求以及管理办法ꎮ 教学

处、 教科室 (２００４ 年) 及其教研组和所有任课教师作出本学期教学计划ꎮ 计划内容为: １ 教材和

学情分析ꎮ ２ 本学期达到的教学目标ꎮ ３ 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ꎬ 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措施ꎮ ４ 业

务学习、 研究及有关活动安排ꎮ ５ 以单元或章节拟定教学进度等ꎮ

备课　 备课包括备大纲、 备教材、 备学生、 备教法、 备学法ꎬ 写教案ꎬ 总结教后感ꎮ 任课教师

在课前深刻领会教学大纲精神ꎬ 以大纲为依据备课ꎮ 阅读、 钻研、 掌握并正确领会教材ꎬ 进行 “双

基” 排队ꎬ 分清主次ꎬ 把握重点、 难点ꎮ 了解学生ꎬ 使教学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ꎮ 对学生经常做调

查研究分析ꎬ 既考虑到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ꎬ 又能兼顾少数学生ꎮ 研究如何把知识传授给学生ꎬ 使

学生易懂、 易掌握ꎮ 不但要学会ꎬ 而且还要会学ꎬ 启发学生思维ꎬ 培养学生学习能力ꎮ 写教案力求

简明、 实用ꎬ 不搞材料搬家ꎬ 简繁程度以教学需要为标准ꎮ 新教师或新教材写详案ꎬ 老教师写略

案ꎬ 但不缺主要环节ꎮ 理化、 生物实验课另备实验教案ꎻ 作文课备作文教学教案ꎮ 教师没有教案不

上讲台授课ꎮ

上课　 上课作为教学的中心环节和基本形式ꎬ 集中反映教师的业务水平ꎮ 为此ꎬ 各科任教师

明确每堂课的教学目的ꎬ 体现教书育人思想ꎮ 既准确传授知识ꎬ 又注重学生品德陶冶、 智力开

发、 能力培养ꎬ 进度适当ꎮ 依据教学大纲、 教材要求和学生实际情况授课ꎮ 要突出重点ꎬ 突破难

点ꎬ 面向多数ꎬ 照顾两头ꎬ 灵活讲授ꎻ 因材施教ꎬ 体现学科特点ꎬ 启发思维ꎬ 倡导质疑解难ꎬ 精

讲多练ꎻ 当堂消化巩固ꎬ 落实 “双基”ꎬ 体现学校提出的 “三为主” 方针ꎮ 任课教师做到: 课堂

用语简洁生动ꎬ 力求用普通话ꎬ 以增强感染力ꎮ 在上好新课的前提下ꎬ 按单元、 章节指导复习

题ꎬ 引导学生系统地归纳知识ꎬ 不断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ꎮ 同课头教师按学校统一要求来统一授

课进度ꎮ

作业　 通过布置作业来巩固学生所学知识ꎬ 同时通过批改作业了解学生领会、 掌握知识的程

度ꎬ 及时发现教学漏洞ꎬ 改进教学方法ꎮ 任课教师布置作业量 (次数)ꎬ 数学、 外语每周 ３ 次 (每

学期 ５４~６０ 次)ꎬ 物理、 化学、 政治、 历史、 地理、 生物每周 ２ 次 (每学期 ３６ ~ ４０ 次)ꎬ 语文每学

期大作文 ８ 次、 小作文 ６ 次ꎮ 大作文和各科作业全部收交ꎬ 全批全改ꎮ 大作文要详批详改ꎬ 改出错

别字、 病句ꎬ 画出精彩语句ꎬ 有局批和总批ꎬ 并上好讲评课ꎬ 后来大作文批改一半ꎮ 其他作业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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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ꎬ 指出问题所在ꎬ 并对其共性进行讲评ꎮ 毕业班的科目和会考科目ꎬ 改作量适当增加ꎬ 视其复

习情况ꎬ 并入训练测试题加强讲解ꎮ 所有作业的批改均按序数推进法ꎬ 依次标出完成数目ꎮ

辅导　 辅导作为课堂的延伸、 补充和提高ꎮ 各任课教师因材施教ꎬ 答疑解惑ꎬ 了解学情ꎬ 促

进师生交流ꎮ 辅导以晚自习为主ꎬ 又讲究形式多样ꎬ 内容丰富ꎬ 或集中讲评作业中发现的典型问

题或做个别辅导ꎬ 让学生做训练题ꎬ 不提倡满堂灌ꎬ 注重实效ꎮ 注意尖子生的培养和对后进生的

帮助ꎮ

考核　 考试对提高教学质量起检查督促作用ꎮ 任课教师按要求抓三个方面: １ 课前提问评分ꎮ

了解学生预习及掌握知识情况ꎬ 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归纳知识的能力ꎮ ２ 章节、 单元小结测

试ꎮ 除音、 体、 美 ３ 科外ꎬ 其他学科均实行章节、 单元过关测试ꎬ 使学生获得知识不夹生ꎬ 能够完

全掌握ꎮ ３ 期中和期末考试ꎬ 根据学校的总体安排进行ꎮ 教师参与统一命题ꎬ 集中流水阅卷ꎬ 让学

生过好学期关ꎮ 为防止考试作弊现象ꎬ 学校先后制定出 «考试管理暂行规定» «学生考试违纪处理

办法» «学生考试守则» 等制度ꎬ 严肃考风、 考纪ꎮ 认真细致做好试卷质量分析ꎬ 有针对性地弥补

教学中的漏洞与失误ꎬ 提高教学质量ꎮ

总结　 在常规教学中ꎬ 任课教师在学期结束时ꎬ 进行较为全面的书面教学总结ꎮ 总结的内容

为: 本学期教学工作回顾、 取得主要成绩或教学中较深的体会、 存在的主要问题ꎬ 学期教学质量分

析ꎬ 下学期教学工作设想ꎬ 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ꎬ 达到新的目标ꎮ 总结统一送交教学处ꎬ 纳入教师

业务档案备查ꎮ

第四节　 教研教改

延川中学经常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ꎬ 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ꎬ 交流教学经验ꎬ 提高教育

质量ꎮ

教科研活动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学校初开创即成立文、 汉教研预备组ꎬ 首先在文学、 汉语教学中开

展教学研究活动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开学初ꎬ 成立语文教学研究组ꎬ 数学、 史地教学研究预备小组ꎬ 加强

同科教材研究ꎬ 开展自由听课ꎮ 语文教研组举行观摩教学 １ 次ꎬ 观摩了一年级 ３ 个班 ３ 位文学教师

所教的 “制造枪榴弹” 一课ꎬ 并对此进行评议ꎬ 总结出同课异教的各自优点与不足ꎬ 为改进文学课

的教学方法提供了依据ꎮ 学校进行期中教学检查和教学经验交流各 １ 次ꎮ

１９５９ 年春ꎬ 成立社教、 语文、 数理、 史地、 生物、 音图体教研组ꎬ 普遍开展同科教材研究ꎬ

同课由个别备课到集体研究ꎬ 而且加大了听课与观摩教学活动的力度ꎬ 组织 １７ 位教师分别在 １０

科进行 ２９ 节观摩教学ꎬ 每次观摩课结束后ꎬ 立即座谈总结ꎬ 探求教法ꎮ 该学期 ３ 位行政领导、

２７ 名老师共听课 ４０１ 次ꎬ 人均 １３ 次多ꎬ 最多者 ３９ 次ꎬ 最少的 ３ 次ꎮ 通过听课与观摩相互交流教

学经验ꎬ 总结探索新教法ꎮ 语文教研组创办 «朝阳» 教研刊ꎬ 出刊 ３ 期ꎮ 生物组开展实验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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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结合ꎬ 在实验基地种植一些实验作物ꎬ 所种南瓜比市场早吃 １０ 天ꎬ 还制造出 ４０ 多件泥

制、 纸制、 木制、 浸制生物标本ꎻ 史地组办史地墙报、 开 “历史” 晚会ꎻ 就连音图体组也进行

过 ２ 次文娱观摩教学ꎮ 后半学期ꎬ 以全校性、 教研组、 年级小组与科小组 ３ 种形式举行观摩教学

３３ 次ꎮ 全校性观摩ꎬ 由教导处与教研组共同主持ꎬ 纳入教导计划议程ꎬ 有目的有重点进行ꎬ 全

校教师参加ꎬ 以收示范教育作用ꎻ 教研组观摩ꎬ 由各教研组分别主持ꎬ 全组教师参加ꎬ 体现学科

教学特点ꎬ 提高教学水平ꎻ 年级小组观摩与科小组观摩ꎬ 同科同年级小组教师参加ꎬ 通过一人教

学ꎬ 体现集体研究精神ꎬ 改进教学方法ꎬ 这是最普遍的一种观摩教学ꎬ 几周内进行一次ꎮ 全学期

举行大小型观摩教学 ３３ 次ꎬ 其中语文 １１ 次 １１ 节ꎬ 数理 １０ 次 １０ 节ꎬ 史地 ３ 次 ３ 节ꎬ 生物 ２ 次 ２

节ꎬ 体音美 ３ 次 ３ 节ꎬ 政治 ４ 次 ４ 节ꎻ 全校性观摩 ７ 科 ９ 节ꎬ 其中张立初六〇级乙班语文 “松树

的风格”ꎬ 李柱贵高六二级化学ꎬ 刘勇义初六一级乙班政治、 王德智丙班劳动课ꎬ 曹国壁六二级

戊班历史ꎬ 刘润孝六一级己班美术等观摩课ꎬ 均受到延长县文卫局组织的 “全县中小学校长、 主

任参观团” 全体同志一致好评ꎮ 组织动员全体教师相互听课ꎬ 互相学习ꎬ 以收取长补短、 共同提

高之效ꎮ 全学期领导教师共听课 ５７７ 节ꎬ 人均 １８ 节多ꎬ 其中王德智听课 ３３ 节ꎬ 每周 ２ 节多ꎻ 刘

勇义、 梁金荣听课均在 １６ 节以上ꎮ

１９６１ 年前半年ꎬ 校领导分线分片狠抓教学工作ꎬ 领导指导各教研组广泛开展教研活动ꎬ 教师人

人拜师、 相互学习蔚然成风ꎬ 全学期个人听课 ３８４ 节ꎬ 其中领导听课有达到 ５０ 节者ꎬ 最少也在 ２０

节以上ꎻ 教师听课多在 ２０ 节以上ꎬ 王德智听课 ２３ 节ꎬ 高哲芳、 张季善各听课 ２１ 节ꎮ 各教研组举

行观摩课 １３ 次ꎬ 校观摩 ３ 次ꎬ 教研组联合观摩 ２ 次ꎮ 各教研组共出业务板报 ２０ 次ꎬ 教研活动搞得

轰轰烈烈ꎬ 有声有色ꎬ 成绩显著ꎮ 致使学生学习劲头十足ꎬ 发奋读书成为风气ꎬ 除学习正课外ꎬ 有

７８％的同学重视课外阅读ꎬ 增加知识面ꎮ 在 ７３６ 名学生中有 ５７７ 名到图书馆借书阅读ꎮ

１９６３ 年前半年ꎬ 除个人听课、 小组观摩外ꎬ 组织语文、 数学两门主要学科的大型观摩ꎬ 以

此探求改进教学方法ꎮ 第九周ꎬ 语文组举办 “语文作业展览会”ꎬ 展出内容有作文、 语文、 历

史、 地理作业和大字以及历史、 地理方面的挂图ꎮ １３ 周ꎬ 数理组举办 “数理化作业和生物标本

模型展览”ꎬ 内容包括习题的做法步骤和难题测验中ꎬ 学生的优秀作业及 ２００ 多件生物标本模型ꎮ

１５、 １６ 周又分别举办高、 初中毕业生 “化学展示会” 和 “物理展示会”ꎬ 运用各种图表 (包括

自制的 ３５ 张) 和全部理化仪器ꎬ 按照教材先后顺序一一进行了讲解演示ꎮ 高三学生还分组做了

一系列实验ꎮ 学生一致高兴地说: 这次展示比学一年理化收益还大ꎮ 展示会还组织其他各班学生

参观ꎬ 使这些学生对理化中各种实验内容有了初步了解ꎬ 启发他们学习理化的积极性ꎮ “六一”

举行全校性 “美术展览”ꎬ 共展出作品 ２１０ 件ꎬ 其中教师 ２０ 件ꎮ 后半年ꎬ 加强观摩教学ꎬ 注重观

摩教学质量ꎮ 理化教研组每次观摩教学都是这样进行的: 据教研组在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定教

材———教者找资料编写教案———组内讨论教案———试讲———座谈———再修改———观摩———评讲ꎮ

全学期以教研组组织观摩教学 ７ 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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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４－６　 １９６３ 年后半年观摩教学情况一览表

科　 别 教　 者 课　 题 课　 时

语文 李志学 师　 说 ２

三角 李化益 半角公式 １

几何 张　 扬 变量极限 １

化学 刘加里 习题课 ３

俄语 宋元洲 东方红 １

生物 张进生 复习题 ２

政治 贺　 璧 阶级和阶级斗争 １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导处

１９６６ 年ꎬ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ꎬ 学校正常的教科研活动停顿ꎮ １９６８ 年秋延川中学恢复招生ꎬ

受当时形势影响ꎬ “校革委会” 没有把教学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ꎬ 教科研活动仍处于停顿之中ꎮ

１９７２ 年ꎬ 经过 “批修整风”ꎬ 对文化课教学有所重视ꎮ 自上而下采取一些加强文化课教学、 提高教

育质量的措施ꎮ 各教研组每周进行一次业务活动ꎬ 每星期举行一两次观摩教学ꎬ 交流教学经验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学校开始更加重视文化课教学ꎬ 各教研组积极开展各项教研活动ꎬ 听课、 观摩教学进入正

常化ꎬ 进行教学经验交流ꎮ １９７４ 年ꎬ 学校开展 “批林批孔”、 批 “走后门” 运动ꎬ 且 “师道尊严”

亦遭到批判ꎬ 使刚刚步入正轨的教学工作又一次受到冲击ꎬ 教研活动被削弱ꎮ

１９７８ 年春ꎬ 各科教研组健全ꎬ 教科研活动逐步走上正轨ꎬ 始推行 “读、 议、 讲、 练” 结合的

教科研活动和教学经验交流ꎬ 以此提高教学质量ꎮ 秋ꎬ 学校开展公开课观摩活动ꎬ 先后听了李化益

物理、 刘加里化学和许瑞峰、 刘世斌、 王克继数学公开课ꎮ １９７９ 年ꎬ 以转变教育思想为主ꎬ 下大力

气抓 “双基” 教科研活动ꎬ 探索教学改革方法ꎮ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ꎬ 县教研室召开作文教学学习研究会ꎬ 提出 “读写结合、 创设情景、 从说到写”

作文教学方法ꎬ 提倡教师写 “下水作文” (教师为学生写范文)ꎮ ５ 月ꎬ 延川中学推选教师讲作文教

学公开汇报课ꎮ 后半年ꎬ 理化组除在初三进行了一次开发学生智力的观摩课外ꎬ 还举办了一次科技

晚会ꎬ 效果很好ꎬ 被县文教先代会特邀予以表演ꎬ «延安报» 对此进行了专题报导ꎮ 政史组在历史

教学中也初步尝试了开发学生智力的观摩教学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延川中学英语教师王怀庄所讲的高二英语

优质课获县中教赛讲二等奖ꎮ １９８９ 年上学期ꎬ 各教研组召开教研会议 ５６ 次ꎬ 平均每组 ７ 次ꎻ 下学

期ꎬ 召开各教研组教研会议 ３２ 次ꎮ 全年教研组和教学处共组织各种类型观摩课 ２０ 余次ꎮ 音体美教

研组组长张春阳因教研活动搞得出色ꎬ 被评为县教育系统优秀教研组长ꎮ 同时ꎬ 设立教研论文奖ꎬ

激励教师撰写论文 １４４ 篇ꎬ 评出校级优秀论文 ６ 篇ꎬ 被社会刊物登载 １ 篇ꎮ 从此ꎬ 激发了广大教师

开展教科研活动的积极性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川中学教师李进才出席陕西省教研工作会议ꎬ 作了题为 «化学总复习深化 “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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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 的经验交流ꎮ １９９５ 年上学期ꎬ 全校教师观摩了高静、 李秀玲的两节优质课ꎬ 下学期学习

研究北京 １０１ 中学 “深挖教材ꎬ 双基过关和大剂量训练、 培养能力ꎬ 把到高三才开始的训练从高一

起就进行” 的经验ꎬ 确立以高一化学、 语文、 外语为教研试点ꎬ 分别举行了观摩教学ꎬ 并在日常教

学中具体实践ꎬ 加以推广ꎮ 白建雄、 张杰教研论文曾于上海、 西安举办的研讨会上交流并获奖ꎮ 同

时按照县教研室安排ꎬ 开展每位教师讲好一节课活动ꎬ 借以加强教师间的教学经验交流ꎬ 达到大练

兵之目的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下旬 (１２ 周星期三、 四)ꎬ 延安地区教研室带队ꎬ 北 ７ 县中学领导参加的地

区优质课评比检查团来校展开工作ꎬ 对贺江海等 ８ 位教师所讲的课作出肯定性评价ꎮ

１９９６ 年后半年ꎬ 继续开展全校性课堂教学 “大练兵” 活动ꎬ 以教研组为单位ꎬ 人人上讲台ꎬ

个个当评委ꎬ 最后推荐出张新梅、 任振邦为全校教师上示范观摩课ꎮ １９９７ 年前半年ꎬ 教学竞赛大练

兵活动ꎬ 评选出王小荣、 裴邵林参加县教研室举行的全县赛讲活动ꎮ 同时ꎬ 组织马春梅、 冯爱玲、

袁建设、 冯彦亮、 刘建辉 ５ 位教师为本教研组作高考专题讲座ꎮ １９９８ 年前半年ꎬ 全校教学竞赛大练

兵活动ꎬ 推选出张新梅、 白冬梅、 刘向红、 赵鸣参加全县赛讲ꎬ 其中白冬梅、 刘向红被县教育局

教研室推选参加延安市赛讲活动ꎮ 后半年有王庆、 白国宝、 李亮艳为全校作示范观摩教学ꎮ

２０００ 年前半年ꎬ 在初一物理、 语文学科中举行示范公开课ꎬ 初一数学、 初二语文举行转转课ꎬ

观摩了毕业班所有老师的复习汇报课ꎮ 全年组织常规教学示范公开课 ４ 次ꎬ 转转课 ３ 次ꎬ ７ 名新教

师统一安排了汇报课ꎬ 认真反复评课ꎬ 高标准严要求ꎬ 吹毛求疵地找问题ꎬ 指导新教师应如何进行

双基教学ꎮ 同时对汇报课未过关的初一语文教师侯永锋、 高一化学教师韩卫军经过一段指导和锻炼

后ꎬ 又听了他们的提高课ꎬ 直至过关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举行全校性观摩教学活动 ６ 次ꎬ 江阴支教老师吴伟

国先后作示范教学 ２ 次ꎮ 王庆、 马春梅、 贺永玲、 孙玉婷分别作语文、 历史、 英语、 数学示范教

学ꎮ 是年 ９ 月提出立足校本ꎬ 开展校本教研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成立教科室ꎬ ３ 月创办 «教研动态»ꎬ 内

设 “教育管理” “教师论坛” “教法研究” “教材研究” “学校新闻” 等栏目ꎮ 该学期ꎬ 学校派 ６ 名

骨干教师到西安观摩新课标名师展示课ꎬ 听取全国名师关于新课标理念讲座报告ꎮ １０ 月ꎬ 王庆、 王

青山到西安参加 “新课标全国名师精品课展示暨报告会”ꎬ 回校承担全校性新课标示范课ꎮ 同月ꎬ

派冯世雄去江苏江阴南菁高级中学学习两个月ꎬ 回校后展示了一堂示范课ꎮ 同时ꎬ 教科室组织语文

组教师白延林、 英语组冯勰新课标示范课ꎮ 各教研组组织新课标观摩活动ꎬ 为新课标改革提供研究

依据ꎮ

２００５ 年ꎬ 要求每位教师每学期至少写一篇教研论文ꎬ 定期出版ꎮ 并承担省级教研课题 «新课

标与多媒体教学研究»ꎬ 走在了全市同类学校前列ꎮ 全年参加省、 市、 县各级组织的学科业务竞赛

活动 ３０ 人次ꎬ 其中高春卫获全省中学物理教学改革创新评比二等奖ꎬ 刘宝生获延安市创新教学大

赛一等奖ꎮ 王建宏 «试论新课标对教师的挑战» 获全国第七届论文大赛一等奖ꎬ 被编入 «教师

报»ꎮ 翌年ꎬ 科研兴校ꎬ 已被广大教师所认同ꎬ 并深入人心ꎮ 学校 ２００５ 年申报的 «新课标与多媒体

教学研究» «在实践中学习———以延川旅游资源调查为例» 省级课题已取得初步成果ꎮ １１ 月ꎬ 学校

又确立省级课题 «新课程理念下的师生关系的研究»ꎮ 全年参加省、 市、 县各级组织的学科业务竞

赛活动 ２０ 人次ꎬ 其中王庆、 李维雄在市级评教赛讲中分别荣获二、 三等奖ꎬ 李维雄在陕西省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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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学数学青年教师优秀课评比与观摩活动中荣获二等奖ꎮ 王小军、 白东艳、 刘文光论文均获市级

一等奖ꎬ 刘文华撰写的论文获市级三等奖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建立听课常规管理制度ꎬ 落实全员听课制度ꎬ 学校将 ５、 ６ 月定为 “听课月”ꎬ 实行

全校性课堂教学开放月活动ꎬ 使课堂教学开放常态化ꎬ 大大方便了教师间相互听课评课ꎬ 促进了教

师间的研讨交流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ꎬ 教师所撰写的论文有 ９ 人次获省级奖ꎬ ４５ 人次获市级奖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通过集体备课、 上研究课、 案例研究、 反思总结等教研活动ꎬ 解决了课改中遇到的疑难问题ꎬ

促进了教师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教学行为的改革ꎮ 校本研究至此已结出硕果ꎬ 开发出 ３２ 种校本教材ꎬ

十余种已投入教学中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在大会议室举办首届教法研讨会ꎬ 白延林、 李维雄作交

流发言ꎮ 同日ꎬ 白国宝主持ꎬ 高保卫、 梅青俊、 王青山、 惠竹琴、 任海莹、 韩高峰参加的首次省级

课题 «在实践与活动中学习———以延川旅游资源调查为例 (ＳＴＫ２００４６８) »ꎬ 经专家组评议ꎬ 陕西

省教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ꎬ 通过鉴定验收结题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杨永红主持ꎬ 郭晓艳、 贺永玲、 董秋燕参加的国家级课题 «打好 “双基”ꎬ

克服 “两级” 分化 (ＴＴＷＹＺＤ２００１００８) » 结题ꎮ 是年ꎬ 以各年级组为主研阵地ꎬ 全员教师主动参

与ꎬ 以 “学案” 研究为突破口ꎬ 以 “评教赛讲” 为展示载体ꎬ 研究各年级各科的课堂教学ꎮ 积极

提倡同级同课头教师提前一周讨论备写学案和教学设计ꎬ 采取相互听课、 评课ꎬ 进行 “同课异教”

授课活动ꎬ 形成 “课例” 研究成果ꎬ 提高了教师教学业务水平ꎮ 并通过 “评教赛讲” 竞赛推出新

课程教学标兵ꎬ 前学期教学标兵有艾巧巧、 白江平、 李慧雄、 韩宝林、 张丽萍 ５ 位ꎮ 同时结题上学

期立项的微型课题 ２１ 个ꎬ 占 ２７ 个立项课题的 ７７ ７８％ꎻ ２０１０ 届学生修习校本课程已达 ４ 学分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各教研组至少有 ３ 个以上研究课题ꎬ 开发一部校本教材ꎬ 一个课改课例研究ꎬ 一个课外研

究性活动内容ꎮ 把课题落实到人ꎬ 做到人人有课题ꎬ 周周有活动ꎬ 使教学研究活动得到扎实有效的

开展ꎮ ２０１２ 年ꎬ 继省级课题 “新课程与多媒体教学研究” 和国家级课题 “英语 ‘四位一体’ 教学

法” 顺利结题后ꎬ 学校两项省级课题ꎬ 即 “大班额条件下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优化的研究”

“多媒体条件下生物教学的有效性研究” 立项并展开研究ꎬ 各项课题均在教科室备案ꎬ 参与率达

１０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开展 “教、 学、 研” 三者互动活动ꎬ 组织观摩课、 公开示范课ꎬ 进行课堂教研活

动ꎻ 加强教研理论学习ꎬ 开展教科研活动ꎬ 申报立项国家级课题 ５ 个ꎮ

教学方法改革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学校初创就十分注重教学方法探求ꎬ 确立 “发挥全部ꎬ 突出重

点” 向 ４５ 分钟要教学质量ꎬ 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不应拘泥于一格ꎬ 要各施其长ꎬ 各鸣其鸣ꎬ 相

互学习交流ꎬ 既教又导ꎬ 不断改进教法ꎬ 达到教书育人之目的ꎮ 要求教师课堂发挥主导作用ꎬ 启发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独立思维能力ꎬ 将知识学会学活ꎬ 达到正真理解ꎮ １９５７ 年始ꎬ 注重直观教学ꎬ

启发学生思维能力ꎮ 汉语教师王丁钰教语音重视发音部位和方法讲授ꎬ 给学生做示范发音ꎬ 带领同

学反复练习ꎬ 收效显著ꎻ 算术教师王西林制作两分速变器、 圆柱、 简单测流器等教具ꎬ 进行直观教

学ꎬ 使学生易学易会ꎬ 取得很好教学效果ꎮ 地理课讲完大气一章后ꎬ 组织学生进行天气观察和记

录ꎬ 带领学生参观水文站一切设备ꎬ 邀请负责同志讲解水文天气观摩知识和使用仪器技能ꎬ 不但扩

大了学生的知识领域ꎬ 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语文教研组探究出根据文学作品特点处理教材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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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教学方法的思路ꎬ 文学教师王丁钰讲授 “在烈日和暴雨下” 一课时ꎬ 采取以讲述法为主ꎬ 适当结

合谈话法进行ꎮ 据其作品特点着重讲述景物———烈日和暴雨ꎬ 使学生强烈感受到暑气逼人与暴雨如

注的情景ꎬ 接着分析祥子在烈日与暴雨下的痛苦挣扎ꎬ 再以谈话法揭示课文本质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ꎬ 成立教学改革委员会ꎬ 结合整风补课首先着重批判教书不教人ꎬ 教学脱离政治、

脱离生产、 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ꎬ 然后从两方面进行改革ꎮ 一是各教研组根据提高质量原

则ꎬ 写编教材、 编写方案ꎬ 并据生产需要开设工厂劳动技术课ꎻ 二是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摸底ꎬ 改

进教法ꎬ 要求立竿见影ꎬ 迅速提高学生学习成绩ꎮ 数学教研组为摸清算术教学实际和在生产中的应

用ꎬ 访问小学和商店ꎻ 生物组教师为教好羊的饲养ꎬ 走访奶羊厂ꎬ 并有意识让有养羊经验的学生登

台讲课ꎻ 数学组为克服报告式教学组织讨论课ꎻ 语文组结合实际编写应用文公布出来ꎬ 征求学生意

见ꎮ 为贯彻厚今薄古、 讲古为今服务ꎬ 厂史课组织学生作专题准备进行课堂报告ꎮ 该学期各教师共

写教材方案 １４ 篇、 专题总结 ２０ 份ꎻ 征求学生教改意见 １０００ 条ꎮ 至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ꎬ 社会主义教育课

曾采用鸣放辩论、 讲解参观和实际活动相结合ꎻ 讲课前开鸣放会ꎬ 讲解后开讨论会ꎻ 鸣放辩论ꎬ 讲

解总结ꎻ 讲授结合讨论ꎻ 学完一个单元ꎬ 学生写心得感想等教学方法ꎮ ８ 月ꎬ 改以往报告式、 注入

式教学为启发式ꎬ 推广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总结的 “精讲多练” 教学法ꎬ 加强课堂上的成绩考

察与提问ꎬ 基本达到所讲内容当堂消化、 当堂巩固目的ꎮ 同时ꎬ 注重教学与实际结合ꎬ 采用现场或

直观方法进行教学ꎮ 生物课在教 “狗的内脏” 时ꎬ 教研组长耿邦杰与程艮虎、 樊秀荣、 苏世荣等解

剖白狗一只ꎬ 进行现场教学ꎮ 此外ꎬ 制作模型标本 ３５ 件用于直观教学ꎮ 史地教研组组长梁金荣与

全体地理教师为教好自然地理ꎬ 利用废物和较简单的仪器开辟简易气象台ꎬ 有百叶箱、 量筒和风向

器装备ꎮ 此外ꎬ 还创制 “学校模型图” “台湾地形图” 等直观教具 １２ 件ꎮ 语文教学中除结合学生

思想实际与当地和本校生动事例进行教学外ꎬ 创制教具 １６ 件ꎮ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始ꎬ 遵照党中央提出的 “适当缩短年限ꎬ 适当提高程度ꎬ 适当控制学时ꎬ 适当增加

劳动” 的精神ꎬ 结合学校实际ꎬ 确立 “边摸索、 边进展、 边总结、 边巩固、 边提高、 边发展” 的

方针ꎬ 分酝酿准备、 重点试验与总结经验、 发展提高、 全面总结 ４ 个阶段进行ꎮ 首先组织全体教师

学习 “教学必须改革” “积极开展教学改革运动” 和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小学教学经验ꎬ 并结合学校

教学情况组织鸣放辩论ꎬ 统一认识ꎬ 明确方向ꎬ 为教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ꎮ 各教研组根据业务性

质分别组织学习各地教改经验ꎮ 语文组学习南京师范附中语文教研组介绍的 “精讲多练ꎬ 多看、 多

读、 多写”ꎬ 数学教研组学习 “革新教法ꎬ 提高数学教学质量”ꎬ 理化教研组学习 “集中观察ꎬ 集

中讲授ꎬ 集中学习”ꎮ 检查学校教学上存在的少、 慢、 差、 费现象ꎬ 逐步摸索出多、 快、 好、 省的

途径ꎬ 决定在语文、 数学、 物理 ３ 科分别由王德智、 高哲芳、 李柱贵承担尝试教学改革课ꎮ 王德智

讲授初一年级古典诗歌 «石壕吏» 和政论文 «高尚的品质ꎬ 光辉的榜样»ꎬ 按照原教法ꎬ 前者需两

课时ꎬ 后者最少两课时ꎮ 王德智采用新教法ꎬ 前者仅用一课时ꎻ 后者用一课时 “集中讲解”ꎬ 一课

时 “集中练习” 授完ꎮ 且经测试ꎬ 教学效果很好ꎮ 高哲芳讲授初一年级几何 «三角形和三角形的

内角和»ꎬ 其中包括三角形定义ꎬ 三角形分类ꎬ 三角形内角和ꎬ 三角形中角与边的关系ꎬ 三角形主

要线段 (高线、 中线、 角的平分线)ꎮ 原教法需 ６~７ 课时ꎬ 教改后的教学大纲商定为 ４ 节ꎮ 高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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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理教材ꎬ 打乱原教材次序ꎬ 按照角边等关系系统归类ꎬ 紧密结合生产ꎬ 充分运用直观教具ꎬ

只用一节课集中讲ꎬ 一节课集中练讲完ꎬ 结果成绩很好ꎮ 高哲芳从学生经常接触的实际事物桥梁、

井架出发ꎬ 逐渐引入抽象的概念ꎬ 并使数形结合、 知识归类ꎬ 便于学生理解记忆ꎮ 李柱贵讲授初三

年级物理 «电流定律» １ 章 １９ 课时教材ꎬ 仅用 ７ 课时处理ꎬ 并在原教材基础上增加许多现代实用

知识ꎬ 如导体联法、 电路计算、 电压损失、 电池组、 保险丝选择及简单电路安装和修护ꎮ 李柱贵打

乱原教材编排体系ꎬ 精简重点繁琐的部分ꎬ 增加电路安装和保护等实用知识ꎬ 大大节省了教学时

间ꎬ 提高了教学质量ꎮ

１９６１ 年ꎬ 教学改革注重教与学的辩证关系ꎬ 教学是双边关系ꎬ 需要师生共同努力、 协作配合ꎬ

你打拍子我唱歌合拍共奏ꎬ 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因此ꎬ 在改进教师教学方法的同时ꎬ 也要激

励学生改进学习方法ꎬ 启而不发ꎬ 问而不答必将重返一言堂、 注入式满堂灌的老路子ꎮ 该学期在教

育学生明确学习目的、 端正学习态度基础上ꎬ 注重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ꎮ 第六周ꎬ 在全体学生中广

泛开展学习经验交流会ꎮ 各班就班取材、 真人真事、 现身说法地交流学习经验ꎮ 首先初一年级召开

学习经验交流会ꎬ 各班学生代表参加ꎬ 畅谈学习心得ꎬ 揭开了全校同学交流学习经验的序幕ꎬ 有的

以年级开ꎬ 有的以班开ꎬ 座谈讨论ꎬ 效果良好ꎬ 使学生明白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活动、 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的过程ꎬ 教与学要密切配合ꎬ 老师与学生需共同努力ꎬ 有启必发ꎬ 有问必答ꎬ 课堂气氛活

跃ꎬ 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思维能力和勤学好问、 不懂就问的自觉学习态度ꎮ

１９６３ 年前半年ꎬ 加强实验教学和实习、 实践等活动ꎬ 使学生课堂所学理论能紧密与实践相结

合ꎮ 生物教师张进生配合教学开辟生物园地ꎬ 根据各班学生的授课内容开展各种生产活动ꎮ 高六五

级和初六三级进行玉米、 小麦胚乳无性杂交和玉米播种等ꎮ 其他各班均结合教学和课外活动进行洋

芋和番茄嫁接ꎬ 人工控制、 移植单株麦、 种植优种瓜和豇豆等ꎬ 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生产知识ꎮ 数学

组结合教学ꎬ 组织学生为学校划跑道ꎬ 制作了一些简单的测量仪器ꎮ 理化组充分利用学校理化仪器

加强每堂课的实验因素ꎮ 俄语组加强日常俄语会话ꎬ 并初步练习应用俄语作文ꎮ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ꎬ 毛泽

东发出 “五七” 指示ꎬ 要求学生 “不但要学文ꎬ 也要学工、 学农、 学军ꎬ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ꎬ 教

改中心转向落实这一指示ꎮ “文革” 前期ꎬ 延川中学教学改革停顿不前ꎬ 课堂教学多为报告式、 注

入式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县教研室恢复ꎬ 延川中学曾提出对课堂教学进行改革ꎬ 可不久便被接踵而至的 “批

林批孔” 和批 “师道尊严” 等政治运动所冲淡ꎬ 教学改革被扼杀在摇篮中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学校始着手

教学改革ꎬ 狠抓 “双基” 教学ꎬ 探求提高 “双基” 教学效果的方法ꎬ 推广 “精讲多练” 的启发式

教学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延川中学组织教师参加县教研室组织召开的中小学课堂教学讨论会和中学古文教

学、 电化教学等专题研讨会ꎮ

１９８１ 年下半年ꎬ 语文教研组分年级制定教改初步设想ꎬ 从改进课堂教授方法和改进对作文课的

指导入手ꎬ 开展语文教学改革尝试ꎮ 初三语文教师冯思聪在作文教学中ꎬ 改以往随意命题为以教材

为核心ꎬ 以大纲要求为目的ꎬ 围绕每一单元ꎬ 结合课文命题ꎬ 效果很好ꎬ 荣获延川县作文教学一等

奖ꎬ 其作文教学经验刊入县教研室所编的 «教研情况» １４ 期ꎻ 初一语文教师马延林将学生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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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写周记相结合进行ꎻ 高一语文教师贺江海要学生把写作文和写日记密切结合ꎬ 该学期所带班级学

生共写日记 ４５００ 余篇ꎮ 数学教研组尝试启发式教学ꎬ 诱导学生积极思维ꎬ 在高一组织的一堂三角

的积化和差的观摩课ꎬ 就采用的是这一教学方法ꎮ 讲授者除把四个公式并为三个公式讲外ꎬ 还用顺

口溜: “角数积能化和差ꎬ 计算化简常用它ꎮ 二分之一作系数ꎬ 差角在前和角后ꎮ 两余积为两余和ꎬ

两正积为两余差ꎮ 正余积为两正和ꎬ 差角积为被减数” 总结了记公式的办法ꎬ 收效很好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尝试 “黎世法六课型单元教学法” 改革ꎬ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川中学在初一试行北京

育才中学 “八字” 课堂教学法ꎬ 即读读、 议议、 讲讲、 练练ꎬ 培养学生读、 写、 听、 说、 练综合能

力ꎬ 教学效果良好ꎬ 并推广于全县ꎮ 英语初中部启发引导学生学习英语兴趣ꎬ 听说领先ꎬ 读写紧

跟ꎬ 加强语音、 语调训练ꎻ 高中部以做题、 阅读为重点ꎬ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ꎮ 均取得较好效果ꎬ 在

地区组织的英语竞赛中获总分第二名、 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ꎬ 受到延安地区教育局奖励ꎮ 数学、 化

学尝试启发式ꎬ 物理采取讨论式ꎬ 青少年修养运用趣味教学法ꎮ １９８９ 年确立 “目标教学” 课题研

究ꎬ 通过外出考察ꎬ 制定实施方案ꎬ 但由于教材不全而未能全面铺开ꎮ

１９９６ 年前半年ꎬ 教学改革始开展目标教学ꎬ 全校性目标教学观摩课观摩了冯海燕的数学、 贺志

萍的语文各一节ꎬ 为目标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示范ꎮ １９９８ 年后半年ꎬ 语文教研组进行 “说课”

改革教学ꎬ 并进入实践推广阶段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ꎬ 张新梅的说课说得好ꎬ 把要说的该说的都说清楚

了ꎬ 受到县教研室检查人员一致好评ꎮ

２００４ 年前半年ꎬ 以 “科研兴校ꎬ 教改兴教” 为宗旨ꎬ 开展新课标理念下课堂改革活动和课题

研究活动ꎬ 推广研究性学习模式ꎬ 使 “自主、 合作、 探究” 理念进入课堂ꎮ 语文组教师开展 «怎

样搞好阅读教学» 专题研究ꎬ 地理组教师开展 «如何因地制宜的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 专题

研究ꎮ 历史组开展 «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处理会考与高考的关系» 课题研究ꎮ 并引导学生开展 “小

课题研究”ꎮ 地理组干永亮组织 «黄河流域区域文化» 的研究性学习搞得较成功ꎬ 极大地带动了学

校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向前发展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加大力度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ꎬ 教师积极改

进教育教学方式ꎬ 以适应新课程实验的需要ꎬ 实现质的跨越ꎻ 学生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ꎬ 课堂成

了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ꎬ 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教学模式逐渐形成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举办四堂课改观摩课ꎬ

在教案检查、 新教师汇报课、 评教赛讲初赛的评价标准中ꎬ 贯穿课程改革理念ꎬ 促进 “知识与能

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 的实现与有机融合ꎬ 促进 “自助、 合作、 探究” 式学习得到

充分运用ꎮ 通过上述努力ꎬ 教师教学行为发生很大变化ꎬ 师生关系和谐互动ꎬ 创设情境引人入胜ꎬ

各种教学手段综合运用ꎬ 课程资源有效开发ꎬ 学生独立思考、 分组讨论、 实践活动等主观能动性充

分发挥ꎬ 学习成绩显著提高ꎮ 翌年ꎬ 加强骨干教研组和品牌学科建设ꎬ 完善校本教科研机制ꎬ 强化

立项课题管理与研究ꎬ 编写出一批新的精品校本教材ꎮ

２０１２ 年后学期ꎬ 学校提出 “三环节高效课堂” 新课程教学模式ꎬ 为此ꎬ 全体任课教师积极探

索以 “导学案” 为载体的课堂教学模式ꎬ 倡导学生自主学习ꎬ 打造高效课堂ꎮ 教学过程凸显重点、

难点、 易错点、 关键点ꎬ 坚持先学后教、 以学定教、 当堂训练、 达标检测ꎬ 突出以教师为主导、 学

生为主体、 发展思维为主线的课堂教学核心理念ꎬ 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ꎬ 取得较好成绩ꎮ 高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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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开展 “大班额下高校课堂的学案分层导学” 研究ꎬ 历史组、 语文组开展 “同题导构” 课ꎬ 进

一步探索适合学校学情的 “导———学———议———练” 教学模式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通过 “课堂带动ꎬ 科研

推动ꎬ 专业引领ꎬ 校本研修” 方式ꎬ 大力推进课堂改革力度ꎬ 坚持以教科研直接服务于教学的思

想ꎬ 以新课程教学设计和课堂教法改革为研究重点ꎬ 突出研究各学科各种类别的 “导学案———三环

式———高校课堂” 教学模式ꎬ 真正贯彻 “三维目标”ꎬ 落实 “自主、 探究、 合作” 的学习方法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教科室在大会议室举行教改反思交流会ꎬ 刘文华、 马驰、 郝艳峰、 白江平、 任

娜、 刘小军、 张风仙等作专题交流发言ꎬ 开展特色教学改革活动ꎮ 后半年在高二年级继续实施研究

性学习课程ꎬ 由学生选定研究课题ꎬ 在指导教师引导下开展研究性学习ꎬ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ꎮ

编号: ４－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 年延川中学教师获地 (市)、 省、 全国论文奖 (部分)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王　 洁 多听、 爱说、 会说、 多说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１９９９ １２

甄贵清
“绳子拉吊法” ———肩肘倒立保护与帮
助新法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４ ７

任海莹 地理教学应注意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５ ８　

王　 瑛 电磁振荡 二等奖 陕西省教科所 ２００５ ８

王　 瑛
一盏并不发光的灯———课堂提问与答
疑艺术

三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５ １０

刘宝生 在物理创新教学中的体会 一等奖 延安市教研室 ２００６ ７

王　 瑛 新课标下的教案与导入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２００６ ８

高海燕 歌唱的呼吸和运用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研中心 ２００７ ７　

刘海涛 如何培养学生英语写作能力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研中心 ２００７ ７　

王　 芳 浅谈中国民间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 一等奖 中华教育改革发展丛书编委会 ２００７ ７　

梅青俊 人文教育与有效历史教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社 ２００７ ８ ６　

李爱军 Ｔｈｅ ｎｅｃＫＬａｃｅ 一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刘随莲 工业的区位选择 一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刘海涛 Ｕｎｉｔ１４ Ｋｅａｄｊｎｇ 二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杨永红 Ｂｏｍ　 ｄｙｉｎｇ 二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刘富祥 高一英语 Ｕｎｉｔ４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任海莹 实施西气东输的原因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李　 敏 语法: 主谓一致 优秀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刘艳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Ｎｏｔｍｅ! 优秀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刘随莲 «工业的区位选择» 教学设计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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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冯　 勰 浅谈高中英语书面表达教学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马　 建 跨越学科、 激发兴趣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拓世焱 新课标要求下高一物理教学的反思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冯海卫 做一位好班主任最大的秘诀就是 “爱”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侯小军 小议生物教学中背景知识的穿插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刘爱玲 有效重力法在积累问题中的应用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刘　 琦 浅析原地推铅球几个主要过程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刘小军 新课改下政治课堂教学的思考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７ ８　

冯　 勰 浅谈高中英语书面表达教学 二等奖 延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０７ ９ ２１　

王培龙 发挥地理学科优势ꎬ 加强环保教育 一等奖 安康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２００７ ９　

王　 庆 高中语文现代文阅读教学点滴谈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０７ １１　

任海莹 “实施西气东输的原因” 教学设计 一等奖 «中国地理教学参考» 杂志社 ２００７ １２ ５　

白加毅 发展教育要从发展教师入手 一等奖
北京文理畅想文化教育研究
中心

２００７ １２　

白加毅 新课改下班主任应具有的新理念 一等奖 中华教育书库编委会 ２００７ １２　

王　 庆 高中语文现代文阅读教学点滴谈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７ １２　

袁　 颖 把握认知规律、 提高思维品质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７ １２　

韩卫军 关于等效平衡教学的思考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７ １２　

梅青俊 加强基础突击比较ꎬ 促其创新 一等奖 中央科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２００８ １　

马建霞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 “综合性学习” 一等奖
中央教科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
究部

２００８ １　

刘萍莉 弦线驻波演示实验的改进 一等奖 中学物理教学参考杂志社 ２００８ １　

王　 瑛 多功能平抛竖落仪 一等奖 中学物理教学参考杂志社 ２００８ １　

高华卫 新课程下对历史课堂的几点认识 一等奖 　 ２００８ ３　

刘福祥 学会猜词技巧　 提高阅读能力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新课堂教学研究
课题组

２００８ ５ ２８
　

李世宏 突破传统课堂教学的藩篱 一等奖
«教师报» 全国教师论文大赛办
公室

２００８ ６ ２０

冯军平 电磁振荡 二等奖 延安市教研室 ２００８ ６

冯军平 运动合成演示仪 二等奖 延安市教研室 ２００８ ６

张亚玲 高一学生如何学数学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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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文爱斌 让兴趣点燃课堂激情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７　

王青山 谈 «边城» 中的老船夫形象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７　

刘海涛 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施情感教学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室

２００８ ７　

冯军平
“热胀冷缩” 与 “冷胀热缩” 现象与
分子热能的微析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７

王培龙 新课程理念下的地理与人文学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７　

王青山 议论文如何叙述论据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７　

王青山 浅谈古诗教学中的中华文化传统教育 三等奖
中央教科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
究部

２００８ ８

杨永红
浅议新课标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
渗透

一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９　

王　 庆 借停顿读大意———诗歌教学初探 二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９　

拓世焱 弹簧问题的解决策略浅析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９

杨永红
论如何发挥备课组潜力ꎬ 提高课堂
效益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０８ ９　

刘文华 高考标点符号复习的几点尝试 一等奖
中央教科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
究部

２００８ １２　

孙玉婷
谈多媒体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辅助
作用

一等奖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德育
杂志社

２００８ １２　

白亮亮 信息技术教学的三新思考 一等奖 中国教育工作学会 ２００９ ２

刘颖蕊 我的教育故事———微观的价值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３　

李　 敏 课件、 课堂实录、 自制教具作品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３　

杨永红
论高中英语交际教学法的利与弊及改
进方法

一等奖 中国教育研究论坛编辑部 ２００９ ６ ５　

王培龙
王丽萍

研究性学习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二等奖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杂志社 ２００９ ６　

刘爱玲 浅谈新课程下的物理教学 一等奖 «科学教育家» 编辑部 ２００９ ６　

张馨翊 浅谈中学生物教学中观察能力的培养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７　

白东艳 理性关注教师心理健康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７　

冯军平 运动合成演示仪 三等奖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

２００９ ８　

艾巧巧
新课程背景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认识
与体会

一等奖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杂志社 ２００９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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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郝永飞 计算机网络攻击的方法及对策初探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０９ ９

刘艳清
重视高一英语难的问题ꎬ 做好初高中
英语教学的顺利衔接

一等奖 «文苑» 杂志社 ２００９ １１

杨随虎 高一物理教学中的台阶问题 二等奖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

２００９ １２　

杨永红 论高中英语交际教学法的利与弊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 １２　

拓世焱 弹簧问题的解决策略浅析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１２　

刘文华 高考标点符号复习的几点尝试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１２　

刘红艳 如何让学生对政治课感兴趣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１２　

刘建辉 中学英语系表结构知多少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１２　

王青山 浅谈古诗教学中的中华文化传统教育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１２　

马　 建 跨越学科、 激发兴趣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０９ １２　

李世宏 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 一等奖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等 ２０１０ １

拓世焱 我的教育故事 一等奖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３

李新杰
在化学教学中如何克服学生的厌学
心理

一等奖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３

刘随莲 是谁牵动着老师的喜怒哀乐 一等奖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３　

梅青俊 合作探究对话协商　 共创优质课堂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３

杨随虎 用爱心感化学生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３

王　 洁
多元智能理论对新课程英语教学的启
示和作用

一等奖 «中国教师论坛» 编辑部 ２０１０ ５

梅青俊 合作探究对话协商　 共创优质课堂 二等奖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
育发展中心

２０１０ ９

杨　 庆 英语教学中语感的培养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白加毅 推进新课改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 二等奖 陕西省教育论文大赛办公室 ２０１０ １２ １５

孙玉婷
谈多媒体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辅助
作用

一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王青山 新课改下提高学生写作水平途经初探 一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文光 更新观念、 解放思想、 投身新课改 一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罗卫平 新课改下高中英语阅读浅析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甄贵清 高一阳光伙伴跑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富祥
浅谈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英语阅读课
教学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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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刘艳清
浅谈高中英语教学中多媒体应用的利
与弊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艳清 ＭｏｄｕＬｅ６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艳清 多媒体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案例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白东艳 ＢｏｏＫ７ ＭｏｄｕＬｅ５ Ｅｔｈｎｉ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红艳
新课标下高中政治课教学如何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王培龙 走进新课改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高国强 浅议高中英语写作能力的培养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花　 蕊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高国强
花　 蕊

如何做学生喜欢的班主任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宝生 如何恰当利用多媒体来辅助物理教学 一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宝生 课堂实录 «静电与生活»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李新杰
浅谈新课程理念中创建以人为本的和
谐班集体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冯海卫 新课改中对生物教学的反思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小军 浅谈在政治教学中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杨　 琳 囚绿记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杨　 琳 «拟行路难 (其四) »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马建霞 让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会质疑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王　 媛
留心处处皆学问———回忆生活中的语
文大课堂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张建涛
在反思中前进、 在前进中探索———小
议新课改下的历史教学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彩娥
新课改下高中语文朗读教学形式———
新课改下课堂教学模式初探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张晓琳 新课改之我见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白宝颖 落后地区作文教学思考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白江平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罗建国 如何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杨　 庆 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感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吕德伟 高中数学新课改背景下的启示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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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吕　 涛
对化学教学中如何克服学生厌学心理
的探讨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王海涛 新课程改革下教师的角色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杨　 琳 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点反思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王　 庆 学习选取立论的角度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李世宏 如何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刘　 妮 高一英语新课标课堂教学反思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贺维杰 新课程改革的心得体会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冯军平 有错就改———物理复习方法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王丽萍 新课程改革下的地理教学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孙金卫 自主合作教学模式初探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贺海宁
杨　 静

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题解题技法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贺海宁 «虞美人»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郝永飞
多媒体教学过程中交互式电子白板
使用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王　 庆 浅谈语文多媒体课堂教学的利与弊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张莉萍
新课改、 新理念、 新教法———浅析新
课标下的历史课堂教学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冯世雄 对学生的教育要有足够的耐心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１ ３

白亮亮
信息技术课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学会 ２０１１ ３

王　 瑛 透析库仑定律 一等奖 «当代中学生报» 编辑部 ２０１１ ７

高春卫 比例常数及其物理意义 一等奖 «教育科研» 杂志社编辑部 ２０１１ ７

高春卫 谈物理教学中的 “教” 与 “学” 一等奖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 ２０１１ ８ ２９

罗建国 定语从句的授课新方法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１１ ９

张永红 踏实做老师　 廉洁育英才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１１ ９

薛碧荣 高中生物教学中问题情境透析 一等奖 ２０１１ ９

高国强
花　 蕊

班主任的协调艺术 一等奖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研究中心等 ２０１２ ４

高国强
花　 蕊

感悟班主任工作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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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张红梅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高中生物教学中
应用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刘文华 «锦瑟» 课例研究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张永红 永不 “褪色” 的红二十五军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文爱斌 新课程改革高中地理教学体会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刘　 鹤 运用时间线学习虚拟语气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贺海宁 高中班务工作感悟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杨　 静 语文教学过程中的想象力培养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刘小军 听高金英、 丁蓉两位专家讲座有感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罗晓平
如何培养中学生设计化学实验方案的
能力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白春春 浅析延川县中学体育发展现状与对策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魏　 湛 如何全面复习高中生物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高国强 浅议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乔　 卉 浅谈高中政治教学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２ ７

邹汉峰 走进新课程中的几点反思 一等奖 小作家选刊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０

邹汉峰 研究高考反思教学 一等奖 小作家选刊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０

花　 蕊 用生物教学助推生态建设 一等奖 «科学导报科学教育» 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２

高国强 我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观 一等奖 «科学导报科学教育» 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２　

花　 蕊
高国强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ꎬ 实现课堂教学效
益最大化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９ １４

邓宝林 英语单词听写心得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９ １４

高旺旺 中学生设计化学实验方案的能力培养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９ １４

魏　 湛
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有效参与的几点
体会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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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卫 高中生物课堂有效教学的策略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５　

高艳峰
如何提高高中生物课堂有效教学的一
点体会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５

冯军平 浅谈高一物理教学中的台阶问题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５　

罗晓平
如何培养中学生设计化学实验方案的
能力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５

高春卫 比与比例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１５

马海军
浅谈高三历史课的教学与复习 一等奖 «读写算» 杂志社教育教学研究

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文爱斌 新课改下如何增强高中地理课堂活力 一等奖
«读写算» 杂志社教育教学研究
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９

杨永红
大班额条件下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与英
语阅读课的互补性探究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９

冯世雄 谈我对新课改的几点看法 一等奖 «教育学文摘» 发表 ２０１２ ９

马　 建
优质课 «中国共产党执政: 历史和人
民的选择»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２ ９

冯世雄 新课改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朗读能力 一等奖 «读写算» 发表 ２０１２ ９

白亮亮 谱写信息教学乐章ꎬ 放飞理想翅膀 优秀奖 中国国际教育学会 ２０１２ ９

马海军 论现代多媒体技术与历史教育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１０ ８

艾巧巧 新课改下如何提高政治教学质量 一等奖 课程教育研究杂志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１０ ９

白江平 怎样才能上好一节数学课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５

冯军平 知 “错” 就改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５

薛碧荣 高中生物教学中问题情境透析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５

冯海卫 生物教学中 “巧” 用小资料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５

邹汉峰 初高中衔接从观念开始 一等奖 网络导报社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８

马海军
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探
究与实践

一等奖 «新课程» 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５

李　 敏 建设活跃、 创新、 合作的新课堂 一等奖 «课程教育研究» 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１　

高艳峰 如何巧妙应用生物探究性实验 一等奖 华夏出版社课外阅读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１１ １５

刘文华 我的家乡———明天更闪耀 优秀奖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 １１

高永华 浅谈中学物理教学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 ２０１２ １２ ２５

王　 瑛 “圆周运动案例分析” 教学设计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陕西师范大学
«中学物理教学参考» 编辑部

２０１２ １２

２２１



第四章　 教学育人 　


续表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甄贵清 集体绑腿合作跑 二等奖
陕西省教育厅、 教育工 会 委
员会

２０１３ １ １７

刘文华 在情境中开展阅读活动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１ ２５

贺海宁 汉语言文学阅读教学中的想象力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１ ２５

白东艳 新课程理念下的高中英语教学 一等奖
«读写算» 杂志社教育教学研究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２

王　 瑛 科普法颁布十年有感 一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探索
学刊»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２

任　 娜 如何上好一节公开课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１３ ３

杨　 琳 «涉江采芙蓉» 实录及反思 二等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教
学参考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４ １

乔　 卉
评价在小组有效合作学习中的重要
意义

二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４ ３

艾巧巧 浅谈中学政治教学 一等奖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４ ５

翟纲要 浅论新课程改革下的物理教学 一等奖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４ ５

董秋燕 浅谈英语有效课堂活动 一等奖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４ ５

吕　 涛 新课标理念下的高中化学教学反思 一等奖 «课外阅读»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４ １５

刘海涛 浅谈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学案的运用 一等奖 «课外阅读»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４ １５

袁文学 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基本策略 一等奖 «课外阅读»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４ １５

刘红艳 让学生爱上政治课 一等奖 中国国际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４ ３０

董秋燕 浅议高中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交际 一等奖
«课程教育研究» 杂志社教师教
学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４

刘海涛 浅谈高中英语合作学习模式探索 一等奖
«课程教育研究» 杂志社教师教
学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４

杨永红
浅析新课标背景下英语导学案使用过
程中的利弊及改进措施

一等奖
«课程教育研究» 杂志社教师教
学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４

高永华
浅谈新课标下人文精神在物理教学中
的应用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５ ２

艾巧巧 高中政治教学案例反思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５ ２

刘红艳 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探索与研究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５ １６

刘红艳 教案 «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一等奖 中国中小学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５

刘艳清
浅谈高中英语教学中多媒体应用的利
与弊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５

杨　 琳 涉江采芙蓉 (课堂实录)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３ ５

３２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马　 建 巧用 “导学案” 突破重难疑点 一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课教
学» 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７

刘艳清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高中英语教学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７

杨　 琳 春天里 一等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
业委员会

２０１３ ７

李卫香 新课改下的作文讲评课试探 一等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
业委员会

２０１３ ７

王青山 仿写句子答题技巧初探 二等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
业委员会

２０１３ ７

王　 瑛
“电磁场理论引发的怪异问题” 教学
赏析

一等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物
理教学参考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８ １５

李世宏 如何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效果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高同强 如何快乐学英语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冯海卫
以 “反思教学” 促进 “有效教学”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李高平 浅谈新课标下的教材开发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李维雄 课改下高中数学教学反思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刘　 炜 浅谈教学中的情感应用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马　 驰 让语文课堂的幽默充满理趣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李　 昕 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白延林 浅析汉语言文学的语文教学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白　 燕 浅谈学生学习物理的方法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马　 驰 认识自己ꎬ 引导学生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刘富祥
高中英语省略句用法归纳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乔　 卉 小组有效合作学习之我见 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

２０１３ ８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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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王　 瑛
都是 “光速追光惹的祸” ———电磁场
理论引发的怪异问题教学赏析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８

马　 建 教学设计 «文化创新的途径»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９

李　 敏 坚持英语语篇教学 一等奖 «课外阅读»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９

刘爱玲 物理困难生的心理障碍及对策 一等奖 «课外阅读»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９

李爱军 浅议如何提高英语课堂效果 一等奖 «课外阅读»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９

刘红艳 认识运动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９

乔　 卉 民主监督: 守望公共家园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９

刘红艳 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二等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教
学参考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１０

王培龙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现状及治理 一等奖 «东方教育» 编辑部 ２０１３ １１

李　 敏
李爱军

我的教育故事 一等奖 江西 «都市家教» 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４

马　 建
“导学案” 在高中数学政治课分层教学
中的应用

一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课研
究» 杂志社

２０１３ １２

马　 建
大班额条件下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
式优化研究

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 １２

李卫香 浅谈新课改下语文基础知识的落实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会 ２０１３ １２

郝永飞 文件的下载 二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２０１３ １２

郝艳峰 走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之路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会 ２０１３ １２

任艳梅
浅谈如何加强特长生文化课学习ꎬ 培
养特长生素质教育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２

甄贵清 优质教学实录 «快乐合作跑» 一等奖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重点科研
课题 «教学多样化与素质教育»
课题组

２０１３ １２

李维雄 浅谈如何构建高中数学高效课堂 一等奖 读与写杂志编辑部 ２０１４ １ ５　

冯光泽
浅谈初中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问题的
认识

一等奖 读与写杂志编辑部 ２０１４ ２ ５　

王丽萍
高中地理教学中学生地图应用能力的
培养

一等奖 «东方教育» 编辑部 ２０１４ ２

乔　 卉 巧妙设计导学案构建高效课堂 一等奖 «中学生导报» 杂志社 ２０１４ ３ １３

刘爱玲
大班额条件下新课程理念在高中探究
性实验中的教学研究

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１４ ３

刘　 朋 高中数学习题课立体教学模式探究 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２０１４ ３　

５２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李维雄 数学学习最佳心态的构成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继续教育培训中
心中小学教育编辑部

２０１４ ４

李维雄 浅谈学生创造性学习习惯的培养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 «基础教育课程»
编辑部

２０１４ ５

张红梅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
应用

　 　 延安市教育学会 ２０１４ ７

任艳梅 音乐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等奖 　 ２０１５ ９

郝永飞
白亮亮

文件的下载 一等奖 ２０１５ １１

郝永飞 浅谈多媒体教学的利与弊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５ １１

白亮亮 表格信息的加工 三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５ １１

常来琦 对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等奖 ２０１５ ９

常来琦 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二等奖 ２０１５ ９

郭小刚 研究离心现象及其应用 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５ １１

郭小刚 探究加速度与力、 质量的关系 一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５ １１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科研室

编号: ４－８　 延川中学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市级以上科研课题结题情况统计表

课题名称 类型 主持人 立项时间 结题时间

高中地理教学中地图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探索 市级 梁延林 ２０１１ ５ ２０１３ ７

大班额条件下化学演示实验有效教学模式 市级 吕　 涛 ２０１２ ８ ２０１３ ８

«物理教学中教师教学方式与学生学习方式实践研究» 市级 王　 瑛 ２０１２ ７ ２０１３ ７

«高中政治课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研究» 市级 刘红艳 ２０１２ ７ ２０１３ １２

«提高高中语文早读课效果的实践研究» 市级 贺海宁 ２０１２ ７ ２０１３ １２

«高中数学习题课立体教学模式探究» 市级 李维雄 ２０１２ ７ ２０１３ １２

«探究大班额下高中物理实验教学» 市级 拓世焱 ２０１２ ７ ２０１３ １２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自主、 探究、 合作学习策略研究» 省级 白国宝 ２０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４ ９

«大班额条件下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优化的研究» 省级 刘文华 ２０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３ １２

探究性教学方式在语文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省级 王青发 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０１５ ６

高中政治教师思想政治新课程适应状况研究 国家级 刘红艳 ２０１２ ７ ２０１４ ７

«高中数学教学及数学应用习惯的培养研究» 国家级 张艳峰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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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题名称 类型 主持人 立项时间 结题时间

«阅读习惯的养成与写作能力的提高» 国家级 郝艳峰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改革高中物理实验课教学ꎬ 激起学生发明创造欲望» 国家级 拓世焱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 «因材施教、 特长特教促成才» 国家级 甄贵清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生物课堂教学改革的实验研究» 国家级 花　 蕊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历史学科渗透德育教育的目标、 内容、 方式、 方法» 国家级 高华卫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中学英语兴趣教学的探究» 国家级 罗建国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以化学知识为基础开展环境调查活动ꎬ 培养环境保护意识» 国家级 王海涛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英语阅读策略教学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研究» 国家级 李爱军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９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科研室

编号: ４－９　 延川中学 «多样化教学与素质教育» 课题研究成果统计表

姓　 名 科　 目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获奖等次

花　 蕊 生物

论文 «对生物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 １

体会 «新课改下高中生物教学体会» ２

课件 «生态系统的结构» ２

呼晓伟 生物

体会 «生物新课程改革心得体会» ２

论文 «谈谈新课程改革中的生物教学» ２

教学设计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１

白国宝 生物

体会 «在课题研究中的一点体会» ２

课件 «生物遗传规律归纳判断与试题解题方法» １

论文 «从视导课 “讲评” 引发的思考» ２

刘　 宝 生物

论文 «浅谈高中新课改生物有效性课堂教学» ２

课件 «基因工程及其应用» １

体会 «高中新课改教学心得体会» ２

教学设计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３

侯小军 生物

课件 «种群的特征» １

论文 «浅谈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计算» ３

教学设计 «自然选择对基因频率的影响» ２

薛碧荣 生物

课件 «免疫失调与人类健康» １

论文 «高中生物概念教学策略的研究» ３

教学设计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 ２

７２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科　 目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获奖等次

王　 瑛 物理

论文 «科普法» 颁布十年有感 ２

自制教具 多功能平抛竖落仪 ３

论文 “都是光速追光惹的祸” １

论文 改革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策略分析 １

论文 平行四边形法则教学策略研究 ３

论文 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方式实践探索 １

刘宝生 物理

论文 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几点看法 ３

论文 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探究 ２

论文 如何开展物理探索性实验 １

拓世焱 物理
教学设计 «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教学设计 １

论文 高中物理实验有效教学 ３

高春卫 物理
论文 谈谈物理课改中演示实验教学的几点看法 ２

论文 创设物理实验情境　 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 ３

冯军平 物理

教学设计 «探究加速度与力、 质量的关系» 教学设计 ２

论文 浅谈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现状 ３

教后反思 «探究加速度与力、 质量的关系» １

翟纲要 物理

论文 高中物理演示实验的一些改进 ２

教学设计 «牛顿第三定律» ２

问卷调查报告 物理教学中教师教学方式与学生学习方式实践探索 １

高永华 物理

教学设计 «弹力» ２

论文 测弹力的实验教学改革策略 １

论文 关于探究式教学几点反思 ２

白　 燕 物理

教学设计 «研究机械能守恒定律» １

论文 滑动摩擦力实验教学研究 ２

ＰＰＴ 超重　 失重　 课件 ２

高跳琴 物理
论文 弦线上驻波演示实验的改进 ２

论文 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之我见 ２

常来琦 物理 论文 测加速度的实验教学改革策略 ２

李　 侠 语文

论文 «在阅读中播种　 在写作中收获» １

阅读与写作 «项羽之死———我所认识的项羽» ３

阅读与写作 «一切景语皆情语———怎样做到情景交融» １

阅读与写作 «怎样写出条理清楚的景» １

８２１



第四章　 教学育人 　


续表

姓　 名 科　 目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获奖等次

杨　 琳 语文

作文课件学案 «讴歌亲情　 学习写的充实» １

教学设计 «齐人有一妻一妾» ２

作文课件 悬念、 巧合与误解———记叙文构思出奇制胜的诀窍 １

郝艳峰 语文

教学设计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２

论文 «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教学问题的分析» １

教学设计 «咬文嚼字» ２

课堂实录 «咬文嚼字» ３

高秋艳 语文

课堂实录 «舞动观点» ２

教学设计 «舞动观点» ２

教后心得 «回首点头花满园» ２

李改改 语文
论文 « “中心明确内容充实的读后感” 写作教学设计» ３

论文 «以读促写ꎬ 逐步提高学生议论文的写作水平» ２

王彩霞 语文

作文教案设计 «心灵共鸣———写触动心灵的人和事» １

论文 «浅谈课外阅读与写作———阅读习惯问卷调查的心得体会» １

教学设计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与 «林黛玉进贾府» 对比阅读 １

刘文华 语文
课件 美化作文语言 １

学案 秋雨笔法———第二次小作文 １

白东艳 英语

研究心得 课题研究心得体会 ２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３ 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教学学案 Ｍｏｄｕｌｅ３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李爱军 英语

研究心得 英语阅读策略教学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研究心得体会 １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６ Ｔｈｅ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ｉａｎｃｈｉ ３

教学学案 Ｍｏｄｕｌｅ ６ 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２

贺维杰 英语

论文 高中英语阅读策略与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 １

研究心得 高中英语阅读策略与教学的心得体会 ３

教学设计 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ｍ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３

罗卫平 英语

研究心得 高中英语阅读策略教学课题研究心得 ３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４ Ｇｒｅａ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２

教学学案 Ｍｏｄｕｌｅ ４ Ｇｒｅａ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１

韩宝林 英语

论文 高中英语阅读技巧浅析 ２

研究心得 课题研究心得体会 ２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５ Ａ Ｔｒｉｐ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３

教学学案 Ｍｏｄｕｌｅ ５ Ａ Ｔｒｉｐ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１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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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科　 目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获奖等次

刘　 鹤 英语

论文 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策略 ２

研究心得 阅读理解教学心得体会 １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５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３

教学案例 高中英语阅读 １

张凤仙 英语

研究心得 高中英语阅读课策略学习心得 ２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Ｊａｍ ３

教学学案 英语必修四 Ｍｏｄｕｌｅ ２ ３

李　 敏 英语

研究心得 高中英语阅读策略教学研究心得体会 ２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１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

教学学案 Ｍｏｄｕｌｅ １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

苗　 芳 英语

研究心得 让学生头痛的阅读理解 ２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１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３

教学学案 Ｍｏｄｕｌｅ １ Ｅｕｒｏｐｅ ３

邓宝林 英语

论文 培养高中生英语阅读能力的若干策略 １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３ 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Ｒｉｄｅ ｏｎ ａ Ｔｒａｉｎ ３

研究心得 课题研究心得体会 ２

甄贵清 体育
论文 «如何培养体育特长生持久的体育训练兴趣» ２

体会 «高中体育特长生选才的心得体会» ３

李忠平 体育

论文 «浅议新课标下体育成绩的评价» １

教案 «前滚翻、 鱼跃前滚翻» ２

指导 «高考体育临考指导» ２

教学设计 «体育考生的力量训练» ３

论文 «新课标下如何上好体育课» ３

计划 «延川县中学体育专业考生考前训练阶段计划»

李　 昕 体育
教学反思 «立定跳远教学设计与反思» １

心得体会 «体育考生立定跳远训练心得体会» ２

裴　 虎 体育
案例 «高中体育特长班的管理» ３

心得体会 «体育特长班的管理心得» ２

王宝虎 体育

总结 «高一第二学期体育特长生训练总结» ３

教学设计 «立定三级跳远» ２

教后反思 «怎样解决体育班训练与学习的感想» １

刘海强 体育

教学设计 «立定跳远图解技巧» １

案例 «高考体育考生原地推铅球的技术与训练方法» ２

心得体会 «特长班班主任工作心得体会» ２

０３１



第四章　 教学育人 　


续表

姓　 名 科　 目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获奖等次

冯光泽 体育
心得体会 «高考体育 １００ 米训练心得及注意事项» ３

计划 «体育高中班高考年度 １００ 米训练计划» ２

白春春 体育
论文 «高中体育特长生训练反思» ２

教案 «高中体育特长生中长跑训练» ２

罗建国 英语

教案 第四册 Ｍｏｄｕｌｅ 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Ｊａｍ １

课件 Ｍｏｄｕｌｅ ５ Ａ Ｔｒｉｐ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１

论文 如何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 ３

论文 快乐英语阅读的教学尝试 ２

王　 洁 英语

教学设计 Ｍｏｄｕｌｅ ３ 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Ｒｉｄｅ ｏｎ ａ Ｔｒａｉｎ ２

论文 开发学生的多种智能培养英语学习兴趣 ２

课件 Ｍｏｄｕｌｅ 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Ｊａｍ １

案例分析 高中学生英语兴趣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 １

步发强 英语

论文 浅谈高中英语语法教学的趣味性 ３

论文 高中英语教学趣味化的探究 ３

课件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２

刘婷婷 英语

论文 浅谈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２

论文 英美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３

课件 议论文写作指导 ２

刘　 妮 英语

课例研究 ｍｏｄｕｌｅ ６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ｕｐ １

论文 高一英语新课标课堂教学反思 ２

论文 英语习语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比研究 １

课件 Ｍｏｄｕｌｅ ４ Ａ Ｌｉｖｅ Ｃｉｔｙ １

白　 艳 英语

论文 新课标下高中英语词汇教学 ３

教学设计 Ｇｒｅ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２

课件 Ｍｏｄｕｌｅ ２ Ｍｙ 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１

刘　 琴 英语

论文 如何提高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的阅读能力 １

论文 浅谈如何培养中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２

课堂实录 Ｍｏｄｕｌｅ ５ Ａ Ｔｒｉｐ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课件 Ａ Ｔｒｉｐ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２

杨　 庆 英语

课件 Ｍｏｄｕｌｅ ４ Ｒｏｃｋｅｔｓ ２

课堂实录 必修四　 Ｍｏｄｕ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ｒｎｅｒ

论文 浅谈高中英语写作教学 ２

论文 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感 １

１３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科　 目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获奖等次

薛延芳 英语

课堂实录 Ｍｏｄｕｌｅ ４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Ｖｏｉｃｅ —

论文 浅谈如何提高学习高中英语语法的兴趣 ２

课件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２

袁文学 化学

问卷 延川中学课题研究环境污染问卷调查 ３

课件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 １

论文 关于延安大气污染的研究 ３

高旺旺 化学

课件 二氧化硫的性质和应用 ２

反思 二氧化硫的性质和应用 ２

实录 化学科学与人类环境 —

罗晓平 化学

课件 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１

问卷 高中学生环保意识调查问卷 １

论文 高中化学苏教版教科书中环境教育内容的分析 ２

任　 娜 化学

课件 二氧化硫与环境污染 ２

论文 二氧化硫的性质和作用 ２

说课 乙醛的性质 １

王海涛 化学

教案 乙酸的教案 ３

问卷 化学与环境调查问卷及分析 ３

课件 乙酸课件 ２

曹海明 化学

教学设计 探究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２

论文 浅谈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 ３

论文 浅谈延川环境资源发展旅游的新方向 ２

论文 分析延川县红枣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 １

邹汉峰 数学
调查 高中数学教师课堂教学问卷调查 —

论文 浅谈高中数学应用习惯的培养 ２

白江平 数学 论文 数学学习习惯的培养 ２

康江涛 数学 教案 «平面向量的数量积» ２

王成成 数学 调查报告 高中数学课堂学生调查报告分析 １

邱会莉 数学 案例 高中数学教学及应用习惯培养的教学案例研究 １

王　 芳 历史

调查报告 延川中学学生德育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１

心得体会 历史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心得 ２

教学案例 «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１

教学案例 历史课堂渗透德育教育案例 ２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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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科　 目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获奖等次

张莉萍 历史

课改反思 «关于新课改下课堂教学的一些反思» １

教学课件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２

论文 «小议高中历史课堂中的德育问题» １

教学案例 «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 ２

张永红 历史

课件 «罗斯福新政» １

教学设计 «罗斯福新政» １

课堂实录 «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 实录简介 ３

教学反思 «百日维新» ２

教学设计 «百日维新» ２

张健涛 历史

论文 «小议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１

教学课件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２

教学实录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２

教学案例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１

李世宏 历史

论文 道德教育在历史课中的体现 １

教学案例 «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 １

课堂实录 «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 ２

课件 新时期的外交政策与成就 ３

马海军 历史

论文 探索历史德育教育的智慧和生命 １

教学反思 历史教学反思———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２

教学设计 «商鞅变法» ３

教案 “自由放任” 的美国 ２

高华卫 历史

论文 历史学科德育功能的重要性 ３

论文 德育渗透的课堂环境 ２

教学设计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１

张学春 历史
论文 浅谈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３

课件 «伟大的抗日战争» ２

冯光泽 体育 论文 体育高考生 １００ 米测试能力训练 ２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科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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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信息教育

信息时代的到来给生活各个领域带来深刻变化ꎬ 也给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国家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ꎬ 要求各中学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信息技术教育ꎮ

此后ꎬ 延川中学开展信息技术教学ꎬ 由教学处安排和管理电教工作ꎮ

电教设备　 ２０００ 年春ꎬ 沿海教学楼装设微机室 １ 间ꎬ 新装微机 ８３ 台ꎮ ２００２ 年初ꎬ 学校有放映

仪、 一体机各 １ 台ꎬ 放像机、 录像机、 放映机、 ＶＣＤ 各 ２ 台ꎬ 电视机 １８ 台ꎬ 微机 １６４ 台ꎮ 又投资 ４

万元ꎬ 新增电教实验设备和仪器ꎬ 为高二年级全部配备电视机和 ＶＣＤꎬ 为电教室新增电视机 ４ 台、

ＶＣＤ １ 台ꎮ ２００３ 年投资 ６ ９５ 万元ꎬ 建成语音室ꎬ 有座位 ５６ 个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市、 县教育局和学校共投

资 １００ 万元ꎬ 建立符合标准的校园网ꎮ 建成教师电子备课室 １ 间ꎬ 有微机 ３０ 台ꎻ 多媒体教室 １ 间ꎬ

装机 ５６ 台ꎻ 建成总控制室 １ 个ꎬ 网络布线通达每座教室、 每间办公室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始ꎬ 筹建多媒

体教室 ２８ 个ꎬ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投入使用ꎬ 高一、 二学生不出教室便能接受多媒体教学ꎮ 同年加强学校

网站建设ꎬ 提高了网络服务教学质量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增建高三多媒体教室 １８ 个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增购班班通

大屏幕触摸屏幕多媒体电脑 ７ 套ꎬ 安装于大、 小会议室ꎬ 音乐、 舞蹈教室ꎬ 美术室和 ２ 个多媒体计

算机网络教室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 高一、 二年级任课教师及学生迁入路遥教学楼时ꎬ ３４ 个教室创

建 ３４ 套多媒体系统ꎬ 采用多媒体触摸屏一体计算机ꎮ 更换新建 ２ 个学生机房ꎬ 各安装 ６０ 台液晶一

体机电脑ꎻ 网络中心更换 ４ 台服务器ꎬ 增加 １ 台核心交换机和 ４ 台网络交换机ꎬ 更换电子备课室设

备等ꎬ 并为行政领导更换新一体机办公电脑ꎮ 至此ꎬ 学校有网络交换机 ２８ 台ꎬ 网络防火墙、 路由

设备各 １ 台ꎮ 有计算机机房 ３ 个ꎬ 安装教师机 ３ 台、 学生机 １８０ 台ꎬ 其中惠普计算机 １２２ 台、 联想

一体机 ６１ 台ꎻ 教师电子备课室 １ 个ꎬ 安装液晶电脑 ６１ 台ꎬ 教师用机共 ２０１ 台ꎮ 多媒体设备 ７８ 套ꎬ

其中路遥教学楼有多媒体教室 ３４ 个ꎬ 路遥纪念馆、 录播教室、 电子备课室、 计算机培训教室和大、

小会议室及高一、 二活动室、 办公室全部采用大屏幕触摸屏多媒体一体机设备ꎻ 沿海教学楼使用日

立投影和电子白板等多媒体设备 １３ 套ꎬ 多媒体计算机教室 (３ 套)、 高三活动室和音乐、 舞蹈教室

共有 ７ 套多媒体大屏幕触摸屏设备ꎻ 旧教学楼各部室有旧多媒体投影电子白板设备 ２４ 套ꎮ

师资培训　 开展现代信息技术教育ꎬ 是一项新事物ꎬ 首先要有合格的信息教学师资ꎮ 延川中学

除择优选用高校毕业的专业人才外ꎬ 还采取 “走出去ꎬ 请进来” 办法ꎬ 有计划、 分阶段组织教师外

出参与听课、 培训ꎬ 让教师开阔眼界、 更新知识ꎮ 学校 ４ 名信息技术教师均具备本科计算机专业学

历ꎬ 为培训其他教师信息技术知识提供有力保障ꎮ ２００２ 年开设教师计算机课ꎬ 每周三四晚自习从理

论到上机操作ꎬ 对全体教师进行计算机培训ꎬ 提高了运用新技术教学能力与课堂教学效果ꎮ ２００５ 年

始ꎬ 利用晚自习、 周末对教师进行课件制作及应用培训ꎬ 至 ２００６ 年 ９０％以上教师能制作课件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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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媒体教学ꎬ 推动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进程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加强多媒体操作技术培训ꎬ 杜绝了因操作

不当造成的多媒体损坏事故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教学中信息技术等级合格率 １００％ꎬ 教师均会制作多媒体课

件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 开展陕西人人通培训ꎻ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电教处主任郝永飞对教师进行电脑微课

录制培训ꎮ

信息教学　 信息技术课是中学生的必修课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ꎬ 延川中学在注重信息技术教育与其

他学科整合的同时ꎬ 也重视信息课教学ꎬ 被列入每学期教学计划ꎬ 每班每周安排一节信息技术课ꎬ

制订教学计划ꎬ 提出教学目标ꎬ 实行达标考核ꎮ 通过几年信息技术教育的教学实践ꎬ 任课教师逐步

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ꎮ 并针对多数学生来自农村ꎬ 对计算机认识模糊ꎬ 自身素质参差不齐等

实际情况ꎬ 总结出 “低标准、 重实践、 强反馈” 信息技术教学模式ꎬ 使多数学生掌握了计算机基础

知识和基本原理ꎮ 多半学生可熟练操作、 应用计算机ꎬ 为以后进入高等院校或参与社会工作打下基

础ꎮ ２０００ 年春ꎬ 高一、 二和初一、 二 ４ 个年级均开设计算机课ꎬ 每周两节ꎬ 其任课教师为高一贺延

丽、 高二惠竹琴ꎬ 初一杨文娟、 初二刘宝生ꎮ 是年ꎬ 贺安庆被评为市级先进电教工作者ꎮ ２００６ 年

秋ꎬ 学校鼓励教师多制作课件ꎬ 制好课件ꎬ 多在多功能教室上课ꎬ 尽最大可能地使用现代教学手

段ꎬ ９０％的教师可单独制作课件ꎮ ２００７ 年始ꎬ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 人们生活、 经济的提高ꎬ 以及小学

普遍开设计算机课ꎮ 延川中学新入校学生已掌握了初步的计算机基础知识ꎬ 不少新生已会初步操

作ꎮ 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改进信息技术教学方法ꎬ 注重对学生的信息技术知识的巩固提高ꎬ 加强

实际操作教学ꎬ 又形成 “中标准、 强实践、 重巩固” 的教学模式ꎬ 提高了学生的计算机知识和实际

操作水平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公开课、 示范课用多媒体手段施教ꎬ 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ꎬ 改变了教学方

法与手段ꎬ 学生信息技术知识及技能合格率达 ９６％ꎮ

第六节　 课外活动

延川中学初成立便十分重视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ꎬ １９５７ 年ꎬ 全校教师普遍注重课外活动辅

导、 课外讨论等方法的运用ꎮ 建立实验园地ꎬ 成立语音、 植物、 音乐等课外研究小组ꎮ 植物小组根

据植物课教学内容ꎬ 播种各种植物ꎬ 进行课外实验ꎬ 丰富了教学内容ꎮ 乐器小组也时常开展活动ꎬ

予以训练ꎬ 并可供文艺晚会乐器伴奏之需ꎬ 取得一定成绩ꎮ 但语音小组却流于形式ꎮ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ꎬ

始开展各种勤工俭学活动ꎬ 突出灭 “四害” (蝇、 蚊、 雀、 鼠) 讲卫生工作ꎮ ８ 月ꎬ 受大跃进形势

影响ꎬ 校办工厂、 农场应运而生ꎮ 开办缝纫、 印刷、 饲养、 修配、 毛织等厂ꎮ 名目繁多的劳动ꎬ 虽

然锻炼了学生的体魄ꎬ 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和一些生产技能ꎬ 得到一定的实践锻炼ꎬ 但过多的课外活

动占用大量时间ꎬ 影响了文化课学习ꎮ 特别是学生参与大炼钢铁ꎬ 得不偿失ꎮ １９５９ 年ꎬ 开学初成立

各种课外研究小组ꎬ 经常定期坚持活动ꎮ 后半年ꎬ 以教研组成立各科课外研究小组ꎮ 语文教研组有

普通话学习小组和文艺创作小组ꎬ 普通话学习小组通过活动为各班培养了普通话尖兵ꎻ 文艺创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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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定期进行集体创作ꎬ 创办 «幼芽» 月刊ꎬ 激发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ꎮ 生物科课外活动小组种植

洋芋亩产达 １０００ 公斤ꎬ 为当地较高纪录ꎮ 数学科课外小组ꎬ 通过数学竞赛方式提高了学生学习数

学的积极性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第二课堂教学更为活跃ꎬ 组织学生野炊、 踏青等活动ꎮ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始ꎬ 加强

课外活动ꎬ 注重学生课外阅读指导ꎬ 按时开放阅览室ꎬ 定期向学生介绍红色书籍和新添图书ꎬ 各科

结合教学内容向学生推荐参考读物ꎮ 语文科利用课余时间加强汉语拼音和普通话训练ꎬ 俄语科利用

壁报、 板报形式进行俄语书法比赛ꎮ 汉俄语联合召开汉俄语朗诵会ꎬ 开展班级评比ꎬ 奖励了高六三

和初六五等朗诵优秀班级ꎬ 全校范围内掀起朗诵高潮ꎬ 推广了普通话和俄语会话ꎬ 有助于提高中俄

文教学质量ꎮ 召开自然科学晚会ꎬ 启发学生探求科学奥秘热情ꎬ 培养了学生学习数理化的兴趣ꎮ 数

理化教研组还举办了作业展览ꎮ

编号: ４－１０　 １９６２ 年后半年延川中学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统计表

班　 级 人数
借阅
人数

百分比
借阅
次数

文艺书籍

古典 现代
百分比

科技
书籍

百分比
政治
书籍

百分比 其他 百分比

高六三 ３２ ２４ ７５％ １６０ １２ ９３ ６７％ ３０ １８％ １０ ６％ １５ ９％

高六四 ４０ ３６ ９０％ １００ １１ ５９ ７０％ ８ ８％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０％

高六五 ５０ ３６ ７２％ ２１３ ３６ １１０ ６９％ ３２ １５％ ５ ２％ ３０ １０％

六三甲 ３０ ２７ ９０％ ２５７ ４３ １３２ ６８％ ４１ １６％ ２４ １０％ １７ ６％

六三乙 ３５ ３０ ８５ ７％ １８５ ３１ ９２ ６７％ １５ ８％ １９ １０％ ２８ １５％

六四甲 ２７ ２３ ８５ ２％ １８８ ４ １７３ ９０％ １ ０ ５％ ４ ４ ３％ ６ ３２％

六四乙 ２７ ２０ ７４ １％ ５９ ３ ４１ ７５％ —　 —　 ３ ５％ １２ ２０％

六四丙 ２５ ２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六五甲 ４９ ４９ １００％ ７１ ７１ ７１ ７０％ —　 —　 ３ ３％ ２６ ２６％

六五乙 ４６ ３２ ６９ ６％ １６０ １８ ８３ ６４％ —　 —　 ４７ ２９％ １２ ７％

总计 ３６１ ３０２ ８４％ １４９３ ３２９ ９５４ ７３％ １２３ ８％ １２５ ８％ １５１ １０％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导处总结

１９６３ 年前半年ꎬ 举行 “多读书ꎬ 读好书” 报告会ꎬ 使学生明确了读书目的与范围ꎬ 扭转了从前好

读书不求甚解和脱离正课学习、 生搬大部头作品的不良偏向ꎬ 使课外阅读紧密地结合了教学ꎬ 收效甚

大ꎮ 利用五月五日端午节ꎬ 语文组主持举行纪念屈原大会ꎬ 介绍屈原生平和他的光辉精神ꎬ 并讲解了

屈原的 “渔父” 一文ꎮ 初六四级甲、 乙班邀请段田科老师作 “如何学好俄语” 报告ꎬ 高六五邀请全部

任课教师座谈ꎬ 学生提出学习中的困难和疑点ꎬ 教师介绍如何学好功课的方法ꎬ 并解答学生所提疑点ꎬ

对学生学习启发很大ꎮ １９６５ 年ꎬ 语文组举办读书报告会ꎬ 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内学习和课外阅读的关

系ꎬ 教育学生为革命读好书ꎻ 举办 “习作园地”ꎬ 用以指导学生写作ꎮ 理化教研组开放实验室ꎬ 指导

学生开展课外实验活动ꎻ 新成立课外电工训练小组ꎬ 开展电工知识培训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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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１９７６ 年ꎬ 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 “五七” 指示ꎬ 实行开门办学ꎮ 为便于学生 “学工学

农”ꎬ 再次兴办校内工厂ꎮ １９７２ 年后半年ꎬ 举办作业、 书法、 美术展览ꎮ

１９８１ 年后半年ꎬ 全校师生订购各类报刊杂志 ２００ 多种近 １０００ 份ꎬ 学生、 老师平均 ３ 份ꎮ 政史

组除定期办好板报外ꎬ 还从外地订购多种有关政治、 史地材料ꎬ 丰富了课外学习内容ꎻ 语文教研组

将语文知识、 写作常识以板报形式向学生作系统介绍ꎬ 举行作文竞赛、 诗文朗诵会、 语文知识讲座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ꎻ 数学、 理化组举行初三数学、 物理竞赛活动ꎮ 校团委据青少年特点先后在高一

８ 个班举办智力测验活动ꎬ 带动其他年级班级广泛开展同类型的智力测验活动ꎬ 其中初一二班ꎬ 初

二一、 二班ꎬ 初三二、 三班搞得最好ꎬ 成绩显著ꎮ 校团委和工会联合举办 １９８２ 年元旦灯谜晚会ꎮ

学校举办书画展览ꎮ １９８３ 年ꎬ 组建兴趣小组ꎬ 建立青少年科技活动室ꎬ 搞专业讲座ꎮ １９８５ 年语文

教研组成立书法小组ꎬ 初一书法小组成员 ８ 人ꎬ 初二 １２ 人ꎻ 高一、 二各 ４ 人ꎬ 并于 １６ 周举办了书

法表演与展览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学校举行英语晚会ꎬ 有 １７ 个班级 ７８ 人次表演了 ３８ 个节目ꎬ 有对话、 朗

诵、 小合唱、 大合唱、 短剧等ꎬ ５ 个班级的 １７ 名学生被评为表演优胜者ꎬ 营造了学习外语的良好环

境ꎮ １９８７ 年的 “英语会话表演赛”ꎬ 内容新ꎬ 形式好ꎬ 受到师生好评ꎮ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ꎬ 校团委、

教导处组织召开各班学生歌舞比赛大会ꎻ ６ 月 １１ 日在学校大会议室召开书法展览开幕式ꎬ 邀请县六

套班子领导、 县文联、 文化馆和兄弟学校领导和县城书画特长者前来参观ꎮ １７ 日结束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开展读讲结合的读书活动ꎬ 年初计划明确规定各班要建立 “读书台”ꎬ 并指定 “陕

情” 和 “国情” 两种必读书ꎮ 初九四级三班郭峰主办的 “读书角”ꎬ 内容丰富ꎬ 很受学生欢迎ꎻ 高

九二级一班家长委员会作出决定ꎬ 每个学生假期读一本有意义的书ꎬ 开学第一周举行读后感演讲

会ꎮ 高九四级二班语文老师去年布置假期作业时ꎬ 向学生推荐一本书ꎬ 一开学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

的演讲会ꎻ 高九二级学生干部自发组织年级读书演讲会ꎮ 此外ꎬ 还利用学校广播室、 黑板报和摄影

组ꎬ 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ꎮ 两年播出稿件 ６３２０ 篇ꎮ 举办讲座 ６２ 次ꎬ 进行 “国情” “陕情” 宣传

教育ꎬ 讲授近代史、 现代史和如何自学成才ꎬ 丰富了学生知识ꎬ 使学生受到良好教育ꎮ 学校经常组

织师生参加摄影评比活动ꎬ 学生马倩亮、 杨英、 阎海燕等先后荣获省、 地级摄影作品奖ꎮ 是年有

«冲浪» 文学社、 «小溪» 文学社、 书画课外活动小组ꎬ 高三课外数学兴趣小组和英语兴趣小组 ５

个课外活动小组ꎬ 能坚持经常活动卓有成效的是 «冲浪» 文学社和书画课外活动小组ꎮ «冲浪» 文

学社成立至 １９８９ 年底出刊 «冲浪» 刊物 １５ 期ꎬ 陕西广播电视台曾播出长达 ３５００ 字的 «冲浪文学

社简介»ꎬ 在社会上影响很大ꎮ 读者来信或来稿有广东、 湖北、 江苏、 安徽、 山东、 河南、 四川、

黑龙江、 山西、 河北、 浙江等地ꎬ 约稿刊物有北京的 «说写月刊»、 乌鲁木齐的 «华夏少年» 等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文学社社员作品在社会刊物转发 ３０ 多篇ꎬ 其中 «当代中学生» ３ 篇ꎬ «中学生读

写» ２ 篇ꎬ «中学生作文» «少年月刊» «延安文学» 各 １ 篇ꎬ «延安教育学院报» ４ 篇ꎬ «延川山

花» 和县广播站用稿不计其数ꎮ 有 ８ 篇作品分别获湖南中学生联合会 “校园艺术大奖赛”、 延大

“陕北文学艺术大奖赛”、 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与陕西省中学生联合会举办的 “校园诗歌大奖赛” 优

秀作品奖ꎮ 书画活动组成立至 １９８９ 年底共举办大型展出 ３ 期ꎬ 学生马春光、 吴海军、 张向卫加入

县书法协会ꎬ 吴海军硬笔书法获四川 “三溪杯” 全国书法大赛优秀作品奖ꎮ 刘海鹏、 王宏雄、 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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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美术学科成绩达到延安师范美术班招生要求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初一年级组织书法、 美术展览和开展征文活动ꎬ 初一、 初二年级学生创办个人小报ꎬ

初二、 初三的作业展览、 优秀作文板报ꎬ 初二三、 四两班组织课外阅读小组、 家庭学习小组、 区域

学习小组ꎬ 高二年级开展英语讲座ꎬ 高一举办地理知识竞赛ꎮ 语文组举办普通话朗诵竞赛等ꎬ 有效

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领域ꎬ 激发了学习兴趣ꎬ 取得极大效果ꎮ １９９６ 年前半年ꎬ 初一年级举行英语会

话比赛和地理知识竞赛ꎮ 初二年级举办生物绘图展览、 美术作品展览和英语会话比赛ꎬ 初二一班开

展优差生 “一帮一” 学习活动ꎬ 组织成立督促检查同学完成学习任务的学习小组ꎻ 初二二班利用家

长联系卡方式ꎬ 要求家长督促学生坚持晨练和早读ꎻ 初二三班组织数学、 物理、 语文课学习小组ꎬ

坚持每周活动 １ 次ꎬ 并在全班举办了一次作业展览ꎻ 初二四班组织各科联谊知识竞赛 ２ 次ꎻ 初二五

班召开 ２ 次关于改进学习方法和培养顽强毅力主题班会ꎮ 高二三班举办 １ 次作文大奖赛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上学期初三物理教师组织的物理兴趣小组ꎬ 组织部分学生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ꎬ 其中冯建晖

获一等奖ꎬ 聂峰峰获二等奖ꎬ 均被西安交大附中录取ꎮ 下学期初一举行史地生知识竞赛ꎬ 初二开展

普通话朗诵比赛ꎬ 高二进行英语知识竞赛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初二、 高二年级举行 “英语会话” 竞赛ꎬ 初三年级举行 “作文竞赛”ꎬ 初一年级举行

数学竞赛ꎮ 语文组举行普通话朗诵比赛ꎮ 高一年级举行理化知识竞赛ꎬ 初三年级参加了全国中学生

物理奥赛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成立书法、 国画、 摄影、 水墨画、 剪纸等兴趣小组ꎬ 定期开展活动ꎻ 成立合

唱、 说唱团和舞蹈队、 器乐组、 秧歌队等课外活动组织ꎬ 广泛开展活动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语文组创办

“启航” 文学社ꎬ 英语组开展 “英语角” 活动ꎬ 地理组在学校宣传橱窗举办 “谈天说地” 栏目ꎬ 生

物组举办生物图片展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加强对学科竞赛和第二节课堂活动管理ꎬ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和实施

细则ꎬ 充分体现了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与学生的兴趣爱好相结合的 “三结合”

原则ꎬ 使特长学生和学科成绩拔尖学生得到进一步发展ꎬ 为培养学生个性教育和在学科竞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打下了坚实基础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英语角、 自制学具、 剪纸展、 书画展等课外活动ꎬ 提高了

学生的整体素质ꎮ 校舞蹈队、 秧歌队参加延川县红枣文化艺术节演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课外活动开展得丰

富多彩ꎬ 有实验教学、 各种知识竞赛、 书画比赛、 研究性学习、 英语角、 小发明创造等活动和教具

制作ꎬ 并有效利用橱窗ꎬ 展示交流活动成果ꎬ 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举行 “树立远大理想、 弘扬民族精神” 演讲比赛ꎻ １０ 月 １０ 日开展 “一腔赤

诚报党恩ꎬ 满怀信心跟党走” 演讲比赛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ꎬ 举行优秀诗文朗诵会、

诵读小小擂台赛、 读书大王等评选活动ꎬ 并组织学生自编自演节目、 办手抄报等ꎬ 提高了学生动

手、 思维、 协调和艺术鉴赏能力ꎬ 以及道德修养水平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举行 “我的梦、 中国梦” 演讲比

赛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ꎬ 举行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英语社团启动仪式ꎬ 开展化学元素周期表背诵大赛ꎬ 趣味生

物知识竞赛和政治背诵等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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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学育人 　


第七节　 品德教育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ꎮ 延川中学初创至今ꎬ 始终把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化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

置ꎬ 培育出数以万计有文化、 有能力、 思想好、 品德正的合格人才ꎮ

延川中学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中ꎬ 主要通过政治课教学和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生产劳动、 社

会实践活动来实现ꎮ 并发挥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和少先队组织、 学生会、 班委会的作用ꎬ 以及班主

任日常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各科任教师的协同ꎬ 要求教师既教书亦教人ꎮ 教育方法采取报告会或

座谈讨论会ꎬ 重大节目举行庆祝纪念活动ꎬ 上党课和团课ꎬ 学习英雄模范人物ꎬ 去烈士陵园扫墓ꎬ

升国旗ꎬ 开展创建文明活动、 主题系列教育、 “六个一” 工程、 军训活动等多种多样的形式ꎬ 使学

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ꎬ 卓有成效ꎮ

延川县初级中学创办后ꎬ 在学生中开展爱校、 爱国、 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ꎬ 给学生

作 “八大” “二中全会” 文件精神宣传专题报告和增产节约报告ꎬ 倡导学生参加建校劳动ꎬ 讲解学

生守则十八条ꎬ 使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ꎬ 赢得期末学生操行评定达 ５ 分者 ６８ 名ꎬ 占实

际操评学生 １７５ 名的 ３８ ８６％ꎻ 达 ４ 分者 １０３ 名ꎬ 占 ６８ ８６％ꎮ １９５７ 年春开学后ꎬ 进一步深入到学生

中ꎬ 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和存在的具体问题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ꎮ 全学期向学生作劳动教

育报告 ３ 次ꎬ 邀请县兵役局秦局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ꎬ 作革命故事报告 ３ 次ꎬ 并进一步加强时事政

治教育和自觉纪律教育ꎬ 学校定期向学生作时事政治报告ꎬ 并兴办时事黑板报ꎬ 每天清晨组织学生

收听新闻ꎬ 每周安排一节时事学习时间ꎬ 由班主任作时事报告或集体阅读报纸所登新闻ꎮ 五九级甲

班于教室后边开辟时事问答栏ꎬ 培养了学生关心国家大事、 阅读报纸的习惯ꎬ 增长了见识ꎮ 学校两

次时事政治测试发生明显变化ꎮ 第一次测试成绩四五分者共 ２０ 人ꎬ 不及格的有 ６４ 人ꎻ 第二次测试

成绩四五分者达 １３０ 人ꎬ 不及格仅 ３ 人ꎮ 自觉纪律教育成绩最为显著的是五九级甲班ꎬ 新任班主任

王西林面对班级纪律涣散ꎬ 在深入了解学生的基础上ꎬ 通过举办 “加强纪律性ꎬ 搞好班集体” 主题

班会ꎬ 使学生从思想上认识到纪律的重要性ꎬ 加之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ꎬ 做学生的表率ꎬ 使学生

深受教育ꎬ 增强了热爱集体、 维护集体荣誉的思想ꎬ 班纪律发生巨大变化ꎮ 五九级乙班班主任张立

善于做个别同学的思想ꎬ 通过个别谈话ꎬ 教育不守纪律的曹国玺同学发生转变ꎬ 学习成绩多达四五

分ꎮ 总之ꎬ 通过自觉纪律教育增强了学生遵守学校纪律的自觉性ꎬ 使中学生守则成为学生约束自己

的准绳ꎬ 学校校风、 学风发生巨大变化ꎮ 这学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各任课教师

也担当起既教书又教人的责任ꎬ 利用各科特点ꎬ 适时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ꎬ 语文教师教授课文

中的英雄人物和劳动模范ꎬ 要同学们向他们学习ꎬ 争做对祖国、 对社会有用的人ꎬ 史地老师的讲

解ꎬ 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改造大自然的决心ꎮ

１９５８ 年ꎬ 突出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教育ꎬ 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ꎮ ２ 月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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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社会主义教育课ꎮ ３ 月ꎬ 学校开展 “双反” (反浪费ꎬ 反保守)、 批 “五气” (官气、 暮气、 阔

气、 骄气、 娇气) 和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活动ꎮ 师生们通过讨论ꎬ 批评学校工作中存在铺张浪费、 保

守落后、 不求上进等现象ꎮ 指出学校在加强思想教育方面存在的弊端是: 正面教育的少ꎬ 制止的

多ꎻ 启发性的少ꎬ 说教的多ꎻ 全面规划的少ꎬ 局部处理的多ꎻ 个别教育的少ꎬ 集体讲的多ꎻ 重点教

育少ꎬ 一般教育多ꎮ ４ 月后ꎬ 学校把 “双反” 运动引向深入ꎬ 部分师生提出 “学校最大的浪费是培

养出来的学生不红不专ꎬ 最大的保守是满足现状ꎬ 固步自封ꎬ 不求上进”ꎮ 师生们围绕运动ꎬ 对政

治与业务、 理论与实践、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等问题进行讨论ꎬ 在思想领域开展 “兴无产阶级

思想、 灭资产阶级思想” (简称 “兴无灭资” ) 的斗争ꎮ 思想改造运动ꎬ 对批判个人主义自私自利

和散漫颓废无组织无纪律等有一定积极作用ꎬ 但对所谓的 “白专” 道路的过火批判ꎬ 尤其对一些埋

头工作的教师和勤奋读书的学生无端指责ꎬ 挫伤了这些师生工作、 学习的积极性ꎮ 该学期时事测验

及格人数达 ９７％以上ꎬ 其中四分以上占 ６９％ꎮ

１９５９ 年春ꎬ 成立党委领导的政治课领导小组和由党、 政、 工、 团、 政治教师组成的社会主义教

育课研究组ꎮ 并在教学计划中明确提出: 教政治课时ꎬ 必须以毛主席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结

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建设情况ꎬ 针对学生思想通过讲述、 讲解、 讨论、 鸣辩等形式有机地对同学进

行政治教育ꎮ 同时要求各科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重教养性ꎬ 也要完成教育性任务ꎮ 加强班务工

作ꎬ 发挥团队组织战斗作用ꎬ 依据学生的自然住区划分五个协作区ꎬ 动员一切力量全方位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ꎮ 讲授八届六中全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ꎬ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ꎬ 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ꎬ 当前国内外形势ꎬ 我国 １９５８ 年伟大成就和 １９５９ 年的宏伟任务ꎮ 针对学生对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理解的不深不透ꎬ 产生不愿劳动、 不想学习情绪ꎬ 说什么 “迟劳动不如早劳动”ꎬ 部分同

学认为 “只要劳动好就行ꎬ 学习不好没啥”ꎬ 说 “三分好ꎬ 三分好ꎬ 不留级ꎬ 不补考”ꎮ 为此ꎬ 教

育学生要摆正劳动和学习的关系ꎬ 强调学生既要读书好ꎬ 又要劳动好ꎬ 学生在校主要任务是学习ꎬ

劳动是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ꎬ 同学们一定要努力学习ꎬ 争取学习、 思想、 劳动三丰收ꎬ 使学生端正

了学习态度ꎬ 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ꎮ 开展尊师爱生运动ꎬ 使学生明白教师是人类科学文化的继承

者和传播者ꎬ 肩负培养新生一代的崇高使命ꎬ 社会主义社会师生之间是教学相长、 民主平等的关

系ꎬ 进而融洽了师生关系ꎬ 教师热爱学生ꎬ 学生尊敬爱戴老师ꎮ 六一级乙班班主任李振彪热爱关心

同学ꎬ 建立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ꎬ 使全班学生学习成绩明显提高ꎬ ５１ 名学生ꎬ 学习总成绩各门功课

全 ５ 分者 ８ 人ꎬ 占全校 ６３３ 人中全五分 ３５ 人的 ２２ ８６％ꎻ ４ 分以上 １２ 人ꎬ ３ 分以上 ３０ 人ꎬ 不及格 １

人ꎮ 有优等生 ２０ 人ꎬ 占全校优等生 １５６ 人的 １２ ８２％ꎮ 五九级乙班学生曹国玺说: “春天的太阳溶

解了河里的冰ꎬ 党的教育方针照亮了我的心ꎬ 真的学习了教育方针ꎬ 我的学习目的明确了ꎬ 学习劲

头更大了ꎬ 学习成绩提高了ꎬ 就像雨水滋润着小麦一样ꎬ 日夜成长ꎬ 天天向上”ꎮ 时事教育采取各

班组织读报组ꎬ 每周利用一节时间读报或由教师讲解时事ꎻ 每天收听新闻 １５ 分钟ꎻ 定期作时事报

告ꎬ 全学期作报告 ５ 次ꎻ 利用黑板报公布时事复习题ꎬ 指导阅读ꎻ 对国内外重大问题举行座谈会等

形式ꎬ 使时事政策教育有很大提高ꎮ 通过全体师生参加整风、 反右、 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

实践ꎬ 以及思想教育的逐步加强ꎬ 至 １９５９ 年底ꎬ 广大师生已确立了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 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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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ꎬ 对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多数学生能够认真学习、 积极拥护ꎬ 培

养了学生吃苦耐劳、 艰苦朴素、 热爱祖国、 热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ꎮ 是年春征兵运动中ꎬ 学

生踊跃报名ꎬ 李成文等同学咬破手指写血书决心参军ꎬ 经体检合格有 １１ 名同学光荣入伍ꎮ 前半学

期ꎬ 全校有 ６５２ 人参加了品行鉴定ꎬ 评甲的有 ４５５ 人ꎬ 占 ７０％ꎻ 评乙的 １８０ 人ꎬ 占 ２７％ꎬ 评丙的仅

１７ 人ꎬ 占 ３％ꎮ 涌现出冯世华在黄河救人ꎬ 惠博、 王兴兰等拾金不昧的典型事迹ꎮ

１９６０ 年 ３~７ 月ꎬ 在校党支部领导下ꎬ 团队、 工会大力协助ꎬ 有组织、 有步骤、 有计划、 有目

的地展开毛主席著作学习运动ꎮ 全校师生开展 “三反” 整风运动和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ꎬ 同时狠抓

政治时事学习和纪律、 礼貌及其共产主义品德教育ꎬ 使几方面同步进行、 相互渗透ꎬ 取得较好效

果ꎮ 学习毛泽东 “反对自由主义”ꎬ 加强了纪律教育ꎻ 学习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ꎬ 克服了学

生中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ꎬ 掌握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ꎮ 学习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一文

后ꎬ 对学生思想触动很大ꎬ 同学间相互帮助之风形成ꎬ 涌现出一些感人的事迹ꎮ 如高六二等班学生

在一次半夜三更大雨后ꎬ 给仓库搬粮ꎻ 打坝、 夏收中ꎬ 许多同学冒着大雨抢运麦子ꎬ 大风之下抢收

小麦等ꎮ 用同学的话来说ꎬ 这是 “平陆事件在我校的再现”ꎮ 有困难就上ꎬ 见方便就让ꎬ 把困难留

给自己ꎬ 把方便送给别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基本形成ꎬ 敢想敢说敢做、 勇于负责的思想形成ꎮ 在政治

时事学习中首抓教师ꎬ 次抓学生ꎬ 教师学习以单元进行测验ꎬ 前半年的两次测验成绩平均 ７５ 分以

上ꎮ 学生以政治教师课堂讲解为主ꎬ 辅以时事板报、 时事问答题、 读报、 班主任定期作时事报告等

多种形式广泛开展ꎮ 使广大师生知晓国内外大事及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 中心工作ꎬ 听从党的召

唤ꎬ 响应党的号召ꎬ 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各项运动中去ꎬ 取得了一定成绩ꎮ 该学期操行成绩甲等 ３９９

人ꎬ 占 ４５％ꎻ 乙等 ４４２ 人ꎬ 占 ５１％ꎻ 丙等 ４４ 人ꎬ 占 ５％ꎮ

１９６１ 年前半年ꎬ 采取报告、 座谈、 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政治思想教育ꎬ 政治课讲解党的八届九

中全会报告决议、 国内外形势、 各项方针政策、 革命传统发扬的延安精神、 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道

德等内容ꎮ 校团书记作共产主义品德教育、 马逢瑞副校长作校风校纪、 党支书记任宝崇、 教导主任

王西林先后作时事政策教育报告ꎬ 并邀请教育局冯局长、 武装部郭部长分别作形势教育报告ꎬ 邀请

梁风州书记讲授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 ２ 次ꎬ 党委书记任宝崇就毕业班升学就业教育作了专题报

告ꎬ 每次大型报告均予以座谈ꎬ 师生畅所欲言ꎬ 收效甚大ꎮ 该学期所召开的主题班会有六五级甲班

“破封建立新风ꎬ 为祖国学本领”、 乙班 “纪律是学习的保证” “珍惜四十五分钟”ꎬ 六一级戊班

“做一个优秀毕业生”、 丙班 “毕业前夕”ꎬ 六二级甲班 “刻苦学习ꎬ 提高成绩”、 乙班 “学先进经

验ꎬ 争优异成绩” 等ꎬ 并组织学生逢集遇会上街宣传ꎬ 语文、 史地组配合演节目、 办板报做宣传ꎬ

使学生思想觉悟和政治认识有很大提高ꎬ 增强了学生的阶级观点、 革命观点、 劳动观点、 群众观

点、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ꎮ 该学期参加操行评定的 ７３０ 人中评为甲的 ４４３ 人ꎬ 占 ６０ ７％ꎻ 评乙的 ２７６

人ꎬ 占 ３７ １％ꎻ 评丙的 １６ 人ꎬ 占 １ ９％ꎮ 涌现出火车头班级高六二级和初六一级庚班ꎻ 操行为甲ꎬ

各门功课均为 ５ 分的有 ５ 人ꎬ 品行甲各门功课 ４ 分以上的有 ８３ 人ꎬ 成为同学的榜样ꎮ 全校 ４７０ 名一

般青年申请加入党团队者达 ２９９ 名ꎬ 占 ６３％ꎬ 其中初中三年级一般青年 ２３５ 名ꎬ 申请加入党团者

１４７ 人ꎬ 占 ６１％ꎮ

１４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１９６２ 年秋ꎬ 配备政治专职教师ꎬ 加强政治课教学ꎮ 同时ꎬ 动员一切力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ꎬ 校

党委书记给全校师生作 “发扬延安时代作风” 报告ꎬ 团委书记作 “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报告ꎻ

特邀武装部秦部长作 “老红军革命斗争故事” 报告ꎬ 使学生受到很大教育ꎬ 明确了学习方向ꎬ 思想

积极要求进步ꎬ 申请入团的同学有 ８０ 人ꎬ 占青年的 ６４％ꎮ 次年春ꎬ 响应毛主席 “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号召ꎬ 全校掀起 “向雷锋学习ꎬ 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运动高潮ꎬ 六五级甲班召开 “忆苦思甜学

雷锋” 主题队会ꎬ 高六五级、 初六三级甲班、 六四级乙、 丙班也相继召开学习雷锋主题班会ꎬ 学生

中涌现出不少动人事迹ꎮ 初六五级甲班少先队员刘蓓蓓主动帮助车站食堂找回 ２７ 斤粮票ꎻ 乙班一

些队员冒雨垫窑背ꎬ 疏通水沟ꎻ 六四级丙班冯思敬、 田建华利用星期天打扫县委会议室ꎬ 等等不胜

枚举ꎮ 在学习中向雷锋同志学习 “钻、 挤” 的钉子精神ꎬ 学习风气浓厚ꎬ 质量有所上升ꎮ 高六三各

科成绩较前学期提高 ２ ２５ 分ꎬ 不及格人数由 ４８ 人次降至 ２０ 人次ꎬ 其中每学期都补考的张世新本学

期平均成绩达到 ７０ ２ 分ꎻ 六四级甲班杨志明前学期考试成绩平均 ６１ ４ 分ꎬ 本学期提高为 ８０ ８ 分ꎮ

认真读书、 刻苦钻研蔚然成风ꎮ 雷锋 “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 对学生教育很大ꎬ 高六五级崔玲同学

看电影丢失 ３０ 斤粮票 １０ 多元钱ꎬ 急得简直要哭ꎬ 因她虽吃商品粮但靠姐姐供读ꎮ 该班团支部号召

全班同学捐粮捐钱ꎬ 住院的白凤珍也捐了粮和钱ꎬ 解救了她的燃眉之急ꎬ 令她感动得直流泪ꎮ 生物

教师张进生主动为学校修台阶、 垫水洞、 培养花种ꎮ 初六五甲班曹新民用自己的墨汁给班上刷黑

板ꎬ 高六四冯永海为学校修理破凳子 ４ 个、 门关一个ꎬ 该班为学校修补了烟囱ꎮ 高六三级、 初六四

级乙班分别粉刷了学校厕所ꎻ 初六五级乙班一些同学从家里拿纸、 浆糊为同学糊窗ꎬ 初六四级丙班

李彩云、 刘瑞明为学校缝补门帘 １７ 块ꎬ 杨政、 高建平修理劳动工具 １０ 把ꎬ 甲班同学从家里拿来小

木板、 毡片等废物为学校制作教具、 用具 ７９ 件ꎬ 即牌擦 ４２ 个ꎬ 直尺 １２ 个ꎬ 丁字尺 ５ 个ꎬ 粉笔盒 ７

个ꎬ 三角板 ２ 个ꎬ 圆规 １ 个ꎬ 宝剑 ７ 把ꎬ 教杆 ３ 根ꎮ 六五级甲班参观县造纸厂后ꎬ 组织 “收废纸小

组”ꎮ 教工团支部及部分青年教师给郭家塔生产队捐赠书籍 ２００ 余册ꎬ 访问该队四好团支部ꎬ 会见

延川中学返乡同学、 四好团支部书记郭吉林和 １９６２ 年毕业的好社员郭世德ꎬ 交谈中表示决心向他

们学习ꎬ 为国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ꎮ 有的并写文章报道了该队的 “钢老婆” “铁老婆” 和返乡

青年的先进事迹ꎮ 为加强时事政策教育ꎬ 邀请县委惠书记作 “巩固集体经济”、 妇联贺主任作 “贯

彻婚姻法”、 宣传部郭部长作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报告ꎬ 使学生增长了不少知识ꎬ 明确了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ꎬ 坚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ꎬ 树立了良好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ꎮ 后半学期ꎬ 坚持以阶级斗

争为纲ꎬ 持续深入开展 “向雷锋同志学习ꎬ 争当五好教师、 六好学生” 活动ꎬ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ꎬ

高六四级冯永海、 冯思聪自动整修班上讲台ꎮ 初六四级丙班刘永耀收集旧牙膏瓶为班上焊接铁簸箕

和煤油桶ꎬ 胡淑萍用自己的钉子、 铁皮钉好了牌刷ꎬ 刘瑞明用自己的墨汁刷黑板ꎮ 该班装订好人好

事登记簿ꎬ 全学期记载 ７０ 多件ꎮ

１９６４ 年春ꎬ 政治思想教育向学生讲授 “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 “大兴三八作风” 和过渡时期的

阶级斗争、 社教运动的伟大意义、 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 国际形势的特点等ꎬ 并在师生中掀起学习

毛主席著作高潮和在学生中开展六红活动ꎬ 即读红色书籍ꎬ 办红色板报、 墙报ꎬ 写红色诗文ꎬ 讲红

色故事ꎬ 演红色戏剧ꎬ 唱红色歌曲ꎮ 学生自觉主动成立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ꎬ 在教师指导下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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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先学、 学用结合、 立竿见影” 原则ꎬ 利用课外和夕会时间ꎬ 先后学习了 “为人民服务” “纪

念白求恩” “反对自由主义” “青年运动的方向” “愚公移山” 等文章ꎮ 一般同学都做了笔记ꎬ 不少

同学写心得体会ꎬ 仅初六四级丙班先后写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 ２５０ 余篇ꎬ 每生平均 ８ 篇左右ꎮ

初六五级乙班牺牲看电影时间ꎬ 要求班主任辅导学习毛泽东著作ꎬ 六四级丙班邀请毛主席著作学得

较好的老师做学习辅导 ７ 次ꎮ 邀请郭家塔生产队代队长、 大队会计、 四好团支部书记、 出席陕西省

团代会代表郭吉林给全校师生作 “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 专题报告ꎮ 不少班级在宿舍设立红色

图书角ꎬ 陈列 «毛泽东选集» 和红色书籍ꎬ 便于随时阅读ꎮ 高六三级利用星期天给学校改修露天厕

所、 修补烟囱ꎮ 初一年级同学、 少先队员詹明娃、 梁玉珍、 曹振华看电影时用糖从一小孩手中换回

本校学生食堂主食卷一叠 ６０ 斤ꎬ 交给了班主任ꎬ 并找到失主ꎬ 使认领的同学感激得热泪盈眶ꎮ 初

六四级丙班光荣簿所载好人好事 ２００ 余件ꎬ 每生平均 ８ 件左右ꎮ １９６５ 年秋ꎬ 学校开展 “学习毛主席

的好战士王杰” 的活动ꎮ 学英雄ꎬ 见行动ꎬ 推进学校工作ꎮ 理化组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安装

电灯 ９４ 个ꎬ 修理电棒 ５ 根ꎬ 架设电线 ８００ 米ꎬ 节约资金 ５６０ 元ꎮ 为使毛主席语录进校园ꎬ 师生动手

粉泥标语框 ３１２ 个ꎬ 节约资金 ６２ ４ 元ꎮ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ꎬ 延川中学处于停课闹革命的混乱状态ꎬ 广大师生受 “文化大革命” 极左思潮鼓

动和影响卷入运动ꎬ 随波逐流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延川中学恢复招生ꎬ 政治课内容以毛泽东思想为主ꎬ

时时处处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ꎬ 按毛主席指示办事ꎮ １９７０ 年上学期开始ꎬ 根据上级指示ꎬ 延川中学

开展 “向解放军学习ꎬ 创四好争五好” 活动ꎬ 对整顿学校秩序起到一定作用ꎮ

１９７１ 年秋至 １９７３ 年ꎬ 延川中学开展 “批修整风”ꎬ 要求 “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师生头脑”ꎬ 批

判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ꎮ 也号召学生向贫下中农学习、 向英雄人物学习ꎬ 培养了学生团结合

作、 积极向上的思想ꎮ １９７３ 年冬至 １９７４ 年ꎬ 相继开展 “批林批孔” 和 “评 «水浒» 批宋江” 运

动ꎬ 亦号召学生向雷锋、 王杰、 王成等英雄人物学习ꎬ 提倡 “又红又专”、 争做好人好事ꎬ 做共产

主义接班人ꎮ 学生精神面貌有很大变化ꎬ 助人为乐、 拾金不昧风气蔚然形成ꎮ

１９８１ 年春ꎬ 开展以学雷锋树新风和 “五讲” “四美” 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ꎬ 师生政

治觉悟有很大提高ꎬ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ꎬ 讲文明有礼貌风气渐渐形成ꎬ 师生思想精神面貌有明显变

化ꎮ 后半年组织学生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决议»ꎬ 把 «决议» 作为教材ꎬ 纳入政治

课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系统讲授ꎬ 教育学生热爱党ꎬ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目

标而努力学习ꎮ 同时陆续开展学雷锋树新风 “五讲四美” 活动ꎬ 在原学雷锋先进班级初二二班召开

学雷锋经验交流会ꎬ 由县团委树立的该班学雷锋先进小组 “赶超小组” 做经验介绍ꎮ 校团委趁热打

铁ꎬ 举办 ４８ 人参加的为期两个周的队干部学习班ꎬ 结束后立即掀起学雷锋新高潮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本学期各班同学自己动手挖炕洞 １２０ 盘ꎬ 修理炉灶 １４０ 个ꎬ 为学校节省开支近 ５００ 元ꎮ 初三三班在

班主任阎永新带领下ꎬ 狠抓学生政治思想教育ꎬ 组织学习 «青年修养十二讲» 中 «人生和贡献»

«个人和集体» «文明和野蛮» «学习和成才» 等文章ꎬ 学习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有关好人好事和 «再

论雷锋» 等文章ꎬ 班级面貌发生很大变化ꎬ 摔掉了后进班级的帽子ꎬ 被评为该年级组模范班级ꎮ 该

班涌现出不辞劳苦、 利用课余时间为老师、 女同学垒火炉子的杨军叶、 李自仁、 温焕马同学ꎬ 何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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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为同学洗门帘ꎬ 刘彩雄为退休老干部提水运煤等ꎬ 全班做好人好事达 ６１８ 人次ꎮ 更为感人的是在

该班评助学金后ꎬ 温焕马的母亲不幸去世ꎬ 给学习带来很大困难ꎬ 白花平等 １２ 名同学主动要把自

己的助学金让给温焕马ꎬ 最后班主任让每人拿出 ０ ５ 元钱支助温焕马同学ꎮ 这种助人为乐、 先人后

己的风格ꎬ 被师生赞为 «美的心灵、 美的青春»ꎮ 该学期全校评出三好学生 １００ 名ꎬ 模范班级 ５ 个ꎮ

１９８３ 年上学期ꎬ 在开展第二个 “文明礼貌月” 活动后ꎬ 积极开展两项活动ꎬ 进行五方面教育ꎮ

即 “五讲四美三热爱” 和 “一节、 二勤、 三热爱” 活动ꎬ 一节指节约开支ꎬ 二勤是勤工俭学、 勤

俭办学ꎬ 三热爱为爱党、 爱科学、 爱护公共财物ꎮ 进行理想、 道德、 劳动观点、 纪律、 文明礼貌教

育ꎮ 并号召学生向张海迪学习ꎬ 树立崇高理想ꎬ 为四化建设发奋读书ꎮ １９８４ 年上学期ꎬ 在第三个

“文明礼貌月” 活动中ꎬ 延川中学以创建 “文明班级” “文明宿舍” 为目标ꎬ 继续治理脏、 乱、 差ꎮ

同时结合 “五讲四美三热爱” 活动ꎬ 突出爱国主义、 共产主义理想教育ꎮ 该年被县委、 县政府命名

为 “文明单位”ꎮ

１９８６ 年上学期ꎬ 延川中学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以 “学海迪ꎬ 赶先进ꎻ 学雷锋ꎬ 创三好”ꎬ 做

合格中学生为基本内容ꎮ 同时ꎬ 着重抓新生入学教育、 中学生守则教育和毕业生正确对待升学就业

的教育ꎮ ６ 月ꎬ 高向良老师所带初八八级五班荣获陕西省 “三好” 活动先进集体ꎮ １９８７ 年始ꎬ 坚持

德育第一的教育原则ꎬ 纠正重智轻德倾向ꎬ 尝试德育序列化教育ꎬ 依据德育大纲提出的目标和学生

不同年龄段生理、 心理特点ꎬ 研究制定出学校德育序列化内容ꎬ 使学校德育工作以年级有侧重地进

行ꎬ 初一、 高一以纪律教育为主ꎬ 初二、 高二以道德教育为主ꎬ 初三、 高三以理想教育为主ꎮ 该年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是纪律、 法制和 “五爱一讲” (爱班、 爱校、 爱劳动、 爱护公共财物、 爱生尊

师和讲究卫生) 教育ꎮ 从此ꎬ 学校政治思想品德教育步入规范化、 经常化、 科学化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成立由党、 政、 工、 团、 班主任、 学生会和政治教师等方面成员参加的学校德育工作

委员会ꎬ 分设教育处ꎬ 具体实施德育工作ꎮ 由校党支部负责组成思想政治领导工作小组ꎬ 由 ３６ 人

组成ꎮ 党支部书记任组长ꎬ 工会主席、 教育处主任、 团委书记任副组长ꎬ 教育处副主任、 班主任、

政治教师为组员ꎮ 通过工会、 教育处、 团委、 学生会组织实施ꎬ 认真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

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 和陕西省教育厅颁发的 «中学德育大纲» «关于中学生品德评定的几点

意见» «中学班主任工作的暂行规定» 等文件精神ꎬ 坚持德育第一的教育原则ꎬ 修订完善确立德育

序列化内容为: 初一以 «中学生守则» «中学生行为规范» 教育为重点ꎬ 培养集体主义精神ꎬ 使学

生树立集体观念和明确做一个合格中学生的道德行为规范ꎻ 初二重点进行法制教育和团的知识教

育ꎬ 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ꎻ 初三为思想教育和学习目的教育ꎻ 高一进行传统教育和科学人生观教

育ꎻ 高二以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教育为基础ꎬ 开展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ꎻ 高三结合人生观教育ꎬ

重点进行升学和就业教育ꎬ 也就是理想前途教育ꎮ 中学生行为规范教育和爱国教育贯穿初一至高三

始终ꎮ 该学期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了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民主和遵纪守法、 劳动、

道德规范和良好品质及延安精神六项内容ꎮ 邀请老教师冯济民、 陈爱花分别通过讲历史上的民族英

雄和祖国大好河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ꎬ 校外辅导员———战斗英雄呼荣碧和老模范刘春林讲英雄事

迹ꎬ 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斗争史ꎬ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ꎻ 公安局、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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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律师处人员作法制报告ꎬ 请教育处负责人作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肃清两乱余毒” 报告ꎬ 进

行民主和法制教育ꎮ 组织学生参观县烈士陵园、 延安革命旧址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ꎻ

通过各项比赛和主题班会ꎬ 培养学生集体主义观念ꎻ 动员学生修炉灶、 垒烟筒、 维修墙壁ꎬ 组织学

生到农场参加劳动ꎬ 上山植树、 校内清理垃圾ꎬ 开展各项勤工俭学ꎬ 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ꎬ 使学生

从德智体美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ꎮ 全年全校学生做好人好事达 ６０００ 余人次ꎬ 学生违纪率由 １９８８ 年

的 ４ ７％下降至 ０ ８％ꎬ 仅对 １ 名学生给予纪律处分ꎬ 打架、 斗殴、 早恋、 抽烟等不良现象基本没有

了ꎬ 上课、 自习秩序井然ꎬ 学习风气浓厚ꎮ 该年制订工作计划时ꎬ 明确将 “建立家长委员会” 写入

计划ꎬ 至 １１ 月底ꎬ 除 ６ 个新建班级外ꎬ 其余班级均成立家长委员会ꎬ 全年开展活动 ２５ 次ꎮ 从此形

成学校、 家庭、 社会三结合德育工作网络ꎮ 学校被评为延安地区德育工作先进单位ꎮ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ꎬ 先后组织师生听报告 ２０ 多场次ꎬ 讲座 １０ 多次ꎮ 有传统报告、 国情教育报告、 校史报告、 法制

报告、 先进事迹报告、 时政报告ꎻ 举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讲座、 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讲座、 职业道

德专题讲座、 美育系列讲座等ꎮ 延安大学政教系教授郭必选的 «寻找精神家园» 报告ꎬ 受到师生一

致好评ꎻ 冯济民老师的 “两史” 教育报告ꎬ 使师生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和屈辱史ꎬ 增

强了师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学校聘请战斗英雄呼荣碧、 老干部刘春林、 王林、 冯济民等 ４ 名校外辅导员ꎬ 多次为

学生作报告ꎬ 讲历史、 形势、 人生ꎬ 给学生灌输正确的思想ꎮ 学校召开首次德育工作研讨会ꎬ 德育

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 校外辅导员和家长委员会成员参加了研讨ꎮ 学校被延安地委、 行署评为德育

工作先进集体ꎮ 该年郝时明老师所带九一级四班荣获陕西省 “三好” 活动先进集体ꎮ

１９９１ 年始ꎬ 根据国家教委文件ꎬ 举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ꎬ 教育学生热爱祖国ꎮ 开始安排并形成全

学年德育教育序列活动ꎬ 即 ３ 月份 “学雷锋、 学英模”ꎮ ４ 月份传统教育ꎮ 每年 ４ 月学校将组织学生听

１~３ 次传统报告ꎬ 并进行扫墓活动ꎮ ５ 月份 “庆 ‘五四’ꎬ 争先进” 活动ꎬ 由校团委组织团员、 青年

庆祝 “五四” 青年节ꎬ 纳新团员ꎬ 带动青年积极向上ꎮ ６ 月份 “行为规范月” 活动ꎬ 据县教育局 «通

知» 精神ꎬ 延川中学将 ６ 月份定为 “行为规范月”ꎬ 该年表彰奖励规范班 ３ 个ꎬ 规范生 ５０ 名ꎮ ７ 月份

“党的观念教育活动”ꎮ 校团委利用广播室讲党的知识ꎬ 学校组织学生合唱队参加县委组织的 “庆七

一” 歌咏比赛ꎮ ９ 月份 “尊师重教” 活动ꎮ 每年教师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大型庆祝活动ꎮ 是年ꎬ ２６ 个

班级分别召开座谈会ꎬ 增进了师生友谊ꎮ １０ 月份 “三热爱歌咏比赛”ꎮ １１ 月为家长活动月ꎮ １２ 月份

“庆元旦” 文艺晚会ꎮ 从此以后使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月月有计划ꎬ 月月有活动ꎮ 是年 ８ 月ꎬ 开始新生

入校 １５ 天军训、 校训ꎬ 向学生们讲校史ꎬ 宣传学校规章制度ꎬ 强化纪律教育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遵循德育工作整体性原则ꎬ 合理组合思想品德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ꎬ 充分发挥整体最佳

功能ꎬ 制定 «延川县中学思想品德评定办法»ꎬ 优化德育工作队伍ꎬ 形成学校、 家庭、 社会三结合德

育工作网络ꎬ 充分发挥整体最佳功能ꎬ 克服德育工作 “三靠” (靠学校、 领导、 班主任) 思想的错误

观念ꎬ 要求教职工确立 “教书育人、 人人有责” 的思想ꎬ 做到 “教书育人、 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ꎬ

实现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全面管理ꎮ 主办 “职业道德” 专题讲座ꎬ 交流如何使德育工作渗透到各

科教学的经验ꎬ 使学生时时处处受到良好一致的教育ꎮ 该年ꎬ 县公安局与学校签订 “警民共建文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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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协议书ꎬ 配合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ꎮ 成立 ２４ 个班级家长委员会ꎮ 高九二级一班形成家长听

课制度ꎬ 高九一级一班制定家长委员会条例ꎻ 初九一级四班制定 “家长日常行为规范” 和 “家长联系

卡”ꎬ 高九三级二班召开学生、 家长共同参加的 “说心里话” 主题班会ꎮ 不少班级邀请各方面家长代

表作报告ꎮ 总结家长委员会工作经验ꎬ 筹办家长学校ꎬ 参加人员 １２０ 名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ꎬ 先后成立学

雷锋小组 ９６ 个ꎬ 撰写有关宣传稿件 ４２１７ 篇ꎬ 做好事 １ ０７ 万人次ꎬ 收到表扬信 ５１ 封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学校德育工作坚持团结勤奋ꎬ 严谨求实目标ꎬ 形成三大块内容的德育教育模式ꎮ 即一

为正面教育ꎬ 形成系列化ꎮ 初一养成教育ꎬ 初二法制教育ꎬ 高一科学人生观教育ꎬ 高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教育ꎬ 初三、 高三理想教育ꎮ 二为以养成教育为重点的规范化道德教育ꎮ 三是治乱、 治脏、

治差为重点ꎬ 加强校容校貌建设ꎬ 开展文明宿舍、 文明班级竞赛活动ꎮ 收到良好效果ꎮ ６ 月 ２０ 日ꎬ

初九五级一班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集体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坚持德育为首原则ꎬ 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ꎬ 养成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ꎮ 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主要通过一系列有关活动而进行ꎬ 即 ３ 月开展学雷锋活动ꎬ 成立学雷锋活动小

组 ２０ 多个ꎬ 召开主题班会 １３ 次ꎬ 校内办板报专栏 ３４ 块次ꎬ 上街张贴标语数十条ꎬ 在街上设宣传

点 １ 个、 理发点 １ 个 (理发 ２０ 人次)、 停车场设茶水点 １ 个ꎬ 做好人好事 １０８０ 次ꎬ 为马家河学校

学生捐款 ２１８ ５０ 元ꎮ ４ 月清明节ꎬ 校团委、 教导处组织初一学生祭扫烈士陵园ꎬ 听取刘春林传统教

育报告ꎮ ５ 月ꎬ 校团委组织各班开展爱国主义知识竞赛ꎬ 出队参加团县委组织的竞赛并荣获二等奖ꎬ

校内办板报 ４ 期ꎬ 召开主题班会 １８ 次ꎬ 其中初二四班召开 “祖国在我心中” 主题班会ꎬ 初二六班

举办 “爱我中华” 演讲比赛ꎬ 初一四班举办 “放眼地球仪、 心系神州情” 主题班会ꎬ 初一三班举

办 “可爱的祖国” 主题班会ꎮ 学校 “五一” 举办歌咏比赛活动ꎮ ６ 月对高三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式的

考前思想教育活动ꎮ ９ 月ꎬ 初一、 初二全体同学参加国防知识竞赛和拥军活动ꎬ 并参加 ９５ 西部军事

演习迎送活动ꎬ 为学校荣获先进集体奖ꎮ １０ 月ꎬ 全校举行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５０ 周年报告会ꎬ 学生代表张袁在县委召开的纪念会上代表青少年发言ꎬ 赢得与会者一致好评ꎮ 初二

四班举办 “反对战争、 热爱和平ꎬ 让世界充满爱” 主题班会ꎻ 初二一班举办 “纪念抗战胜利 ５０ 周

年” 主题班会ꎻ 初二五班举办 “纪念法西斯战争胜利 ５０ 周年” 主题班会ꎮ 养成教育以 «中学生日

常行为规范» 为基本准则ꎬ «延川中学学生行为规范» 为蓝本ꎬ 重点加强新生学习、 生活、 纪律教

育ꎮ 时事政策教育坚持每天早晨收听新闻ꎬ 班主任每周首次晚自习在总结上周布置下周工作时ꎬ 宣

讲本周时事新闻ꎮ 此外ꎬ 各班围绕学校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求ꎬ 开展系列班会对学生进行广泛教

育ꎮ 次年ꎬ 爱国主义教育除利用节日开展一系列活动外ꎬ 在后半年第五周举行了新生第七套 Ｂ 组广

播体操比赛ꎬ 评选出 ３ 个优秀集体ꎬ 促进了新生广播体操教学ꎬ 加强了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ꎮ 国庆

期间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升国旗仪式ꎬ 由上年度模范班级高二二班筹备ꎬ 县人大、 宣传部等有关

领导参加ꎬ 各班在国旗下宣誓ꎬ 收到良好的效果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以建设文明校园为契机ꎬ 狠抓新时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ꎮ 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强化爱

国主义教育ꎬ ３ 月学雷锋ꎬ ４ 月祭扫烈士陵园ꎬ ５ 月教唱比赛爱国主义歌曲ꎬ ６ 月毕业生理想教育ꎬ

７ 月庆祝香港回归ꎬ ９ 月尊师重教活动ꎬ １０ 月升国旗、 奏国歌、 国旗下讲话、 国旗下宣誓ꎬ １１ 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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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二主题班会ꎬ １２ 月迎元旦文艺晚会ꎮ 使学生时时处处受到爱国主义教育ꎬ 升华了学生的思想

境界和爱国热忱ꎮ 重点抓新生校训、 规范教育ꎬ 培养了良好的学习、 生活、 纪律习惯ꎮ 组建文明监

督岗ꎬ 教育学生 “讲文明话、 干文明事、 做文明学生”ꎬ 使学校文明礼貌蔚然成风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除以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贯穿始终ꎬ 加强新生学习、 生活、 纪律习惯养成教育

和精神文明、 爱国主义教育外ꎬ 重点开展减负、 素质教育和纪律整顿活动ꎮ 年初ꎬ 教育界从上至下

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减员运动ꎬ 一时间ꎬ 全校师生人心惶惶ꎬ 认识渺茫ꎮ 为此ꎬ 学校首先加强理

论学习ꎬ 明确思想认识ꎬ 学习了江泽民总书记 «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和教育部吕副部长 «减负

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等文章ꎬ 然后召开师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座谈会ꎬ 使学生、 教师和家长明确了减

负并不是不要教学质量ꎬ 减负并不是不要刻苦学习ꎬ 减负并不是不要考试ꎬ 减负并不是不要必要的

学业负担等ꎮ 师生、 家长关注的热点、 焦点问题ꎬ 在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呼吁下ꎬ 学校恢复了已中断

的五天半工时制ꎬ 给学生订购了 “单元测试卷” 保证了学校教学秩序的稳定ꎮ 根据县教育局部署ꎬ

学校把 ４ 月份定为 “素质教育活动月”ꎬ 充分开展减负素质教育和纪律整顿活动ꎮ 校党支部、 工会

配合ꎬ 在教职工例会上围绕 “什么是素质教育ꎬ 为什么要实施素质教育ꎬ 怎样实施素质教育”ꎬ 展

开大学习、 大讨论ꎮ 刘怀福校长在教工会上作有关素质教育专题报告ꎬ 每个教师写了一篇关于素质

教育为中心内容的论文ꎬ 评选出 ２０ 篇优秀论文上报县教研室ꎬ 使全体教师明确了素质教育的有关

理论和实践ꎬ 为学生开展素质教育奠定了基础ꎮ 由教育处牵头ꎬ 在全体学生中围绕 “什么是素质教

育ꎬ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ꎬ 为什么要实施素质教育” 等中心问题ꎬ 开展了一次大学习、 大讨论ꎮ

刘怀福校长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作有关素质教育专题报告ꎬ 各班召开素质教育主题班会ꎬ 举办以素质

教育为内容的板报和专栏 ８ 期ꎮ 通过一系列活动ꎬ 使学生弄清了素质教育的真实内涵ꎬ 转变了学习

观念和方法ꎬ 注重了自己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ꎮ 有效开展正确认识减负教育活动ꎮ ６ 月ꎬ 开

展纪律教育整顿周活动ꎬ 由教育处牵头ꎬ 学校上下动员ꎬ 齐抓共管ꎬ 对部分学生起床、 到校、 自习

纪律、 吃睡以及校外活动进行有目标、 有针对性的跟踪调查ꎬ 查出一些严重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ꎬ

召开全校纪律教育大会ꎬ 处分了 １２ 名违纪学生ꎬ 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ꎮ 同时ꎬ 邀请县关工委樊

治锋向学生作法制教育专题报告ꎬ 使学生进一步懂得了遵纪守法的重要性ꎬ 违法违纪的严重性和危

害性ꎬ 培养了学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确立 “强化学生德育教育工作ꎬ 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ꎬ 增强学生的行为规范

意识和文明意识ꎬ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使学生学会做人、 学会求知、 学

会健体、 学会审美ꎬ 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 的思想政治工作思路ꎬ 以养成教育为突破口ꎬ 开展经

常性规范教育ꎬ 培养了学生刻苦学习、 遵守纪律、 讲究卫生、 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ꎬ 以说文明话、

办文明事、 做文明人的 “三文明” 教育为中心ꎬ 大力推进争当文明学生、 争创文明宿舍、 文明班

级、 文明教室活动ꎬ 开展首届文明中学生评比活动ꎬ 评选出文明中学生 ３９ 名ꎮ 同时ꎬ 利用每天晚

自习 １５ 分钟晚点时间和校园广播、 橱窗、 板报、 专栏开展时事政策教育ꎬ 利用节庆开展各种形式

的爱国教育活动ꎬ 均起到了巨大作用ꎮ 次年始ꎬ 德育教育坚持序列化、 经常化和制度化ꎬ 做到月月

有主题ꎬ 周周有活动ꎮ 将三热爱、 革命传统、 公民道德、 尊师爱校、 行为规范等系列教育贯穿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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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活泼、 形式多样、 为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教育活动中去ꎬ 开展 “三创一争” (创文明宿舍、 文明教

室、 文明班级ꎬ 争当文明中学生) 系列文明教育和竞赛活动ꎬ 先后表彰奖励了第一、 二届 “文明中

学生” 和 “文明班级”ꎮ 先后在街上和校园对荣获各类先进模范称号的老师和学生进行图文并茂的

宣传ꎬ 以典型引路、 榜样示范ꎬ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ꎬ 以先进的事迹鼓舞人ꎬ 以崇高的精神塑造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深入开展 “创文明宿舍、 文明教室、 文明班级和争当文明中学生” 系列教育和竞赛

活动ꎬ 聘请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主任郝风年为学校首席德育顾问ꎬ 邀请县人武部余政委作 “爱中

华、 强国防、 奔小康” 专题报告ꎻ 高一、 二年级开展参观监狱、 模拟法庭审判活动ꎬ 高二年级组开

展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观摩班会ꎬ 举行爱国主义演讲比赛ꎬ 参加县委宣传部、 关工委和教育局组织

的县直各中学爱国主义演讲比赛ꎬ 有三名学生分别获二、 三等奖ꎮ 开展第三届 “十佳青年” “十大

学习标兵” 评选活动ꎬ 以典型引路、 榜样示范ꎬ 使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有很大提高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加强德育班子建设ꎬ 形成以各处室、 团支部、 学生会、 班级为单位的德育教育网络ꎬ

齐抓共管、 全方位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ꎮ 狠抓心理健康教育ꎬ 从宝鸡文理学院聘请教育心理学

教师 １ 名ꎬ 成立健康教育领导机构ꎬ 开设心理咨询室ꎬ 制定心理健康教育规章制度ꎬ 创办 «心路»

刊物ꎬ 为每位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ꎬ 使每位学生的心理素质有很大提高ꎮ 举办法制教育讲座、 延

安精神演讲比赛和 “绽放诚信花朵” “因为诚信、 所以美丽” 等诚信教育主题班会及 “建诚信校

园ꎬ 做诚信师生” 诚信教育签名仪式等ꎬ 加强了师生的诚信教育ꎮ 开展树模范、 学模范活动和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ꎬ 均收到良好效果ꎮ 次年ꎬ 确立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目标ꎬ 改革德育形式ꎬ 丰富德

育内容ꎬ 立足学生特征ꎬ 科学育人ꎮ 构建以学生做人教育为核心、 以学生素质教育为根本、 以创造

教育为重点的新格局ꎬ 开展系列思想政治教育ꎬ 坚持每周一升旗制度ꎬ 搞好国旗下讲话活动ꎬ 提高

学生爱国、 爱校的荣誉感和责任感ꎻ 加强班级管理ꎬ 充分利用班会、 晚点、 政治课、 集会等ꎬ 对学

生进行文明礼仪、 学习习惯、 安全纪律、 法律意识、 国防意识等方面的知识教育ꎻ 组织学生学习

«中学生守则»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和 «延川中学学生管理制度» 等内容ꎬ 提高学生守纪意识ꎻ

通过 «心路» 特刊ꎬ 并编制不同年级心理教材ꎬ 开展心理素质教育ꎬ 为 １２３ 名学生提供心理咨询ꎬ

收到良好效果ꎻ 有针对性地举行主题班会、 演讲比赛等ꎬ 培养了学生如何做人的意识ꎬ 如 “我曾为

父母做了些什么” “做人先从孝敬父母做起” 主题班会ꎬ “八荣八耻” 演讲比赛ꎬ “构建和谐校园ꎬ

争做文明学生” 签名仪式等ꎻ 注重激励机制的完善ꎬ 树典型、 奖先进ꎬ 培养了学生积极向上、 争当

先进模范的思想ꎬ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ꎬ 文明礼貌蔚然成风ꎻ 开展 “清洁延川ꎬ 爱我家园” 文明路段

创建活动ꎮ 通过义务清扫河道、 清除杂物等活动ꎬ 培养了学生不怕脏、 不怕累、 能吃苦的劳动观

念ꎬ 增强了学生讲究卫生、 保护环境、 热爱家园的思想意识ꎮ

２００８ 年后半年ꎬ 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继续坚持序列化教育ꎬ 高一狠抓入学教育和校训工作ꎬ 培养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 生活、 卫生、 纪律习惯ꎬ 做一个文明合格中学生ꎻ 高二重点培养学生科学的

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ꎻ 针对高三学生学习、 思想生活实际ꎬ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ꎬ 特别是

结合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的成功举办ꎬ 以及体育健儿顽强拼搏、 勇夺金牌、 为国争光的英

雄事迹ꎬ 各班通过观看电影、 举办主题班会等形式ꎬ 弘扬奥运精神ꎬ 使高三学生树立信心ꎬ 战胜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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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ꎬ 斗志昂扬地备战高考ꎮ ２００９ 年后半年始ꎬ 开展以路遥精神为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ꎬ 教育

处、 校团委、 路遥文学社发起怀念路遥一生系列纪念活动ꎬ 组织各班观看路遥专题片ꎬ 教室举办纪

念路遥板报ꎻ 组织各班学生举行 “认识路遥ꎬ 走进路遥” 知识竞赛ꎬ 激励全校师生自强不息、 顽强

奋斗的精神ꎮ ９ 月 ２３ 日举行 “全民国防教育日” 签名仪式ꎬ 全体学生在 “国防连着你我他ꎬ 安宁

维系千万家” 红色横幅上签字ꎬ ２７、 ２８ 日分别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０ 周年演讲、 歌咏比

赛ꎬ 加强爱国主义、 公民道德素养和法制教育ꎬ 开展争创文明中学生、 文明班级、 文明宿舍教育活

动ꎬ 增强了全校师生的凝聚力、 战斗力ꎬ 文明风气蔚然形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坚持以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ꎬ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

精神ꎬ 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

导纲要»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等精神ꎬ 切实落实 “育人为本” “德育为首” 要求ꎬ 结合新课

改ꎬ 创新性地开展德育工作ꎮ 注重德育队伍整体素质建设ꎬ 狠抓高一、 高二学生养成教育ꎬ 使学

习、 纪律、 卫生、 生活、 日常行为规范化ꎬ 学生懂文明、 讲礼貌ꎬ 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ꎮ 举办 “树

立远大理想ꎬ 展示青春风采” 演讲比赛ꎬ 举办国防、 法制安全教育报告会ꎬ 陈列环保宣传展板ꎮ 清

明节ꎬ 组织高一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ꎬ 利用每周升国旗演讲和五一、 五四、 七一等节日ꎬ 加强爱国

主义、 集体主义、 革命传统以及理想、 环保、 安全等方面教育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举行 “我心目

中的共产党” 演讲比赛ꎻ ５ 月 ２９ 日ꎬ 组织学生在中院观看爱国主义影片ꎮ 后半年ꎬ 狠抓高一新生入

学教育和校训工作ꎬ 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 生活、 卫生、 纪律和文明习惯ꎻ 重点开展 “三心” (敬

畏心、 感恩心、 进取心) 教育ꎬ 内化学生良好品质和自觉行为ꎻ 在学生中树立先进典型ꎬ 激励学生

张扬个性ꎬ 促进学生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ꎮ 教育处制定 «延川中学 “三级十星” 评选方

案»ꎬ 广泛宣传ꎬ 最后评出校级十星ꎬ 年级十星ꎬ 各班级评出班级十星ꎮ 利用每周升国旗仪式、 清

明节、 国庆节等进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革命传统等教育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学校坚持 “以学生为本ꎬ

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宗旨ꎬ 大力推进 “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 全面育人” 德育模式ꎬ 将德育

工作渗透和贯穿于教育教学管理的各个方面ꎮ 围绕课程改革ꎬ 优化德育管理机制ꎬ 加强德育队伍建

设ꎬ 实施全员育人ꎻ 以路遥精神为核心ꎬ 教育学生树立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的精神ꎻ 继续开展序列

化教育ꎬ 高一重点为养成教育ꎬ 狠抓入学教育和校训工作ꎻ 高二在巩固养成教育成果的基础上ꎬ 注

重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ꎻ 高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心理健康指导ꎮ 引导学生从我

做起ꎬ 从身边做起ꎬ 从点滴做起ꎬ 规范了学生学习、 生活、 纪律行为ꎻ 利用国旗下讲话、 主题班

会、 团队活动 (政治组组织学生开展学习十八大知识竞赛)、 观看新闻、 演讲比赛、 知识竞赛、 植

树造林、 征文等形式活动ꎬ 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

的理想信念以及自主管理能力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创新性地开展德育工作ꎮ 注重德育队伍整体素质建设ꎬ 开展

丰富多样的系列教育活动ꎬ 重点抓高一、 高二学生学习、 纪律、 卫生、 生活、 日常行为规范和文明

礼貌等ꎬ 培养学生逐渐养成勤学、 文明、 守纪的良好风尚ꎮ 清明节前后ꎬ 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义务植

树和绿化美化校园活动ꎬ 继续参与社区清扫文明路段活动ꎮ ４ 月 ２２ 日ꎬ 教育处举办 “爱学习、 爱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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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爱祖国” 演讲比赛ꎮ 后又举行 “扬青春风帆、 走群众路线、 共祝中国梦” 歌咏比赛ꎬ 还组织

各班观看 “２０１３ 年度十大感动人物颁奖典礼”ꎬ 以及每周升国旗演讲等ꎬ 通过一系列活动加强爱国

主义、 集体主义、 革命传统和理想、 环保、 文明礼仪等项教育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狠抓高一新生入学教育和

校训工作ꎬ 注重全体学生养成教育ꎬ 细化教育内容ꎬ 通过各种途径形成贴近学生思想道德、 学习生

活、 遵纪守法、 文明礼貌实际的一系列教育活动ꎮ 召开年级主体班会ꎬ 进行爱心孝心和理想教育ꎻ

以 ６０ 年校庆为主题ꎬ 以 “爱国、 理想、 责任” 为内容ꎬ 开展感恩心、 责任心、 友爱心、 自信心和

进取心 “五心教育”ꎬ 培养学生爱国、 爱民、 爱家、 爱校四种情感ꎬ 塑造学生自强不息、 吃苦耐劳、

助人为乐精神ꎬ 形成终身受益的行为、 习惯、 品质和意志ꎻ 举办 “都是手机惹的祸” 演讲比赛、 举

行首届学生自主管理经验交流会、 开展升国旗和 “十佳青年” 评选等活动ꎬ 使学生综合素质有所

提高ꎮ

第八节　 教育绩效

延川中学成立初期ꎬ 仅招收初中生ꎬ 教师多来自陕西关中一带ꎮ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ꎬ 首届初三毕业生

１３９ 人ꎬ 仅有 ２ 人 １ 门不及格ꎬ 符合保送升级学生 ２２ 人ꎬ 后虽提高了保送标准ꎬ 还保送了 １６ 人ꎬ 占

１１ ５１％ꎮ 升学考入师范学校 ２９ 名ꎬ 占毕业生 １３９ 名的 ２１ ３０％ꎻ 考入农业学校 ８ 名、 卫生学校 ６ 名、

机械学校 ５ 名ꎬ 贸易学校、 幼儿师范学校各 １ 名ꎬ 总共 ５０ 名ꎬ 占 ３６ ６９％ꎬ 升入高中 ７４ 名ꎬ 升学率达

８９ ９３％ꎻ 参加小学教育工作 １５ 名ꎮ 实现开门红ꎬ 其辉煌业绩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ꎮ 由于教学设备

简陋ꎬ 加之 １９５８ 年 “大跃进” 和三年自然灾害ꎬ 学生以劳动为主ꎬ 严重地冲淡了正常课堂教学秩序ꎬ

学生厌学情绪明显ꎬ 致使教学成绩落后ꎬ 导致 １９６２ 年首届高中毕业生参考 ３６ 人全部落选ꎮ 对此ꎬ 校

领导认真总结教学失败之原因ꎬ 勉励老师改进教学方法ꎬ 狠抓课堂教学ꎬ 鼓励学生要发奋努力学习ꎬ

教学成绩持续上升ꎮ 使 １９６３ 年秋高考应考 ３５ 人ꎬ 录取 ５ 人ꎬ 实现了零突破ꎮ 次年高考应考 ３８ 人ꎬ 录

取 １１ 人ꎬ 录取率为 ２８ ９５％ꎬ 升学率跃居延安地区前列ꎮ １９６５ 年高考录取增至 １６ 人ꎬ 录取率 ３３ ３３％ꎮ

１９７６ 年ꎬ 粉碎 “四人帮” 后ꎬ 随着拨乱反正ꎬ 加强教学管理ꎬ 延川中学教学秩序得到恢复并

走上正轨ꎬ 教学质量逐年提高ꎮ １９７７ 年高考仅录取大学 １ 名ꎮ 次年ꎬ 大学录取 ９ 人ꎬ 占全县 １３ 人

的 ６９ ２３％ꎮ １９７９ 年高考录取 ６２ 人ꎬ 其中大专以上 １０ 人ꎬ 中专 ５２ 人ꎮ 次年增至 ８３ 人ꎬ 其中大专

以上 １２ 人ꎬ 占全县 １７ 人的 ７０ ５９％ꎻ 高中专 ７１ 人ꎬ 占全县 １３０ 人的 ５４ ６２％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延川中学

参加高考学生 １６５ 名ꎬ 被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录取 １４ 名ꎬ 占 ８ ４８％ꎻ 中专学校录取 ３３ 名ꎬ 占 ２０％ꎮ

初中专录取 ２２ 人ꎬ 占 １１ ７％ꎮ 次年ꎬ 全省高考升学率 ７％、 地区 １１％ꎬ 而延川中学为 ７ ３％ꎮ １９８４

年ꎬ 高考应考人数 ８７ 人ꎬ 其中理科 ５５ 人ꎬ 文科 ３２ 人ꎮ 录取 ４４ 人ꎬ 其中考入大专院校 ２１ 人ꎬ 占全

县 ２５ 人的 ８４％ꎻ 中专 ２３ 人ꎬ 占全县 ４０ 人的 ５７ ５０％ꎮ 高考升学率 ５０ ５７％ꎮ 翌年ꎬ 参加高考人数

１２１ 人ꎬ 其中理科 ９１ 人ꎬ 文科 ３０ 人ꎮ 考入大专以上 ３３ 人ꎬ 升学率 ２５ ８％ꎻ 中专 ３５ 人ꎬ 升学率

０５１



第四章　 教学育人 　


４１ ５％ꎻ 初中专升学率达 ６３ ６％ꎮ １９８６ 年初中专录取 ４８ 人ꎮ １９８８ 年ꎬ 高中应届毕业生 １１４ 人ꎬ 其

中文科 ６２ 人ꎬ 理科 ５２ 人ꎮ 大学大专录取 ２１ 人ꎬ 其中应届 ７ 人ꎬ 往届 １４ 人ꎮ 应届学生录取率

６ １４％ꎮ 高中专录取 １０ 人ꎬ 其中应届、 往届各 ５ 人ꎮ 应届生录取率 ４ ３９％ꎮ 初中应届生参考 ２３７

人ꎬ 录取 ９３ 人ꎬ 录取率 ３９ ２４％ꎬ 其中初中专 １２ 人、 技校 １４ 人ꎬ 高中 ５９ 人、 延安中学 ８ 人ꎮ １９８９

年ꎬ 高三毕业生合格率 ８４％、 初三 ８７％ꎬ 分别比原计划提高 １４ １７ 个百分点ꎮ 高考为各类高校输送

大学生 ４４ 名ꎬ 升学率 １１ ７０％ꎬ 比原计划 ６％高出 ５ ７ 个百分点ꎻ 占全县 ４７ 人的 ９３ ６２％ꎮ 高中专

１３ 名ꎬ 占全县 １６ 人的 ８１ ２５％ꎮ 初三中考升学率 ５０％ꎬ 比计划高出 １０ 个百分点ꎮ 非毕业班学生学

习成绩在原基础上有所提高ꎬ 体育达标率逐年提高为 ９１ ６０％ꎬ 超计划 ２１ ６％ꎬ 被国家教委、 国家

体委命名为实施体育锻炼标准全国先进学校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川中学被延安地委、 行署评为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体育工作先进集体ꎬ 获延安地区教

育局教学质量进步奖ꎮ １９９１ 年ꎬ 被县教育局评为 “初中升高中总评第一名”ꎮ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年ꎬ 先后有 ４

个班级评为陕西省先进班集体ꎬ ２ 个班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班集体ꎻ ３ 个组室获省级业务奖ꎮ 有 １６ 名

学生先后被评为省、 地级三好学生ꎬ ７ 名被评为县级三好学生ꎬ １ 名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高考上省线 ３ 人ꎬ 地市线 １４ 人ꎬ 电大委培线 ５２ 人ꎬ 体育 １ 人ꎻ 中考中专 ６４ 人ꎬ 延

安中学 ５ 人ꎬ 预选率 ７１ ８０％ꎮ １９９６ 年参加高考学生 １８９ 人ꎬ 自费线以上 ８６ 人ꎬ 升学率 ４５ ５％ꎮ 初

中专参加考试人数 ３１６ 人ꎬ 达预选分数线者 １９２ 人ꎬ 预选率 ６０ ７６％ꎬ 高出全县预选率 ２４ ９４ 个百分

点ꎮ 全县有 ５００ 分以上 １０ 人ꎬ 延川中学占 ６ 人ꎻ 全县 ４００ 分以上 １６２ 人ꎬ 延川中学占 ８５ 人ꎮ 考取

北京 １０１ 中学 ３ 人ꎬ 延安中学公费 ２８ 人、 自费 ７ 人ꎻ 中专公费 ２３ 人ꎬ 自费 ３１ 人ꎮ 另外延川中学属

科达预选分数线 １９ 人ꎬ 其中体育 １０ 人、 美术 ２ 人、 音乐 ７ 人ꎮ 参加高二五门会考学生 １３７ 人ꎬ 不

过关者有英语 ６２ 人、 物理 １５ 人、 化学 ３３ 人、 历史 ６０ 人、 生物 ２１ 人ꎬ 达到 Ａ 级的有物理 １４ 人、

化学 ３ 人、 历史 ８ 人、 生物 ４ 人ꎬ Ｂ 级的有物理 ３６ 人、 英语 ２５ 人、 化学 ３２ 人、 历史 ２１ 人、 生物

４１ 人ꎮ 翌年ꎬ 参加初中专升学考试 ３０７ 人ꎬ 预选 ２０９ 人ꎬ 考取北京 １０１ 中学 ３ 人ꎬ 西安交大附中 ２

人ꎻ 中专学校 ４７ 人 (公费 １７ 人ꎬ 委培 ２１ 人ꎬ 体育、 美术各 ２ 人ꎬ 音乐 ３ 人ꎬ 幼师 １ 人)ꎮ 参加高

考 １９２ 人ꎬ 考取重点院校 １ 人ꎬ 省线 ４ 人ꎬ 地线 ２６ 人ꎬ 电大委培 ３５ 人ꎬ 共计上线 ６６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中考参考 ３５０ 人ꎬ 预选 ３２４ 人ꎬ 预选率 ９２ ５７％ꎮ 考取北京 １０１ 中学 ３ 人ꎬ 西安交大附中、 江阴无锡

中学各 ２ 人ꎬ 延安中学 ６８ 人ꎻ 中专 ７６ 人ꎬ 共计 １５０ 人ꎮ 高考上省线 ６ 人 (考入清华大学 １ 人)ꎬ 地

线 １６ 人ꎬ 电大委培线 ５５ 人ꎮ １９９９ 年中考报名 １８０ 人ꎬ 预选 １３９ 人ꎬ 预选率 ７７％ꎬ 其中中专 ４３ 人ꎬ

北京 １０１ 中学 ３ 人ꎬ 江阴无锡中学 １ 人ꎬ 延安中学 ６０ 人ꎬ 共计 １０７ 人ꎮ 高考报名 １６８ 人ꎬ 一类本科

上线 ８ 人、 二类 １ 人ꎬ 地市线 ２０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高三毕业生参考 １９６ 人ꎬ 一类本科上线 ８ 人、 二类 ９ 人ꎬ 完成市教委下达 １０ 名高考

指标ꎻ 地市分数线 ３８ 人ꎬ 高职、 电大、 高中专上线 １３１ 人ꎮ 共计 １８６ 人ꎬ 升学率达 ９５％ꎮ 初中参

加 “三合一” 考试 ４４０ 名ꎬ 考取中专 １１８ 人ꎬ 职办 １６ 人ꎬ 高中 ２９１ 人ꎬ 共计 ４２５ 人ꎬ 升学率达

９６％ꎻ 人均语文 ８３ ７ 分、 数学 ８９ ４ 分、 政治 ５３ ８ 分ꎬ 均名列全县第一ꎮ １４０ 人参加延安中学考

试ꎬ 录取 ３９ 人ꎬ 考取北京 １０１ 中学 ３ 名ꎬ 江阴无锡中学、 西安中学各 １ 人ꎮ 高一 １８５ 人参加地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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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ꎬ 过关率 ９５％ꎻ 高二有 １８６ 人参加会考ꎬ 其中物理合格率 ７４％ꎬ 化学合格率 ７０％ꎬ 英语合格率

６６％ꎬ 历史合格率 ８４％ꎬ 生物合格率 ８０％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参加高考毕业生 ２１６ 人ꎬ 考入国家重点院校 ６

人、 二类 １４ 人、 专科 １５３ 人ꎬ 升学率 ８０％ (不含高中专)ꎮ 初三毕业生 ６０４ 人ꎬ 参加 “三合一” 考

试 ５７９ 人ꎬ 考取省级重点中学 ５６ 人ꎬ 其中北京 １０１ 中学、 西安交大附中各 ２ 人ꎬ 长安一中 １ 人ꎬ 延

安中学 ５１ 人ꎮ 考取延川中学 ３２５ 人ꎮ 体育艺术ꎬ 高中考取体育学院本科 １ 人、 专科 ２ 人ꎬ 初中考取

音乐 ４ 人、 体育 ５ 人ꎮ 高一参加地理会考 ３４０ 人ꎬ 合格 ３１９ 人ꎬ 合格率 ９３ ８２％ꎮ 高二参加会考 １７０

人ꎬ 其中物理合格 １２５ 人ꎬ 合格率 ７３ ５３％ꎻ 化学合格 １２６ 人ꎬ 合格率 ７４ １２％ꎻ 英语合格 １０９ 人ꎬ

合格率 ６４ １２％ꎻ 生物合格 １４８ 人ꎬ 合格率 ８７ ０６％ꎻ 历史合格 １６７ 人ꎬ 合格率 ９８ ２４％ꎮ 学科竞赛

有 ４３ 名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荣获市级以上奖励ꎬ 即高三数学获省二等奖 ３ 人、 三等奖 １ 人ꎻ 物

理获省优秀奖 ２ 人ꎻ 化学获省三等奖 ５ 人ꎮ 初三数学获省级、 市级奖各 ８ 人ꎻ 物理获省级一等奖 １

人、 二等奖 ２ 人、 三等奖 ５ 人ꎻ 化学获省级一等奖 １ 人、 二等奖 ２ 人、 三等奖 ３ 人ꎻ 英语市级一等

奖 ２ 人ꎮ 学校荣获县教育局颁发的教学质量奖ꎬ 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中教学质量奖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参加延安中学招生考试考取 １４３ 名ꎬ 其中公费生 ５９ 名ꎬ 占延安中学公费招生人数五分

之一多ꎮ 计划内调节生以上 ９３ 名ꎬ 占计划内招生人数六分之一多ꎬ 扩招生 ５０ 名ꎮ 继续保持全市第一

名优异成绩ꎮ 西安 ７ 所重点中学联招考试录取 １６ 名ꎬ 形成西安重点中学亲自到延川中学来争生源的喜

人局面ꎮ 同时ꎬ 向北京 １０１ 中学选送 ３ 名优秀学生ꎮ “三合一” 考试生均成绩位于全市 １８１ 所中学第六

名ꎬ 在公立学校中排列第一名ꎮ 高考参考 ２２０ 人ꎬ 上大专以上分数线者 ２０４ 人ꎬ 上线率 ９１ ３０％ꎬ 其中

一类院校上线 １７ 人、 二类 ３７ 人ꎬ 一、 二本分别名列全市第六、 第七名ꎬ 彻底扭转了延川中学高考成

绩在全市倒数二三名徘徊的被动局面ꎮ 学科竞赛获奖 ６６ 人ꎻ 在全市 “交通杯” 作文竞赛中ꎬ 全市三

等奖以上共 ６ 人ꎬ 延川中学占 ４ 人ꎬ 一、 二等奖获得者都是延川中学学生ꎮ 学校获优秀组织奖ꎮ 校长

履职综合考评以 ９５ ６ 分名列全市第一名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高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突破 ６０ 人大关ꎬ 比上年净

增 ２４ 人ꎬ 占全县上线人数 ８８ ２％ꎻ 专科以上上线人数 ３５７ 人ꎬ 占考生总数 ３７７ 人的 ９４ ６９％ꎮ 体、 音、

美考取大学一本共 ５ 人ꎬ 填补了大学招生学校历年音、 美之空白ꎮ “三合一” 考试以五科生均 ４２２ 分荣

获全市第一名ꎬ 被作为全市校长履职考评教学质量参照分ꎮ 各学科平均成绩囊括全县第一名ꎬ 延安中

学、 延安实验中学招生考试上线 １３７ 人ꎬ 延安中学录取 １１９ 人ꎻ 西安 ７ 所重点中学录取 ３２ 人ꎬ 形成西

安 ７ 所重点高中来学校争夺生源的喜人局面ꎻ 北京 １０１ 中学录取 ３ 人ꎮ 本校初中教学质量从此不仅闻

名全市ꎬ 而且名扬陕西ꎬ 为此县委、 县人民政府一次性奖励本届毕业班教师 １０ 万元ꎬ 学校奖励 １６ 万

元ꎬ 其中初、 高中毕业班教师各 １２ ５ 万元ꎬ 管理人员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高考三本以上上线 ３１５ 人ꎬ 占全县 ７８ ３５％ꎬ 其中国家一类学校上线 ５２ 人ꎬ 比上年净

增 ２９ 人ꎻ 二类线以上突破百人大关为 １２３ 人ꎬ 比上年净增 ６２ 人ꎬ 占全县二本上线人数 ７７ ７１％ꎮ

县委、 县政府奖励本届毕业班教师 ９ ３６ 万元ꎮ 体、 音、 美高考上线 ２２ 人ꎮ 初中 “三合一” 考试考

取延安中学、 延安实验中学 １０７ 人ꎬ 为全县第一名ꎬ 名列全市前茅ꎻ 西安交大附中、 西安八十三中

著名重点中学分别录取 ４ 人、 １４ 人ꎮ 县委、 县政府奖励初三毕业班教师 ３０００ 元ꎮ 学校奖励高三、

初三毕业班教师 １６ ３４ 万元ꎬ 县、 校共计 ２６ 万元ꎬ 其中高中 １５ 万元ꎬ 初中 １０ 万元ꎬ 管理人员 １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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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ꎮ 省级数理化学科竞赛获奖 ５３ 人ꎬ 其中一等奖 １ 人、 二等 ８ 人、 三等 ４４ 人ꎬ 市级获奖人数 ３８

人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教育局授予学校高考教学质量优秀学校称号ꎻ ６ 月ꎬ 高考本科上线 ３６７

人ꎬ 比 ２００４ 年净增 ８１ 人ꎬ 上线率 ５１ ９０％ꎬ 其中二本以上上线 １２５ 人ꎬ 一本上线 ５３ 人ꎮ 获延安市

高中教学质量二等奖ꎮ 全县文史类 ５５０ 分以上 ４ 人ꎬ 延川中学占 ３ 人ꎻ 理工类 ６００ 分以上 ７ 人ꎬ 延

川中学占 ５ 人ꎮ 最高分均为延川中学学生ꎮ 中考考取延安中学、 实验中学 １２６ 人ꎬ 其中西铁一中、

长安一中、 交大附中、 北京 １０１ 等重点中学 １７ 人ꎬ 取得全市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ꎮ

编号: ４－１１　 延川中学选送北京 １０１ 中学历届毕业生情况统计表

姓　 名 毕业时间 录取学校 姓　 名 毕业时间 录取学校

史宝军 １９９７ ７ 延安大学数学系 栾海峰 １９９７ ７ 汉中师范学院数学系

齐小丽 １９９７ ７ 延安大学中文系 郭　 星 １９９７ ７ 延安大学临床医学系

白雪宁 １９９７ ７ 延安大学物理系 邓宝辉 １９９７ ７ 汉中师范学院生物系

杨　 丽 １９９８ ７ 清华大学物理系 景慧玲 １９９８ ７ 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硕连读

郝　 艳 １９９９ ７ 天津大学法学系 赵牡丹 １９９９ ７ 西北工业大学电信工程

曹秀娟 １９９９ 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贺延芳 ２０００ ７ 西安交大工商管理系

高　 鹏 ２０００ ７ 兰州大学化学系 年媛媛 ２０００ ７ 西安交大临床医学

张　 袁 ２００１ ７ 哈尔滨工业大学 乔　 蕾 ２００１ ７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与科学

刘　 晶 ２００１ 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袁　 璐 ２００２ ７ 大连海事学院

高　 翔 ２００２ ７ 北京理工大学 李黎燕 ２００２ ７ 北京农业大学

刘　 鹏 ２００２ ７ 华中农业大学 李艳华 ２００３ 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高　 玉 ２００３ ６ 陕西师范大学 李　 亮 ２００４ ６ 西安交通大学

郭宏杰 ２００４ ６ 西安工业大学 白　 磊 ２００５ ６ 　

王　 慧 ２００５ ６ 北京工业大学 白　 楠 ２００５ ６ 北京邮电大学

邓延辉 ２００６ ６ 　 刘建平 ２００６ ６ 陕西师范大学

郭建伟 ２００６ ６ 　 宋延军 ２００７ ６ 北京理工大学

张竹艳 ２００８ ６ 新加坡国立大学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学处

２００６ 年本科上线 ５３４ 名ꎬ 二本以上上线 １５１ 名ꎮ 翌年ꎬ 参考 ８９９ 名ꎬ 其中文史类 ４１３ 名、 理工

类 ４８６ 名ꎮ 本科一批上线 ３３ 名ꎬ 上线率 ３ ６７％ꎬ 其中文史 ２ 名ꎬ 理工 ３１ 名ꎻ 二批上线 １１３ 名ꎬ 上

线率 １２ ５７％ꎬ 其中文史 ２７ 名ꎬ 理工 ８６ 名ꎻ 三批上线 ５６０ 名ꎬ 上线率 ５５ ６２％ꎬ 其中文史 ２０３ 名ꎬ

理工 ２９７ 名ꎮ 艺术类本科上线 ５０ 名、 体育 ３８ 名ꎮ 高职专科以上 ８２０ 名ꎬ 其中文史 ３６７ 名ꎬ 理工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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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ꎬ 上线率 ９１ ２１％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本科上线突破 ７００ 人大关ꎬ 一、 二本上线 １８１ 名ꎬ 荣获延安市高考

质量三等奖ꎮ ２００９ 年学生操行合格率达 ９７ ６％ꎬ 学业达到 «新课程标准» 要求ꎬ 毕业率 １００％ꎬ 各

类实验操作和信息技术知识及技能合格率达 ９６％ꎻ 该年一、 二本上线 １９１ 人ꎬ 二本上线率在全市排

列较上年有所提高ꎮ 实现连续 ８ 年高考质量稳步提升的良好势头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高考本科上线突破 ８００ 人ꎬ 一、 二本上线 ２９３ 人ꎬ 艺术类本科上线达 １３０ 人ꎬ 均创历

史新高ꎮ 翌年ꎬ 高考二本上线 ２８３ 人ꎬ 本科上线 ６９０ 人ꎻ 艺术类上线 ９３ 人ꎬ 体育 ２７ 人ꎮ ２０１２ 年ꎬ

高考人数 ９９６ 人ꎬ 本科上线 ６４８ 人ꎬ 上线率 ６５％ꎬ 比上一年提高 ２ ３％ꎬ 其中一本上线 ３４ 人ꎬ 上线

率 ３ ４％ꎻ 二本上线 １１１ 人ꎬ 上线率 １１ １％ꎮ 首届特优班取得一、 二本上线 ２７ 人的好成绩ꎬ 上线率

达 ６０％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高考一批本科上线理科 ３１ 名ꎬ 二批本科上线理科 ５１ 名、 文科 １３ 名ꎬ 三批本科

上线理科 １３６ 名、 文科 １０２ 名ꎻ 高职上线文科 １０２ 名、 理科 １０７ 名ꎻ 艺术上线 ５７ 名ꎬ 体育 １３ 名ꎮ

共计为 ６１２ 名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高考本科一批上线理科 １８ 名、 文科 ３ 名ꎬ 二批上线理科 ４１ 名、 文科 １０

名ꎬ 三批上线理科 １４９ 名、 文科 ９１ 名ꎻ 高职上线文科 １６３ 名、 理科 １１６ 名ꎻ 艺术文理上线 ５２ 名ꎬ

体育 １０ 名ꎮ 共计上线 ６５３ 名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高考本科上线 １９７ 名ꎬ 其中一本 １８ 名、 二本 ４３ 名、 三本

１６４ 名ꎬ 艺术 ２２ 名、 体育 １１ 名ꎮ 高职 ３８８ 名ꎮ

编号: ４－１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延川中学学生作品获奖摘年统计表 (部分)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时间 授奖单位

贺欢乐 给人类的一封信 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 延安市环保征文赛

冯　 焕 今天是你的生日———祖国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３ 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

张换艳 中华奇迹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３

高　 慧 歌颂祖国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３

刘建斌 母亲ꎬ 我为你高歌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３

殷美丽 华夏腾飞、 九州同庆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３

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

冯润润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３ 省教育厅、 文化厅等

曹　 颖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３

刘　 焕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３

张小琴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３

高和和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３

杨　 琼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３

张　 转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３

郭小榛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３

省教育厅、 文化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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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时间 授奖单位

冯润润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４

刘　 倩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４

张小琴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４

刘　 焕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４

曹　 颖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４

冯　 乐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４

张　 转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４

杨　 琼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４

郭小榛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４

高和和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４

师学学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４

市文明办、
教育局、
文化局、
团市委、
邮政局等

刘建斌 泪ꎬ 因何而流 特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冯　 帅 思橡树 特等奖 ２０１０ ９

贺　 盼 梦里花落知多少 特等奖 ２０１０ ９

石　 鑫 不能没有你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９

高嘉旋 一场唯美的风捕影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张小琴 念ꎬ 我的阳光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冯　 焕 我上了高二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９

高风艳 父亲的一滴泪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张　 秀 夏之言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９

惠　 晟 黑白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９

高慧芳 青春ꎬ 那滋味 一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冯　 蓉 失误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高嘉旋 拥抱的温度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王永攀 其实阳光很灿烂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张换艳 采风ꎬ 拾忆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刘　 咪 寻找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高和和 历史的两端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白翻艳 人生最大的对手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中
国
语
文
教
育
教
学
研
究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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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时间 授奖单位

袁　 玉 爱在屋檐下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白　 越 品尝亲情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王　 丹 冬日里种下的亲情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王夏夏 天马行空不一样ꎬ 看今朝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梅　 玉 牵魂引梦的乾坤湾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贺雪芳 幸福从何而来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李江远 画一扇窗给自己 二等奖 ２０１０ ９

贺　 容 幸福从何而来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９

高嘉旋 献给世界上我最爱的人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９

高嘉旋 阳光的故事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张　 瑜 珍惜生命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９

殷美丽 让宽容之花绽放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９

任　 姣 我说 ９０ 后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张海瑞 放羊郎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９

惠彩芳 幸福从何而来 三等奖 ２０１０ ９

张　 毅 准遗书、 准自传 优秀奖 ２０１０ ９

李　 旗 心的可见度 优秀奖 ２０１０ ９

中
国
语
文
教
育
教
学
研
究
会

王慧慧 心碎后的坚强 一等奖 ２０１４ ９

白　 燕 原来不是我想的这样 一等奖 ２０１４ ９

杨改芳 靠自己 二等奖 ２０１４ ９

薛　 蝶 为了梦想展翅飞翔 二等奖 ２０１４ ９

马姗姗 我的中国梦 二等奖 ２０１４ ９

郭　 燚 我们需要青春的正能量 二等奖 ２０１４ ９

冯贝琴 放飞的中国梦 三等奖 ２０１４ ９

冯安钊 我的梦、 中国梦 三等奖 ２０１４ ９

中国语文教育
教学研究会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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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４－１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延川中学学生作品发表获奖情况统计表 (部分)

姓　 名 作品名称 发表刊物 刊物级别 获奖等次 时间 备注

高文陶 年华像水一样流过 延川 «山花» 县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８ １２

薛　 旭 重游延川 延川 «山花» 县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８ １２

王　 猛 自在品枣心如烟 延川 «山花» 县级 三等奖 ２００８ １２

刘　 芳 疲惫的心在流泪 延川 «山花» 县级 三等奖 ２００８ １２

县首届
作文大赛

呼延涛 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３

呼延涛 莲花六诀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３

贺　 容 怀念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２００９ ３

“新人杯” 全国
中小学校园
文学大赛

李改艳 春风不度玉门关 «高考作文» ８５ 期 省级 ２００９ ５ ６ —

郝华华 执著与成功 «高考作文» ８６ 期 省级 　 ２００９ ５ １３ —

高文陶 永远的甄宵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６

呼凯亮 鲁迅———谨以此纪念鲁迅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６

呼凯亮 桃花爱情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６

呼凯亮 春天不回来———怀念母亲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６

呼凯亮 悼念司马迁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６

刘　 芳 家乡亲情的黄金分割点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６

高文陶 生于 ３ 月 ３ 中国校园文学 国家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６

“新人杯” 全国
中小学校园
文学大赛

曹　 健 加油ꎬ 中国 延川 «山花» 县级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９ 迎国庆 ６０ 周年

杜亚玲 祝福你ꎬ 中国 延川 «山花» 县级 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９ 迎国庆 ６０ 周年

贺建强 来自大自然的启示 延安日报 市级  ２００９ １０ １ —

干雪玲 文爱的高度 延安日报 市级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５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学处

编号: ４－１４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 年延川中学学生学科竞赛获奖摘年统计表 (部分)

姓　 名 学科 等级 时间

贺　 鑫 全国数学竞赛 三等奖 １９９９

张亚娜 全国数学竞赛 三等奖 １９９９

张庆庆 全国化学竞赛 二等奖 １９９９

刘海龙 全国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 省级二等奖 ２００４ ５

徐登天 全国中学生英语翻译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６

贺成龙 全国中学生英语翻译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６

魏　 丹 全国中学生英语翻译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６

王小前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二年级全国三等奖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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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学科 等级 时间

拓　 月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８

张　 慧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８

杨彩婷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二等奖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８

孙小军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二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８

高文娟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二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８

刘　 小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三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８

封志明 二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８ ６ ３０

冯建涛 二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８ ６ ３０

李亚倩 二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三等奖 ２００８ ６ ３０

邓　 轩 二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优秀奖 ２００８ ６ ３０

李　 健 二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优秀奖 ２００８ ６ ３０

马海岗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全国二等奖 ２００８ １２ ３０

刘凯鑫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呼浩文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段文洁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高　 萌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杨三辉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刘改琴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李延芳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马　 玲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秦　 岭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二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马　 蕾 ２００８ 年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二年级市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 １０

张东成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刘　 强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李　 奇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杨　 蓉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党艺秦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刘　 勇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刘加贝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惠翠翠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张　 英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高彩萍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呼　 佩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杨　 靖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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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学科 等级 时间

任前前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杨　 栋 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 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张东成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刘　 强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马　 芳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刘　 丹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李河河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高建雄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王　 旭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任建新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三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２

郝　 娅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全国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７

杨　 军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全国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７

孙　 娴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７

李江远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７

刘玉英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全国二等奖 ２０１０

武苗苗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１１ １２ ２４

马　 倩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全国三等奖 ２０１２

赵柏叶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高二年级全国三等奖 ２０１２

高淑洁 全国中学生数学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全国三等奖 ２０１３

袁　 琦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１３

李晓林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一年级市级一等奖 ２０１３

白　 荣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高二年级全国三等奖 ２０１３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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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第五章　 教职工

名师讲座现场

自 １９５６ 年建校起ꎬ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先后有 ８００ 多人在延川中学担任教师、 职工ꎮ 期间ꎬ 教师们以

自己的学识见解ꎬ 精心教育培养学生ꎬ 使一批又一批学生在德、 智、 体、 美等方面获得教益ꎬ 健康

成长ꎬ 步入社会ꎬ 走在时代前列ꎮ 延川中学的发展壮大ꎬ 英才辈出ꎬ 与历代教师的默默奉献、 努力

工作密切相关ꎬ 取得的成绩和荣誉都饱含着广大教职工的心血和汗水ꎮ

第一节　 师资队伍

毛泽东认为学校 “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 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ꎮ 由此可见ꎬ 校长和教师

是学校能否兴旺发展的关键ꎬ 首任校长魏载功ꎬ 榆林中学毕业后ꎬ 曾任绥德专区干部业余文化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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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长ꎬ 又赴西安中教行政论训班学习ꎬ 结业后分配到延川县初级中学任校长ꎬ 具有丰富的办学

经验和管理水平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开学ꎬ 教员张立任文学兼体育ꎬ 共 １１ 节ꎬ 兼班主任ꎻ 王政游为共

青团员ꎬ 任文学、 植物、 卫生ꎬ 共１４ 节ꎮ 助教蔡述贤教地理、 历史、 美术ꎬ 计１５ 节ꎬ 兼班主任ꎮ 职员张

登舟、 苏德华ꎬ 负责总务的是蔡士焕ꎬ 工友加存智、 杨和春ꎮ 教导主任马逢瑞于同月 １６ 日到校ꎬ 兼任历

史课 ６ 节ꎻ ２４ 日ꎬ 教员王西林 (中共党员)、 王丁钰到校ꎬ 分别担任算术和汉语、 文学ꎬ 节数分别为 １８、

１４ 节ꎮ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 代理校长中共党员魏载功到校ꎻ １４ 日教员万大学到校ꎬ 任历史ꎬ 兼班主任ꎮ １１ 月 １

日ꎬ 工友马志富顶替了杨春和ꎮ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ꎬ 新增教员张景明ꎬ 时有教职工 １２ 名ꎬ 其中教员 ７ 名ꎬ 职员

５ 名ꎮ ９ 月ꎬ 新增教员李柱贵、 王玉庆、 陈文ꎬ 职员赵锡龄、 白秀山、 刘国才ꎬ 工友白天福ꎮ 中途教师王

政游回乡劳动改造ꎮ 教师中有中共党员 ２ 名ꎬ 共青团员 ５ 名ꎻ 大学学习一、 二年者 ５ 名ꎬ 中教班毕业者 ５

名ꎬ 中师毕业者 １ 名ꎻ 初教学者 ４ 名ꎬ 一年者 ５ 名ꎬ 五年以上 ２ 名ꎻ 年龄都在 ２５ 岁以下ꎮ

编号: ５－１　 延川中学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教职工统计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籍　 贯 毕业学校或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来校时间 职务、 任课

魏载功 男 ５２ 佳县 榆林中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５６ １０ １１ 校长、 政治

马逢瑞 男 ４８ 子洲 陕西省第四师范学校 — １９５６ ９ １６ 教导主任

蔡士焕 男 ３５ 绥德 榆林中学高中班 — １９５５ １０ １８ 总务工作

张　 立 男 ２５ 盩厔 (今周至) 陕西西安师范学校 — １９５６ ８ １２ 班主任、 文学

王政游 男 ２４ 蒲城 大荔师范学校 共青团员 １９５６ ８ 动物、 植物

王西林 男 ２４ 韩城 陕西师范学校数学科 中共党员 １９５６ ９ ２４ 班主任、 代数

王丁钰 男 ２２ 大荔 陕西师范学院文学科 共青团员 １９５６ ９ ２４ 文学、 汉语

万大学 男 ２８ 江西南昌 南京大学行政专科 — １９５６ １０ １４ 历史

张景明 男 ２８ 眉县 西北师范学院史地专科 共青团员 １９５７ ３ １ 班主任、 地理政治

李柱贵 男 ２２ 咸阳市 西安师范学校 — １９５７ ８ ３１ 物理、 体育

陈　 文 男 ２１ 城固 汉中中教班语文科 共青团员 １９５７ ９ １ 文学、 音乐

王玉庆 男 ２０ 洋县 汉中中教班数学科 共青团员 １９５７ ９ １ 算术、 几何

蔡述贤 男 ２１ 绥德 绥德师范学校 中共党员 １９５６ ９ 助教、 美术

张登舟 男 ４４ 子洲 绥德文补班学习三年 — １９５５ ９ 职员

苏德华 男 ２０ 清涧 绥德师范学校 共青团员 １９５６ ９ 职员

赵锡龄 男 ３４ 延川 完小毕业 — １９５７ ８ ２７ 职员

白秀山 女 ２３ 清涧 绥德师范毕业 中共党员 １９５７ ９ １ 职员

刘国才 男 ２０ 清涧 子长简师毕业 中共党员 １９５７ ９ ９ 职员

加存智 男 ２０ 延安 小学毕业 共青团员 １９５６ ９ 工友

马志富 男 １８ 绥德 高小毕业 共青团员 １９５６ １１ １ 工友

白天福 男 ４３ 延川 稍识字 — １９５７ ８ １ 炊事员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教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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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ꎬ 教职工增至 ４６ 名ꎬ 其中中共党员 ９ 名、 团员 ２１ 名ꎮ 新增教职工有樊秀荣、 刘存

莲、 刘国强、 刘勇义、 王守义、 赵仲文、 程艮虎、 梁金荣、 李振彪、 张志宏、 张季善、 刘润孝、 吕

焕文、 苏世荣、 李世华、 谢长胜、 樊志义、 耿邦杰、 张克勇、 贺国祥、 刘伟华、 屈秦柱、 谢长胜、

罗振声、 薛生禄、 贺清江、 孙学玉等 ２７ 名ꎬ 职员刘国才、 工友加存智调离ꎮ 已有陕西关中一带教

职工 ２８ 名ꎮ

１９５９ 春ꎬ 有教职工 ４５ 名ꎬ 其中领导人员 ５ 名ꎬ 党委书记、 校长各 １ 名ꎬ 正、 副教导主任各 １

名ꎬ 总务主任 １ 名ꎻ 中共党员 ３ 名ꎻ ５０ 岁以上者 ２ 名ꎬ ３０ 岁左右 ３ 名ꎻ 教学 ２０ 年左右者 ２ 名ꎬ ５

年以下 ３ 名ꎻ 家庭出身贫农 １ 名ꎬ 中农 ２ 名ꎬ 富农、 地主各 １ 名ꎮ 教员 ２７ 名中有中共党员 ２ 名ꎬ 占

教师总数 ７ ４０％ꎬ 共青团员 １７ 人占 ６２ ９６％ꎻ 大学学习一、 二年者 １１ 人占 ４０ ７４％ꎬ 中教班学习者

５ 名ꎬ 中师毕业 １０ 人占 ３７ ０４％ꎬ 农校毕业 １ 人ꎻ 初参加中学教学者 １７ 人ꎬ 一年者 ５ 人占 １８ ５２％ꎬ

１~７ 年者 ５ 名ꎻ 家庭出身贫农 ９ 名占 ３３ ３３％ꎬ 中农 １１ 名ꎬ 地富家庭 ４ 名占 １４ ８１％ꎬ 其他成分 ３

名ꎮ 职员 １０ 名中有中共党员 ４ 名ꎬ 团员 ２ 名ꎻ 高中、 中师、 中技毕业 ４ 名ꎬ 初中毕业 １ 名ꎬ 完小毕

业 ５ 名ꎻ 家庭出身贫农 ８ 名ꎬ 中农 ２ 名ꎮ 新增党委书记任宝崇ꎬ 教员史鼎新、 阎尔雄、 张存智、 饶

忠诚ꎬ 工勤张志雄ꎮ 至 １１ 月ꎬ 新增教师 ８ 名为田文华、 徐永和、 曹国璧 (女)、 王德智、 高哲芳

(女)、 宁开先、 任省吾、 许世斌ꎬ 调离 ３ 人ꎻ 新增职员 ５ 人为薛文濂、 李兆民、 刘福华、 王光俊、

薛文英 (女)ꎬ 调离张登舟、 屈秦柱ꎬ 新增工勤庞成栋ꎬ 炊事员艾仰山ꎮ 共有教职工 ５７ 人ꎬ 其中行

政领导 ５ 人ꎬ 专职人员 ３ 人ꎬ 一般职员 １０ 人ꎬ 工勤和炊事员 ７ 名ꎬ 专任教师 ３２ 名ꎮ 职员与专职干

部 １３ 名中有党员 ６ 名ꎬ 团员 ３ 名ꎻ 教师 ３２ 名中有党员 ２ 名ꎬ 团员 ２４ 名ꎬ 共占教师总数 ８１ ２５％ꎻ

大学专科毕业 ９ 名占 ２８ １３％ꎬ 中师、 中专毕业 ２２ 名占 ６８ ７５％ꎬ 初师毕业 １ 名ꎻ 中学任教 ５ 年者 ２

名占 ６ ２５％ꎬ 中小学任教 ２~３ 年者 ７ 名占 ２１ ８８％ꎬ 中学任教一年者 １５ 名占 ４６ ８８％ꎻ 初任教 ７ 名ꎬ

小学任教十年初任中学 １ 名ꎻ 年龄最大者 ３５ 岁 １ 名ꎬ 最小 １９ 岁 １ 名ꎬ ２５ ~ ２７ 岁 ３０ 名占 ９３ ７７％ꎻ

家庭出身贫农 １２ 名占 ３７ ５０％ꎬ 中农 １３ 人占 ４０ ６３％ꎬ 富农 ５ 人ꎬ 地主 ２ 人ꎮ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ꎬ 学校教职工编制为 ６５ 名ꎬ 至 １０ 月实有教职工 ６４ 名ꎬ 其中男 ５９ 名ꎬ 女 ５ 名ꎻ 党

员 １３ 名ꎬ 团员 ３１ 名ꎬ 共占教工总数 ６８ ７５％ꎮ 教师中大学专科毕业占 ４０％ꎬ 中等学校毕 (肄) 业

占 ６０％ꎻ 教龄多在 １~４ 年ꎮ 新增教员有段思孝、 高有禄、 师治国、 高有明、 南海峰、 张耀新、 时

怀武、 郑玮、 宋元洲、 张进生ꎬ 职员高才、 张荣、 李光年ꎮ 调离教员有张景铭、 孙学玉、 李世华、

万大学ꎬ 职员薛文濂、 刘存莲ꎮ 当时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所提高ꎮ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有教职工 ６３ 名ꎬ 行政领导均配备正副职ꎬ 有党团领导 ２ 名ꎬ 行政领导 ６ 名ꎬ 教师

３７ 名ꎬ 职员 １２ 名ꎬ 工勤 ６ 名 (含炊事员 ２ 人)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ꎬ 批准退职总务主任罗振声ꎬ 教师樊

志义ꎬ 职员马志富ꎻ 精简回家白忠林ꎬ 调至县文化馆者白秀山ꎻ 中途调入教师李星、 崔婉如、 呼延

忠ꎬ 职员刘云景ꎮ 至此实有教职工 ４８ 名ꎬ 其中男 ４４ 名ꎻ 校领导 ７ 名ꎬ 教师 ３２ 名ꎬ 职员 ７ 名ꎬ 档

案、 校医各 １ 名ꎻ 党员 １３ 人ꎬ 团员 ２５ 人ꎬ 共占教职工总数 ７９ １７％ꎮ 教师中有党员 ５ 名ꎬ 团员 ２２

名ꎬ 共占教师总数 ８４ ３８％ꎻ 大学本科 ５ 名、 专科 １４ 名ꎬ 中教班毕业 １ 名ꎬ 中师毕业 １２ 名ꎻ 教龄 ３

~５ 年 １４ 名ꎬ ３ 年以下 １８ 名ꎻ 年龄均在 ３０ 岁以下ꎮ 已形成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学队伍ꎬ 思想品德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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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觉悟高ꎬ 业务能力强ꎬ 朝气蓬勃ꎬ 积极肯干ꎮ 期间教职工调整幅度较大ꎬ 新来的教职工有刘加

里、 张三元、 张扬、 赵启顺、 黄殿武、 郑富雄、 冯增孝、 张可、 谭秀芳、 任宏泰、 苟忠林、 马志

岗、 乔上 (尚) 志、 卢艳玲、 申雪如、 杨志义、 刘丕胜、 王玉川、 朱崇学、 程花香ꎮ ９ 月ꎬ 教职工

降至 ３８ 名ꎮ 教师中本科 ９ 名ꎬ 其中语文 ３ 名ꎬ 俄语 ２ 名ꎬ 数学、 物理、 化学、 体育各 １ 名ꎻ 专科 ８

名ꎻ 中师毕业 ６ 名ꎬ 其中语文 ３ 名ꎬ 数学、 俄语各 １ 名ꎮ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ꎬ 杜永福接任校长ꎮ 他曾任县文化部部长、 副县长、 延安卫校校长ꎬ 工作严谨认

真ꎬ 管理水平很高ꎮ 至年底有教职工 ３９ 名ꎬ 其中男 ３７ 名ꎻ 行政人员 １６ 名占 ４１ ０３％ꎬ 教师 ２３ 名占

５８ ９７％ꎻ 党员 １１ 名ꎬ 团员 ２３ 名ꎬ 共占 ８７ １８％ꎮ 教师中有党员 ２ 名ꎬ 团员 １９ 名ꎬ 共占教师总数

９１ ３０％ꎻ 大学本科 １５ 名占 ６５ ２２％ꎬ 专科 ５ 名ꎬ 中教班、 高中毕业 ３ 名ꎻ 教龄 ６~７ 年者仅 ２ 名ꎬ ４

~５ 年 ９ 名ꎬ １~３ 年 １３ 名ꎬ 未满一年者 ７ 名ꎮ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ꎬ 先后调入延川中学的有

李志学、 李省育、 隽存德、 杨志高、 段田科、 高广信、 贺璧、 程国祥、 白璧、 常有润、 李化益、 姚

素霞、 霍让元、 张玉秀、 杨忠堂、 袁崇杰、 刘瑞山、 刘贤文、 张治荣、 任生华、 黄韵兰ꎮ 教师的文

化素质越来越高ꎬ 多数忠于职守、 勤钻业务、 任劳任怨辛勤地工作ꎬ 为延川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贡

献ꎮ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年ꎬ 教导主任先后由马逢瑞、 王西林、 张立担任ꎮ

“文革” 前期 (１９６６ ５~１９６８ ９)ꎬ 学校停课陷入瘫痪ꎮ 教师队伍被冲击得七零八落ꎬ 有的挨批

斗受整ꎬ 有的卷入运动 “造反”ꎬ 大多数教师 “逍遥观望”ꎬ 教学工作停顿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延川中

学成立革委会ꎬ 恢复初中招生ꎮ 革委会副主任呼延忠主持工作ꎬ 教师逐步恢复工作ꎮ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学校向革委会请示报告载: 延川中学 “以班成立 ‘文革小组’ꎬ 仍开展革命大批判活动ꎬ “文化大

革命” 的余波仍存在ꎬ 两派的隔阂一时难以消除ꎬ 学校无法管理ꎬ 迟到早退不守纪律ꎬ 不服管ꎬ 学

校难以正常开课ꎮ 学生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ꎬ 有破坏公物等现象ꎮ” １９７０ 年秋ꎬ 恢复高中招生后ꎬ

不再招收初中ꎬ 成为高级中学ꎮ 学校秩序有所好转ꎬ 教学工作渐趋正轨ꎮ 当时有教职工 ３４ 名ꎬ 其

中男 ３１ 名ꎬ 女 ３ 名ꎻ 副主任 ２ 名ꎬ 教导、 总务组长各 １ 名ꎬ 教师 ２４ 名ꎬ 职员 ４ 名ꎬ 未安排工作 ２

名ꎻ 党员 １１ 名ꎬ 团员 ８ 名ꎮ

编号: ５－２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延川中学教职工基本情况统计表

姓　 名 年龄 籍　 贯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任课 备　 注

呼延忠 ３５ 张家河公社呼家塬村 大专 (陕师大) 中共党员 政治 党支部书记、 主任

张　 扬 ３２ 陕西大荔县范家公社雷北庄 大学 (陕师大) — 数学 副主任

赵如彬 ３９ 山西中阳县石西公社琵耙村 中学 中共党员 语文 副书记、 委员

杨志高 ３４ 城内 大学 (陕师大) 中共党员 语文 党支部委员、 委员

卢兴盛 ３８ 贾家坪公社卢王家沟村 完小 中共党员 — 党支部委员、 委员

赵仲文 ３４ 陕西富平县庄里公社水涝村 中师 (高陵师范) 中共党员 语文 党支部委员

常有润 ３２ 陕西米脂县高渠公社高庙山 大学 (陕师大) — 数学 委员

刘贤文 ３６ 永坪公社源流湾村 大学 中共党员 — 团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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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年龄 籍　 贯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任课 备　 注

张进生 ３１ 西安市北关铁一村二排 ２８ 号 大专 (陕师大) — 生物 辅导员

冯增孝 ３４ 拓家川公社槐树坪村 大专 (延大) — 物理 辅导员

贺　 璧 ３１ 陕西耀县孙原公社石原村 大学 (陕师大) 中共党员 政治 辅导员

隽存德 ３０ 陕西户县大王公社小王店村 大学 (陕师大) — 物理 辅导员

刘加里 ３５ 泾阳县蒋刘公社河滩村 大学 — 化学 辅导员

霍让元 ３２ 陕西绥德县义和公社紫汉沟 大学 (陕师大) — 历史 辅导员

姚素侠 ２７ 陕西宝鸡市摩天院 ２９ 号 大学 (陕师大) — 物理 女ꎬ 回族

张玉秀 ３１ 城关公社南街 大学 — 历史 女

李志学 ３３ 陕西临潼县北田公社滩王村 大学 (陕师大) — 语文 —

张　 岚 ２５ 西安市立新街 １０１ 号 延大 (中文) — 语文 女

张　 立 ３６ 陕西户县祖菴公社太平庄 中教班 — 语文 —

程国祥 ３０ 永坪公社 大学 (陕师大) — 语文 暂在外工作

李省育 ３４ 陕西大荔县西寨公社西寨村 大专 (西安师院) — 化学 —

段田科 ３１ 陕西韩城县芝阳公社中寿寺 大学 (西安外院) — 俄语 —

刘勇义 ３２ 陕西长安 中师 (西安师范) — 俄语 在安办工作

李化益 ２９ 陕西大荔县城亦陋西巷 １２ 号 大学 (陕师大) — 数学 —

王玉庆 ３３ 陕西洋县丁字街 ３１ 号 中教班 (１２ 中) — 数学 —

胡朝晖 ２９ 陕西宜川县党家湾公社柳树 大学 (陕师大) — 政治 文书、 图书

赵启顺 ３２ 陕西蓝田县前进公社红阳村 大学 (西安体院) — 体育 —

刘国斌 ２９ 贺家湾公社西沟河村 初中 — 会计 —

苗　 韬 ４３ 城内 中学 — — 学生灶管理员

张治荣 ２９ 陕西清涧县老舍古公社邢家沟 完小 — 收发 教师灶管理员、 打铃

张永仁 ５２ 陕西子洲县马蹄沟镇 中师 (绥德师范) 中共党员 — 事务处事务员

王玉川 ４０ 文安驿公社高家坪村 　 中共党员 — 炊事员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教导处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ꎬ 延川中学有在岗教职工 ２３ 名ꎬ 其中校领导 ３ 名ꎬ 党支部书记、 校革委会主任呼

延忠ꎬ 副主任张立ꎬ 团委书记贺璧ꎮ 新进校的有会计惠延林ꎬ 总务干事刘振华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统计

有教职工 ４３ 名ꎬ 其中男 ３７ 名ꎬ 女 ６ 名ꎻ 党员 １１ 名ꎬ 团员 ２１ 名ꎬ 共占教职工总数 ７４ ４２％ꎻ 大学本

科 ２１ 名、 专科 ３ 名ꎬ 中师、 中教班毕业各 ２ 名ꎬ 中技 １ 名ꎬ 高中 ５ 名ꎬ 初师 ２ 名ꎬ 初中毕业 ４ 名ꎮ

在职 ４２ 名ꎬ 其中革委会成员 ５ 名ꎬ 副主任增至 ３ 名ꎻ 行政人员 １２ 名ꎬ 炊事员 ２ 名ꎬ 校医 １ 名ꎬ 教

师 ２７ 名ꎬ 占教职工 ６２ ７９％ꎻ 家庭成分贫农 １７ 名ꎬ 中农 １３ 名ꎬ 地富 ８ 名ꎬ 其他 ４ 名ꎮ 教师中女 ５

名ꎻ 大学本科 ２１ 名、 专科 ２ 名ꎬ 中教班、 中师各 ２ 名ꎻ 党员 １ 名ꎬ 团员 １７ 名ꎻ 陕西关中一带 １２

名ꎬ 河北 ４ 名ꎬ 本县 ４ 名 (大本 ３ 高中 １)ꎬ 年龄多在 ３５ 岁以下ꎮ 一年内新来教师有王振荣、 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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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彭士征 (女)、 高树栋、 杨玉和、 张自谦、 王克继、 周艾玉 (女)、 谬佩章、 贾秀兰 (女)、 冯

治海ꎬ 职员冯思聪、 高风歧、 冯治堂ꎬ 后勤人员石增玺、 冯廷瑞ꎮ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毛泽东思想

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 (简称 “工宣队” )ꎬ 有队长刘世锐ꎬ 队员辛和璧、 郝智全ꎻ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ꎬ

工宣队撤离ꎮ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ꎬ 有教职工 ７６ 名ꎬ 其中行政人员 １７ 名ꎬ 专任教师 ３７ 名ꎬ 工勤人员 １５

名ꎬ 校办工厂、 农场 １５ 名ꎻ 代教 １４ 名ꎻ 中共党员 ３１ 名ꎮ

１９７３~１９８１ 年ꎬ 先后在延川中学工作过的教职员有: 许瑞峰、 任民、 高金华、 崔智广、 梁士

杰、 刘振华、 封瑞山、 白存英、 董治林、 冯廷瑞、 贺国清、 张志飞、 袁崇帮、 冯正聪 (炊事员)、

郝风岗、 刘世成、 高如娥、 张志坚、 姬忠泰、 高和平、 王文亮、 冯国权、 郝国凡、 冯治军、 阎永

新、 冯力、 刘世斌、 李向春、 马富年、 张文雄、 曹柏植、 陈爱华、 刘风祥、 刘佩林、 刘世贤、 李进

才、 刘世雄、 高轩、 刘汉印、 冯志祥、 魏学文、 朱模、 李成良、 冯济民、 贺安庆、 刘永耀、 杜君

颖、 杨冯亮、 张宁祥、 高清秀、 孙智斌、 高如娥、 冯玉梅、 姚元、 杨丛燕、 梁生才、 杨振江、 刘世

红、 宋志英、 张强、 史春芳、 马翠莲、 苗风花、 高风祥、 苗光前、 郝玉祥、 康银岗、 贺江海、 朱荣

欣、 梁耿杰、 吴佩玲、 梁忠林、 刘泽民、 高玉厚、 高桂兰、 郝春娥、 曹菊红、 郭兴登、 任平安、 李

清莲、 冯晓芳、 郭延庆、 张思智、 高树森、 刘世忠、 党鑫、 马延林、 隽宏魁、 李彩林、 刘彩琴、 曹

娟云、 白卫东、 冯志军等ꎮ

编号: ５－３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延川中学教师情况统计表

姓　 名 年龄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任　 课 备　 注

张　 立 ４８ 中教班 １９７２ ８ １９５５ ６ — 副书记、 校长

张志忠 ４４ 大专 １９７４ ３ １９６１ — 副校长

刘国斌 ４１ 初中 １９７２ ７ １９５８ ３ 初政治 副校长

张　 强 ２８ 中师 １９７３ １２ １９７３ １ 初历史 团委书记

刘加里 ４９ 大学 １９８０ １２ １９６０ １ 高化学 教导主任

赵启顺 ４３ 大学 １９８０ １２ １９６１ １ 高体育 教导副主任

段田科 ４４ 大学 １９７８ １１ １９６２ １ 高语文 教导副主任

郝风岗 ４０ 高中 １９７７ ４ １９６４ ８ 高语文 —

王振荣 ４８ 大学 — １９５２ ３ 高语文 —

张振国 ２９ 大学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３ 高语文 —

冯济民 ４２ 高中 — １９７０ ３ 高语文 —

呼平安 ２８ 大学 — １９７３ ２ 高语文 —

贺江海 ３５ 大学 １９７３ １１ １９６９ １１ 高语文 —

冯爱玲 ２４ 大学 — １９８２ １ 高数学 女

隽宏魁 ２２ 中师 — １９８１ ７ 高数学 —

李化益 ４２ 大学 — １９６３ ８ 高数学 —

贺小林 １９ 中师 — １９８０ ８ 高数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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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年龄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任　 课 备　 注

李秀玲 ２４ 大学 — １９８２ ８ 高数学 女

马瑞珍 ２７ 大学 — １９７３ ２ 高数学 女

王克继 ４５ 大专 — １９６０ 高数学 —

冯治海 ３７ 高中 — １９７１ ３ 高物理 —

李彩玲 ２２ 中师 — １９８１ ７ 高物理 女

高兆宏 ２８ 大学 １９７５ ２ １９７５ １ 高物理 —

张文雄 ４１ 高中 １９７１ １２ １９６３ ２ 高物理 —

隽存德 ４３ 大学 １９７４ ４ １９６２ １ 高物理 教导主任

贺安庆 ２７ 中师 １９７６ １ １９７４ ２ 高物理 —

郝连欣 ２７ 大学 — １９７５ 高化学 女

杨丛燕 ２８ 中师 — １９７７ １１ 高化学 女

刘彩琴 ２３ 中师 — １９８１ ７ 高化学 女

李进才 ２７ 中师 １９７５ １２ １９７２ ７ 高化学 —

张进生 ４４ 大学 １９７０ ３ １９６０ １ 高生物 —

曹娟云 ２１ 中师 — １９８１ ７ 高生物 女

冯志军 ２２ 中师 — １９８１ ７ 高英语 —

文爱忠 ２４ 高中 — １９７７ 高英语 代教

刘佩林 ３６ 大学 — １９７０ ９ 高英语 —

冯　 雄 ３４ 大学 １９７４ ９ １９７５ ６ 高政治 —

任振邦 ３０ 高中 １９７６ １２ １９７３ ２ 高政治 —

李兴昌 ２８ 大学 １９７４ ６ １９８２ １ 高政治 —

霍让元 ３７ 大学 １９７８ １１ １９６３ ８ 高历史 —

阎程飞 ３２ 中专 — １９７１ ２ 高历史 —

赵盈利 ２０ 大专 — １９８２ ９ 高英语 代教

刘世红 ２６ 中师 — １９７６ 高体育 —

张春阳 ２１ 大学 — １９８２ １ 高体育 女

任平安 ３０ 中师 中共党员 １９６８ 数学 —

刘世斌 ２７ 中师 — １９７２ ２ 初数学 —

吴佩玲 ４２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６３ 初数学 女

马富年 ３６ 高中 — １９６５ ８ 初数学 —

梁忠玲 ３５ 中师 １９８０ ７ １９６８ 初数学 女

冯思聪 ３７ 中师 １９７４ １１ １９６４ ８ 初语文 —

党　 鑫 ２５ 中师 １９８１ ７ １９７６ ３ 初语文 —

王　 瑾 １９ 中师 — １９８０ ７ 初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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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年龄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任　 课 备　 注

朱云信 ４４ 高中 — １９５９ １ 初语文 女

冯志祥 ２８ 大学 — １９７６ ８ 初英语 —

张大庆 ２７ 大专 — １９７６ ８ 初英语 女

郝春娥 ２３ 高中 — １９７７ ２ 初英语 女ꎬ 代教

杨振江 ２６ 中师 １９７７ ５ １９７４ ２ 政治 —

冯玉梅 ３０ 大专 — １９７３ ２ 初政治 女

阎永新 ３７ 高中 — １９７０ 初物理 —

刘高行 ２４ 中师 — １９７６ １ 初物理 —

段思东 ２０ 中师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１ ７ 初化学 进修

陈爱华 ３９ 中师 １９７５ １ １９６４ ８ 初地理 女

李向春 ２５ 中师 — １９７６ ３ 初体育 代教

白卫东 ２５ 中师 — １９７５ ３ 初体育 —

张宁祥 ２６ 中师 — １９７４ １２ 初音乐 　

李成良 ４０ 高中 — １９６１ ８ — 工勤

李清莲 ２１ 高中 — １９８０ ４ — 女ꎬ 教导处职员

史春芳 ４２ 中师 — １９６５ １ — 女ꎬ 教导处职员

高桂兰 ４３ 高中 １９８０ １１ １９６４ ２ — 女ꎬ 收发、 档案

冯晓芳 １８ 高中 １９８０ ９ — — 女ꎬ 教导打字员

马翠莲 ３９ 高中 １９７４ ４ １９７０ ２ — 女ꎬ 仪器保管员

武月娥 ４４ 中技 １９７２ １ １９６４ ５ — 女ꎬ 校医

石增玺 ４３ 中师 — １９６３ ７ — 总务副主任

刘泽民 ４１ 高中 １９７７ １ １９７０ ２ — 事务员、 出纳

杜君颖 ３３ 初中 — １９７９ — 教师灶管理员

高风祥 ４４ 高中 １９６９ １２ １９６９ １１ — 学生灶管理员

张永仁 ６５ 初师 １９５８ １１ １９３８ ７ — 事务员

袁崇帮 ３８ 初中 — １９７１ ３ — 总务管理员

苗风花 ３８ 初师 １９６６ ４ １９６３ ３ — 总务保管

张思智 ４０ 初技 １９６７ ７ １９５８ ８ — 电工

郭延清 ３０ 初中 １９７２ １２ １９７０ １ — 司机

王玉川 ５２ — １９６５ ８ １９６１ ８ — 总务保管

蔡士焕 ６１ 高中 — １９４９ ７ — 总务主任

樊志先 ３３ 初小 — １９７０ ３ — 炊事员

王文亮 ５２ 初小 １９６２ ２ １９７１ ８ — 炊事员

冯国权 ４７ — — １９６３ — 炊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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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年龄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任　 课 备　 注

王连真 ３０ — — １９５２ ２ — 炊事员

高荣富 ５３ 初小 — １９５２ — 炊事员

郝玉祥 ４１ 初小 — １９６１ — 炊事员

杨冯亮 ２６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７６ １ 初物理 —

刘世忠  高中 中共党员  — —

魏学文 ３３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６９ 高数学 —

魏载功 ８２ 高中 １９５５ ３ １９２４ ３ — 退休

杜永福 ６３ 高小 １９４６ ９ １９３５ ８ — 离休

郭有明  — —  — 炊事员ꎬ 退休

王兴国 ４２ 初中 — １９７１ — 炊事员

张贺庄  — —  — 炊事员

曹菊红 ２６ 高中 — １９７５ 初英语 女

　 　 注: 表内信息源于原教导处

自此ꎬ 陕西关中一带及其他外地教师多数调回或调离ꎬ 本县大中专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ꎬ 但学

校规模渐次扩大ꎬ 招生量逐年增加ꎬ 教师队伍随之扩大ꎬ 使教师学历达标率相应有所降低ꎬ 给教学

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因素ꎮ １１ 月ꎬ 童建华任校长ꎮ

１９８３ 年末ꎬ 延川中学有教职工 １１２ 名ꎬ 其中职工 ２２ 名 (编外 ３ 名)ꎬ 离退休 ３ 名ꎬ 临时工 ２０

名ꎬ 专任教师 ５７ 名ꎬ 占教职工总数 ５０ ８０％ꎻ 中共党员 ４３ 名ꎮ 教师中大专毕业 ２２ 名ꎬ 占教师总数

３８ ６０％ꎻ 中师、 高中毕业 ３５ 名ꎬ 占 ６１ ４０％ꎻ ８５％为本县人ꎮ 高二、 三年级任课教师 ８ 名ꎬ 高一 ６

名ꎬ 两名英语教师为工农兵学员ꎮ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ꎬ 分配及调入教职员有董世德、 呼凤

兰、 张彩霞、 石立、 张周、 刘慕兰、 王学仁、 赵明、 梁福誓、 马延鸿、 杨延双、 刘延林、 高向

良、 刘世雄、 孙智斌、 惠建雄、 杨富成、 康江涛、 贺建平、 郝满屯、 马东学、 冯光明、 袁建设、 白

树岗、 李思维、 白国宝、 甄贵忠、 张山虎、 田智深、 刘建民、 刘建国、 贺春梅、 封永平、 王怀庄、

张大庆、 梁爱珍、 杨小宁、 鲍璧娥、 白朝霞、 刘凤娥、 王竹苇、 王宗亮、 苗青娥、 宋志远、 马世

明、 鱼永泽、 呼延忠、 王丽、 秦兴利ꎮ 时离退休人员有魏载功、 杜永福、 王玉川、 王文亮ꎮ ８ 月师

应才、 董国军、 张桂梅、 白建雄分配至延川中学任教ꎬ 调入教员有刘伯银、 冯治军、 蔡慧红、 张秋

梅、 张永平、 曹延平ꎮ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统计ꎬ 学校有教职工 １０５ 名ꎬ 其中男 ６８ 名ꎬ 女 ３４ 名ꎻ 干部 ７９ 名ꎬ 工人 １４ 名ꎬ 代

理教师 ３ 名ꎬ 临时工 ９ 名ꎻ 党员 ３８ 名ꎬ 团员 ２０ 名ꎬ 共占教职工总数 ５５ ２３％ꎻ 大学本科 １２ 名、 专

科 １９ 名ꎬ 中师 ４４ 名ꎬ 高中 ４ 名ꎬ 初中 ９ 名ꎬ 小学 ６ 名ꎻ 行政人员 １６ 名ꎬ 工勤人员 １ 名ꎬ 工人 １４

名ꎬ 专任教师 ６２ 名ꎬ 占教职工总数 ５９ ０６％ꎻ ９０％为本县人ꎮ 专任教师配置语文组 １４ 名ꎬ 数学组、

政史组各 １１ 名ꎬ 理化组 １４ 名ꎬ 外语 (英语) 组 ７ 名ꎬ 音美体组 ５ 人ꎮ 新进校的有高海盈、 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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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李延林、 张晓燕、 冯海燕、 马文瑞、 秦兴利、 王国芳、 吕秀梅ꎬ 代教孟成英ꎬ 临时工贺菊林、

贺英、 张引格、 赵淑琴、 樊合作、 高爱民、 呼秀珍、 袁延丽、 杨秀莲、 高翠萍ꎮ 至 ９ 月初进校的有

刘宏雄、 马思科、 李延林、 贺世杰、 高延平、 曹淳厚、 刘福祥、 杨逢春、 刘胜强、 刘胜雄、 黄春

梅、 李希勤、 张德生、 张玉莲、 张忠、 贾生辉、 郑延民、 冯声远、 段团员、 刘向红、 惠雪娥、 杨建

红、 刘东霞等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刘世成任校长ꎮ 新进教职工任振邦、 樊福园ꎮ ８ 月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调入的教师有董

晓斌、 孔怀胜、 曹炎繁、 高忠明、 张世忠、 李万平、 冯治祥、 陈世平、 马世辽、 曹建标、 丁建民、 高

世鹏等ꎮ 至 １０ 月ꎬ 调进吴春旺、 王怀庄、 李秀玲、 杨平海、 白光洲、 刘永杰、 董世德、 曹宁、 张新梅

等ꎮ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统计表ꎬ 调入延川中学者苗忠茂、 张党生、 白志新、 干树宏、 张国治等ꎮ 后半年

分配到校的有杨延安、 冯彦亮、 杨光彦、 刘毛德、 高玉珍、 白军民ꎬ 调入的有白志杰、 杨国强、 梅延

平、 郝时明、 张杰、 张芬ꎮ １０ 月 ２７ 日统计ꎬ 学校有专任教师 ８３ 名ꎬ 其中高中教师 ４２ 名 (民办教师 １

名)ꎬ 初中 ４１ 名ꎻ 高级职称 ３ 名ꎬ 中教一级 １５ 名、 二级 ３６ 名、 三级 １７ 名ꎻ 教龄 ２０ 年以上 ５ 名ꎬ １０

年以上 ２６ 名ꎬ ５ 年以上 ２２ 名、 以下 ３０ 名ꎻ 年龄 ４０ 岁以上 ８ 名ꎬ ３０~３９ 岁 ２６ 名ꎬ ２９ 岁以下 ４９ 名ꎮ 初

中教师中大学本科 ４ 名、 专科 ２６ 名ꎬ 中师及高中 １１ 名ꎬ 学历合格率 ７３ ２％ꎻ 高中教师中大学本科 ２１

名、 专科 ２０ 名ꎬ 中师及高中 ５ 名ꎬ 学历合格率 ５０％ꎮ 该年实行校长责任目标制和教师聘任制ꎮ １９８９

年有在岗职工 １１４ 名ꎬ 其中男 ９１ 名ꎻ 中共党员 ５０ 名ꎬ 团员 １２ 名ꎬ 共占教职工总数 ５４ ８０％ꎮ 该年调

入的教职工有杨俊春、 贺自胜、 高文安、 高延平、 徐青海、 程迎春等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许多老教师因年龄较大离开岗位ꎬ 一批批新生力量补充到延川中学来ꎬ 教

师队伍渐趋年轻化ꎬ 且大专、 高师文化水平的教师渐次占主导地位ꎮ 随着技术职称的评定ꎬ 社会对

教师的日益尊重ꎬ 教师地位有所提高ꎬ 教师队伍日趋稳定ꎬ 多数教师综合素质较好ꎮ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ꎬ

调入的教师有贺延庆、 白春娥、 郭金泰、 高华卫ꎬ ９ 月有刘思珍、 白加毅、 裴绍玲、 谢延香、 高金

梅、 乔志清、 梁延林、 郑玉忠、 高保卫、 王平、 赵万金、 张建生、 刘向阳、 尚风强、 刘伯银、 刘建

辉、 刘福祥等教师和炊事员张强ꎮ １９９２ 年底ꎬ 延川中学教职员工总数 １４７ 名ꎬ 其中男 １０８ 名ꎬ 女 ３９

名ꎻ 在岗 １４１ 名ꎬ 退休 ６ 名ꎻ 行政人员 ９ 名ꎬ 行政职员 １２ 名ꎬ 工勤人员 ３３ 名ꎬ 专任教师 ８７ 名ꎬ 占

在岗人员 ６１ ７０％ꎮ 专任教师高中部 ５０ 名ꎬ 初中部 ３７ 名ꎻ 大学本科 ２７ 名、 专科 ６０ 名ꎬ 中师 ３１ 名、

中专 １ 名、 中函 (函授) ２ 名ꎻ 中教高级职称 ３ 名ꎬ 中教一级职称 ２３ 名、 二级 ４０ 名、 三级 ２４ 名ꎬ

小教高级职称 ３ 名、 一级 ２ 名ꎮ 工勤人员中干部身份 １１ 名ꎬ 工人身份 ２２ 名ꎬ 其中校办厂、 果园工

人 ７ 名ꎮ 在岗年龄最大 ５６ 岁仅 １ 名为炊事员ꎬ 最小者 １ 名为 １９ 岁ꎬ ２２ ~ ２９ 岁 ５１ 名ꎬ ３０ ~ ３９ 岁 ４９

名ꎬ ４０~４９ 岁 ２１ 名ꎬ ５０~５５ 岁 １２ 名ꎻ 本县教职员工 １３０ 名ꎬ 外县 １１ 名ꎬ 本县占在岗人数 ９２ ２０％ꎮ

两年内新来延川中学教职工有马学军、 白冬梅、 高逐涛、 高忠伟、 冯智祥、 高延军、 梅玉琴、 高节

约、 高正明、 呼延明、 白红艳、 杨向艳、 梅青俊、 高文东、 刘柏林、 王延庆、 梁东红、 郭晓琴、 白

志宏、 马春梅、 董春荣、 高海燕、 阎风梅、 李红玲、 高文安、 徐青海、 张国智、 年志强、 刘伟、 高

兆亮、 袁延林、 袁延琴、 惠秀梅、 白彩云、 姚琼、 干永亮、 王晓蓉、 刘延芳、 冯宏如、 马永宁、 艾

胜军等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刘怀福任校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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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５－４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教职工情况统计表

姓　 名 性别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职称 职务、 业务

刘怀福 男 １９７６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中一 校长、 语文

贺江海 男 １９６８ ９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８０ ５ 中一 副书记、 语文

董国军 男 １９８５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中一 主任、 语文

赵鸣 男 １９７４ ２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８７ ７ 中一 语文

高向良 男 １９８１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８９ ７ 中一 语文

冯思聪 男 １９６４ ８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中一 语文

王青发 男 １９８５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中一 语文

樊秋平 男 １９８６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６ ７ 中一 主任、 数学

尚风强 男 １９９０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０ ７ 中二 数学

曹万川 男 １９８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中二 数学

冯爱玲 女 １９７６ ３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８１ ７ 中高 数学

李秀林 女 １９８２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２ ７ 中高 数学

刘建辉 男 １９８３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９０ ７ 中二 英语

董　 婷 女 １９９５ ７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１９９５ ７ 未评 英语

刘柏林 男 １９９０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０ ７ 中二 英语

梁生财 男 １９６９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２ ７ 中一 英语

呼延明 男 １９８５ ７ 大专 北京外语学院 １９９０ ７ 中二 英语

高建民 男 １９９２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２ ７ 中二 物理

袁建设 男 １９７３ １２ 大本 西北大学 １９８０ ７ 中高 物理

贺志荣 男 １９９０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０ ７ 中二 物理

冯延亮 男 １９８８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８ ７ 中二 化学

白志新 男 １９８３ ７ 大专 陕西机械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中二 化学

惠雪娥 女 １９８６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８６ ７ 中一 化学

冯治军 男 １９７８ ８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３ ７ 中一 副校长、 政治

高逐涛 女 １９８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中二 政治

高保卫 男 １９８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中二 政治

董春荣 女 １９９１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１ ７ 中二 政治

马春梅 女 １９８７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２ ７ 中二 历史

冯济民 男 １９６９ ２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８８ ７ 中一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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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职称 职务、 业务

梅青俊 男 １９７８ ８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中二 历史

陈爱华 女 １９６４ ７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８４ ６ 中一 地理

阎卫东 男 １９９０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０ ７ 中二 生物

甄贵清 男 １９９１ ７ 大专 西安体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中三 体育

程迎春 男 １９７６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中二 语文

高向阳 男 １９９３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６ ７ 中三 语文

曹　 宏 男 １９８６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７ 中三 语文

杨延双 男 １９７６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８ ７ 中一 语文

白志杰 男 １９８６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８６ ７ 中二 语文

任振邦 男 １９７３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３ ７ 中一 语文

高　 静 女 １９８９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４ ７ 中二 语文

李　 江 男 １９８７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９ ７ 中二 语文

冯智祥 男 １９８７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９２ ７ 中二 数学

白生忠 男 １９８１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中二 数学

郝满屯 男 １９７４ ２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８４ ７ 中一 数学

白　 强 男 １９８２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９ ７ 中二 数学

冯海燕 男 １９７７ １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中二 数学

李文亮 男 １９８５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中二 数学

张新梅 女 １９８１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６ ７ 中二 数学

任平安 男 １９６９ １０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２ ７ 中一 副主任、 数学

冯宏如 男 １９８５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０ ７ 中二 数学

封永平 男 １９７８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中一 主任、 英语

梅玉琴 女 １９８９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４ ７ 中三 英语

刘向红 女 １９８６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８６ ７ 中二 英语

王小荣 女 １９９３ ７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１９９３ ７ 中三 英语

张红梅 女 １９９１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１ ７ 中三 英语

梁东红 女 １９９２ ７ 大专 陕西外语学院 １９９２ ７ 中三 英语

梅延平 女 １９８５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８８ ８ 中二 英语

张大庆 女 １９７６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７６ ７ 中一 英语

裴邵玲 女 １９８６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８６ ７ 中二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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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性别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职称 职务、 业务

李彩林 女 １９８１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６ ７ 中二 物理

贺安庆 男 １９７３ １２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中一 物理

高忠伟 男 １９７８ ２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中一 化学

高香林 男 １９９３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３ ７ 未评 化学

曹延平 男 １９７７ ２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中一 主任、 政治

白加毅 男 １９８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中二 政治

高华卫 男 １９８８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７ 中二 历史

梁延林 男 １９８３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中二 历史

郭景泰 男 １９７３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７ 中二 历史

董晓斌 男 １９８７ ７ 大专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９８７ ７ 中二 历史

任海莹 女 １９９４ ７ 大专 延安电大 １９９４ ７ 中三 地理

干永亮 男 １９９３ ７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１９９３ ７ 中三 地理

刘永琴 女 １９７８ ８ 大专 铜川教育学院 １９９２ ７ 中三 地理

白国宝 男 １９７８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９４ ７ 中一 生物

杨丛燕 女 １９７６ １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中一 生物

杨小宁 男 １９７５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７７ ７ 中一 体育

赵万金 男 １９７３ ３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７７ ７ 中二 体育

马世辽 男 １９８７ ７ 大本 汉中师范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中一 体育

谢延香 女 １９７３ ２ 中师 榆林师范 １９７７ ７ 中二 音乐

高世鹏 男 １９７３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３ ７ 中一 美术

刘延芳 女 １９９２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２ ７ 中二 物理

阎永新 男 １９６８ １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８５ ７ 中一 电教员

张文雄 男 １９６３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６５ ６ 中一 实验员

马思科 男 １９６５ ６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６５ ６ 中一 图书员

高海盈 女 １９７６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中二 阅览

高金梅 女 １９７８ ９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中二 打铃

高文东 男 １９７０ １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７６ ６ 小一 管理员

高正明 男 １９７２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７６ ６ 中二 管理员

乔志清 男 １９８１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中二 管理员

白秀玲 女 １９９０ ７ 中专 乾县师范 １９９０ ７ 中二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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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职称 职务、 业务

张建生 男 １９７１ ７ 中师 洛川师范 １９８８ ７ 小一 出纳

张　 芬 女 １９７６ ２ 中师 洛川师范 １９８６ ７ 小一 保管

高海燕 女 １９９２ ７ 中师 洛川师范 １９９２ ７ 中三 保管

贺延丽 女 １９９４ ７ 中师 四川建筑科技学校 １９９４ ７ 小二 打字

苗青娥 女 １９８０ １０ 中专 延安卫校 １９８０ ７ 医师 校医

白桂兰 女 １９７３ ７ 大专 延大医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主治医师 校医

刘军卫 男 １９９２ ７ 中专 延安体育学校 １９９２ ７ 中三 保卫

白冬梅 女 １９８３ ７ 大专 北京教育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中二 生物

杨向艳 女 １９９１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７ 中三 生物

白红艳 女 １９８６ ７ 大本 上海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７ 中三 英语

刘胜强 男 １９８２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６ ７ 中二 教师

王文忠 男 １９７６ ７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７６ ７ 小高 副主任

郭秦登 男 １９６４ ８ 初中   — 主任

童建华 男 １９６１ ９ 大专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７２ 中高 协理员

年志强 男 １９７０ １ 初中   — 炊工

樊志先 男 １９７０ ３ 小学   — 炊工

呼延忠 男 １９７１ １ 小学 太相寺小学 １９６４ ７ — 炊工

杜君颖 男 １９７９ １０ 初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６３ ７ — 炊工

郭延清 男 １９７０ １ 初中   — 司机

白国保 男 １９７０ １ 初中   高工 电工

马永宁 男 １９８７ ７ 高中 延川中学  中工 木工

王　 炜 男 １９７７ ５ 高中 王马家坪中学  技师 果工

张安林 女 １９７７ １ 高中 永坪中学  高工 图书管员

王小东 男 １９９４ １２ 初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９４ ７ — 炊工

黄春梅 女 １９７０ ２ 初中 延川县中学  高工 油印

王竹苇 女 １９８２ ７ 大专  — 打字

阎风梅 女 １９７０ １２ 初中 永坪中学  — 油印

秦兴利 男 １９８３ ８ 高中   中工 焊工

樊福元 男 １９６１ ７ 初中 延川县中学  高工 焊工

袁艳林 男 １９９２ ８ 高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８９ ７ 中工 炊工

３７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性别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职称 职务、 业务

高文安 男 １９７８ ５ 初中 延川县中学  高工 果工

高兆亮 男 １９９２ ８ 初中 延川县中学  — 果工

徐青海 男 １９６９ ３ 初中 永坪中学 １９６８ ７ 中工 果工

张国智 男 １９７１ ３ 小学   — 炊工

曹冬梅 女 １９７６ ２ 高中   — —

艾胜军 男 １９６０ １１ 初中   — 木工

刘凤娥 女 １９６４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６３ １２ 小高 教师

石增玺 男 １９６３ ７ 中师 绥德师范 １９５６ ２ — 原会计

马翠莲 女 １９７０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８５ ５ 中二 实验员

刘泽民 男 １９７０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８５ ５ 中二 收发

高风祥 男 １９６９ ９ 高中 延川县中学  — 管理员

马文瑞 男 １９６０ １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６５ ７ 小高 原总务副主任

张玉莲 女 １９６５ ７ 高中 延川县中学  小高 油印

李延林 男 １９６３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８５ ５ 中一 出纳

张进生 男 １９６０ ９ 大专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６０ ９ 中高 —

王振荣 男 １９５２ ３ 大专 陕西师范学院 １９６２ ７ 中高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育处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统计延川中学有教职工 １４７ 名ꎬ 其中在编在岗 １３６ 名ꎻ 男 １９０ 名ꎬ 女 ４６ 名ꎻ 中

共党员 ５０ 名 (女 ９ 名)ꎻ 大学本科 ３０ 名、 专科 ７２ 名ꎬ 中师 １３ 名ꎬ 高中 ２ 名ꎬ 初中 １８ 名ꎬ 文盲 １ 名ꎻ

干部 １２３ 名ꎻ 专任教师 ８６ 名ꎮ 有离退人员 ９ 名ꎮ 该学年调入教师有高如军、 杨存升、 曹桂荣、 李忠

平、 高晓峰、 刘军宁、 丁建民、 李凤霞ꎬ 工人有马改平、 王延林ꎬ 新聘大专以上毕业生白延林、 孙玉

婷、 王庆、 惠竹琴ꎮ 翌年ꎬ 初中部新增教师有语文杨琳、 惠世安ꎬ 英语雷秀峰、 李亮艳ꎬ 政治张东宏ꎬ

历史王芳ꎬ 地理陈爱华ꎬ 教学服务人员王国芳ꎬ 总务后勤人员李振武、 鲁金霞、 王金梅ꎮ １９９９ 年有在

岗教职工 １１７ 名ꎬ 其中男 ７０ 名ꎬ 女 ４７ 名ꎻ 中共党员 ３７ 名ꎻ 大学本科 ３３ 名、 专科 ７１ 名ꎬ 中师 １１ 名、

中专 ２ 名ꎻ 中教高级 １０ 名、 一级 ３２ 名、 二级 ６０ 名、 三级 ５ 名ꎬ 小教高级 ２ 名、 一级 ３ 名ꎻ 年龄最大

６０ 岁 １ 名ꎬ 最小 ２３ 岁 ２ 名ꎬ ２４~３０ 岁 ３４ 名ꎬ ３１~４０ 岁 ４３ 名ꎬ ４１~５０ 岁 ２９ 名ꎬ ５１~５５ 岁 ６ 名ꎮ 新增教

职工有李延宁、 马延斌、 赵胜利、 李明祥、 呼翠琴、 王青发、 李彩文、 高文东、 冯彦亮、 刘治平、 黄

丽萍ꎮ 新招聘大专以上毕业生有马卫琳、 冯勰、 师艳琴、 刘宝生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新增教职工有张宏民、 杨文娟、 高振明、 贺永玲、 马艳琴、 李延平、 张振娥、 杨树

龙、 韩卫军、 刘文华、 侯永峰、 年延军、 梁玉霞、 白玉茜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冯治军被公开聘任为校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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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已任副校长 ７ 年、 正校长 ２ 年ꎬ 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ꎬ 使学校步入超前发展时期ꎬ 面貌焕然一

新ꎬ 教学质量稳步提升ꎬ 跃入陕西省标准化高中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４ 日统计全校有教职工 １７５ 名ꎬ 其中男 １１５ 名ꎬ 女 ６０ 名ꎻ 行政领导 ４ 名ꎬ 教师 １０６

名ꎬ 教辅人员 ４４ 名ꎬ 离退 ２１ 名ꎻ 中共党员 ３９ 名ꎻ 中高职称 １２ 名、 中一 ３５ 名、 中二 ４９ 名、 中三 ６

名、 小教高级 ４ 名ꎬ 高级工 １４ 名、 中级工 ６ 名、 初级工 ３ 名ꎮ 高中部任课教师 ５４ 名ꎬ 本科、 专科

各 ２７ 名ꎬ 学历达标 ５０％ꎻ 初中部任课教师 ５４ 名ꎬ 本科 １０ 名ꎬ 专科 ４０ 名ꎬ 学历达标 ９２％ꎮ ７ 月ꎬ

公开面向社会招聘教师 ２８ 名ꎮ ２００２ 年新进教师有 ４３ 名ꎮ

２００２ 年新进的教师有: 拓世焱、 白冬艳、 郝永飞、 王海涛、 刘春玲、 李延芳、 贺艳宁、 贺胜利、

任东全、 王娟娟、 冯军平、 冯世雄、 刘尚丽、 刘红艳、 乔磊、 刘艳清、 高艳峰、 高秋燕、 许东红、 王

瑛、 刘文光、 郝艳峰、 林淼、 张力、 邹汉峰、 樊英、 景延慧、 杨永红、 高云、 钞丽娜、 刘永红、 王樊

娥、 王建宏、 梁世伟、 董艳梅、 郭小艳、 张冰园等ꎮ

编号: ５－５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延川中学教职工情况统计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职　 称

冯治军 男 １９５９ ５ １９７８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３ ７ 政教 中高

苗庭英 男 １９５５ ８ １９７４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７ ９ 中文 小高

曹延平 男 １９５８ １１ １９７６ １２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政教 中一

樊秋平 男 １９６４ ９ １９８６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６ ７ 数学 中高

封永平 男 １９５６ ７ １９７８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７ ７ 英语 中一

贺江海 男 １９４８ １０ １９６８ ９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８０ ５ 中文 中高

任平安 男 １９５２ １１ １９６９ １０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２ ７ 数学 中高

梁延林 男 １９６３ １１ １９８３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地理 中二

贺志荣 男 １９６５ ６ １９９０ ６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０ ６ 物理 中一

高向良 男 １９６２ ２ １９８１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９ ７ 中文 中高

李文亮 男 １９６５ ６ １９８５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０ ７ 数学 中一

刘建辉 男 １９６２ ４ １９８３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９０ ７ 英语 中一

白加毅 男 １９６３ ９ １９８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政教 中一

刘文华 女 １９７８ １０ ２０００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２０００ ７ 中文 中三

王　 庆 女 １９７４ １２ １９９７ ７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１９９７ ７ 中文 中二

王青发 男 １９６５ １１ １９８５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中文 中一

张　 鸿 男 １９６７ ２ １９９２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２ ７ 中文 中二

王青山 男 １９７２ ９ １９９８ ７ 大专 延安电大 １９９８ ７ 中文 中二

高如军 男 １９６９ ７ １９９２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２ ７ 中文 中二

杨延双 男 １９５３ ２ １９７６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８ ７ 中文 中一

程迎春 男 １９５８ ２ １９７６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中文 中一

５７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职　 称

乔志清 男 １９５９ １ １９８１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中文 中一

惠世安 男 １９５３ ３ １９７３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３ ７ 中文 中一

曹　 宏 男 １９６７ ９ １９８６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７ 中文 中二

任振邦 男 １９５２ ３ １９７３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３ ７ 中文 中高

杨　 琳 女 １９７５ ７ １９９８ ７ 大专 渭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８ ７ 中文 中二

冯世雄 男 １９７１ ５ １９９２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２ ７ 中文 中二

白延林 男 １９７４ ８ １９９７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７ ７ 中文 中二

樊　 英 女 １９７８ １２ ２００２ ８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中文 —

刘永红 男 １９８０ １２ ２００１ ８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０１ ７ 中文 中三

郝艳峰 女 １９８０ ５ ２００２ ８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０２ ７ 中文 —

林　 淼 女 １９７９ １１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西安联合大学 ２００２ ７ 中文 —

刘春林 女 １９７３ １ １９９６ ８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６ ７ 中文 中二

孙玉婷 女 １９７３ １０ １９９７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７ ７ 数学 中二

曹万川 男 １９６７ ８ １９８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数学 中一

高　 峰 男 １９７４ ８ １９９７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７ ７ 数学 中二

李明祥 男 １９５８ １２ １９７４ ３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０ ７ 数学 中高

张新梅 女 １９６２ ７ １９８１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６ ７ 数学 中一

白　 强 男 １９６３ ８ １９８２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９ ６ 数学 中一

白生忠 男 １９５９ １１ １９８１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中文 中一

冯智祥 男 １９６７ ７ １９８７ ７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１ ７ 数学 中一

赵胜利 男 １９６４ ２ １９８３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９ ７ 数学 中一

张振娥 女 １９６５ １２ １９８６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数学 中二

冯海燕 男 １９５７ ３ １９７７ １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数学 中一

李高平 男 １９７６ ９ １９９５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９ ７ 数学 中二

刘文光 男 １９７９ １２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数学 —

冯　 杰 男 １９７８ １０ ２００１ ７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０１ ７ 数学 中三

乔　 磊 男 １９８１ ４ ２００２ ７ 大专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０２ ７ 数学 —

邹汉峰 男 １９７７ ２ ２００２ ７ 大专 安康师范学院 ２００２ ７ 数学 —

冯　 勰 女 １９７６ ５ １９９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７ 英语 中二

杨树龙 男 １９７２ １１ １９９４ ７ 大专 陕西外语学院 １９９４ ７ 英语 中二

梁生财 男 １９４６ ３ １９６９ ２ 大专 陕西外语学院 １９８２ ７ 英语 中高

刘向红 女 １９６４ ３ １９８６ ７ 大专 陕西外语学院 １９８６ ７ 英语 中一

贺永玲 女 １９７６ １０ １９９７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９７ ７ 英语 中二

李延宁 女 １９６７ ３ １９８６ ７ 大专 延安电大 １９８９ ７ 英语 中二

６７１



第五章　 教职工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职　 称

呼翠琴 女 １９６４ ９ １９８７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７ ７ 英语 中一

李亮艳 女 １９７４ １２ １９９６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９６ ７ 英语 中一

张红梅 女 １９６７ ８ １９９１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１ ７ 英语 中二

雷秀峰 女 １９７０ ９ １９９０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０ ７ 英语 中二

白东艳 女 １９８１ １０ ２００２ ７ 大专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０２ ７ 英语 —

杨永红 男 １９８０ ２ ２００２ ７ 大专 商洛师范学院 ２００２ ７ 英语 —

杨秀峰 女 １９７９ １２ ２００１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１ ７ 英语 中三

刘艳清 女 １９７４ ７ １９９８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９８ ７ 英语 中二

钞丽娜 女 １９７９ ５ ２００２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２００２ ７ 英语 —

许冬鸿 女 １９７１ ７ １９９４ ７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１９９４ ７ 英语 中二

李延芳 女 １９８０ １０ ２００２ ７ 大专 培华女大 ２００２ ７ 英语 —

董艳梅 女 １９６９ ３ １９８９ ７ 大本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９２ １２ 英语 中二

郝　 英 女 １９７８ １１ １９９８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９ ７ 英语 中二

刘宝生 男 １９７６ ４ １９９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７ 物理 中二

袁建设 男 １９５７ ８ １９７３ １２ 大本 西北大学 １９８０ ７ 物理 中高

高春卫 男 １９７６ ２ １９９９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７ 物理 中高

贺安庆 男 １９５６ １０ １９７３ １２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物理 中二

李彩玲 女 １９６０ １１ １９８１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６ ７ 物理 中一

拓世焱 女 １９７８ ３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物理 —

冯军平 男 １９７８ １１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物理 —

王　 瑛 女 １９６８ １２ １９９２ ８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２ ７ 物理 中二

曹桂荣 女 １９７０ １ １９９１ ７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１ ７ 物理 中二

张琴丽 女 １９７３ ８ １９９６ ８ 大专 榆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６ ７ 物理 中二

韩卫军 男 １９７７ ７ ２０００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０ ７ 化学 中二

杨文春 男 １９７７ １１ ２０００ ８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００ ７ 化学 中三

高忠伟 男 １９５７ ８ １９７８ ２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化学 中一

杨丛燕 女 １９５３ １０ １９７５ １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５ ７ 化学 中一

高香林 男 １９６９ １ １９９３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３ ７ 化学 中二

高　 云 男 １９７７ ２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化学 —

王海涛 男 １９７９ ４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化学 —

白双群 女 １９６０ １１ １９７９ ９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７９ ９ 化学 中一

高保卫 男 １９６７ １１ １９８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政教 中一

张东宏 女 １９７４ ８ １９９８ ７ 大专 渭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８ ７ 政教 中二

王娟娟 女 １９７９ ８ ２００１ ７ 大专 榆林高专 ２００１ ７ 政教 中三

７７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职　 称

刘红艳 女 １９７９ １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政教 —

梁世伟 男 １９７４ １１ １９９８ ８ 大专 渭南师范学院 １９９８ ７ 政教 中三

梅青俊 男 １９５７ １２ １９７８ ８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历史 中一

马春梅 女 １９６８ ２ １９８７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２ ７ 历史 中一

马卫琳 女 １９７４ １１ １９９９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７ 历史 中二

董晓斌 男 １９６７ ３ １９８７ ７ 大专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９８７ ７ 历史 中一

王　 芳 女 １９７３ １１ １９９６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６ ７ 历史 中二

高华卫 男 １９７０ ２ １９８８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９８ ７ 历史 中二

张宏民 男 １９７２ １１ １９９６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６ ７ 历史 中二

马海军 男 １９７９ ２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历史 —

贺胜利 男 １９７９ １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历史 —

干永亮 男 １９７１ ７ １９９３ ７ 大专 咸阳师范学院 １９９３ ７ 地理 中二

任海莹 女 １９７２ ７ １９９４ ７ 大本 延安电大 １９９４ ７ 地理 中二

刘永琴 女 １９５９ ３ １９７８ ８ 大专 铜川教育学院 １９９２ ７ 地理 中一

高海盈 女 １９５９ ２ １９７６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地理 中一

呼小伟 男 １９７１ １ １９９６ ７ 大本 汉中师范学院 １９９６ ７ 生物 中二

白国宝 男 １９６２ ７ １９７８ ７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９４ ７ 生物 中高

邓卫雄 男 １９７６ ３ ２０００ ８ 大本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０ ８ 生物 中二

景延慧 女 １９８０ ３ ２００２ ８ 大本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８ 生物 —

高艳峰 女 １９７５ １０ １９９９ ８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８ 生物 中二

马世辽 男 １９６５ ３ １９８７ ７ 大本 汉中师范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体育 中高

甄贵清 男 １９６９ １１ １９９１ ７ 大专 西安体育学院 １９９１ ７ 体育 中二

李忠平 男 １９７２ ７ １９９６ ７ 大本 汉中师范学院 １９９６ ７ 体育 中二

赵万金 男 １９５２ １２ １９７３ ３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７７ ７ 体育 中一

李延平 男 １９７１ １２ １９９６ ７ 大本 汉中师范学院 １９９６ ７ 体育 中二

杨小宁 男 １９５４ ２ １９７５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７７ ７ 体育 中一

惠竹琴 女 １９７３ １１ １９９７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７ ７ 微机 中一

张　 立 男 １９７８ ８ ２００２ ７ 大专 西安联合大学 ２００２ ７ 微机 —

郝永飞 男 １９７９ ３ ２００２ ７ 大专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０２ ７ 微机 —

杨文娟 女 １９７８ １ １９９９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７ 微机 中二

王小兰 女 １９７８ ９ ２０００ ７ 大专 渭南电子大学 ２０００ ７ 微机 中三

谢延香 女 １９５７ ２ １９７３ ２ 中师 榆林师范 １９７７ ７ 音乐 中一

高海燕 女 １９７３ ３ １９９２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８ ７ 音乐 中二

高世鹏 男 １９５５ ３ １９７３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８３ ７ 中文 中高

马延斌 男 １９７４ ７ １９９４ ８ 大专 西安美术学院 １９９４ ７ 美术 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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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职　 称

郭景泰 男 １９５３ ２ １９７３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７ 中文 中一

刘　 涛 男 １９７４ １０ １９９４ ７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６ ７ 中文 中二

刘尚丽 女 １９７０ ７ １９９２ ８ 中师 延安师范 １９９２ ８ 数学 中二

袁　 颖 男 １９７１ ９ １９９３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０ ７ 数学 中二

杨志红 男 １９７３ １０ １９９２ ７ 大专 电子广播大学 １９９８ ６ 体育 中二

王凡娥 女 １９５８ ８ １９７５ ７ 大专 西安外语学院 １９８９ ６ 英语 中一

师艳琴 女 １９７５ ８ １９９９ ７ 大本 西安外语学院 ２００７ ７ 英语 中一

霍卫强 男 １９７８ ３ １９９７ ７ 大本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９ １ 中文 中二

刘军卫 男 １９７２ ７ １９９２ ８ 中专 延安体育学校 １９９２ ７ 体育 中二

郭晓艳 女 １９８１ ９ ２００２ ７ 大本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２ ７ 英语 中二

刘春玲 女 １９７３ １ １９９６ ７ 大本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６ ７ 生物 中二

高金梅 女 １９５７ １ １９７８ ９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５ １２ 英语 中二

高节约 女 １９５９ ５ １９７８ ２ 大专 陕西教育学院  英语 中一

鲁金霞 女 １９６０ ９ １９７８ ８ 大专 陕西师范大学  中文 小高

白秀玲 女 １９７１ １１ １９９０ ７ 大专 西安工业学院  企业管理 中一

高树繁 女 １９５８ ５ １９７７ １ 中师 延安师范  — 中一

马艳琴 女 １９７４ １０ １９９６ ７ 大专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６ ７ 生物 中二

黄春梅 女 １９５３ ２ １９７０ ２ 大专    高工

张　 芬 女 １９５７ ８ １９７６ ２ 中师 洛川师范 １９８６ ７ 　 — 小高

王金梅 女 １９５７ ９ １９７６ ３ 大专    高工

黄丽萍 女 １９７４ ２ １９９３ ７ 大专    中工

白桂兰 女 １９５４ １２ １９７３ ７ 大专   医学 医师

王国芳 女 １９６３ ９ １９７７ ３ 大专    —

白玉茜 女 １９５８ ８ １９７７ ３ 中专   — 高工

秦兴利 男 １９６５ ８ １９８３ ８ 高中 延川县中学  — 高工

马永宁 男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６ １２ 高中 延川县中学  — 高工

张建生 男 １９５１ １１ １９７１ ７ 中师 洛川师范 １９８８ ７ — 小高

刘永胜 男 １９５９ ４ １９７７ ２ 中师 延安师范  — 小高

王延林 男 １９７１ ５ １９９１ １０ 高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８９ ７ 　 — 技师

王小东 男 １９７７ ５ １９９４ １２ 初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９４ ７ — 初工

高文安 男 １９５５ １９７７ ５ 高中 延川县中学  — 高工

年延军 男 １９７４ １０ １９９９ １２ 高中 延川县中学  — 初工

袁艳林 男 １９７１ ５ １９９２ ８ 高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８９ ７ — 中工

高兆亮 男 １９６６ ８ １９９２ ８ 初中 延川县中学  — 初工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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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新增教师有李海斌、 李新杰、 吕德伟、 高秋艳、 梁晓芳、 冯东红、 杨志红、 罗卫

平、 贺延丽、 赵琴ꎮ 翌年秋ꎬ 延川中学有教职工 １７９ 名ꎬ 专任教师 １１５ 名ꎬ 其中高级教师 １６ 名ꎬ 一级

教师 ８１ 名ꎻ 研究生学历 ２ 名ꎬ 本科学历 ７６ 名ꎬ 大专 ８０ 名ꎬ 学历达标率 ６６％ꎬ 岗位合格率 １００％ꎮ 本

学期进校的有张冰园、 刘颖蕊、 高跳琴、 赵吉庆、 贺海彦、 高海洋、 韩高峰、 刘小军、 刘亚军、 罗建

国、 马建霞、 王彩霞、 杨彩萍、 冯小东、 张健涛、 张丽萍、 步发强、 高旺旺、 孙金卫、 张罡、 白亮亮、

贺海宁、 董智慧、 李敏、 李爱军、 白宝颖、 马东阳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ꎬ 有教职工 １７１ 名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１５ 名ꎻ 研究生 １ 名ꎬ 大学本科 ９２ 名ꎻ 中级职称 ６５ 名ꎬ 高级职称 ２１ 名ꎻ 有国家级体育优秀工作者、

省级德育先进工作者各 １ 名ꎬ 省级教学能手 １ 名、 市级 ４ 名ꎬ 县级教学能手 １５ 名ꎬ 各级骨干教师 ４２

名ꎮ 领导班子由 １３ 人组成ꎬ 平均年龄 ４１ 岁ꎬ 均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职称ꎮ 该年进校的

教师有刘随莲、 刘炜、 马世平、 冯光东、 翟纲要、 杨静、 王小军、 梁国祥、 冯海卫、 王丽萍、 高国强、

刘琦、 刘建华、 刘爱玲、 吕涛、 刘鹏、 刘海涛、 郭艳丽、 李维雄、 刘福祥、 李岗、 王建宏、 冯晓燕、

朱文丽、 王媛、 杨燕ꎮ ２００６ 年新增教师有郭玉梅、 贺淑琴、 刘进、 刘伟、 梁建军、 刘媛、 白艳、 张亚

玲、 袁文学、 白燕、 候小军、 朱春香、 张艳峰、 李改改、 高彩娥、 李侠、 吴丽红、 高永华、 张耿、 延

海玲、 邱会莉、 白春春、 贺雄杰、 马婷、 杨永强、 王成成、 刘鹤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学校严把录用教师关ꎬ 坚持录用本科优秀毕业生和聘用县级以上骨干教师ꎮ 学校

领导均为本科学历ꎬ 正校长 １ 名ꎬ 副校长 ４ 名ꎬ 副书记 １ 名ꎬ 培训 ６ 名ꎬ 岗位合格率 １００％ꎻ 专任

教师 １４６ 名ꎬ 其中研究生学历 ６ 名ꎬ 在读研究生 １４ 名ꎬ 本科学历 １２６ 名ꎻ 均在 ４５ 岁以下ꎬ 平均年

龄 ３３ 岁ꎻ 计算机一级合格率、 岗位合格率、 本科学历达标率均为 １００％ꎮ 全校教职工中有本科学历

１６０ 名ꎻ 中级职称 ４６ 名ꎬ 高级 ２６ 名ꎻ 国家级体育优秀工作者 １ 名ꎬ 省级先进德育工作者 ２ 名ꎬ 省

级优秀教师、 校本教研先进个人各 １ 名ꎬ 市级劳动模范、 教科研先进个人各 １ 名ꎬ 省、 市级教学能

手 １５ 名ꎬ 各级骨干教师 ４２ 名ꎮ １００％教师能严格遵守教师道德规范ꎬ 尊重学生人格ꎬ 不辱骂、 体罚

变相体罚学生ꎬ 学校通过问卷调查ꎬ 学生满意率 ９７％ꎮ ９０％的教师能够胜任循环教学ꎬ 教师都能使

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组织教学ꎬ 基本上都能独立制作设计多媒体课件ꎮ 领导班子有 １８ 人组成ꎬ 平

均年龄 ３９ 岁ꎬ 均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和中级以上职称ꎮ ８ 月调入延川中学的教师有白江平、 刘勇、 杨

庆、 冯彦炜、 罗小平、 张和平、 花蕊、 张学春、 乔慧、 申海英ꎮ ２０１２ 年有教职工 １９０ 名ꎬ 其中女

８４ 名ꎻ 专任教师 １４６ 名ꎬ 行政人员 １３ 名ꎬ 教辅人员 ２５ 名ꎬ 工勤人员 ６ 名ꎮ 专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

历 １３ 名ꎬ 大学学历 １３３ 名ꎻ 中教高级 ２８ 名、 一级 ６１ 名、 二级 ５７ 名ꎻ ２６~３０ 岁 ３４ 名ꎬ ３１~３５ 岁 ５６

名ꎬ ３６~４０ 岁 ３０ 名ꎬ ４１~４５ 岁 １６ 名ꎬ ４６~ ５０ 岁 １０ 名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新进教师有高文艳、 白娟ꎮ 年

末有教职工 １９８ 名ꎬ 其中女 ７１ 名ꎻ 行政人员 ５ 名ꎬ 教辅人员 ２８ 名ꎬ 工勤人员 １２ 名ꎬ 专任教师 １５１

名ꎮ 专任教师中有女 ６５ 名ꎬ 研究生学历 １１ 名、 大学学历 １３８ 名、 大专学历 ２ 名ꎬ 中教高级 ２８ 名、

一级 ５１ 名、 二级 ７２ 名ꎬ ２５~２９ 岁 ８ 名、 ３０~３４ 岁 ８５ 名、 ３５~３９ 岁 ３３ 名、 ４０~４４ 岁 １９ 名、 ４５~４９

岁 ６ 名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新进教师有白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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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５－６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延川中学在职教职工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参加工作

时间
来校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任课 职称 籍贯

冯治军 男 １９５９ ５ ２６ １９７８ ７ １９８５ ８ 研究生 北京政治学院 １９９９ ７ 政治思想教育 政治 中教高级 延川

高华卫 男 １９７０ ２ １ １９８８ ７ １９８９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９８ ７ 历史学教育 历史 中教高级 延川

曹万川 男 １９６７ ８ ２４ １９８９ ７ １９９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高级 延川

白秀玲 女 １９７１ １１ ２０ １９９０ ７ １９９３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０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高级 延川

甄贵清 男 １９６９ １１ １９ １９９１ ７ １９９１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１ ７ 体育 体育 中教高级 延川

冯智祥 男 １９６７ ７ ２３ １９８７ ７ １９８７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１ ７ 基础数学 数学 中教高级 延川

孙玉婷 女 １９７３ １０ ２ １９９７ ７ １９９７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７ ７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高级 延川

呼晓伟 男 １９７１ １ ２９ １９９６ ７ １９９７ ８ 本科 汉中师范学院 １９９６ ７ 生物教育 生物 中教高级 延川

袁　 颖 男 １９７１ ９ ２６ １９９３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０ ７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高级 延川

高香林 男 １９６９ １ １ １９９３ ７ １９９７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３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高级 延川

白国宝 男 １９６２ ７ ７ １９７８ ７ １９８４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９４ ７ 生物 生物 中教高级 延川

高保卫 男 １９６７ １１ ９ １９８９ ７ １９９１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１９８９ ７ 政治教育 政治 中教高级 延川

马世辽 男 １９６５ ３ ３ １９８７ ７ １９８９ ８ 本科 汉中师范学院 １９８７ ７ 体育 体育 中教高级 延川

白　 燕 女 １９８３ ５ １３ ２００５ ９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０５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二级 延川

罗建国 男 １９８１ １１ ２２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４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一级 铜川

杨永红 男 １９８０ ２ １１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西安外国语大学 ２００６ １２ 英语 英语 中教一级 商洛

马　 建 男 １９８０ ６ ２３ ２００１ ８ ２００７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５ １２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 中教一级 延川

马建霞 女 １９７９ １０ ３ ２００４ ７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理工学院 ２００４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白亮亮 女 １９８１ ６ ２８ ２００４ ７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４ ７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信息
技术

中教一级 延川

邹汉峰 男 １９７７ ２ １０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二级 商洛

郝艳锋 女 １９８０ ５ １０ ２００２ ８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罗卫平 男 １９８０ ５ ２ ２００２ ８ ２００３ ８ 本科 西安外国语学院 ２００７ １ 英语 英语 中教一级 商洛

高旺旺 男 １９８１ １２ ７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４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一级 西安

孙金卫 男 １９８０ ６ ２１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８ １ 地理科学 地理 中教二级 延川

刘文华 女 １９７８ １０ １４ ２０００ ７ ２０００ ８ 本科 西北大学 ２００４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高国强 男 １９８３ １０ ２８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一级 延川

文爱兵 男 １９７７ ３ ６ ２００１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８ １ 地理科学 地理 中教一级 延川

朱文莉 女 １９８２ ７ １６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 ７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二级 延川

刘　 进 男 １９７８ １２ １ １９９６ １０ ２００３ ８ 专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８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二级 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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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参加工作

时间
来校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任课 职称 籍贯

刘海涛 男 １９７４ ３ ２１ １９９６ ７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４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一级 延川

刘　 朋 男 １９８１ １２ １２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西安文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７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二级 西安

任　 娜 女 １９７８ ５ １０ ２００２ ９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一级 三原

梁国祥 男 １９８２ １０ ８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二级 三原

翟纲要 男 １９８１ ７ ９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０５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二级 咸阳

王小军 男 １９８２ １２ １０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７ 教育学 政治 中教二级 宝鸡

杨　 燕 女 １９８２ ２ ２８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７ 政治思想教育 政治 中教一级 延川

刘爱玲 女 １９８２ ４ ２１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０５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二级 铜川

王丽萍 女 １９８１ ８ １１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７ 地理科学 地理 中教一级 富县

吕　 涛 男 １９８１ １０ １０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咸阳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一级 延川

任艳梅 女 １９８０ ５ １０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７ 音乐 音乐 中教一级 子长

张艳峰 男 １９７８ ８ １２ ２００３ ７ ２００７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３ ７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一级 延川

郭玉梅 女 １９７９ ５ ２６ ２０００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
技术

中教一级 延川

张冰园 女 １９８４ ５ １９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１２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二级 延川

步发强 男 １９８１ ９ １１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４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一级 甘泉

王彩霞 女 １９８２ ８ ５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４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长

李爱军 男 １９８１ ５ ２８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５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二级 咸阳

张莉萍 女 １９７９ １０ ３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４ ７ 历史学 历史 中教一级 宝鸡

师艳琴 女 １９７５ ８ ５ １９９９ ７ １９９９ ８ 本科
西安外国语

大学
２００７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一级 延川

郝永飞 男 １９７９ ３ ２５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
技术

中教一级 绥德

刘　 勇 男 １９７５ ８ ２６ １９９５ ７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１２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一级 延川

白东艳 女 １９８１ １０ １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５ 英语 英语 中教一级 延川

杨　 静 女 １９８０ １０ １４ ２００４ ７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０４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贺海宁 男 １９８１ ５ １７ ２００４ ７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４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李维雄 男 １９７８ ８ ２５ ２００１ ７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７ １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一级 延川

白宝颖 女 １９７１ ５ ２ １９９１ ７ ２００４ ８ 专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４ ７ 小学教育 语文 中教二级 延川

高秋艳 女 １９７６ １１ ２９ ２００３ ７ ２００３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３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杨彩萍 女 １９８０ ４ ２２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４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刘小军 男 １９８０ ８ ２ ２００４ ７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４ ７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 中教一级 延川

张健涛 男 １９８２ ２ ２７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４ ７ 历史学 历史 中教一级 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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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职工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参加工作

时间
来校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任课 职称 籍贯

李　 敏 女 １９８３ ２ １３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０４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５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张红梅 女 １９８２ １１ １ ２００５ ９ ２００７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７ 生命科学 生物 中教二级 延川

冯东红 女 １９７６ ２ １０ ２０００ ７ ２００３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教 中教二级 延川

王成成 男 １９８３ １１ ３０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西安科技大学 ２００６ ７ 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二级 延川

贺维杰 男 １９８０ １１ ７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张亚玲 女 １９８３ ９ ８ ２００６ ９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７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二级 安塞

刘　 鹤 女 １９８３ １２ １０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侯小军 男 １９８４ ９ １ ２００６ ９ ２００６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７ 生物学科教学 生物 中教二级 湖南

申海瑛 女 １９７８ １０ ２５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２ １ 汉语言文学 语文 小教高级 延川

张和平 女 １９７８ ９ ２３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９ １ 生命科学 生物 中教一级 延川

白　 艳 女 １９８３ ６ １９ ２００６ ９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曹海明 男 １９８４ １０ １２ ２００９ ４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０８ ７ 应用化学 化学 中教二级 延川

高彩娥 女 １９８３ ５ ２２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二级 子洲

高永华 男 １９８２ ８ ３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物理学 物理 中教二级 榆林

花　 蕊 女 １９８４ １０ ２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榆林学院 ２００６ ７ 生物科学 生物 中教二级 延川

李改改 女 １９８３ １２ ２２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二级 佳县

李　 侠 女 １９８１ ３ ２６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二级 渭南

刘萍莉 女 １９８１ ５ ９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物理学 物理 中教二级 延川

邱会莉 女 １９８３ ５ １２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二级 黄陵

王　 华 女 １９８２ ５ ２５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陕西理工学院 ２００６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二级 汉中

延海玲 女 １９８３ ２ ６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二级 绥德

杨永强 男 １９８２ １２ １７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二级 渭南

袁文学 男 １９８３ １０ １２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６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二级 安康

王培龙 男 １９８１ ９ ３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７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７ 地理科学 地理 中教一级 凤翔

乔　 卉 女 １９８５ ３ ２０ ２００９ ４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８ ７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 中教二级 延川

杨　 庆 女 １９８６ ４ １７ ２００９ ４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９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张学春 男 １９７６ ３ １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５ １２ 历史学 历史 中教一级 延川

张永红 女 １９８２ ９ ２５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７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５ ７ 历史学 历史 中教一级 安康

艾巧巧 女 １９８４ ８ ２６ ２００７ ８ ２００７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７ ７ 政治学与行政学 政治 中教二级 陕西

白江平 男 １９８４ ７ ６ ２００７ ８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７ 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二级 延川

成朝辉 男 １９８１ １１ ２９ ２００６ ７ ２０１０ ８ 本科 西安文理学院 ２００６ 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二级 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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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参加工作

时间
来校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任课 职称 籍贯

冯光泽 男 １９８３ ３ １ ２００９ ４ ２０１０ ８ 本科 西安体育学院 ２００８ ７ 社会体育 体育 中教二级 延川

高　 凯 男 １９８３ ３ ５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１０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
技术

中教二级 延川

康江涛 男 １９８１ １０ ７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０７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二级 延川

刘海强 男 １９８３ １０ ２９ ２００９ ４ ２０１０ ８ 本科 西安体育学院 ２００８ ７ 社会体育 体育 中教二级 延川

罗晓平 男 １９８４ ２ ９ ２００７ ９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７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二级 延川

魏　 湛 女 １９８５ ８ ２４ ２００８ ９ ２０１０ ８ 本科 陕西理工学院 ２００８ ７ 生物科学 生物 中教二级 安康

薛碧荣 女 １９８２ ４ １８ ２００７ ８ ２００７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７ ７ 生物科学 生物 中教二级 户县

刘　 炜 女 １９７７ １２ ２５ ２０００ ８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７ １ 地理科学 地理 中教一级 延川

高跳琴 女 １９７３ ７ ２６ １９９５ ８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４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一级 延川

刘　 琦 男 １９６９ ９ １１ １９９２ ７ ２００５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２ ７ 体育教育 体育 中教一级 延川

贺海彦 男 １９７０ １０ ２０ １９９２ ７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８ １ 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高级 延川

马东阳 男 １９８０ １２ ７ ２０００ ８ ２００４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５ 思想政治教育 体育 中教一级 延川

贺　 昱 女 １９８１ １０ ２７ ２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０ ８ 本科 西安外国语学院 ２００８ ５ 英语教育 — 中教一级 延川

刘　 妮 女 １９８２ １２ １９ ２００４ ９ ２００４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１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二级 延长

白延林 男 １９７４ ８ ２３ １９９７ ７ １９９７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１９９９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王青山 男 １９７２ ９ １６ １９９８ ７ ２００１ ８ 本科 西北大学 ２００５ ６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霍卫强 男 １９７８ ３ １８ １９９７ ７ ２００１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９ １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冯　 勰 女 １９７６ ５ ２３ １９９９ ７ １９９９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１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一级 延川

高海燕 女 １９７３ ３ １ １９９２ ７ １９９２ ８ 研究生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９ ５ 思想政治教育 音乐 中教高级 延川

王　 瑛 女 １９６８ １２ １８ １９９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２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高级 延川

杨　 琳 女 １９７５ ７ １６ １９９８ ７ １９９８ ８ 本科 西北大学 ２００７ ６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延川

许冬鸿 女 １９７１ ７ １２ １９９４ ７ ２００２ ８ 专科 咸阳师范学院 １９９４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一级 延川

李新杰 男 １９７２ ３ ２４ １９９５ ９ ２００３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７ １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一级 延川

刘艳清 女 １９７４ ７ ７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０３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高级 延川

刘军卫 男 １９７２ ７ ２９ １９９２ ８ １９９８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５ 思想政治教育 体育 中教一级 延川

韩卫军 男 １９７７ ７ ８ ２０００ ７ ２０００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０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高级 延川

马海军 男 １９７９ ２ ２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历史学 历史 中教一级 延川

李高平 男 １９７６ ９ １８ １９９５ ７ ２００１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５ 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一级 延川

冯世雄 男 １９７１ ５ ７ １９９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西北大学 ２００５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高级 延川

王　 芳 女 １９７３ １１ １２ １９９６ ７ １９９８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３ ７ 历史学 历史 中教一级 延川

刘红艳 女 １９７９ １ ２９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５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 中教一级 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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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参加工作

时间
来校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任课 职称 籍贯

白忠庆 男 １９８５ ３ ８ ２００６ ９ ２００９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６ ７ 美术教育 美术 中教二级 延川

高春卫 男 １９７６ ２ ８ １９９９ ７ ２００１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高级 延川

刘宝生 男 １９７６ ４ １５ １９９９ ７ １９９９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高级 延川

拓世焱 女 １９７８ ３ ９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一级 延川

冯海卫 男 １９７６ ３ ２５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５ ８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１０ 思想政治教育 生物 中教一级 延川

张　 鸿 男 １９６７ ２ ２２ １９９２ ７ １９９８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９９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高级 延川

刘富祥 男 １９７６ ８ ２４ １９９３ ７ ２００３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４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一级 延川

王　 庆 女 １９７４ １２ ８ １９９７ ７ １９９７ ８ 本科 西北大学 ２００４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高级 延川

刘文光 男 １９７９ １２ １１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数学教育 数学 中教一级 子长

马卫琳 女 １９７４ １１ １７ １９９９ ７ １９９９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１９９９ ７ 历史学 历史 中教高级 延川

冯军平 男 １９７８ １１ ２０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一级 延川

杨志红 男 １９７３ １０ ２ １９９２ ８ ２００３ ８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５ ７ 体育教育 体育 中教一级 延川

王海涛 男 １９７９ ４ １８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２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２ ７ 化学教育 化学 中教一级 延川

李世宏 男 １９７４ ７ ８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８ ８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８ ７ 历史学 历史 中教一级 延川

李卫香 女 １９７６ ３ ２７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８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７ 汉语言文学 后勤 小教高级 延川

梁　 蓉 女 １９８７ ９ １１ ２０１２ ８ ２０１２ ８ 本科
延安大学西安

创新学院
２０１１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二级 延川

孙忠提 男 １９７７ ７ １ ２００３ ７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陕西理工学院 ２００３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陕西
泾阳

贺　 辉 男 １９８３ ８ １６ ２００６ ７ ２０１１ ９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６ ７ 数学 数学 中教一级 延川

刘婷婷 女 １９８６ ７ ２０ ２００９ ４ ２０１１ ５ 本科 西安财经学院 ２００７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邓宝林 男 １９８１ ５ ７ ２００１ ８ ２０１１ ８ 本科 西安外国语学院 ２０００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一级 延川

薛延芳 女 １９８３ ３ １９ ２００５ ７ ２０１３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常来琦 男 １９８３ １ ６ ２００７ ９ ２０１１ ９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７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二级 米脂

王　 平 男 １９７８ ６ １９ ２００２ ７ ２０１３ ８ 本科 西安文理学院 ２００２ ７ 地理教育 地理 中教一级 西安

赵梦莹 女 １９９０ １ ２６ ２０１３ ９ ２０１３ ９ 本科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１３ ６ 地理科学 地理 — 延川

郭小刚 男 １９８６ ４ ２０１０ ８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１０ ７ 物理学 物理 中教二级 延川

李育耘 女 １９８６ １１ ２００９ ３ ２０１１ ９ 本科 上饶师范学院 ２００８ ７ 历史学 历史 中教一级 延川

贺跳丽 女 １９９１ ５ ５ ２０１４ ９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１４ ７ 地理科学 地理 — 延川

关红茹 男 １９８９ ７ ９ ２０１４ ９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１４ ７ 地理科学 地理 — 延川

马　 芳 女 １９９１ ５ ３ ２０１４ ９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西安科技大学 ２０１４ ７ 资源环境 地理 — 延川

郝　 晶 女 １９８７ １２ ３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陕西理工学院 ２０１１ ６ 生物科学 生物 中教二级 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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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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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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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校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任课 职称 籍贯

史　 瑞 男 １９８９ ６ ９ ２０１４ ２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北京体育大学 ２０１３ ６ 体育教育 体育 中教二级 子长

高　 鹏 男 １９８７ ７ １４ ２０１２ ８ ２０１２ ８ 本科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１２ ６ 地理科学 地理 中教二级 延川

沙永江 男 １９８５ ６ ４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３ 本科 西安美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７ 装潢设计 美术 — 延川

李海英 女 １９８５ １０ ５ ２００９ ９ ２０１２ 本科 西安陕军学院 ２００９ ７ 英语 摄像 中教二级 延川

刘文军 男 １９８０ ２ ２００３ ８ ２０１５ ３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３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一级 汉中

马　 驰 男 １９８３ ８ ２４ ２００５ ８ ２０１３ ８ 本科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０５ ７ 汉语言文学 语文 中教二级 延川

刘　 琴 女 １９８３ １１ １４ ２００９ ４ ２０１１ ３ 本科 西安外国语大学 ２００８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王　 洁 女 １９７２ ９ ３ １９９４ ７ ２０１０ １１ 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１ 基础外语教学
与研究

英语 中教高级 延川

韩宝林 男 １９８２ ９ １４ ２００２ ８ ２０１１ ３ 本科 西安外国语大学 ２００８ １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张凤仙 女 １９８１ ２ ６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１２ ８ 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２００４ ７ 英语教育 英语 中教一级 西安

苗　 芳 女 １９８７ ８ ２６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２ １０ 本科 安康学院 ２０１１ ７ 英语 英语 中教二级 延川

赵　 婷 女 １９８３ ５ ２５ ２０１０ ９ ２０１１ １０ 研究生 曲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０ ７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政治 中教二级 延川

李慧雄 男 １９８６ ２ ２５ ２００９ ９ ２００９ ９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９ ７ 物理学 物理 中教二级 延川

白民立 女 １９８６ １１ ２１ ２００９ ９ ２０１２ １０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７ 物理教育 物理 中教二级 延川

杨娟娟 女 １９８２ ８ １１ ２００７ ９ ２０１１ ９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７ ７ 化学 化学 中教二级 延川

贺巧连 女 １９８０ １１ ２２ ２００２ ８ ２０１４ ８ 本科 西安文理学院 ２００２ ７ 地理教育 地理 中教一级 西安

李　 昕 男 １９７６ ３ １２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１３ ３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５ ７ 体育教育 体育 中教一级 延川

刘　 宝 男 １９８３ ８ ２８ ２００９ ３ ２０１２ ３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８ ７ 生物科学 生物 中教二级 延川

裴　 虎 男 １９８０ ６ ２００２ ８ ２０１３ ９ 本科 西安体育学院 ２００２ ８ 体育教育 体育 中教二级 延川

刘　 涛 男 １９８７ ８ ３ ２０１０ ６ ２０１０ ６ 大专 榆林电大 ２０１０ ６ 法律事务 教导员 技师 延川

刘晓杰 男 １９８０ ４ ２６ ２０００ ８ ２０１０ ９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７ １ 思想政治教育 教辅员 中教二级 延川

关　 磊 男 １９８８ ７ ２ ２０１０ ６ ２０１０ ６ 大专 陕西师范学院 ２０１６ ６ 法律事务 教导员 中教二级 延川

徐星慧 女 １９８２ ８ １８ ２００４ ７ ２０１２ ８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４ ７ 地理 教导员 中教二级 延川

张　 芳 女 １９８７ １０ １３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２ １０ 本科 咸阳师范学院 ２０１２ ７ 物理学 教导员 中教二级 延川

张伟娥 女 １９８０ ９ １５ ２００１ ８ ２０１２ ８ 大专 电大 ２００３ ７ 小教 后勤 小教一级 延川

边海鱼 男 １９８６ ９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陕西科技大学 ２００９ ７ 光信息科学
与技术

教导员 中教二级 榆林

冯　 晶 女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３ ９ ２０１３ ９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７ ７ 思想政治 — 中教二级 延川

李红艳 女 １９７７ ６ １９９８ ７ ２０１３ ９ 本科 陕西教育学院 ２００９ １ 中文 保管 中教一级 延川

邓　 琪 女 １９８６ ６ ２０１１ ７ ２０１２ ９ 本科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１０ ７ 中文 实验员 中教二级 延川

凤农农 男 １９８４ １ ２００７ ９ ２０１４ ９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７ 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 中教二级 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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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参加工作

时间
来校时间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任课 职称 籍贯

贺淑琴 女 １９７４ ７ １９９８ ７ ２００６ ５ 本科 延安医学院 １９９８ ７ 针灸推拿 校医 医师 延川

张军军 男 １９７９ １０ １９９６ １２ ２０１０ ８ 初中 城关中学 １９９６ ７ — 保卫 高级工 延川

袁艳林 男 １９７１ ５ １９９２ ３ １９９２ ３ 高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８９ ７ — 后勤 高级工 延川

王小东 男 １９７７ ５ １９９４ １２ １９９４ １２ 初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９４ ７ — 保卫 初级工 延川

秦兴利 男 １９６５ ８ １９８３ ８ １９８４ 高中   — 电工 — 安徽

王延林 男 １９７１ ５ １９９１ １０ １９９６ ８ 高中 延川县中学 １９８９ ７ — 保卫 技师 延川

高兆亮 男 １９６６ ８ ５ １９９２ ７ １９９２ ８ 初中 延川县中学  — 保卫 高级工 延川

年延军 男 １９７４ １０ ５ １９９９ １２ １９９９ １２ 高中 延川县中学  — 后勤 中级工 延川

王宝虎 男 １９７９ ４ １２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１３ ８ 本科 西安体育学院 ２００４ ７ 社会体育 体育 中教一级
甘肃
庆阳

李　 涛 女 １９８３ ９ １９ ２００４ ８ ２０１２ ２ 本科 延安大学 ２００８ １ 英语 教导员 中教二级 安塞

　 　 注: 表内信息源于办公室

第二节　 素质培养

为保证教学ꎬ 延川中学历任领导尤为注重对教师的合理使用和分段培养ꎬ 安排教学任务实行

“分级把关ꎬ 稳步前进” 办法ꎬ 让每名教师连续 ３~５ 年固定担任 １~２ 门学科ꎬ 致力某项教学ꎬ 使其

对教材内容熟悉ꎬ 讲授得心应手ꎮ 以后再循序渐进ꎬ 教高年级课程ꎮ 刚毕业分配来的教师要过 “听

课关”ꎬ 让有经验的教师带一段时间ꎬ 进行试讲ꎬ 合格后再上讲台讲课ꎮ 先教低年级ꎬ 逐步培养升

级ꎮ 这种做法既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ꎬ 又保证了教学质量ꎮ

学校领导通过日常考察ꎬ 对各科教师教学态度、 知识水平、 教学能力和教学实效了如指掌ꎮ 另

外ꎬ 每学期召开几次教学评议会ꎬ 吸收学生代表参加ꎬ 广泛征集意见ꎮ 教研组认真分析来自各方面

的意见ꎬ 帮助教师改进工作ꎮ 校长、 教导主任不定期检查教师备课 (规定没有教案不能上讲台)、

批改作业 (规定各门作业全批全改)、 业务自修等情况ꎻ 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了解情况ꎬ 及时解决问

题ꎬ 这些做法无疑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起到了鞭策作用ꎮ

延川中学创建伊始就十分重视教师的素质培养ꎬ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开

学后ꎬ 组织教师学习党的各项方针ꎬ 政策ꎬ 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和 “八大” 文件精神ꎬ 要求教师树立

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ꎬ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ꎬ 搞好教学ꎮ 业务方面ꎬ 本着教什么进修

什么ꎬ 缺什么补什么ꎬ 边教边学以及解决当前教学中的困难问题与系统提高相结合原则ꎬ 制订红专

进修规划和必要的制度ꎬ 倡导教师间相互学习、 讨论研究ꎬ 以此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ꎮ １９５７ 年ꎬ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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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学文件为主ꎬ 辅以集体讨论的方法ꎬ 学习了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规律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

识论»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以及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报告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 和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ꎮ 以此展开讨论ꎬ 在讨论中结合学校实际ꎬ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ꎬ 对学校工作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ꎮ 如学校领导要深入了解群众思想ꎬ 面向教学ꎬ 深入课堂ꎬ 具

体帮助存在的困难ꎬ 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ꎬ 特别是要发挥学校各种组织的作用ꎬ 以利于搞好

学校的政治思想和教学工作ꎮ 也学会掌握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团结———批判———团结” 的方式ꎬ

增进了学校领导与教师间的团结ꎬ 使大家拧成一股绳ꎬ 把学校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ꎬ 取得了一定

成绩ꎮ 组织班主任学习 «做好班主任工作ꎬ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ꎬ 为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而努力» «我的班主任工作经验» «班主任工作与学校团队工作密切配合的经验» 等文章和 «关于

北京市中学班主任报告» 等文件ꎬ 提高了班主任的业务水平ꎮ 派张景明到西安学习政治 ３ 个月ꎮ 次

年春ꎬ 派孙学玉到西安学习体育 ２ 个月ꎮ １９５９ 年前半学期ꎬ 社教组组织教师学习时事政策ꎬ 通过集

体观摩与个别听课相互学习交流经验ꎻ 全体教师中采取 “以老带新” 办法培养新教师ꎬ 使十多位助

教老师达到称职合格ꎮ 后半学期ꎬ 教导处配合各科教学组ꎬ 组织开展业务与函授学习ꎬ 提高了各位

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ꎮ 派教师王西林外出学习政治半年ꎮ 该年有 ４０％的教师参加函授学习ꎬ

其中语文教师 ７ 名、 数学 ４ 名、 地理 ２ 名ꎮ 夏季ꎬ 语文函授测验ꎬ 成绩多在 ８０ 分以上ꎮ

１９６０ 年春ꎬ 注重教师思想政治教育ꎬ 以自学为主ꎬ 辅以集体组织学ꎬ 组织教师学习政治理论和

时事政治ꎬ 并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ꎮ 时事政治每学完一个单元都对老师进行测验ꎬ 两次测验中

老师平均成绩都在 ７５ 分以上ꎮ 在业务上相互交流经验ꎬ 改进教学方法ꎬ 人人拜师、 互相学习蔚然

成为风气ꎮ

随着 １９６２ 年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八字方针和 １９６３ 年 «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

案) » ( “中教五十条” ) 的贯彻执行ꎬ 学校更加重视教师业务进修ꎬ 把它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中

心环节来抓ꎬ 要求教师制订在职业务自修计划ꎬ 由教研组定期检查本组教师自修情况ꎮ １９６２ 年ꎬ 本

校中师和中教班毕业的语文、 数学教师均参加陕西师范大学函授专业学习ꎬ 仅语文函授专修班毕业

５ 名、 数学 ２ 名ꎮ 新参加函授本科学习语文 ７ 名ꎬ 数学 ４ 名ꎬ 物理 ２ 名ꎬ 化学 １ 名ꎮ 由教研组长

(一般均系本科) 辅导与自学为主ꎬ 并与组内业务学习相结合ꎬ 使教师的业务水平有很大提高ꎮ 次

年ꎬ 教师函授学习采取轮流讲课方式ꎬ 收效显著ꎮ 各教研组结合教学学习各科教师标准及杂志上刊

登的有关文章ꎬ 教师整体文化、 业务水平有所提高ꎮ 教研组还坚持开展 “以老带新” 活动ꎬ 互帮互

学ꎬ 教师综合素质不断提高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在教师理论学习中加强 “实践论” “矛盾论” ２ 本书的学习ꎬ 并结合工作和教学实际

学习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反对自由主义» «改造我们的学习» 等 ９ 篇文章ꎬ 组织座谈讨

论ꎬ 每个人都写出心得体会ꎮ 全校教师依照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创定的计划要求人人做到了五

有ꎬ 即有学习文件、 学习计划、 读书笔记、 心得体会和实际行动ꎬ 有力地提高了教职工的理论

水平ꎮ

“文革” 期间ꎬ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ꎬ 延川中学不少教师遭受迫害ꎬ 后期教师流动严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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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对教师理论与业务素质的培养ꎮ

１９８０ 年始ꎬ 逐步重视教师业务能力培训ꎬ 教师加强业务学习ꎬ 积极参加函授学习和自学考试ꎮ

县教育局和学校创造条件ꎬ 想方设法派出教师到高校进行学历进修ꎮ １９８１ 年后半年ꎬ 加强教职工思

想教育ꎬ 将十一届六中全会 «决议» 发给教职工ꎬ 采取集体辅导、 座谈讨论和问答题形式ꎬ 系统

地、 有计划地进行学习ꎮ 校党支部书记和正、 副校长先后多次辅导ꎬ 对 «决议» 学习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ꎮ 同时组织教职工学习胡耀邦 «在全军政治会议上的讲话»ꎬ 以及胡耀邦、 邓小平等党中央领

导关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ꎬ 抑制了学校中的歪风邪气ꎬ 从修建窑舍、 计划生育、 机关

作风三方面进行整顿ꎮ 学习县三干会有关文件和县委书记郭焕亭在文教系统先代会上的讲话ꎬ 清查

学校教职工个人建窑问题ꎬ 奖励执行计划生育的好干部ꎬ 处理个别违反计划生育的教职工ꎬ 改变了

机关作风ꎬ 完成了教学任务ꎮ 教职工中有 １１ 人被评为县文教局先进工作者ꎬ 段田科被评为县文教

战线标兵ꎮ 同时ꎬ 加强 ８５％年轻教师的培训和业务进修ꎬ 要求有自修计划和安排ꎮ 该学年在省教育

学院离职进修的 ４ 人ꎬ 参加陕西师大函授学习的 ３ 人、 省青年自修大学的 ２ 人ꎬ 自学深造的 ２ 人ꎮ

期间冯思聪获函授大专文凭ꎬ 并参加函授本科学习ꎻ 张永平参加自考获大专文凭ꎮ 全校教师积极向

上、 自强不息ꎬ 努力钻研业务ꎬ 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准已成为风气ꎮ

编号: ５－７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延川中学教师进修情况统计表 (部分)

进修时间 受训教师

１９８０ ９~１９８２ ７ 梁生才

１９８２ ８~１９８４ ７ 孙智斌、 任平安、 杨冯亮、 段思东、 杨振江

１９８３ ８~１９８５ ７ 李进才、 贺安庆、 任振邦、 杨丛燕、 冯志军、 刘高行、 刘世斌、 刘彩琴、 冯志祥、 张大庆

１９８４ ８~１９８６ ７ 杨冯亮、 曹娟云、 党鑫、 王瑾、 李彩玲、 张克亭、 冯小芳

１９８５ ８~１９８７ ７ 文爱忠、 朱小艳、 李青莲、 白国宝、 封永平、 田智深、 高延平、 李思维、 王怀庄、 刘建国、
刘建明、 张宁祥、 曹淳厚

１９８６ ８~１９８８ ７ 白建雄、 马延鸿、 刘世红、 王丽、 贺世杰

１９８９ 年ꎬ 以自学为主ꎬ 专题讲座和个别谈心的方法ꎬ 对教职工展开思想政治教育ꎮ 坚持每周一

学习不间断ꎬ 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 五中全会重要文件ꎬ 学习重大时事政治以及党有关教育的方针

政策ꎮ “两乱” 期间ꎬ 组织学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ꎬ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文件ꎬ 使全体教职工

在 “两乱” 中保持了清醒头脑ꎬ 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ꎬ 维护了安定团结的局面ꎮ 围绕教

职工职业道德举办 ４ 次专题讲座ꎬ 由 ４ 位领导就事业心和责任心、 教学工作的教育性原则ꎬ 为人师

表、 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进行专题讲座ꎬ 收到良好效果ꎮ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年ꎬ 学校注重抓德育工作者政策水平、 教育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提高ꎬ 加强班主

任队伍建设ꎬ 先后组织班主任学习教育学、 心理学、 班主任工作条例和先进班主任事迹等ꎬ 组织教

职工学习党的会议精神、 职业道德规范、 德育首位的有关材料ꎬ 树立了全员抓教育的思想ꎮ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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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组织教师学习 «教育法»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如何生

存、 如何发展有关理论文章ꎬ 使教师职工明确国家、 集体、 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ꎬ 树立崇高的主人

翁责任感ꎮ 同时ꎬ 在教职工中开展向全国教育战线先进典型王思明学习活动ꎬ 学习王思明艰苦创

业、 改革创新、 无私奉献、 传播现代文明的革命精神ꎮ 通过板报、 专栏、 收看电视剧 «走出黄土

地»ꎬ 增强了教师的敬业、 奉献精神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组织教职工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 十五大报告、 庆祝香港回归和向王思明学习敬业爱

岗的职业道德教育ꎬ 增强了广大教师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强大的自豪感ꎬ 树立敬业爱岗、 无私奉献

的精神ꎮ 次年ꎬ 校党支部每学期都安排两次理论学习ꎬ 一次主题辅导ꎬ 学习 «邓小平文选»、 十五

大文件、 «中国教育发展纲要» 等有关党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法规ꎬ 认识到中国教育先必须走改革的

路子ꎬ 才能真正发展ꎬ 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前进ꎮ 利用每周一例会ꎬ 校领导结合学校实际ꎬ 向教职工

宣讲市场经济理论ꎬ 使教职工明确认识到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ꎬ 只有 “以质量求生存ꎬ 以质量求发

展”ꎬ 才能在改革中一往无前ꎬ 赢得社会声誉ꎮ 激发了教师忠于职守、 兢兢业业的工作热情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除学习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外ꎬ 深入学习 “三个代表”ꎬ 组织教职工观看 «胡长清

案件警示录» «生死抉择» 等影视片ꎬ 开展 “警示教育”ꎮ 校党支部书记在全体教职工会上作题为

«学习 “三个代表”、 实践 “三个代表” » 专题报告ꎬ 加之教师自学ꎬ 深刻领会 “三个代表” 精髓ꎬ

升华了教职工的职业道德ꎬ 增强了教师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意识ꎮ 次年ꎬ 确立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思路为: 深化教师职业道德教育ꎬ 增强教师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意识ꎬ 塑造学为人师、 德为人范的

教师形象ꎮ 为此ꎬ 定期组织教职工学习江泽民 “三个代表” 思想和 “七一” 讲话ꎬ 学习党的十五

届六中全会决议和 “四制” 改革有关文件精神ꎬ 引导教育教职工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ꎬ 顺应改革潮

流ꎬ 加强自身政治理论和业务理论修养水平ꎬ 全心全意为学生尽职ꎬ 赤胆忠心为事业服务ꎮ 通过

“爱事业ꎬ 无私奉献勇于创新ꎻ 爱学生ꎬ 赤诚相待ꎬ 终身负责ꎻ 爱学校ꎬ 艰苦奋斗ꎬ 荣辱与共” 的

“三爱” 教育ꎬ 增强了教职工集体荣誉感ꎬ 形成了校兴我荣、 校衰我耻的荣辱观ꎬ 爱生如子、 教学

相长的师生观ꎬ 春蚕吐丝、 蜡烛成灰的奉献观ꎮ 以 “依法执教ꎬ 爱岗敬业ꎬ 热爱学生ꎬ 严谨治学ꎬ

团结协作ꎬ 尊重家长ꎬ 廉洁从教ꎬ 为人师表” ３２ 字教师职业道德为核心ꎬ 引导教师塑造身正为范

的师表形象ꎬ 学识渊博的良师形象ꎬ 无私奉献的园丁形象ꎮ 提出教师职业 “五不准” 即上班时间不

准穿背心、 短裤和拖鞋ꎻ 上班期间不准喝酒、 玩牌、 打麻将ꎻ 不准打骂侮辱学生ꎻ 不准说不文明的

话ꎬ 做不文明的事ꎻ 不准教师及家属在校园内和家中摆摊设点ꎬ 从事经商活动ꎮ 后半年启动名优工

程ꎬ 通过资格审查、 民主测评、 行政考核评选出首批名优教师 ２０ 名ꎬ 形成人人争创名师活动ꎬ 树

立 “优生教好不算本事ꎬ 差生教优才是名师” 的名师观念ꎬ 并通过橱窗宣传本校各类先进模范事迹

与人物ꎬ 使广大教师形成你追我赶、 奋勇向前、 积极奋发的进取精神ꎮ ９ 月ꎬ 制定 «延川中学教师

培养、 培训计划»ꎮ １０ 月冯治军在陕西省第八期校长提高培训班上ꎬ 论文 «学校管理向组织外延伸

的理论与实践» 获优秀论文一等奖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ꎬ 冯治军获延川县 “突出贡献者” 奖ꎬ 奖励住房资金 ２ 万元ꎮ 同时制定党员、 职工

学习生活制度ꎬ 定期组织教职工学政治、 学理论ꎬ 学习江泽民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论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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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讲话精神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ꎬ 学习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决

定» 和 «公民道德建设纲要»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规范»ꎬ 使教职工树立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依法治校、 以德治教的思想意识ꎮ 加强教师队伍业务培

训ꎬ 先后召开班主任培训会 ３ 次ꎬ 青年教师培训会 ２ 次ꎬ 座谈会、 班务工作研讨交流会各 １ 次ꎻ 举

行新教师业务汇报课ꎬ 学习魏书生 «自强、 育人、 教书» 的理论和先进经验ꎻ 每月举行 １ 次主题班

会观摩活动ꎮ 并在教师中实施 “名师工程” “青蓝工程” 和 “教坛新秀” 三大工程队伍建设ꎬ 赢得

市教育局重视和好评ꎬ 被作为先进经验在全市予以推广ꎻ 实行名师导学导教ꎬ 结对带徒ꎬ 共同提高

培训模式ꎬ 每学期开展 １ 次课堂教学大奖赛ꎬ 有 ３ 名教师获县级教学能手ꎬ １ 名参加延安市组织的

比赛ꎻ 开设教工计算机课ꎬ 每周三、 四晚自习上课ꎬ 从理论到上机操作ꎬ 对全体教师进行计算机培

训ꎬ 提高了教师运用新技术的教学能力与课堂教学效果ꎮ 派遣副校长曹延平到江阴祝塘中学挂职半

年ꎬ 李文亮主任和袁建设老师到江阴学习 ３ 个月ꎬ 另派 ５ 名年轻教师外出参加短训ꎬ 毕业年级教师

外出研讨ꎬ 学习新的教学理念ꎮ 这些措施很好地提高了教师的整体素质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开展爱事业、 爱学生、 爱学校的 “三爱” 教育ꎬ 增强教职工主人翁意识ꎬ 弘扬教师

奉献精神ꎻ 以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为蓝本ꎬ 规范教师职业纪律行为ꎬ

引导教师塑造身正为范的师表形象ꎬ 学识渊博的良师形象ꎬ 无私奉献的园丁形象ꎮ 三大教师队伍建

设工程中ꎬ 王青发迈入名师行列ꎻ 王庆、 刘文华、 曹桂荣老师被评定为学校首批 “教坛新秀”ꎻ 以

拜师结徒为主要形式的 “青蓝工程”ꎬ 使一大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ꎬ 成为推动教学质量持续稳步提

高的中坚力量ꎬ 教师队伍思想、 业务素质整体得到提高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ꎬ 曾派 ３ 名教师到江阴学

习ꎬ ３ 名赴南京参加全国第四届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ꎬ ２０ 名教师到延安中学进行为期 １ 个月的

轮训ꎻ 高三、 初三毕业班教师参加省、 市、 县组织的各类研讨会ꎮ 坚持以校为本的岗位培训ꎬ 上好

“五课”ꎮ 每学期都举行名师展示课、 新秀示范课、 教研观摩课、 新教师汇报课、 青年教师赛讲课ꎬ

开辟 “名师论坛” “名师讲座”ꎬ 鼓励教师参加函授学习ꎬ 参加函授学习者 ２０ 名ꎮ 涌现出市级教学

能手 ４ 名、 县级 １１ 名ꎬ 各科骨干教师 ２５ 名ꎬ 基本形成一支年富力强、 敬业爱岗、 依法执教、 师德

高尚、 为人师表的教师队伍ꎮ ２００４ 年坚持校本培训为主ꎬ 开辟 “名师论坛” “班主任论坛” “结师

带徒” “名师展示课” “新教师过关课” “同课头老师互研组” “评教赛教” 等活动ꎬ 扎实提高教师

的业务技能与水平ꎮ 教师刘宝生获延安市创新教学大赛一等奖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 «教师法» «教育法»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中学德育大纲»

等教育方针、 法规和理论ꎬ 多数教师结合实际ꎬ 撰写了心得体会或自查报告ꎮ 同时在教师中开展

“一帮一” 扶志育人活动ꎬ 每名党员、 教师至少帮扶 １ 名 “双弱生”ꎬ 定时开展谈话、 平时跟踪、

教育ꎬ 切实做好差生转变工作ꎬ 受到社会好评ꎻ 学生中开展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师德评比征文活

动ꎬ 培养教职工热爱本职工作和敬业奉献精神ꎮ 继续抓名师、 青蓝、 教坛新秀三大工程ꎬ 使王庆、

刘文华等一大批青年骨干教师脱颖而出ꎮ 同时ꎬ 继续坚持 “送出去、 请进来” 培训机制ꎮ ５ 月ꎬ 全

体教职工为 “５１２” 汶川地震救灾捐款 ２ ３５ 万元ꎮ １１ 月ꎬ 冯治军校长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接受

国家级为期 １ 月的校长培训ꎬ 学习掌握了先进的管理经验ꎻ 刘建辉到江阴学习 １ 个月ꎻ 高三教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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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参加高考研讨会ꎬ 将新教学理念予以推广ꎬ 使全体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有较大转变ꎬ 一部分教

师已逐步由 “教书型” 向 “学者型” “专家型” 转变ꎬ 李维雄获延安市创新教学大赛二等奖ꎮ 开展

信息技术教育培训ꎬ 利用晚自习、 周末对教师进行课件制作及应用培训ꎬ 使 ７０％以上教师能制作课

件ꎬ 进行多媒体教学ꎬ 进而推动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进程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加强教师理论学习ꎬ 狠抓师德师风建设ꎬ 倡导 “学为人师ꎬ 行为世范” 思想ꎬ 开展

“为民、 务实、 清廉” 行风建设ꎬ 坚持每周一集中学习和教师自学相结合的学习制度ꎬ 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思想建设的若干意见» 精神ꎬ 遵照 «教师法» 规

定ꎬ 按照 «延川中学教师十不准» «延川中学文明教师标准» 要求全体教职工ꎬ 使全体教职工更加

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热爱学生ꎬ 教好书、 育好人ꎬ 时时处处为人师表ꎮ 加强教师业务学习与培

训ꎬ 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ꎮ 采用培训学习方式ꎬ 利用教研组会议、 备课组会议等形式ꎬ 组织教师学

习讨论ꎬ 使新课程理念深入人心ꎮ 要求教龄不足三年教师确立个人学习和业务发展规划ꎬ 经验丰

富、 业务过硬的教师对其备课、 上课进行追踪指导ꎮ 同时对这些年轻教师进行业务考试ꎬ 将考试成

绩纳入综合考评ꎬ 实行末位淘汰ꎮ 聘请省教育学院数学系教授威能达学校校长张忠德来校作 “科学

与思维” 讲座ꎬ 组织 ５０ 名教师参加省、 市、 县学科培训ꎬ ２ 名教师参加省级赛讲ꎬ ６ 名教师参加市

级赛讲ꎬ ６０ 名教师参加学校公开课、 赛讲课和汇报课ꎮ １１ 月ꎬ 派副校长贺志荣赴江阴学习 １ 个月ꎬ

派孙玉婷、 韩卫军老师参加 “陕西省第二届中小学新课程资源应用与学科整合交流会” 和 “十五

课题成果汇报及十一五课题开题动员培训会”ꎬ 派高跳琴老师到延安教育学院进行为期 １ 个月的实

验培训ꎮ １２ 月ꎬ 高三教师到延安参加高考研讨会ꎬ 使教师业务水平不断提高ꎮ 利用晚自习、 周末继

续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培训ꎬ 使 ９０％以上教师能够制作课件ꎬ 进行多媒体教学ꎮ 同时ꎬ 组织班主任学

习 «中学德育大纲» «中小学安全管理政策法规选编» 等ꎬ 加强了班主任培训ꎮ

２００８ 年春ꎬ 先后派刘建辉副校长等领导ꎬ 王青山等教师到延安、 西安等地接受新课改管理培训

和教材教法培训ꎬ 接受培训者达 ５０ 多人次ꎮ 秋ꎬ 继续加强课改通识培训与操作培训ꎬ 采取派出去

形式对学科带头人进行培训ꎬ 先后派王瑛、 杨永宏、 冯海卫等 ３０ 余名教师到延安、 西安、 石家庄、

江阴等地接受课改培训ꎮ 派出去的教师带回资料ꎬ 举办讲座ꎬ 对校内教师进行培训ꎮ 同时采取以教

研组为单位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方式学习 «课程标准»ꎬ 准确把握课程性质、 基本理念和设

计思路ꎬ 培养了广大教师开展新课改教学的基本技能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加强师德教育ꎬ 除学习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外ꎬ 教育广大教职工树立 “五业” (敬

业、 爱业、 勤业、 精业、 创业) 精神ꎬ 狠抓 “五风” (校风、 教风、 学风、 班风、 考风) 建设ꎮ ６

月 １５ 日举办 “我铸师魂” 演讲比赛ꎬ 全校有 ９ 名教师登台演讲ꎬ 获一等奖者张永红ꎮ 同时按照

«延川中学青年教师培训方案»ꎬ 开展青年教师限时备课比赛、 说课比赛活动ꎬ 实行三查 (查教案、

听课、 作业批改)、 四课 (汇报课、 赛教课、 研讨课、 观摩课) 制度ꎬ 通过三促 (以考促教、 以评

促教、 以赛促教)、 四带 (典型引路、 以点带面ꎬ 结对帮扶、 以老带新ꎬ 跟踪指导、 以强带弱ꎬ 创

新方法、 以新带老)、 五过关 (过思想品德、 教育理论、 教学技能、 教材教法、 教育技能关)ꎬ 使

教师相互学习ꎬ 共同提高ꎬ 拼搏竞争ꎬ 争创先进ꎮ 教师的整体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有很大提高ꎮ 同

２９１



第五章　 教职工 　


时加大对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ꎬ 积极鼓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ꎬ 先后有 １６０ 人次外出学习ꎬ 有 １００ 余人通过计算机等级考试ꎬ 一大批青年教师成长为教育教学

中坚力量、 学科把关教师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坚持实施 “青蓝工程” 中ꎬ 将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与羽翼未丰新教师结成对子ꎬ 并针

对学校青年教师占 ８０％左右实际情况ꎬ 将已过关、 表现突出的教师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教师结成对

子ꎬ 签订师徒合同ꎬ 规定 ３ 年为一周期ꎬ 每年确定一个目标ꎬ 使师徒互研共同进步ꎬ 青年教师脱颖

而出ꎬ 教师整体道德、 业务水准有很大提高ꎮ

编号: ５－８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延川中学教师外出学习培训统计表

姓　 名 学科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单位 培训地点

刘文光 数学 ２００３ ４ 新课改培训 延安市教育局 西安小寨

孙玉婷 数学 ２００３ ４ 中国名师新课标示范课
展示

陕西省教育厅 西安

冯世雄 语文 ２００４ １０ 江苏南菁高级中学 延安市教育局 江苏无锡

贺志荣 物理 ２００５ １ 江苏南菁高级中学 延安市教育局 江苏无锡

刘建辉 英语 ２００６ １ 江苏南菁高级中学 延安市教育局 江苏无锡

张红梅 生物 ２００７ １ 新课程实施调研导视研
讨培训会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西安中学

王　 瑛 物理 ２００７ ９ 新课程实施研讨会 延安市教育学会 延安市第一中学

冯　 勰 英语 ２００７ ９ 新课改的探索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王青山 语文 ２００７ ９ 新课改的探索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实验中学

张莉萍 历史 ２００７ ９ 新课改的探索 宜川中学 宜川中学

白国宝 生物 ２００７ １１ 课题 评 选 过 程 汇 报 及
颁奖

陕西省电教馆 西安军区招待所

李维雄 数学 ２００７ １２ 高考研讨会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白东艳 英语 ２００７ １２ 高考研讨会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白国宝 生物 ２００８ ３ 高三生物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刘红艳 政治 ２００８ ３ 高三政治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马卫琳 历史 ２００８ ３ 省级骨干班主任培训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教育学院

白　 燕 物理 ２００８ ３ 高三物理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林　 淼 语文 ２００８ ３ 高三语文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任海莹 地理 ２００８ ３ 高考地理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杨文春 化学 ２００８ ４ 延安市高一化学新课程
教学实施交流会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市第一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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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学科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单位 培训地点

刘小军 政治 ２００８ ４ 新课改实施交流 延安市教研室 宝塔区第四中学

袁　 颖 数学 ２００８ ５ 新课改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高艳峰 生物 ２００８ ５ 新课改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刘海涛 英语 ２００８ ５ 新课改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任海莹 地理 ２００８ ５ 新课标培训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杨文春 化学 ２００８ ９ 化学选修课程培训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高香林 化学 ２００８ ９ 新课程培训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杨永红 英语 ２００８ ９ 新课程培训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冯海卫 生物 ２００８ １１ 江苏江阴第一中学学习 陕西省教育厅 江苏江阴

王　 芳 历史 ２００８ １２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刘艳清 英语 ２００８ １２ 高考研讨 陕西省教科所 西安

候小军 生物 ２００８ １２ 高考研讨 陕西省教科所 西安

邹汉峰 数学 ２００８ １２ 高考研讨 陕西省教科所 西安

王　 媛 语文 ２００８ １２ 高考研讨 陕西省教科所 西安

韩高峰 地理 ２００８ １２ 高考研讨 陕西省教科所 西安

吴丽红 化学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刘宝生 物理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刘艳清 英语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王　 庆 语文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韩高峰 地理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李高平 数学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呼小伟 生物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王　 芳 历史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白加毅 政治 ２００９ ３ 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孙玉婷 数学 ２００９ ３ 副校级领导高考研讨 延安市教研室 延安中学

袁文学 化学 ２００９ ３ 新课标与高考培训 西安现代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

马海卫 生物 ２００９ ３ 新课标与高考培训 西安现代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

翟纲要 物理 ２００９ ３ 新课标与高考培训 西安现代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

李爱军 英语 ２００９ ３ 新课标与高考培训 西安现代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

张艳峰 数学 ２００９ ３ 新课标与高考培训 西安现代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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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学科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单位 培训地点

梁晓芳 政治 ２００９ ３ 新课标与高考培训 西安现代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

梅青俊 历史 ２００９ ３ 新课标与高考培训 西安现代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

韩高峰 地理 ２００９ ３ 新课标与高考培训 西安现代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

刘文光 数学 ２００９ １ 省级骨干班主任培训 延安市教育局 西安小寨

马建霞 语文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０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八一宾馆会议中心

王　 瑛 物理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０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八一宾馆会议中心

张红梅 生物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０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止园饭店 ６ 号楼 ２ 楼

任海莹 地理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０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八一宾馆会议中心

任海莹 政治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１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止园饭店 ６ 号楼 ２ 楼

袁　 颖 数学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１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止园饭店大礼堂

李亮艳 英语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１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止园饭店 １ 号楼 ６ 楼

王海涛 化学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１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止园饭店 １ 号楼 ６ 楼

张丽萍 历史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１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青少年素质教育研
究会

八一宾馆会议中心

白延林 语文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０~１９ 高中语文学科新课程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陕西省教育学院

惠竹琴
信息
技术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０~１９ 高中信息技术新课程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陕西省教育学院

梁晓芳 政治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０~１９ 高中 政 治 新 课 程 省 级
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陕西省教育学院

梅青俊 历史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１~３０ 高中历史学科新课程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陕西省教育学院

王　 庆 语文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１~３０ 高中语文学科新课程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陕西省教育学院

李亮艳 英语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１~３０ 高中英语学科新课程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西安外国语大学

刘艳清 英语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１~３０ 高中英语学科新课程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西安外国语大学

５９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学科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单位 培训地点

邹汉峰 数学 ２００９ １１ １３~２２ 高中数学学科新课程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陕西师范大学

拓世焱 物理 ２００９ １１ １３~２２ 高中物理学科新课程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师资与师
范教育处

陕西师范大学

孙玉婷 数学 ２００９ １１ 省级骨干教师培训 陕西省教育厅 西安

邹汉峰 数学 ２００９ １１ 高中新课程骨干教师省
级研修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师范大学

拓世焱 物理 ２００９ １１ 省级 骨 干 教 师 新 课 程
培训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师范大学

白加毅 政治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八一宾馆

王海涛 化学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八一宾馆

步发强 英语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八一宾馆

杨随虎 物理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止园饭店

曹万川 数学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止园饭店

马海军 历史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止园饭店

王培龙 地理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止园饭店

李　 侠 语文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止园饭店

薛碧荣 生物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１４ 新课程高考复习备考研
讨会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
研究会

止园饭店

刘建辉 英语 ２０１０ ８~１１ 英国学习 　 英国

孙玉婷 数学 ２０１１ ４ 第三十一届全国普通高
中新课程研修班

中国教育学会 西安

　 　 注: 表内信息源于办公室

２０１２ 年以师德教育为载体ꎬ 贯彻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和延安市政府 «中小学规范办

学的八条规定» «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的十条禁令»ꎬ 树立 “校兴我荣ꎬ 校衰我耻” 荣誉观ꎮ 制订

教师培训计划ꎬ 始终坚持教师队伍建设 “层级管理、 梯级培养、 逐级激活” 工作思路ꎬ 张永红、 任

娜分别荣获省、 市级教学能手称号ꎬ 甄贵清、 王海涛等 ７ 位老师荣获县级教学能手称号ꎬ 孙玉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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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位老师受到县委、 县政府表彰ꎻ 刘文华、 韩卫军荣获延安市中小学教学新秀称号ꎬ 刘富祥荣获延

川县教学新秀称号ꎻ ２ 人为县级名优教师ꎬ ８ 人为县级学科带头人ꎬ １６ 人为县级教学能手ꎻ 而甄贵

清、 白国宝分别荣获延安市薄弱学科优质课评比一、 三等奖ꎮ 他们能指导教师教学实践ꎬ 开展课题

研究ꎬ 校内培训等ꎬ 形成骨干教师带动教研的 “领雁工程”ꎻ 针对学校教师队伍年轻化、 学历高、

经验少、 热情高现状ꎬ 采取内培外训自学等方式ꎬ 形成中青老教师结合促进教研的 “青蓝工程”ꎮ

开展 “结对子、 指路子、 压担子、 专家引领、 科研锤炼、 学历培训” 五大教师培训工程ꎬ 全年外出

考察学习、 培训领导 １１ 人次ꎬ 教师 ８０ 余人次ꎻ 每学期组织安排 ４ 名外出学习教师或课改理念较新

的老师ꎬ 上好一堂示范课ꎮ 实现教师 １００％达到本科学历ꎬ ２０％达到研究生学历ꎻ 教学中信息技术

等级 １００％合格ꎬ １００％教师会制作多媒体课件ꎬ １００％的公开课适用现代教育技术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继续

加强课改通识培训与操作培训ꎮ 采取派出去形式ꎬ 培养学科带头人ꎬ 先后派出多名教师赴延安、 西

安、 北京等地接受课改培训ꎮ 派出去的教师带回资料ꎬ 举办讲座ꎬ 对学校内教师进行培训ꎮ 校本培

训开展 “追踪指导” “师徒结对” “新教师汇报课” “评教赛教” 等活动ꎬ 促进青年教师提高业务ꎬ

快速成为学校教学骨干与中坚ꎮ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在学校大会议室召开微型课题报告会ꎬ 延安市教研中

心张炎传达 «课题研究实用方法解析» 专题报告ꎬ 全校教师得到培训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高旺旺、

袁文学、 罗卫平参加 “国培计划 (２０１３) ” 学习中成绩突出ꎬ 被评为优秀学员ꎬ ７ 月 １ 日ꎬ 在实验

楼举行首届教师粉笔字大赛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 邀请延安中学名师蔺治萍在电子备课室作 «高考

数学试题的命制与备考策略» 培训ꎬ 数学组全体教师参加培训ꎮ 在全体教师中开展追踪指导、 师徒

结对、 新教师汇报课等活动ꎬ 举行新教师专业知识考试ꎬ 全方位考核教师教育教学业绩ꎬ 实行奖励

多元化ꎬ 激励教师提高业务素质ꎮ 尤为注重班主任培训学习ꎬ 加强班主任自身修养ꎬ 树立学高为

师、 身正为范师表形象ꎬ 时时处处做学生的表率ꎮ

编号: ５－９　 延川中学教师历年受表彰奖励、 荣誉称号统计表 (部分)

姓　 名 受奖时间 受何表彰、 奖励、 荣誉称号 颁发单位

张　 立 １９５７ 延安地区优秀班主任 　 

马逢瑞 １９６０ ５ 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张进生 １９８３ ５ 优秀教师 陕西省科教部、 教育厅

张进生 １９８３ １２ 优秀班主任 陕西省教育厅

张进生 １９８４ ４ 全国优秀班主任 人民、 光明、 教育等六家编辑部

王振荣 １９８４ １２ 陕西省山区模范教师、 劳动模范 陕西省人民政府

杨玉和 １９８４ 地级劳动模范 　 

刘加里 １９８５ ９ 优秀教师 陕西省人民政府

霍让元 １９８５ ９ 优秀教师 延安地区行政公署

杨小宁 １９８７ １２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优秀工作者 国家教委、 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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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受奖时间 受何表彰、 奖励、 荣誉称号 颁发单位

高忠伟 １９８８ ９ 教学教改能手 陕西省教育厅、 教育学会

任平安 １９８９ ９ 优秀教师 延安地区行政公署

阎永新 １９８９ １２ 陕西省电化教育优秀工作者 陕西省教育厅

杨小宁 １９９０ １２ 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 中共延安地委、 延安行署

任平安 １９９１ ９ 先进工作者 中共延安地委、 延安行署

冯治军 １９９３ ４ 陕西省德育先进个人 陕西省教委、 人事厅

马思科 １９９４ ４ 学雷锋先进个人 中共延安地委、 延安行署

张大庆 １９９５ ４ １９９４ 年高考全区第二名 延安地区教育局

白国宝 １９９５ 优秀教研组长 延安地区教育局

高世鹏 １９９６ １１ 书法作品优秀奖
世界和平友好国际书法、 绘画艺
术大赛组织委员会

雷秀峰 １９９６ １２ 教学能手 延安地区教育委员会

张大庆 １９９６ ４ 英语指导特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

王文忠 １９９６ ９ 王思明式教师 中共延安地委、 延安行署

高忠伟 １９９６ １２ 市级教学能手 

梅青俊 １９９７ １２ 高考质量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委员会

刘怀福 １９９８ 先进教育工作者 延安市人事局、 教育委员会

高世鹏 １９９９ １ 书法作品群星奖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甄贵清 １９９９ ２ １９９８ 年全市学校体育工作先进工作者 延安市教育委员会

杨丛燕 １９９９ ６ 化学竞赛园丁奖 中国教育学会

任海莹 １９９９ １１ ２０ 迎 ５０ 大庆暨澳门回归地理知识竞赛优秀教师指导奖
中国地理学会科普委员会、 «中
学地理教学参考» 杂志社

刘怀福 １９９９ 延安市优秀校长 延安市教育委员会

贺安庆 ２０００ 市级先进电教工作者 

李彩文 ２０００ ４ 数学竞赛指导二等奖 陕西省数学竞赛委员会

高忠伟 ２０００ ５ 全国化学竞赛园丁奖 中国教育学会化学专业委员会

刘向红 ２０００ ８ 市级优秀教师 

白志新 ２０００ １２ 优秀教师指导奖 延安市教研室、 教育学会

杨树龙 ２００１ １ 全国职业技能一等奖 

刘向红 ２００１ １ 英语指导三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
员会

８９１



第五章　 教职工 　


续表

姓　 名 受奖时间 受何表彰、 奖励、 荣誉称号 颁发单位

刘军宁 ２００１ １ 英语竞赛指导三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
员会

曹桂荣 ２００１ ４ 优秀教师指导奖 陕西省物理竞赛委员会

李延宁 ２００１ 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三等奖 延安市教研室

贺永玲 ２００２ １２ １ 第二届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初中教师组优
胜奖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学外语教育
研究中心

邓宝林 ２００２ １２ 第二届全国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三等奖 

刘艳清 ２００２ １２ 第二届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高中教师组优
胜奖



冯治军 ２００３ ３ ２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学年度优秀校长 延安市中小学校长考评委员会

冯世雄 ２００３ ３ ２００２ 年高考文、 理科语文教学质量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冯治军 ２００３ 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学年度优秀校长 延安市中小学校长考评委员会

高向良 ２００４ ３ ３ 高考质量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李新杰 ２００４ ５ 全国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优秀指导教
师奖

陕西省中学化学竞赛委员会

冯治军 ２００４ ９ 先进教育工作者 延安市人民政府

李维雄 ２００４ ９ 优秀教师 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刘宝生 ２００４ １２ 评教赛讲市级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冯　 勰 ２００４ “５０５” 省级优秀教师 

冯治军 ２００５ ３ 环境保护工作先进工作者 延安市环保局

郝艳峰 ２００５ ４ 全国语文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二等奖 

高海燕 ２００５ ５ 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教师
中国基础教育促进会、 全国教育
改革创新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等

高春卫 ２００５ ７ 第三届中学物理教学创新赛省级二等奖 

李维雄 ２００５ 延安市创新教学大赛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任　 娜 ２００５ 教师基本功大赛市级三等奖 

王　 庆 ２００６ ３ 市级教学大赛三等奖 

李维雄 ２００６ ３ 数学青年教师优秀课说课二等奖 陕西省教育学会

刘宝生 ２００６ ３ 市级业务素质展示一等奖

李维雄 ２００６ ８ 创新课堂大赛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孙玉婷 ２００６ １１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省级三等奖 

李　 敏 ２００６ １２ 全国中小学生 “学英语杯” 英语征文大赛辅导二等奖 学英语报社

９９１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受奖时间 受何表彰、 奖励、 荣誉称号 颁发单位

王　 洁 ２００６ １２ 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三等奖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
研究中心

马卫琳 ２００６ 新课标大赛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杨永红 ２００６ 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延安赛区一等奖 

任　 娜 ２００６ 陕西省化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张凤仙 ２００６ 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市级二等奖 

高秋燕 ２００７ ４ 九届 “语文报杯” 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优秀指导奖
中国语文报刊协会、 共青团中央
少年部等

王　 瑛 ２００７ ６ 在陕西省第四届中学物理课堂教学改革创新大赛中荣
获延安赛区三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任　 娜 ２００７ １２ 第 ２１ 届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陕西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陕西省中学化学竞赛委员会

冯　 勰 ２００７ １２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一等奖 

高彩娥 ２００７ 全国语文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二等奖 中国教育协会

杨　 静 ２００７ 延安市教育系统国画作品获廉政书画赛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孙忠提 ２００７ 全国语文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三等奖、 全国中学
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王　 庆 ２００７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罗建国 ２００７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教师国家级二等奖 

刘　 琦 ２００８ ４ １７ 陕西省学校体育工作先进个人
陕西省教育厅、 体育局ꎬ 共青团
陕西省委

冯治军 ２００８ ４ 延安市劳动模范 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任海莹 ２００８ ６ ３０ 第二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全国优秀指
导教师一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中国地理学会

文爱斌 ２００８ ６ ３０ 第二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全国优秀指
导教师一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中国地理学会

成朝辉 ２００８ ９ 市级教学能手 延安市教育局

韩卫军 ２００８ １０ 全市省级标准化高中教师业务素质展示活动二等奖 

刘宝生 ２００８ １０ 教师业务素质展示活动市级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白国宝 ２００８ １２ 陕西省校本教研先进个人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王　 洁 ２００８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一等奖 延安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冯　 勰 ２００８ 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王　 庆 ２００８ 延安市标准化高中教师业务素质展示三等奖 

薛延芳 ２００８ 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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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受奖时间 受何表彰、 奖励、 荣誉称号 颁发单位

孙金卫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第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全国优秀指
导教师一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中国地理学会

张　 箭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第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全国优秀指
导教师一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中国地理学会

王丽萍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第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全国优秀指
导教师一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中国地理学会

王培龙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第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全国优秀指
导教师一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中国地理学会

贺巧莲 ２００９ ３ ３０ 第三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全国优秀指
导教师一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中国地理学会

李　 侠 ２００９ ６ 全国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中国教育协会

梁延林 ２００９ ９ １０ 优秀教师 延安市人民政府

冯治军 ２００９ ９ 陕西省优秀教师 陕西省教育厅、 人事厅

王　 瑛 ２００９ ９ 第 ２６ 届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陕西赛区优秀辅
导员

陕西省竞赛委员会

冯军平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６ 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优秀辅导员 陕西省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

王　 瑛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６ 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优秀辅导员 陕西省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

刘艳清 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３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实验中心

郝艳峰 ２００９ １２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二等奖 中国基础教育实验中心

杨　 静 ２００９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三等奖 中国教育协会

杨彩萍 ２００９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高秋艳 ２００９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白　 艳 ２００９ 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指导一等奖 

杨永红 ２００９ 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陕西省教育厅

高彩娥 ２０１０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一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张晓琳 ２０１０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冯世雄 ２０１０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王　 媛 ２０１０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刘随莲 ２０１０ ５ ５ 第四届 “地球小博士” 全国地理科技大赛全国优秀指
导教师一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中国地理学会

李　 敏 ２０１０ ５ ２３ ２０１０ 年 ＣＣＴＶ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暨中央电视
台英语演讲风采大赛陕西教师组二等奖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陕西
省组委会

高海燕 ２０１０ ５ 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教师 中国基础教育促进会等

１０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受奖时间 受何表彰、 奖励、 荣誉称号 颁发单位

邹汉峰 ２０１０ ６ 全国优秀指导教师 

高彩娥 ２０１０ ９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一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张晓琳 ２０１０ ９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一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郝艳峰 ２０１０ ９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二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王　 媛 ２０１０ ９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二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冯世雄 ２０１０ ９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杨　 琳 ２０１０ １２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任　 娜 ２０１０ 陕西省实验技能大赛三等奖 

高彩娥 ２０１０ 全国校园文学辅导一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孙忠提 ２０１０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张凤仙 ２０１０ ＣＣＴＶ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延安赛区教师组特等
奖、 全国总决赛教师组三等奖



刘　 婷 ２０１０ ＣＣＴＶ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陕西赛区教师组一
等奖



李　 敏 ２０１０ ＣＣＴＶ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陕西赛区教师组二
等奖



杨　 庆 ２０１０ ＣＣＴＶ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陕西赛区教师组三
等奖



白东艳 ２０１０ ＣＣＴＶ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陕西赛区教师组二
等奖



刘　 妮 ２０１０ ＣＣＴＶ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陕西赛区教师组三
等奖



白　 娟 ２０１１ １ 延安市新课程课堂教学大赛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邓宝林 ２０１１ １ 延安市第五届新课程课堂教学大赛中学组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罗卫平 ２０１１ １ 延安市新课程课堂教学大赛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刘　 琴 ２０１１ ２ 陕西省第二届文明礼仪特长生选拔赛最佳辅导奖
陕西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等

高彩娥 ２０１１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王　 媛 ２０１１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杨　 琳 ２０１１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优秀辅导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王　 庆 ２０１１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优秀辅导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王青山 ２０１１ 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优秀辅导奖 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

孙玉婷 ２０１１ １０ ３ 陕西省基础教育科研工作先进个人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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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受奖时间 受何表彰、 奖励、 荣誉称号 颁发单位

高彩娥 ２０１１ 全国校园文学辅导一等奖、 步步高作文大赛辅导一
等奖



白东艳 ２０１１ 延安市教学能手 延安市教育局

孙忠提 ２０１１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张凤仙 ２０１１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刘　 婷 ２０１１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甄贵清 ２０１２ ４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工会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陕西省教育工会

张永红 ２０１２ ８ ２０ 陕西省中小学教学能手
陕西省教育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任　 娜 ２０１２ ９ ２０ 延安市中小学教学能手
延安市教育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刘文华 ２０１２ ９ 延安市教学新秀 延安市教育学会

韩卫军 ２０１２ ９ 延安市教学新秀 延安市教育学会

白国宝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２ 年延安市中小学薄弱学科创新课评优活动中ꎬ 荣
获中学组综合学科三等奖ꎮ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

甄贵清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２ 年延安市中小学薄弱学科创新课评优活动中ꎬ 荣
获中学组体育学科一等奖ꎮ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

吕　 涛 ２０１２ １２ 延安市首届实验技能大赛一等奖 

白国宝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２ 年延安市中小学薄弱学科创新课评优活动中ꎬ 荣
获中学组综合学科三等奖ꎮ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

杨彩萍 ２０１２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三等奖 中国教育协会

薛延芳 ２０１２ 延安市中小学教师演讲比赛三等奖 

贺海宁 ２０１３ １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延安市优秀指导教师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

刘旭慧 ２０１３ １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延安市优秀指导教师奖
延安市教育学会、 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

刘文光 ２０１３ １ ２０１２ 年全国中学生数学能力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王　 瑛 ２０１３ １１ 延安市首届理化生教师实验技能大赛二等奖 延安市教育局

王　 洁 ２０１３ １２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一等奖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
研究中心

刘红艳 ２０１３ 省级优秀教学成果
陕西省基础教育文本类教学成果
评审办公室

王海涛 ２０１３ 延安市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一等奖 

高彩娥 ２０１３ 全国中小学校园文学大赛辅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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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受奖时间 受何表彰、 奖励、 荣誉称号 颁发单位

贺海宁 ２０１３ 全国中学生语文能力竞赛指导优秀奖 中国教育协会

罗建国 ２０１３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指导教师一等奖 中国教育协会

李　 敏 ２０１３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中国教育协会

苗　 芳 ２０１３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中国教育协会

罗卫平 ２０１４ ９ 全国奥林匹克英语大赛指导奖
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大赛组
委会

郝艳峰 ２０１４ ９ 全国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孙忠提 ２０１４ 延安市第七届艺术教育成果教师书法赛优秀奖 

罗建国 ２０１４ 第十届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大赛国家级一等奖 

步发强 ２０１４ 第十届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一
等奖



刘　 妮 ２０１４ 第十届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一
等奖



白　 艳 ２０１４ 第十届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一
等奖



冯　 勰 ２０１４ 第十届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一
等奖



李　 敏 ２０１４ 第十届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王彩霞 ２０１５ ３ 全国校园文学辅导三等奖 中国教育协会

吕　 涛 ２０１５ ７ 延安市首届校园足球联赛优秀裁判 延安市教育局

甄贵清 ２０１５ ７ 延安市首届校园足球联赛优秀教练员 延安市教育局

孙玉婷 ２０１５ ９ 教科研成果一等奖 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赵　 婷 ２０１５ 市级教学能手 延安市教育局

张永红 ２０１５ 国家级课题成果汇报课大赛国家级教科研成果一等奖 

　 　 注ꎻ 表内信息源于办公室

第三节　 教师待遇

教书育人是一种特殊职业ꎬ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ꎬ 是社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担负着不

容低估的社会职责ꎮ 国家、 社会如何对待教师ꎬ 教师的社会地位、 政治待遇、 经济收入、 生活状况

如何ꎬ 直接影响其教学积极性ꎮ 延川中学创办以来ꎬ 一直十分重视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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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ꎬ 也曾出现过对教师的一些不公正待遇ꎬ 可多数教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ꎬ 顾

全大局ꎬ 或忍辱负重ꎬ 或随遇而安ꎬ 不以个人得失而敷衍教学工作ꎬ 忠于职守ꎬ 埋头在工作岗位

上ꎮ 伴随时代进步、 经济发展ꎬ 许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始ꎬ 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

待遇得到较大提高ꎮ

一、 政治待遇

１９５６ 年ꎬ 在审干、 “肃反” 运动中ꎬ 有些教师因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中干过事ꎬ 受到严格审

查ꎮ １９５７ 年整风反右斗争中ꎬ 一些教师因给领导提出批评意见ꎬ 或在大鸣大放中发表某些言论而被

打成 “右派分子”ꎬ 并受到降级降薪处分ꎮ 教师王政游被打成 “右派分子”ꎬ 受到严厉处理ꎬ 清理

回乡进行劳动改造ꎮ 同年ꎬ 张立被评为延安地区优秀班主任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王西林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ꎬ 出席延安地区先代会ꎻ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被评为延长县先进教师ꎮ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副校长

马逢瑞受到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表彰奖励ꎮ ７ 月 ２１ 日王西林被评为延长县 “教导工作红旗手”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２ 日ꎬ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技工作会上作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ꎬ 提出正确

对待知识分子的号召及有关方针政策ꎮ 陈毅副总理也指出ꎬ 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范畴ꎬ 是为无产

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ꎬ 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ꎮ 这些讲话精神在延川中学传达后ꎬ 使

广大教师深感温暖和鼓舞ꎮ

１９６６ 年ꎬ “文化大革命” 爆发后ꎬ 教育战线成为重灾区ꎬ 延川中学在县内最先受到冲击ꎮ ５ 月

中旬ꎬ 高六六级一名学生撰写 «质问彭真» 大字报ꎬ 要求教导员刘伟华盖校章遭拒绝ꎬ 随即该生写

出 «质问刘伟华» 大字报ꎬ 刘便成为延川县第一个挨批斗的 “邓拓之徒”ꎮ ７ 月 １８ 日ꎬ 延川中学初

中学生放假ꎬ 高中学生和全体教师留校继续开展 “文化大革命” 运动ꎮ ２１ 日起ꎬ 延川县举办中、

小学教师集训会ꎬ １０ 月 ９ 日结束ꎬ 历时 ８３ 天ꎮ 期间中学教师白璧、 张立、 宋元洲等遭到无情批斗ꎬ

实行挂黑牌游斗、 站板凳、 罚跪等体罚ꎮ 集训会结束后ꎬ 校长魏载功被撤职ꎬ 白璧被开除公职ꎮ 次

年 ３ 月 ６~１６ 日ꎬ 召开教师平反会ꎬ 对集训会期间错批错斗的 ７０ 名文教工作者彻底平反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延川中学成立革委会ꎬ 恢复教学工作ꎬ 但 “文革” 余波尚未平息ꎬ 一言不慎或偶然事情就会遭

到批斗ꎬ 教师李省育因无意烧毁一张有毛泽东像的旧报纸ꎬ 便多次遭受批斗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尊师重教” 之风在延川中学

兴起ꎬ 开展 “尊师爱生” 活动ꎬ 以校内广播、 黑板报ꎬ 开诗歌朗诵会ꎬ 举办文艺晚会等形式反映人

民教师无上光荣ꎬ 歌颂教师的烛光精神ꎮ １９８２ 年吸收 ４ 名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ꎬ 张

进生被评为陕西省 “五讲四美ꎬ 为人师表” 先进代表ꎬ 出席陕西省 “五讲四美ꎬ 为人师表” 和

“优秀班主任” 经验交流会ꎻ １２ 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班主任ꎮ 同月 ２４ 日县教育局发文 “关于向张

进生、 宋志远同志学习的通知”ꎬ 号召全县学校认真学习他俩的先进事迹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延

川中学教导主任王振荣被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ꎮ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ꎬ 副校长张进生出席陕西省 “为人

师表” 先进代表大会ꎬ 被评为 “五讲四美” 先进个人ꎬ 地级劳动模范ꎻ １２ 月ꎬ 被评为全国优秀班

主任ꎮ 同年 ９ 月 １０ 日首届教师节ꎬ 本县举行盛大庆祝活动ꎬ 给 ２０ 年以上教龄的教师颁发荣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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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ꎮ 此后ꎬ 每年庆祝教师节ꎬ 政府领导分头或集体参加庆祝活动ꎬ 慰问离退休老教师ꎻ 党代会、 人

代会、 政协会均有教师席位ꎻ 教师入党难问题亦得到解决ꎮ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２ 日ꎬ 王振荣当选为政协延

川县委员会副主席ꎮ 刘加里为县政协一、 二届委员ꎮ

１９８８ 年教师节ꎬ 举行庆祝活动ꎬ 召开座谈会ꎬ 县委、 县政府给 ３０ 年教龄的 ７６ 名老教师颁发荣

誉证书ꎬ 表彰了 ２８ 名在教育教学上做出优秀成绩的先进教师ꎬ 会同有关单位为 ６０ 名教师解决了

“农转非”ꎬ 为十多名教师解决了子女招工问题ꎬ 稳定了教师队伍ꎬ 促进尊师重教社会风气的形成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校长刘怀福当选为延安市第一届人大代表ꎮ 次年当选为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延川

县第十五、 十六、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延安市第二、 三、 四届人大代表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县委、 县政府表彰奖励本校领导、 教师 １１ 人ꎬ 其中冯治军荣获模范校长ꎬ 高向良荣

获先进教育工作者ꎬ 贺志荣、 张新梅、 李秀林荣获优秀教师ꎬ 李文亮、 高静荣获模范班主任ꎬ 马春

梅、 贺永玲、 孙玉婷、 梅玉婷荣获教学能手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始ꎬ 校长冯治军当选为延安市第二、 三、

四届人大代表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始ꎬ 校长冯治军当选为延川县第十五、 十六、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是年ꎬ 学校花费 １ 万元ꎬ 为全校教职工进行健康检查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 县教育局关于表彰奖励

获得中省市荣誉教师的决定ꎬ 延川中学省级有刘丽萍、 高晓琴、 刘琦ꎬ 各获奖金 ３００ 元ꎬ 市级有惠

竹琴、 李维雄、 贺永玲、 刘宝生、 白国宝ꎬ 各获奖金 ２００ 元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 组织教职工在县

医院体检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 县人民政府县长张永祥、 副县长王军、 宣传部长张振宏和教育局长

刘卫生等领导来校与教师代表座谈ꎬ 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ꎮ ２０１５ 年为全体教职工参保意外伤害险ꎬ

组织慰问住院教职工和退休老教师ꎬ 增强了与教职工的亲和力ꎬ 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ꎮ

二、 经济待遇

延川中学前身初级中学刚创办就实行薪金制ꎬ 按月以人民币发放工资ꎮ 延川县初级中学教职工

以其品德、 教学工作和资历ꎬ 经过民主评议ꎬ 重新评定工资级别ꎮ 中学教师工资分为 １０ 级ꎬ 工资

外多数教师有粮差补贴ꎬ 但金额很小ꎬ 最多 １０ ８４ 元ꎬ 最少 １ １７ 元ꎮ 校长魏载功享受行政 ５ 级待

遇ꎬ 月工资 １０１ ５０ 元ꎻ 教导主任马逢瑞为 ６ 级ꎬ 月工资 ８９ ５０ 元ꎻ 总务负责人蔡士焕为 １０ 级ꎬ 月

工资 ６３ ５０ 元ꎻ 教职工享受福利补助ꎬ 但不是平均发放ꎬ 据教职工经济状况、 家庭生活困难情况进

行民主评议发放ꎮ 教职工冬季严寒期 (１２ 月 １ 日至下一年 ２ 月底) 享受烤火补助ꎬ 标准为每人每

天 ２ ５ 千克石炭ꎮ 夏季炎热期享受降温糖ꎻ 亦享受公费医疗及家属返乡旅差费补助ꎬ 公派教师享受

公费医疗ꎬ 自付 １０％ꎮ 班主任实行岗位津贴ꎮ 工人、 勤杂人员享受劳保ꎮ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ꎬ 工资实行学

历审定ꎬ 中师毕业生定为 ７ 级ꎬ 月工资 ３８ 元ꎻ 初中毕业生为 １０ 级ꎬ 月工资 ２９ ５ 元ꎮ １９５８ 年ꎬ 中

师学历月工资 ４４ ５ 元ꎮ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ꎬ 民小 (办) 教师医药、 福利补助停止ꎬ 县外差旅费由教育经

费支出ꎬ 县内由学校报销ꎮ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遵照上级文件精神ꎬ 冬季严寒期烤火石炭补助标准降为 ２

千克ꎬ 并可以 ０ ５ 千克石炭折柴 １ 千克、 ２ 千克石炭折 ０ ５ 千克木炭予以补助ꎮ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ꎬ 评议

发放享受福利费者有贺国祥最高为 ４０ 元ꎬ 高有禄、 李光年各 ３０ 元ꎬ 苏德华 ２５ 元ꎬ 刘福华、 王守

义、 王光俊各 ２０ 元ꎮ

６０２



第五章　 教职工 　


编号: ５－１０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延长县第二中学部分教职工工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任宝崇 ８９ ５ 魏载功 １０１ ５ 马逢瑞 ８９ ５ 王西林 ６３ ５ 蔡述贤 ４８ ５

蔡士焕 ６３ ５ 刘国强 ３８ ５ 刘福华 ３３ ０ 张　 立 ５５ ５ 王丁钰 ６３ ５

王玉庆 ４３ ５ 李柱贵 ４８ ５ 李振彪 ４８ ５ 张季善 ４０ ５ 刘润孝 ４０ ５

程艮虎 ４０ ５ 王守义 ４０ ５ 苏世荣 ４０ ５ 耿邦杰 ４８ ５ 樊志义 ４８ ５

张克勇 ４０ ５ 饶忠诚 ４０ ５ 张存智 ５４ ５ 张志宏 ４０ ５ 赵仲文 ４０ ５

刘勇义 ４０ ５ 阎尔雄 ４８ ５ 曹国璧 ５４ ５ 王德智 ４３ ５ 高哲芳 ４３ ５

许世斌 ３８ ０ 樊秀荣 ４３ ５ 刘卫华 ３８ ５ 田文华 ４３ ５ 徐永和 ４８ ５

宁开先 ４８ ５ 任省吾 ４３ ５ 高有禄 ３８ ０ 段思孝 ３８ ０ 师治国 ３３ ０

高有明 ３３ ０ 南海峰 ４０ ０ 张耀新 ４０ ０ 时怀武 ４０ ０ 郑　 玮 ４０ ０

宋元洲 ２９ ５ 张进生 ４０ ０ 赵西林 ４４ ５ 苏德华 ４２ ５ 贺国祥 ３３ ５

李兆明 ４７ ０ 王光俊 ２９ ５ 薛文英 ３０ ５ 马志富 ３０ ５ 高　 才 ３３ ５

李光年 ２０ ５ 白天福 ４２ ５ 艾仰山 ４２ ５ 薛生禄 ３０ ５ 贺清江 ２８ ５

庞成栋 ２８ ５ 张　 荣 ３８ ０ 白秀山 ４２ ５ 张志雄 ２８ ５ — —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所制工资表

受自然灾害和运动影响ꎬ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 年ꎬ 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ꎮ 因 １９５８ 年国内大跃进浮

夸风遗害ꎬ 外有苏联逼还债款ꎬ 加上连年遭灾ꎬ 粮、 油、 棉、 布及各类商品极度匮乏ꎬ 供应十分

困难ꎮ 延川中学教师和县级机关干部一样ꎬ 每月只能按粮本供应成品粮 １２ ５ 千克ꎬ 食油 ５０ 克ꎬ

年发布票 １ ８ 尺ꎬ 糖、 肉、 蛋都成为紧俏商品ꎮ 工资低、 家庭人口多的教师大多只能节衣缩食ꎬ

“瓜菜半年粮”、 黑面馍、 高粱饭也不能放开吃ꎬ 忍饥挨饿ꎮ 穿粗布衣、 打补丁衣服的教师寻常

可见ꎮ 时本县有 “一装 (一口袋) 洋芋干部” 之说ꎬ 个别干部因无法维持生活回村务农者有之ꎮ

延川中学教师虽未有回去者ꎬ 但思想上仍出现波动ꎬ 对教学产生一定客观影响ꎮ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ꎬ 评给教职员工福利费的有赵仲文 ２５ 元ꎬ 刘福乐、 任省吾各 ２０ 元ꎬ 李光年、 刘国强各 １５ 元ꎬ

贺清江、 贺国祥、 乔尚志、 白天福、 庞成栋、 薛生禄各 １０ 元ꎮ １２ 月 ６ 日ꎬ 评发福利费的教职工

有苏德华、 刘福乐最多为 ４０ 元ꎬ 王守义 ３０ 元ꎬ 贺清江、 薛生禄各 ２０ 元ꎬ 赵仲文、 庞成栋各 １５

元ꎬ 王玉庆、 尚忠林、 王德智各 １０ 元ꎮ １９６３ 年始ꎬ 情况渐次好转ꎬ 该年对教师工资进行了

调整ꎮ

１９７２ 年ꎬ 全国干部职工ꎬ 在工资多年 “冻结” 后启动调整ꎮ 延川中学在县内调资先行一步ꎬ

部分参加工作较早、 工资偏低教师在民主评议情况下提升 １ ~ ２ 级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在民主评议情况下ꎬ

延川中学再次为工龄较长、 工资偏低的教师调升一级工资ꎬ 升级人数占校教职工总数的 ４０％ꎬ 每人

７０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增资 ５~７ 元ꎮ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ꎬ 延川中学为工作表现好ꎬ 贡献比较大的教师提升一级工资ꎬ 升级面为

２％ꎮ 同年始ꎬ 执行离退休教师顶班制ꎬ 允许其有一位子女接替自己工作ꎬ 这项政策为部分老教师

解决后顾之忧创造了条件 (１９８３ 年后该政策在全国停止ꎬ 延川中学遵照执行)ꎮ

编号: ５－１１　 １９７８ 年延川中学部分教职工工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杜永福 １１２ ５ 张　 立 ７０ ５ 张志忠 ５５ ５ 李省育 ６４ 隽存德 ６２ ５

梁凤卉 ５０ ５ 白国荣 ３８ ０ 石增玺 ４５ ０ 武月娥 ４５ ０ 张永仁 ５７ ０

马翠莲 ３８ ０ 苗风花 ４３ ０ 封瑞山 ４３ ０ 高风祥 ３８ ０ 贺国清 ４２ ５

苗光前 ４９ ０ 宋志英 ３８ ０ 冯廷瑞 ４９ ５ 杨玉和 ５５ ５ 贾秀兰 ５５ ５

柯君祥 ５５ ５ 胡朝晖 ５５ ５ 许瑞峰 ５５ ５ 李化益 ５５ ５ 张进生 ５５ ５

王克继 ５５ ５ 刘加里 ６２ ５ 赵启顺 ６２ ５ 霍让元 ６２ ５ 段田科 ６２ ５

李志学 ６２ ５ 宋元洲 ７２ ０ 高如娥 ６２ ５ 高树栋 ５５ ５ 姬忠泰 ５０ ５

周艾玉 ５１ ５ 姚元 ４３ ０ 陈爱华 ４５ ０ 冯思聪 ４４ ０ 刘风祥 ３８ ５

张文雄 ４３ ０ 郝风岗 ４３ ０ 冯治海 ３８ ０ 冯玉梅 ４３ ０ 毛李荣 ４３ ０

文爱新 ４３ ０ 刘世贤 ４４ ０ 刘培林 ５５ ５ 刘世斌 ３８ ０ 李进才 ３８ ０

高　 轩 ３８ ０ 张志飞 ４３ ０ 王玉川 ５７ ０ 高云富 ４４ ０ 王文亮 ４４ ０

冯国泉 ４２ ５ 刘世江 ４０ ０ 白仁义 ４０ ０ 陈林安 ４０ ０ 李风雄 ４０ ０

张翠兰 ４０ ０ 樊合作 ４０ ０ 高爱明 ４０ ０ 王　 钢 ４５ ０ 刘志雄 ３３ ０

曹忠智 ３３ ０ 杨志文 ３３ ０ 张风旗 ３３ ０ 井新明 ３３ ０ 彭土征 ５５ ５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所制工资表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ꎬ 国务院决定提高肉食等 ８ 种主要副食品价格后ꎬ 职工每人每月补贴 ３ 元ꎮ １９８０

年延川中学调资升级依据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及贡献大小为主原则ꎬ 统筹兼顾ꎬ 搞好中、 小教间平

衡ꎬ 全面掌握调资升级指标ꎮ 中教 ２０ 名初评确定 ９ 人ꎬ 小教 ３７ 人初评确定 １７ 人ꎬ 工人 ３ 人初评确

定 １ 人ꎮ 嗣后ꎬ 教职工调资不再进行评议ꎬ 据国家政策进行普调或个别平衡调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对全校正

式教职工进行了普调ꎻ 并对试用期已满一年ꎬ 具有高中毕业和同等学历ꎬ 其工作低于行政 ２４ 级的

教师改定工资ꎮ １９８３ 年始ꎬ 为鼓励知识分子安心建设延川ꎬ 给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和技术员以上的知

识分子每月增加山区津贴 １０ 元、 书报费 ２ ５ 元ꎬ 延川中学教职工够条件者享受该待遇ꎮ 教师实行

课时补贴ꎬ 每课时高中 ０ ８ 元ꎬ 初中 ０ ６ 元ꎬ 行政人员每天 １ 元ꎮ

８０２



第五章　 教职工 　


编号: ５－１２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延川中学部分教职工工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姓　 名 工资

童建华 ５７ ００ 刘加里 ９１ ００ 王振荣 ８１ ５０ 贺志勤 ８１ ５０ 张进生 ８０ ００

霍让元 ８０ ００ 蔡士焕 ７２ ００ 王连真 ６６ ３０ 陈爱华 ６４ ００ 刘佩林 ６３ ５０

郝风岗 ６３ ５０ 冯思聪 ６３ ５０ 张文雄 ６３ ５０ 马思科 ６３ ５０ 张永仁 ６３ ５０

刘凤娥 ６３ ５０ 高云富 ５８ ００ 石增玺 ５７ ５０ 宋志远 ５７ ００ 高兆宏 ５７ ００

苗风花 ５７ ００ 史春芳 ５７ ００ 贺有莲 ５７ ００ 赵明 ５７ ００ 贺江海 ５７ ００

冯玉梅 ５７ ００ 郝连欣 ５７ ００ 马富年 ５７ ００ 李兴昌 ５７ ００ 鲍碧娥 ５７ ００

马瑞珍 ５７ ００ 呼平安 ５７ ００ 董世德 ５７ ００ 张山虎 ５７ ００ 张春阳 ５７ ００

冯爱玲 ５７ ００ 袁建设 ５７ ００ 李秀林 ５７ ００ 冯志祥 ５７ ００ 张大庆 ５７ ００

张思智 ５６ ９７ 王兴国 ５６ ５０ 呼延忠 ５１ ９０ 鱼永泽 ５１ ９０ 郭延清 ５１ ００

王宗亮 ５０ ５０ 张彩霞 ５０ ５０ 马翠莲 ５０ ５０ 高风祥 ５０ ５０ 阎永新 ５０ ５０

刘泽民 ５０ ５０ 孙智斌 ５０ ５０ 任平安 ５０ ５０ 梁生财 ５０ ５０ 张宁祥 ５０ ５０

刘世宏 ５０ ５０ 石　 立 ５０ ５０ 冯济民 ５０ ５０ 王学仁 ５０ ５０ 杨振江 ５０ ５０

杨冯亮 ５０ ５０ 白树岗 ５０ ５０ 郝满屯 ５０ ５０ 李进才 ５０ ５０ 贺安庆 ５０ ５０

刘高行 ５０ ５０ 任振邦 ５０ ５０ 杨丛燕 ５０ ５０ 刘世斌 ５０ ５０ 贺建萍 ５０ ５０

樊志先 ５０ ２０ 袁春邦 ５０ ００ 梁福誓 ４７ ００ 高向良 ４４ ５０ 刘彩琴 ４４ ５０

冯志军 ４４ ５０ 曹娟云 ４４ ５０ 刘宏雄 ４４ ５０ 康江涛 ４４ ５０ 杨富成 ４４ ５０

冯光明 ４４ ５０ 杨延双 ４４ ５０ 白国宝 ４４ ５０ 封永平 ４４ ５０ 党凤鸣 ４４ ５０

李思维 ４４ ５０ 张克亭 ４４ ５０ 段思东 ４４ ５０ 高延平 ４４ ５０ 李彩林 ４４ ５０

苗青娥 ４４ ５０ 曹淳厚 ４４ ５０ 党鑫 ４４ ５０ 王　 瑾 ４４ ５０ 马东学 ４０ ００

惠建雄 ４０ ００ 朱晓燕 ３８ ５０ 冯晓芳 ３８ ５０ 李青莲 ３８ ５０ 杜君颖 ３８ ５０

白朝霞 ３６ ５０ 王　 丽 ３６ ５０ 田智深 ３６ ００ 刘建国 ３６ ００ 刘建民 ３６ ００

马延鸿 ３６ ００ 梁爱珍 ３６ ００ 秦兴利 ３２ ００ 杜永福 １１２ ５０ 魏载功 １０１ ５０

王玉川 ５５ １３ 郭有明 ３５ ７０ 王文亮 ３０ ６０ — — — —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所制工资表

１９８５ 年ꎬ 改原级别工资为结构工资ꎬ 分基础、 职务、 工龄三部分ꎮ 该年延川中学教师始享受教

龄津贴ꎮ 同时增发肉食补贴 ３ 元ꎬ 并对吃商品粮之家属每人每月补贴 １ 元ꎮ 次年又以每年 ０ ５ 元增

发工龄工资ꎬ 毎月增发物价补贴 １０ 元、 洗理费 ３ ５ 元ꎮ １９８７ 年初ꎬ 再次对教职工进行了工资调整ꎬ

并于 １０ 月据政策对教师工资普遍增长 １０％ꎮ 翌年ꎬ 洗理费增至 ６ 元ꎬ 书报费 ５ 元ꎻ 并开始月增发

煤气水电补助 ６ 元ꎮ １９８９ 年ꎬ 给全校教师再次普调一级工资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学校组织车辆为职工拉粮

拉菜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改原结构工资为职务、 津贴两部分ꎬ 在此基础上仍月加 １０％ꎮ

９０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编号: ５－１３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教职工调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杨俊春 ３６５ ０ ６２０ ０ 郭延清 ２６６ ５ ３４２ ５ 高忠明 ２３６ ５ ３１１ ０

刘加里 ３６７ ０ ６１３ ０ 徐青海 ２６６ ５ ３４２ ５ 马世辽 ２３６ ５ ３１１ ０

童建华 ３３５ ０ ５７２ ５ 黄春梅 ２６５ ５ ３４２ ５ 曹炎繁 ２３６ ５ ３１１ ０

张进生 ３６７ ０ ５６６ ０ 阎风梅 ２６５ ５ ３４２ ５ 苗青娥 ２５３ ５ ３０８ ５

郭秦登 ３１６ ５ ４７２ ０ 白国保 ２６５ ５ ３４２ ５ 梅青俊 ２５５ ５ ３０７ ５

马思科 ３３７ ０ ４５５ ５ 樊志贤 ２６５ ５ ３４２ ５ 高金梅 ２５５ ５ ３０７ ５

马文瑞 ３３６ ０ ４５５ ５ 年志强 ２６５ ５ ３４２ ５ 贺志萍 ２４４ ５ ３０５ ０

李延林 ３３３ ０ ４５５ ５ 呼延忠 ２６４ ５ ３４２ ５ 呼延明 ２３８ ５ ３０３ ０

张文雄 ３３３ ０ ４５５ ５ 张国治 ２６４ ５ ３４２ ５ 冯宏如 ２３８ ５ ３０３ ０

冯思聪 ３３２ ０ ４５５ ５ 刘泽民 ２８７ ０ ３４０ ５ 白红艳 ２３７ ５ ３０３ ０

刘凤娥 ３３２ ０ ４５５ ５ 马翠莲 ２８６ ０ ３４０ ５ 冯智祥 ２３６ ５ ３０３ ０

陈爱华 ３３２ ０ ４５５ ５ 高文东 ２８６ ０ ３４０ ５ 冯延亮 ２３５ ５ ３０３ ０

樊福元 ２８７ ０ ４４６ ５ 张建生 ２８４ ０ ３４０ ５ 高逐涛 ２３４ ５ ３０３ ０

刘怀福 ３０６ ５ ４４４ ０ 高正明 ２７３ ５ ３４０ ５ 白加毅 ２３４ ５ ３０３ ０

石增玺 ３０７ ５ ４３４ ０ 白光州 ２７３ ５ ３４０ ５ 高保卫 ２３４ ５ ３０３ ０

冯济民 ３１６ ５ ４２４ ０ 赵万金 ２６５ ５ ３４０ ５ 董晓斌 ２３０ ０ ３０３ ０

冯生财 ３１６ ５ ４２４ ０ 谢延香 ２６９ ５ ３３７ ５ 刘向阳 ２２７ ５ ３０３ ０

贺江海 ３１５ ５ ４２４ ０ 杨延双 ２６６ ５ ３３７ ５ 高延军 ２３０ ５ ３００ ０

任平安 ３１３ ５ ４２４ ０ 文爱忠 ２６６ ５ ３３７ ５ 尚风强 ２３０ ５ ３００ ０

董世德 ３１１ ５ ４２４ ０ 王凡娥 ２６０ ５ ３３７ ５ 马春梅 ２２９ ５ ２９０ ０

赵明 ３０１ ５ ４２４ ０ 高海盈 ２５７ ５ ３３７ ５ 郭晓琴 ２２１ ０ ２９０ ０

张大庆 ２９６ ５ ４２１ ０ 高风祥 ２８３ ５ ３３３ ５ 董春荣 ２２９ ５ ２８７ ０

呼平安 ２９５ ５ ４２１ ０ 郭金泰 ２７４ ５ ３３３ ５ 刘柏林 ２２３ ５ ２８７ ０

袁建设 ２９５ ５ ４２１ ０ 张　 芬 ２５７ ５ ３３０ ５ 高建民 ２２３ ５ ２８７ ０

冯爱玲 ２９３ ５ ４２１ ０ 程迎春 ２５７ ５ ３３０ ５ 白秀玲 ２１７ ０ ２８７ ０

闫永新 ２８８ ５ ３９１ ５ 艾绍军 ２６０ ５ ３２１ ５ 梁东红 ２１６ ５ ２８７ ０

高世鹏 ２７４ ５ ３９１ ５ 高文安 ２４８ ５ ３２１ ５ 刘延芳 ２１６ ５ ２８７ ０

任振邦 ２７２ ５ ３９１ ５ 马学军 ２６６ ５ ３１５ ５ 梅玉琴 ２２７ ５ ２８１ ０

冯治军 ２９４ ５ ３８９ ０ 白建雄 ２６３ ５ ３１５ ５ 高　 静 ２２７ ５ ２８１ ０

贺安庆 ２６９ ５ ３８８ ５ 冯海燕 ２５６ ５ ３１５ ５ 白志鸿 ２２２ ５ ２７８ ０

郝满屯 ２６８ ５ ３８８ ５ 乔志清 ２５２ ５ ３１３ ５ 甄贵清 ２２２ ５ ２７８ ０

杨丛燕 ２６７ ５ ３８８ ５ 李彩玲 ２５２ ５ ３１３ ５ 高华卫 ２２２ ０ ２７７ ０

０１２



第五章　 教职工 　


续表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杨小宁 ２５８ ５ ３８８ ５ 张新梅 ２５２ ５ ３１３ ５ 王小蓉 ２０１ ０ ２７３ ５

李秀玲 ２８８ ５ ３８７ ０ 张　 杰 ２５１ ５ ３１３ ５ 姚　 琼 ２０１ ０ ２７３ ５

封永平 ２６４ ５ ３７４ ５ 郑玉忠 ２５１ ５ ３１３ ５ 干永亮 ２０１ ０ ２７３ ５

张玉莲 ２９６ ０ ３７１ ５ 王延庆 ２５０ ５ ３１３ ５ 杜君颖 ２３２ ５ ２７２ ０

王连真 ２８５ ０ ３７１ ５ 刘建辉 ２５０ ５ ３１３ ５ 白朝霞 ２３１ ５ ２７２ ０

曹延平 ２６５ ５ ３５７ ５ 刘建民 ２５０ ５ ３１３ ５ 王竹苇 ２２９ ５ ２７２ ０

高忠伟 ２６２ ５ ３５７ ５ 丁建民 ２４５ ５ ３１３ ０ 秦兴利 ２１７ ０ ２７２ ０

白国宝 ２５５ ５ ３５７ ５ 刘永琴 ２４４ ５ ３１３ ０ 杨向艳 ２１１ ０ ２６３ ０

高向良 ２７０ ０ ３５５ ５ 王怀庄 ２４２ ５ ３１３ ０ 刘军卫 ２１０ ０ ２６３ ０

曹　 宁 ２４９ ５ ３５５ ５ 白志新 ２４２ ５ ３１３ ０ 高海燕 ２１０ ０ ２６３ ０

董国军 ２４８ ５ ３５５ ５ 师应才 ２４６ ５ ３１１ ５ 刘　 伟 ２１９ ５ ２５４ ５

樊秋平 ２４６ ５ ３５３ ５ 梅延平 ２３８ ５ ３１１ ０ 马永宁 ２０６ ０ ２５３ ５

惠雪娥 ２３７ ５ ３５３ ０ 白志杰 ２３７ ５ ３１１ ０ 高兆亮 １９６ ５ ２５３ ５

阎耀金 ２７４ ５ ３４８ ５ 裴绍玲 ２３７ ５ ３１１ ０ 袁艳林 １９４ ５ ２５３ ５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所制调资表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ꎬ 对教师实行超课时补贴制度ꎬ 每节 ５ 元ꎻ １０ 月福利给每位教职工做毛料西服 １

套ꎮ 该年将体育教师和工人服装购发改为现金发放ꎬ 运动绒衣 ８０ 元、 线衣 ６０ 元ꎬ 运动鞋 ３０ 元ꎻ

工人劳保服 ４０ 元ꎬ 鞋 ３０ 元ꎮ 次年始ꎬ 实行课时补贴制度ꎬ 行政职员、 班主任每月 ２５ 元ꎬ 请假每

天扣除 ０ ８ 元ꎻ 年级、 教研组长每月 １２ 元ꎬ 请假每天扣 ０ ４ 元ꎻ 行政兼 ６ 课时每月 ３８ 元、 请假每

天扣 １ ２ 元ꎬ 兼 ８ 课时每月 ５０ 元ꎬ 请假每天扣 １ ６ 元ꎮ 毕业班每课时 １ ７ 元 (正式考试科目)ꎬ 非

毕业班语文、 数学、 外语 (英语) 每课时 １ ６ 元ꎬ 物理、 化学每课时 １ ５ 元ꎬ 生物、 历史、 政治、

地理、 体育、 美术、 音乐等每课时 １ ４ 元ꎮ 开学之日予以实施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为进一步调动教师工作积

极性ꎬ 加大课时补贴ꎬ 使每位教师月平均增收 ８０ 元左右ꎮ 该年为缓解老教师家属住宿困难ꎬ 为 ２９

户教师修建平房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ꎬ 学校研究决定ꎬ 假期为加班人员每天补助 １０ 元ꎬ 施工者每天补助

１２ 元 (以开工日期至竣工日期计算)ꎮ 教师福利发放 ２６０ 元羊毛被 １ 块ꎬ 现金 ２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始ꎬ 学校为每位上班教职工月补贴电费 １０ 元ꎬ 超课时每节补贴 ５ 元ꎻ 教工福利每人 ５２０ 元ꎬ 其中

每月补贴电费 １０ 元ꎬ 购西服一套 ４００ 元ꎮ ８ 月ꎬ 面对教师严重流失情况下ꎬ 为挽留和招聘一批骨干

教师ꎬ 学校想方设法提高教师待遇ꎬ 并实行对做出成绩的教师重奖ꎮ 教师课时津贴在原基础上提高

２ ５ 倍ꎬ 班主任津贴提高 ３ 倍ꎬ 每月人均达 １２０ 元ꎬ 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ꎮ 该年用于毕

业班教师高考质量奖励资金 ７ ５ 万元ꎬ 教师最高奖金为 ５６００ 元ꎻ 用于非毕业班教学质量奖励资金

３ １ 万余元ꎬ 最高奖金 ７３５ 元ꎮ

１１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编号: ５－１４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教职工调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刘世成 １１００ ５０ １３５５ ５０ 李正武 ７７９ ５０ ９０８ ５０ 李延平 ６８９ ４０ ７９９ ４０

冯思聪 １０８０ ６７ １３１３ ６７ 冯海燕 ７７９ ５０ ９０８ ５０ 呼晓伟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冯治军 １０３７ ００ １２７３ ００ 刘永琴 ７７９ ００ ９０８ ００ 高香林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贺江海 １０２６ 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０ 冯智祥 ７７６ ００ ９０５ ００ 王永亮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梁生财 １０２６ 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０ 曹万川 ７７４ ００ ９０３ ００ 王小蓉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任平安 １０２６ 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０ 白加毅 ７７４ ００ ９０３ ００ 刘军宁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李秀玲 １０２６ 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０ 高逐涛 ７７４ ００ ９０３ ００ 李忠平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袁建设 １０２６ 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０ 高保卫 ７７４ ００ ９０３ ００ 任海莹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郭秦登 １０２６ 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０ 徐清海 ７９１ ５０ ９０２ ５０ 杨存升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张大庆 １０２６ 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０ 樊志先 ７９０ ７０ ９０１ ７０ 高向阳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马思科 ９８６ ７０ １１７０ ７０ 呼延忠 ７９０ ７０ ９０１ ７０ 杨树龙 ６８７ ００ ７９７ ００

任振邦 ９１８ ５０ １１０８ ５０ 阎风梅 ７８９ ５０ ９００ ５０ 刘军卫 ６７３ ００ ７７１ ００

高向良 ９１８ ５０ １１０８ ５０ 王金梅 ７７５ ７０ ８８５ ７０ 白玉茜 ６７５ ００ ７６５ ００

贺安庆 ９１８ ５０ １１０８ ５０ 梁延林 ７６１ ００ ８８２ ００ 王延林 ６６６ ７０ ７６４ ７０

白国宝 ９１８ ５０ １１０８ ５０ 董春荣 ７５７ ００ ８８０ ００ 贺延丽 ６６２ ２０ ７５６ ２０

白桂兰 ８９４ ５０ １０６１ ５０ 刘治平 ７６５ ７０ ８７５ ７０ 李亮艳 ６６１ ００ ７５５ ００

杨小宁 ８８６ ９０ １０５３ ９０ 粱宇霞 ７６５ ７０ ８７５ ７０ 孙玉婷 ６６１ ００ ７５５ ００

王文忠 ８８４ ５０ １０５１ ５０ 白国保 ７５６ ９０ ８６６ ９０ 王　 芳 ６６１ ００ ７５５ ００

惠世安 ８８４ ５０ １０５１ ５０ 白生忠 ７４５ ５０ ８６６ ５０ 张宏民 ６６１ ００ ７５５ ００

李明祥 ８８４ ５０ １０５１ ５０ 梅青俊 ７４５ ５０ ８６６ ５０ 刘　 涛 ６６１ ００ ７５５ ００

杨丛燕 ８８４ ５０ １０５１ ５０ 高文安 ７５６ ５０ ８６６ ５０ 秦兴利 ６６１ ８０ ７５１ ８０

高世鹏 ８８４ ５０ １０５１ ５０ 张国治 ７５５ ７０ ８６５ ７０ 马延斌 ６４４ ００ ７３９ ００

阎永新 ８８４ ５０ １０５１ ５０ 张安玲 ７５５ ７０ ８６５ ７０ 白延林 ６３５ ００ ７２７ ００

曹延平 ８７２ ５０ １０３１ ５０ 赵胜利 ７４２ ５０ ８６３ ５０ 王　 庆 ６３５ ００ ７２７ ００

封永平 ８７２ ５０ １０３１ ５０ 呼翠琴 ７４２ ００ ８６３ ００ 杜君颖 ６４２ ００ ７２６ ００

赵万金 ８５０ ９０ ９９６ ９０ 王青发 ７２８ ５０ ８４２ ５０ 马卫琳 ６５８ ００ ７２４ ００

张　 芬 ８４９ ７０ ９９５ ７０ 曹　 鸿 ７２８ ００ ８４２ ００ 刘宝生 ６５８ ００ ７２４ ００

高忠伟 ８４８ ５０ ９９４ ５０ 呼延明 ７２８ ００ ８４２ ００ 冯　 勰 ６５８ ００ ７２４ ００

樊秋平 ８６９ ５０ １０２８ ５０ 高金梅 ７３２ ７０ ８４６ ７０ 惠竹琴 ６３３ ２０ ７２５ ２０

郭景泰 ８４８ ５０ ９９４ ５０ 李文亮 ７２８ ００ ８４２ ００ 韩卫军 ６５８ ００ ７２４ ００

白双群 ８４８ ５０ ９９４ ５０ 李延宁 ７２８ ００ ８４２ ００ 高春卫 ６５８ ００ ７２４ ００

杨延双 ８４８ ５０ ９９４ ５０ 董晓斌 ７２８ ００ ８４２ ００ 马艳琴 ６２９ ００ ７１９ ００

马世辽 ８４７ ４０ ９９３ ４０ 甄贵清 ７２５ ４０ ８４１ ４０ 马永宁 ６３４ ５０ ７１７ ５０

谢延香 ８１４ ５０ ９５１ ５０ 马春梅 ７２５ ００ ８４１ ００ 马改平 ６３４ ２０ ７１７ ２０

２１２



第五章　 教职工 　


续表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高海盈 ８１４ ５０ ９５１ ５０ 王竹苇 ７３１ ２０ ８４０ ２０ 贺永玲 ６２６ ００ ７１６ ００

程迎春 ８１４ ５０ ９５１ ５０ 杨向艳 ７２４ ２０ ８４０ ２０ 高兆亮 ６１５ ５０ ６９８ ５０

白　 强 ８１４ ５０ ９５１ ５０ 张振娥 ７２６ ００ ８４０ ００ 袁艳林 ６１４ ７０ ６９７ ７０

李彩玲 ８１４ ５０ ９５１ ５０ 白秀玲 ７２３ ５０ ８３９ ５０ 黄丽萍 ６１３ ５０ ６９６ ５０

刘永胜 ８１４ ５０ ９５１ ５０ 高　 静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杨　 琳 ５９８ ００ ６８１ ００

张新梅 ８１４ ５０ ９５１ ５０ 高如军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张东宏 ５９８ ００ ６８１ ００

鲁锦霞 ８１４ ００ ９５１ ００ 刘柏林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王青山 ５９８ ００ ６８１ ００

刘建辉 ８１１ ５０ ９４８ ５０ 雷秀峰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高　 峰 ５９８ ００ ６８１ ００

刘向红 ８１１ ５０ ９４８ ５０ 李彩文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王小兰 ５９８ ００ ６５８ ００

白志新 ８１１ ００ ９４８ ００ 曹桂荣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师艳琴 ５９８ ００ ６５８ ００

高正明 ７９６ ５０ ９２４ ５０ 阎卫东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杨文娟 ５９８ ００ ６５８ ００

张建生 ７９６ ５０ ９２４ ５０ 张红梅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刘文华 ５９８ ００ ６５８ ００

高文东 ７９６ ５０ ９２４ ５０ 梁东红 ７２３ ００ ８３９ ００ 郝　 英 ５７８ ００ ６５８ ００

刘泽民 ８１１ ５０ ９２２ ５０ 高华卫 ７７４ ００ ９０３ ００ 霍卫强 ５７８ ００ ６５８ ００

郭延庆 ８０９ ３０ ９２０ ３０ 张　 鸿 ７２１ ００ ８３７ ００ 王小东 ５７２ ７０ ６５２ ７０

贺志荣 ７７９ ００ ９１６ ００ 高建民 ７２１ ００ ８３７ ００ 马东阳 ５７８ ００ ６３４ ００

黄春梅 ７９９ ５０ ９１０ ５０ 冯春艳 ７２１ ００ ８３７ ００ 杨文春 ５５９ ５０ ６１１ ５０

乔志清 ７８０ ５０ ９０９ ７０ 高海燕 ６９０ ２０ ８００ ２０ 年延军 ５３４ ７０ ５８９ ７０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所制调资表

编号 ５－１５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离退休人员晋升工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原离退工资 变动后工资 姓　 名 原离退工资 变动后工资 姓　 名 原离退工资 变动后工资

张进生 １２９１ ００ １４３１ ００ 石增玺 ９１３ ００ １０４８ ００ 高荣福 ７７０ ９２ ８７０ ９２

王振荣 １２３３ ８８ １３７３ ８８ 马文瑞 ９４７ ６７ １０４７ ６７ 马翠莲 ７５８ ５０ ８５８ ５０

刘加里 １２１２ １７ １３５２ １７ 李延林 ９１１ ５０ １０１１ ５０ 高风祥 ７３４ ５０ ８３４ ５０

童建华 １１４１ ５０ １３４１ ５０ 刘凤娥 ９１１ ５０ １０１１ ５０ 王连真 ７２６ ３０ ８２６ ３０

张文雄 １０２７ ７０ １２００ ７０ 张玉莲 ８５１ ００ ９８８ ００ 郭有明 ７０６ ２０ ８０６ ２０

陈爱华 １００３ ６７ １１４３ ６７ 樊福元 ８８１ ３０ ９８１ ３０ 艾胜军 ６７３ ４０ ７７３ ４０

冯济民 ９８８ ００ １１２８ ００ 张存智 ８５１ ３５ ９５１ ３５ 王文亮 ５９２ ６０ ６６７ ６０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所制调资表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给教师订做服装 ２ 套ꎮ 该年超课时费比上年增加 １ 倍ꎬ 以此提高教师待遇ꎬ 调动

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ꎬ 奖励初二、 三和高二、 三年级中期考试质量奖教师 ３ ６７ 万

元ꎬ 优秀教案奖 ３３０ 元ꎮ

３１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编号: ５－１６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教职工调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刘世成 １４５２ ５ １５３４ ５ 赵胜利 ８８８ ５ ９３０ ５ 马卫琳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冯治军 １４５２ ０ １５３４ ０ 李文亮 ８８８ ０ ９３０ ０ 高春卫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任平安 １４１５ ０ １５０２ ０ 赵吉庆 ８８８ ０ ９３０ ０ 韩卫军 ７１０ ０ ７５０ ０

梁生财 １３２９ ０ １４１５ ０ 白生忠 ８８８ ０ ９３０ ０ 黄丽萍 ７１３ ５ ７４４ ５

贺江海 １３２９ ０ １４１５ ０ 高娟娟 ８８５ ０ ９２７ ０ 马永宁 ７０５ ５ ７３６ ５

袁建设 １３２９ ０ １４１５ ０ 曹秋燕 ８８５ ０ ９２７ ０ 马改平 ７０５ ０ ７３６ ０

高向良 １２６０ ５ １４１４ ５ 雷秀峰 ８８５ ０ ９２７ ０ 袁艳林 ７０４ ５ ７３５ ５

苗廷英 １２９２ ０ １３７２ ０ 董晓斌 ８８５ ０ ９２７ ０ 贺永玲 ６９７ ０ ７３１ ０

任振邦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刘随莲 ８７８ ０ ９１９ ０ 杜君颖 ６９９ ０ ７２８ ０

惠世安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刘治平 ８７６ ０ ９１３ ０ 张东红 ６８４ ０ ７１３ ０

贺安庆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白国保 ８６６ ５ ９０３ ５ 王青山 ６８４ ０ ７１３ ０

高世鹏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高文安 ８６６ ０ ９０３ ０ 霍卫强 ６８４ ０ ７１３ ０

张新梅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高如军 ８５３ ０ ８９５ ０ 杨　 琳 ６８４ ０ ７１３ ０

樊秋平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白秀玲 ８４３ ５ ８８５ ５ 惠军平 ６８４ ０ ７１３ ０

杨丛燕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张振娥 ８４３ ０ ８８５ ０ 梁世伟 ６８４ ０ ７１３ ０

李明祥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甄贵清 ８４３ ０ ８８５ ０ 高　 峰 ６８４ ０ ７１３ ０

白国宝 １１９３ ５ １２６０ ５ 高华卫 ８４３ ０ ８８５ ０ 冯海卫 ６８４ ０ ７１３ ０

马世辽 １１２８ ０ １１９５ ０ 高金梅 ８４３ ５ ８８３ ５ 郭小艳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杨延双 １１２６ ５ １１９３ ５ 贺海彦 ８４１ ０ ８８３ ０ 吕德伟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高忠伟 １１２６ ５ １１９３ ５ 张　 鸿 ８４１ ０ ８８３ ０ 杨宝宁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白双群 １１２６ ５ １１９３ ５ 高香林 ８４１ ０ ８８３ ０ 刘文华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封永平 １１２６ ５ １１９３ ５ 张红梅 ８４１ ０ ８８３ ０ 任东全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李彩玲 １１２６ ５ １１９３ ５ 袁　 颖 ８４１ ０ ８８３ ０ 马海军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郭景泰 １１２６ ５ １１９３ ５ 冯君艳 ８３８ ０ ８７８ ０ 师艳琴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王凡娥 １１２６ ５ １１９３ ５ 冯世雄 ８３８ ０ ８７８ ０ 刘红艳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杨小宁 １０９０ ５ １１４９ ５ 王竹苇 ８３９ ０ ８７５ ０ 李海斌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王文忠 １０８８ ５ １１４７ ５ 孙玉婷 ８０９ ０ ８５１ ０ 拓世焱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程迎春 １０５７ ５ １１２６ ５ 贺延丽 ７９９ ０ ８４２ ０ 林　 淼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冯风莲 １０４１ ５ １０９８ ５ 任海莹 ７９８ ０ ８４１ ０ 贺艳宁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赵万金 １０３３ ５ １０９０ ５ 干永亮 ７９８ ０ ８４１ ０ 刘文光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刘彩琴 １０３２ ０ １０８９ ０ 杨志宏 ７９８ ０ ８４０ ０ 冯军平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张　 芬 １０３１ ５ １０８８ ５ 高海燕 ７９７ ０ ８３９ ０ 王海涛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４１２



第五章　 教职工 　


续表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高海盈 １０１０ ５ １０６６ ５ 呼晓伟 ７９６ ０ ８３９ ０ 高兆亮 ６７２ ５ ７００ ５

贺志荣 １００７ ０ １０６３ ０ 李忠平 ７９６ ０ ８３９ ０ 白宝颖 ６７１ ０ ６９９ ０

刘向红 ９７３ ５ １０３１ ５ 李延平 ７９６ ０ ８３９ ０ 冯小东 ６５６ ０ ６８４ ０

谢延香 ９７３ ５ １０３１ ５ 许冬鸿 ７９６ ０ ８３８ ０ 马东阳 ６５６ ０ ６８４ ０

高正明 ９７３ ５ １０３１ ５ 刘　 琦 ７９６ ０ ８３８ ０ 贺军鹏 ６５６ ０ ６８４ ０

鲁锦霞 ９７３ ５ １０３１ ５ 刘尚丽 ７９６ ０ ８３８ ０ 王小兰 ６５３ ０ ６８１ ０

刘永胜 ９７３ ５ １０３１ ５ 白玉茜 ７７４ ０ ８１０ ０ 王娟娟 ６５３ ０ ６８１ ０

刘建辉 ９７３ ５ １０３１ ５ 刘军卫 ７５９ ０ ７９８ ０ 冯　 杰 ６５３ ０ ６８１ ０

高树繁 ９７３ ０ １０３１ ０ 李高平 ７５５ ０ ７９６ ０ 刘　 炜 ６５３ ０ ６８１ ０

乔志清 ９３１ ５ ９７４ ５ 高跳琴 ７５５ ０ ７９６ ０ 刘永红 ６５３ ０ ６８１ ０

冯海燕 ９３０ ５ ９７３ ５ 刘海涛 ７５５ ０ ７９６ ０ 杨文春 ６５３ ０ ６８１ ０

高节约 ９３０ ５ ９７３ ５ 刘　 涛 ７５５ ０ ７９６ ０ 杨秀峰 ６５３ ０ ６８１ ０

李正武 ９３０ ５ ９７３ ５ 王　 芳 ７５３ ０ ７９４ ０ 李维雄 ６５２ ５ ６８０ ５

赵　 琴 ９３０ ０ ９７３ ０ 张宏民 ７５３ ０ ７９４ ０ 冯东红 ６３３ ０ ６６１ ０

王金梅 ９２９ ０ ９７２ ０ 李亮艳 ７５３ ０ ７９４ ０ 王小东 ６２３ ０ ６４９ ０

曹万川 ９２７ ０ ９７０ ０ 张勤莉 ７５３ ０ ７９４ ０ 钞丽娜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冯智祥 ９２７ ０ ９７０ ０ 王延林 ７４６ ５ ７７７ ５ 杨永红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白加毅 ９２７ ０ ９７０ ０ 秦兴利 ７４０ ０ ７７１ ０ 张　 罡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高保卫 ９２７ ０ ９７０ ０ 马延斌 ７２９ ０ ７５９ ０ 邹汉峰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张建生 ９２１ ５ ９６０ ５ 惠竹琴 ７１４ ０ ７５４ ０ 郝艳峰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高文东 ９２１ ５ ９６０ ５ 刘春玲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罗卫平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郭延庆 ９２１ ５ ９５６ ５ 白延林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张　 立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梁延林 ９００ ０ ９５６ ０ 郝　 英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郝永飞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徐青海 ９０３ ５ ９３８ ５ 冯　 勰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白东艳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樊志先 ９０２ ５ ９３７ ５ 高艳峰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李延芳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呼延忠 ９０２ ０ ９３７ ０ 刘宝生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张建辉 ５８１ ０ ６０４ ０

王　 瑛 ９２５ ０ ９６８ ０ 高海洋 ８３８ ０ ８７８ ０ 刘艳清 ７１５ ０ ７５５ ０

高秋艳 ６８１ ０ ７１０ ０ 乔　 磊 ６０４ ０ ６２８ ０ 梅青俊 ８８８ ５ ９３０ ５

王　 庆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张冰园 ５８０ ５ ６０３ ５ 王青发 ８８８ ５ ９３０ ５

刘富祥 ７１３ ０ ７５３ ０ 年艳军 ５５５ ０ ５７５ ０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所制调资表

２００６ 年ꎬ 高考升学质量奖 ２０ 万元ꎻ 中、 期末考试质量奖 (不含高三教师) 每名教师 ５０ ~ ２００

元不等ꎮ 次年ꎬ 高三毕业班教师总奖金 ２２ 万元ꎻ 期终考试质量奖 (不含高三教师)ꎬ 每人 ２００~９００

元不等ꎮ ２００８ 年毕业班教师总奖金 ２４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增至 ２５ 万元ꎬ 创历史最高ꎮ

５１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编号: ５－１７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延川中学教职工调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任平安 ４２７９ ５００８ 许冬鸿 ３１６５ ３８１４ 高旺旺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袁建设 ４２３５ ４９６４ 高跳琴 ３１６３ ３８１２ 步发强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罗卫平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李延平 ３１６３ ３８１２ 王彩霞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白忠庆 ２５０３ ３０３７ 李新杰 ３１６３ ３８１２ 王　 媛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任振邦 ４１４７ ４８７６ 刘　 涛 ３１０８ ３７５７ 张莉萍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苗廷英 ４１０３ ４８３２ 刘春玲 ３１０６ ３７５５ 杨　 静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惠世安 ４１０３ ４８３２ 王　 芳 ３１０６ ３７５５ 贺海宁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高世鹏 ４１０３ ４８３２ 刘海涛 ３１０６ ３７５５ 杨彩萍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李明祥 ４０６５ ４７９４ 贺延丽 ３１０６ ３７５５ 刘小军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郭景泰 ４０６５ ４７９４ 李高平 ３１０６ ３７５５ 张健涛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冯治军 ４０２６ ４７５５ 刘富祥 ３１０４ ３７５３ 杨秀峰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赵万金 ４０２６ ４７５５ 白延林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郝永飞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王凡娥 ４０２６ ４７５５ 冯　 勰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白东艳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谢延香 ４０２６ ４７５５ 高春卫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张永红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白国宝 ４０２６ ４７５５ 刘宝生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王培龙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杨延双 ４０２６ ４７５５ 贺永玲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王丽萍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杨丛燕 ４０２６ ４７５５ 惠竹琴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吕　 涛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程迎春 ３９８８ ４７１７ 王　 庆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高国强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封永平 ３９８８ ４７１７ 李亮艳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翟纲要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袁　 颖 ３５６５ ４２９４ 马卫琳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王小军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李忠平 ３５６３ ４２９２ 刘　 勇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杨　 燕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冯海燕 ３９５３ ４６８２ 高艳峰 ３０７９ ３７２８ 刘爱玲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高海盈 ３９５３ ４６８２ 徐清海 ３１１８ ３７０２ 刘　 朋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梅青俊 ３９１８ ４６４７ 郭延庆 ３１１８ ３７０２ 梁国祥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白双群 ３９１８ ４６４７ 张东宏 ３０５３ ３７０２ 马世平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张新梅 ３８８２ ４６１１ 董秋燕 ３０５３ ３７０２ 白　 燕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李彩玲 ３８８２ ４６１１ 杨　 琳 ３０５３ ３７０２ 朱文莉 ２７０７ ３２３６

马世辽 ３８８２ ４６１１ 刘艳清 ３０５３ ３７０２ 张建辉 ２６９０ ３２１９

刘建辉 ３８４９ ４５７８ 梁世伟 ３０５３ ３７０２ 杨随虎 ２６９０ ３２１９

白生忠 ３８１６ ４５４５ 张学春 ３０２９ ３６７８ 成朝晖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贺海彦 ３２２４ ３８７３ 张和平 ３０２９ ３６７８ 高　 凯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白加毅 ３７８３ ４５１２ 李世宏 ３０２９ ３６７８ 刘　 鹤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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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刘向红 ３７８３ ４５１２ 王青山 ３０２９ ３６７８ 侯小军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高保卫 ３７８３ ４５１２ 霍卫强 ３０２９ ３６７８ 白春春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赵胜利 ３７８３ ４５１２ 冯海卫 ３０２９ ３６７８ 白　 艳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梁延林 ３７５０ ４４７９ 韩卫军 ３０２７ ３６７６ 高彩娥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曹万川 ３７５０ ４４７９ 樊志先 ３０８６ ３６７０ 高永华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冯智祥 ３７５０ ４４７９ 申海瑛 ３００４ ３６５３ 花　 蕊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贺志荣 ３７４７ ４４７６ 李卫香 ３００４ ３６５３ 李改改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王青发 ３７２０ ４４４９ 惠军平 ３００４ ３６５３ 李　 侠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李文亮 ３７２０ ４４４９ 贺　 昱 ３００２ ３６５１ 刘萍莉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曹秋燕 ３６５８ ４３８７ 王海涛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邱会莉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白秀玲 ３６５５ ４３８４ 刘文光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王　 华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雷秀峰 ３６５５ ４３８４ 冯军平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吴丽红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白桂兰 ３７１３ ４３６２ 拓世焱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延海玲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高华卫 ３６２７ ４３５６ 刘红艳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杨永强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张红梅 ３６２４ ４３５３ 马海军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袁文学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高香林 ３６２４ ４３５３ 任东全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张晓琳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高如军 ３６２４ ４３５３ 郭小艳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刘　 伟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甄贵清 ３６２４ ４３５３ 任　 娜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梁建军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刘彩琴 ３６６５ ４３１４ 刘　 炜 ２９８０ ３６２９ 贺维杰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孙玉婷 ３５６３ ４２９２ 高文安 ２９９３ ３５７７ 王成成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李忠平 ３５６３ ４２９２ 马延斌 ２８７９ ３４０８ 鲁小娟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呼晓伟 ３５６３ ４２９２ 马东阳 ２９５８ ３６０７ 张亚玲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王国平 ３５６１ ４２９０ 秦兴利 ２９５８ ３３７２ 刘　 进 ２６８５ ３２１４

王文忠 ３６２６ ４２７５ 马永宁 ２７６５ ３３４９ 冯光东 ２６７２ ３２０１

杨小宁 ３６２６ ４２７５ 马改平 ２７６５ ３３４９ 韩高峰 ２６７２ ３２０１

马　 建 ２７５１ ３２８０ 朱春香 ２６８７ ３２１６ 高兆亮 ２５４１ ３０７５

张建生 ３５８８ ４２３７ 白宝颖 ２８００ ３３２９ 孙金卫 ２６７２ ３２０１

高正明 ３５８８ ４２３７ 师艳琴 ２８００ ３３２９ 李　 敏 ２６７２ ３２０１

刘永胜 ３５８８ ４２３７ 刘文华 ２７７３ ３３０２ 李爱军 ２６７２ ３２０１

高树繁 ３５８８ ４２３７ 王娟娟 ２７５１ ３２８０ 张红梅 ２６６９ ３１９８

张　 芬 ３５５３ ４２０２ 冯　 杰 ２７５１ ３２８０ 文爱斌 ２６５５ ３１８４

李正武 ３５５３ ４２０２ 刘永红 ２７５１ ３２８０ 魏　 湛 ２５９７ ３１８１

鲁锦霞 ３５５３ ４２０２ 贺艳宁 ２７５１ ３２８０ 张冰园 ２６３９ ３１６８

高节约 ３５１８ ４１６７ 李维雄 ２７５１ ３２８０ 曹海明 ２５８１ ３１６５

７１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王金梅 ３４８０ ４１２９ 冯小东 ２７３１ ３２６０ 冯光泽 ２５８１ ３１６５

赵　 琴 ３４４９ ４０９８ 任艳梅 ２７３１ ３２６０ 冯彦炜 ２５８１ ３１６５

高金梅 ３４４９ ４０９８ 吕德伟 ２７２９ ３２５８ 刘海强 ２５８１ ３１６５

刘治平 ３４０４ ４０５３ 冯东红 ２７２９ ３２５８ 乔　 卉 ２５８１ ３１６５

王竹苇 ３３７１ ４０２０ 高秋艳 ２７２９ ３２５８ 杨　 庆 ２５８１ ３１６５

冯风莲 ３３６０ ４００９ 贺军鹏 ２７２９ ３２５８ 罗晓平 ２６３６ ３１６５

赵吉庆 ３３５０ ３９９９ 张艳峰 ２７２９ ３２５８ 白江平 ２６３６ ３１６５

张正娥 ３２８９ ３９３８ 郭玉梅 ２７２９ ３２５８ 康江涛 ２６３６ ３１６５

高娟娟 ３２８９ ３９３８ 梁晓芳 ２７２９ ３２５８ 艾巧巧 ２６３６ ３１６５

高文东 ３３９７ ３９２６ 杜君颖 ２７１４ ３２４８ 薛碧荣 ２６３６ ３１６５

王　 瑛 ３２５５ ３９０４ 罗建国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王延林 ２６０９ ３１４３

张　 鸿 ３２２４ ３８７３ 钞丽娜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袁艳林 ２５８９ ３１２３

刘尚丽 ３１９３ ３８４２ 刘颖蕊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刘　 妮 ２５２３ ３０５７

高海燕 ３１９３ ３８４２ 马建霞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王小东 ２４５６ ２９９０

杨志红 ３１９３ ３８４２ 白亮亮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张军军 ２４４２ ２９７６

刘随莲 ３１９３ ３８４２ 邹汉峰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年艳军 ２４２０ ２９５４

刘　 琦 ３１９３ ３８４２ 贺淑琴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关　 磊 ２３４４ ２８７８

冯世雄 ３１９３ ３８４２ 郝艳峰 ２７１０ ３２３９ 刘涛 ２３４４ ２８７８

刘军卫 ３１６５ ３８１４

　 　 注: 表内数据源于会计所制调资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ꎬ 每年发放高考质量奖 ２４ 万元ꎬ 期中、 期末考试质量奖每年约 ３０ 万元ꎮ 福利、

劳保、 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障持续不断ꎬ 并创造条件解决教职工住宿、 生活等方面困难ꎬ 充分调动了

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ꎬ 赢得各级领导和群众一致好评ꎮ

编号: ５－１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延川中学部分教职工调资表　 　 单位: 元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冯治军 ５６６４ ６７５１ 成朝辉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孙金卫 ３８１２ ４０１７

王文忠 ５０８４ ６２００ 冯光泽 ３７６５ ３９３９ 刘文华 ４３８３ ４６６５

冯风莲 ４７７７ ５４８６ 高　 凯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高娟娟 ４６９８ ５３１６

白　 燕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３ 关　 磊 ３４２６ ３４７９ 高海燕 ５１７９ ５６４４

刘　 炜 ４３５５ ４６１４ 薛碧荣 ３７４５ ３９０１ 冯海燕 ５５７６ ６５５９

罗建国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赵　 婷 ３７６５ ３９３９ 王延林 ４２００ ４４５３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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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高巧琴 ４５６６ ５０１９ 张　 芳 ３７２６ ３８７１ 高国强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刘　 琦 ４５９６ ５０８９ 白民立 ３７２６ ３８７１ 杨　 琳 ４４４０ ４７７０

董秋燕 ４４４０ ４７７０ 王海涛 ４３５３ ４６１２ 文爱斌 ４２５３ ４４４２

曹万川 ５３４７ ６０２７ 李海英 ３７２６ ３８７１ 朱文莉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杨永红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李慧雄 ３６９１ ３８１３ 刘　 进 ３８３２ ４０５３

白双群 ５５３２ ６４６３ 梁　 蓉 ３６９１ ３８１３ 刘　 朋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贺　 昱 ４３９３ ４６６５ 马东阳 ４３２８ ４５５９ 梁国祥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康江涛 ３７４５ ３９０１ 白延林 ４４７１ ４８２５ 翟纲要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刘　 涛 ３４３１ ３４８７ 白秀玲 ５２４５ ５７９１ 杨　 燕 ４３００ ４５２２

罗晓平 ３７４５ ３９０１ 马建霞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刘爱玲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魏　 湛 ３７８７ ３９７２ 白亮亮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王丽萍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贺海彦 ５２１２ ５７１５ 刘海涛 ４５０４ ４８８７ 吕　 涛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延海玲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邹汉峰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高兆亮 ３８５９ ４０８０

杨永强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贺志荣 ５３４７ ６０２７ 任艳梅 ４３３０ ４５７１

袁文学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贺淑琴 ３８６３ ４１００ 张艳峰 ４３２８ ４５６９

任　 娜 ４３５３ ４６１２ 张新梅 ５４９４ ６３６８ 郭玉梅 ４３２８ ４５６９

王培龙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杨　 庆 ３７６５ ３９３８ 张冰园 ３７６８ ３９４１

刘　 妮 ３８１２ ４０１７ 王青山 ４４１２ ４７１５ 封永平 ５６２０ ６６５５

乔　 卉 ３７６５ ３９３８ 霍卫强 ４４１２ ４７１５ 步发强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申海瑛 ４３８３ ４６６５ 程迎春 ５６２０ ６６５５ 王彩霞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张学春 ４４１２ ４７１５ 苗庭英 ５７５８ ６９５８ 甄贵清 ５２１２ ５７１５

张和平 ４４１２ ４７１５ 冯　 勰 ４４７１ ４８２５ 王　 媛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张永红 ４３００ ４５２２ 高旺旺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高艳峰 ５０５３ ５３７９

白江平 ３７４５ ３９０１ 刘随莲 ５１７９ ５６４４ 李爱军 ３８１２ ４０１７

张莉萍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刘艳清 ４４４０ ４７７０ 冯智祥 ５３４７ ６０２７

韩卫军 ４９９４ ５２６９ 贺永玲 ４４７１ ４８２５ 马海军 ４３５３ ４６１２

李彩玲 ５４９４ ６３６８ 刘春玲 ４５０４ ４８８７ 师艳琴 ４４１４ ４７１７

冯世雄 ４５９６ ５０８９ 郝永飞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袁建设 ５９０６ ７２９８

白东艳 ３８６１ ４０９８ 杨　 静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贺海宁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李维雄 ４３５５ ４６１４ 袁艳林 ３８８２ ４１２４ 马永宁 ３９７７ ４３１６

白宝颖 ３９７６ ４２９５ 年艳军 ３５４５ ３６７５ 王小东 ３５６０ ３７０１

孙玉婷 ５１４４ ５５６９ 刘红艳 ４３５３ ４６１２ 李忠平 ５１４６ ５５７１

高春卫 ５０５３ ５３７９ 刘宝生 ５０５３ ５３７９ 呼晓伟 ５１４６ ５５７１

高秋艳 ４３２８ ４５６９ 袁　 颖 ５１４６ ５５７１ 许冬鸿 ４５６６ ５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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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姓　 名 调资前 调资后

杨彩萍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张健涛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李　 敏 ３８１２ ４０１７

贺艳宁 ３９１４ ４１８９ 冯海卫 ４４１２ ４７１５ 张　 鸿 ５２１２ ５７１５

刘富祥 ４５０４ ４８８７ 李亮艳 ４４７３ ４８２７ 李正武 ４９９６ ６００８

张红梅 ３８１２ ４０１７ 惠竹琴 ４４７１ ４８２５ 李明祥 ５７０８ ６８５４

王　 庆 ５０５３ ５３７９ 赵吉庆 ４７６７ ５４７６ 白加毅 ５３８２ ６１０９

王青发 ５３１１ ５９４４ 高香林 ５２０９ ５７１２ 白国宝 ５６６４ ６７５１

马卫琳 ５０５３ ５３７９ 冯军平 ４３５３ ４６１２ 高保卫 ５３８２ ６１０９

杨志红 ４５９６ ５０８９ 拓世焱 ４３５３ ４６１２ 冯东红 ３８８９ ４１４６

刘建辉 ５４５５ ６２８０ 贺延丽 ４５０４ ４８８７ 赵　 琴 ４８７５ ５７２８

王成成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贺维杰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李世宏 ４４１２ ４７１５

鲁小娟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张亚玲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刘　 鹏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李卫香 ４３８３ ４６６５ 候小军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白春春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白　 艳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白忠庆 ３７９０ ３９７５ 曹海明 ３７６５ ３９３８

高彩娥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高永华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花　 蕊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李改改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李　 侠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邱会莉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王　 华 ３８３７ ４０５８ 王娟娟 ４３５５ ４６１４ 高华卫 ５２１２ ５７１５

艾巧巧 ３７４６ ３９０１ 李新杰 ５１４９ ５５７４ 李高平 ４５０４ ４８８７

张红梅 ５２１２ ５７１５ 张军军 ３７３７ ３８６４ 贺安庆 ５８０７ ７０７２

王　 芳 ４５０４ ４８８７ 刘小军 ４３０２ ４５２４ 马世辽 ５４９４ ６３６８

刘　 涛 ４５０４ ４８８７ 刘海强 ３７６５ ３９３８ 王　 瑛 ５２４５ ５７９１

刘永胜 ５０４０ ６１０３ 郭小艳 ４３５３ ４６１２ 马　 建 ４３５５ ４６１４

梁延林 ５３４７ ６０２７ 梅青俊 ５５３２ ６４６３

　 　 注: 表内数据源于会计所制调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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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学　 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高考受奖学生

学生是接受教育的对象ꎬ 是学校的主体ꎮ 一批又一批学生从四面八方聚集于延川中学校园ꎬ 初

入校时思想单纯ꎬ 知识面窄ꎬ 对社会认识肤浅ꎮ 然而ꎬ 当他们学习生活几年后ꎬ 不仅增长了知识ꎬ

重要的是对人生的理解、 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大为加强ꎮ 许多学生学到求学致知的方法ꎬ 提高了感悟

力、 识别力和创造力ꎬ 懂得人生价值观与理想目标ꎬ 奠定了奉献社会的思想政治与文化科学底蕴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１９５６ ~ ２０１５ 年ꎬ 先后招收初中 １６０ 班ꎬ 学生 １０２３５ 名ꎻ 高中 ２４７ 班ꎬ 学生

１９６７２ 名ꎮ 加中途转入学生近 ３ １ 万余人ꎮ １９６２~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参加中、 高考被录取者 １ １ 万余人ꎬ

其中重点大学 ６０ 余人ꎬ 被录取已知姓名收入本志近 ４０００ 余名ꎮ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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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学生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根据国家教育方针ꎬ 努力扩大工农子弟受教育面ꎬ 不少村庄兴办小

学ꎬ 渐次普及小学教育ꎬ 广大农民也逐渐认识到知识的重要ꎬ 睁眼瞎在生活中的种种无奈ꎬ 农家子

弟求学欲望渐次强烈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顺应历史潮流而得以创建ꎬ 并结合当时县情实际也招收已婚

青年ꎮ 首次招收初中生 ３ 个班 １８０ 名ꎬ 来自 １１ 个县的 ３０ 多所完全普通小学ꎬ 本县学生占三分之二ꎬ

绥德分区占三分之一ꎬ 且以绥德、 清涧为主ꎬ 分别为 ３０、 ２８ 名ꎻ 其中男 １５６ 名ꎬ 占学生总数

８６ ６７％ꎻ 工人子弟 ４ 名ꎬ 农民子弟 １５１ 名ꎬ 共占 ８６ １１％ꎻ 中共党员 １ 名ꎬ 共青团员 ４８ 名ꎬ 少先队

员 ４９ 名ꎬ 共占 ５４ ４４％ꎻ 年龄最小 １２ 岁 １ 名ꎬ 最大 ２０ 岁以上 ２ 名ꎬ 十三四岁者仅 １５ 名ꎬ 十六七岁

居多为 ９２ 名ꎬ １７~１９ 岁 ７０ 名ꎮ 内有家庭烈属者 ５ 名、 军属 １９ 名、 工属 １６ 名ꎮ

初秋五九级甲班学生有:

马致富　 张碧莲　 马兴旺　 马树贵　 马凤兰　 马仁山　 马存锦　 马建章　 马维福　 王力田

王呈祥　 田志昇　 田生华　 田建生　 田维城　 白玉兰　 白国柱　 兰锦芳　 冯云龙　 冯世成

任庆祝　 刘占彪　 刘仁寿　 刘治义　 刘永德　 刘锦云　 刘　 英　 刘广兴　 刘玉平　 刘凤禄

安居国　 李成文　 李树银　 李福昌　 李维俊　 张凤珍　 张自元　 张永顺　 张志忠　 张桂兰

张拓栓　 张碧莲　 苏治荣　 沙来贤　 杨志清　 杨玉成　 杨世明　 贺有理　 贺有金　 贺宏荣

贺保怀　 郑杨梅　 呼中权　 阎志亮　 徐文均　 袁建萍　 康志盈　 曹英文　 曹树祥　 樊志兴

魏玉琦

乙班有:

郭志仪　 郑光前　 李宴林　 马希悦　 田永祥　 白玉杰　 曹秀珍　 白鸿瑞　 贺学英　 张思聪

邓文忠　 刘玉琴　 杨凤梅　 张清兰　 李淑芳　 马世伟　 任自强　 贺海英　 雷生云　 童建华

周秉成　 张任清　 高文质　 刘如治　 张生柱　 阎秉昌　 王巨祥　 康　 萍　 杨思祥　 高如马

张堡元　 刘鸿信　 马胜利　 刘中元　 刘树江　 高树栋　 曹国玺　 冯治恭　 王宣明　 郝延清

康英福　 李惠萍　 康泽英　 冯如泽　 冯树林　 杜承纪　 高尚仁　 高文杰　 梁士杰　 张志杰

刘贤礼　 邱占钧　 王贤禄　 曹清义　 高风玺　 程景祥　 张明栋　 郝生三　 张国威　 李国富

丙班有:

肖凤省　 霍宝珍　 李建岗　 冯生云　 贺志良　 刘昇科　 王占国　 康国庆　 王建雄　 白国和

杨玉印　 郭永福　 梁振民　 石增玺　 高有祥　 王锡金　 马焕亭　 王怀德　 张　 彬　 郭翠莲

张佩荣　 惠凤珍　 阎玉花　 马林卿　 冯如治　 郭生库　 冯世华　 刘廷善　 任生华　 张崇清

高凤翔　 贾玉国　 刘芬梅　 李凤鸣　 高凤岐　 葛永昌　 张自强　 高醒民　 李汉银　 董玉芳

李国森　 李世春　 冯树杰　 白如银　 马福财　 马贵甫　 刘成德　 贾锡杰　 郝建国　 冯　 胜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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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锦德　 刘贤良　 钟尚有　 吕青海　 郝文党　 高加乐　 冯济民　 冯　 辉　 刘明烽　 马志忠

嗣后ꎬ 所招学生几乎均为本县ꎮ １９５７ 年秋ꎬ 新招初中生 １３２ 名ꎬ 其中男 ９７ 名、 女 ３５ 名ꎻ 并且

９０％为本县学生ꎮ 全校共有学生 ２９４ 名ꎬ 其中男 ２３８ 名ꎬ 女 ５６ 名ꎻ 中共党员 ２ 名 (新生)ꎬ 团员 １０６ 名

(新生 ５６ 名)ꎬ 队员 ５４ 名 (新生 ２４ 名)ꎬ 共占学生总数 ５５ １０％ꎻ 农民子弟 ２４５ 名ꎬ 占 ８３ ３３％ꎮ

初秋六〇级甲班学生有:

刘志新　 成锦良　 鲁玉梅　 马冬梅　 刘春富　 张　 明　 王新亮　 贺志园　 齐国安　 张勤俭

吴佩林　 李合芳　 张　 崇　 马永正　 马永斌　 冯向亮　 张　 岭　 高翠兰　 冯生义　 刘世贤

梁彩英　 段志成　 刘志民　 曹金云　 齐如岗　 高东娥　 曹秀莲　 曹丽云　 刘碧荣　 李玉兰

李国祥　 郝润生　 杨茂荣　 张世新　 刘万民　 孙　 维　 候向民　 樊富通　 王思民　 刘玉明

梁世发　 张志瑞　 李玉俊　 马宏斌　 高庆先　 冯国玉　 贺国强　 康世录　 赵国盈　 刘治忠

高秀兰　 杨彦清　 邓　 云　 张进升　 高　 槦　 杨桂梅　 宜合升　 李遼彬　 康荣富　 刘瑞英

冯桂女　 刘瑞斌　 马彩云　 刘金莲　 冯兰珍　 马存智　 黑锡福　 张光英　 冯贵林　 张清俊

杨福涛　 吴玉林　 刘俊山

乙班有:

韩荷文　 马润生　 师林俊　 白玉璋　 刘平安　 杨树林　 李建华　 李韩春　 李鸿斌　 刘如金

张　 明　 高　 岭　 陈海泉　 刘孝铎　 曹向荣　 李竹兰　 刘玉珍　 高世生　 冯增祥　 石　 存

刘世荣　 王兴兰　 呼东海　 郝师富　 郝连民　 呼光义　 刘彩荣　 曹树成　 景国林　 郝文斌

刘玉莲　 吕明英　 张崇璟　 白玉兰　 王彬林　 刘治明　 强凤莲　 马秀云　 高桂兰　 刘明亮

马世明　 曹凤琴　 段良碧　 贺栓虎　 张光明　 郝俊明　 刘玉英　 鲍升明　 冯永祥　 吴树林

李万庆　 张冬梅　 刘振华　 常建民　 杨振陆　 贺庆伶　 刘泽民　 白光亮　 杨春娥　 杨翠兰

呼世雄　 邓光忠　 田桂兰　 郭建英　 曹云倩　 马志俊　 鲁金名　 杨福涛　 董思义　 高凤倩

杨毕胜　 刘彩云　 曹清云　 杨凤琴　 刘玉莲　 常秀云　 梁玉莲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有学生 ２８２ 名ꎬ ８０％以上为工农子弟ꎬ ７０％左右在 １７ 岁以下ꎮ ８ 月ꎬ 新招初中生

４６０ 名ꎬ 共有学生 ７６２ 名ꎬ 其中男 ５６８ 名ꎬ 农民子弟 ６２８ 名、 工人子弟 ２０ 名ꎬ 其他职业子弟

１１４ 名ꎮ

初秋六一级甲班学生有:

闫凤成　 刘治义　 杨支爱　 冯国发　 张印小　 董玉珍　 袁树恩　 张忠孝　 高长荣　 杨正祥

刘兰亭　 杨瑞华　 贺　 均　 刘秀芳　 田照胜　 张建国　 刘汉乃　 白凤兰　 张新民　 陈冬云

譚咢陈　 蔡慧敏　 鲁树槐　 呼延义　 刘爱民　 高凤阁　 冯玉连　 邓汉元　 鲁文莹　 马凤连

高美英　 高致祥　 高世辉　 马璧璋　 白玉兰　 赵碧瑶　 刘中正　 雷润芳　 邓移民　 杜世雄

辛光昇　 冯金耀　 刘世贵　 张福祥　 安奇芳　 高志文　 冯宗汉　 冯玉梅　 杨生揩　 李彩连

封俊山　 刘凤英　 李世荣　 吴其元　 高志文　 刘凤英　 呼延诚　 霍旺贵　 刘凤英　 白春明

曹文莹　 王祝福　 冯英芬　 李翠梅　 冯玉梅　 白　 秀　 董玉珍　 张玉珍　 刘俊女　 马凤莲

贠国利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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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班有:

张凤荣　 郭萍芙　 刘桂兰　 苏步成　 高宁业　 樊昇秀　 刘进堂　 高月亮　 高兆荣　 刘瑞花

白学思　 鱼水澄　 呼国清　 贺国建　 高文斌　 刘秀兰　 阎万秀　 任锦崇　 白耀山　 董思瑞

丁建文　 冯九如　 张应堂　 冯永昌　 刘思泉　 马荣福　 刘世青　 刘盛江　 刘兴敏　 冯玉英

张振国　 梁崇玫　 冯树生　 冯桂英　 雷吉德　 马邦李　 马寿山　 白光泽　 高锦全　 刘润祥

张永清　 高兴建　 高天祥　 王世新　 袁崇恩　 张秀莲　 郝延凯　 郝昆山　 郝清兰　 李成良

高万迹　 张　 强　 杨秀兰　 高世运　 高兆云　 拓芝兰　 白海清　 惠秀梅　 王桂英　 任海清

樊锦秀　 呼桂林　 呼凤兰　 白海清　 呼秀连

丙班有:

高凤元　 申如茂　 闫锦秀　 曹崇洁　 马瑞花　 师治富　 白秀瑛　 白世宗　 高凤鸣　 刘桂兰

孙海花　 张国祥　 王爱民　 呼延成　 黄树兴　 刘贤贵　 冯世亮　 韩德杰　 张有明　 冯宏山

贺文辉　 刘金亮　 樊世龙　 刘　 昌　 张玉英　 樊学智　 谷明清　 马世祥　 马振国　 秦志珍

苗成荣　 贺树梅　 袁凤兰　 高张连　 袁泽林　 张凤连　 郝延义　 王志功　 惠文明　 冯世祥

焦常生　 张文华　 白瑞雄　 贺树峰　 刘国均　 张世斌　 贺文军　 白耀山　 王丰才　 阎发德

田秀珍　 韩学文　 乔桂兰　 袁风兰　 韩世俊　 甄志明　 白玉麟　 贾智录　 张世雄　 王德祥

叶慧清

丁班 (班主任许世斌) 有:

霍占英　 张致萍　 郭佰民　 高秀萍　 冯治宽　 马明亮　 刘秀兰　 王福明　 刘富郎　 邓树清

高三娃　 任吉兰　 贺万胜　 高开香　 刘世贤　 刘有生　 贺利民　 张思俊　 王振声　 贺文辉

冯桂珍　 冯继昌　 马占海　 王希奇　 李德明　 张富有　 刘玉泰　 王宗全　 许文凯　 杨世立

张明程　 冯彦录　 张世德　 冯玉林　 冯生荣　 高翠连　 杨国智　 袁宗福　 康振东　 杨福华

霍海生　 张吉斌　 冯双虎　 白茂祥　 赵淑英　 董思春　 马德雄　 杨永贵　 冯迎祥　 刘世录

刘治亮　 樊增录　 董瑞珍　 白嘉英　 杨秀清　 袁春梅　 曹亦芸　 高翠梅　 王向英　 刘秀全

樊春祥　 白凤珍

戊班有:

杨满堂　 王　 珉　 郭彩霞　 王恩祥　 高福业　 杜光明　 高存合　 邓邦业　 刘正春　 李香梅

田桂荣　 高　 功　 阎世诚　 张有强　 刘富德　 辛合成　 刘秀珍　 雷治秀　 刘治全　 马志祥

赵秀英　 刘三娃　 屈万财　 冯玉山　 董振华　 郭玉合　 张世全　 李吉孝　 樊锦秀　 郝国璋

冯彦邦　 郭如基　 李凤英　 贺承李　 袁秀花　 袁树春　 杨玉荣　 吕文银　 高长雄　 贺秀梅

杨生荣　 贺志雄　 张文秀　 康三娃　 田世珠　 冯必荣　 张有强　 惠清兰　 高延国　 刘金山

刘爱琴　 张有强　 高　 荣　 张凤兰　 惠贤斌　 高彩琴　 焦志明　 高凤兰　 干翠萍　 呼兴世

王忠聚　 张淑梅

己班有:

高彩荣　 刘文俊　 王彩祥　 石增辉　 呼凤兰　 都彩勋　 高登胜　 胡辉亮　 张彩萍　 呼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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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兴增　 杨振业　 高凤山　 杨容易　 白世明　 徐向平　 杨玉清　 高有祥　 呼治华　 王凤清

王世荣　 王　 朴　 高兆祥　 师惠荣　 王浣江　 袁双全　 阎国樑　 冯爱兰　 刘万江　 刘瑞珍

陈光明　 刘步高　 郝秀荣　 刘光荣　 呼桂林　 沙秀连　 刘德凤　 刘绍富　 赵志卿　 聂生斌

白桂富　 刘赐功　 乔胜有　 梁清云　 呼俏全　 白尚富　 杨有彩　 李凤兰　 郭树元　 高玉泉

冯如海　 王福明　 白俊杰　 张生锐　 樊金星　 张玉荣　 刘学文　 刘永升　 王彩霞　 王碧娥

庚班有:

李成林　 黄秀云　 樊官元　 曹崇华　 高存智　 刘肾强　 曹金林　 高　 林　 刘玉光　 高金元

张建勋　 冯芝英　 白海宽　 白力斌　 郭七娃　 李连义　 高春朋　 樊景瑞　 刘世宽　 张学良

冯国治　 马翠连　 刘如禛　 齐国英　 白常荣　 樊志成　 刘玉梅　 张鸿尚　 张志聪　 王目江

高　 斌　 刘光耀　 郝风岗　 白福祥　 高加谋　 张瑞林　 刘志德　 高秀兰　 冯金平　 冯兴州

刘马虎　 李秀珍　 郭如成　 王存江　 高登狱　 马存兰　 马桂英　 白春明　 冯彩霞　 冯明星

辛合俊　 黄冬荣　 冯世兰　 呼振云　 张玉珍　 石翠莲

辛班有:

李春梅　 王　 秀　 郭香连　 师聚财　 张凤翔　 任光易　 贺志雄　 郝延吉　 刘世连　 刘兰芳

杨瑞兰　 景玉英　 白志斌　 张志厚　 杨世勋　 杨　 浑　 白江林　 刘满堂　 梁崇盈　 杨树艺

张春祥　 张学恩　 樊世昌　 辛爱民　 李生厚　 冯玉莲　 樊如春　 高秀琴　 张彩霞　 王秀鸾

雷志赤　 刘　 祥　 高凤山　 冯光英　 刘光旭　 刘玉明　 高峰亮　 王宪明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ꎬ 杜承纪、 王巨祥、 李成文、 张志强、 徐文均、 刘贤良、 樊志兴、 孙维、 吴树林、

刘如金、 刘步高等 １１ 名学生参军ꎮ 春ꎬ 开学实报到学生 ６６３ 名ꎬ 其中一年级 ４０５ 名占学生总数

６１ ０９％ꎬ 二年级 １１９ 名占 １７ ９５％ꎬ 三年级 １３９ 名占 ２０ ９７％ꎻ 男 ４９１ 名占 ７４ ０６％ꎬ 女 １７２ 名占

２５ ９４％ꎻ 贫农子女 ５１３ 名占 ７７ ３８％ꎬ 中农 １４９ 名占 ２２ ４７％ꎻ 工人子弟 ２２ 名占 ３ ３１％ꎬ 农民子女

５３６ 名占 ８０ ８４％ꎬ 其他职业子女 １０５ 名占 １５ ８４％ꎻ 党员 １ 名ꎬ 团员 ２１７ 名ꎬ 队员 １０７ 名ꎬ 共占学

生总数 ４９ ０２％ꎮ 秋ꎬ 招收初中生 ３８４ 名ꎬ 高中生 ５４ 名ꎬ 共有学生 ９５６ 名ꎬ 其中高中 ５４ 名ꎬ 初一

３８４ 名、 初二 ３９８ 名、 初三 １２０ 名ꎻ 男 ７０３ 名ꎬ 女 ２５３ 名ꎻ 工人子女 ２９ 名ꎬ 工农干部及老干部子女

１４２ 名ꎬ 农民子女 ７５５ 名占学生总数 ７８ ９７％ꎻ 党员 ３ 名ꎬ 团员 ２６２ 名ꎬ 队员 ２０９ 名ꎬ 共占学生总数

４９ ５８％ꎻ 年龄最小 １２ 岁者 ７ 名ꎬ １３~１６ 岁 ２４８ 名ꎬ １７~１８ 岁 ３５１ 名ꎬ １８ 岁以上 ３５０ 名ꎻ 贫农出身

者占 ８３％ꎮ 秋季ꎬ 初中将永坪、 冯家坪、 贾家坪、 关中公社划归延长县第三中学 (永坪初级中学)

招生范围ꎬ 其余公社归延川中学招生范围ꎻ 高中面向全县招生ꎮ

高秋六二级 (班主任王丁玉) 学生有:

高树栋　 刘仁寿　 高文质　 高风岐　 魏玉琦　 高加乐　 张崇清　 马思汉　 郝延清　 高文杰

阎志亮　 冯云龙　 冯济民　 郭永福　 刘芳梅　 梁振民　 王崇民　 张志杰　 张拓栓　 董思义

杨风梅　 李建岗　 李晏林　 曹国玺　 田志升　 刘如智　 邓文忠　 呼素梅　 刘景云　 高有祥

高如马　 梁士杰　 白国和　 刘树江　 高风祥　 刘秋萍　 程金祥　 刘逢鲁　 马智富　 高三保

刘秋萍　 张　 彬　 郭　 奇　 冯如泽　 惠　 博　 马存锦　 张清兰　 马志俊　 刘明亮　 郑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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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华　 王怀德　 郑光前　 李淑芳　 刘宏信　 刘贤礼　 冯如绍　 郝生三　 贺金怀　 郝文党

曹清义　 贺海盈　 白希珍　 雷生云　 惠凤珍　 刘玉兰　 曹锡杰　 郝春云　 刘风义　 白玉兰

初六二级甲班有:

刘雪英　 刘秋风　 赵素花　 刘彩林　 张树斌　 张富银　 赵凤娥　 张存梅　 冯志华　 高哲元

郝王林　 高秀梅　 邓玉花　 李树林　 毛振国　 王世福　 王福智　 陈文忠　 张王胜　 杨来虎

刘世进　 董思胜　 高思祥　 张清明　 白风才　 郝瑞清　 陈焕荣　 韩世荣　 董振江　 庞世勋

王定金　 邓汉荣　 惠小尉　 杨秀芳　 刘志堂　 王桂珍　 张风祥　 高清元　 王晋诚　 李耀宗

张焕武　 郝添富　 张元申　 袁凤贵　 高士辉　 张　 崇　 袁秀梅　 杨兴富　 王永生　 王宗元

马玉连　 李志连　 马世发　 梁玉胜　 冯志英　 任治平　 刘振忠　 高桂兰　 贾　 禄　 周秀兰

崔益强　 高玉兰　 王春梅　 刘风云　 王进成　 郝天富

乙班有:

李应存　 冯翠萍　 刘彩芳　 董彩英　 甄光辉　 郑　 秀　 郝瑞莲　 刘春祥　 杨志范　 高尚贵

白　 琴　 杨秀莲　 郝玉华　 呼起亮　 杨彩云　 师振业　 杨福荣　 沙文振　 曹风琴　 马瑞清

吴志芳　 高春生　 曹崇廉　 冯瑞清　 惠国清　 郭占魁　 张世梅　 李玉成　 任海清　 张春林

董瑞祥　 申玉祥　 樊金亮　 王明清　 毛清林　 郭秀兰　 董平凡　 张生贵　 刘　 平　 马俊山

冯瑞亭　 张俊香　 刘振明　 钟志德　 李国华　 冯秀山　 郭吉林　 杨月亮　 刘巧荣　 王治贵

兰尚华　 张贺玉　 杨秀英　 李　 牛　 刘　 义　 高进清　 任世明　 谭　 林　 刘汉良　 张月英

刘志华　 景玉英　 丁建文　 贺清秀　 任敬旺　 任光辉　 白三合

丙班有:

郭世德　 任彩云　 王向春　 刘沛林　 白志云　 刘世富　 陈文治　 白国辉　 马存义　 高桂英

巩瑞华　 刘建军　 刘建忠　 刘万桂　 刘　 兴　 刘汉印　 魏志顺　 白宏川　 乔玉雄　 冯兰英

杨福康　 郭桂梅　 马连三　 李思明　 高志明　 白世荣　 任俊意　 程国祥　 贺成英　 冯　 庸

郭志亮　 杨淑梅　 阎鸿亮　 李万花　 刘风鸣　 刘德才　 梁爱玲　 曹永芬　 郝智德　 郝世兰

刘志祥　 呼凤兰　 冯　 彦　 李世明　 刘兆瑞　 王杨锁　 张国强　 贺智瑞　 张霞娃　 杨国秀

王　 胜　 李彦有　 高秀青　 都世德　 刘凤桐　 庞玉福　 郑志秀　 李玉英　 刘永耀　 刘廷耀

李昆山　 马思科　 马桂兰　 曹莲芳　 贺斌礼　 高风琴

丁班有:

任雪清　 邓富荣　 刘思建　 阎永新　 朱志亮　 王　 兰　 杨成娃　 刘志昌　 高士忠　 田建忠

李世平　 杨春茂　 杨风英　 白惠平　 郝连芳　 马香梅　 高世梅　 刘向林　 郝平安　 刘宜生

王焕英　 白志兰　 杜成山　 高锦瑞　 高世学　 马明星　 杨元小　 惠玉萍　 党志福　 高林雷

房志荣　 封艮山　 石玉祥　 申玉清　 高风亭　 冯世俊　 王秀鸾　 赵秀莲　 王崇锡　 封俊杰

张学虎　 苗玉英　 贾智萍　 冯顺平　 梁世昌　 杨瑞祥　 杨贵仁　 刘振全　 樊文斌　 邓汉江

马世凯　 杨根森　 曹波平　 袁树桐　 李志存　 史树华　 刘学亮　 刘国权　 刘凤山　 贺高玉

杨凤叶　 雷　 英　 申孝兰　 蔡加芳　 呼秀梅　 张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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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班有:

杜均祥　 刘思智　 刘随堂　 梁彩莲　 杨嘉元　 冯庆贺　 陈福德　 高玉林　 刘国海　 李存林

白文玉　 马秀珍　 邓文彩　 贺志英　 刘白成　 高延芳　 曹　 忠　 高治亚　 惠福祥　 冯志明

王兴国　 冯国泰　 刘进福　 张凤岗　 刘振云　 杨金福　 贺成李　 冯玉山　 郝清泉　 张凤清

惠志富　 刘正荣　 高瑞珍　 高宗义　 高崇阶　 石玉祥　 刘信福　 张凤清　 赵国元　 阎凤祥

马学义　 邓立昌　 高春梅　 白国杰　 高炳林　 王新国　 刘治义　 呼清祥　 贺清瑞　 霍玉斌

刘国海　 张福祥　 高凤珍　 刘富财　 刘　 祥　 郝国文　 曹世华　 高凤明　 齐斌贤　 徐向平

党瑞祥　 白风治　 高彩萍　 白瑞珍　 王秀莲　 高秀梅　 贺清秀　 惠淑荣

己班有:

王桂珍　 杨德祥　 曹　 雄　 白爱荣　 白国瑞　 李成俊　 周秀兰　 刘德清　 刘富庶　 袁崇叶

刘兵郎　 马志成　 封瑞山　 曹秀成　 冯六亮　 王庭祥　 牛凤英　 任锦武　 曹崇仁　 陈文岗

刘丕详　 张世梅　 樊金星　 李玉莲　 李玉池　 黑高锳　 程吉祥　 杨祝多　 文富德　 冯思诚

贺生云　 刘瑞英　 冯翠英　 刘延祥　 白国瑞　 陈金德　 李堉江　 刘　 良　 张世梅　 王忠彦

李思贤　 刘振国　 刘克明　 杨生杰　 郭彦生　 冯国英　 郝国清　 王占江　 李维义　 高生瑞

庞瑞轩　 贺青梅　 惠玉梅　 刘吉祥　 刘治平　 张月英　 王建业　 刘丰德　 白秀珍　 冯玉莲

王玉莲　 刘志焕　 贺斌义　 李玉英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有学生 ９０７ 名ꎬ 其中高一 ５２ 名ꎬ 初一 ３４７ 名、 初二 ３８８ 名、 初三 １２０ 名ꎻ 男 ６５３ 名ꎬ

女 ２５４ 名ꎻ 党员 ３ 名ꎬ 团员 ２９７ 名ꎬ 队员 １２９ 名ꎬ 共占学生总人数 ４７ ３０％ꎻ ９９ ６％为农民子弟ꎬ 贫农

出身占 ８３％ꎬ 中农占 １６ ６％ꎮ 高中、 初三大都在 ２０ 岁左右ꎬ 初中一、 二年级大都为 １５~１８ 岁ꎮ ８ 月ꎬ

新招高中生 ５８ 名ꎬ 初中生 １８０ 名ꎬ 开学实报到学生 ９７７ 名ꎮ １０ 月ꎬ 初一年级超龄生返乡 ９２ 名ꎬ 转走 ６

名ꎬ 休学 ２１ 名ꎬ 自动退学 ４５ 名ꎬ 至年底实有学生 ８１３ 名ꎮ

高秋六三级 (班主任徐永和) 学生有:

高世森　 高　 岭　 贺庆玲　 段志成　 刘志祥　 张光明　 韩荷文　 杨振陆　 邓新忠　 石　 存

刘平安　 王兴亮　 高碧英　 杨桂梅　 梅友爱　 曹克俭　 冯国玉　 王兴兰　 赵国盈　 刘世贤

张　 崇　 张　 岭　 刘瑞英　 曹锦云　 曹政云　 郝润生　 陈海泉　 贺栓虎　 冯爱民　 高长安

许明珍　 李国祥　 高明远　 常建民　 吕明英　 刘俊山　 冯　 会　 郝文彬　 刘志明　 高郝兴

高翠兰　 张留兰　 张世新　 马润生　 张　 明　 刘泽民　 李玉兰　 张贵霞　 高桂兰　 李风敏

曹云清　 吴佩林　 陈锦良　 陈海泉　 杨贵平　 刘玉珍　 郭建英　 曹克俭

初秋六三甲班 (班主任王德智) 有:

高　 轩　 梁中林　 冯志英　 梁丁中　 杜致明　 杨学恩　 任振斌　 贺江海　 张应祥　 梁玉莲

高占峰　 白志昌　 梁世安　 齐秀莲　 张崇德　 张　 模　 贺志祥　 贺　 勇　 郝玉梅　 邓兴思

张清朗　 李生金　 张富贵　 张如意　 张志民　 郝宏梅　 贺自强　 贺怀清　 陈冬花　 王向荣

王树才　 惠桂兰　 阎风州　 白央选　 杨志林　 高春梅　 毛树兰　 郝风清　 刘玉英　 乔风莲

樊德旺　 冯志荣　 白志科　 毛树富　 梁锦雪　 惠世强　 霍满福　 白宏荣　 白希玲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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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班 (班主任王省吾) 有:

梁志发　 高林云　 郭英杰　 刘正安　 姬祖林　 王　 志　 高清秀　 贺光辉　 白志富　 高友富

冯　 雄　 袁炳兴　 白志雄　 高秀梅　 雷　 廷　 袁崇高　 马世权　 党振岗　 冯鹏举　 冯均安

南　 山　 贺崇发　 康成富　 张富堂　 杨栓录　 贺建学　 马秀梅　 高有富　 曹长厚　 高士杰

梁桂平　 张　 兰　 马瑞祥　 许风英　 王应孩　 冯国成　 李树祥　 刘汉光　 刘　 桃　 马玉洁

董马驹　 呼延康　 刘清林　 刘兰发　 袁崇皋　 康俊杰　 董瑞林　 方清明　 高世平　 杨增玲

张　 林　 杨春祥　 惠向荣　 刘正安　 高　 文　 惠树荣

丙班 (班主任阎尔雄) 有:

郭应鱼　 张延寿　 梁生财　 高存梅　 冯碧莲　 冯秋祥　 杨俊娥　 张桂梅　 刘树德　 马俊民

杨正中　 张玉莲　 干怀玉　 邓风杰　 马世祥　 郝秀清　 刘风清　 张瑞生　 任世明　 郭宝成

白雪清　 邓树荣　 强生明　 方清明　 王学仁　 刘春梅　 梁耀珍　 齐王全　 张鸿仁　 康加智

刘世民　 冯凤仙　 白永胜　 张焕学　 袁崇邦　 刘玉连　 杨志明　 刘应生　 郝文斌　 干玉涌

刘彩英　 梁爱荣　 张　 泽　 高富贵　 杨志明　 曹　 珍　 李恒祥　 任满明　 霍兴汉　 贺建学

高占彪

１９６１ 年春ꎬ 在校学生降至 ７３６ 名ꎬ 其中男 ５３９ 名ꎬ 女 １９７ 名ꎻ 高中一、 二年级共 ７８ 名ꎬ 初一

９４ 名、 初二 ２２１ 名、 初三 ３４３ 名ꎻ 本县学生 ６９１ 名ꎬ 县外 ４５ 名ꎻ 出身贫农 ６３５ 名ꎬ 中农 ９８ 名ꎬ 共

占学生总数 ９９ ５９％ꎻ 党员 ４ 名ꎬ 团员 １８３ 名ꎬ 队员 ７９ 名ꎬ 共占 ３６ １４％ꎻ １３ ~ １５ 岁 １００ 名ꎬ １６ 岁

以上 ６３６ 名ꎻ 工人子弟 ２４ 名、 农民子弟 ５７１ 名、 干部子弟 １１０ 名、 其他职业子弟 ３１ 名ꎬ 工农子女

占学生总数 ８０ ８４％ꎮ 秋ꎬ 招收初中生 ２００ 名ꎬ 高中生 ５４ 名ꎬ 共有学生 ６３８ 名ꎮ

高秋六四级学生有:

张风莲　 陈光明　 刘瑞花　 高天祥　 张瑞林　 刘富德　 刘文俊　 高兆荣　 李春梅　 刘贤贵

马翠莲　 刘思泉　 吕青江　 刘　 昌　 高三娃　 赵国盈　 刘兰芳　 张志厚　 张志诚　 白海宽

高金元　 杨瑞花　 冯永海　 刘玉光　 邓兴增　 刘万江　 郝风岗　 白荆祥　 郭树元　 杨德堂

冯思聪　 张贵霞　 马顺义　 贺　 均　 曹锦云　 冯国玉　 张文秀　 张春祥　 高有祥　 冯治宽

高新建　 袁树春　 贺文军　 呼曙光　 任中畅　 蔡慧敏　 董思春　 罗慧芳　 高桂兰　 张富有

樊秀清　 张彩萍　 白有义　 张　 明

初秋六四级甲班有:

张　 虎　 杨正兴　 石存德　 阎增光　 王秀梅　 韩雪清　 张清云　 白福莲　 马光亮　 袁丁祥

康富云　 郝振发　 李婉容　 刘　 明　 毛树富　 乔玉清　 郝　 俊　 刘翠英　 李文荣　 刘瑞珍

刘志兰　 李春明　 呼玉莲　 陈文祥　 刘成才　 樊如莲　 梁立兴　 郝光辉　 史翔生　 黑重娥

王吉庆　 郭玉宝　 刘福志　 冯永清　 冯翠兰　 李遇湘　 马志平　 冯瑞祥　 王清元　 贺海亮

刘风林　 刘玉兰　 郝风台　 梁有智　 高风梅　 刘淑珍　 郝清江　 杨　 斌　 刘　 维　 温焕江

王良财　 呼银亮　 张万德　 郝秀兰　 白风山　 任光廷　 惠福荣　 贺国亮　 白宏荣　 关新明

白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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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班有:

白海洋　 王保祥　 白光明　 刘富云　 杨世樊　 王向明　 刘风梅　 宋志英　 曹秀娥　 高作中

任振荣　 郝振祥　 马建明　 李德生　 高锦祥　 刘思恩　 都　 平　 刘青萍　 曹伯植　 刘玉林

呼桂琴　 张万光　 杨彩霞　 高风兰　 高志旺　 马瑞林　 杨文平　 魏世奎　 郭桂梅　 呼治民

李文英　 梁彦昌　 高　 灵　 苗招兰　 袁秀英　 张瑞花　 贺有生　 马瑞英　 曹　 廷　 刘国璋

呼文仁　 邓富合　 邓邦裕　 杨　 尉　 高风花　 郭长清　 杨世强　 刘向平　 袁风花　 贺碧莲

杜成祥　 拓　 祥　 白雪梅　 刘吉萍　 张银银　 梁文平　 梁兰挡　 刘玉珉　 刘世明

丙班有:

高兴忠　 杨常乐　 房志俊　 刘志云　 刘玉周　 高建平　 郝斌良　 田建华　 刘芝云　 刘翠莲

呼志国　 刘有亮　 杨　 政　 李彩荣　 杜成功　 冯振安　 刘永耀　 郭瑞清　 冯银锁　 呼业亮

曹时德　 呼太英　 刘树海　 刘瑞明　 康三兰　 赵世仙　 任振斌　 李养铎　 白金泽　 杨春芳

袁崇芳　 杨世梅　 崔外林　 刘秀芳　 呼业忠　 郝延富　 曹　 鸿　 贺世昌　 王瑞连　 阎炳富

樊如聪　 白风义　 赵智学　 高步忠　 张富裕　 冯志翔　 邓志荣　 杨显华　 康振英　 鱼海江

支玉华　 白翠兰　 马瑞连　 呼云斗　 张　 碧　 冯秀林　 郝玉珍　 陈文祥　 刘立州　 曹树德

杨　 政

丁班有:

芦有胜　 董魁元　 张世辉　 杨志明　 曹建忠　 刘玉花　 张延明　 文振东　 杨彩祥　 蔡惠玲

高文尉　 杨福全　 张海水　 张青萍　 樊雪兰　 刘高存　 冯云明　 刘耀明　 刘应平　 刘时福

冯思敬　 杨兰梅　 梁新风　 王福有　 刘玉光　 马宏友　 白玉花　 霍佑福　 梁玉莲　 呼文亮

冯永明　 杨彩萍　 白风清　 惠振中　 任彩清　 延希奇　 李席莲　 张吉义　 梅友仙　 白瑞裕

梁风兰　 刘世雄　 申庆海　 冯世贤　 高　 岭　 马风林　 刘志成　 高逢果　 杨玉兰　 袁　 兵

毛桂祥　 高海燕　 白向明　 郝福财　 贺生瑞

１９６２ 年春ꎬ 开学报到学生 ５４５ 名ꎬ 因初六二级提前毕业 １０５ 名ꎬ 至 ７ 月实有学生 ４０８ 名ꎮ 秋ꎬ

新招收高中生 ５６ 名ꎬ 初中生 １２０ 名ꎬ 实有在校生 ３７７ 名ꎬ 至年底有学生 ３６２ 名ꎬ 其中党员 １ 名ꎬ 团

员 １０１ 名ꎬ 队员 １３１ 名ꎬ 共占学生总数 ６４ ３６％ꎻ 工人子女约占 １０％ꎬ 农民子女占 ８０％以上ꎮ

高秋六五级学生有:

李成俊　 李应存　 高风琴　 王存虎　 冯世财　 赵风娥　 刘汉印　 师聚才　 梁爱玲　 白世荣

刘兵郎　 刘沛林　 马思科　 樊凤英　 李玉柱　 马永平　 崔　 玲　 李　 萍　 刘志华　 白金山

呼兴世　 杨德祥　 惠亚萍　 郝莲芬　 邓玉花　 田建忠　 李维治　 王焕英　 高瑞珍　 李世平

冯志华　 张秀莲　 贺彩琴　 贺风莲　 马富年　 郝平安　 张永昶　 齐国贤　 张树斌　 冯向前

曹崇廉　 郭志亮　 王世福　 任　 强　 罗慧芳　 贺风莲　 贺利民　 白凤珍　 郝玉林　 马翠莲

刘志明　 白秀珍　 霍　 玲　 高登维　 赵素花　 蔡慧敏　 王淑芳　 徐向平

初秋六五级甲班有:

郝荣林　 曹新明　 张世雄　 李铁元　 樊文百　 花海山　 郝安平　 梁崇勇　 贺自发　 刘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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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青　 贺立兰　 郝玉珍　 朱秀芳　 都红义　 韩世有　 陈志高　 王玉花　 刘有亮　 高桂香

李有栋　 吴其浪　 程永祥　 都瑞珍　 曹文斌　 杨青云　 刘生才　 白国荣　 白国樊　 冯秀珍

刘俊信　 刘玉莲　 刘思辉　 杨福林　 高明迁　 杨明亮　 高申林　 韩荷琴　 郝文俊　 高　 萍

白风祥　 王志胜　 刘邦治　 任振东　 刘桂英　 刘瑞珍　 花满山　 梁世毛　 姬彩霞　 贺玉兰

王金成　 刘思辉　 李成栋　 贺　 兑　 郝生财　 郝振发　 白向明　 樊文丽　 白风祥　 高桂兰

刘蓓蓓　 刘世英　 花源海

乙班有:

高加富　 白志康　 刘锦福　 郝春梅　 白丽萍　 高延祥　 花应祥　 高风莲　 张　 萍　 董世德

张志斌　 高新民　 李玉奎　 霍玉春　 刘贤智　 张冬梅　 樊治元　 张志德　 冯好学　 张如院

白汉周　 杨翠英　 袁崇寿　 张风霞　 马克亮　 冯延寿　 阎金荣　 冯永钱　 刘志山　 刘彩芳

雷志诚　 安春宣　 刘　 克　 阎金铎　 兰尚林　 高候臣　 高富兰　 张占有　 刘爱莲　 马友富

郝高才　 高金荣　 冯秀连　 陈文祥　 温焕江　 郝福才　 秦　 芳　 刘如元　 刘耀明　 刘玉莲

冯天明　 孙志清　 刘玉梅　 刘高存　 焦志珍　 高志雄　 马桂兰　 王廷胜　 刘振东　 王尚文

高志同　 王世贤

１９５６~１９６３ 年ꎬ 延川中学学生构成有几个明显特点: 一是农村学生比例大于城镇学生ꎬ 且呈上

升趋势ꎮ 二是学生年龄偏大ꎬ 相差亦很大ꎬ 同级学生最小 １２ 岁ꎬ 最大 ２１ 岁ꎬ 以 １６ ~ １８ 岁占多数ꎻ

少数已婚男女青年入校读书ꎬ 这主要照顾原来无上学读书机会的青年ꎮ 三是男学生占绝大多数ꎬ 学

生退学、 休学、 转学情况较多ꎮ 由于初建校ꎬ 教学设施简陋短缺而劳动多ꎬ 加之 １９５８ 年 “大跃

进”ꎬ 致使学生上学读书积极性消退ꎬ 休学、 退学人数渐增ꎮ 首届所招绥德、 清涧县等异地学生也

陆续转学ꎮ

１９６３ 年春ꎬ 开学报到学生 ３３９ 名ꎮ ８ 月招收初中生 １２０ 名ꎬ 高中生 ５２ 名ꎬ 在校生增至 ４１２ 名ꎬ

因退、 休学等原因ꎬ 期终实有学生 ３９３ 名ꎬ 其中男 ２９５ 名ꎬ 女 ８８ 名ꎻ 团员 ９４ 名ꎬ 队员 １５３ 名ꎬ 共

占学生总数 ６２ ８５％ꎻ 贫农出身 ３４０ 名占 ８６ ５１％ꎬ 中农 ４９ 名占 １２ １４％ꎻ 年龄最小者 １２ 岁ꎬ 最大

的 ２２ 岁ꎬ 平均年龄 １７ 岁ꎮ

六六级高中生有:

冯秋祥　 冯碧连　 李文化　 马汝平　 韩玉珍　 游根续　 白向生　 高桂兰　 樊秀娥　 董思智

白福堂　 冯治梅　 张仁忠　 贺江海　 张意民　 张清朗　 刘秋风　 梁定忠　 阎永新　 王学仁

白玉花　 刘玉珍　 张玉梅　 马树斌　 高太平　 潘世省　 呼延庆　 薛延成　 冯志英　 梁生才

高清秀　 张瑞生　 冯　 雄　 卢兴文　 雷　 廷　 高　 轩　 刘翠英　 高秀梅　 高存梅　 贺光辉

白世珍　 马翠莲　 李彩霞　 李　 平　 郝玉林　 刘春梅　 信保印　 刘崇苏　 白富堂　 刘　 茜

胡淑萍　 赵素花　 孙满聪　 郭宝成　 杨小蕊　 沙秦生

初秋六六级甲班有:

杨树兴　 王应态　 高合英　 惠冬梅　 冯彦萍　 刘风梅　 李改芳　 刘金亮　 杨福昌　 冯玉林

惠振华　 张高虎　 高登有　 都天社　 梁世毛　 马林山　 郝振富　 高秀英　 白廷民　 樊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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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贤　 马克瑞　 杨四瑞　 瞿占世　 曹金星　 刘月屏　 甄彦忠　 田树彬　 刘永华　 刘丁慧

杨高庄　 高杨平　 刘翠莲　 刘玉金　 康富荣　 李万才　 白文新　 董向斌　 沈燕水　 樊文丽

齐世发　 王润莲　 康深荣　 黑世明　 高加善　 庞廷堂　 冯春林　 梁世忠　 郝翠莲　 刘志成

梁福贤　 候万荣　 曹廷福　 高　 涛　 袁风莲　 郝高才　 姬彩萍　 白玉华　 白世珍　 冯山云

白文新　 王世贤　 李永瑞　 王瑞莲　 白国桐　 姬彩萍

乙班有:

冯荷萍　 曹随平　 李生瑞　 张建国　 李万银　 李玉英　 袁崇岭　 吴　 江　 白自宁　 白桂花

曹改平　 冯玉花　 苗生旺　 梁世祥　 王富民　 高世华　 白新民　 呼春阳　 梁太平　 高文俊

高文德　 梁瑞祥　 刘明开　 马克亮　 都志梁　 薛延清　 王广平　 李建封　 詹明娃　 高志冈

张崇世　 梁小燕　 王军祥　 邓许廷　 高建忠　 杨世娥　 高自安　 刘振明　 马宏清　 马春林

高有年　 胡旭亮　 贺仲明　 梁光萍　 杨福贵　 石生泉　 梁玉珍　 杨彩云　 高志全　 葛金荣

张发祥　 刘兴治　 王维国　 刘世英　 张瑞花　 白凤祥　 杨世娥　 李红星　 李青霞　 杨彩郁

花延梅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ꎬ 实报到学生 ３８９ 名ꎬ 期终减为 ３７６ 名ꎬ 其中男 ２８５ 名ꎬ 女 ９１ 名ꎻ 贫农子女 ３０９ 名

占学生总数 ８２ １８％ꎬ 中农 ６５ 名占 １７ ２９％ꎬ 地主、 富农子女各 １ 名ꎻ 团员 １０８ 名ꎬ 队员 １１４ 名ꎬ 共

占 ５９ ０４％ꎻ 工人子女 １０ 名、 农民子女 ２４２ 名共占 ６７ ０２％ꎬ 干部子女 ８２ 名占 ２１ ８１％ꎬ 其他 ４２ 名

占 １１ １７％ꎮ

高六七级学生有:

高合亭　 白金泽　 赵琴仙　 马建民　 蔡惠玲　 刘徐生　 刘世萍　 张　 虎　 胡忠秦　 都　 平

刘玉花　 冯向儒　 冯金玉　 张延明　 高建平　 冯思敬　 白樊贤　 刘风梅　 高文尉　 冯智亮

康光亮　 王秀梅　 高世亮　 李德生　 刘瑞明　 刘玉林　 宋志英　 马宏友　 刘世民　 李宛荣

高锦祥　 刘永耀　 冯振安　 郝斌英　 冯金莲　 张世萍　 申如秦　 王如彬　 张世萍　 马克亮

郭保成　 田树彬　 田桂花　 徐志仁　 杨文萍　 张　 存　 刘翠莲　 芦树花　 袁炳新　 田仁庄

李养铎　 白晓丽

初六七级甲班学生有:

贺建忠　 马世发　 曹建人　 惠玉强　 张兴武　 马兴胜　 贺金龙　 樊金福　 陈志亮　 郝德英

冯国辉　 杜君颖　 刘万福　 张向前　 张　 原　 梁桂梅　 兰春花　 张富兰　 李翠萍　 刘彩祥

梁冬泉　 贺桂梅　 曹建华　 高进峰　 王秀梅　 高恩儒　 梁世才　 刘桂兰　 袁忠梅　 高明高

刘执生　 马秀珍　 白登才　 刘海茹　 刘振安　 张耀雄　 刘世福　 都元雄　 马金堂　 高志银

袁树雄　 文北南　 梁继德　 刘霞林　 刘光耀　 杨越鸿　 高文广　 曹永华　 张　 福　 魏志荣

樊志勇　 刘玉英　 白国柱　 刘金亮　 高　 涛　 袁瑞莲　 郭德祥　 白向明　 李世旺　 白国保

刘玉香　 惠治平

乙班有:

冯吉祥　 张停瑜　 李春梅　 王如炳　 白瑞生　 梁慧贤　 张风元　 刘治安　 王　 安　 冯光花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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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吉清　 贺国亮　 郭香莲　 张玫瑰　 白竹梅　 李玉梅　 邓曹栓　 王从龙　 李志清　 刘世梅

梁世福　 惠　 星　 白碧荣　 刘桂英　 刘鸿儒　 刘建清　 杨清俊　 郝文斌　 刘志亮　 郝建全

梁崇强　 靳世英　 郭晓平　 杨桂梅　 刘作寿　 杨瑞祥　 马瑞花　 石智成　 杨世平　 刘玉泉

杨织延　 马世昌　 李小存　 冯有财　 杨世祥　 高海晏　 高瑞荣　 高风荣　 高桂珍　 李永瑞

张志平　 张振河　 张志雄　 高福振　 刘太雄　 刘　 丁　 王学智　 冯瑞花　 高雄总　 刘正合

刘世梅　 张金银　 邓许廷　 赵奋生　 李好慧　 郭秀莲　 冯光兰　 郝尚文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ꎬ 学生回升至 ４８８ 名ꎮ

高秋六八级学生有:

刘学智　 韩荣琴　 张志德　 董世德　 刘锦福　 曹新民　 郝荣林　 朱秀芳　 王玉花　 李丹青

张世雄　 高加富　 王光荣　 白银山　 周春花　 韩世有　 高王存　 梁崇勇　 冯惠民　 冯光富

马栓兰　 王春庆　 高　 萍　 白丽萍　 白国凡　 刘翠兰　 郝高女　 刘四海　 张文英　 刘香连

刘世成　 刘文章　 刘鸿鸣　 郝生荣　 张文美　 赵志功　 张学荣　 赵丁文　 鲍如洋　 樊太平

张学凯　 宜德合　 阎金铎　 吴其浪　 谷新华　 冯彦寿　 程永祥　 张　 存　 刘翠莲　 杨文萍

李养铎　 高新民　 贺自发

初秋六八级甲班有:

冯　 斌　 艾克林　 张世福　 马志有　 李树春　 任太气　 王春娥　 王焕英　 霍　 胜　 张耀武

梁玉忠　 牛占雄　 马玉娥　 张亭璟　 王　 雄　 兰尚英　 柴如尚　 刘腊梅　 白安群　 高定平

刘世朋　 高耀祖　 李　 陈　 李文贵　 冯雪海　 曹兰生　 郝占富　 杨玉莲　 杨志杰　 刘张员

庞占怀　 王康友　 郭伯胜　 梁世新　 李德瑞　 延进有　 高加禄　 李青云　 刘志明　 高加成

马登山　 李鸿恩　 高调珍　 白国保　 杨　 柳　 高翠峰　 杨菊英　 程俊祥　 张生华　 冯海生

张鸿润　 贺正权　 高　 儒　 程　 岗　 周小励　 刘永智　 庞耀祥　 赵奋生　 王进德　 刘国新

刘世梅　 李世旺　 刘耀斌　 李国新　 呼春燕　 刘有才　 党志美　 冯宗林　 高冬季　 陈大平

高延贞　 胡淑梅　 姜志美

乙班有:

高延义　 张太平　 郝天贵　 刘向前　 郝江海　 张振和　 张思梅　 王祝秀　 白兰花　 呼文平

张翠梅　 高世长　 梁耀清　 曹世福　 任志亮　 曹伯先　 马思荣　 杨富平　 王向峰　 高彩峰

杨致和　 刘如意　 王清明　 刘志明　 杨翠莲　 苗普选　 马向前　 曹克仁　 刘振祥　 刘治义

侯兰庄　 任平安　 贺金山　 姜明德　 刘世忠　 张瑞梅　 惠永利　 杨风岗　 郝九高　 李成春

任宝庆　 李存清　 高玉珍　 马保龙　 冯　 智　 殷生智　 高凤仙　 冯金仙　 张　 林　 杨金明

马金亮　 刘志珊　 王贺庄　 郝延亮　 李应福　 拓清秀　 郭志文　 苗　 蕊　 张志盈　 马　 骥

高长生　 陈文浩　 梁忠信　 郝尚德　 郝尚文

１９６６ 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ꎬ 张贴大字报ꎬ 开展革命大批判ꎬ 斗争的火焰席卷校园ꎬ 正常

的教学工作受到一定影响ꎮ 秋ꎬ 招收初中、 简师各两个班ꎬ 其中初中 １２０ 名ꎬ 简师学生 １００ 名ꎮ 在

校生上升至 ６９３ 名ꎮ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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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六九级学生甲班有:

冯玲玲　 曹风花　 高　 培　 王祝英　 钞彩萍　 杨艳琴　 师彩琴　 刘玉珍　 刘彩云　 王彩霞

杨桂莲　 高玉莲　 刘玉兰　 高延林　 王瑞荣　 冯玉祥　 石智山　 王世祥　 马秦蜀　 马新明

董思功　 高士有　 冯吉祥　 郝文焕　 贺宏儒　 拓展明　 冯瑞宁　 常志生　 刘璞璋　 康振明

高志安　 李应源　 惠世安　 杨改明　 高万林　 都长营　 都清林　 张清林　 魏玉白　 杜尚建

高武生　 刘世才　 张清有　 贺怀忠　 白国柄　 高金奎　 郝志贤　 刘生名　 曹和平　 刘世海

张小平　 刘正旭　 刘瑞祥　 王心如　 邓心明　 田建富　 郭周平　 白刘杰　 曹　 银　 秦汉有

史　 燕　 马建亮　 逯延玲　 贺世海　 常东升　 高武生

乙班有:

曹伯仁　 武铁锁　 王思进　 冯斌瑞　 冯国珍　 史存寨　 杨耀海　 梁志贤　 邓伦环　 杨生祥

邓新平　 张春明　 刘富成　 高志兴　 张　 涛　 杨　 福　 高世斌　 惠世来　 郭高娃　 石玉雄

惠风兰　 李彩琴　 郝玉萍　 冯桂莲　 董翠娥　 董春娥　 赵灵敏　 贺桂花　 杨桂莲　 冯风霞

高彩贤　 梁秀珍　 贺延庆　 郝建设　 刘时突　 张兴文　 都立勋　 呼文斌　 曹冬青　 高树开

刘向贤　 刘耀山　 贺克文　 张玉才　 张　 强　 高伯义　 任振邦　 刘宏斌　 高风翔　 冯世云

张　 斌　 高周平　 高天仁　 高加必　 高　 江　 贺元富　 贺玉有　 刘金元　 张振国　 童李保

杨学强　 杨福华　 高风莲

编号: ６－１　 延川中学简师级甲班学生花名册

姓　 名 性别 年龄 成分 政治面貌 籍　 贯

杨建华 男 １７ 下中 　 — 眼岔寺公社杨家山村

高忠富 男 １７ 下中 团 马家河公社黄家圪塔村?

白欢嘉 男 １９ 贫 团 冯家坪公社大白家沟村

王鸿斌 男 １８ 下中 — 冯家坪公社段家圪塔村

高风荣 男 １６ 贫 — 城关公社下杨家湾村

杨翠英 女 １７ 贫 — 城关公社北塬村

高合俊 男 １５ 贫 — 城关公社拐峁村

刘桂梅 男 １７ 贫 — 张家河公社刘高山村

刘春梅 女 １７ 贫 — 张家河公社刘高山村

冯碧莲 女 １８ 贫 团 张家河公社冯家崖村

张玉萍 女 １７ 贫 — 文安驿公社白家塬村

王彩云 女 １６ 贫 — 文安驿公社

冯好荣 男 １８ 中 — 土岗公社铁匠山村

冯世亮 男 ２０ 贫 团 土岗公社阿占村

郭常兴 男 １７ 贫 — 土岗公社贺家坪村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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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成分 政治面貌 籍　 贯

贺怀泽 男 １６ 贫 — 土岗公社天山村

郭风侠 女 １８ 贫 — 贺家湾公社郭家塌村

李彩风 女 １８ 中 团 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

马桂兰 女 １８ 中 团 贾家坪公社马家圪塔村

郭香梅 女 １７ 下中 团 贾家坪公社高家千村

樊士杰 男 １６ 贫 团 贾家坪公社樊家川村

张保桐 男 １６ 贫 团 稍道河公社稍道河村

刘玉翠 女 １６ 贫 团 稍道河公社东佛塬村

高士美 男 １５ 下中 　 — 眼岔寺公社齐家山村

王存江 男 １９ 下中 团 关庄公社王家沟村

李治清 男 １９ 贫 团 关庄公社刘家圪塔村

王全智 男 １８ 贫 — 关庄公社关家沟村

高吉连 女 １８ 贫 — 关庄公社关庄村

梅崇华 男 １５ 下中 — 南河公社下佛崾村

曹翠英 女 １７ 中 团 南河公社瓦村河村

王绍武 男 １７ 富 — 南河公社南河村

高风清 男 １５ 贫 — 马家河公社店子河村

张　 范 男 １７ 贫 团 马家河公社贯头村

马宏平 男 １６ 贫 — 禹居公社马家湾村

赵志俊 男 １５ 贫 — 禹居公社石家沟村

石生录 男 １９ 贫 团 文安驿公社依洛河村

杨　 雄 男 １７ 贫 — 拓家川公社杨家圪坮村

陈文兰 女 １８ 中 — 拓家川公社陈家塬村

杨彩霞 女 ２０ 贫 — 马家河公社庞家河村

郝英杰 女 １７ 中 — 拓家川公社冯家村

高颖芝 女 １７ 下中 — 城关公社高家圪坮村

刘贤值 男 １６ 贫 — 永坪公社源流湾村

张保员 男 １６ 贫 — 稍道河公社佃山河村

杨　 英 女 １８ 中 团 拓家川公社杨家圪坮村

　 　 注: 源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报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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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６－２　 延川中学简师级乙班学生花名册

姓　 名 性别 年龄 成分 政治面貌 籍　 贯

刘长青 男 １３ 贫 队 冯家坪公社彪家沟村

干九连 男 １５ 贫 队 南河公社格努山渠村

李改亮 男 １５ 贫 — 永坪公社麻则沟村

高常宏 男 １６ 贫 团 眼岔寺公社李巴山村

贺桂兰 女 １８ 贫 — 关庄公社刘家湾村

钟国民 男 １５ 贫 — 南河公社木军沟村

高维贵 男 １５ 贫 — 南河公社贺家河村

李惠琴 女 １５ 贫 团 拓家川公社拓家川村

高向午 女 １４ 中 队 眼岔寺公社大高山村

白玉荣 女 １４ 贫 队 张家河公社张家河村

张　 生 男 １４ 贫 — 城关公社高家圪坮村

慕世林 男 １６ 下中 队 冯家坪公社贺家湾村

张　 如 男 １６ 贫 队 马家河公社牛木塬村

王富荣 男 １５ 贫 团 马家河公社崾头村

郝翠连 女 １４ 富 队 稍道河公社南塬村

樊志杰 男 １６ 贫 队 关庄公社贺家河村

王青年 男 １３ 贫 队 稍道河公社后黄羊河村

霍玉英 女 １５ 贫 队 贺家湾公社贺家湾村

白信意 男 １７ 贫 队 文安驿公社白家塬村

王有珍 男 １４ 贫 队 马家河公社花家塬村

任振发 男 １４ 贫 队 贺家湾公社虎白山村

呼治华 男 １６ 下中 队 贾家坪公社邀家河村

樊金堂 男 １６ 贫 队 贾家坪公社樊家川村

白宠如 男 １６ 上中 队 眼岔寺公社白家圪崂村

冯作录 男 １３ 贫 队 稍道河公社冯家山村

刘扶朝 男 １４ 贫 队 城关公社马家店村

高玉梅 女 １４ 上中 队 文安驿公社

张桂香 女 １８ 贫 团 永坪公社黑流水沟村

刘向林 男 １２ 上中 团 冯家坪公社寺村

常建国 男 １８ 下中 团 永坪公社张家湾村

张兴春 男 １８ 下中 团 永坪公社折家塔村

杨志荣 男 １５ 下中 队 拓家川公社杨家圪坮村

呼有玲 女 １８ 中 团 城关公社杨家塬村

马世清 男 １５ 中 — 土岗公社茹则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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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成分 政治面貌 籍　 贯

袁树恩 男 １５ 中 — 文安驿公社袁家沟村

邓爱花 女 １４ 贫 队 贺家湾公社邓家硷村

刘思斌 男 １４ 下中 队 张家河公社北村

杨张锁 男 １６ 贫 团 禹居公社蒿岔峪村

赵志强 男 １８ 下中 团 贾家坪公社赵家硷村

杨世娥 女 １５ 贫 团 拓家川公社杨家圪坮村

杨桂花 女 １５ 贫 团 拓家川公社杨家圪坮村

马世祥 男 １４ 中 团 土岗公社枣坬村

刘应小 男 １４ 贫 队 禹居公社张家屯村

马香花 女 １６ 贫 团 土岗公社马家河村

张俊连 女 １８ 下中 — 禹居公社大桥沟村

赵作平 男 １４ 贫 队 禹居公社圪塔山村

邓玉梅 女 １８ 下中 团 关庄公社八甲村

惠秀珍 女 １６ 下中 队 关庄公社马家沟村

高建国 男 １７ 贫 团 禹居公社高家沟村

　 　 注: 源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报到册

１９６７ 年ꎬ “文化大革命” 运动在本校再次升级ꎬ 学校停课闹革命ꎬ 且渐次发展为武斗ꎬ 教学工

作陷入瘫痪ꎬ 致使秋季初、 高中等均为招生ꎬ 毕业生未能正常毕业就投入运动ꎬ 也未参加高考或中

考ꎮ １９６８ 年复课后ꎬ 有原初六九级复课生 １２５ 名ꎬ 新招初中生 １４０ 名ꎬ 计有在校学生 ２６５ 名ꎬ 至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ꎬ 实有在校学生 ２４５ 名ꎮ

初秋七〇级一班学生有:

黄爱民　 苗小鑫　 殷树才　 韩荷斌　 王存保　 何风岗　 高凡录　 杨彩霞　 赵素花　 杨文学

都　 璋　 齐朱全　 赵晋玲　 黄重梅　 淮丽霞　 刘忠杰　 冯国林　 张花魁　 马永红　 白兰生

秦侯芳　 陈玉花　 张　 平　 杨秀花　 杨冬梅　 刘应平　 任学东　 白玉花　 李冬雪　 杨向林

白向平　 蔡慧颖　 刘海燕　 冯风祥　 呼延斌　 张春胜　 李志永　 刘爱凤　 张翠梅　 冯凤祥

二班有:

刘安成　 杨文治　 韩世保　 高合清　 任学慧　 王存女　 曹秀丽　 曹建国　 安平娃　 杨青春

王炯毅　 赵明亮　 白东立　 张赛峰　 杨树原　 高文东　 曹正平　 苗　 磊　 都桂平　 杜学礼

郭治才　 都克雄　 杨冬梅　 刘东梅　 冯瑞平　 秦改华　 刘东燕　 刘延雄　 樊秀珍　 郭秀英

张如愿　 张世林　 王卫星　 张建平　 惠雪梅　 刘李宝　 张志平

三班有:

阎增顺　 韩秀英　 刘永莲　 王炯瑞　 张向阳　 李风英　 张延东　 马爱珍　 邓秀英　 呼延江

赵建设　 马向东　 杜君超　 郝瑞祥　 张秦川　 陈世清　 赵清娃　 张锐莲　 李淑梅　 韩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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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乃晓　 王应齐　 王巧娥　 贺世明　 郝向明　 白天平　 刘学仁　 杜金玲　 郭树才　 周延雄

师翠琴　 郝宇青　 陈桂兰　 李成良　 冯兆祥　 白金玲

四班有:

赵红彬　 张兴泰　 白桂英　 杨青莲　 杨风清　 梁延清　 刘志成　 张玉春　 贺志明　 冯吉祥

马延娥　 赵新蕊　 高合兰　 逯延平　 刘志彬　 张兴旺　 都德祥　 刘西芸　 郝五一　 巩万平

郭世凡　 梁连生　 杨义清　 王桂林　 冯延华　 甄光兰　 延芝莲　 郝延生　 张如东　 张向延

惠秀英　 折聚萍　 申宝珍　 白延平

１９６９ 年因教育实行大改革ꎬ 秋季未招生ꎬ 初六九级延迟至次年 ３ 月毕业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 延川中学高

六六、 六七、 六八级和初六六、 六七、 六八及简师班毕业学生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劳动ꎬ 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ꎮ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惠东梅、 刘爱莲、 惠玉强等 ４３ 名城镇毕业生集体插队落户各

公社生产队劳动锻炼ꎮ 秋ꎬ 只招高中不招收初中ꎬ 且将禹居公社南川划归永坪中学招生ꎮ ９ 月有在校

高中生 ３０７ 名ꎬ 其中男 ２２０ 名ꎬ 女 ８７ 名ꎻ 家庭出身贫农 １８２ 名ꎬ 下中农 １９ 名ꎬ 中农 ９２ 名ꎬ 上中农 ６

名ꎬ 富农 ７ 名ꎬ 地主 １ 名ꎻ 共青团员 ４３ 名ꎻ 吃农村粮 ２６２ 名ꎬ 供应粮 (商品粮) ４５ 名ꎮ

高春七二级学生一班 (班主任李省育) 有:

郝延生　 郝宇春　 刘小琴　 安凤鸣　 梁瑞林　 郭高娃　 赵素花　 高　 翔　 邵　 璋　 张如愿

贺　 曹　 王金明　 郝彦彬　 张瑞梅　 秦改花　 武香兰　 杨　 亮　 文爱新　 师翠琴　 杨向林

张成仁　 刘生富　 曹金亮　 党雪梅　 都延令　 杨延双　 刘清荣　 高和平　 杨有虎　 鱼海富

梁瑞堂　 毛金兰　 王玉明　 高小林　 杨加德　 刘正旭　 刘春林　 邓文霞　 刘彩兰　 袁崇雄

董少峰　 刘世忠　 程　 海　 张志雄　 郭树才　 马平娃　 刘永红　 冯建设　 樊月亮　 毛树栋

冯向前　 钱翠萍　 张新文

二班 (班主任隽存德) 有:

赵晋玲　 马爱珍　 樊秀珍　 刘学仁　 王心如　 刘和平　 冯吉祥　 张世林　 殷树才　 白志祥

冯应祥　 张桂梅　 惠世安　 梅凤英　 曹雪娥　 樊顺兴　 冯　 力　 吕　 银　 张俊彦　 冯增耀

曹　 银　 刘振富　 马秦建　 贺王平　 王桂东　 霍保平　 马俊如　 高仰斌　 赵灵敏　 侯璧莲

刘海渊　 刘海英　 刘宏荣　 刘抗美　 刘治林　 霍玉兴　 冯玉萍　 高兆鸣　 李文亮　 刘东峰

李万寿　 高瑞兰　 高军晔　 袁起军　 杨改民　 高玉莲　 郑世清　 李来存　 李加雄　 冯光辉

高合兰　 马永红　 高兆宏

三班 (班主任段田科) 有:

马延娥　 何风岗　 张向阳　 李凤英　 张润莲　 梁爱林　 呼延江　 黄爱民　 逯延平　 梁明清

郭彩红　 冯宝清　 曹伯仁　 都清林　 梁瑞白　 张瑞胜　 郝红权　 武春发　 郝俊花　 苗光成

张　 平　 刘延雄　 张　 宏　 张如东　 高赫官　 高德军　 刘　 晓　 李国庆　 都长银　 毛曹庄

郝向阳　 马瑞珍　 王献忠　 王秀珍　 李银富　 高　 彦　 刘新亮　 高树峰　 高东明　 干应川

董翠云　 冯丙瑞　 白建晓　 冯　 英　 张冈石　 杨万昌　 牛治英　 梁瑞梅　 杨艳琴　 冯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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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班 (班主任赵启顺) 有:

齐米全　 张赛峰　 申保珍　 玉炯瑞　 都桂萍　 王春林　 都克勤　 毛春杨　 郝文亮　 李思温

王向英　 郝向阳　 鲁贺祥　 陈树洋　 都瑞清　 张风梅　 马　 俊　 冯光辉　 刘东雁　 高世鹏

刘世财　 刘张宏　 杨风亮　 张兴胜　 王彩霞　 李冬梅　 李耀春　 高羚羊　 刘和宾　 任振军

李彩琴　 许远忠　 李宏荣　 雷风梅　 高瑞珍　 高志安　 杨克杰　 花　 四　 白国雄　 杨彩霞

董思功　 刘永莲　 刘永岗　 刘振清　 冯兆祥　 刘爱福　 刘安祥　 张志清　 惠世荣　 张　 强

梁友峰

五班 (班主任张玉秀) 有:

刘忠杰　 郝五一　 刘安成　 杜金玲　 张存琴　 杨文治　 张振和　 冯延花　 贺怀信　 张治国

郝光明　 高克亮　 贺怀忠　 贺国祥　 刘卫林　 杨荣华　 曹伯祯　 高如哲　 张振国　 马世亮

杨金堂　 钞彩萍　 杨秀花　 贺志平　 王瑞清　 邓吉林　 刘少明　 李兴春　 曹春元　 白碧莲

高彩仙　 张振清　 高志珍　 李志平　 高凡录　 王焕英　 高凤莲　 王风林　 李兴昌　 折聚平

高调娥　 高小芳　 刘耀山　 秦汉有　 高凤义　 邓兴平　 任振邦　 杨俊彦　 袁关平　 刘永旺

任聪明　 刘玉珍　 杨秀花

六班 (班主任李志学) 有:

白金玲　 赵建设　 赵红兵　 郭智才　 郭景泰　 李淑梅　 韩桂萍　 贺思维　 郭秀英　 高宏明

梁春梅　 陈玉花　 梁世雄　 马军智　 杨瑞江　 梁志成　 白桂英　 杨富山　 李建国　 刘耀勇

白德合　 张风莲　 马建国　 高加平　 霍玉清　 郝智贤　 魏玉白　 曹春生　 张志斌　 曹向阳

杨桂兴　 高　 培　 梁彩平　 郝风洲　 贺树恩　 刘海燕　 曹和平　 白国兵　 贺延庆　 邱世平

杨庆林　 郝国清　 冯风祥　 冯玉碧　 刘志德　 粱杜双　 刘贤亮　 杨秋芳　 李文兵　 梁树兴

任学慧　 高成旺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ꎬ 在校学生 ６２０ 名ꎬ 其中新招收普通高中生 ２１８ 名、 师范生 １００ 名ꎬ 高七二级学生

３０２ 名ꎻ 男 ４５８ 名ꎬ 女 １６２ 名ꎻ 共青团员 ２４２ 名ꎬ 占学生总数 ３９ ０３％ꎻ 家庭出身贫农 ３８８ 名ꎬ 下中

农 ３２ 名ꎬ 中农 １６６ 名ꎬ 上中农 １１ 名ꎬ 共占学生总数 ９６ ２９％ꎻ 吃商品粮者 ７６ 名ꎻ 通校生 ７８ 名ꎮ

高春七三级一班 (班主任张自谦) 学生有:

杜凤莲　 赵延芳　 秦治芳　 郑凤娥　 杨志雄　 冯延祥　 高宗明　 惠国强　 马竹雄　 白国亮

杨毛毛　 曹　 宁　 杨志银　 毛富洲　 阎梅梅　 李　 琴　 袁春艳　 姚万英　 杨振国　 钟志常

白福全　 杨兴进　 卢党胜　 杨春祥　 李欢喜　 马明华　 刘利清　 杜君刚　 呼向东　 冯向前

刘治德　 梁瑞雄　 郑宽银　 王建华　 张桂珍　 张中玉　 杨玉山　 肖团员　 张世莲　 郭彩琴

郝宇力　 刘建华　 刘翠林　 梁凤兰　 高翠峰　 王志荣　 陈存德　 冯重阳　 李广前　 张正军

董彩云　 白红东　 马永庆　 周　 冲　 孙志刚

二班 (班主任张进生) 有:

王普如　 马延永　 梁延平　 贺林芳　 赵凡武　 高耀明　 李斌林　 张宁祥　 白瑞栋　 孙治斌

白随清　 刘振武　 白作华　 张栓平　 李翠琴　 高冬娥　 张秀英　 刘光胜　 康永川　 刘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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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凤州　 张向前　 梁福才　 李志明　 苗文金　 王宗令　 雷俊有　 刘胜利　 高向荣　 郭海琴

任桂香　 郝瑞珍　 高春梅　 王春梅　 常桂莲　 高世清　 刘生荣　 贺国庆　 井风前　 葛金花

樊治明　 李延军　 白俊杰　 呼东方　 王凤成　 白利军　 杨占胜　 吕香娥　 贺碧兰　 贺彩莲

白兴旺　 刘庆祝　 高尚斌

三班 (班主任高树栋) 有:

高彩玲　 张艳梅　 冯祥祥　 袁立立　 袁春明　 白国相　 杨富成　 刘建亭　 贺世杰　 胡建忠

冯和平　 刘桂财　 高清友　 刘兴旺　 刘世江　 艾荣珍　 马亚玲　 白瑞珍　 王瑞芳　 刘瑞兰

刘清莲　 王雪兰　 冯冬梅　 马永平　 白光荣　 呼锡峰　 刘学云　 雷思牛　 惠强生　 高彦林

冯家财　 王家财　 李延强　 李思维　 萧秀英　 郝凤梅　 张清明　 杨栓虎　 刘　 强　 邓　 清

白兴云　 白钱云　 芦向前　 杨风亮　 都和平　 高翠云　 张怀生　 杨随清　 李建春　 冯增光

袁丁雄　 任世华　 袁春阳　 刘金华　 冯桂香

四班 (班主任霍让元) 有:

马向前　 袁小荣　 刘伯银　 杨玉堂　 鲁向平　 李秀英　 贺新福　 梁凤英　 刘存党　 高昆仑

郝满屯　 王知贵　 高富娥　 刘春慧　 霍敬德　 郝玉祥　 李冬梅　 齐秀荣　 李玉梅　 焦碧莲

刘海荣　 刘莲春　 冯青莲　 张有清　 张世荣　 王春娥　 白继鑫　 苗小晶　 韩延生　 王有杰

张瑞平　 惠兴海　 白和平　 白秀兰　 杨东霞　 杨　 平　 刘志雄　 康家彪　 王忠生　 白小林

陈世平　 马振斌　 曹　 雄　 杨满升　 邓生锦　 纪维平　 冯彩萍　 呼福宗　 马世芳　 李文祥

呼世荣　 梁瑞林　 高西粱　 白彦红　 杨从燕　 高月英　 白红东　 白卫东

高春七三级师范学生一班 (班主任王克继) 有:

董少云　 李　 军　 张彩英　 高风莲　 樊　 存　 王马存　 张风州　 刘金耀　 白春林　 同玉双

张清玉　 王清晖　 曹秀珍　 王清莲　 赵金录　 杨瑞台　 刘春梅　 刘彩萍　 苗青娥　 杨　 正

刘玉生　 贺崇杰　 冯瑞荣　 苗廷英　 呼国智　 贺安庆　 郝延录　 王国清　 潘志明　 李崇军

张世仁　 梁世荣　 杨振江　 李进荣　 杨世荣　 刘永峰　 郭学明　 雷红兵　 刘瑞功　 白克斌

李玉平　 王学亮　 白光州　 高宝山　 张永坪　 王冯升　 白正东　 梁世俊　 雒西竹　 李军生

胡开亮　 艾桂英　 段思明　 郝振福　 冯智慧

二班 (班主任胡朝晖) 有:

赵宜玲　 钞彩云　 郝清耀　 刘风阳　 刘向林　 马荣胜　 王彩玲　 袁建设　 李　 雄　 刘志亮

高　 荣　 贺加璧　 贺玉清　 杨　 雄　 袁宏义　 刘志林　 高国瑞　 王立新　 冯玉仙　 张生杨

延文斌　 侯彩莲　 王新文　 杨树清　 曹翠琴　 冯玉珍　 杜秀珍　 苗文明　 贺福清　 辛明亮

苗生延　 李志清　 党致宏　 高峰业　 王高山　 董树荣　 杨应川　 贺清华　 冯增平　 霍志耀

杨延安　 冯进生　 高世荣　 呼延明　 姚俊英　 任向荣　 张向前　 马满仓　 贺崇彪　 呼凯亮

１９７３ 年招收高中生 ５ 个班ꎬ 全校有学生 ５９８ 名ꎮ

高春七四级一班 (班主任周艾玉) 学生有:

杜芳琴　 贺清明　 王秀玲　 刘　 平　 曹成亮　 乔宏斌　 杜承明　 樊安心　 贺富平　 李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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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清　 梁安平　 李树忠　 杨荷芳　 董世恩　 呼海宝　 冯彩云　 樊　 兴　 乔玉瑞　 张清莲

杨官听　 郝世祥　 高风成　 杨新成　 白卫东　 马锦华　 冯东生　 惠志成　 刘世录　 钟彩莲

郝振明　 冯　 华　 霍和平　 李高平　 张立社　 李复选　 马西林　 杨永华　 王张存　 杨福武

高玉莲　 房晓燕　 张　 梅　 刘彩琴　 贺锦良　 白风林　 白胜利　 艾玉萍　 杨旭平　 王国军

任东莲　 高峻琴　 丁小立　 郭志文　 赵尚義　 韩飞虎　 贺　 银

二班 (班主任张进生) 有:

冯向前　 李延亮　 白　 桦　 张文斌　 刘树林　 高向前　 梁延平　 马明珍　 白建军　 苗桂花

杨　 禄　 贺碧祥　 曹东平　 曹建奇　 刘作军　 郭志清　 张　 元　 赵福银　 杨文斌　 李思源

陈文武　 郝德荣　 马延平　 张世延　 杨彩霞　 贺志林　 张文辉　 马荣川　 李进华　 郝延智

白东旗　 周延忠　 王宏杰　 郝翠梅　 王兴平　 高元风　 杨志俊　 赵志荣　 胡奶锋　 赵金贤

刘延平　 王志强　 程迎春　 刘小平　 白晓兰　 刘思珍　 李永平　 刘翠祥　 刘永军　 高富年

冯　 高　 郝连欣　 党银花　 袁有荣　 刘瑞萍　 吕建福　 钞晓萍

三班 (班主任胡朝晖) 有:

马玉梅　 郝志荣　 高耀国　 梁风颖　 白新民　 杨耀学　 姜俐丽　 毛清莲　 刘世莲　 郝树森

马建营　 白　 荣　 申风莲　 郝秀燕　 冯小平　 康永川　 刘治军　 高忠伟　 高世宽　 惠国清

袁春平　 冯世明　 郭如财　 朱春阳　 马西京　 高　 翔　 高鹏忠　 刘庆红　 李风腊　 张丽华

杨志银　 宋卫强　 孙玉明　 李艳萍　 王振延　 张春正　 高崇杰　 王成荣　 冯金文　 刘向荣

刘清生　 贺　 诚　 惠　 阳　 贺志农　 马高萍　 贺维东　 白忠祥　 刘彩霞　 白光明　 师义才

王春云　 霍永胜　 白风珍　 王向阳　 杨新福　 李正武　 刘东祥　 马思刘　 曹彩霞　 梁应娃

四班 (班主任李省育) 有:

曹菊红　 鲁水利　 梁随兰　 郝瑞梅　 高明亮　 刘平德　 曹东梅　 贺成良　 吕德荣　 白秀梅

刘克勤　 刘文礼　 刘文雄　 马生强　 高国祥　 杜志荣　 刘美玲　 李国东　 马学荣　 张百灵

黄永生　 樊春阳　 白录常　 刘川萍　 李风兰　 郭保平　 白光明　 王世明　 马建莲　 惠西萍

杜文义　 高文俊　 都延红　 王晓丽　 杨国珠　 白立权　 冯重庆　 马连翔　 曹国青　 杨永川

樊有斌　 毛嘉厚　 刘清莲　 李向前　 马延生　 张来虎　 常宝贵　 张亭瑞　 慕忠亮　 贺亚平

史栓平　 高延平　 曹淳厚　 张鸿东　 申明有　 白彦宏　 郭伯诚　 张永福

五班 (班主任段田科) 有:

吕立军　 杨志林　 马向前　 冯思贤　 赵延琴　 刘海霞　 白延宁　 王振辉　 刘玉忠　 高金荣

李宗贤　 赵金元　 董庆峰　 曹小兰　 白志凯　 刘时胜　 郝向平　 张　 福　 袁崇敬　 刘玉峰

刘玉斌　 张彩荣　 樊润英　 张建厚　 白风岐　 干玉河　 李志武　 马延平　 梅春花　 王应祥

陈和平　 刘世雄　 郝红军　 贺风梅　 郝国辉　 王风荣　 申志珍　 刘永全　 刘彩斌　 马鹤飞

冯玉杰　 郝世亮　 雷俊平　 高光华　 郭志强　 袁和平　 王和平　 郭保民　 王　 建　 张有明

冯建明　 梁春阳　 高祝莲　 刘光前　 乔琼峰　 冯　 旭　 杨志伟

１９７４ 年春ꎬ 招收高中生编为 ８ 个班ꎬ 时有学生 ７２０ 名ꎬ 其中男 ４９４ 名ꎬ 女 ２２６ 名ꎻ 共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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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 名ꎬ 占学生总数 ６２ ７８％ꎻ 家庭贫农成分 ４５６ 名、 中农 ２０８ 名、 富农 ３１ 名、 地主 ４ 名ꎬ 革命干

部 １８ 名、 职员 ３ 名ꎻ 吃供应粮者 ７１ 名ꎮ

七五级一班 (班主任杨玉和) 学生有:

马志荣　 董毕业　 刘汉忠　 惠志斌　 刘香梅　 惠兴江　 高　 维　 党清峰　 杨明山　 曹惠敏

封兴平　 苗志荣　 高跃峰　 周香莲　 高小女　 贺芳琴　 杨彩云　 年志华　 李东阳　 张清智

贺彩兰　 文爱忠　 高玉梅　 王志勇　 高金星　 王竹娥　 梁随洋　 郝光辉　 刘春莲　 柴如荣

刘志雄　 郝克胜　 都明耀　 景世发　 郝关祥　 曹玉兰　 张克芳　 刘香梅　 张建宏　 李风兰

郝世前　 李维民　 刘应升　 马建平　 刘东阳　 王冬莲　 苗光胜　 刘成富　 曹忠华　 曹建军

杨福斌　 都　 武

二班 (班主任王克继) 有:

冯俊生　 年增旺　 刘翠梅　 高世祥　 马向荣　 杨承军　 杨学荣　 杨万德　 曹　 强　 程瑞花

樊志雄　 张志良　 李向忠　 高延清　 崔立群　 刘世斌　 刘永维　 郝凤琴　 李凤珍　 乔志亮

刘东旭　 刘世梅　 高凤兰　 李　 东　 王军祥　 常有慧　 杨淑芳　 贺国英　 毛春梅　 苗建设

毛丽丽　 张志财　 刘　 向　 高志良　 刘瑞琼　 郝秀兰　 白生育　 刘玉英　 郝世利　 郝世辉

逯林平　 李向荣　 吕向前　 郝延花　 党春花　 樊如杰　 白国郴　 张志祥　 刘　 宏　 杨艳平

芦国盛　 梁保娃　 高作富

三班 (班主任高树栋) 有:

姚忠富　 白宏义　 刘怀金　 刘建军　 陈探珍　 高富全　 高和平　 郝向前　 冯彩文　 呼鹤云

刘世明　 冯延清　 梅青俊　 任桂林　 王秉礼　 梁春燕　 粟风义　 杨刘德　 高治安　 马玉斌

杨世华　 刘清梅　 甄春生　 任碧莲　 王世亮　 惠碧娥　 高国雄　 刘春莲　 阎玉梅　 张彩琴

庞俊富　 郝俊芳　 封林小　 高　 刘　 韩秀芳　 杨青娥　 张富祥　 李进明　 王春林　 杨忠河

高生云　 郝风年　 冯军阳　 程秀兰　 刘志邦　 高红装　 高邦成　 惠北燕　 刘风莲　 马建设

年志周　 杨志军　 冯玉梅　 刘愿明　 张晓萍　 许元峰

四班 (班主任崔治广) 有:

王世平　 冯增佺　 郝风昌　 赵世忠　 梁赛平　 贺风莲　 樊　 杰　 李卫东　 呼耀俊　 冯青云

冯青祥　 马红梅　 李文胜　 高风梅　 梁高明　 刘世杰　 杜芳丽　 白国楼　 胡延庆　 冯世梅

刘汉平　 马向忠　 刘万琴　 李世德　 冯志雄　 何江源　 贺少雄　 李清玲　 郝敬忠　 李风云

康高平　 庞泽忠　 王碧祥　 杜尚彪　 董世荣　 苗瑞清　 高凤云　 惠顺祥　 杨　 辉　 陈长春

贺新忠　 刘福胜　 王学东　 郝维新　 杨向林　 冯桂宁　 李素芳　 甄智英　 马明秀　 惠春兰

杨志川　 韩有顺　 杨富成　 杨学德　 杨呈祥

五班 (班主任郝风岗) 有:

刘高行　 曹　 海　 杨碧燕　 刘彩芳　 干世高　 张复庆　 鱼海友　 鱼海军　 白生瑞　 郭春兰

白桂莲　 贺翠娥　 张延林　 冯翠平　 邓翠连　 高奋卫　 张金莲　 张燕鸣　 张育民　 白成思

刘兆富　 马桂梅　 梁彩祥　 许元利　 白汉彪　 贺桐林　 冯玉海　 杨秀智　 冯吕明　 冯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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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振和　 冯瑞祥　 刘新春　 冯世福　 冯桂梅　 杨风娥　 史世杰　 任和平　 杨彩萍　 杨风梅

贺光明　 庞文贤　 李军民　 白崇彩　 王　 荣　 王志华　 冯军民　 张连社　 王世祥　 李富海

马延斌　 贺宏雄　 曹永新　 孙彦州　 呼振忠　 刘登亮

六班 (班主任许瑞峰) 有:

郝进全　 冯世新　 杨冯亮　 郝玉英　 贺志英　 白志尚　 白雪英　 杨延明　 杨秀梅　 杨文英

冯光珍　 李建平　 李世英　 冯永胜　 高　 林　 曹冬梅　 张永青　 冯西平　 姚有中　 梁风琴

谢碧霞　 杨志英　 白凤昌　 吕增荣　 杨世平　 郝玉川　 白　 双　 郝占信　 惠国华　 樊香莲

杜秀川　 郝翠梅　 冯爱玲　 李国民　 邓晓丽　 刘东万　 温兆江　 党振国　 齐延全　 高延成

白雪萍　 马卫军　 马学军　 石春光　 刘清梅　 刘海燕　 白志昌　 刘冬琴　 高建雄　 刘金祥

樊金虎　 郝智萍　 郑世平　 高海盈　 高思录

七班 (班主任隽存德) 有:

刘军平　 吕风莲　 阎文亮　 王建华　 王宗英　 刘翠娥　 高世敬　 王均泰　 刘海林　 党世兴

张延虎　 刘宏俊　 苗小森　 张清莲　 南秀梅　 胡建华　 赵风莲　 郭永江　 杜风梅　 王红梅

贺荣光　 李和平　 惠加斌　 杜君强　 阎文俊　 郝秀俊　 李维华　 张振元　 刘雪萍　 杨锡斌

李彩霞　 樊　 荣　 郝世军　 冯延平　 刘振阳　 刘伟秀　 贺春光　 樊世爱　 赵金祥　 冯庆东

高崇有　 李　 珍　 康有明　 张慧雄　 高太祥　 马占财　 乔玉虎　 苗风莲　 马富明　 邓香莲

高兆华　 马随华　 梁安兴　 阎桂英

八班 (班主任任民、 李志学) 有:

申宏雄　 白延虎　 郭晓萍　 任建安　 刘世锦　 崔立群　 贺振忠　 郝桂梅　 张永明　 张雪英

刘翠兰　 马彩莲　 杨素萍　 雒丽芳　 任清生　 田延生　 文俊莲　 刘君平　 贺延东　 年增旺

梁咏梅　 呼爱女　 白瑞珍　 刘文香　 白朝霞　 贺秀兰　 张社平　 杨忠祥　 李思玲　 张春莲

曹作家　 高瑞连　 冯向前　 冯志英　 杨建平　 高风梅　 马明亮　 冯胜利　 李冬云　 刘宏梅

马金萍　 杜桂英　 马玉辉　 刘贺娃　 郝应娥　 郝风林　 刘世宏　 李向春　 杨艳花　 杨承军

遂林平　 高明新　 张河生　 振福生　 李思英　 程竹兰

１９７５ 年春ꎬ 招收高中生编为 ６ 个专业班ꎬ 共有学生 ８０９ 名ꎮ

高春七六级一班 (水利班ꎬ 班主任周艾玉) 学生有:

樊红梅　 张忠平　 张彩云　 许延斌　 杨志业　 吕志光　 梁世斌　 王有珍　 冯桂花　 李红梅

冯智泽　 白世平　 马延林　 惠明忠　 贺志详　 刘桂宁　 乔志珍　 张志祥　 白润连　 花金山

刘彩林　 马如江　 候郑连　 白万生　 贺存良　 梁万年　 杨生东　 郭旭东　 刘台阳　 呼海东

刘世友　 陈桂珍　 李新丽　 李秀珍　 郭瑞全　 刘玉林　 马志智　 刘彩荣　 李向梅　 王向兰

李玉莲　 王成祥　 贺桂珍　 杨彩莲　 李竹英　 贺小庆　 冯生智　 贺和平　 任候栓　 高照荣

宋延萍　 高如军　 刘庭华　 贺永宁　 王铁妮　 邓东梅　 冯志伟　 邓风珍　 刘军亮　 冯军雄

刘志荣　 刘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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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班 (农机班ꎬ 班主任李省育) 有:

高卫军　 曹国忠　 王振军　 刘瑞梅　 张加雄　 李彩荣　 白海汉　 贺存阳　 杨德江　 王武生

张晓银　 石生富　 白富强　 郝国胜　 白宏光　 闫爱琴　 郝翠英　 郝智琴　 石月文　 师玖兰

刘随斌　 李国方　 高桂英　 蔡慧泉　 白如熠　 田建斌　 李春明　 杨世平　 刘卫东　 冯玉春

刘淑梅　 马王芳　 白翠琴　 张思云　 贺兆富　 甄光富　 高爱胥　 杨玉兰　 王振东　 郝宇红

呼光梅　 杨英杰　 冯爱玲　 刘香阳　 白有荣　 高风梅　 李玉英　 李重阳　 刘彩萍　 朱朝阳

白书进　 苗金明　 高志炯　 苗小焱　 张延国　 曹智武　 杨素琴　 李碧连　 白翠莲　 白碧霞

杨秀莲　 李振明　 冯安祥　 高新华

三班 (兽医班ꎬ 班主任胡朝晖) 有:

杨有礼　 邓忠祥　 王炯雄　 王光清　 贺成春　 高风莲　 曹延忠　 王延平　 张国华　 王世成

马思祥　 郝春娥　 高小平　 贺玉芳　 王玉梅　 张振雄　 张治国　 王晓林　 高　 乐　 李文军

王连兴　 张长如　 李向荣　 刘向东　 吕秀英　 景玉英　 李生梅　 杨　 玲　 庞延福　 马光汉

刘志雄　 高如圣　 郝彩琴　 王智祥　 张宏忠　 郝延宁　 刘振芳　 李延长　 马　 勇　 高　 班

李生平　 刘忠辉　 刘志斌　 贺碧玲　 杜清合　 刘世祥　 吕学良　 刘志辉　 杨树荣　 马向东

陈志德　 郝国明　 王连荣　 高清萍　 贺金莲　 张志力　 李彩英　 胥延莉　 白春梅　 王风梅

郭万琴　 乔玉莲　 邓彩琴　 李清延　 张桂花

四班 (农林班ꎬ 班主任高如娥) 有:

贺延芳　 田建军　 刘志阳　 马艾克　 贺荣耀　 惠国有　 刘志杰　 刘彩萍　 白云光　 康锦荣

惠延琴　 高金女　 任海林　 贺国祥　 杨风山　 惠有明　 程迎春　 马育成　 高风梅　 李红文

杨清梅　 高文英　 冯候润　 张应莲　 任世明　 李世平　 梁巧艳　 叶文祥　 冯永生　 高富成

干应峰　 白风银　 曹文渊　 樊世国　 惠碧云　 高玉宝　 贺秀兰　 冯晓明　 高秋芳　 乔风清

乔　 芳　 刘红莲　 梁忠雄　 郝风祥　 王治谋　 姬清富　 郝红兰　 刘忠亮　 李风岗　 贾彩霞

干树斌　 曹延平　 李巧林　 刘红艳　 惠青海　 冯小红　 李建军　 柴应堂　 郝荣军　 高合斌

刘桂梅　 高风亭　 贺彩霞　 杨桂芳　 王连香

五班 (政治经济学班ꎬ 班主任段田科) 有:

李思忠　 马建卫　 王福胜　 甄晨霞　 冯增义　 郝元明　 王军阳　 王延春　 刘志祥　 孙秋娥

高　 栓　 强和平　 刘海军　 曹爱花　 杨耀军　 冯忠明　 曹雪开　 张延峰　 王生江　 惠世峰

郭振才　 杨延成　 张安玲　 惠星明　 毛树山　 贺智利　 郝世平　 杨秀梅　 樊秀珍　 高向前

高碧忠　 任向阳　 刘占林　 李瑞荣　 惠世春　 贺树军　 刘青莲　 邓志军　 高瑞珍　 贺庆育

王利英　 高碧莲　 张　 彦　 折玉梅　 高彩锋　 高东林　 冯　 勤　 高风梅　 梁世杰　 郝彩云

杨瑞荣　 高　 辉　 刘彩霞　 白东玲　 刘春风　 梅玉斌　 高志祥　 冯艳阳　 刘邦安　 高　 旭

陈向兰　 申延生

六班 (沼气班ꎬ 班主任张自谦) 有:

冯瑞斌　 李瑞常　 郭如开　 冯向阳　 冯国军　 杨小荣　 刘耀德　 张　 有　 冯世青　 白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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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祥　 刘延霞　 郝秀丽　 高玉莲　 白春梅　 郭海雄　 刘永胜　 姚永明　 杨延清　 杨维生

惠永明　 杨富有　 封俊山　 刘国雄　 雷宏飞　 张学贵　 王福祥　 高爱民　 王　 华　 曹风霞

高明义　 王廷江　 刘文亮　 张彩霞　 马曹莲　 王勇民　 郭世辉　 惠起红　 呼延军　 杨有银

李建斌　 刘进春　 高新平　 刘东梅　 杨春荣　 李风珍　 毛红霞　 邓秀梅　 庞占忠　 白风珍

李荷萍　 刘雄飞　 袁春宁　 刘东海　 李延忠　 梁宇霞　 刘桂莲　 强保平　 刘红梅　 张永连

王天亮　 刘向平　 李宏文　 马世飞　 曹金玲

１９７６ 年春ꎬ 招收高中生编为 ７ 个班ꎬ 时有学生 ８０７ 名ꎮ

高春七七级一班 (班主任杨玉和) 学生有:

张分县　 梁竹林　 高瑞玲　 张建民　 刘桂梅　 李冬梅　 任树金　 张竹梅　 高桂梅　 李风莲

马小玲　 高　 林　 梁福海　 甄晓霞　 郭育红　 杨国荣　 张晓琴　 惠永富　 白国宝　 刘清富

白回荣　 郝桂梅　 曹兴盛　 曹春玲　 刘永斌　 党菊梅　 王明德　 邓竹琴　 郝淮军　 高成智

钞亚东　 郝彩珍　 李春莲　 冯　 成　 郝秀梅　 贺国珍　 高金梅　 何建波　 杨延存　 马随连

邓彩莲　 高秀莲　 张玉莲　 杨海玲　 曹书琴　 高常娥　 李秀梅　 任向玲　 杨红梅　 郝瑞林

梅延霞　 邓志伟　 白风兰　 杨晓燕　 王世雄

二班 (班主任柯君祥) 有:

刘彩琴　 刘清元　 贺海霞　 刘宇雄　 高志斌　 马亚琴　 吕金祥　 张小红　 李彩林　 杨艳峰

刘英英　 景　 明　 冯彦辉　 冯安平　 郝延亮　 刘永琴　 郝世维　 郝智国　 刘永辉　 曹娟荣

冯玉军　 郭万平　 刘兴权　 吕东林　 高瑞梅　 刘晓琴　 刘存旺　 干玉东　 史风莲　 王红梅

魏彦梅　 钞鹏鹤　 张世雄　 张振东　 曹克星　 高　 毅　 李风祥　 薛应文　 高秀锋　 刘风梅

王英春　 樊雪珍　 杨志雄　 马世武　 刘志荣　 王卫国　 阎　 琳　 惠存阳　 曹永生　 李秀林

刘建斌　 韩永泽

三班有:

程向辉　 郭清虎　 杨志雄　 贺彩琴　 鲁向阳　 惠兴林　 高彩芹　 贺新国　 延年江　 康秀荣

邓志明　 赵建平　 刘延红　 刘风兰　 曹友兰　 马竹梅　 贺翠琴　 白润连　 刘永香　 曹春琴

白雪莲　 王国荣　 杨加元　 高清祥　 袁春林　 刘吕银　 张如兵　 曹顺新　 冯新民　 冯翠梅

董秀荣　 杨志治　 冯好珍　 刘玉军　 贺建忠　 贺彩琴　 惠世和　 惠合生　 杨丰和　 刘祝英

冯彩兰　 王海燕　 马秀芳　 刘春生　 赵延菊　 樊建华　 王振彪　 程桂梅　 郝贵芳　 朱春玲

张玉梅　 王世平　 杨向利　 冯爱萍　 陈宝玲　 高向梅　 贺金梅　 高红梅　 淮向东　 刘建清

冯世亮　 杜冬莲　 贺俊梅　 张亚玲　 高世锋　 高　 堂　 薛世祥　 高新胜　 任文化　 乔向前

杨随珍　 郭安萍　 吴树明　 白彩莲　 贺海霞　 杨竹莲

四班有:

王润连　 白　 钰　 杨延平　 刘存录　 师虎岗　 刘世莲　 冯学军　 南华萍　 吕明亮　 苗文慧

曹建川　 李建宁　 曹东芳　 张世炫　 曹锦春　 刘加让　 刘永孝　 樊尚兵　 樊全新　 牛延平

张应祥　 刘香梅　 陈文远　 张瑞兰　 梁世东　 拓真珍　 梁福誓　 高彩兰　 梁鹤林　 陈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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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峰　 杨彩兰　 樊兰香　 张永恒　 张连锋　 刘胜亮　 张东梅　 高　 玲　 白延珍　 刘爱玲

苗风珍　 杨延刚　 杜国斌　 梁世娥　 马延琴　 张克莲　 冯迎春　 贺延玲　 曹瑞莲　 张　 泽

袁世福　 贺彩莲　 王军瑞　 樊鸿雄　 郭文院　 刘建福　 程宝霞　 刘春梅　 杨桂萍　 白晓霞

王向龙　 张山虎

五班有:

杨志亮　 强永平　 王延生　 马祝连　 陈艳萍　 阎高林　 高彩琴　 毛清梅　 刘富清　 毛加诚

袁永林　 白王琦　 石梅花　 慕忠明　 邓志平　 鲁利全　 杨智华　 高红装　 李随梅　 李玉英

张豫琴　 巩晓萍　 霍玉新　 刘瑞梅　 王风梅　 任彩霞　 张演兵　 李风雄　 白秀梅　 杨晓琴

吕　 胜　 张东连　 白香萍　 王延存　 陈榆兴　 任彩琴　 张金莲　 秦延丽　 干玉梅　 李世梅

呼东明　 张学义　 张世祥　 白翠梅　 冯清红　 毛向荣　 刘如成　 毛金亮　 冯世延　 贺智军

高正海　 韩东云　 任清梅　 冯润梅　 樊向燕　 高世俊　 梁玉贤　 马世军　 王忠林　 张玉莲

刘春景　 田金花　 李树森　 郝秀英　 张向明　 张风莲　 马建平　 石月阳　 冯志远　 国忠庆

梁巧萍　 任祝娥

六班有:

姚风云　 白如祥　 贺仲华　 白森梅　 冯延梅　 刘碧梅　 孙春梅　 王东荣　 刘红兵　 苗翠萍

房志兰　 张秀玲　 杨东莲　 柴东梅　 袁薪萍　 高凤荣　 贺彩莲　 李彩芳　 梁树平　 白玉茜

袁清莲　 张富荣　 冯　 设　 郭世财　 李晚琪　 刘瑞兰　 冯增兰　 鲁锦霞　 白文宁　 吕向林

张志成　 贺国彪　 张世发　 惠永琴　 刘彩风　 冯延萍　 白玉琴　 冯艳艳　 李宝平　 王彩玲

刘彩莲　 高泉生　 乔清元　 杨秀梅　 杨竹琴　 郝彩霞　 郝学亮　 杨耀伟　 刘志英　 胡建强

房志杰　 郝治忠　 贺树林　 高碧琴　 马延生　 梁延斌　 马军莲　 李彩云　 刘桂莲　 刘世莲

刘延平　 毛如新　 冯连明

１９７７ 年春ꎬ 招收高中生编为 ６ 个班ꎬ 时有学生 ８００ 名ꎮ

高春七八级一、 二班学生有:

马世忠　 高合荣　 刘小艳　 刘小虎　 白立斌　 冯为云　 贺世楠　 张　 慧　 呼彩霞　 陈　 丽

吕　 军　 白永玲　 梁宇辉　 高改香　 刘亚飞　 梁建英　 白　 林　 阎延平　 郝连辉　 张锦丽

高　 明　 杨亚峰　 刘瑞梅　 郝延彩　 贺吉祥　 刘长银　 马彩琴　 王京平　 王　 进　 杨海荣

杨彩峰　 冯崇清　 高文斌　 张　 峰　 杨满全　 李存英　 冯小宏　 杨华南　 朱东娥　 杨彩莲

杨增梅　 张秀兰　 张玉荣　 马向平　 冯彩荣　 杨海荣　 高桂兰　 田风兰　 张毛女　 王世勤

高世贵　 冯志军　 王生荣　 张红梅　 杨元元　 谢腊霞　 赵世平　 李智金　 高香梅　 杨艳萍

刘延平　 杨光前　 张志文　 张永平　 杨碧荣　 杨瑞郁　 冯为民　 呼学文　 王英梅　 高宝琴

高世凯　 杨瑞堂　 李思雄　 惠荣华　 李应梅　 高明东　 冯秀琴　 马延萍　 强瑞萍　 王向春

杨增福　 冯林春　 李向阳　 杨向前　 马润霞　 刘加良　 杨祝英　 杨桂莲　 梁随海　 高爱平

刘淑梅　 王向阳　 高瑞雄　 冯玉莲　 冯光莲　 白翠莲　 牛翠琴　 常爱玲　 冯桂兰　 张东梅

张彩莲　 李春连　 梅明才　 郝春梅　 刘生强　 干玉娥　 冯光辉　 李向林　 梅冬娥　 周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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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向荣　 芦富荣　 冯贵梅　 李正贤　 刘翠萍　 郝玉梅　 梁彩祥　 高永宁　 郭建富　 高向英

冯永保　 李彩霞　 张宏雄　 文锦连　 董玉海　 刘东锋　 贺彩琴　 汪艳玲　 封彩连　 李晓雷

高瑞荣

三班有:

樊玉兰　 刘欢喜　 杨　 进　 惠东娥　 宋志梅　 刘东玲　 郝连秀　 王俊兰　 刘延萍　 杨玉荣

张玉莲　 白春琴　 杨韩梅　 魏存云　 陈世云　 张瑞莲　 张奋梅　 冯淑娥　 杨清荣　 梁俊萍

冯竹琴　 袁卫东　 杨春兰　 张风梅　 邓　 娥　 刘风莲　 杜秀梅　 冯彩琴　 郭秀珍　 郭玉珍

张万宁　 曹东梅　 高延梅　 梁翠英　 王竹玲　 张宏英　 杨文兴　 郝军堂　 苗玉珍　 杨彩连

白翠峰　 樊万军　 张竹玲　 高美荣　 李　 明　 张碧连　 王克强　 刘翠梅　 都世雄　 高川玲

赵香连　 高士杰　 郭志武　 刘瑞兰　 任碧连　 白向荣　 李延玲　 郑维琴　 白　 明　 葛亚梅

李风连　 薛延梅　 白玉祥　 杨风银　 刘志雄　 白晓东　 刘登祥

四班有:

冯瑞兰　 刘随洲　 袁卫兵　 张彩萍　 袁树涛　 曹海祥　 张秋芳　 贺向前　 刘正辉　 刘崇明

常燕玲　 白利萍　 贺永宁　 冯贵荣　 冯春梅　 刘学俊　 马世林　 李瑞英　 刘永善　 李玉花

郝金阳　 刘志诚　 杨良梅　 李富贤　 郭清兰　 马焕清　 杨茂林　 冯金堂　 杨贵祥　 樊成云

郭炜静　 刘建平　 任贤亮　 张白霞　 曹慧娟　 张仁叶　 李建萍　 王翠娥　 张焕玲　 赵爱莲

杨文正　 庞桂梅　 刘志行　 高风琴　 冯向平　 刘香梅　 任进春　 杨喜顺　 郝玉梅　 任随娃

冯志斌　 刘胜利　 张宏亮　 田智深　 邓应开　 杨淑英　 刘文亮　 李白华　 贠学英

五、 六班有:

冯清连　 杨玲玲　 高向英　 霍玉平　 马延安　 樊鸿斌　 马俊杰　 冯志财　 刘玉兰　 杨桂兰

白宏丽　 杨改芳　 杨风娥　 都瑞芳　 马春荣　 贺延南　 李风梅　 高畅快　 赵清连　 苗瑞珍

郝桂珍　 袁春梅　 高秀珍　 郝玉珍　 杨碧玲　 高瑞义　 甄延林　 刘忠亮　 强智明　 胥雅丽

王克华　 干利萍　 庞延平　 陈　 涛　 郝龙江　 苗普连　 高淑珍　 艾克平　 高香兰　 刘祥红

贺永祥　 刘东霓　 康彩兰　 冯世明　 王玉莲　 惠彩红　 许风连　 刘桂连　 王玉云　 刘彩荣

贺生军　 高树森　 刘风莲　 冯延梅　 李恒智　 刘风梅　 刘东娥　 高军卫　 冯胜利　 邓风清

刘延平　 甄卫生　 郭小林　 贺桂芬　 高　 萍　 樊福娃　 张志雄　 霍占燎　 刘和平　 马改香

李抗美　 贺延林　 高简政　 冯锦祥　 赵金川　 刘邦定　 郝向阳　 白长红　 冯　 辉　 史雪宁

呼延清　 李进明　 高社林　 王延虎　 于利军　 庞随军　 师海庆　 苗春燕　 张彩云　 蔡慧红

高焕文　 常东风　 曹建安　 郭小红　 高随祥　 赵小宁　 刘小玲　 郝延平　 白双群　 陈文斌

王克强　 师富财　 刘贵林　 刘延峰　 王学富　 康江涛　 贺彩红　 高向良　 杨瑞延　 郭黎平

高小林　 冯延庆　 白志城　 高奋堂　 张新梅　 冯秀兰　 张秋梅　 刘崇明　 王建华　 鲁风生

杨国强　 贺平安　 梁世飞

１９７８ 年始ꎬ 改为秋季招生ꎬ 复开始招收初中生ꎬ 首先向社会招收初二尖子班 ２ 个ꎬ 即初秋七九

级甲、 乙班ꎬ 初一尖子生 ２ 个班ꎬ 为初秋八〇级甲、 乙班ꎻ 初一普通班 ４ 个 ２４０ 名ꎬ 三年制ꎬ 称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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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八一级一、 二班ꎻ 招收高中生 ３００ 名ꎬ 共有学生 ６５７ 名ꎮ

初秋七九级甲班 (班主任杨振江) 学生有:

苗彩艳　 冯向宁　 张秀琦　 郝世贤　 梁燕燕　 刘翠娥　 王延萍　 梁生军　 苗秋燕　 刘向阳

王风梅　 杨金德　 曹春荣　 张春艳　 贺俊花　 李向连　 高红卫　 郭延平　 张军阳　 符金明

王春娥　 王　 慧　 岳玉华　 庞秀荣　 高志清　 鲁树莲　 白长云　 高文斌　 干贤俐　 杨园园

刘瑞荣　 高冬梅　 王冬梅　 高小燕　 郝清瑞　 白祝莲　 王延平　 庞志军　 程欢阳　 杨世军

冯国清　 贺海波　 苗廷前　 高军生　 刘东玲　 乔志胜　 康振明　 杨秀卫　 曹永胜　 杨官银

张东玲　 白芬茹　 刘新宇　 刘香莲　 郝桂莲　 候爱玲　 梁向阳　 曹彩萍

乙班 (班主任刘世斌) 学生有:

高　 城　 候东梅　 马调娥　 冯卫东　 曹世雄　 梁小宁　 师应才　 淮丽萍　 张听和　 张　 茹

赵延宁　 刘碧兰　 王春梅　 康占荣　 白玉成　 高焕武　 张晓燕　 刘香梅　 杨秋娥　 杨竹林

张富生　 高加谦　 安富连　 刘玉平　 曹春燕　 王鹏祥　 郝翠梅　 刘存琴　 呼海平　 冯世俊

白天卫　 马彩梅　 郝连锋　 杜建汶　 孙东燕　 贺建华　 郝红梅　 贺　 森　 郝世颜　 刘建国

兰东强　 贺存霞　 胥大庆　 高春花　 曹浮云　 郝卫亮　 苗桂英　 焦东仁　 屈万荣　 王世勤

张世延　 刘风莲　 吕向珍　 袁竹林　 刘向连　 冯向文

初秋八〇级甲班 (班主任孙智斌) 学生有:

丁延年　 魏金岗　 刘秋梅　 曹秀梅　 刘永琴　 董树卫　 王　 勇　 张红卫　 刘小彦　 王海英

阎志岗　 李彩莲　 樊　 霞　 叶　 宁　 王新华　 苗桂香　 刘延安　 冯凤梅　 刘志维　 王春梅

刘小丽　 曹友芳　 刘春梅　 张小红　 曹红霞　 刘延庆　 都海军　 高兵兵　 马春阳　 杨春艳

邓战连　 杨智时　 杜随台　 杨军成　 毛金贤　 冯宏如　 冯向阳　 刘红卫　 杨荣玲　 冯延亮

任织美　 袁永强　 刘聪林　 张卓明　 郝延瑞　 刘春智　 高红春　 冯秀丽　 白雪东　 郝怀珠

刘福祥　 杨　 东　 刘百合　 冯上琴　 刘生峰　 杨俊江　 郭鹏飞　 康海涛　 孙智辉　 刘富祥

白春娥　 贠延英　 刘风梅　 杨如琴　 刘凤梅　 阎小琴　 杨振海　 赵小雄　 冯延红　 郝向怡

乙班 (班主任陈爱华) 学生有:

李　 霞　 李小玲　 白小宁　 冯红如　 段娴琴　 王小红　 刘延平　 刘世雄　 杨爱荣　 高向林

刘彩义　 冯延武　 师延安　 曹东红　 杨军叶　 杨海燕　 杨凤琴　 刘小红　 张彩云　 刘爱莲

刘润利　 任宏祥　 阎江涛　 陈探生　 干应毅　 王文军　 高向卫　 刘志亮　 梁东阳　 刘向福

刘泽文　 甄卫军　 李延生　 马小利　 郝立兴　 马延龙　 刘应乐　 张建军　 侯红兰　 刘清芳

郝世华　 邓延安　 刘宏军　 王国祥　 任永安　 王小红　 贠延兴　 曹碧琴　 杨卫兵　 高东红

杨小燕　 刘玉江　 冯燕燕　 高清华　 冯彩梅　 张凤卫　 高红伟　 冯红艳　 刘彩雄　 袁艳宁

郭鹏霞　 马晓霞　 冯志红　 李延宁　 石海峰　 杨延红　 史金鹏　 樊卫兵　 郭贵萍

高秋八〇级学生一班 (班主任张进生) 有:

王风娥　 张卫新　 马延军　 郝桂梅　 李彩英　 钞鹏翔　 李翠梅　 高雪琴　 刘志胜　 白福荣

张凤琴　 高　 勤　 杨志辉　 冯玉明　 郭朋强　 马　 骊　 王红忠　 马雄虎　 杜彩连　 石彩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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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宽　 刘玉彦　 刘凤梅　 郝青兰　 刘进升　 侯胜云　 杨彩兰　 王瑞花　 郝战胜　 高治斌

王志斌　 刘瑞堂　 马世兴　 李维生　 雷俊斌　 王延胜　 马志明　 邓三元　 曹延寿　 薛世强

刘吉祥　 呼海琳　 刘世亮　 苗普平　 贺世春　 曹巧荣　 冯香梅　 刘新晔　 邓彩琴　 任　 香

刘小平　 曹艳丽　 郑世伟　 郑世峰　 刘世金　 刘永富　 刘　 和　 党致芳

二班 (班主任李进才) 有:

王晓燕　 刘向阳　 刘冬娥　 郭小燕　 简延雄　 雷雪东　 刘清梅　 杨双艳　 赵风琴　 杨世梅

杨世梅　 马玉兰　 刘文亮　 冯智雄　 王建文　 杨志斌　 梅玉萍　 梁俊英　 刘风莲　 郝秀芳

呼向燕　 高艳梅　 刘彩艳　 王桂梅　 刘玉平　 冯忠平　 高仲玲　 郝国婷　 梅青忠　 李志耀

梁冬阳　 王东连　 乔世才　 淡溢汕　 李清萍　 乔玉昌　 王胜利　 贺延西　 曹秀连　 樊碧荣

刘风兰　 杨雪琴　 李冬梅　 高海东　 张志福　 冯志军　 杨常林　 赵新旺　 袁　 憨　 庞延寿

刘红阳　 白加红　 郭世平　 冯文章　 李志兵　 庞金元　 高成义　 景新亮　 高延玲　 杨志亮

梁彩翔

三班 (班主任冯力) 有:

郝东阳　 杜慧琴　 任玉海　 刘玉杰　 高小风　 王福恩　 王树升　 梁新宇　 冯彦光　 刘永明

柴三喜　 杨春玲　 邓应元　 庞志辉　 赵卫东　 梅保存　 张　 娴　 杜世俊　 刘向平　 马治兰

冯泉宋　 刘和平　 刘华林　 杨志杰　 郝世宏　 马延卫　 杨耀祥　 徐　 旺　 白风霞　 高延宏

袁卫军　 张晓兰　 刘瑞芳　 任外姓　 张玉莲　 刘彩云　 刘春云　 任萍芳　 邓竹雄　 赵三毛

赵吕琴　 瞿文斌　 符远生　 郝有处　 雷全昌　 白碧兰　 白军选　 马东荣　 刘永祥　 张秀连

李彩霞　 胡银霞　 杨向东　 李　 云　 刘西宁　 吕东梅　 刘瑞萍　 刘保成

四班 (班主任王克继) 有:

曹彩萍　 惠晓芹　 王玉峰　 高阳元　 任世仓　 苗忠茂　 刘世雄　 马金星　 杨合理　 冯柏林

高雪燕　 梅东霞　 朱亚林　 梁世梅　 刘彩霞　 张秀兰　 邓润祥　 白建斌　 杨燕秀　 李志新

张世录　 梅青宏　 段效延　 刘世录　 贺雄义　 刘治瑞　 刘东风　 董树平　 苗　 军　 白玉军

肖奇辉　 刘宝泉　 白焕宁　 冯延忠　 霍宋义　 张桂莲　 董国珍　 阎吉庆　 张向前　 刘竹霞

魏成英　 马文生　 贾延芳　 张宏川　 王祝前　 冯志胜　 李海燕　 张志英　 毛秀梅　 郭世连

刘桂芹　 刘小连　 鲁仙荣　 冯彩萍

五班 (班主任王振荣) 有:

刘伟生　 贺向宁　 张胜利　 陈爱花　 高艳红　 冯　 进　 曹春年　 张卫东　 刘兴华　 梁振思

杨君兴　 刘　 宁　 刘向红　 高长安　 霍　 强　 王会荣　 李重庆　 王　 瑞　 任延梅　 樊应兵

刘鹤飞　 杨树英　 刘文胜　 刘香梅　 郭红霞　 贺宏江　 曹　 宁　 杨平海　 张富梅　 王富梅

张　 弢　 刘　 军　 高加强　 郝思明　 魏金丽　 贺彬兰　 刘金亮　 高新利　 王学富　 李向前

白雪峰　 白向钰　 金加雄　 白　 强　 苗桂兰　 冯秋莲　 田建成　 张凤梅　 刘兴邦　 张春娟

梁玉莲　 樊军民　 杨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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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班 (班主任冯志祥) 有:

董思君　 薛荣亮　 刘生祥　 刘进国　 马建兵　 张继红　 冯翠梅　 王竹娥　 刘宏雄　 刘建辉

吕立峰　 高应虎　 梁春林　 刘军宁　 申金栓　 李世青　 贺　 祥　 刘文中　 都彩琴　 刘锦霞

李玉莲　 郑志荣　 陈文杰　 张　 利　 郝春梅　 张春瑞　 高春生　 干玉飞　 董树斌　 冯贵斌

贺清水　 都翠英　 高振轩　 张　 勇

初秋八一级一班学生有:

冯治祥　 杨东明　 刘伯林　 尚引会　 侯庆田　 呼延东　 卢明亮　 曹炎繁　 张世忠　 刘永岗

杨延安　 高延军　 贺春雄　 杨加平　 杨　 亮　 王国雄　 隽红亮　 刘毛德　 梁红荣　 王春燕

冯国清　 杨海雄　 冯世东　 郝完晓　 刘晓娜　 杨小玲　 刘巧宁　 杨红艳　 曹小宁　 朱小艳

贺雪花　 郭文霞　 杨三女　 贺川耀　 冯小奋　 高海秋　 惠延江　 李小玲　 高樊清　 李世平

刘太延　 郝向荣　 王卫娥　 封青海　 党虎平　 白风莲　 李志仁　 梅延平　 刘青春　 刘晓艳

宜彩珍　 惠朝阳　 刘文林　 白江卫　 白风梅　 冯风莲　 马翠莲　 刘润红

二班有:

马延虎　 张志忠　 李永宏　 杨向阳　 刘合翔　 贺自胜　 张小朝　 温焕马　 马世禄　 白加合

贺国强　 刘金存　 庞泽明　 高文斌　 贺文革　 刘永梅　 郝兴杰　 白彩娥　 安学芳　 赵小艳

刘朝霞　 张聪明　 曹春红　 王碧莲　 髙雪艳　 高红艳　 郭芳琴　 刘世芳　 贺清明　 郝世华

白延峰　 郝世连　 康莲花　 李卫霞　 贺　 芳　 杨世荣　 刘三梅　 马玉鹏　 刘志军　 高学伟

任延新　 陈世平　 梁玉峰　 任　 数　 马　 骁　 刘正林　 高军祥　 任彩峰　 马金荣　 刘云云

张秋梅　 刘志明　 贺东祥　 都　 江　 封红卫　 曹建彪　 高逐涛　 刘保平　 孔怀胜　 白延水

三班有:

高加耿　 南华东　 王武成　 阎波涛　 梁东明　 梁旭奎　 刘祥志　 李福林　 刘文平　 王　 涛

陶向峰　 杨志雄　 郭世英　 冯向阳　 杨卫平　 李高平　 赵正安　 高志明　 郭长海　 马春生

高文彦　 曹炎杨　 马向明　 高　 华　 冯世辉　 封富平　 白东江　 赵艳艳　 杨丽英　 杨文革

曹春梅　 高玉珍　 杨青兰　 李玉梅　 高向红　 白风云　 杨海燕　 邓润琴　 曹秋芳　 惠玉珍

杨调琴　 梁彩琴　 李　 娥　 刘彩玲　 杨清燕　 卜团员　 何雪琴　 杨黎明　 封向荣　 刘延宁

马红保　 陈世莲　 高应平　 王志勇　 封北明　 赵　 红　 刘秀梅　 贺百祥　 陈小玲　 高文娟

刘艳萍

四班有:

刘志强　 刘春梅　 杨玉祥　 李红艳　 梁玉江　 霍小平　 陈　 量　 王延胜　 张平安　 高东峰

马保林　 刘东雄　 杨小兵　 冯军委　 刘军林　 任　 祥　 刘小轮　 米世敏　 董保庆　 董伟平

刘小荣　 韩正斌　 张东如　 向明春　 马春海　 杨雪军　 杨有才　 刘清俊　 杨文燕　 刘小云

刘碧娥　 高瑞峰　 张碧霞　 贺竹玲　 杨风岭　 吕彩娥　 刘风连　 李风梅　 赵艳芳　 毛延玲

阎玉花　 白小玲　 韩桂芳　 杨积霞　 张应兰　 刘晓琴　 惠彩萍　 刘彩梅　 张风连　 陈凤英

刘桂梅　 冯建萍　 王继辉　 杨玉才　 高如岩　 郭延枫　 刘瑞兵　 杨翔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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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 年秋ꎬ 新招初中生 １２０ 名ꎬ 高中生 ３５０ 名ꎬ 有在校生 ９０４ 名ꎮ

高秋八一级一班 (班主任霍让元) 学生有:

冯小兰　 李清海　 李永光　 赵卫兵　 高亭翔　 贺建华　 王冬梅　 贺琴芳　 淮黎燕　 樊　 芳

王春梅　 石为平　 曹春艳　 赵延宁　 白大卫　 呼学文　 刘贵生　 梁向阳　 郭小东　 凤让科

梁生军　 干树宏　 王军生　 岳玉华　 王春娥　 郝翠梅　 白瑞莲　 杨秀卫　 刘彩霞　 杨元元

杨金德　 刘子川　 高军虎　 兰东强　 杨世君　 郭延平　 樊军民　 曹淳荣　 刘清荣　 杜旭辉

高思忠　 王世勤　 冯保民　 刘文宏　 段效民　 呼延庆　 车高林　 康正明　 王秋燕　 冯延芳

王小燕　 刘永佺　 刘　 军　 梁振思　 白双群　 刘向红　 魏金丽

二班 (班主任刘汉印) 学生有:

贺海波　 周延庆　 贺俊华　 张东玲　 刘艳琴　 张玉玲　 冯晓莹　 张晓琴　 孙延平　 王风梅

张福梅　 贺伟琴　 鲁树连　 高志清　 高翠萍　 王国芳　 张小雁　 刘春雁　 毛延生　 高学伟

董世勤　 白国樟　 郝世彦　 李延生　 郝国友　 张世彦　 庞志军　 冯国清　 马世辉　 张富生

冯伯丽　 王春娥　 刘香树　 刘存琴　 曹企辽　 赵胜利　 刘向莲　 潘思红　 康占荣　 郝翠云

冯玉明　 王祝前　 刘贵鹏　 郝世斌　 郭红霞　 高艳红　 梅东霞　 苗桂兰　 杨燕秀　 郝忠林

吕金香　 惠秀琴　 高雪燕　 高海东

三班 (班主任阎永新) 学生有:

刘兴元　 吕　 忠　 陈关社　 郝延斌　 吕立雄　 苗彩燕　 庞秀荣　 高延玲　 刘东梅　 刘向新

王安生　 曹高平　 甄永连　 刘春艳　 杨玲玲　 王爱芳　 贺存霞　 吴玉化　 甄红霞　 高春玲

郝红梅　 高延卫　 高加谦　 高春花　 刘东玲　 刘翠平　 董军成　 刘玉清　 刘延平　 王　 林

张明智　 曹如台　 呼调娥　 王延平　 冯彩莲　 周永梅　 郝向梅　 何燕玲　 杨小雄　 白建群

马调娥　 李宏梅　 白小艳　 刘建国　 梁燕燕　 李光明　 刘翠琴　 李风莲　 王树升　 马金星

刘德荣

四班 (班主任杨玉和) 学生有:

梁风祥　 李　 平　 李向前　 杨军胜　 冯建华　 王向平　 刘太平　 白治雄　 李瑞莲　 高俊玲

郝治连　 郝彩梅　 干翠花　 刘永华　 张向如　 张彩云　 高冬梅　 高生祥　 王永霞　 杜苏春

杨风莲　 郝向娥　 刘翠娥　 白竹莲　 刘小燕　 冯向前　 高存亮　 马延芳　 李碧连　 李翠娥

侯爱玲　 苗桂英　 曹东荣　 高东平　 杨竹林　 刘作平　 杜永明　 杨福宪　 刘向娥　 许元平

干碧艳　 康永兵　 梁小宁　 刘卫亮　 冯永祥　 张世平　 贺永祥　 肖奇辉　 白玉军　 张志英

董国珍　 刘西安　 程秀兰

五班 (班主任段田科) 学生有:

冯世雄　 干贤利　 高宗辉　 李广升　 杨西利　 张晓玲　 李向连　 刘向存　 程向军　 冯世俊

杨增富　 任世新　 庞瑞荣　 杨小虎　 刘碧兰　 张秀云　 鲁国珍　 杨秋娥　 刘东兴　 呼政军

高　 成　 刘海雄　 刘碧娥　 高春花　 刘永莲　 李风阳　 刘香梅　 王竹梅　 张宝英　 刘香梅

刘风梅　 高文莉　 许元英　 张建云　 姚延龙　 呼海平　 贺志雄　 杨树辉　 巩雁玲　 郝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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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清　 郭陆合　 白春林　 马明胜　 马清莲　 王红燕　 冯冬梅　 庞延寿　 张训练　 郝延春

李向前　 张志福

六班 (班主任冯玉梅) 学生有:

冯东叶　 田爱英　 任雪宁　 梁风连　 邓　 琴　 郭世军　 冯富平　 高志伟　 高宝明　 贺国清

年增辉　 郝延寿　 李德林　 呼学东　 张春琴　 梁爱珍　 强新萍　 赵春连　 陈向宁　 冯润英

高宝山　 高国珍　 刘忠乐　 冯　 宏　 冯　 迪　 刘乃平　 韩振阳　 杨志明　 杨录梅　 刘海梅

白提娥　 刘瑞清　 杨风荣　 刘富艳　 封延林　 刘世梅　 李秀连　 刘东莲　 刘彩文　 李春连

杨桂连　 惠延兵　 樊福晔　 郝开明　 张　 宁　 曹春荣　 常贵清　 张宏川　 王纪华　 高　 勤

董树平　 侯春梅　 王金荣　 刘文彦

七班 (班主任高清秀) 学生有:

张彩莲　 高玉梅　 呼秀莲　 刘东玲　 吕慧玲　 王永华　 刘东艳　 曹立田　 贺海洋　 徐金前

李世忠　 房海英　 张存风　 杨维成　 毛小燕　 郝瑞琴　 刘陶冶　 韩秀玲　 陈彩琴　 杨青云

鲁延芳　 杜小明　 刘忠贵　 任延文　 陈玉清　 高向宁　 高　 雄　 王亚东　 赵延宁　 杨瑞忠

高向前　 高文林　 封新海　 李翠英　 冯桂梅　 高延梅　 李志成　 邓香梅　 杜天云　 刘春小

高　 翔　 杨秀莲　 康小川　 高翠莲　 刘竹林　 贺秀梅　 贺春林　 梁延雄　 刘竹莲　 李应兰

刘文雄　 干世明　 刘振军　 刘瑞连　 高燕燕　 张刘存

八班 (班主任) 学生有:

马长丽　 郝春霞　 马社举　 刘风如　 师虎猛　 曹小军　 高世荣　 高秋峰　 任延生　 高治国

王鹏祥　 马东玲　 张晓梅　 杨永玲　 智　 斌　 刘金荣　 王延青　 马延鸿　 梁合飞　 刘生贤

杨　 军　 董国军　 郭海英　 刘东霞　 刘风珍　 冯延明　 冯向宁　 干贤玲　 杨兴财　 刘向红

毛世海　 庞俊富　 马　 峰　 张延新　 刘宏奎　 刘小利　 杨　 柳　 申永年　 贺春祥　 邓小勇

秦永丽　 张　 丽　 高延明　 董思军　 刘志行　 王竹娥　 刘宏雄　 吕立峰　 刘建辉　 李世清

冯贵斌　 高振轩　 刘世峰　 赵锦辉　 郑志荣　 常东风　 白如峰

初秋八二级学生一班有:

王　 勇　 马春阳　 魏金刚　 董树卫　 刘小彦　 阎志刚　 冯延红　 刘福祥　 冯宏如　 冯上琴

白雪连　 杨春艳　 刘晓莉　 刘秋梅　 冯秀丽　 王海英　 贠延英　 杨智时　 王新华　 高兵兵

李彩莲　 樊　 霞　 刘永琴　 曹有芳　 刘红卫　 郝怀珠　 叶　 宁　 刘生峰　 都海军　 刘春智

袁永强　 刘白合　 孙智辉　 张晓红　 刘志卫　 白春娥　 苗桂香　 郝延瑞　 杨　 东　 毛金贤

刘延庆　 郝国胜　 冯凤梅　 曹红霞　 高红春　 杨俊红　 张卓明　 杨方玲　 曹秀梅　 王春梅

郭鹏飞　 冯向阳　 冯冬梅

二班有:

高红卫　 阎江涛　 李延生　 刘志亮　 冯向阳　 刘雁平　 都永新　 陈探生　 白小宁　 刘泽文

邓延安　 李延宁　 李晓玲　 刘延平　 王小红　 张凤卫　 刘爱莲　 刘小红　 段娴琴　 冯红艳

王晓红　 师延安　 杨海燕　 高向卫　 杨爱荣　 郭长春　 冯燕燕　 刘清芳　 刘永利　 王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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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碧琴　 杨凤琴　 梁东阳　 刘采樊　 杨晓燕　 雷　 武　 刘宏军　 贺彩萍　 刘世雄　 曹晓霞

侯红兰　 郝玉星　 任永安　 王国祥　 刘玉江　 张彩云　 史金鹏　 杨卫兵　 樊卫兵　 冯录如

樊红卫

三班有:

赵小雄　 冯世平　 冯延武　 袁艳宁　 张宏伟　 刘春梅　 康海涛　 杨军成　 甄卫军　 杜随台

马延龙　 任宏祥　 冯延亮　 马晓霞　 杨建红　 高清华　 刘凤梅　 高东红　 任侯英　 杨如琴

郭鹏霞　 刘向福　 张小云　 刘风梅　 丁延萍　 冯彩梅　 郝玉花　 邓战连　 刘彩雄　 刘延安

张建平　 张向平　 阎小琴　 杨军燕　 冯志红　 高金宝　 白国杰　 刘延芳　 张文艳

高秋八二级学生文科班有:

雷　 梅　 李彩霞　 郭海英　 樊　 芳　 马长莉　 马调娥　 惠秀琴　 冯晓莹　 甄秀琴　 梁燕燕

王小燕　 刘凤茹　 刘东霞　 王鸿燕　 刘向红　 王春娥　 王延雄　 刘彩霞　 杨元元　 刘东志

郝秀梅　 冯向宁　 刘文中　 杨竹林　 冯建华　 马延平　 毛一奇　 刘凤珍　 刘枫华　 庞俊福

刘生贤　 申永年　 高治国　 干贤伶　 杨贵财　 杨　 俊　 郝世彦　 王亚东　 王振轩　 沈延兰

张小燕　 刘文宏　 邓小勇　 王国芳　 惠彩霞　 杨光彦　 安春青　 刘秋风　 田青平　 乔志胜

焦来仁　 贺东燕　 张桂莲　 康小川　 高春玲　 鲁荷芳　 甄志忠　 郝占元　 任雪亭　 陈文杰

理科一班有:

贺思辉　 干有才　 马文生　 王向军　 贺月胜　 贾建兴　 封　 家　 张良平　 乔永梅　 惠雪娥

李志平　 樊应斌　 张云清　 张秀丽　 刘东梅　 刘玉萍　 钟志兰　 冯彩莲　 高风云　 贺彩霞

冯向荣　 封兴海　 郝延兵　 高延维　 王安生　 高保民　 郝世兴　 刘永平　 杨金德　 郭宏霞

李风琴　 王东梅　 吕兰萍　 冯玉梅　 杨福宪　 曹兴胜　 高廷祥　 李世勤　 白玉成　 王晓明

张东宏　 贺国清　 高广柱　 马小峰　 王风梅　 刘风云　 贺国清　 刘作平　 潘思宏　 郭如芝

呼秀莲　 高艳艳　 高保卫　 康国珍　 郝智莲　 刘金荣

二班有:

张延庆　 马　 平　 张富生　 赵兴旺　 李鹏程　 白国樟　 张世延　 康永斌　 刘清娥　 刘向阳

张小玲　 党　 静　 苗桂兰　 苗桂英　 郝翠梅　 张福梅　 李风莲　 李碧玲　 陈永贞　 董军成

刘延平　 赵东升　 冯关平　 惠志雄　 王兴辉　 贺海波　 冯国清　 杨志明　 杨常林　 冯保民

高思忠　 郝世斌　 贺建华　 高世清　 冯　 进　 郑世峰　 刘延寿　 曹占辽　 杨光前　 刘绥阳

董世勤　 鲁树莲　 刘亚宁　 冯建生　 曹彩萍　 王富梅　 高军虎　 冯宗贤　 袁树杰　 吕立雄

惠碧源　 张宏川　 贾延芳　 郝俊瑞　 何艳玲　 白建群　 郭世平　 房东雁

三班有:

曹淳荣　 刘晓莲　 杨燕秀　 张志福　 王世勤　 刘清荣　 杨安平　 郝国友　 李广升　 郝战胜

高延文　 金加雄　 贺福赟　 岳玉花　 石为萍　 王祝前　 刘香梅　 淮黎萍　 李向莲　 贺伟琴

孙延平　 张东玲　 梅东霞　 高志清　 淡博鹏　 杨军胜　 冯崇庆　 李延清　 刘俊祥　 刘　 斌

李子东　 高存亮　 高延玲　 贾君茹　 刘向莲　 刘存琴　 赵延宁　 王高平　 兰东强　 王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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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勤　 张君阳　 段东平　 郭文峰　 张　 亮　 刘春燕　 王春娥　 高雪雁　 杨秀薇　 刘勇祥

张听和　 梁新宇　 王　 林　 王志斌　 曹为台　 贺　 兴　 刘新宇　 白大卫　 张春艳

初秋八三级学生一班有:

杨东红　 尹永军　 胡延锋　 袁红卫　 惠保平　 王忠虎　 刘应林　 刘永祥　 冯　 胜　 冯桂莲

髙卫梅　 高青梅　 石海峰　 齐建斌　 冯杨存　 李新涛　 魏宏举　 常佩香　 郝有前　 白上海

郝风雄　 鲁　 强　 李红艳　 李春连　 刘东云　 刘东红　 曹淳恩　 杨文成　 张志雄　 张卫中

高　 泉　 杨振河　 高文彦　 高文雪　 李永玲　 高进林　 高红军　 冯永青　 白红艳　 杨风珍

杨雪存　 杨向前　 李　 勇　 杨青富　 贺鸿飞　 贺巧兰　 高延军　 曹建卫　 刘桂兰　 白红玲

贺秀莲　 杨文革　 马文革　 袁红颜

二班有:

王　 毅　 郑军生　 贺耀文　 王延明　 张　 林　 樊卫晓　 刘富金　 鲁向明　 李彩文　 孟晓军

刘　 华　 郭奋琴　 王国才　 刘春娥　 高保卫　 刘小艳　 张春玲　 杨忠卫　 赵德强　 冯红卫

刘玉民　 高向荣　 高兴平　 高香梅　 李生春　 刘春生　 冯伯平　 刘改香　 刘　 亮　 马树红

刘明芳　 杨志莲　 刘志华　 刘高民　 刘玉国　 阎小雄　 白汉东　 贺云学　 肖红卫　 王风梅

张立琼　 刘永红　 高小雯　 范红梅　 陈小丽　 王红芳　 邓风琴　 曹殷烈　 刘小丽　 高香梅

王吉强　 郝世亮　 阎卫东　 阎尔明　 白红卫

高秋八三级学生文科班 (班主任郝风岗) 有:

康小川　 郭海英　 梁延延　 甄志忠　 马调娥　 刘向阳　 杨梁梅　 刘新宇　 惠志成　 杨光彦

刘永坪　 冯建华　 杨志明　 鲁延芳　 张宏川　 文艾忠　 冯小芳　 安青春　 张青生　 刘向红

卫海忠　 雷　 梅　 毛一奇　 刘文宏　 任忠义　 刘东雄　 刘秦洲　 陈胜民　 郝风楼　 杨海雄

刘风珍　 田青平　 杨兴才　 张桂连　 刘风如　 张研欣　 杨向阳　 梅延平　 李万平　 贺自强

张世忠　 刘陶承　 高卫东　 曹建彪　 王　 涛　 贺东艳　 任延新　 刘瑞生　 赵　 鸿　 张振宏

理科一班 (班主任贺安庆) 有:

邓小林　 高小岗　 李壁林　 刘青娥　 白国章　 冯建生　 刘向兵　 李秀芳　 李高平　 高延卫

郝翠梅　 高宏忠　 刘毛德　 高海秋　 郭延峰　 白延峰　 白花琴　 张小朝　 杨满海　 郝雪亮

冯小延　 刘延云　 辛文忠　 郝海延　 赵正安　 高正安　 张世延　 杨有录　 冯军如　 雷　 文

杨青艳　 冯向云　 都小琴　 张世荣　 郝世连　 郝世胜　 白小英　 高崇杰　 白风梅　 高秀叶

高风云　 杨克江　 李福林　 王向平　 张小兰

二班 (班主任李进才) 有:

杨春光　 惠加雄　 苗桂兰　 张楷宁　 鲁树连　 冯应祥　 吕立雄　 梁玉峰　 贺荣彦　 李秀平

李风连　 樊青春　 马宏保　 张瑞宏　 冯玉梅　 刘金有　 李延军　 高宏梅　 杨东琴　 马延军

梁玉明　 王东洋　 郝世兵　 钟之兰　 贺　 兴　 王风梅　 冯国清　 杨小林　 王壁连　 杨向丽

李　 向　 李保平　 白　 杰　 高　 华　 宋秋延　 任秀叶　 李树梅　 贺太平　 张云清　 白　 平

刘香平　 郭如之　 曹永胜　 刘小燕　 马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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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 (班主任张进生) 有:

高广柱　 尚引会　 冯世平　 杨延安　 贺东祥　 刘志军　 贺清明　 刘永祥　 贺春雄　 党　 晶

封青海　 刘世清　 冯世东　 梁振华　 焦宏亮　 党向阳　 孔怀胜　 惠卫娥　 陈世军　 冯智祥

赵东林　 杨军胜　 王　 荣　 崔素霞　 刘小连　 杨艳秀　 高忠民　 康正军　 贺文革　 贺国清

曹延繁　 伟加雄　 马小峰　 贺建华　 张保录　 贺思辉　 师东晓　 任秀连　 潘思宏　 王树升

郝占胜　 王春娥　 高存亮　 郝国友　 高建国　 刘三梅

初秋八四级学生一班有:

刘延河　 郝永山　 徐恩祥　 张建忠　 刘　 炜　 高报春　 张红雄　 隽宏谋　 杨清海　 梁建军

高小平　 王文生　 张复胜　 张春玲　 杨冬芳　 李彩林　 马春梅　 鲁向红　 梁向阳　 杨文化

樊改珍　 李彩雁　 甄燕青　 李国江　 李红艳　 霍延文　 刘彩红　 郑志清　 张东玲　 党红梅

高春莲　 冯红卫　 陈文芳　 杨　 丽　 刘江涛　 鱼晓红　 康海涛　 王世辉　 冯成武　 冯柏平

李亚非　 白小卫　 张红梅　 赵延玲　 冯永霞　 陈玉萍　 董春荣　 高向阳　 马红艳　 庞爱平

陈　 忠　 曹朝阳　 李卫东　 贾　 军　 高延东　 冯小兵　 曹智慧　 杨延庆　 朱春光　 乔志伟

白小林　 李　 杰　 杨竹林

二班有:

刘永安　 冯海如　 李永宁　 刘向春　 高延清　 贺耀文　 曹淳恩　 惠宝平　 高兴平　 刘东升

白宏如　 呼学军　 冯海潮　 贺小毛　 高江涛　 陈焕阳　 万　 霞　 冯文华　 王军梅　 高金艳

李彩文　 刘文霞　 刘海艳　 李海鸿　 景玉梅　 刘春艳　 刘永红　 樊永红　 高红霞　 师祝琴

都三梅　 刘艳玲　 张列霞　 阎海涛　 梁向红　 冯延东　 董卫东　 姜　 斌　 冯春仙　 王　 芳

刘菊梅　 惠满阳　 刘桂兰　 呼军珍　 折文化　 冯延玲　 李虹彦　 刘向前　 兰向军　 苗红旗

阎小雄　 马晓军　 冯小平　 郝秀芳　 梅玉琴　 高红军　 白志斌　 刘向忠　 马永和　 冀中胜

张　 勇　 王小琴　 师燕改

高秋八五级学生一班有:

杨凤玲　 甄延平　 都世毅　 鲍延梅　 王新华　 刘延平　 郝世颖　 王晓梅　 高树岳　 刘清俊

白俊奇　 拓史亮　 袁树伟　 曹常胜　 白焕龙　 李进昌　 吕文利　 王春梅　 马世虎　 闫志刚

杨凤莲　 曹彩花　 李保平　 赵卫兵　 白世红　 白雪山　 刘延海　 辛文忠　 鱼海江　 马红艳

郝秀红　 刘春梅　 高海平　 王玉莲　 刘秀娥　 李金菊　 邓延丽　 李春花　 刘爱莲　 邓秋燕

呼世连　 郭志荣　 折祝琴　 杜翠梅　 房润虎　 关鸽云　 任延武　 郭世斌　 梁应连　 张和平

二班有:

王兴忠　 杨海丽　 郭风云　 白华平　 李　 娥　 李风梅　 庞爱玲　 张永梅　 高彩芳　 高世红

白卫宁　 殷生海　 惠志雄　 杨玉岗　 张焕良　 刘彩宏　 高秀勤　 刘艳平　 刘艳霞　 曹竹叶

高兴安　 曹瑞华　 白侯美　 刘吕梅　 乔玉娥　 任满根　 孙军民　 李小红　 白润莲　 王瑞连

马香兰　 马爱武　 高春平　 冯思成　 郝成雄　 冯宗成　 贺延智　 张东晔　 张必霞　 师彩文

赵德星　 程国良　 王　 逵　 杨海宏　 李海峰　 贺伟军　 杨延琴　 任有才　 白卫东　 王晓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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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秀英　 冯艳敏　 钟志兰　 贺伟荣　 高润莲

三班有:

刘小鹏　 王怀义　 呼秀梅　 梁彩琴　 张晓红　 董伟萍　 刘爱民　 石治雄　 贺世圣　 高　 平

樊　 霞　 刘晓莉　 辛建萍　 韩秀玲　 冯红艳　 王海英　 高晓荣　 穆海萍　 高艳丽　 高红岩

李维国　 刘永红　 刘红卫　 北建军　 韩振斌　 杨富有　 惠研鸿　 刘凤玲　 刘江华　 冯秀荣

白延水　 王　 勇　 董树卫　 高彬彬　 杨春艳　 鲁树莲　 白　 琳　 高世林　 冯新忠　 郝国胜

刘凤旗　 刘海良　 折宏武　 刘秋梅　 尚风强　 干应川　 毛光辉　 李思友　 董军成　 高正安

高清华　 贺艳丽　 刘永耀　 郝向玲　 冯彩英　 杨有录　 霍安义　 马延林　 白国川　 白军民

郝世连　 刘永智　 马春生

四班有:

曹秀梅　 毛延玲　 白雪莲　 邓润琴　 高世秉　 贺春光　 杨小荣　 高小艳　 刘永琴　 李春玲

冯延琴　 郝瑞宁　 李彩虹　 高春红　 杨晓艳　 段娴琴　 刘彩奕　 陈探生　 冯智友　 杨东明

冯志鸿　 李万香　 马竹英　 刘瑞兰　 李春连　 高晓琴　 封富平　 曹凤岗　 杜贺平　 吕鑫君

刘延安　 庞志学　 李庆元　 邓新华　 高逐涛　 刘向阳　 李世煜　 高玉珍　 杨媛媛　 康小川

高艳华　 杨　 东　 刘丽霞　 杨海辉　 刘宏兵　 刘宏伟　 刘小彦　 曹世明　 史金鹏　 刘伯林

杨志敏　 郝世录　 张卫平　 马生明　 惠志诚　 郭志明　 符金良　 刘宏兵　 冯贵祥　 贺崇林

刘崇辉　 高建华　 刘芬珍　 郭建强　 李延生　 冯思辉　 杨延军

初八五级学生一班有:

童　 炜　 梁　 荔　 董清燕　 张云英　 冯丽丽　 姜　 炜　 冯宏勤　 张晓军　 王卫东　 呼卫东

梁世祥　 李高林　 梁小岗　 刘祥勇　 杨延虎　 贺延军　 阎志强　 马秦彦　 郝红阳　 刘宁祥

苗延红　 张天峰　 卢晓红　 冯文萍　 张春玲　 张振阳　 王　 谨　 王继蕾　 王继玲　 叶　 丽

冯小玲　 刘丽琴　 刘晓东　 冯　 斌　 贺东林　 张建东　 冯延军　 张锦军　 马鹏程　 郝保东

马王平　 张拥军　 霍建文　 郝保华　 都　 勇　 黑建云　 刘联合　 刘彩红　 李永红　 杨建国

李随芳　 冯翠莲　 阎巧锋　 杨卫霞　 薛玉鸿　 任延军　 马世雄　 郝向平　 刘建富　 毛耀辉

阎巧宁

二班有:

高　 炜　 黑建军　 朱晓雄　 张文斌　 常　 青　 淡世鹏　 刘彩霞　 马斐然　 王彩英　 高彩铃

杨延秀　 刘芬娥　 李红莲　 刘百灵　 贺红红　 潘香萍　 赵　 雪　 刘秋梅　 贺百灵　 张晓华

郭春芬　 李晓东　 刘桂林　 王旭东　 高小军　 王世雄　 樊建革　 曹志胜　 冯东方　 杜红荣

袁保林　 冯永红　 刘玉辉　 王鹤春　 冯文胜　 贺彩梅　 冯海燕　 冯光宇　 王斌宣　 侯金莲

刘向梅　 高永军　 刘成科　 马北雁　 刘宏祥　 高焕兵　 李永华　 冯爱玲　 杜　 艳　 张永玲

马晓清　 冯文华　 高红瑞　 薛润梅　 庞延平　 苗盛茂　 李延江　 刘建平　 刘志如　 张东社

张宏忠　 贺宏伟　 呼红梅　 郝秀芳　 马文华　 惠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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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班有:

王新华　 都三梅　 阎雄飞　 甄伟华　 冯永霞　 梁新雯　 王文生　 曹朝阳　 郝有前　 王宗武

侯进智　 冯宏伟　 冀军胜　 陈北胜　 刘宏斌　 呼军珍　 郑志清　 梁向红　 张卓民　 党红梅

曹秋燕　 郭香梅　 冯东玲　 杨翠霞　 肖晓梅　 郝向荣　 刘菊梅　 贺巧兰　 李永红　 杨红艳

贺宏伟　 冯东阳　 李世雄　 杨　 英　 白世斌　 姚　 琼　 冯慧英　 刘东红　 李海英　 苗永梅

薛孙梅　 常佩香　 景玉梅　 高春莲　 杨文华　 曹凤春　 杨存祥　 刘金福　 袁玉莲　 刘延芳

薛玉鸿　 白立榜　 白东宁　 高卫东　 马东宏　 万　 鹏　 任宗义　 刘延河　 贺翠莲　 郝世亮

高晓红　 曹淳恩　 刘向前　 杨　 丽　 高随虎　 王广生　 杜东生　 张小兵　 杨耀武　 王春梅

刘向忠　 刘　 亮　 阎宏雄　 梁延东　 高文军　 杨文革　 刘雪梅　 高进才　 贺宏伟　 张　 雄

刘玉国　 冯胜卫

高秋八六级学生一班有:

王纪强　 杨振河　 贺向阳　 高双平　 樊卫晓　 郝立岸　 魏宏举　 王亚西　 庞新军　 白上海

孟晓军　 吕东卫　 石海峰　 袁军严　 张雷平　 贺建国　 张文生　 张正军　 王兴中　 高　 磊

刘晓燕　 刘东红　 刘西旭　 艾小芹　 王维娥　 冯凤仙　 贺秀玲　 冯彩荣　 冯向阳　 赵晓旭

呼爱荣　 刘　 艳　 呼小涛　 高红卫　 杨爱荣　 刘小红　 高　 英　 高应娥　 邓小红　 李素琼

杨世荣　 呼风强　 刘向阳　 郝莉莉　 曹晓霞　 曹东晓　 师学锐　 曹春红　 赵晓明　 李　 勇

刘红明　 王国祥　 白明星　 刘瑞华　 冯海海　 冯　 岩　 马金荣　 贺清宇　 杨忠卫　 李世琴

冯翠英　 王桂梅　 刘珺杰　 韩小敏　 任延宁

二班有:

冯永清　 冯胜宏　 张延平　 阎卫东　 李金祥　 贺瑛琮　 王向宁　 康海涛　 张慧阳　 呼延峰

郑军生　 袁江平　 尹永军　 高延平　 贺宏明　 孙军延　 马军卫　 刘春明　 白志斌　 刘红卫

白红玲　 吕西爱　 杨海燕　 王翠梅　 张月娥　 刘翠兰　 贺巧玲　 李春莲　 王风玲　 白雪莲

刘改香　 张菊红　 刘艳艳　 苗桂香　 鲁东阳　 白宏斌　 张虎平　 刘燕燕　 刘延芳　 王向玲

贺荣学　 刘富金　 白汉东　 刘卫平　 刘向阳　 吕东娥　 刘　 虹　 刘生锋　 张志成　 惠泽贤

高尚红　 郝随斌　 郭　 宁　 惠国雄　 曹晓霞　 曹东旭　 任青荣　 张小阳　 高延平　 郝东平

高卫梅　 马宏伟　 郝志祥　 赵小玲　 王明亮　 高金歧　 梁世毅　 曹永胜　 聂　 妍

初秋八六级学生一班有:

高　 忠　 周延宁　 王清栋　 康延明　 党永红　 刘国雄　 刘志礼　 马世明　 冯永红　 李向军

高建军　 杨向锋　 郑光军　 樊彩霞　 张春琴　 冯建春　 刘小军　 刘振阳　 贠志义　 王少杰

吕永锋　 卫延娥　 惠智琴　 阎海英　 阎海艳　 刘彩茹　 袁贞慧　 刘润平　 高钟琴　 苗爱琴

王小红　 马亚红　 贺东芳　 王　 芳　 王　 菊　 王红霞　 郑维利　 高红霞　 刘志雄　 袁　 颖

邓宏雄　 高延军　 刘兴元　 高军维　 马延亮　 石进强　 史红良　 高延栋　 樊节约　 梁向阳

冯海霞　 高丽琴　 郭红梅　 师文利　 张秀莲　 袁彩霞　 刘玉娥　 郝风梅　 冯海英　 付　 强

白延红　 师文和　 杨延江　 王红梅　 陈春丽　 白庆伟　 刘军成　 董少斌　 庞文其　 张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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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莉　 高凤琴　 关风娥　 冯嘉聪　 李小莲　 梁彩海

二班有:

田智梅　 贺建华　 贺凤莲　 韩　 静　 刘成阳　 冯春平　 武爱花　 鲁　 瑛　 高　 静　 郝城成

杨永胜　 穆保平　 刘志学　 王维民　 雷永祥　 马海娟　 干玉红　 张旭东　 温延合　 高小明

简延芳　 刘小琴　 王艳艳　 高文琴　 冯合茹　 白瑞瑞　 李保花　 白雪芳　 张彩芳　 杨秀云

郭小云　 刘晓春　 张红艳　 刘阳红　 兰东梅　 高艳红　 张立伟　 高红红　 高桂林　 康彩珍

刘翠峰　 高常明　 刘世岗　 杨小平　 白岩林　 马延平　 药建雄　 刘延庆　 高延岗　 齐向阳

李延平　 李明亮　 刘建军　 马延明　 薛文兵　 刘西民　 李耀辉　 贺宏强　 李玉萍　 李延红

李勤梅　 贺萍花

三班有:

张维卫　 杨关锋　 梁小强　 张晓东　 马秦安　 呼学理　 刘小雄　 冯建雄　 高小军　 梁鹤群

贾琴丽　 梁桂莲　 贺永红　 樊晓永　 杨向红　 刘丽萍　 曹艳涛　 都庆荣　 曹艳丽　 秦霞丽

高东阳　 张延卫　 刘艳萍　 李红艳　 高晓春　 张丽娜　 马亚萍　 马彩红　 梁东红　 淡延红

吕延军　 杨永平　 赵延英　 呼卫红　 呼延丽　 刘春林　 高晓红　 杨文安　 刘延升　 李　 清

梁竹英　 孙东平　 梁向忠　 呼世林　 杜克亭　 刘　 勇　 梁东林　 李绿峰　 刘　 媖　 任红霞

呼智莲　 呼巧艳　 李玉珍　 齐小梅　 吴占元　 贺世金　 张平祥　 郝世福　 高焕生　 刘延文

陈向阳　 郝世旭　 董国珍　 贺安宁　 吴　 娟　 刘秋燕　 郝艳丽　 刘军台

四班有:

刘　 春　 杜建红　 刘志强　 李正海　 高东霞　 花建红　 韩秀琴　 杨海红　 杨永春　 高彩卫

杨晓荣　 李向连　 李秋红　 杨琴琴　 张小利　 杨海涤　 樊红艳　 李小应　 吴幸玲　 梁东红

李亚红　 徐海建　 封向东　 阎　 军　 贺延革　 冯江红　 冯永胜　 高延军　 王卫生　 刘胜利

杨东艳　 呼红艳　 呼春连　 王小利　 高向东　 张　 恒　 张存胜　 李　 云　 曹延英　 张春倦

樊永忠　 郭保平　 张国祥　 李向莹　 冯　 军　 杨红艳　 刘成阳　 惠东红　 沙翠梅　 冯晓红

李延芳　 马小文　 刘世俊　 甄小东　 李　 虎　 杨小艳　 刘晓荣　 董春平　 侯彩梅　 惠晓雯

高春莲　 刘彩霞　 白卫红　 袁燕林　 刘永烨　 张小兵　 杨继梅　 高延明　 刘巧红　 鱼世卫

李红兵

五班有:

毛延军　 师虎明　 封红兵　 刘军卫　 李宝芹　 白春艳　 高建军　 姜　 东　 高　 翔　 刘　 维

何建涛　 王春花　 惠存兵　 李晓娥　 封向阳　 房海燕　 杨海燕　 韦晓军　 王青云　 刘晓雯

崔立森　 魏延雄　 杨海军　 崔新明　 郝卫东　 王向阳　 李风连　 董艳珍　 冯爱云　 李彩艳

王少锋　 雒竹红　 刘芬兰　 雒竹连　 陈晓艳　 白艳艳　 曹建兵　 都永华　 郭向红　 石向阳

李存宝　 李向红　 王晓梅　 任红梅　 刘志富　 贺海燕　 贺小东　 陈立新　 李小林　 李军军

任延兵　 张晓彤　 郭东霞　 刘清莲　 高海洋　 高延琴　 杨　 来　 孙军兰　 张　 勇　 杨世梅

张常栓　 刘风兰　 薛海成　 鲁兰存　 贺怀玉　 孟晓玲　 马红连　 刘改幸　 强风梅　 王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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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班有:

焦向阳　 徐海军　 吴海江　 庞延宏　 贺　 芹　 马丽花　 呼　 艳　 贺菊花　 王秀云　 冯　 艳

贺春令　 刘海平　 甄卫瑟　 王丽娟　 张小芹　 高爱萍　 侯红梅　 陈桂莲　 刘和平　 刘娟梅

刘军卫　 任雪玲　 李延军　 高延芹　 陈永梅　 曹卫民　 贺小平　 高华卫　 张　 军　 刘延雄

冯小兵　 高胜利　 刘雪清　 韩念虎　 薛世国　 王世旭　 梁严冰　 郭永新　 贺延峰　 都　 雷

冯小燕　 鱼小卫　 白迎春　 王佳宝　 高军鹏　 刘江红　 贺彩峰　 刘俊玲　 高向东　 阎耀辉

刘文英　 刘飞蛾　 孙军燕　 贺　 瑜　 高爱红　 干东叶　 刘向娥　 刘永宁　 马永宏　 张　 栓

高小叶　 吕高平　 冯志林　 高东东　 高东梅　 冯成丽　 万　 勃　 白东梅　 白雪娥　 阎彩霞

郑向理　 郭向红

高秋八七级一班有:

刘　 炜　 杨吉祥　 李卫东　 白小林　 白习民　 郝永山　 强文锋　 朱春光　 李彩艳　 刘　 喆

焦满旺　 刘永安　 师虎勇　 甄智明　 呼学军　 冯延红　 杨成业　 高延东　 高江涛　 王建平

张志兵　 李存梅　 李红艳　 鲁向红　 张娟玲　 董春荣　 霍延文　 樊改珍　 马晓琴　 刘延芳

杨延清　 阎海涛　 冯海如　 马红艳　 陈文芳　 苗红旗　 杨海洋　 高红霞　 张晓玲　 刘红艳

刘彩虹　 刘艳玲　 韩　 燕　 刘文霞　 白巧艳　 曹桂荣　 张东玲　 白翻娥　 杜晓荣　 李瑞雄

杨清海　 乔志伟　 高延清　 刘尚岭　 冯成武　 刘向平　 王世辉　 杨竹玲　 冯春莲　 惠满阳

高小平　 高进明　 张建忠　 曹智慧　 吕月红　 刘小艳

二班有:

高晓军　 杨晓东　 封红伟　 景建军　 王鸿鹏　 高宏斌　 刘志亮　 高香林　 马晓学　 杨东芳

陈玉萍　 马　 验　 冯海潮　 杨浩谦　 张晓平　 刘汉民　 高向林　 曹风梧　 刘维斌　 高明华

刘清平　 高延峰　 白卫兵　 冯永珍　 马海玲　 惠艳阳　 王　 霞　 张文华　 张春梅　 薛文巧

刘保平　 李瑞英　 王宏雄　 杨　 鹏　 高世林　 董国璟　 冯阳存　 曹卫强　 邓永平　 张晓军

陈焕绿　 高冬娥　 刘艳艳　 霍　 琴　 高翠花　 王彦芹　 李风红　 王　 荣　 高世峰　 惠建忠

董腊梅　 高竹峰　 陈风珍　 陈彩荣　 张文杰　 贺应存　 王向宁　 李金祥　 康海涛　 刘金宇

刘永宁　 冯则伟　 冯伯平　 鲁晓红　 阎　 芳　 杨　 勇　 霍玉金　 王春霞　 张永红

初秋八七级学生一班有:

刘小利　 贺志军　 贺金辉　 周延雄　 刘晓慧　 贺卫国　 霍雄文　 梁文军　 杨小东　 李瑞荣

刘向东　 马小岗　 李延军　 冯世君　 刘荣高　 郝小城　 王利剑　 惠春阳　 刘世阳　 刘晓东

董卫军　 冯小利　 高　 辉　 齐胜军　 何延华　 田爱爱　 刘小艳　 马军燕　 李红梅　 杨卫平

高雄妮　 常春梅　 康海棠　 樊永琴　 白小龙　 高东梅　 梁巧文　 任海蓉　 李玉红　 白红平

张　 华　 孟爱梅　 刘朝阳　 宋　 晶　 王彩梅　 杨存升　 张永东　 高国卫　 杨剑辉　 赵国兵

杨海霞　 师胜蓉　 高延忠　 张小伟　 高金亮　 白立东　 刘　 诚　 袁　 毛　 王　 军　 刘海涛

刘向军　 冯光辉　 李思芳　 马艳艳　 刘海军　 高华梅　 白建宁　 呼世红　 高秀兰　 曹军林

张延东　 郭逢海　 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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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有:

毛小利　 刘军强　 马强武　 马鹏祥　 马世雄　 杨卫平　 马学杰　 任延虎　 李存龙　 王晓斌

韩　 愈　 邓战升　 朱宝阳　 强和平　 李富生　 瞿璧波　 高小静　 杨延德　 鲁改芳　 刘延河

马宁小　 杨延玲　 石春芳　 雷红艳　 刘延军　 李红军　 高延雄　 杨海宏　 干卫平　 刘延林

曹维平　 郝建军　 冯延宁　 高卫兵　 曹振东　 张建明　 高海燕　 李小峰　 冯延丽　 梁红明

刘雪雪　 王军艳　 高军卫　 高东升　 张小艳　 李新燕　 白小红　 王红梅　 高海宁　 高东颜

田银花　 李　 琼　 白银花　 黑建梅　 王红艳　 刘宝翠　 高学梅　 王世学　 王志东　 梁永红

王东生　 曹小燕　 杨耀宇　 王加台　 王巩宏　 冯海云　 冯雪梅　 赵海军　 刘凤珍　 刘彩莉

刘瑞阳　 冯延军

三班有:

高向军　 白军平　 张德新　 白雪卫　 石大宝　 白延虎　 赵　 霞　 高志红　 张彩霞　 干志春

庞延军　 马海强　 张　 健　 陈柏杨　 卜艳花　 杨军红　 郭玉梅　 白玉堂　 杨涛芳　 李红婷

张小华　 雒小红　 任海莲　 任东霞　 冯延玲　 郝永梅　 王世浩　 刘百平　 呼延昌　 冯双琴

马红梅　 鲁永红　 曹风桐　 马东红　 刘小军　 冯雪谊　 张天祥　 王鸿玉　 马有军　 吕向红

刘　 勇　 刘小红　 郝旭东　 赵延红　 王海港　 白艳荣　 贺海军　 曹艳丽　 高建平　 冯海军

白金花　 高延红　 冯小宁　 冯海洋　 刘延林　 杜春玲　 冯东琴　 惠彩琴　 马小东　 张小文

杨永平　 杨柏荣　 白艳荣　 雷红艳　 冯树林　 袁建英　 贺小燕　 高晓红　 冯东梅　 贺延红

梁丽荣

四班有:

周　 军　 郭红兵　 庞延伟　 白　 云　 郝永胜　 郝建东　 关向生　 刘东峰　 师红艳　 干学凯

刘文兵　 常　 宏　 康波涛　 杜延琴　 冯彩琴　 冯艳艳　 阎雪琴　 刘军卫　 任晓梅　 刘东卫

高风玲　 马军玲　 任建军　 冯向红　 刘　 艳　 石阳平　 马海燕　 周延辉　 马晓娟　 李文芳

袁延丽　 白正平　 梁向阳　 梁向东　 刘建明　 呼延平　 白雪峰　 郭晓明　 白文星　 樊文明

曹源兵　 师文平　 惠兰琴　 王少学　 王维斌　 白晓艳　 封亚平　 吕　 雄　 高　 军　 李小亮

宋彩虹　 李世军　 李永刚　 高雪银　 王向娥　 杨光琼　 张晓芬　 高香梅　 刘桂芳　 高金兴

刘东阳　 李　 调　 孙小红　 梁志娥　 刘齐珍　 呼定邦　 刘晓慧　 梁小涧　 郭宇雄　 李建涛

梅延芳　 白智武　 高向阳　 刘红艳　 纪延芳

初秋八八级学生一班有:

马延东　 刘柏青　 高志红　 刘海涛　 刘荣香　 王少烜　 高春雄　 陈玉军　 赵秀红　 白红平

刘　 强　 张文庆　 刘　 艳　 张晓伟　 王海军　 梁永红　 孙小艳　 刘春红　 常　 宏　 房国平

刘海芳　 董清华　 李占平　 周延雄　 樊英连　 刘晓霞　 樊晓萍　 冯光军　 杨延红　 王东阳

刘向军　 刘海军　 吴胜江　 王世学　 冯飞琴　 高彩卫　 冯小军　 干玉峰　 任佳佳　 曹小艳

王　 军　 鲁宝利　 李军艳　 李　 齐　 张向红　 冯建忠　 刘胜阳　 阎海荣　 李院平　 张永东

郝建华　 樊香丽　 刘艳霞　 刘保林　 党向红　 赵青兰　 关小娥　 杨长胜　 刘志刚　 贺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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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军华　 高延军　 李永安　 薛志军　 王海港　 王红梅　 赵玉琴　 王　 平　 杨正东　 马艳艳

杨小琴　 乔东阳　 韩　 宁　 刘小艳　 马春艳　 周　 健　 高延平

二班有:

白彩风　 曹凤桐　 李世辉　 赵海军　 孟爱梅　 董卫军　 高延雄　 马鹏翔　 刘海军　 冯调如

高红梅　 高小功　 杨正芳　 鲁永红　 高华梅　 刘文霞　 梁向东　 田红梅　 贺建雄　 任海莲

惠小平　 霍彩文　 张流生　 刘向成　 韩振华　 高延平　 李小风　 冯彩莲　 赵延红　 王春芳

高　 毅　 杨德春　 李军秦　 曹军凌　 刘向科　 贺志宏　 刘永俊　 高文文　 马秦育　 马爱举

刘　 英　 刘永银　 马海燕　 师文平　 许小军　 白正平　 王　 涛　 冯向红　 杨永玲　 高飞燕

白永生　 马海洋　 高军颜　 陈小娟　 张天安　 强润梅　 樊智杰　 袁清芸　 刘调红　 刘兵阳

胡月成　 王延红　 贺小华　 冯卫青　 杨莉莉　 刘柏森　 呼文文　 杨小霞　 张小龙　 刘东芳

石小锐　 刘同锋　 杨　 荣　 任晓妮　 高建平　 田银花　 白建忠

三班有:

张向雄　 张晓成　 景军华　 高学梅　 李润莲　 马文珍　 高向宏　 任贵梅　 郝东芳　 冯晓红

杨世霞　 贺晓玲　 曹冬艳　 阎晓虎　 白菊香　 吕金雪　 白春维　 刘延林　 梁冬艳　 白国剑

刘卫东　 高世辉　 冯卫忠　 鲁常安　 杨永红　 常　 琪　 刘红林　 高向莲　 梁风霞　 高艳琴

郭安红　 师小琴　 惠爱阳　 刘随莲　 冯雪梅　 杨军民　 杨克成　 王祝华　 马宁刚　 刘世胜

张旭芳　 张天祥　 杨春强　 冯京安　 冯世君　 刘延刚　 高向阳　 马小军　 邓延虎　 白　 强

白小虎　 高军海　 杨　 杰　 樊树岗　 王爱爱　 李中平　 贺春梅　 刘　 勇　 郭红红　 高金艳

高　 琴　 高　 芳　 白小琴　 张　 衡　 吴延军　 梁晓桦　 张风梅　 张艳琴　 高彩峰　 贺东梅

马建平　 杨卫平　 樊文安　 曹雪生　 梁丽蓉

四班有:

邓小琴　 贺世宏　 高文忠　 马北成　 干张官　 李海燕　 白延辉　 高东梅　 高军红　 高雪琴

胡琴丽　 胡小丽　 马海莉　 王改莲　 白宝卫　 刘瑞兰　 高　 军　 白晓红　 贺海涛　 李　 调

周　 艳　 曹军艳　 孟小香　 庞延伟　 刘柏茂　 康兰涛　 樊春艳　 王小梅　 师红艳　 王　 勃

景永梅　 周红卫　 杜延红　 董晓琴　 李延岭　 沙卫东　 庞建军　 马海艳　 吕立平　 杨丽丽

冯晓红　 贺建林　 王　 瑞　 惠建军　 高红梅　 张　 强　 高小丽　 李小红　 马鹏雄　 冯延莉

马小刚　 冯东梅　 张红梅　 周矿辉　 张向京　 刘新宁

五班有:

雷红艳　 王红艳　 常春梅　 郝永胜　 刘小红　 郝海艳　 郭逢海　 王晓斌　 贺延宏　 王　 军

冯艳艳　 刘延红　 张晓芬　 冯双琴　 刘东峰　 李树惠　 冯晓宁　 李景瑞　 郭宇梅　 惠兰琴

贾宝利　 杨柏荣　 乔朝晖　 李小明　 惠改琴　 李小兵　 张小东　 白海洋　 贺济良　 贺延生

白　 琴　 马　 艳　 梁志发　 贾军卫　 邓建凯　 杨海浪　 樊军民　 马春杰　 曹振东　 赵延红

李红梅　 刘桂芳　 刘东卫　 张晓蓉　 刘晓东　 卜艳花　 杨涛芳　 惠春阳　 白立东　 刘红艳

张卫斌　 刘建明　 鲁改芳　 高东艳　 马生荣　 郝建东　 李　 琼　 齐胜军　 呼卫红　 刘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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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小城　 陈柏杨　 石大宝　 郭红兵　 王志东　 白建宁　 郝延河　 王春娥　 黑建梅　 张爱荣

刘宏斌　 高雄妮　 贺晓艳　 马红梅　 刘军强　 白　 　 石阳平　 梁志娥　 李建涛　 瞿璧波

白军平　 王军艳　 李思芳　 刘东亮　 白银花　 王延林　 封亚平　 曹艳丽　 梁向阳　 刘小军

张建明　 白延虎　 郝香梅　 王东生　 冯东琴

高秋八八级学生文科班有ꎻ

王文生　 张晓军　 张俊杰　 张备亮　 杨忠祥　 冯文华　 杜东林　 马文革　 高拥军　 卢晓鸿

刘百灵　 任延军　 惠新潭　 刘延红　 高延庆　 乔志伟　 杜红荣　 白志鸿　 杨文军　 王彦芹

贺延梅　 张文化　 贺延军　 冯世延　 邓延斌　 王　 杰　 干彩霞　 白　 云　 杜晓芬　 王　 璟

党红梅　 张晓荣　 张春梅　 师延明　 高春荣　 刘志如　 高彩铃　 姚　 琼　 王胜雄　 李新民

白桂峰　 阎　 芳　 刘彩霞　 白秀玲　 李海峰　 马世斌　 冯君燕　 马洁云　 白翻娥　 冯文平

吕胜利　 李高林　 张宏斌　 高焕兵　 李进文　 任永安　 陈文娟

理科班有:

刘丽丽　 高建平　 张红忠　 张红岩　 冯应祥　 郝慧颖　 张　 炜　 曹永红　 曹雪芹　 高海延

郝红阳　 张建伟　 姜　 炜　 刘兴平　 杨　 英　 杨向颜　 常　 青　 张晓华　 白建强　 郝世杰

高金海　 刘成科　 杨志光　 杨延虎　 王　 磊　 白生斌　 王小林　 李晓红　 张　 云　 高香林

马东岩　 刘文霞　 张红梅　 刘向平　 刘秋梅　 杨翠琴　 刘　 琳　 李万华　 霍建文　 曹朝阳

杨周平　 梁世锋　 郭海山　 杨　 洁　 高红霞　 钦红卫　 王风林　 白秀荣　 王建平　 刘燕燕

刘志伟　 刘芬娥　 阎雄飞　 张清梅　 李　 璟　 王香梅　 马秦延

高秋八九级学生理科一班有:

杨海霞　 杨志荣　 干志斌　 董清燕　 曹军胜　 高焕生　 张慧萍　 杨收成　 刘小雄　 栾海平

花庆卫　 贺小平　 侯红梅　 刘振阳　 王青栋　 高永梅　 李亚宏　 甄贵清　 杨延明　 冯江宏

杨　 茂　 王雪平　 李丰元　 曹俊杰　 赵延宁　 刘晓杰　 张小利　 王爱卫　 邓笑平　 郭风红

方敬福　 刘风明　 高彦珍　 郝保华　 药建雄　 于利会　 郝海英　 张世平　 邓延安　 都永华

张卫伟　 高　 忠　 李向军　 王晓龙　 赵亚玲　 李文台　 刘延雄　 王世庚　 毛延军　 张芳艳

阎小玲　 马鹏程　 刘树林　 呼红艳　 郑　 军　 刘世岗

二班有:

高振中　 杨文华　 高　 华　 刘　 峰　 张　 燕　 贺海燕　 陈桂莲　 何永江　 郭东霞　 马世雄

任海燕　 鲍喜辽　 马宏伟　 马宗兴　 王旭东　 干军明　 张存胜　 张秋娥　 郝永翔　 张智富

张胜华　 高军全　 王　 震　 刘永枚　 王向文　 张翠峰　 薛文兵　 白随亭　 刘艳芳　 杨月亮

刘秋祥　 李玉珍　 郝柏涛　 张　 军　 简延芳　 杜京良　 李军军　 贺延革　 高延军　 高文军

冯　 军　 何建涛　 袁卫伟　 韩念虎　 袁贞慧　 冯延清　 高雪清　 杨官峰

文科一班有:

杨向宏　 王少杰　 刘国华　 樊永忠　 白新刚　 白新文　 李自刚　 杨建荣　 冯小兵　 刘新元

高文琴　 李玉萍　 高建军　 杨海军　 杨海虹　 高延华　 都军彦　 冯佳骅　 高小军　 甄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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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爱红　 张彩霞　 王亭卫　 白延红　 杜东生　 高红岩　 吕高平　 周延宁　 刘改兴　 王维森

刘　 琦　 高如军　 庞延宏　 杨建业　 王宏安　 马富安　 师虎明　 贺安宁　 杨春梅　 呼智莲

王　 燕　 都　 雷　 焦向阳　 刘秀莲　 许东红　 贺延峰　 曹为民　 袁彩霞　 白雪芳　 杨丰收

马亚宏　 石　 昕　 齐小梅　 张　 勇　 郑光军　 郭文忠　 郭向红　 刘志强　 苗　 倩　 聂馥玲

梁艳玲　 王春兰　 李存保　 杨红艳　 郭生福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ꎬ 有在校学生 １７９５ 名ꎬ 其中男 １１０３ 名ꎬ 女 ６９２ 名ꎬ 团员 ５７８ 名ꎬ 队员 ５５０ 名ꎮ

高秋九〇级学生 (班主任高忠明) 一班有:

吕　 雄　 高向军　 康延明　 刘宏林　 高志勇　 高晓军　 梁文军　 赵国兵　 李雪泽　 杨小东

贺志军　 张亮如　 郭永新　 王　 丽　 刘小建　 梅艳芳　 郝振军　 干志春　 张　 健　 石维民

惠国江　 马春琴　 曹艳涛　 高君生　 白新业　 刘春林　 袁　 鹏　 高　 辉　 李世军　 郝艳丽

张雪润　 刘荣富　 李景芳　 刘　 琦　 高卫峰　 庞延军　 徐　 静　 梁惠民　 李　 瑛　 刘志学

高延平　 李延兵　 刘　 春　 曹永胜　 高风琴

二班 (班主任贺自胜) 有:

高生文　 刘和平　 杨密收　 马世礼　 曹　 羲　 贺建华　 张靖明　 高　 明　 刘雪利　 王爱明

梁东红　 石文明　 郭晓萌　 冯世辉　 阎雪琴　 刘　 旭　 刘向东　 卫富强　 田延虹　 甄小红

曹延宁　 邓建军　 阎海燕　 马小文　 张琴莉　 郝艳艳　 张海军　 王海军　 马　 毅　 袁　 颖

刘宝生　 王　 维　 张　 勇　 张春娟　 刘君伟　 任　 鹏　 任海莹　 刘春玲　 李晓亮　 刘军台

任红梅　 干永亮　 王世红

三班有:

张友友　 王　 艳　 冯向红　 袁延丽　 冯晓琴　 李新艳　 杨满怀　 刘丽萍　 刘红梅　 高　 瑾

封存英　 杨延江　 董世台　 郑王里　 齐向阳　 呼海宁　 白　 雄　 刘建林　 冯文艳　 杨存升

王卫生　 刘军宁　 阎海英　 高雪银　 惠智琴　 王延芳　 邓飞燕　 梁巧文　 高景霞　 贺怀宇

郝秀生　 杨俊义　 刘向前　 马雄燕　 张　 辉　 都庆荣　 王朝霞　 陈春丽　 任进平　 韩文林

朱保阳　 卜芙蓉

四班 (班主任曹延平) 有:

梁红明　 张德新　 白建东　 刘艳萍　 田智梅　 高丰艳　 冯雪谊　 冯树林　 王　 洁　 杨卫平

郭胜莲　 高军卫　 贺永强　 高延纲　 杨延德　 曹和平　 梁桂林　 李存龙　 拓国华　 刘延明

李向平　 李晓东　 封向阳　 李艳艳　 侯丽萍　 高向东　 马彩芳　 刘云云　 张候燕　 王丽娟

刘军民　 杨晓红　 贺东杰　 张彩芳　 贺永岗　 王海军　 王　 琳　 李　 倩　 白艳艳　 杨向峰

高加利　 冯雪峰　 马晓东　 高宏陈　 高永强　 徐海建

初秋九〇级学生一班有:

何　 勇　 贾生财　 高建梅　 董世忠　 高改燕　 高保存　 杨艳艳　 李艳芳　 杨随平　 高红梅

高小鹏　 张延斌　 刘瑞琴　 刘　 强　 贺小宁　 王延娥　 梁桂芳　 王向琴　 冯　 宁　 常小军

康海斌　 贺延亮　 杨东霞　 任红芳　 刘延荣　 刘艳阳　 李小艳　 王向卫　 冯秀荣　 韩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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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志峰　 高应祥　 王延宝　 刘延红　 雷胜利　 宋彦军　 刘雪虎　 冯长胜　 郝润梅　 董清丽

张建华　 白雪花　 白延林　 郝　 东　 王小荣　 毕卫生　 赵海燕　 白海燕　 高　 立　 刘春萍

梁建斌　 许小宝　 张向卫

二班有:

郝　 琴　 王丽萍　 刘春叚　 马春花　 李永宁　 刘富祥　 袁军卫　 黄　 涛　 冯艳琴　 白延兵

刘小艳　 党永军　 刘勇芳　 袁　 信　 杨东艳　 邱巧林　 贺东强　 邓世原　 年艳卫　 惠小叚

冯　 强　 王保卫　 李海军　 高改文　 姬巧林　 杨娟娟　 李转红　 郝延红　 周延涛　 陈延丽

贺延雄　 秦艳梅　 白艳萍　 邓卫军　 高东旭　 杨文军　 杨　 涛　 冯　 娟　 冯光洁　 袁红英

樊文东　 王芳霞　 高延雄　 冯　 婷　 高军林　 高文静　 高文军　 郝宏山　 张小红　 曹华华

冯风卫　 冯向斌　 贾宝卫　 刘小军　 王小林　 贺永锋　 田玉花　 高红平　 封小荣　 刘桂萍

杨秀芳

三班有:

杜小宁　 刘　 婷　 董小荣　 冯晓晶　 马小鹏　 杨永莲　 王北宏　 王景荣　 张世雄　 曹延红

樊陆虎　 董小军　 冯延忠　 张艳玲　 梁新建　 王　 芳　 白晓林　 冯柏琴　 韩卫东　 杨卫琴

冯晓斌　 张春莉　 冯延红　 王红艳　 秦延春　 郑　 颖　 刘艳东　 张春花　 王　 雄　 程向梅

冯世录　 秦红梅　 白世军　 刘艳霞　 杨海兵　 李晓艳　 郭卫虎　 王文军　 郝延强　 米小荣

孟延兵　 白莉莉　 阎小军　 刘向鸿　 焦矿强　 白聪萍　 张军阳　 黄丽萍　 干向林　 王春艳

张耿耿　 贺炯炯　 白　 岗　 刘晓萍　 吴　 杰　 李清玲　 袁树清　 刘晓艳　 张文明　 鲁全红

四班有:

高　 鹏　 庞卫花　 惠海宽　 李延荣　 干玉杰　 白润宁　 马登功　 鲁北利　 惠巧艳　 王向东

杜小红　 刘国清　 郝清亮　 张晓勇　 马延兵　 鲁顺利　 王卫艳　 袁向军　 贺晓琴　 郭承东

张军峰　 任永平　 刘军胜　 董延芳　 李秋红　 刘改艳　 贺海艳　 杨　 静　 徐海霞　 石红梅

任东平　 白红叶　 呼风岗　 阎丽丽　 鲍玉明　 呼加艳　 王　 勤　 冯永生　 贺延丽　 马延丽

袁永军　 任　 晶　 樊榆军　 刘江丽　 郭小存　 郝卫光　 张秀芳　 张海洋　 王鹏瑞　 刘贵明

郭延丽　 任海峰　 高军宏　 刘　 芳　 刘四龙　 花卫军　 封延梅　 阎海涛　 张平辉　 郝延芳

张向林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年报有在校生 １３７９ 名ꎬ 其中女 ７００ 名ꎬ 共青团员 ５７０ 名ꎬ 初中生 ７６０ 名 (女 ３７３

名)、 高中生 ６１９ 名 (女 ３２７ 名)ꎮ 初中 ７６０ 名ꎬ 其中 １１ 岁 ４ 名ꎬ １２ 岁 ５０ 名ꎬ １３ 岁 １８７ 名ꎬ １４ 岁

２２１ 名ꎬ １５ 岁 １６１ 名ꎬ １６ 岁 １２８ 名ꎬ １７ 岁 ９ 名ꎮ １９９３ 年有在校生 １２１３ 名ꎬ 其中女 ５７６ 名ꎬ 共青团

员 ５７６ 名ꎮ 初中在校生 ７９４ 名ꎬ 其中女 ３６６ 名ꎻ １４ 岁 ２１１ 名 (女 １０１ 名) 均为初一学生ꎬ １５ 岁 ２５９

名 (女 １６２ 名) 初一 １００ 名、 初二 １５９ 名ꎬ １６ 岁 ２３６ 名 (女 ７０ 名) 初二 ９６ 名、 初三 １４０ 名ꎬ １７ 岁

９８ 名 (女 ３３ 名) 均为初三学生ꎮ １９９６ 年有在校生 １７４５ 名ꎬ 其中女 ８５１ 名ꎬ 共青团员 ４９４ 名ꎬ 初

中生 １２１５ 名 (女 ６０３ 名)、 高中生 ５３０ 名 (女 ２４８ 名)ꎮ 次年有在校生 １９５３ 名ꎬ 其中女 ９３６ 名ꎬ 共

青团员 ４９８ 名ꎬ 初中生 １３６３ 名 (女 ６７４ 名)、 高中生 ５９０ 名 (女 ２６２ 名)ꎮ 初中 １１ 岁者初一、 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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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名ꎬ １２ 岁初一 ５７ 名、 初二 ２ 名ꎬ １３ 岁初一 ２７０ 名、 初二 ５７ 名、 初三 １ 名ꎬ １４ 岁初一 １４４ 名、 初

二 ２２２ 名、 初三 ６７ 名ꎬ １５ 岁初一 ９ 名、 初二 １５０ 名、 初三 ２６４ 名ꎬ １６ 岁初二 １０ 名、 初三 １０４ 名ꎬ

１７ 岁初二、 三各 ２ 名ꎬ １８ 岁初三 １ 名ꎮ

初秋 ２００１ 届学生一班 (班主任李文亮) 有:

李金娥　 李　 丽　 王　 欣　 毛星星　 刘　 瑞　 郝　 佳　 张东明　 刘　 艳　 王　 晶　 王　 瑞

高白雄　 刘　 静　 杨海港　 周海杰　 张宁宁　 贺　 杰　 贺　 艳　 聂　 亮　 刘国亮　 李春梅

张莉梅　 樊　 宁　 王增平　 刘　 翠　 任晓霞　 郭鹏翔　 李　 雄　 贺瑞荣　 白延林　 马　 晔

王艳芳　 刘　 博　 冯晓忠　 吴　 侨　 刘　 灵　 任如霞　 马彩艳　 任海瑞　 李海静　 杨步超

王　 瑜　 刘佩蓉　 王　 芳　 张晓岗　 樊　 翠　 刘　 蓉　 刘文丽　 高　 慧　 高玉泉　 徐　 华

樊　 强　 刘彩琴　 刘　 祥　 冯延虎　 冯　 蓉　 王　 慧　 惠　 莉　 刘　 涛　 冯　 娜　 郝　 岗

裴建礼　 师延伟　 唐　 璐　 朱胜利　 郭延亮

二班 (班主任曹红) 有:

高华华　 刘成成　 白　 园　 张　 惠　 冯晓霞　 霍佩荣　 刘　 慧　 张　 宁　 贺　 鹏　 樊树贵

付　 雄　 张海涛　 杨　 莉　 李　 琴　 薛　 芳　 李小军　 马　 云　 冯调梅　 高　 蕾　 王　 磊

刘延东　 李秀峰　 高　 原　 呼晓艳　 李　 瑞　 刘永平　 程丽娟　 冯碧林　 郝　 浪　 薛　 琴

邓　 涛　 兰　 兰　 刘向军　 任延昌　 甄晓娜　 郭明明　 张　 伟　 李　 媛　 惠建兵　 王焕莉

郭建雄　 孙　 雄　 乔　 蕾　 鱼慧强　 李　 蓉　 郭建航　 呼晓军　 张延丽　 杨　 涛　 张海荣

刘卿卿　 郭建涛　 杨海伟　 杨　 亮　 刘军辉　 杨　 强　 高海霞　 郝宝玉　 杨改峰　 王　 娟

梁　 东　 刘毅明　 任丽娟　 田晓晓　 张　 征　 王晓源

三班 (班主任冯海燕) 有:

高彩燕　 查艳丽　 高军星　 王　 芳　 袁　 丹　 王　 斐　 郝　 鑫　 刘延婷　 陈晓翠　 张新艳

杨　 瑞　 张　 瑜　 郝张伟　 白　 霞　 任　 佳　 陈桂英　 郝海琴　 郝　 娜　 冯　 华　 杨彩虹

刘海宝　 刘建军　 刘永星　 赵宝宁　 王　 芬　 马振华　 董宝峰　 王志杰　 董艳艳　 郝旭东

高海岗　 史宝存　 李巧艳　 高晓艳　 赵永峰　 杨春霞　 高　 丽　 董秀芳　 董巧艳　 曹军祥

高彩卫　 庞建文　 刘永岗　 张　 盼　 徐海燕　 邓文艳　 樊海晶　 高将忠　 郭　 星　 苗　 露

蔡润伟　 钱丽丽　 裴晓建　 贺新林　 张涛艳　 杨益峰　 杨毕琴　 杨永琴　 刘利利　 刘　 娜

史文宏　 高艳慧　 朱　 巍　 康方圆　 贺　 苗　 呼　 翠

四班 (班主任杨延双) 有:

杨兵兵　 王奋琴　 张　 丽　 方　 圆　 贺　 秀　 贺　 鑫　 杨美茹　 干　 涛　 冯玉霞　 高海龙

刘江萍　 刘　 鑫　 刘晓婷　 白　 鹏　 杨　 娜　 冯　 晶　 张小芳　 郝延琴　 高海生　 刘　 晖

刘　 芳　 李　 鹏　 高　 焕　 高晓倩　 马　 瑜　 李晓芳　 任永岗　 张　 勇　 钟　 原　 呼艳军

董军娥　 姚为平　 封延新　 张巧红　 刘军涛　 高彦慧　 刘永莉　 冯　 丽　 张俊东　 邓美琛

赵正正　 高亮亮　 刘海强　 阎小明　 郝　 苗　 白　 月　 呼晓琼　 李　 娟　 惠东峰　 徐改改

杨　 涛　 高　 宁　 刘　 顺　 刘宝艳　 高晨阳　 董娟娟　 冯文娟　 杨巧艳　 田　 苗　 马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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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亮　 白新涛　 任　 鹏　 杨　 傲　 王小宇　 刘陶玲

五班 (班主任白强) 有:

张保平　 刘文奇　 高　 伟　 杨　 帆　 马少晶　 刘飞艳　 郭宝玲　 刘小宝　 刘　 强　 刘红艳

樊延龙　 王延龙　 刘　 涛　 马　 利　 杨　 婷　 张　 瑜　 王小进　 刘　 卉　 史春燕　 张浩亮

李　 利　 郝　 凯　 高子臣　 张丁丁　 高城云　 刘津生　 杨　 艳　 耿　 勇　 刘　 平　 呼　 涛

张　 琪　 刘　 云　 魏　 华　 冯　 涛　 惠旭生　 高　 娜　 郝艳芳　 刘晓琴　 杨　 鹏　 张向东

刘　 强　 王　 英　 刘翠琴　 刘　 杰　 高柏林　 杨巧华　 白晓丽　 贺庆庆　 白　 忠　 郝延岗

梁　 晔　 李　 耿　 黄　 峰　 杨宝宝　 王　 霞　 郝永利　 李　 定　 张　 毅　 刘　 宝　 高　 云

郝宏建　 刘　 瑞　 徐　 峰　 孙海洋　 李　 静　 杨　 洁

六班 (班主任任振邦) 有:

陈宝艳　 董　 露　 贺　 李　 刘秋艳　 赵丽娜　 梁　 义　 高　 华　 贺春艳　 呼宝强　 郭小鹏

杜　 磊　 刘　 瑞　 郝晓峰　 李芳芳　 贺　 宇　 张虎林　 张豪连　 张星星　 刘亚军　 刘　 婷

马　 利　 刘　 欢　 刘　 媛　 田　 翠　 王军丽　 冯艳琴　 乔礼阳　 呼延宏　 李永刚　 曹海明

惠蓉蓉　 曹　 娟　 冯　 岗　 贺文彦　 高　 晶　 白海芳　 郭　 晶　 高宝强　 惠战琴　 郝金林

白　 巍　 李　 喆　 师延梅　 樊海华　 刘红艳　 贺向峰　 乔宝成　 李　 强　 拓　 斌　 杨　 鑫

杜小岗　 刘　 晶　 李　 娟　 叶　 鹏　 王延丽　 高罡罡　 鲁晓琴　 康　 宁　 董春园　 刘　 刚

梁　 鹏　 张　 红　 冯巧玲　 刘世强

七班 (班主任刘军宁) 有:

白权晋　 王小妮　 郝宝宝　 李　 耿　 高　 静　 苗　 慧　 高奋强　 刘建伟　 贺延伟　 呼毛毛

王清江　 花卫东　 王　 静　 杨宝岗　 白　 蕊　 白　 莉　 郝海伟　 高　 晶　 刘文娜　 年　 丰

贺浩杰　 张文莉　 刘　 锐　 王　 莉　 贺　 婷　 梁　 鑫　 庞焕芳　 李　 强　 贺建雄　 沙艳丽

高　 媛　 郝　 琳　 王江峰　 郝　 勇　 高　 辉　 刘小明　 杨　 忠　 冯彩云　 刘　 艳　 庞文瑞

杨战兵　 杨　 圆　 石江江　 刘小雪　 苗解芳　 田　 慧　 马　 荣　 李玉耘　 杨　 芳　 郝舒和

刘　 峰　 赵　 毅　 鲁建涛　 杨　 亮　 梁　 成　 郝宏涛　 张海军　 聂　 娟　 杨　 莉　 陈海浪

刘　 琴　 苗睿智　 郭　 霞　 杨海苇　 杜　 慧　 高明臣

八班 (班主任惠世安) 有:

刘　 贝　 刘小宁　 冯海瑞　 贺　 诚　 冯林艳　 赵　 晶　 关延江　 王　 齐　 刘春艳　 刘　 润

高　 珍　 高亮亮　 惠　 苗　 刘海迎　 刘泉全　 王艳琴　 党海波　 高小瑞　 刘　 琴　 惠晓晶

郭　 刚　 王　 慧　 董军亘　 刘　 凯　 杨宝强　 高　 正　 董莉娜　 高燕华　 梁北霞　 惠宝林

冯婷婷　 梁　 东　 庞文秀　 白娟琴　 马海丽　 马永峰　 年小益　 王艳琴　 高　 翠　 刘忠忠

李江涛　 刘宏强　 杨　 卫　 呼　 强　 刘水阳　 高春阳　 杨存林　 高敬林　 高　 鹏　 马建南

赵新玉　 张龙龙　 贺自强　 党　 波　 刘海宁　 郝延强　 张　 琳　 刘　 梅　 呼　 婷　 呼　 霞

刘新慧　 杨建文　 陈保利　 阎占军　 杨　 倩　 郭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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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秋 ２００１ 届一班学生有:

刘媛媛　 刘　 欢　 郭东勋　 张　 娟　 刘　 媛　 高晨霞　 冯春艳　 刘　 伟　 赵卫军　 白世雄

惠　 慧　 杨海琴　 张保卿　 杨　 炜　 贺向东　 沙　 娟　 冯彦东　 惠文娟　 邓　 勇　 张艳芳

孔丽娜　 王霖泽　 白福军　 惠势程　 呼　 丽　 杨梦龙　 王　 瑜　 杨改霞　 贺彩芳　 贺亚娜

郝晓梅　 王　 平　 马玉琴　 杨晓丽　 郝小江　 高　 岗　 辛建东　 王　 琴　 杨　 璐　 刘　 丽

二班学生有:

卢卫东　 刘国强　 马　 驰　 冯贵重　 王向红　 刘海东　 邓小东　 杨海燕　 刘文娟　 刘　 慧

王　 娟　 冯小静　 梁丽娜　 景小丽　 苗　 斌　 杨亚丽　 徐　 燕　 刘　 磊　 李　 洁　 薛光茫

高　 星　 刘建宁　 鲍建峰　 郝玉龙　 张　 港　 陈　 媛　 杨　 琴　 杨　 燕　 李　 妮　 赵芳芳

刘水艳　 吕德宏　 康　 源　 宜　 婷　 马宝琴　 马延玲　 冯光东　 冯晶晶　 张立荣　 刘江龙

冯勤奋　 鱼进洋　 段小明　 贺陶艳　 刘海文

三班学生有:

张维维　 呼　 唤　 黄　 芳　 刘海峰　 梁国祥　 呼家瑞　 张　 强　 马改艳　 杨　 静　 高延忠

刘世宏　 刘建华　 呼军军　 任小杰　 李爱红　 马东阳　 刘　 晶　 李慧琴　 杨　 志　 刘小伟

白　 云　 梅　 宁　 李海涛　 高　 慧　 钟小伟　 吕德强　 刘候润　 庞明明　 聂卫东　 冯向东

乔彩芳　 杨延东　 王贤伟　 马　 利　 吴　 情　 张丽琼　 杨娟娟　 刘　 慧　 刘巧琴　 刘萍丽

刘　 琪　 张　 丽　 李　 刚　 张国栋　 徐　 智　 马　 强　 李　 斌　 贺佳宁　 冯　 雄　 惠　 宁

刘　 宁　 张雄锐　 曹　 辉　 刘润莲　 张　 雷　 郭　 虎　 张惠雄

四班学生有:

李晓华　 李　 强　 白　 静　 安学智　 刘海宁　 王　 岗　 高景盆　 吕　 涛　 冯晓燕　 张　 涛

白　 燕　 刘　 鹤　 刘彩霞　 刘积慧　 杨　 娟　 雷　 荣　 刘文兵　 王　 慧　 风　 雷　 惠文跃

康江涛　 刘晓静　 白奋强　 康海霞　 刘东强　 刘　 娜　 杨建岗　 高向勤　 白延雄　 李　 伟

张红梅　 王　 鹏　 郝　 娟　 沙保存　 杨胜利　 张延虎　 张　 耿　 白延东　 冯　 瑛　 蔡　 婷

王小明　 杨军丽　 霍永岗　 梁　 岗　 惠建雄　 梁海港　 赵　 涛　 高文学　 张文才　 高　 凯

赵　 伟　 段小杰　 杨永勇　 拓阿雄　 赵发宝　 高　 媛　 聂立文　 肖　 飞

初秋 ２００２ 届一班 (班主任白生忠) 学生有:

贺海琴　 刘树岗　 曹　 杰　 杨　 尧　 郝艳妮　 曹　 明　 冯亚丽　 郝建强　 梁　 瑞　 李　 焕

杨　 刚　 王晓慧　 梁建雄　 李晓峰　 李　 欢　 杨　 勇　 田　 水　 张　 浩　 董　 旭　 郭筱利

张　 鑫　 冯丽媛　 杨　 婷　 刘　 江　 马　 瑜　 郝　 芳　 刘　 雯　 高晓璐　 惠　 涛　 白延霞

卢海霞　 杜　 英　 庞文东　 李文杰　 庞　 丽　 惠　 婷　 冯　 苗　 李卫卫　 高　 媛　 梁　 雄

康永玲　 景延静　 吴　 江　 郭　 娜　 杨改芳　 郝晓蓉　 杨　 鹏　 郝智慧　 白浪浪　 高文娟

冯　 振　 毛雄辉　 贺建伟　 高　 婷　 王　 丹　 赵永华　 王　 璟　 杨　 蓉　 刘　 哲　 惠毛毛

王　 旭　 刘　 刚　 吕德彦　 杨　 瑞　 任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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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班 (班主任高向阳) 学生有:

高宁宁　 高　 婷　 王鹏飞　 杨　 媛　 刘　 琴　 赵　 娟　 刘新星　 曹　 娣　 郝　 文　 张建新

姚　 元　 马　 庆　 高晓丽　 王　 朝　 王　 焕　 徐　 芳　 冯煜芳　 刘　 何　 李　 芳　 郭宝强

郝乐乐　 李　 雄　 张权义　 王小刚　 白立业　 刘　 博　 吕　 媛　 冯　 进　 杨　 慧　 郝岚婷

刘建平　 杨美丽　 杨　 宁　 都来昌　 张　 嘉　 冯永岗　 齐卫卫　 高　 璐　 马　 娟　 张　 娟

王　 欢　 马改改　 李　 蓉　 李　 媛　 惠雄丽　 马海兵　 董淑芹　 鲁　 琦　 杨文芳　 杨海琴

李小莉　 刘　 霞　 焦永丽　 刘波波　 白　 焕　 张　 磊　 白　 亮　 杨智伟　 郝　 韬　 卢　 焕

袁　 蓉　 白　 苗　 梅晓进　 王　 璐　 高雁飞　 白　 慧

三班 (班主任冯智祥) 学生有:

郝　 瑞　 刘　 蓉　 高　 卉　 马延琴　 刘　 斌　 马永蓉　 拓星宇　 杨改艳　 张宝林　 焦永军

张贺东　 高海娟　 高宝晶　 张　 锋　 冯　 博　 刘延锋　 高　 娟　 张　 荣　 郝　 文　 高　 婷

冯玉军　 刘　 楠　 沙　 晶　 高旭强　 呼军辉　 张永富　 董军鹏　 庞雪琴　 贺　 峰　 张晓芳

袁　 鑫　 李惠洁　 杨　 静　 高文斌　 杨　 静　 冯小倩　 薛　 怡　 刘倩楠　 毛黎伟　 刘　 瑜

惠　 瑜　 张　 蕾　 樊海涛　 王国强　 樊加锐　 王　 伟　 张文杰　 刘　 杰　 郑海浪　 呼海涛

杨　 媛　 高海霞　 张　 婕　 王　 蕾　 吴　 广　 梁　 娟　 王　 杰　 杨　 辉　 宋　 炜　 郝永强

韩小杰　 刘向玲

四班 (班主任高如军) 学生有:

刘　 媛　 刘　 鹏　 张　 佳　 马晓琴　 刘　 焕　 呼改艳　 马　 娟　 白翻翻　 宋媛媛　 冯延芳

曹　 钰　 马艳慧　 冯慧华　 曹　 娴　 李佳莉　 贺东强　 白浩宇　 高海浪　 刘志高　 王天森

高　 勇　 刘　 奇　 刘　 琴　 杨　 婵　 张　 媛　 高卫彦　 高　 蕊　 雷雄伟　 刘文川　 刘宏平

郝延岗　 高　 岗　 王　 琪　 封　 磊　 马军旗　 冯延兵　 张　 新　 白　 宁　 郭文星　 张　 建

冯晓涛　 刘　 强　 赵焕玲　 师　 媛　 贺　 寅　 孙　 玉　 高文阳　 乔　 莉　 呼　 亮　 刘　 洁

吕　 翠　 白　 宝　 杨　 琴　 刘　 希　 白　 楠　 冯　 雄　 高　 锦　 梁江涛　 王　 婷　 安学慧

赵　 强　 郝小娟　 白　 洁　 杨永宁　 刘　 琼　 高亚美

五班 (班主任赵胜利) 学生有:

鲍　 丽　 李　 敏　 张　 琦　 刘　 昢　 邓艳玲　 焦丽娜　 王玉琅　 李　 帅　 李惠雄　 杨　 杰

白　 瑜　 郝晓华　 王　 磊　 李　 进　 王荣荣　 刘　 月　 杨　 勇　 郝焕丽　 袁永兴　 袁　 佳

冯　 倩　 孙小丽　 杨芳芳　 刘　 烨　 刘　 瑞　 白向勇　 刘保成　 冯艳涛　 杨　 帆　 呼焕焕

王海瑞　 高丽娜　 惠　 超　 郑　 荣　 高　 秀　 郭艳妮　 高江艳　 王星艳　 贺北艳　 董海鹏

刘　 雄　 冯春琴　 张　 宇　 曹晨曦　 邱　 强　 马　 庆　 师　 捷　 甄　 虎　 梁　 轩　 白健国

六班 (班主任乔志清) 学生有:

吕　 亭　 高　 宇　 赵　 旭　 乔　 静　 刘永琴　 刘丁瑞　 冯翠梅　 杨雄辉　 杨　 勃　 陈龙龙

郭小刚　 张江涛　 杨　 娟　 张夏璐　 巩　 鹏　 高小龙　 冯　 喆　 贺海涛　 刘　 港　 李　 帅

高　 琦　 白　 杨　 王　 强　 石　 娜　 马　 娟　 袁艳萍　 吕　 倩　 李晓泉　 冯北平　 韩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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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倩　 冯　 帅　 刘　 星　 王延东　 杨亚芳　 马爱玲　 王　 峰　 陈彦龙　 刘　 乐　 高延虎

贺　 苗　 王　 艳　 程　 娟　 李浩壵　 冯世雄　 梁　 磊　 冯　 靖　 冯梦龙　 韩　 川　 高　 阳

马海峰　 高嘉嘉　 阎　 润　 冯世梅　 郭　 蓉　 曹爱荣　 张　 婷　 任寅莉　 郝　 振　 高永莉

刘　 荣　 刘　 艳　 赵　 辉　 张宝雄　 樊丽芳　 郭文辉

七班 (班主任贺安庆) 学生有:

惠文雄　 刘　 渊　 任永军　 刘燕斌　 张　 琼　 王华峰　 刘海龙　 贺延江　 冯　 星　 杨玉峰

杨　 浪　 鲁　 璐　 杨鸿雁　 王　 莉　 王琴琴　 聂　 妮　 白如玉　 李　 苏　 杨　 帆　 李胜强

冯　 静　 刘　 锋　 高宝丽　 高　 峰　 郝　 鹏　 刘文娟　 白琼琳　 吕治学　 白民立　 高　 娜

李　 梅　 刘　 芳　 郝　 雯　 刘伯贤　 惠　 芬　 郭　 宇　 白　 媛　 刘　 璇　 杨王艳　 樊文静

刘　 夏　 白　 慧　 刘　 岗　 刘　 浩　 刘希楠　 呼　 瑞　 庞　 吕　 高宝宁　 拓　 泉　 杨文娟

马丽娜　 孟军辉　 贺鹏飞　 张　 莉　 张　 成　 高　 博　 高　 露　 陈　 瑞　 呼　 媛　 杨小宁

高　 慧　 李　 莉　 袁延平　 高　 旭　 白　 莹　 冯高伟

八班 (班主任程迎春) 学生有:

王　 伟　 徐　 磊　 郑　 兴　 冯　 琦　 艾庆庆　 王　 乐　 张海涛　 安　 乐　 张　 楠　 王　 鹏

冯　 鹭　 高向鹏　 曹　 磊　 马登泰　 郭敬礼　 刘　 璟　 李　 进　 刘小凡　 袁　 敏　 白　 星

马　 成　 拓新坤　 王　 慧　 高　 倩　 田　 莉　 李体英　 李　 瑞　 王　 娟　 冯改艳　 王星蕊

樊宝娟　 马璐雅　 张　 焘　 张　 晶　 刘晓彦　 刘　 涧　 田　 静　 封亚琼　 刘春琴　 曹亚琼

白　 浩　 李　 婷　 陈云芳　 白　 晶　 王宝琴　 惠思明　 冯　 伟　 张阳阳　 朱　 峰　 曹晨瑞

任海涛　 郭延勋　 王进国　 冯文杰　 杨　 瑱　 刘阳阳　 康海浪　 刘文军　 候芳芳　 白　 磊

王占虎　 白　 桦

高秋 ２００２ 届学生一班有:

贺宝利　 冯　 慧　 马雄伟　 杨少卿　 宜雄雄　 王　 岗　 张　 强　 白　 跳　 宋文静　 马富强

杨文彦　 高　 娜　 李亚琼　 高永林　 王小华　 白　 焕　 焦西京　 郝　 亘　 李小强　 李　 魏

呼调峰　 王成城　 邓　 宝　 温海清　 王　 焕　 刘　 鹏　 刘　 楠　 刘娟娟　 李顺平　 高艳丽

高　 琦　 高焕焕　 冯建宁　 鲁江涛　 梁艳梅　 刘琛晶　 张龙龙　 田　 苗　 刘芳芳　 高晓宁

白庆涛　 张思杰　 邓　 龙　 高媛媛　 冯　 欣　 李　 宁　 赵延林　 郝东强　 刘　 亮

二班有:

王文彦　 杨景景　 王东星　 霍小鹏　 王永峰　 刘艳荣　 呼晓珃　 张庆庆　 呼建东　 李　 莉

刘　 星　 王海瑞　 雷　 宝　 刘　 奋　 李延军　 杨文卿　 高江涛　 王瑞瑞　 孙建岗　 曹宝生

任丽莉　 党　 强　 白　 浩　 张　 涛　 刘　 涛　 房晓丽　 阎　 磊　 孙　 焕　 候小军　 李　 燕

高　 瑞　 高延雄　 郝媛媛　 杨宝峰　 郝　 强　 甄海霞　 史　 东　 马　 芳　 刘慧涛　 邓文杰

邓焕焕　 郭春艳　 雷　 磊　 贺雄杰　 李永军　 樊宝林

三班有:

田　 蕾　 刘志强　 曹　 鹏　 马　 佳　 郝丽丽　 白延辉　 白　 燕　 高改霞　 李永杰　 高晓蓉

冯　 茹　 高　 娟　 王　 焕　 王小华　 袁延梅　 冯　 娟　 李　 娜　 刘艳云　 王　 伟　 高志萍

阎进祥　 白向前　 刘　 晶　 高晓琪　 任丽娟　 李　 燕　 刘　 涛　 冯延东　 杨保卫　 党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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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健　 张　 丽　 赵淑芳　 杨巧红　 景延源　 乔　 伟　 张建玲　 李　 燕　 乔　 健　 杨海洋

高　 杰　 刘　 涛　 冯海波　 李　 丹　 邓文豪　 高　 磊　 刘文学　 郝　 磊　 邓慧梅　 白　 秦

刘海涛　 冯玉萍　 白晓涛　 封　 冬　 干　 斌　 高奋勤　 宋永安　 冯　 静　 刘保卫　 干乐乐

赵　 瑞

初秋 ２００３ 届一班 (班主任高如军) 学生有:

冯　 巍　 杨　 博　 刘　 佩　 安学慧　 张逍遥　 白丽娜　 贺　 华　 赵　 强　 刘　 琦　 杨　 媛

刘永丽　 王　 婷　 杨　 亮　 高鹏飞　 惠亚丽　 郝立斗　 吕　 静　 任源远　 马　 艳　 刘　 璐

杨慧井　 毛黎伟　 李　 欢　 马　 庆　 刘　 斌　 刘　 雄　 高　 勇　 刘　 慧　 樊宝宝　 赵海杰

高　 昺　 李　 贺　 李　 贞　 冯海燕　 杜小翠　 梁小艳　 王海波　 辛　 焘　 刘　 昊　 甄　 喆

袁　 岗　 王海浪　 高　 洁　 鲍明敏　 刘星星　 贺　 琴　 马延虎　 高志清　 郭宏文　 刘乐乐

白　 罡　 李金强　 白　 涛　 杨　 慧　 高宝强　 白江涛　 袁　 博　 杜延丽　 王　 丹　 梁　 蓉

郭　 卯　 白艳华　 彪海建　 郭艳妮　 白　 存　 赵延文　 郭丽华　 马瑞芳　 张　 翼　 杨　 静

沙丽娜　 郝　 婷　 樊　 倩　 郝　 双　 刘小静　 王佼佼　 阎　 炜　 杨　 丽　 党　 丁　 高旭芬

张　 媛　 白　 鹏　 张　 伟　 张　 胜　 高　 焕

二班 (班主任高忠伟) 学生有:

田　 野　 刘改改　 梁福涛　 任永峰　 冯　 楠　 王　 佳　 杨东霞　 周慧雪　 冯　 娟　 赵江艳

王　 琦　 辛阳楼　 花　 华　 康　 婧　 白　 玉　 郝永新　 冯　 慧　 高　 蕾　 马　 庆　 高娜娜

杨　 鹏　 白彩琴　 马立婷　 马　 鹏　 张　 强　 白　 榕　 甄　 璐　 白　 璐　 郭　 贞　 景慧陶

郝延榕　 曹　 雄　 李卫卫　 高雪峰　 刘　 振　 高龙龙　 任婷丽　 刘　 瑛　 冯　 荣　 张　 琦

马　 霞　 曹　 鑫　 高瑜瑜　 杨文庆　 高　 慧　 贺延芳　 刘译书　 王雄雄　 康　 婵　 高　 描

曹　 娴　 王　 莉　 聂晓峰　 刘毛毛　 杨泽升　 张　 娜　 张　 鑫　 高自强　 刘建平　 杨建忠

刘明明　 高卓玛　 冯延鹏　 封　 涛　 刘　 玄　 张　 静　 冯玉军　 高候磊　 马　 瑜　 赵　 慧

封　 雷　 杨　 尧　 刘　 庆　 冯　 渊　 冯晓灵　 郭延雄　 王嘉学　 杨　 鹏　 刘　 杰

三班 (班主任白国宝) 学生有:

刘　 杰　 郝慧云　 贺　 娜　 康　 娜　 刘　 凯　 王　 秀　 刘　 伟　 郝慧奇　 王　 涛　 师　 焕

张　 露　 王焕琼　 张彩霞　 郝　 苗　 杜　 萧　 张　 阳　 杨宗保　 李晓霞　 刘　 勃　 胡振帅

杨　 慧　 李　 鹏　 杨　 雄　 高晶晶　 梁　 丽　 郝舒鹏　 任冶妮　 张延荣　 张晓翠　 王耀胜

吕　 杰　 凤　 虎　 马　 宇　 李　 媛　 李　 佳　 冯　 淼　 冯　 园　 冯　 欢　 曹　 琼　 张　 磊

高　 轩　 贾　 容　 高亚丽　 任　 娜　 刘星星　 姬笑微　 张东东　 张娟林　 刘　 沛　 曹亚丽

贺　 琦　 贺建辉　 冯海岗　 韩　 蕾　 白卫兵　 张佳佳　 李小磊　 刘　 源　 高　 峰　 阎　 晶

刘　 乐　 高　 宇　 杨　 露　 张小龙　 霍　 强　 马少楠　 王　 伟　 王　 强　 刘玉沛　 康　 宇

赵永华　 刘　 臻　 王大庆　 冯洁　 刘银河

四班 (班主任高华卫) 学生有:

郭建伟　 呼延智　 高　 鹏　 柴　 捷　 王虎君　 郭学岗　 石　 娜　 王　 蓉　 艾庆庆　 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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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乐　 鱼小刚　 高　 晶　 马　 强　 刘小龙　 李　 龙　 辛向艳　 党佺佺　 董　 婷　 贺慧莉

薛　 楠　 马　 瑜　 刘　 忭　 王　 升　 刘小溪　 杨延涛　 刘　 亮　 曹　 欣　 张　 翠　 李艳琴

马江涛　 梁　 佳　 白世延　 张　 强　 冯　 雄　 吴　 娜　 杨　 静　 刘文菊　 王　 婷　 曹　 勇

梁利鹏　 曹娅莉　 杨永珍　 高　 莹　 苗　 柯　 薛　 璐　 刘　 磊　 刘　 静　 刘延东　 王宝进

杨　 艳　 刘　 娟　 冯文婷　 南　 琼　 任小军　 杨　 芳　 田　 苗　 杨　 魏　 白　 雪　 阎　 晶

曹亚琼　 干　 杰　 刘　 蓉　 肖　 星　 赵　 欣　 石双秀　 梁　 娜　 刘军宇　 高海霞　 刘柏宁

马　 靖　 杨文娟　 尚　 婷　 乔　 静　 高　 超　 白　 云　 杭雅琼　 刘婵娟

五班 (班主任贺安庆) 学生有:

刘　 宝　 冯　 刚　 李　 龙　 高　 琴　 杨　 涛　 樊丽媛　 贺　 河　 高志永　 贺乐乐　 鲁　 朝

刘　 娜　 高慧卉　 李翠琴　 冯晓梅　 李香连　 刘　 雪　 陈　 芳　 刘永乐　 李　 杰　 刘　 杰

党　 丹　 刘　 慧　 沙霜旭　 贺文波　 曹　 梅　 杨栋林　 程娟娟　 高佳妮　 贺　 容　 曹　 欢

王海浪　 樊　 亮　 贺　 震　 刘　 晶　 冯　 慧　 张　 静　 白　 艳　 高丽娜　 刘兰兰　 高文艳

李玲玲　 刘　 旭　 师　 伟　 霍　 涛　 杨美蓉　 白　 杰　 张建强　 冯　 宇　 马　 磊　 李文振

朱丽娅　 王　 慧　 白　 丽　 鲁佰瑜　 邓延慧　 贺海荣　 刘豆豆　 干海峰　 樊欢欢　 年　 涛

贺东胜　 高齐北　 刘浪涛　 白东强　 张　 犇　 马　 睿　 高星星　 冯艳涛　 吕　 亭　 冯　 程

白　 娜　 张庭庭　 张　 峰　 王　 峰　 刘　 芳　 吕治学　 高　 旭　 惠　 芬　 刘光捷　 郝文杰

韩文涛　 樊孝民　 高　 露　 张江涛　 王　 磊　 冯　 霞　 任寅莉

六班 (班主任乔志清) 学生有:

高翠婷　 高　 焕　 刘　 焕　 李　 佳　 吴文娟　 贺雪芹　 刘　 荣　 刘　 凯　 干　 峰　 刘建卫

马　 丽　 朱　 芳　 王　 鑫　 王　 倩　 袁　 潇　 张　 琦　 赵　 晶　 董清疑　 王延娜　 庞　 英

王　 鹏　 刘　 璇　 王　 翠　 陈　 苗　 郝　 欣　 巩永刚　 张　 虎　 田　 芳　 李高娜　 李　 建

呼笑吾　 田卫卫　 吕　 刚　 马斌斌　 刘　 鹏　 张　 鹏　 高　 强　 马　 杰　 刘文盛　 李　 渊

呼艳娜　 白　 璇　 郝延江　 杨高升　 杨　 乐　 呼　 姣　 任　 玲　 冯　 乐　 马　 董　 杨小晶

韩　 娟　 邓　 浪　 刘　 彬　 王　 江　 雷　 焱　 贺巧英　 韩　 川　 刘海龙　 刘　 罡　 杨保建

杨金龙　 郭　 平　 刘　 远　 杨雄辉　 惠　 超　 刘　 璇　 王　 泉　 刘海宇　 马　 娟　 马爱玲

惠雄丽　 宋媛媛　 高文娟　 郝岚婷　 李　 媛　 程智慧　 陈龙龙　 杨　 欢　 张　 宁　 曹永岗

程　 俊　 刘亮亮　 任　 星　 王　 旭　 乔　 莉

高秋 ２００３ 届学生一班 (班主任文香林) 有:

都江峰　 白胜江　 白江平　 张海涛　 高　 慧　 温海涛　 慕存芳　 呼翠莲　 杨小前　 白艳辉

高永林　 梁建霞　 王　 莉　 高向向　 刘　 芳　 任　 芩　 张　 妮　 李海生　 刘　 毅　 李　 斌

刘陆强　 杨文艳　 刘鹏程　 杨　 东　 刘彩霞　 张建平　 卢媛媛　 张王瑾　 候小军　 高　 飞

安润艳　 董海浪　 花　 蕊　 白　 勰　 李秀宁　 刘江宁　 李　 慧　 冯彦炜　 杨　 焕　 刘保荣

任海霞　 高媛媛　 白兴华　 陈　 勇　 刘翠翠　 刘晓琴　 马　 芳　 高　 鹏　 刘　 喜　 高小宁

梅延进　 惠　 楼　 袁延红　 姚　 瑞　 都晓芳　 魏建岩　 冯海静　 高兆华　 张建瑞　 白东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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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军

二班 (班主任呼晓伟) 有:

李江平　 任孔雄　 白　 强　 刘正盛　 王　 霞　 马焕林　 高海宁　 马　 鹏　 雷　 磊　 惠旭东

杨卫兵　 苗小勇　 冯　 慧　 白　 浩　 都　 燕　 李晓莉　 任亮亮　 刘调琴　 任亚莉　 冯　 琼

郝延丽　 刘　 静　 刘　 辉　 郝　 浪　 杨文龙　 马　 静　 任　 伟　 陈　 刚　 赵智慧　 高晓荣

吕　 琦　 孙　 焕　 邓　 焕　 王　 帅　 巩红霞　 关丽萍　 贺　 妮　 贺永宁　 高　 琦　 曹亚琼

马　 涛　 王冬梅　 郭文杰　 康云云　 鱼　 涛　 曹海琴　 房晓利　 郭世雄　 肖文国　 何　 怡

呼　 瑞　 高中华　 白永亮　 樊鸿杰　 高鹏飞　 冯慧娟　 贺　 潮　 杨延进　 曹　 浩　 郭　 拓

王少安　 曹晓静　 张　 文　 郝胜军　 贺　 进

三班 (班主任刘文华) 有:

刘海峰　 丁延慧　 丁永刚　 郝玉琦　 高世民　 董晓涛　 范　 争　 康　 涛　 李　 涛　 沙　 涛

刘春晖　 马振豪　 张振庆　 梁　 斌　 冯　 森　 李　 娟　 刘海娟　 程向玲　 李桂良　 高晓颖

乔海芳　 刘向成　 殷小芳　 马延红　 梁　 明　 冯光泽　 呼　 莉　 李　 剑　 高海亮　 赵　 雨

王　 霞　 张　 瑞　 苗　 娜　 刘　 鹏　 张小宝　 王雷华　 高　 罡　 高　 冬　 任小刚　 张　 继

郭　 鹏　 杨海峰　 刘　 冬　 杨　 雷　 郝　 佩　 党少杰　 袁振东　 冯英郎　 冯　 欣　 王东星

鲍　 虎　 刘娟娟　 刘小丽　 郝　 强　 都　 亮　 马富强

四班 (班主任刘宝生) 有:

白　 娟　 高文静　 冯永杰　 呼　 婷　 郝　 文　 贺卫卫　 高宝霞　 樊　 景　 杨　 庆　 冯丽娟

乔润润　 刘　 芬　 刘卫军　 王　 慧　 贺　 润　 张晓荣　 杨　 健　 张延强　 刘鹏程　 袁　 利

马　 宇　 贺新健　 马白灵　 郭雪妮　 贺　 艳　 刘胜利　 刘延丽　 王中宝　 王建军　 马海阳

王宝林　 刘亮亮　 王　 瑞　 惠　 杰　 杨　 娟　 张　 磊　 张延东　 王胜文　 贺奋利　 甄　 慧

梁　 峰　 高鸿杰　 郭　 宝　 刘　 涛　 孙延富　 郭欢玲　 袁文安　 谢延文　 牛建斌　 高兆峰

五班 (班主任马春梅) 有:

拓阿宁　 刘彩玲　 杨　 晶　 惠　 芳　 赵　 婷　 张海伟　 贺　 静　 王延江　 刘　 锐　 马　 艳

梁　 橘　 干　 斌　 刘海霞　 张　 橘　 鲁　 娜　 杨保卫　 杨　 娟　 刘涛涛　 杨朝霞　 刘文学

李宝明　 杨　 锐　 薛　 源　 刘　 涛　 白海军　 阎晓明　 呼　 庆　 阎进祥　 贺利萍　 刘　 秀

胡小龙　 高　 娟　 张　 斌　 李宝祥　 王治安　 袁延梅　 郝璐萍　 白　 刚　 李　 强　 栗　 娜

梁　 妮　 刘靖男　 邓海燕　 郝小江　 刘永明　 鲍润辽　 郭　 苗　 冯海东　 乔　 卉　 白延芳

梁向宁　 张延进　 贺雯丽　 郝贵雄　 张亚飞　 马亚娜　 殷小进　 杨晓鹏　 刘　 琳　 李改霞

白宝玉　 王延河　 高丽琴　 王　 强　 刘宝森　 张　 娟　 钱　 翠　 任　 娜　 高　 华　 鲁　 英

贺　 婷

六班 (班主任白加毅) 有:

吴晓静　 杜　 静　 杜延良　 刘　 婷　 杜改艳　 马改峰　 惠　 芳　 刘　 芳　 赵焕丽　 梁耀杰

张耀中　 曹　 瑾　 程　 红　 张雁飞　 王　 芳　 张彩芳　 王　 瑞　 邓海霞　 郝巧玲　 赵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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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丹萍　 马　 莉　 冯　 涛　 邓笑民　 鲁　 欢　 白军艳　 李小琴　 白　 星　 冯治安　 吴　 龙

刘　 钰　 杨　 帆　 高小强　 马海涛　 杨伯玲　 张媛媛　 刘小娟　 刘　 景　 马文涛　 樊　 晶

张伟红　 冯　 静　 杨　 晶　 贺　 涛　 白　 茜　 白玉欣　 姬三锤　 马　 媛　 张元发　 赵延林

刘　 鹏　 光　 磊　 贺忠艳　 冯　 琴　 李　 鑫　 苗　 媛

初秋 ２００４ 届学生一班有:

贺　 妮　 冯　 颖　 高金霞　 杨　 晨　 白彩虹　 杨　 焕　 高秀秀　 刘　 杰　 曹　 默　 阎　 静

李将将　 樊　 萌　 宋亚慧　 张　 盼　 白　 倩　 徐　 盼　 曹江明　 白　 露　 刘　 鑫　 王　 超

张晓焕　 李　 卉　 刘小鉴　 高　 媛　 冯　 洁　 马晓阳　 张星星　 白　 蓉　 刘小溪　 呼　 蓉

惠　 攀　 刘彦荣　 刘　 艳　 彪佳妮　 乔艳阳　 杜　 凌　 冯　 娟　 王子涵　 刘　 瑶　 庞　 瑶

高　 鹏　 刘晓翠　 兰文娟　 杨　 琪　 鲁柏璇　 白　 璇　 马　 丽　 鲁小杰　 白　 娟　 李岩卉

刘江峰　 王　 阳　 杨彬彬　 刘　 文　 刘　 秀　 王　 飞　 杜　 晶　 高　 琦　 高巧娥　 赵　 龙

梅　 泽　 毛海浪　 白　 露　 高　 莹　 霍　 达

二班有:

杨　 渊　 呼加龙　 李　 虎　 张　 华　 刘　 婵　 冯　 琼　 白艳涛　 郭　 伟　 刘　 毅　 韩　 岗

刘　 睿　 王海龙　 刘　 鹏　 郭　 超　 李晓晶　 刘惠宁　 拓国蛟　 贺　 利　 杜　 欣　 张　 悦

吕　 江　 杨　 江　 王　 浩　 白　 龙　 冯小卉　 杨卫成　 惠　 茹　 王　 振　 高大鹏　 刘宝龙

张振南　 高宝成　 马　 莉　 郝　 燕　 白星慰　 张郭健　 白小白　 庞　 慧　 高　 龙　 张　 强

杨　 转　 高　 博　 王淑慧　 刘稀婷　 常　 江　 刘安乐　 卢　 博　 冯　 鹏　 冯　 洁　 杨小军

刘　 强　 王　 皓　 郭　 子　 高　 婷　 赵　 龙　 周　 琪　 白　 乐　 曹　 媛　 樊加强　 王元元

李　 佳　 惠　 靖　 贺清华　 高改婷　 马　 星　 鲍　 荣　 张　 琪　 刘　 欣　 冯玉婷　 齐亚龙

杨　 雄　 刘　 裕　 高　 琪　 惠成成　 马　 浩　 王　 刚　 李　 丹　 刘　 丁　 王　 璐　 王　 娜

三班有:

韩涛燕　 康海芳　 张宝宏　 郭宝杰　 郝海涛　 杨秋艳　 李文宇　 候美林　 张　 杰　 马丽娜

刘　 宇　 史臻豪　 张　 瑜　 高　 焕　 马文杰　 李延川　 高　 蛟　 李少波　 甄建东　 张　 鲲

杨存宁　 梁浪浪　 许　 多　 杨　 瑞　 贺鹏翔　 惠　 娜　 王　 晶　 樊　 亮　 王　 辉　 任光鹏

曹　 蕾　 刘晓军　 冯　 晶　 王　 刚　 杜　 慧　 张嘉辉　 刘亚琦　 袁　 涛　 王　 琦　 贺　 涛

袁　 鹏　 刘　 姣　 刘荣荣　 杜　 星　 曹亚荣　 刘　 妍　 田　 源　 杨　 杰　 钞　 亮　 庞浪浪

都延浪　 白莉莉　 朱亚宁　 师亚琦　 贺　 菊　 冯　 琼　 张　 骞　 高　 璐　 王　 婷　 任玉凤

李　 倩　 张　 健　 刘　 涛　 白英英　 樊　 越　 冯　 河　 贺　 杰　 刘　 兴　 郝艳丽　 高泉泉

杜国强　 王　 龙　 杨　 欣　 许　 婷　 贺亚沛　 李　 琦　 高　 哲　 杨浪浪

四班有:

冯　 秀　 刘艳玲　 吕　 英　 张延丽　 高飞翔　 高　 雪　 刘永耀　 呼佳瑞　 王美美　 乔哲敏

杨唯奇　 张　 芳　 郝延伟　 刘　 磊　 郝　 帆　 呼　 悦　 杨　 勃　 贺壮壮　 王　 祥　 高磊磊

赵　 婷　 任　 翠　 高延存　 白　 绒　 王　 璐　 杨霞霞　 田　 蓉　 杨海江　 候　 娜　 邓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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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廷　 白　 元　 马　 婷　 孙　 乐　 吕治伟　 高　 慧　 吕巧玲　 李　 丽　 冯　 娟　 刘　 亚

赵　 瑜　 王　 瑞　 赵　 强　 杜　 江　 郝　 瑜　 郝　 娜　 张　 青　 雷　 洁　 高　 荣　 任小娟

马　 浪　 刘　 嘉　 冯　 尚　 高　 磊　 马爱娜　 杨　 娟　 张　 帆　 杨　 雪　 任二涛　 张　 哲

贺　 芬　 贺　 昕　 高建民　 杨　 江　 冯　 璐　 耿　 荣　 鲍　 咪　 王　 婷　 刘　 哲　 杨　 悦

李　 焕　 冯　 婷　 袁　 蓉　 张　 倩　 冯　 庆　 权　 伟　 冯　 琰　 李　 琦　 郝　 东　 庞　 海

五班有:

冯　 涛　 康程轩　 袁　 卓　 杨　 娟　 符建玲　 刘文慧　 李明岗　 张雪琴　 樊慧明　 杨　 瑞

刘永涛　 刘　 剑　 冯　 芬　 干　 英　 张　 琼　 刘　 欢　 刘　 溪　 米　 朵　 马　 娜　 惠　 玲

马　 龙　 赵　 蓉　 白　 玉　 朱亚龙　 惠甜田　 李亚光　 徐　 鑫　 刘　 龙　 贺　 亮　 陈　 瑶

李　 磊　 高　 菁　 吕　 成　 刘　 慧　 张　 茜　 秦立川　 冯晓晶　 高　 宇　 郭　 容　 曹　 瑞

田树贵　 房　 特　 王海峰　 杨　 浩　 贺昌昌　 刘艳华　 高　 武　 高　 琦　 白　 昌　 刘　 旭

刘　 健　 高　 淼　 孙　 莹　 呼嘉楠　 阎月婷　 惠雄伟　 刘海虹　 刘志强　 封　 娜　 张　 欣

冯　 瑜　 冯　 琴　 杨　 双　 刘　 文　 冯　 静　 石　 磊　 惠剑雄　 白　 萧　 高　 强　 杨东峰

李　 洁　 杨艳华　 杨　 芳　 张　 遥　 呼　 宇　 冯兴华　 张永宁　 张　 健　 梁　 芳　 杨　 柳

六班有:

郭　 风　 李　 静　 杨改改　 高　 轩　 田　 琪　 杨延龙　 王晓梅　 张　 宁　 刘　 娟　 贺文娟

惠云林　 庞　 帅　 刘　 晶　 董军苗　 王　 娜　 刘卫兵　 庞建华　 高宝霞　 李　 强　 霍　 亮

赵　 鹏　 贺　 静　 贺　 庆　 惠柏林　 杨　 博　 高中正　 马　 帅　 贺　 慧　 刘　 毅　 李鸿儒

葛　 莹　 韩　 靖　 师　 恺　 吕　 华　 鲁欣哲　 樊　 洁　 曹　 ? 　 韩张哲　 马　 莹　 高　 涛

杨　 园　 张　 媛　 刘文艳　 乔　 娟　 冯小彬　 康小丽　 贺海丽　 曹延瑞　 张罗刚　 贺佳博

赵　 芳　 李　 芳　 马　 丽　 白延江　 李星园　 干海静　 刘　 鑫　 贺巧丽　 高　 婷　 郝　 雯

刘永刚　 刘　 倩　 高　 娟　 刘火建　 洪丽梅　 白晓婷　 刘　 婵　 杨　 瑶　 梅　 艳　 王　 星

高　 杰　 高艳丽　 白亚林　 李　 杨　 贾　 骥　 张杰龙　 郭　 瑞

七班有:

曹鸿杰　 梁建琴　 高　 翠　 石丽娜　 毛芳芳　 王　 健　 杜军雷　 冯　 凯　 杨　 媛　 杨永宁

杨文杰　 杨艳茹　 白勤勤　 刘花荣　 刘　 强　 冯　 庆　 刘慧芳　 杨　 洁　 李延辉　 李　 晶

刘文星　 刘文文　 冯　 浩　 刘　 涛　 李碧玲　 白　 洋　 张　 月　 刘　 瑞　 杨振兴　 杨乐乐

王　 伟　 刘　 琦　 马世峰　 杨　 卉　 呼　 鹏　 王　 萌　 惠　 涛　 高二宝　 高　 瑞　 呼春艳

高　 帅　 李　 浩　 冯焱宁　 呼佳妮　 刘二芳　 张延翠　 张　 宝　 白海涛　 李永岗　 郝　 晶

贺欢欢　 王小贝　 杨宝莉　 白媛媛　 刘正正　 张　 明　 马小艳　 白　 瑜　 郭　 辉　 高中强

郝　 龙　 王　 飞　 高丽丽　 强　 慧　 刘　 岗　 卢海江　 王　 锋　 刘占雄　 惠小瑞　 王　 磊

杨　 晋　 张　 磊　 梁　 文　 刘亚琼　 曹　 雄　 任海哲　 梁桂林　 贺　 莉　 刘　 莹　 刘治华

八班有:

任　 荣　 李　 娜　 刘志富　 刘　 进　 高　 林　 梁建忠　 冯　 艳　 董竹艳　 刘延昌　 冯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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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乐　 张　 浩　 王臻英　 高　 娟　 郭雪峰　 刘永娟　 任海岗　 王　 雄　 郝海强　 胡　 颖

杨润芝　 刘慧泉　 呼文丽　 白　 贝　 杨　 帆　 贺　 琴　 贺　 哲　 董　 娜　 张　 远　 冯　 森

冯延珍　 马　 璐　 刘　 慧　 邓　 慧　 白巧丽　 李　 胜　 冯亚东　 李　 鹏　 冯　 杰　 霍　 涛

李海浪　 高　 峰　 张文娟　 王　 琦　 杨　 浪　 高卫丽　 贺　 庆　 冯小鹏　 刘　 磊　 庞　 正

李涛岗　 刘　 毅　 徐　 锐　 乔　 蕾　 马　 瑶　 董清涛　 白　 杰　 李　 卉　 张　 琦　 刘永强

赵　 琴　 张　 伟　 王珂瑛　 梁　 浪　 李　 丹　 王晓英　 李　 洁　 冯光婷　 樊军芳　 宋　 佩

邓　 鑫　 高　 倩　 郭江涛　 白　 玉　 王　 浩　 张　 晶　 高瑞幸　 惠　 超　 惠小明　 刘　 强

高秋 ２００４ 届学生一班有:

马　 晔　 郝　 佳　 王　 瑜　 樊　 翠　 贺瑞荣　 毛星星　 王　 芳　 樊　 强　 张东明　 吴　 侨

张宁宁　 李海静　 杨海港　 高白雄　 刘　 艳　 刘　 博　 刘　 瑞　 李金娥　 马彩艳　 任晓霞

刘佩蓉　 王　 晶　 刘　 祥　 王增平　 刘文丽　 王艳芳　 马　 丽　 刘　 静　 冯延虎　 任如霞

王　 瑞　 郭鹏祥　 高玉泉　 李春梅　 李　 丽　 白延林　 贺　 艳　 聂　 亮　 任海瑞　 郭延亮

冯晓忠　 樊　 宁　 李　 雄　 冯　 娜　 王　 欣　 贺　 杰　 王　 慧　 高　 慧　 杨步超　 刘　 翠

郝　 岗　 刘彩琴　 徐　 华　 米胜利　 张　 鹏　 赵小云　 刘　 云　 刘　 蓉　 刘　 琴　 刘忠云

二班有:

王　 磊　 杨改峰　 孙　 雄　 郭建雄　 杨　 亮　 刘延东　 杨海伟　 贺　 鹏　 王晓源　 郭明明

郭建涛　 刘卿卿　 张海荣　 霍佩荣　 李小军　 李　 媛　 惠　 强　 李雪峰　 邓　 涛　 刘铖铖

李　 蓉　 刘向军　 张　 征　 张柏艳　 李　 琴　 李　 瑞　 郭建航　 呼小军　 张　 伟　 呼晓艳

田晓晓　 王　 娟　 程丽娟　 惠建兵　 张延丽　 甄晓娜　 乔　 蕾　 冯碧玲　 薛　 琴　 冯　 颖

刘军辉　 樊树贵　 高　 原　 高花华　 高海霞　 王焕莉　 兰　 兰　 刘　 慧　 马　 云　 张　 宇

高　 蕾　 杨　 强　 梁　 栋　 刘益民　 冯晓霞　 任丽娟　 张海涛　 杨　 芳　 薛　 芳　 康　 宁

三班有:

杨华勤　 高将中　 郝旭东　 曹军祥　 刘建军　 董　 艳　 王　 裴　 刘丽丽　 郝　 鑫　 高彩卫

蔡润伟　 郝海琴　 杨永勤　 冯　 华　 张星艳　 史保存　 王志杰　 王　 芳　 刘海宝　 高军星

刘永岗　 庞建文　 贺新林　 高晓艳　 赵永峰　 高海岗　 杨彩虹　 董宝峰　 马振华　 白　 霞

任　 佳　 刘永星　 袁　 丹　 高彩艳　 董调艳　 党艳丽　 苗　 露　 郝　 张　 徐海燕　 郝　 娜

赵宝宁　 张　 笑　 王　 芳　 高　 丽　 张　 瑜　 刘延婷　 刘　 娜　 陈　 颖　 张　 盼　 史文宏

李　 婷　 陈桂英　 邓文艳　 杨　 杰　 钱　 丽　 董秀芳　 张涛艳　 郭鹏飞　 呼　 翠　 杨　 娜

贺　 苗　 文　 涛　 杨　 瑞　 高云云

四班有:

张小芳　 马　 瑜　 贺　 鹏　 杨彬彬　 呼晓琼　 冯　 晶　 刘　 芳　 张筱东　 高　 焕　 任永岗

贺　 秀　 杨　 傲　 张　 勇　 杨　 娜　 封延新　 刘　 晖　 高亮亮　 杨美茹　 冯玉霞　 钟　 源

郝延琴　 刘海强　 刘　 鑫　 刘晓婷　 贺　 新　 李　 鹏　 高小倩　 呼艳军　 方　 圆　 白　 鹏

高海生　 姚为民　 阎小民　 张巧红　 董军娥　 刘江萍　 惠东峰　 王奋琴　 邓笑琛　 干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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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涛　 马　 艳　 王鑫圣　 郝　 苗　 董娟娟　 李　 娟　 孙亮亮　 高晨阳　 冯文娟　 田　 苗

王北文　 徐改改　 刘　 顺　 刘陶玲　 杨巧艳　 杨　 涛　 马　 睿　 周　 惠

五班 (班主任袁建设) 学生有:

史春艳　 杨巧华　 李红艳　 孙海峰　 杨　 鹏　 刘　 强　 刘　 宝　 白　 忠　 张浩亮　 高柏林

刘文素　 白晓丽　 刘　 杰　 杨　 婷　 刘小琴　 王延龙　 马少晶　 惠旭星　 郭宝玲　 马　 利

高晨云　 徐　 峰　 高子臣　 杨　 帆　 高　 娜　 王小进　 张立卓　 李海英　 白　 银　 郝永利

张保平　 郝艳芳　 刘　 卉　 张　 琪　 刘　 涛　 樊延龙　 王　 英　 张　 瑜　 张向东　 梁　 皓

李安龙　 杨宝宝　 黄　 峰　 刘飞艳　 刘翠琴　 李　 静　 杨延岗　 王　 霞　 刘小宝　 李　 建

郝　 凯　 魏　 华　 吕延岗　 高　 云　 杨　 艳　 邓　 欢　 庞改改　 杨　 洁　 韩　 梁　 张　 毅

耿　 勇　 刘　 强　 刘　 平

六班 (班主任冯世雄) 学生有:

张豪连　 乔礼阳　 贺文彦　 呼宝强　 马　 利　 刘　 媛　 张虎林　 李育虔　 李　 哲　 李永岗

曹海明　 呼延红　 贺春艳　 贺　 李　 郭晓鹏　 白魏魏　 董　 露　 郝金琳　 师延梅　 陈宝艳

刘　 瑞　 冯　 岗　 惠战琴　 高　 颖　 曹　 娟　 梁　 毅　 王宏彬　 高罡罡　 杨　 鑫　 李芳芳

郭　 晶　 鲁晓琴　 刘秋艳　 冯巧玲　 李　 娟　 郝晓峰　 高　 华　 樊海华　 乔宝城　 高宝强

杜小岗　 王军丽　 刘　 婷　 白海芳　 贺向峰　 高海燕　 冯艳琴　 刘世强　 刘　 岗　 刘　 晶

李　 强　 苏伟京　 高　 伟　 贾彩艳　 惠荣霞

七班有:

年　 丰　 王　 莉　 高奋强　 苗建芳　 贺浩杰　 马宝杰　 贺建雄　 李育云　 贺延雄　 梁　 城

郝宝宝　 郝舒和　 刘小雪　 高　 晶　 郝海卫　 高光军　 杨欢欢　 李耿耿　 呼毛毛　 白　 莉

杨　 亮　 鲁建涛　 梁　 鑫　 马荣盛　 白权晋　 杨　 忠　 刘文娜　 白　 蕊　 沙艳丽　 刘瑞瑞

刘　 锋　 庞焕芳　 李　 强　 张海军　 苗锐智　 杨　 媛　 王　 静　 张文丽　 杨海苇　 聂娟娟

王青红　 陈海浪　 刘　 艳　 杨保岗　 赵　 毅　 贺　 婷　 刘婷婷　 高　 静　 刘小明　 王江锋

贺　 芳　 王小妮　 田　 慧　 庞文瑞　 高　 媛　 郭　 江　 郭慧霞　 郝　 勇　 杨　 莉　 杜　 慧

苗　 慧　 冯新云　 万　 宇

八班有:

王　 慧　 冯姣婷　 刘　 琴　 郭　 刚　 冯海瑞　 王　 齐　 刘　 涧　 刘春艳　 李江涛　 刘　 凯

高　 珍　 高　 正　 高春阳　 惠　 波　 董军豆　 刘泉泉　 关延红　 马永锋　 贺　 诚　 梁　 东

呼　 婷　 惠晓晶　 董丽娜　 白娟琴　 高亮亮　 梁北霞　 赵新玉　 冯世杰　 高　 鹏　 刘　 江

高艳华　 马海丽　 杨建文　 郝延强　 呼　 霞　 庞文秀　 党海波　 刘晓宁　 高小瑞　 刘慧新

刘宏强　 冯艳琴　 王艳琴　 张　 琳　 刘海迎　 刘海宁　 呼　 强　 杨　 涛　 强　 龙　 强　 丽

高　 翠　 刘水阳　 高景琳　 惠　 苗　 贺自强　 阎战强　 任宝强　 杨　 倩

初秋 ２００５ 届一班 (班主任杨延双) 学生有:

刘　 婵　 刘　 娟　 樊　 越　 高　 鑫　 刘　 馨　 李珍珍　 白　 苗　 庞　 羽　 杨亚萍　 杨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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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强　 呼　 鹏　 刘　 兰　 梁建琴　 刘　 辽　 张　 浩　 杨文晶　 白　 勤　 李辽宁　 刘　 琦

杨　 涛　 刘　 帅　 刘　 嘉　 高　 乐　 刘　 瑛　 肖　 鹏　 刘　 鑫　 花　 健　 张　 恒　 甄佳明

刘怡蒙　 王卫栋　 霍　 浩　 封　 勇　 樊　 慧　 萧　 茜　 刘　 森　 樊　 琦　 焦　 娇　 刘　 璐

高　 瑜　 杨　 婷　 吕　 钰　 张　 璇　 冯　 正　 高启明　 冯慧强　 呼　 杰　 白　 英　 冯　 智

刘　 睆　 方海霞　 李永琴　 候增佳　 杜　 晶　 惠　 笑　 高　 童　 刘卫兵　 贺路路　 刘　 伟

刘　 苗　 孙海娜　 高阳阳　 贺　 昕　 高　 翠　 任丽媛　 惠　 姣　 马世峰　 冯　 誉　 刘　 磊

史　 婷　 何　 旭　 马　 莉　 刘永娟　 高　 杰　 呼益民　 杜芳静　 高　 鑫　 杨　 瑶　 赵春宁

刘新梅　 史　 婷

二班 (班主任高忠伟) 学生有:

程双娟　 孙　 帅　 刘燕霞　 孙　 哲　 梁存芳　 赵　 静　 拓宝丽　 刘丁源　 杨改改　 刘　 剑

董智权　 高改改　 鲁　 谧　 杜　 峰　 马　 龙　 呼延涛　 石正正　 王　 飞　 冯　 辉　 张　 庆

冯　 鹏　 冯　 放　 郝　 鹤　 郝　 慧　 高　 琦　 赵晓翠　 邓　 洁　 杨莎莎　 白　 辉　 郭永强

马星星　 师　 恒　 梁　 婵　 李圆圆　 白　 芳　 郝　 莉　 张　 静　 王　 琴　 杨　 茜　 杨　 玲

高　 婷　 马　 欣　 白娅林　 惠　 鹏　 张　 杰　 刘　 健　 杨文雄　 张　 鲲　 袁　 波　 马富军

樊　 蕾　 王　 芳　 冯云鹏　 王　 尧　 张　 强　 刘　 倩　 刘欣文　 李　 瑛　 马　 浩　 朱改芳

高　 旭　 甄蕾蕾　 郝　 玲　 刘　 柯　 孙海涛　 赵　 维　 冯　 鹏　 李贝贝　 阎　 建　 李　 溶

刘爽华　 张　 琪　 赵　 强　 杨　 曌　 马　 江　 刘文文　 杨　 娟　 张　 燕　 任　 博　 马秦飞

马　 艳　 李碧玲　 张良艳　 巩　 华　 董晋渊　 王海涛　 冯晓彬

三班 (班主任李新杰) 学生有:

程　 润　 杜　 毅　 艾庆杰　 马　 庆　 刘　 睿　 马　 庆　 高乐乐　 刘　 浩　 张　 迪　 刘娅妮

刘燕华　 张　 磊　 刘　 惠　 尹延花　 白艳艳　 李　 强　 刘建中　 袁清艳　 刘　 瑶　 焦英英

郝　 媛　 李小龙　 冯　 雪　 袁　 卓　 高　 瑞　 马　 琴　 鲁　 瑶　 刘海芳　 贺艳雯　 董慧芳

董巧明　 惠　 婵　 冯　 盼　 冯　 琼　 陈　 忠　 白　 瑜　 冯小溪　 刘慧芳　 李　 娟　 任海波

任晓源　 陈　 龙　 姜　 云　 白　 慧　 房海强　 刘媛媛　 田玉娇　 白　 清　 高　 欣　 毛海浪

张　 婷　 刘　 奇　 郑　 雷　 苗　 钰　 贺　 庆　 杨眺眺　 杨君利　 董　 秀　 郭　 颖　 康秋艳

陈慧丽　 高楼楼　 刘建强　 刘　 艳　 呼　 翠　 曹鸿杰　 刘　 盼　 程晓强　 马雅蓉　 樊延东

鲁小刚　 刘　 婷　 刘文星　 赵美琼　 刘占雄　 刘　 蕊　 曹　 润　 高　 学　 冯　 琰　 韩　 燕

温玉杰　 郝一宁　 李明岗

四班 (班主任贺安庆) 学生有:

冯兴华　 杨　 文　 杨　 桂　 杨彬彬　 马　 韬　 白　 莉　 郭栓琴　 贺亚佩　 刘亚琼　 贺　 佩

杜　 慧　 刘向荣　 高晓文　 贺延庆　 刘　 娟　 阎　 岸　 惠雄伟　 梁江博　 王凡银　 贺浩浩

杨　 涛　 申毛毛　 薛建辉　 拓　 婷　 惠姣姣　 梁建华　 杨兴婷　 孙　 芳　 呼真珍　 惠　 瑞

张　 健　 刘　 丁　 惠艳梅　 白　 玉　 李兴韬　 王　 丽　 冯延辉　 冯向魏　 邓　 桦　 辛婷婷

王　 娟　 刘　 荣　 刘　 浩　 高　 杰　 张焕玲　 吕　 娜　 朱　 婷　 白　 琳　 张　 华　 庞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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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瑞　 刘延龙　 马　 忠　 冯　 鹏　 庞　 健　 申　 瑜　 高　 瑜　 张　 锐　 白世刚　 师　 涛

梁　 芳　 马　 璇　 高　 波　 李　 伟　 赵梦莹　 冯　 晶　 袁　 涛　 高培植　 冯涛毅　 梁　 蓉

米　 朵　 袁　 靓　 王　 蓉　 杨　 琼　 冯文婷　 贺　 娜　 高　 鹏　 郝　 燕　 马海港　 刘　 娟

呼亚泽

五班 (班主任刘永红) 学生有:

梁　 倩　 李　 宇　 杨存宁　 高　 磊　 贺胜利　 曹　 雷　 高新路　 白杰伟　 常　 瓅　 刘　 芳

高晓霞　 高　 榕　 杨　 慧　 王国强　 刘　 峰　 郭纯洁　 张　 甜　 张文倩　 鲍二虎　 杨建华

齐亚龙　 呼义博　 郭桂林　 樊鑫浪　 张　 喆　 杨　 卓　 高艳霞　 高志强　 冯延龙　 张　 荣

刘　 娟　 白妍妮　 王　 盾　 艾　 静　 白　 绒　 郝雪荣　 程莹莹　 梅　 倩　 刘　 哲　 杨　 瑞

王　 苗　 冯泽金　 郝　 云　 张晓娟　 孙　 强　 宋小龙　 惠盈盈　 冯　 瑞　 毛永鑫　 韩丽娅

白少辉　 任　 乐　 康程轩　 赵　 瑜　 温　 瑛　 党　 夏　 董秀秀　 吕翠竹　 赵　 华　 高翠峰

马　 雄　 慕　 静　 王宝利　 李　 静　 杜军宙　 杨文杰　 郝　 刚　 赵　 浪　 刘　 艳　 任小娟

惠　 樊　 杨　 波　 刘宝艳　 惠　 哲　 白　 璇　 刘　 瑞　 梁海琴　 刘延龙

六班 (班主任梁延林) 学生有:

刘　 小　 张文娟　 刘世延　 刘文慧　 樊七娃　 韩　 焕　 李渊博　 冯　 姗　 李鹏飞　 王巧艳

杨雪宏　 王　 健　 张　 东　 杨　 旭　 袁博成　 党　 文　 苗　 帅　 高　 翔　 张逍婷　 张沛兴

郝　 学　 刘永莉　 曹　 治　 张　 倩　 袁永环　 马加林　 吴　 媛　 拓　 阳　 曹　 伟　 冯　 杰

杨　 杰　 郝　 盼　 白　 波　 雷　 璇　 王媛婷　 任海喆　 马慧妮　 符　 荣　 贺　 芳　 冯　 桥

郝林鹤　 刘磊琴　 杨　 珊　 许　 婷　 李　 陶　 宋　 鹏　 刘萧元　 郝　 瑜　 刘　 珊　 刘　 向

郝　 婷　 马素琪　 马玉玉　 陈　 瑶　 高　 苗　 高　 莉　 王　 乐　 朱　 欢　 刘　 源　 丁　 瑜

赵　 芳　 张改改　 张清艳　 惠　 玲　 韩　 荣　 贺佳璇　 郝延莉　 贺　 欢　 贺　 荣　 刘希婷

冯　 芳　 王逾佼

七班 (班主任程迎春) 学生有:

马兵兵　 杨永周　 吕　 婷　 刘睿子　 白永岗　 马杨娜　 惠　 琴　 刘　 宁　 王　 浩　 王　 磊

张　 健　 王　 佩　 高　 玲　 张延芳　 冯　 苗　 黄　 凯　 高　 蓉　 杨　 旭　 郝巧玲　 白　 媛

贺　 丽　 樊文焕　 贺　 闪　 辛益民　 冯永胜　 刘　 壮　 呼文艳　 刘　 钰　 刘少真　 张　 欣

周　 佩　 毛　 顺　 刘　 焕　 郭丽婷　 白军强　 梁　 杰　 高　 莎　 张　 盼　 王星星　 张永霞

高　 盼　 刘　 倩　 董　 磊　 任改萍　 高江江　 杨　 震　 程　 潮　 王　 鑫　 刘小荷　 安学闻

何　 玲　 袁　 昆　 孙美玉　 康　 倩　 封　 壵　 贺　 旭　 任延伟　 高中强　 焦艳阳　 郭改改

呼　 啸　 高真真　 郝　 睿　 王　 瑜　 王国芳　 李荣荣　 张　 荣　 张　 蕊　 冯　 娴　 董丙田

刘亚栋　 陈　 龙　 杨　 诚　 高　 瑜　 张　 辉　 梁　 玉　 郝　 璇　 马　 楠　 刘　 荣　 白昆仑

杨　 柳　 李宝才

八班 (班主任白生忠) 学生有:

曹晨群　 郭荣荣　 白　 翠　 刘　 璐　 张　 捷　 庞　 霞　 景旦旦　 白　 琦　 李甜甜　 贺　 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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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琦　 刘瑾华　 王　 莉　 郝丽华　 高　 博　 贺　 斌　 花江江　 郝　 庆　 王　 剑　 李　 凯

李延长　 郝　 杰　 高　 杰　 张小瑜　 刘　 浪　 刘　 鹏　 高雅玲　 张彩霞　 王　 薇　 曹亚荣

贺　 焕　 张　 瑜　 李　 蕊　 郭荣荣　 房　 特　 刘樊峰　 朱　 凯　 马映辉　 刘宝宝　 高　 楠

高文东　 梁文静　 邓　 薇　 贺　 丽　 刘　 焕　 刘小溪　 张春娟　 都鹏燕　 杨　 开　 高文雯

李　 雯　 张艳琴　 杨　 华　 白　 乐　 贺　 哲　 刘艺洁　 梁　 帆　 刘延畅　 李　 芳　 康小珊

郝彩彩　 刘　 婵　 文　 学　 王　 阳　 刘文涛　 张振宇　 高　 露　 刘　 婵　 张志宏　 沙　 洁

杨　 蓓　 高　 瑾　 白　 雪　 刘　 波　 李磊峰　 李　 楠　 鲍　 婷　 刘　 昶　 白　 鹏　 冯　 琪

王　 瑛　 庞　 苗　 贺艳琴　 李　 芳　 李星星　 洪丽梅　 郝斐斐　 刘　 珊

高秋 ２００５ 届学生一班有:

樊延林　 白海强　 高　 蕊　 冯春琴　 陈祥玲　 高文和　 李慧雄　 杨　 乐　 赵　 旭　 齐卫卫

刘丁瑞　 刘延雄　 梁　 炎　 张　 新　 阎　 婷　 任臻臻　 白　 莹　 郑海浪　 赵焕玲　 李　 蓉

高润霞　 李佳莉　 高海庆　 李文杰　 张晓晶　 李　 瑞　 王进国　 李行行　 郭大江　 高文霞

白　 浪　 刘建成　 李　 雄　 朱　 峰　 刘　 瑞　 王惠艳　 张　 媛　 李　 婷　 刘　 楠　 刘锦峰

李改雄　 梁　 瑞　 惠智雄　 郭　 昱　 惠　 浩　 吕　 翠　 冯北平　 王军红　 冯玉军　 张　 嘉

吕志鹏　 杨文博　 李　 进　 鲁　 娜　 刘风森　 孙晓丽　 贺涛利　 李　 娜　 李岚涛　 杨　 婵

刘延斌　 辛小苗　 高葆丽　 冯　 静　 李胜强　 曹　 娣

二班有:

刘波浪　 刘　 哲　 冯　 瑞　 高　 卉　 马　 丽　 辛永兆　 杨海婷　 高文斌　 杨　 帆　 张海峰

王建雄　 袁延鑫　 焦永军　 邓艳玲　 杨美玲　 白建国　 康　 磊　 任延华　 张　 峰　 白　 艳

刘　 英　 白琴娥　 冯　 哲　 贺　 峰　 焦　 林　 杨　 辉　 高　 江　 杨　 焕　 崔　 涛　 王慧梅

张　 芳　 刘佰艳　 阎　 婷　 高彩琴　 刘　 琴　 刘延慧　 贺延龙　 贺改艳　 冯彩琴　 刘　 艳

白　 宝　 王振军　 袁　 鑫　 高延琴　 张虎兵　 曹　 杰　 郝晓芳　 李北琴　 刘树岗　 刘阳阳

刘　 刚　 刘　 琼　 冯　 炜　 高世杰　 冯小莉　 鲁　 彬　 王　 茵　 冯进军　 马延丽　 袁　 敏

沙　 晶　 白馨涛　 刘　 云

三班有:

郝　 韬　 贺　 苗　 张　 娜　 王晓琴　 张　 媛　 李学勤　 李彩艳　 张夏璐　 白　 慧　 董苗苗

张文进　 李　 苏　 沙军艳　 贺北雁　 刘艳琴　 呼艳峰　 刘　 亮　 杜秀红　 赵　 娟　 马　 晶

田　 水　 白　 晶　 刘栋艳　 杨　 婷　 刘　 夏　 张　 芳　 高亚宁　 高生虎　 曹永锋　 杨桢祥

刘彩霞　 张　 庆　 王　 娜　 霍建国　 冯晓丽　 刘　 娜　 冯胜琪　 孟军辉　 杨文芳　 贺如意

张贺东　 高亚龙　 冯文杰　 高强强　 董海景　 董永乐　 刘　 涧　 冯彦红　 高明桥　 冯　 国

王变丽　 白　 芳　 冯世雄　 冯小倩　 冯贵阳　 任小文　 高　 亮　 杨海琴　 冯改艳　 陈溪荷

张小刚　 王亚军　 王　 芳　 樊　 静　 李双媛　 张小帆

四班有:

冯华丽　 张　 宝　 刘文杰　 惠婷婷　 郝延忠　 李转艳　 赵　 虎　 李勇兵　 李峰兰　 张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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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跳燕　 鱼青琴　 梁　 慧　 郭宝强　 贺海涛　 吴小丽　 花　 卫　 呼刚刚　 乔向成　 冯　 倩

呼小慧　 刘　 峰　 呼改艳　 马　 娟　 白翻翻　 高　 慧　 高宝宁　 曹延岗　 刘文林　 高美晶

许改萍　 刘涛后　 魏向鹏　 田小伟　 张巧芳　 张放城　 张巧虹　 张智慧　 梁　 雄　 高红军

郝　 江　 白彩艳　 裴延龙　 高　 峰　 惠延锋　 张　 瑞　 张宝林　 王彩琴　 张慧玲　 贺　 东

王　 蓉　 乔小丽　 王星蕊　 贺　 雯　 樊文盛　 郝建华　 刘晨曦　 冯海燕　 张　 琼　 刘涛前

梁　 鹏　 刘宝平　 刘雍岗

五班有:

赵永勇　 冯　 星　 郝正强　 刘贵宁　 李春荣　 马　 慧　 震　 振　 马宝权　 邓　 琪　 杨　 娜

高　 雄　 刘小刚　 冯改丽　 刘保哗　 刘　 琼　 张永华　 李晓黎　 郝艳茹　 惠强强　 杨　 慧

马　 娟　 杨　 媛　 李　 坤　 郝　 斌　 杨　 进　 杨建飞　 武保艳　 马　 婷　 张晓芳　 白　 锋

刘翻琴　 冯　 霞　 王宝琴　 高晓艳　 白世鹏　 任永军　 任鑫峰　 刘　 锐　 刘文娟　 张晓红

刘　 鑫　 赵晓春　 高　 芳　 杨　 蓉　 郝艳琴　 杜　 丽　 封雪瑞　 惠　 泉　 苗永岗　 冯　 晶

曹永翔　 梁豪杰　 曹　 钰　 高雁飞　 刘　 强　 郝峰艳　 张建芳　 高　 婷　 毛伯奇　 冯雅楠

刘　 锋

六班有:

高晓龙　 刘延峰　 董海鹏　 白　 杨　 刘晓丽　 李　 瑞　 李晓峰　 杨　 艳　 景晓翠　 张晓杰

贺晓芳　 焦永丽　 刘　 宝　 张忠忠　 刘慧丹　 孙　 娟　 刘　 娜　 杜晓忠　 冯　 晶　 高文霞

王　 杰　 高旭强　 王国强　 高嘉林　 张宝林　 郝永强　 马　 翠　 贺小晶　 候振林　 杜雄雄

刘艳霞　 秦　 瑞　 樊陶陶　 冯煜芳　 冯　 涛　 杨　 浪　 杨彩琴　 王　 乐　 杜韩忠　 高　 鹏

郭　 蓉　 杨亚芳　 杨　 浪　 贺　 畅　 杨艳红　 冯　 建　 冯　 苗　 高鹏飞　 刘　 欢　 张延新

郭文星　 高　 慧　 冯　 耿　 刘　 林　 白　 亭　 杨　 杰　 杨合东　 李春辉　 石　 磊　 张新艳

张　 景　 张　 楠　 冯慧琴

七班有:

高国庆　 高慧霞　 马　 娟　 刘亚军　 张　 健　 高华华　 王德贤　 贺卫岗　 高向鹏　 候改琴

李书琴　 沙　 芳　 阎建云　 冯长庆　 王　 鹏　 刘　 慧　 刘调和　 阎改改　 高智峰　 梁　 鹏

刘津生　 高嘉嘉　 刘　 娜　 张晓斌　 郭建荣　 刘乐乐　 冯春红　 冯慧华　 白　 瑜　 刘　 忠

杨　 瑜　 张花荣　 高　 慧　 王　 华　 高小军　 杨秀秀　 高永莉　 田惠芳　 刘　 娟　 杨　 慧

冯登泰　 吕　 琼　 张宝贵　 杨瑞瑞　 高　 娜　 赵小慧　 冯长春　 李　 杰　 郝　 涛　 张延生

房向阳　 樊海涛　 杨　 富　 郝宝龙　 王保卫　 冯卫丽　 高　 瑛　 郝苗苗　 王　 晶　 杨焕丽

郭彩霞　 郝智慧　 刘　 星

八班有:

袁　 蓉　 高　 宁　 马　 娟　 刘　 峰　 杨维艳　 高宝进　 刘艳哲　 马延琴　 贺建卫　 李　 芳

赵丽莎　 马建刚　 吕　 瑾　 王瑞风　 马海兵　 高　 旭　 王占虎　 张蓉蓉　 高学文　 杨小宁

郝东东　 王军艳　 王远生　 白　 星　 卢荣天　 樊宝娟　 赵　 琼　 杨　 娟　 李　 博　 惠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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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卉　 毛雄辉　 王　 叶　 刘　 媛　 刘宝平　 梁　 飞　 李宝琴　 王　 贤　 杜永涛　 郝雪琴

贺向军　 郝　 霞　 郝雪琴　 刘　 江　 李　 敏　 刘　 欢　 高奋宁　 焦　 婷　 王华峰　 吕治萍

高　 路　 惠文雄　 郝　 鹏　 马晓琴　 庞剑峰　 徐　 芳　 高　 娟　 魏雪峰　 郭　 娜　 杨红飞

梁小春　 李　 鹏　 赵　 辉　 贺巧艳　 李延龙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报表有在校生 ２９１９ 名ꎬ 其中女 １４８７ 名ꎬ 共青团员 １３３７ 名ꎬ 初中生 １２１６ 名

(女 ６７３ 名)、 高中生 １７０３ 名 (女 ８１４ 名)ꎮ

高秋 ２００６ 届一班 (班主任刘宝生) 学生有:

潘　 琼　 张　 旭　 刘　 刚　 贺小泉　 高　 宇　 武　 峰　 刘文忠　 李建媛　 张　 峰　 高　 瑞

李世龙　 马　 超　 马小安　 杨成宁　 刘　 荣　 刘瑞瑞　 郭小刚　 张　 焕　 张小涛　 王　 玉

白琼琳　 花　 铭　 王　 涛　 刘鹏程　 杨　 露　 白建岗　 贺　 乐　 刘新星　 冯延军　 梁　 鹏

高向强　 高娜娜　 高永平　 马丽娜　 高候强　 马　 强　 张　 伟　 郝　 欣　 杨　 龙　 刘世德

任利鹏　 苗　 磊　 张　 静　 阎　 晶　 方小娜　 张夏璐　 王亮亮　 刘　 林　 郝舒鹏　 郝　 慧

刘雪玲　 马雪琴　 魏向鹏　 苗　 柯　 白　 娜　 郭丽华　 李　 伟　 马　 秀　 冯　 岗　 白延文

高　 焕　 张　 瑞　 任永兴　 白　 蕊　 李延岗　 刘　 欣　 吕　 亭　 李　 虎　 刘建平　 冯　 渊

刘　 鹏　 杨焕丽　 张晓玲

二班 (班主任韩卫军) 学生有:

贺　 畅　 白志成　 冯　 强　 李秋霞　 贺国学　 康　 娜　 曹　 欣　 李高平　 冯彩艳　 张东东

李福涛　 张　 媛　 高文霞　 白浩宇　 李　 明　 任小军　 惠　 超　 马　 焕　 景　 强　 杨卫东

郝　 明　 张　 瑜　 高鹏飞　 杨延峰　 高延星　 高星星　 冯　 杰　 张晓琴　 马延琴　 张　 润

高浪清　 郝延蓉　 冯文婷　 高宝强　 刘焕琴　 刘　 彬　 张　 雄　 高东海　 刘　 慧　 申晓旭

宋媛媛　 高　 荣　 董小帅　 高　 彩　 师　 炜　 赵慧芳　 高清艳　 刘晓姬　 王　 震　 彪海建

贺彩芳　 赵　 凯　 冯改改　 高亚宁　 郭　 星　 王建雄　 封小琴　 慕繁荣　 梁　 涛　 杨程程

王　 琴　 张延蓉　 邓海浪　 冯延鹏　 白向荣　 郝　 双　 贺　 琴　 霍彩琴　 冯伯宁　 杨　 鹏

马江涛　 霍宝雄　 刘　 雄　 白　 云

三班 (班主任冯世雄) 学生有:

刘玉沛　 王　 维　 冯慧恩　 梁　 莉　 张小娜　 刘　 娟　 李新华　 刘庆庆　 白春林　 李　 霞

高雁飞　 康江华　 李　 龙　 张　 刚　 张庭庭　 刘艳娟　 高　 炜　 辛阳楼　 高　 峰　 崔　 伟

惠晓微　 张杠杠　 杨　 涛　 王胜茹　 徐瑞瑞　 白彩琴　 庞　 琴　 叶建亮　 冯伯荣　 高　 超

马延虎　 马海宝　 冯　 鑫　 张　 皓　 申　 兵　 呼立伟　 李　 乐　 贺　 亮　 郭建伟　 张　 磊

贺冬冬　 贺新胜　 马巧玲　 刘小河　 王　 娟　 张　 卓　 封贝贝　 王伟东　 刘　 惠　 贺鹏飞

杨志强　 李　 乐　 白　 杰

四班 (班主任乔磊) 学生有:

杨　 杰　 张　 琼　 刘　 琼　 李宝强　 刘　 瑞　 冯国辉　 杨星艳　 杨瑞丽　 李跳艳　 乔　 薇

任孔宏　 安　 乐　 高志勇　 冯　 卉　 党佺佺　 张顺勤　 李　 媛　 勒　 婷　 王少杰　 史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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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虎　 刘　 哲　 袁　 鑫　 刘贵宁　 李延龙　 呼　 旭　 冯　 乐　 乔　 富　 刘文涛　 刘焕娥

高　 媛　 郝　 瑞　 马　 娟　 董宝峰　 张燕强　 贺小刚　 韩　 川　 李　 军　 高强强　 杨延涛

张　 雄　 高　 勇　 高旭芬　 丁　 锋　 任源远　 马园艳　 耿　 勇

五班 (班主任王海涛) 学生有:

李延忠　 任延斌　 袁晓晶　 张　 嬉　 呼彩芳　 杨　 春　 白　 亮　 杨　 丽　 李　 龙　 张　 强

董宝龙　 冯　 浩　 任鑫峰　 赵晓春　 毛雄辉　 封雪瑞　 高　 峰　 胡　 翠　 杨巧玲　 刘星星

李　 杰　 鲁　 苗　 贺晓霞　 毛　 芳　 杨泽升　 张小伟　 刘彦玲　 刘焕玲　 曹勤勤　 冯永霞

雷　 富　 马欢欢　 郭　 平　 刘　 勃　 任改民　 张　 鹏　 曹永翔　 高涛艳　 李志强　 霍　 强

杜川川　 刘新峰　 常奋宏　 刘永兴　 杨　 帆　 张　 宇　 杨慧井　 李　 渊　 刘延东　 鲁改涛

张晓晶　 马　 磊　 张　 瑞　 杨　 星　 王焕焕　 高　 慧　 李调燕　 刘涛峰　 冯　 强

六班 (班主任冯军平) 学生有:

贺立宁　 惠翻身　 杨鹏程　 张玉玲　 康　 宇　 丁文华　 杨　 琪　 刘　 璇　 张晓鹏　 苏　 醒

白　 琳　 惠娅丽　 干　 强　 刘桂林　 石　 娜　 刘柏宁　 任玲玲　 白　 苗　 张　 咏　 郭丽娟

白　 罡　 冯　 刚　 张　 丽　 沙霖旭　 刘　 涛　 杨　 玄　 郝建峰　 贺冬冬　 马秀芳　 邓延东

苏延芳　 杨芳芳　 惠雄丽　 贺军强　 刘　 芳　 刘晓玲　 罗　 伟　 干　 杰　 杨延军　 高　 慧

柴永林

七班 (班主任白延林) 学生有:

史荣荣　 王建兴　 党培杰　 冯建雄　 曹　 慧　 王　 贞　 王　 霞　 刘　 蓉　 张东艳　 赵改莉

贺海荣　 刘宏燕　 阎　 晶　 杜延丽　 贺　 娟　 王宝成　 樊丽媛　 张　 宇　 李　 霞　 王佼佼

杨晓晶　 杨　 华　 王　 慧　 李　 强　 花　 华　 冯慧兰　 刘海晶　 王燕萍　 高　 描　 高　 杰

乔　 秀　 刘　 茜　 李　 江　 吴　 娜　 杨　 魏　 杨　 浩　 王　 娟　 杜永杰　 高小林　 贺　 震

杨　 丽　 白馨豪　 冯　 霞　 杨　 尧　 贺延强　 刘　 娜　 赵宝华　 杨　 雄　 刘　 丽　 贺世宁

李毛毛　 白瑞华　 陈芸芳　 惠娅丽　 高文涛　 刘　 翠　 李海峰　 马　 玉　 史文倩　 干亚娟

郭延鹏　 马斌武　 徐　 芳

八班 (班主任白加毅) 学生有:

张富强　 高宁宁　 高飞燕　 刘　 娟　 冯　 慧　 刘艳东　 白伟斌　 呼海东　 苗　 芳　 袁小雄

肖　 星　 冯　 雄　 王　 瑞　 高志雄　 马文娟　 冯海燕　 石向荣　 张瑞芳　 甄娜娜　 郭雪刚

樊江华　 王　 霞　 杨改芳　 刘春景　 赵　 欣　 王　 乐　 李　 强　 韩　 娟　 张　 燕　 王军华

冯　 乐　 杨　 鹏　 冯慧琴　 刘欢宁　 杨　 慧　 苏芳芳　 刘　 娜　 曹慧芳　 樊宝宝　 高　 荣

高文艳　 杜毛毛　 冯　 旭　 康媛媛　 冯海岗　 高江丽　 孙庆庆　 刘豆豆　 梁巧艳　 李　 丹

李保强　 杨维艳　 刘　 婷　 贺　 明　 乔　 莉　 惠艳峰　 刘　 乐　 杨忠忠　 高　 翠　 白永莉

白云霞　 郝海瑨　 杨　 亮　 冯晓瑞　 高　 欢　 陈　 荣

九班 (班主任吕德伟) 学生有:

李翠琴　 高　 莹　 冯晓灵　 白　 杰　 李海洋　 梁富涛　 郝彩珍　 贺　 翠　 张　 琦　 吕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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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小刚　 邢伯约　 王星艳　 贺　 昊　 刘北川　 邓　 调　 刘　 健　 高　 凡　 马　 霞　 刘海琴

贺宝玉　 高佳妮　 刘　 霞　 刘　 忭　 杨树森　 刘　 楠　 曹海燕　 郝　 丽　 郭　 敏　 刘　 娟

苗旺明　 冯延忠　 高　 婷　 贺亚丽　 张艳霞　 庞　 翠　 刘兴艳　 王雪琴　 马　 丽　 薛　 路

巩锦飞　 刘译书　 刘小芳　 邓永刚　 王玲花　 温延慧　 吕巧梅　 高彩琴　 高亚丽　 郝江龙

王圣洁　 王小杰　 赵延文　 兰彩艳　 梁　 娜　 惠延媛　 田新琰　 贺栓平

十班 (班主任高华卫) 学生有:

杜　 潇　 马　 姣　 李艳琴　 李晓霞　 冯　 宇　 高佳丽　 高艳如　 郝　 鹏　 朱芳芳　 杨　 岑

刘　 蕊　 张　 伟　 邹耀辉　 刘慧芳　 李　 鹏　 杨巧珍　 任冶妮　 张　 乐　 高　 晶　 曹　 梅

王　 静　 高　 浪　 李　 慧　 郑　 兴　 郝雪梅　 张　 艳　 冯　 磊　 惠晓雪　 郝燕卫　 贺慧丽

白延霞　 曹　 琼　 乔喜锋　 张　 佳　 孙　 娜　 贺　 河　 孔　 鹏　 刘　 芳　 高丽娜　 贺海涛

王丽萍　 任　 华　 艾庆庆　 刘　 丹　 阎文文　 解　 芳　 鲍桃艳　 姚　 瑜　 李　 琰　 张　 静

冯　 巍　 王　 蓓　 毛焕霞　 任冬艳　 张　 芳　 高　 磊　 杨　 丽　 王国玉　 齐　 乐　 王　 鹏

十一班 (班主任王青发) 学生有:

惠　 波　 刘　 英　 王　 娜　 吕　 瑾　 梁　 慧　 张荣荣　 白　 艳　 高红军　 马春红　 李　 敏

邓艳玲　 郭建美　 王　 鹏　 董　 鹏　 张　 瑜　 任　 浩　 刘丽丽　 陈宝艳　 李　 磊　 刘晓毅

李春荣　 邓　 琪　 高　 慧　 呼亚丽　 高　 旭　 赵　 琼　 郝艳茹　 王　 叫　 冯　 瑞　 杨　 瑜

杜晓忠　 杨小宁　 贺　 东　 刘树刚　 高　 媛　 杨　 慧　 杨　 鹏　 吕治鹏　 张晓杰　 曹　 娟

史文宏　 李　 雄　 李行行　 张花荣　 冯　 倩　 刘保晔　 郭建荣　 刘文娟　 高　 露　 马建刚

冯　 倩　 杨　 娟　 刘艳哲　 郝雪琴　 刘　 琼　 杨　 媛　 王　 欢　 冯北平　 董　 娟

十二班 (班主任呼晓伟) 学生有:

杨　 瑞　 李学琴　 刘　 娜　 王　 艳　 刘　 涛　 张小刚　 王远生　 冯　 杰　 刘　 红　 孙晓丽

王慧艳　 赵　 娜　 刘建成　 杨　 勇　 杨　 霞　 任臻臻　 刘　 琴　 张　 瑞　 强　 戒　 杨延刚

袁延鑫　 冯晓丽　 马少晶　 白　 亭　 张　 琦　 董海鹏　 杜玉强　 贺建伟　 呼燕琦　 张海峰

高海庆　 冯　 燕　 高智峰　 马　 茸　 惠　 进　 呼晓慧　 高喜林　 李艳琴　 马军旗　 乔向城

齐卫卫　 刘　 娟　 张宝林　 杨　 浪　 刘　 鑫　 刘鹏娥　 鲁　 娜　 樊加锐　 刘建鹏　 马　 丽

赵彩红　 李小锋　 杨　 瑞　 张　 媛　 王振军　 刘延斌　 殷世锋　 刘海龙　 张　 宝　 刘建刚

刘　 瑜　 景晓翠　 冯慧花　 贺桃丽　 杨文博　 刘亚东　 刘　 鹏　 高宝宁　 冯彦宏　 冯华丽

郝　 涛　 马　 晶　 马　 渭　 冯　 晶　 干　 涛　 焦永军　 高　 敏　 刘宝平　 白建国　 梁　 瑞

郝鑫鑫　 杨海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报表有在校生 ２４２２ 名ꎬ 其中女 １２６２ 名ꎬ 高一 ９０２ 名 (女 ４５５ 名)、 高二 ７２３ 名 (女

３６９ 名)、 高三 ７９１ 名 (女 ４３６ 名)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报表有在校学生 １７６３ 名ꎬ 其中女 ８６０ 名ꎻ 高一 ６３９ 名

(女 ２９８ 名)ꎬ 高二 ５３３ 名 (女 ２６７ 名)ꎬ 高三 ５９１ 名 (女 ２９５ 名)ꎻ １４ 岁及以下高一学生 ２６ 名ꎬ １５ 岁

者高一 ４１２ 名、 高二 ２４ 名ꎬ １６ 岁高一 １８４ 名、 高二 ２２８ 名、 高三 ３０ 名ꎬ １７ 岁高一 １７ 名、 高二 ２４６

名、 高三 １１４ 名ꎬ １８ 岁高二 ３５ 名、 高三 ３４０ 名ꎬ １９~２１ 岁均为高三学生ꎬ 分别为 ８４、 ２１、 ２ 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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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学　 生 　


第二节　 学籍管理

延川中学自创立以来ꎬ 一直按学校确定的原则和制度对学生实行学籍管理ꎬ 重大事项由校务会

研究决定ꎮ 学生入学、 休学、 转学、 退学、 留级、 考勤、 毕业等均遵循规章制度办理ꎮ 个别学生因

特殊原因临时入学、 转学由校长负责处理ꎮ

延川中学创建较晚ꎬ 且属县域最高学府ꎬ 故据当时县教育实情亦招收已婚的青年男女ꎬ 十分重

视学生学籍管理ꎬ 学生入学报名学籍登记表较详细ꎬ 有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成分、 政治面貌

(党、 团、 少先队)、 籍贯、 家长姓名等项ꎬ 全面掌握学生基本信息ꎬ 予以排队分类ꎬ 有针对性地开

展教育工作ꎮ 鉴于当时学生年龄悬殊ꎬ 思想极不稳定ꎬ 学校下大力气控制学生流失ꎬ 尽管如此ꎬ 至

１９６３ 年 ７ 年间ꎬ 仍呈现出学生休学、 自动退学较多的局面ꎬ 以及学生请假居多且超假多的现象ꎬ 亦

有学生公假一说ꎬ 即国家规定的产假ꎮ 首批所招 １８０ 名学生ꎬ 到 １９５９ 年毕业时ꎬ 除 １１ 名参军外ꎬ

仅有 １３９ 名ꎮ １９６０ 年上半年请假者 ７７０ 人ꎬ 占全体学生的 ８５％ꎬ 共计请假 ３２５５ 天ꎬ 平均 ４ 天多ꎬ

且超假现象严重ꎬ 共计达 ７４０ 天ꎮ 下半年请假 ３４７ 人次 １１６３ 天ꎬ 其中事假 ２８６ 人次 ８３８ 天、 病假 ５９

人次 ２５１ 天、 产假 ２ 人次 ７４ 天ꎮ 另有 ３ 人各旷课 １ 天ꎮ

编号: ６－３　 １９６２ 年上半年学生流动情况统计表　 　 单位: 名

报到数 ５４５
男 ４０４ 团员 １２８ 实有人数

女 １４１ 队员 １３４ ４０８

流入
人数

６ 复学 — 转学 ６

男 ３０４

女 １０４

党员 ３

团员 １１４

队员 ９４

流出
人数

３７ 转学 — 休学 １１ 退学 ６ 自动
退学

２１ 提前
毕业

１０５

请假
(４０８ 人)

假别 人数 百分数 人次 时间

病假 １２３ ３０ ４％ ２５３ ２８６ 天

事假 ３２２ ７８ ９％ ７０３ １１２１ 天 ５ 时

公假 ７ — ７ １６ ５ 天

产假 ２ — ２ ７７ 天

总计 ２３１ ５６ ６％ ９６１ １５０１ 天 ２ 小时

旷课 ３６ ８ ８％ ３９ ８２ 天 ３ 时

　 　 注: 源于学校教导工作总结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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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年流入学生 １９ 名ꎬ 其中复学 １ 名、 转入 １１ 名、 留级 ７ 名ꎻ 流出 ６７ 名ꎬ 其中转出 ３ 名、 休

学 １６ 名、 退学 ３ 名、 自动退学 ２８ 名、 其他 １７ 名ꎮ 请假 ３６６ 人 ６６７ 人次 １４１８ 天 ６ 时ꎬ 其中病假 ７２

人 ９９ 人次 ２４９ 天 １ 时ꎬ 事假 ２９３ 人 ５６７ 人次 １１２４ 天 ５ 时ꎬ 产假 １ 人 ４５ 天ꎮ 旷课 ５５ 人次 ８８ 天ꎮ

１９６３ 年前半年ꎬ 学生流动得到有效控制ꎬ 开学报到学生 ３３９ 名ꎬ 期末实有 ３３７ 名ꎬ 全学期请病假 ８３

人次 ２６８ 天 ２ 时、 事假 ４３８ 人次 ６１８ 天 ４ 时、 产假 ４ 人 １６６ 天ꎬ 旷课 ２５ 人次 ２７ 天 ４ 时ꎮ 后半年因事

因病退学 １３ 人、 休学 ８ 人ꎬ 转出 ３ 人ꎻ 复学 ４ 人ꎬ 转入 １ 人ꎮ １９６３ 年秋ꎬ 不再招收已婚青年入学ꎮ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 ８ 月ꎬ “文革” 初期ꎬ 学校工作瘫痪ꎮ 次年ꎬ 学校制定学籍管理与请销假制度ꎬ

从此学生流动大的现象不复出现ꎮ １９７７ 年制定学生请假、 旷课处理办法和学生升级、 留级、 毕业、

补考试行办法ꎬ 进一步加强学籍管理ꎮ １９８０ 年始ꎬ 学籍登记表对其家庭基本情况予以较详细登记ꎬ

包括家长姓名、 政治面貌、 职业职务、 住址等项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制定 «关于学生考勤及发放毕业证和

结业证的规定 (试行) » 并于 ４ 月起执行ꎬ 学籍管理渐次步入规范化、 制度化ꎮ １９８９ 年始ꎬ 学籍

登记表去掉家庭成分内容ꎮ 同时制定 «学生考勤管理制度» «学生学籍管理制度»ꎬ 并从学籍管理

入手ꎬ 彻底杜绝初三毕业生任何形式的重读现象ꎬ 即初三学生不得以转学手段降级重读ꎬ 毕业班最

后一学期不准留级ꎬ 因故确需休学的坚持休学期为一年的制度等措施ꎮ 严格控制高三补习比例ꎬ 只

招收高三插补生 ８０ 名ꎮ 该年发放肄业证 ３２ 张ꎬ 其中高中 １１ 张、 初中 ２１ 张ꎬ 占毕业生人数 ５％ꎻ 留

级 ３７ 人ꎬ 留级面为 ３％ꎮ １９９０ 年始ꎬ 在执行省教育厅颁发的学籍管理规定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完善制

定转学、 升留级、 毕业肄业等制度并严格执行ꎮ

入学　 欲入延川中学就读的初高中学生先报名登记ꎬ 发给准考证ꎬ 参与学校设置的科目考试:

初中考语文、 数学ꎬ 高中考语文、 数学、 政治、 理化等ꎮ 考试合格后发给录取通知书ꎬ 按规定时间

报名入校ꎮ 入学后ꎬ 由学生本人填写学籍登记表 (卡)ꎬ 教务处统一编排学号ꎬ 班主任负责建立并

逐步完善学籍档案ꎮ 学籍登记表含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家庭出身、 政治面貌 (党、 团、 少先

队) 籍贯、 家长姓名、 住址等内容ꎮ

休学　 在校学生因重病或其他原因须休学者ꎬ 经本人申请、 班主任签字、 持县级以上医院诊断

证明及主管校长批准后ꎬ 办理休学手续离校ꎮ 发现患有传染病的学生ꎬ 立即让其休学医治ꎮ 获准休

学者在教务处办理休学手续ꎮ 休学期通常为半年或 １ 年ꎮ 休学 １ 年后需继续休学者ꎬ 持有关证明ꎬ

可续休 １ 年ꎮ 初三、 高三最后一学期不予休学ꎬ 因重病或特殊情况不能坚持学习者ꎬ 可参加初三毕

业或高中毕业 (会考) 考试ꎮ 成绩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ꎮ

复学　 学生休学期满后ꎬ 医院证明其病愈ꎬ 持休学证ꎬ 经主管校长审批ꎬ 可恢复学习ꎮ 休学期

满后ꎬ 无特殊情况不按时复学者以自动退学处理ꎮ 休学两年的学生ꎬ 届时还不能复学ꎬ 劝其自动退

学ꎮ 为保证学业ꎬ 休学学生不许中途提前复学ꎮ

转学　 学生因家长工作调动等特殊情况需转入他校学习时ꎬ 经本人申请ꎬ 班主任签字ꎬ 该生与

学校、 班级、 图书馆等有关手续交清后ꎬ 由校长批准ꎬ 可办理转学手续ꎮ 要求转入本校的学生ꎬ 须

持原学校转学手续、 考试成绩证明、 学籍档案ꎬ 经校长批准后ꎬ 可办理手续ꎬ 登记入学ꎬ 插入指定

班级ꎮ 未经审批或未完善手续的转学生ꎬ 学校不予承认ꎮ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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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考察及操行评定　 学生在各学期不能按要求完成作业ꎬ 或两门功课作业中完成不足 ５０％ꎬ

经教育不改正者ꎬ 令其自动退学ꎬ 并注销学籍ꎮ 中期或期末考试无故缺考 ４ 科次以上者列为试读

生ꎮ 学期举行期末考试ꎬ 成绩载入学生学籍卡内ꎻ 并对学生进行操行评定ꎬ 由班主任将评语及操行

等级填入学籍卡相应栏目内ꎮ 有些年份学校将本学期学生学习成绩、 表现以通知书形式发给家长ꎮ

留级　 初中学生学期考试如果语文、 数学、 外语不及格ꎻ 语文、 数学、 外语中有两门不及格ꎬ

其他学科有两门不及格ꎻ 语文、 数学、 外语及格ꎬ 其他学科有 ５ 门不及格时ꎬ 经本人申请ꎬ 教务处

批准ꎬ 可以留级ꎮ 留级学生一律在年度开学时办理手续ꎮ 高中学生留级在高二会考成绩公布后实

施ꎬ 学生若有 ３ 门功课及其以上会考成绩不及格ꎬ 经本人申请ꎬ 教务处批准ꎬ 允许留级 １ 次ꎮ 初

三、 高三学生不得留级重读ꎮ

考勤　 学校要求所有学生每日按时到校到教室上课 (节假日除外)ꎬ 学生因事因病需请假者ꎬ １

周以内由班主任审批ꎬ １ 周以上 １ 月以内由教务处审批ꎬ １ 月以上者视情况劝其休学或退学ꎮ １ 学期内

无故旷课累计 １０ 节、 ２０ 节、 ３０ 节、 ４０ 节ꎬ 经教育不改者分别给予警告、 记过、 记大过、 留校察看处

分ꎬ 无故旷课半年者令其自动退学ꎮ 迟到、 早退 ３ 次记 １ 次旷课ꎮ 早操以 １ 节计ꎬ 晚自习以 ２ 节计ꎮ

退学　 学生在校受留校察看期间ꎬ 仍不思改过自新者ꎬ 令其自动退学ꎬ 注销学籍ꎮ

毕业　 学生按规定学年完成学业后ꎬ 经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 (会考) 达到合格标准时ꎬ 由教务

处填制毕业花名册 (每班按序号推进法上册)ꎬ 经与原档案核对无误ꎬ 准发毕业证书ꎮ 初中毕业考

试ꎬ 高中毕业 (会考) 考试不合格者ꎬ 不予毕业ꎬ 以肄业对待ꎮ 毕业证书作为一种法定学历证明ꎬ

具有举证作用ꎬ 被学生长期珍存ꎮ

档案管理　 新生入校后ꎬ 教务处对学生进行编号建档ꎮ 各级各班的学生档案ꎬ 在教务处设专柜

由专人管理ꎬ 未经批准不许他人或学生翻阅ꎬ 学籍卡不得由学生自填或互填ꎬ 也不许任何人私自改

动ꎬ 以保证档案的严肃性、 真实性和保密性ꎮ

第三节　 班级设置

延川中学创办以来ꎬ 每个历史阶段的各个学年都依据学校办学条件、 招生数量、 学生文化程

度、 师资状况等具体情况设置班级ꎬ 以便有效开展教学活动ꎬ 较好地管理学生ꎮ

建校初至 １９６８ 年实行秋季招生ꎬ 以初秋××级×班或高秋××级×班命名ꎬ 以天干为序编班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招收初中 ３ 个班ꎬ 称初秋五九级甲、 乙、 丙班ꎬ 班主任依次为张立、 王西林、 蔡述贤ꎬ 各

班有学生 ６０ 名ꎮ 第二学期甲、 丙班各 ５７ 名ꎬ 乙班 ５６ 名ꎮ １９５７ 年秋ꎬ 新招初中班 ２ 个ꎬ 为初秋六

〇级甲、 乙班ꎬ 每班学生 ６６ 名ꎬ 班主任为万大学、 张景明ꎮ １９５８ 年秋ꎬ 伴随全国 “大跃进”ꎬ 招

收学生数猛增ꎬ 编设为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８ 个班ꎬ 每班学生 ６０ 名ꎮ 时有初中 ３ 个

年级 １３ 个教学班ꎮ １９５９ 年秋ꎬ 始招高中生ꎬ 录取 ５３ 名ꎬ 编为 １ 个班ꎬ 为高秋 ６２ 级学生ꎬ 至 “文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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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 爆发ꎬ 高中一直坚持每年招生 １ 个班ꎻ 招收初一新生 ３８５ 名ꎬ 编为 ６ 个班ꎮ 时有教学班

１６ 个ꎬ 其中初一 ６ 个班ꎬ 初二合并为 ７ 个班ꎬ 初三 ２ 个班ꎬ 高中 １ 个班ꎮ １９６０ 年秋ꎬ 开学初有高中

两个年级各 １ 个班ꎬ 初中 ３ 个年级 １６ 个班ꎬ １９６１ 年春ꎬ 由于连年严重自然灾害ꎬ 经济处于困难时

期ꎬ 不少学生休学、 自动退学ꎬ 学生数量大减ꎬ 撤并为 １６ 个班ꎬ 其中高中一、 二年级各 １ 个班ꎬ

初一 ３ 个班ꎬ 初二 ４ 个班ꎬ 初三 ７ 个班ꎮ 秋ꎬ 新招收初中 ４ 个班ꎬ 每班学生 ５０ 名ꎬ 为初秋六四级

甲、 乙、 丙、 丁班ꎻ 高中一个班ꎮ 共设 １４ 个教学班ꎮ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ꎬ 新招初中 ２ 个班ꎬ 为初秋六五

级甲、 乙班ꎬ 高中一个班ꎬ 为高秋六五级ꎬ 共计初高中 １０ 个班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 年 ７ 月ꎬ 初中每年招收 ２ 个班ꎮ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ꎬ 共设教学班 ９ 个ꎬ 其中高中 ３ 个年级

各 １ 个班ꎬ 初中 ３ 个年级各 ２ 个班ꎮ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ꎬ 新招收初中 ２ 个班ꎬ 称初秋六九级甲、 乙班ꎻ 简

师 ２ 个班ꎬ 称高秋六九级简师甲、 乙班ꎮ 共设 １２ 个教学班ꎮ 翌年ꎬ 因 “文化大革命” 运动由文斗

转为武斗ꎬ 秋季未能招生编班ꎮ

编号: ６－４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 年学年度在校学生情况一览表　 　 单位: 个、 名

学年度 班级总数 级别 班数 人数 总人数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３ 初 ３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５ 初 ５ ２９５ ２９５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１３ 初 １３ ７６２ ７６２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１６
初 １５ ９００

高 １ ５３
９５３

１９６０~１９６１ １８
初 １６ ７９０

高 ２ ８４
８７４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１４
初 １１ ５１６

高 ３ １２２
６３８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１０
初 ７ ２３９

高 ３ １２２
３６１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 １０
初 ７ ２７５

高 ３ １３１
４０６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９
初 ６ ２９８

高 ３ １３３
４３１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９
初 ６ ３４５

高 ３ １４３
４８８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１０
初 ６ ３７８

高 ４ ２０５
５８３

　 　 注: 表内数字源于教学处查档统计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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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８ 年秋ꎬ 恢复初中招生ꎬ 不再考试录取ꎬ 采用 “推荐与选拔相结合” 办法ꎬ 注重政治面貌

和个人表现ꎬ 对文化程度要求不严ꎮ 原初六九级等一些旧生复课编为 ３ 个班ꎬ 并据当时形势ꎬ 响应

毛泽东全民皆兵号召ꎬ 学校以班级实行民兵编制ꎬ 亦称 ３ 个排ꎬ 且改干子序号编班为汉字序号编

班ꎬ 称初秋六九级一、 二、 三排ꎬ 亦称一、 二、 三班ꎻ 所招初中生编为 ４ 个班ꎬ 为初秋七〇级一、

二、 三、 四班ꎮ １９６９ 秋未招生ꎮ

１９７０ 年秋ꎬ 单设高中ꎬ 招收高一学生 ３０７ 名ꎬ 编为 ６ 个班ꎬ 称高秋七二级一、 二六班ꎬ 最

大班额 ５２ 人ꎮ １９７２ 年ꎬ 延川中学改由春季招生ꎬ 招收高一学生编为 ４ 个班ꎬ 其中师范生 ２ 个班ꎬ

分别称高春七三级普通一、 二班ꎬ 高春七三级师范一班、 二班ꎬ 最大班额为 ５５ 人ꎮ １９７３ 年ꎬ 招生

以考试为主ꎬ 结合政治面貌和个人表现选拔新生ꎬ 录取新生编为 ５ 个班ꎬ 为高春七四级一、 二、

三、 四、 五班ꎮ １９７４ 年春ꎬ 招生复以推荐与选拔为主ꎬ 不注重考试成绩ꎮ 招收高一新生编设为 ８ 个

专业班ꎬ 即一班农技班、 二班兽医班、 三班理论班、 四班畜牧班、 五班沼气班、 六班医学班、 七班

机械班、 八班文体班ꎮ １１ 月ꎬ 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关于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ꎬ 必须同生

产劳动相结合” 方针ꎬ 七四级毕业班举办为期 ４０ 天的专业短训班ꎬ 即一班为赤脚医生班ꎬ 二班农

机班ꎬ 三班农林班ꎬ 四班兽医班ꎬ 五班土记者班ꎮ 次年春ꎬ 推荐选拔录取的高一新生编为 ６ 个专业

班ꎬ 依序称高春七六级水利班、 农机班、 兽医班、 农林班、 政治经济学班、 沼气班ꎮ １９７６ 年ꎬ 招收

高中学生 ４２０ 名ꎬ 编为 ７ 个班ꎬ 为高春七七级一至七班ꎮ 翌年ꎬ 招生高中新生 ４８０ 名ꎬ 编为 ６ 个班ꎬ

称高春七八级一至六班ꎮ

１９７８ 年ꎬ 恢复秋季招生ꎬ 从此以考试分数高低择优录取新生ꎮ 招收初一新生 １２０ 名ꎬ 编为 ２ 个

班ꎬ 并改为 ３ 年制ꎬ 称初秋八一级一、 二班ꎻ 同时ꎬ 面向社会招收初二尖子班 ２ 个ꎬ 分别称初秋八

九级甲、 乙班ꎬ 初一尖子班 ２ 个ꎬ 二年制ꎬ 称初秋八〇级甲、 乙班ꎮ 招收高中新生 ３００ 名ꎬ 编为 ６

个班ꎬ 称高秋八〇级一、 二六班ꎮ 学校复成为完全中学ꎬ 有初、 高中 １７ 个班ꎬ 在校学生 ９０１

名ꎮ １９７９ 年秋ꎬ 招考录取初一新生 １２０ 名ꎬ 编为 ２ 个班ꎻ 高一新生 ３５０ 名ꎬ 编为 ７ 个班ꎬ 为高秋八

一级一至七班ꎮ 时有 １９ 个教学班ꎬ 在校学生 ９０４ 名ꎮ

编号: ６－５　 １９６８~１９８０ 年学年度在校学生情况一览表　 　 单位: 个、 人

学年度 班级总数 级别 班数 人数 总人数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７ 初 ７ ２４４ ２４４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６ 初 ７ ２４４

１９７０ ６ 高 ６ ３０７ ３０７

１９７２ １２
师范班 ２ １００

高 １０ ５２０
６２０

１９７３ １１
师范班 ２ １００

高 ９ ４４１
５４１

１９７４ １３ 高 １３ ７２０ ７２０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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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年度 班级总数 级别 班数 人数 总人数

１９７５ １４ 高 １４ ８０９ ８０９

１９７６ １３ 高 １３ ８０７ ８０７

１９７７ １３ 高 １３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１７
初 ６ ３６４

高 １１ ５３７
９０１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１９
初 ６ ３１６

高 １３ ６６８
９８４

　 　 注: 表内数字源于教学处查档统计

１９８０ 年ꎬ 招考录取初一新生 １３０ 名ꎬ 编为 ２ 个班ꎬ 为初秋八三级一、 二班ꎻ 高一新生 １５０ 名ꎬ

编为 ３ 个班ꎬ 称高秋八二级一、 二、 三班ꎮ 同时ꎬ 招收高中补习班 １ 个ꎬ 为高秋八一级ꎮ 学校共有

教学班 １９ 个ꎬ 学生 １００７ 名ꎮ 次年ꎬ 招考录取初一新生 １２０ 名ꎬ 编为 ２ 个班ꎻ 高一新生 ４２０ 名ꎬ 编

为 ８ 个班ꎮ １９８２ 年秋ꎬ 录取初一新生 １００ 名ꎬ 编 ２ 个班ꎮ 从此高中改为三年制ꎬ 招考录取高一新生

２２０ 名ꎬ 编 ４ 个班ꎬ 称高秋八五级一、 二、 三、 四班ꎮ 初中最大班额 ６２ 名ꎬ 高中 ５６ 名ꎬ 在校生

１０９５ 名ꎮ

１９８３ 年秋ꎬ 扩大初中招生ꎬ 招收初一新生 ３６０ 名ꎬ 编 ６ 个班ꎻ 高一新生 １２０ 名ꎬ 编 ２ 个班ꎮ 共

有教学班 １６ 个ꎬ 其中初一 ６ 个班、 初二 ２ 个班、 初三 ２ 个班ꎬ 高一 ２ 个班、 高二 ４ 个班ꎮ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ꎬ 有教学班 ２１ 个ꎬ 其中初一 ４ 个班ꎬ 初二 ６ 个班ꎬ 初三 ２ 个班、 补习 １ 个班ꎻ 高一、 二各 ２ 个

班ꎬ 高三 ４ 个班ꎮ 在校学生 １２８９ 名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ꎬ 教学班为 ２３ 个ꎬ 其中初一 ４ 个班、 初二 ５ 个

班、 初三 ５ 个班 (含补习班 ２ 个)ꎬ 高一 ４ 个班、 高二 ２ 个班、 高三 ３ 个班 (含补习班 １ 个)ꎬ 在校

学生增至 １９４３ 名ꎮ ８ 月始ꎬ 不在分快慢班ꎬ 不办尖子班ꎬ 面向全体学生ꎬ 全方位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ꎬ 注重 “双差生” 转化工作ꎬ 学校、 班级互相配合ꎬ 通过办学习班、 谈话、 家访等形式ꎬ 对 １０５

名差生做转化工作ꎬ 收效良好ꎮ １９８９ 年底ꎬ 有教学班 ２２ 个ꎬ 其中初中 １２ 个ꎬ 高中 １０ 个ꎮ 学生

１１７２ 名 (含 补习生)ꎬ 最大班级 ６０ 名ꎬ 最小 ４４ 名ꎬ 平均 ５３ ２７ 名ꎮ 该年ꎬ 彻底杜绝初三毕业生任

何形式的重读ꎬ 严格控制高三补习生比例ꎬ 收高三插班补习生 ８０ 名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ꎬ 学校布局的调整ꎬ 县城居住人

口渐增ꎬ 学校减少ꎬ 加之人们观念的改变ꎬ 对教育越来越重视ꎬ 更加看重学校声誉的渐次提升ꎮ 延

川中学从实际与县情出发ꎬ 招考新生数量迅增ꎬ 教学班数渐次增多ꎬ 而初中尤为突出ꎮ １９９０ 年有

２４ 个教学班ꎮ １９９３ 年有教学班 ２１ 个ꎬ 其中初一 ５ 个ꎬ 初二、 三各 ４ 个ꎬ 高一 ３ 个ꎬ 高二 ２ 个ꎬ 高

三 ３ 个ꎻ ３６~４５ 人的为高一年级 ２ 个班ꎬ ４６~５５ 人者有高一年级 １ 个班ꎬ 高三 ２ 个班ꎬ ５６~６５ 人者

有初一年级 ５ 个班ꎬ 初二、 三各 ４ 个班ꎬ 高二年级 ２ 个班ꎬ 高三 １ 个班ꎮ １９９４ 年秋ꎬ 招收初一新生

２９６ 名ꎬ 编为 ５ 个班ꎻ 高一新生 １７９ 名ꎬ 编为 ３ 个班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教学班为 ２８ 个ꎬ 其中高中部 １１ 个

(高一、 高三各 ４ 个班ꎬ 高二 ３ 个班)ꎬ 初中部 １７ 个 (初一、 初三各 ６ 个班ꎬ 初二 ５ 个班)ꎮ 在校学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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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１７１９ 人ꎬ 平均每班 ６１ 人ꎬ 高中平均每班 ５５ 人ꎬ 初中 ６６ 人ꎮ 新招初一新生 ３８３ 人ꎬ 编为 ６ 个班ꎻ

高一新生 １９０ 人ꎬ 编为 ４ 个班ꎮ １９９７ 年有教学班 ２８ 个ꎬ 其中高中部 １０ 个ꎬ 初中部 １８ 个ꎮ 招收初

一新生 ４８０ 人ꎬ 编为 ６ 个班ꎬ 每班 ８０ 人ꎻ 高一新生 １９６ 人ꎬ 编为 ４ 个班ꎬ 每班 ４９ 人ꎮ 班额 ３６ ~ ４５

人 １ 个为高一年级ꎻ ４６~５５ 人 ２ 个高一年级ꎻ ５６~６５ 人 ５ 个ꎬ 高一年级 １ 个、 高三年级 ４ 个ꎻ ６６ 人

及以上 ２０ 个ꎬ 初中 １８ 个班ꎬ 高二年级 ２ 个ꎮ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增为 ２９ 个教学班ꎬ 其中初中部达 ２０ 个ꎬ

高中部 ９ 个ꎮ 招收初一新生 ６４０ 人ꎬ 编为 ８ 个班ꎬ 每班 ８０ 人ꎻ 高一新生 ２３０ 人ꎬ 编为 ４ 个班ꎮ 初中

最大班额 ８２ 人ꎬ 平均每班 ７９ ３５ 人ꎻ 高中最大班额 ６５ 人ꎬ 平均每班 ６２ ５６ 人ꎮ 同时ꎬ 学校年级班

级编制一改原来称谓ꎬ 以入学称级ꎬ 毕业称届ꎬ 从此新招初一、 高一新生以初秋××届×班或高秋××

届×班命名ꎮ 招考录取高一新生 ２１０ 人ꎬ 编为 ４ 个班ꎬ 称高秋 ２００１ 届 １ 班、 ２ 班、 ３ 班、 ４ 班ꎻ 收录

初一新生 ４７０ 人ꎬ 编为 ８ 个班ꎬ 称初秋 ２００１ 届 １、 ２８ 班ꎮ

跨入 ２１ 世纪ꎬ 社会体制改革力度加大ꎬ 学校布局大调整ꎬ 延川中学社会声誉日益高涨ꎬ 迫使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ꎬ 面貌巨变ꎮ ２０００ 年初中班级数创历史最高为 ２２ 个班ꎬ 其中招收初一新生 ４９０

名ꎬ 编为 ６ 个班ꎬ 初二、 三各 ８ 个班ꎮ 招收高一新生 ３４８ 名ꎬ 编 ６ 个班ꎬ 每班 ５８ 名ꎻ 高二、 三各 ４

个班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教学班增至 ４３ 个ꎬ 其中初中 ２１ 个ꎬ 高中 ２２ 个ꎮ 在校学生 ２９４０ 名ꎬ 初中最大班额

７８ 名ꎬ 平均每班 ７５ 名ꎻ 高中最大班额 ６５ 名ꎬ 平均每班 ６２ 名ꎮ ２００３ 年秋季起不再招收初中生ꎬ 招

收高一新生 ５７９ 名ꎬ 编为 １０ 个班ꎮ 次年秋ꎬ 扩大高中办学规模ꎬ 高中班级数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７ 个增至

３２ 个ꎬ 在校高中生由 １０４６ 名增加到 ２０３６ 名ꎻ 初中仅有初三 ８ 个班ꎬ 在校学生 ６６０ 名ꎮ

编号: ６－６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 年延川中学学生情况一览表　 　 单位: 个、 人

年　 度
班级
合计

初中 高中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学生
总数

初中 高中

一 二 三 小计 一 二 三 小计
住宿生

１９８０ １９ ２ ２ ４ ３ ８ — １００７ １１２ １５１ ２４０ ５０３ ４０ ４６４ — ５０４ —

１９８１ １９ ２ ２ ３ ８ ４ — １０８６ １１６ １３８ １９１ ４４５ ４２２ ２１９ — ６４１ —

１９８２ １８ ２ ２ ２ ４ ８ — １０９５ １２８ １４５ １５１ ４２４ ２３２ ４３９ — ６７１ —

１９８３ １６ ６ ２ ２ ２ ４ — ９８０ ３８４ １４０ １２４ ６４８ １１０ ２３２ — ３４２ —

１９８４ ２１ ４ ６ ３ ２ ２ ４ １３０８ ２５６ ３８４ １２８ ７６８ １８０ １２０ ２４０ ５４０ —

１９８５ ２２ ４ ４ ７ ２ ２ ３ １３２４ ２１３ ２８８ ４３２ ９３３ １０６ １３７ １４８ ３９１ ７４０

１９８６ ２３ ４ ５ ５ ４ ２ ３ １４９１ ３００ ３８８ ２３６ ９２４ ２５９ １３４ １６０ ５５３ ４８３

１９８７ ２４ ４ ５ ５ ４ ４ ２ １４７３ ２００ ３２４ ３８０ ９０４ ２００ ２５０ １１９ ５６９ ４４３

１９８８ ２３ ４ ４ ５ ２ ４ ４ １２８２ ２０６ ２３６ ３３６ ７７８ ８２ １９６ ２２６ ５０４ ５８０

１９８９ ２２ ４ ４ ４ ４ ２ ４ １０９６ １７８ ２２４ ２２０ ６２２ ２０８ １１０ １５６ ４７４ ４５０

１９９０ ２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３９０ ２３７ ２４１ １９９ ６７７ ２５７ ２１５ ２４１ ７１３ —

１９９１ ２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４０１ ２４９ ２４６ ２３９ ７３４ ２２８ ２４５ １９４ ６６７ ５８０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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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班级
合计

初中 高中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学生
总数

初中 高中

一 二 三 小计 一 二 三 小计
住宿生

１９９２ ２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３７９ ２５６ ２５５ ２４９ ７６０ １８６ ２００ ２３３ ６１９ ４４０

１９９３ ２１ ５ ４ ４ ３ ２ ２ １２１３ ３０１ ２５５ ２３８ ７９４ １２８ １２３ １６８ ４１９ —

１９９４ ２２ ５ ６ ４ ３ ２ ２ １３６０ ３１２ ３６８ ２６７ ９４７ １７９ １１７ １１７ ４１３ ４２１

１９９５ ２８ ６ ５ ６ ４ ３ ４ １７１９ ４０８ ３２９ ３８０ １１１７ ２４４ １５１ ２０７ ６０２ ５１８

１９９６ ２７ ６ ６ ５ ４ ４ ２ １７４５ ４３３ ４３２ ３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７２ ２２０ １５６ ５３０ ４７６

１９９７ ２８ ６ ６ ６ ４ ２ ４ １９５３ ４８０ ４４４ ４３９ １３６３ １９６ １４８ ２４６ ５９０ —

１９９８ ２９ ８ ６ ６ ４ ３ ２ ２１６１ ６４０ ４８５ ４７０ １５９５ ２３１ １７３ １６２ ５６６ —

１９９９ ３１ ８ ６ ６ ４ ４ ３ ２２８５ ５７６ ６４０ ４９０ １７０６ ２０９ １８７ １８３ ５７９ —

２０００ ３６ ６ ８ ８ ６ ４ ４ ２４４６ ４９０ ６０２ ６３３ １７２５ ３４８ １６２ ２０５ ７１５ —

２００１ ３８ ７ ６ ８ ８ ６ ３ ２６５０ ４９６ ４９４ ６１４ １６０４ ５４２ ３３１ １７３ １０４６ —

２００２ ４３ ７ ８ ６ ８ ８ ６ ２９４０ ４５８ ６１９ ４９７ １５７４ ５２３ ４８６ ３５７ １３６６ —

２００３ ４３ ０ ８ ８ １０ ８ ９ ２９１９ ０ ６４９ ５６７ １２１６ ５７９ ５０２ ６２２ １７０３ —

２００４ ４０ ０ ０ ８ １２ １０ １０ ２６９６ ０ 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７９４ ６１３ ６２９ ２０３６ —

　 　 注: 表内数字源于教学处查档统计

２００５ 年秋ꎬ 初、 高中剥离ꎬ 延川中学成为高级中学ꎬ 学校共有教学班 ３８ 个ꎬ 其中新招收高一

学生 ９６２ 人ꎬ 编为 １４ 个班ꎬ 最大班额 ７０ 人ꎬ 最小 ６５ 人ꎬ 平均 ６８ ７１ 人ꎻ 高二、 三各 １２ 个班ꎮ 次

年秋ꎬ 招收高一新生 ９２０ 人ꎬ 编为 １４ 个班ꎬ 最大班额 ６８ 人ꎬ 最小 ６４ 人ꎬ 平均 ６５ ７１ 人ꎬ 其中实验

班 ４ 个ꎬ 平行班 １０ 个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延川中学拥有 ４６ 个教学班ꎬ 在校学生达 ３０６７ 人ꎬ 均创历史

最高ꎮ 高三亦达历史最高为 １８ 个班 １１８３ 人ꎬ 高一、 二各 １４ 个班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高一创历史最高为 １５

个班ꎬ 最大班额 ６８ 人ꎬ 最小 ６３ 人ꎬ 平均 ６６ １３ 人ꎻ 高二 １４ 个班ꎻ 高三 １７ 个班ꎮ ２０１２ 年降至 ４２ 个

班ꎬ 其中高一 １４ 个班ꎬ 高二 １３ 个班ꎬ 高三 １５ 个班ꎮ 平均班额人数 ５７ ６７ 人ꎬ 其中高一仍在 ６０ 人

以上ꎬ 平均为 ６４ ４３ 人ꎻ 高二平均是 ５５ ６２ 人ꎻ 高三班额最小ꎬ 平均为 ５３ １３ 人ꎮ ２０１４ 年秋ꎬ 招收

高一新生 ６００ 人ꎬ 编为 １２ 个班ꎬ 每班 ５０ 人ꎻ 高二 １２ 个班ꎬ 平均 ５３ 人ꎻ 高三 １５ 个班ꎬ 平均 ４５ 人ꎮ

２０１５ 年秋ꎬ 招收高一新生 ６３９ 人ꎬ 编为 １２ 个班ꎬ 平均 ５３ ２５ 人ꎻ 高二 ５３３ 人ꎬ 平均 ４４ ４２ 人ꎻ 高三

５９１ 人ꎬ 平均 ４５ ４６ 人ꎮ 共有班级 ３７ 个ꎬ 其中 ２５ 人以下班级 １ 个为高三年级ꎬ ２６~３０ 人高二年级 １

个、 高三 ２ 个ꎬ ３１~３５ 人高二、 高三年级各 ２ 个ꎬ ３６~４０ 人高二、 高三年级各 ２ 个ꎬ ４０~４５ 人高一

３ 个、 高二 １ 个、 高三 ２ 个ꎬ ４５~５０ 人高一、 高三各 ４ 个、 高二 ３ 个ꎬ ５１ ~ ５５ 人高一 １ 个、 高二 ２

个ꎬ ５６~６０ 人高一、 二年级各 １ 个ꎬ ６１~６５ 人高一年级 ３ 个ꎮ

０９２



第六章　 学　 生 　


编号: ６－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延川中学在校学生人数表　 　 单位: 个、 人

年　 份 班级总数 高一 高二 高三 学生总数 高一 高二 高三 住宿人数

２００５ ３８ １４ １２ １２ ２４２６ ９６２ ７２４ ７４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０６ ４２ １４ １４ １４ ２８４２ ９２０ ９２２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７ ４６ １４ １４ １８ ３０６７ ９６８ ９１６ １１８３ —

２００８ ４６ １４ １４ １８ ２９４８ ９５６ ９３１ １０６１ —

２００９ ４６ １５ １４ １７ ２８９９ ９９２ ８７６ １０３１ １３２８

２０１０ ４５ １４ １４ １７ ２８７３ ９４８ ９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３３９

２０１１ ４５ １４ １４ １７ ２７０９ ８０２ ９３８ ９６９ —

２０１２ ４２ １４ １３ １５ ２４２２ ９０２ ７２３ ７９７ —

２０１３ ４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２２２７ ７７３ ６９０ ７６４ —

２０１４ ３９ １２ １２ １５ １９１２ ６０１ ６３１ ６８０ —

２０１５ ３７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７６３ ６３９ ５３３ ５９１ —

　 　 注: 表内数字源于教学处查档统计

第四节　 助学奖学

为了使家庭困难的学生入校学习ꎬ 学校自创办以来均实行一些经济补助措施ꎮ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６ 年ꎬ

８０％以上学生每月都享受金额不等的助学金ꎬ 困难大的享受多ꎬ 困难小的少享受ꎬ 没有困难的不享

受ꎮ 首学期 １８０ 名学生每月均享受助学金ꎬ 评甲者 １１ 名ꎬ 每人 ８ 元ꎻ 乙者 １８ 名ꎬ 每人 ５ ５ 元ꎻ 丙

者 １５１ 名ꎬ 每人 ４ 元ꎮ １９５７ 年下半年ꎬ 人民助学金评定由班主任组织学生初评提出初步意见ꎬ 经班

主任联席会议研究对比ꎬ 教导主任审查ꎬ 然后由校务会议确定、 校长批准ꎮ 该学期应享受助学金名

额为 ２８２ 人ꎬ 按国家补助标准每人 ９ 元的 ５０％计算ꎬ 每月应领总额为 １２６９ 元ꎬ 实领 １２４５ 元ꎬ 所余

２４ 元归校部调剂ꎬ 仍用于学生生活中ꎮ 此外ꎬ 上级拨来救济款 ６００ 元ꎬ 又依据学生实际贫寒情况予

以救济ꎬ 主要用于纳不起灶费、 穿不上冬衣、 治病没钱与买不起文具的学生ꎮ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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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６－８　 １９５７ 年下半年学生月享受助学金情况统计表　 　 单位: 名、 元

享受金额 ８ ５ ７ ５ ３ ２

　 　 　 人数
班级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自
费
生

５９ 甲 ３ ２５ ５ １２ ８４ ２２ １１０ ４ １２ ４ ８ １０

５９ 乙 ５ ４２ ５ ９ ６３ １９ ９５ １１ ３３ １ ２ ８

５９ 丙 ４ ３４ ０ ８ ５６ ２４ １２０ ７ ２１ ４ ８ ７

６０ 甲 ３ ２５ ５ ９ ６３ ２５ １２５ ９ ２７ １１ ２２ ９

６０ 乙 １ ８ ５ ７ ４９ ３２ １６０ １３ ３９ ６ １２ ７

总计 １６ １３６ ０ ４５ ３１５ １２２ ６１０ ４４ １３２ ２４ ５０ ４１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统计

编号: ６－９　 １９５７ 年下半年学生享受救济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 名、 元

享
受

人
数

　 　 　 项目

班级　 　 　 　

供　 食 衣　 服 医　 药 文　 具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５９ 甲 １８ ９３ ０ ４ ２２ ５ ２ １０ —　 —　

５９ 乙 １７ ７４ ５ ５ ２７ ５ ７ ２３ —　 —　

５９ 丙 ２８ ７０ ４ ３ １２ ０ ３ １１ —　 —　

６０ 甲 ４ １１ ０ ９ ４７ ０ ７ ３６ １ ２

６０ 乙 １０ ４６ ５ ７ ５５ ０ ２ １７ ３ ８

合计 ７７ ２９５ ４ ２８ １６４ ０ ２１ ９７ ４ １０

　 　 注: 表内数据源于原会计统计

学生王宗禄听到给他评定救济款 ４ 元后ꎬ 便进馆子吃饭ꎻ 郝润生把评给的医药费买零食吃ꎮ 学

校发现后予以纠正ꎬ 取消了对王宗禄的救助ꎮ 为了实事求是、 公平合理发放新生助学金ꎬ 放假时向

学生发放家庭情况调查表ꎬ 并从各方面获取信息ꎬ 第二学期初予以评审ꎮ 期间物价很低ꎬ 享受 ５ 元

以上助学金的学生基本能保证伙食费ꎬ 有的可节省添置衣服或学习、 卫生用品ꎮ

创校初至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ꎬ 考入延川中学的学生均吃商品粮ꎬ 标准为每月 １５ ５ 千克ꎬ 有时发放救

济费ꎮ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延川县人民委员会发出 “关于中学生吃粮问题的通知”ꎬ 规定凡本县境内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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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ꎬ 家居农村者将自己所分口粮售给当地粮站换取粮票ꎬ 持农业社证明交学生灶就餐ꎬ 如实分

口粮低于学生标准由学校作预算ꎬ 国家给予差额补助ꎻ 家住学校所在地又在家中就餐中学生 (非农

业户) 仍按当地居民标准供应ꎬ 在学校就餐按学生标准供应ꎮ 外地学生来本县上学或本县学生到外

地上学均可办理粮食转移手续ꎬ 如带粮票来本县中学就餐可实行差额补助ꎮ １９５９ 年ꎬ 发放助学金

３ ６９ 万元ꎬ 其中初中学生 ３ ５５ 万元ꎬ 高中学生 １３８２ ４０ 元ꎮ 学生困难补助 ３９９９ 元ꎮ １９６７ 年ꎬ 发放

助学金 ２ ６６ 万元ꎬ 其中高中生 ６８８８ 元、 初中生 １ ８３ 万元ꎬ 困难补助 １４４１ ６２ 元ꎮ １９６８ 年ꎬ 发放

助学金 １ １８ 万元ꎬ 其中高中生 ６２６６ 元、 初中生 ５４９６ 元ꎬ 困难补助 ３８ 元ꎮ

１９６９ 年始ꎬ 助学金改为贫困生补助ꎬ 不再按月下发ꎬ 而是每学期一次性评定后发给享受补助的

学生ꎬ 该年发放贫困生补助金 ２３８３ ６２ 元ꎬ 次年 １３３８ ７５ 元ꎮ １９７２ 年春ꎬ 学校招收的高中师范班学

生吃商品粮ꎬ 高中特困学生免学杂费ꎮ 学生交粮以生产大队所开口粮标准ꎬ 报经公社审核ꎬ 不足

１５ ５ 千克口粮标准部分由国家予以补贴ꎮ 每人每月供应食油 １５０ 克ꎮ 学生口粮由家内交至各公社粮

站ꎬ 学校以所交凭证ꎬ 加国家补贴部分ꎬ 每月以规定粗细粮比例发给每生 １５ ５ 千克的饭票ꎮ 该学

期七二级 ６ 个班共有学生 ２９７ 人ꎬ 经评议享受困难补助的 ２４１ 人ꎬ 补助金额 ２２１４ ５０ 元ꎻ 享受免学

杂费 ５４ 人共 ７４ 元ꎮ 后半年享受者 ２１５ 人ꎬ 补助金额 １４８５ 元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减免学费 ５３ 人ꎬ 金额

７１ ２５ 元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学校支出贫困生补助费 ２０１７ ８０ 元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延川中学发放贫困生补助款 ４７３５ 元ꎮ １９８４ 年ꎬ 贫困生助学金 ４７５６ 元ꎬ 发放 ３６４１ 元ꎬ

未发足标准ꎮ １９９２ 年 ４１５０ 元ꎬ 次年为 ５０００ 元ꎬ １９９５ 年是 ８５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助学金以高中全年每

生 １ ５ 元、 初中每生 ３ 元发放ꎬ 享受面在 ２０％~３０％间ꎬ 享受等级为高中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元 ４ 个档

次ꎬ 初中 ４０、 ２０、 １０ 元 ３ 个档次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５ 日ꎬ 校行政会议研究讨论决定ꎬ 高中特困生助学金补助为每生每学期 １５０ 元、

单亲家庭每生每学期 １８０ 元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始ꎬ 实施 “温暖工程”ꎬ 给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制度ꎬ

分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元 ３ 个档次ꎬ 给 １２０ 名学生发放 ７９６０ 元ꎮ 至 ２００３ 年底ꎬ 连同减免困难学生学杂

费等共计达 １０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３ 年前半年给 ８ 名学生发放奖学金 ２３３０ 元ꎬ 最高 ３５０ 元ꎬ 最低 ４０ 元

(仅 １ 人)ꎮ １１ 月对初二、 三和高二、 三年级中期考试成绩优异学生 １０４ 名ꎬ 分 ２０、 ３０、 ５０ 元 ３

个档次予以奖励ꎬ 共计 ２６６０ 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ꎬ 救助贫困生 ５０ 人 ９２５０ 元ꎮ 秋ꎬ 减免和救助优秀

贫困生、 特困生 ２１０ 人ꎬ 共计 ３ ９５ 万元ꎻ 减免农村独生子女、 双女户学杂费ꎮ 联系企业界人士

资助贫困大学生李江平、 都小峰、 刘健伟ꎬ 每人每学期 ４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５ 年春ꎬ 延川中学实行 “一

免一补” 的有免杂费者 １６３ 名、 补住宿费者 ９ 名ꎻ 始实行优秀贫困生奖励制度ꎬ 每学期设奖金

１ ８ 万元ꎬ 分 ３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元、 １００ 元 ４ 个等级ꎬ 对 １００ 名品学兼优贫困生予以奖励ꎮ 为高考

成绩优异贫困生李岚涛、 王明、 贺延雄、 王齐、 贺浩每人资助 １０００ 元ꎮ 次年ꎬ 推行贫困生奖励

机制ꎬ 提升学期奖学金为 ４ ５４ 万元ꎬ 奖金分 ６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元 ４ 个等级ꎮ 奖励高考成绩优

异学生ꎬ ６００ 分以上每生 １ 万元ꎬ 一本每生 ２０００ 元ꎬ 二本 １０００ 元ꎻ 优异贫困生袁永兴、 曹娟、

杨亮等ꎬ 分别为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元ꎮ 中、 期末质量奖ꎬ 学生每人 ２０ ~ ５０ 元不等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奖励高二、 高三贫困优秀生和减免高二、 三年级择校费和高一新生学费共 １４９ 人 ７ ２５ 万元ꎮ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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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 ２ 月ꎬ 奖励、 减免学费共 ５ ７９ 万元ꎮ ９ 月奖励、 减免学费 １２ ６２ 万元ꎬ 其中奖励高考一

本上线 ３６ 人 ３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ꎬ 学校从办公经费中支出 ４６ 万元ꎬ 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救助

和品学兼优学生的奖励ꎻ 全校师生扶贫帮困、 奉献爱心举措ꎬ 又为本校贫困生捐款 ４ ５０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在学校大会议室举行李焱荣献爱心扶贫救助仪式ꎬ 资助贫困学生 １００ 余名ꎬ

每人发放 ５００ 元ꎮ ７ 月 １１ 日ꎬ 召开延川中学高考优秀学生奖励大会ꎬ 奖励高考 ６００ 分以上学生 ２

名各 １ 万元ꎬ 获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元奖者各 １ 名ꎬ １２００、 ８００ 元奖者 ２ 名ꎬ １０００ 元奖者 ２４ 名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 减免奖励品学兼优贫困生 ７ ０４ 万元ꎮ 秋季始ꎬ 每学期落实国家级贫困生助学金ꎬ 财

政拨付 ７９ ０５ 万元ꎬ 惠及学生 １２２０ 人ꎬ 其中高一年级贫困生 ２６８ 人ꎬ 特困生 １１４ 人ꎻ 高二年级

贫困生 ２７１ 人ꎬ 特困生 １１６ 人ꎻ 高三年级贫困生 ３２０ 人ꎬ 特困生 １３１ 人ꎮ 同时ꎬ 学校用于学生资

助、 补助等方面款项共计 ３６ ３ 万余元ꎬ 占同期学校教育事业收费的 １２ ９６％ꎮ ２０１１ 年ꎬ 评选发

放贫困生助学金 １２６ 万余元ꎬ 其中国家级贫困生 １２００ 人 ９０ 万元ꎬ 北京中联世纪集团公司捐助 １０

人 ５ 万元ꎬ 北京泰安公司捐助 ８ 人 ８０００ 元ꎬ 市级贫困生 ２００ 人 ８ 万元ꎬ 振兴计划 ２８０ 人 ２ ２４ 万

元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校工会牵线搭桥ꎬ 积极运作ꎬ 协调江苏无锡前程包装有限公司资金会和范跃宁等

爱心人士ꎬ 为 ５２ 名贫困生每人每学期资助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元ꎻ 中联世纪有限公司赞助 １０ 人ꎬ 每人每

学期 ５０００ 元ꎻ 北京派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赞助 １４ 人ꎬ 延川慈善协会赞助 １０ 人ꎬ 均为每人每年

１０００ 元ꎮ 后半年ꎬ 启动徐平奖学金、 长江商学院助学金等多项助学工程ꎬ 使 １０００ 余名优秀学

生、 贫困生得到救助而完成学业ꎮ ２０１３ 年前半年ꎬ 启动助学金 １４８ ０４ 万元ꎬ 救助贫困生 ２１７７

人次ꎬ 使 １０００ 余名优秀贫困生得到救助ꎮ ９ 月始ꎬ 争取 “依恋阳光” 集团资助学校贫困生项目ꎬ

１０ 月 １２ 日举行 “依恋阳光” 集团助学金发放仪式ꎬ 享受助学金者 １００ 人ꎬ 每人每年 ３０００ 元ꎬ

采取以学生在校 １０ 个月以每月 ３００ 元发放ꎬ 其中 ２５０ 元为生活补贴ꎬ ５０ 元发给学生ꎮ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共设立 ４ 个 “衣恋阳光班”ꎬ 每班 ５０ 人ꎬ 共 ２００ 人ꎬ 每人每年 ３０００ 元ꎬ 并发给衣恋集团服

装、 笔记本等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ꎬ 在大会议室举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慈惠计划发放仪式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ꎬ 无锡市滨湖慈善中娇梦基金会一行 ３ 人资助本校贫困生ꎬ 在实验楼阅览室举行

资助仪式ꎬ 县慈善协会会长高风兰、 副会长兼秘书长冯贵斌和校工会主席高海燕参加了资助仪

式ꎮ 后半年组织家访 “衣恋阳光班” “丹青助学” 受助学生ꎬ 迎接中国 “衣恋集团” 验收ꎮ 全年

组织发放各类救助善款 １２９ ８ 万元ꎬ 受助学生 １２６０ 名ꎮ

第五节　 优秀学生

青少年朝气蓬勃ꎬ 敢想敢干ꎬ 接受新事物较快ꎬ 但思想单纯ꎬ 当他们迈进中学校门后ꎬ 经过学

校紧张的学习生活磨炼ꎬ 彼此之间形成一定差异ꎮ 中等学生居多ꎬ 优秀者和差等生居少数ꎮ 教师致

力于 “抓两头带中间”ꎬ 鼓励优秀ꎬ 转化后进ꎬ 督促带动大多数ꎬ 引导启发学生不断追求进步ꎬ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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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品德与才干ꎮ 随时间推移ꎬ 一级或一届学生进校、 离校ꎬ 各年级各班都会有一些优秀学生脱颖而

出ꎬ 出类拔萃ꎮ

１９５７ 年上半年ꎬ 参加期终考试的 １７０ 名学生中ꎬ 文学 ５ 分的 ６５ 名ꎬ 算术 ２５ 名ꎮ 下半年ꎬ 评选

奖励品学兼优优等生 ９ 名ꎮ １９５８ 年前半年评出优等生 ４９ 名ꎮ １９５９ 年ꎬ 前学期 ６５２ 人中操行评选出

甲等生 ４５５ 名ꎬ 涌现出优等生 １５６ 名ꎬ 占参评人数 ２３ ９３％ꎮ ８ 月ꎬ 毛泽东提出 “思想好、 学习好、

身体好” 要求ꎬ 本校仍按原品学兼优评定优等生ꎬ 并以此调整放宽评优标准ꎬ 在期终参考的 ９３２ 名

学生中评出优等生 １４１ 名ꎬ 占参考总人数 １５ １３％ꎻ 各门功课全 ５ 分者有高六二冯济民、 高风歧、

贺海盈ꎻ 初六〇级甲班刘世英、 段志成、 李玉俊ꎬ 乙班常建民、 韩荷文、 刘寿铎、 曹云成、 陈海

泉ꎻ 六一级乙班张秀莲、 刘兴敏ꎬ 丁班白凤珍ꎬ 戊班张世全、 郭如基ꎬ 己班张东祥、 邓兴增、 刘文

兵ꎬ 庚班白丽斌ꎻ 六二级乙班任光辉、 白琴、 冯翠萍ꎬ 丙班郭聪魁、 白世荣ꎬ 丁班惠玉萍、 白志

兰ꎬ 戊班王秀莲、 刘向宸ꎬ 己班杨续策ꎮ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ꎬ 首届毕业生升学考入师范学校 ２９ 名ꎬ 占毕业生 １３９ 名的 ２１ ３０％ꎻ 考入农业学校

８ 名、 卫生学校 ６ 名、 机械学校 ５ 名ꎬ 贸易学校、 幼儿师范学校各 １ 名ꎬ 总共 ５０ 名ꎬ 占 ３６ ６９％ꎮ

１９６０ 年春ꎬ 始开展学先进、 当先进、 超先进学习红旗竞赛ꎬ 期中评选出县级学习红旗手 ９０ 名ꎬ

终期又评选出红旗手 ５８ 名 (每门课 ４ 分以上ꎬ 主课 ５ 分ꎬ 操行甲等)ꎮ １９６１ 年前学期ꎬ 马思汉、 贺

海盈、 韩荷文、 马存义、 高秀清操行鉴定、 各科成绩均为 ５ 分ꎬ 品行是甲、 各门功课在 ４ 分以上者

亦有 ８３ 人ꎮ １９６３ 年后半年ꎬ 在学生中开展评 “六好学生” 活动ꎬ 涌现出品学兼优的六好学生 ７ 名ꎬ

即高六五贺彩琴ꎻ 初六四级乙班刘凤梅、 高凤兰、 曹崇廉ꎬ 丙班刘瑞明、 高建平ꎻ 初六五甲班白凤

翔ꎮ 比上学期增加 ２ 人ꎬ 且贺彩琴、 刘风梅上学期亦为优秀生ꎮ

１９６５ 年ꎬ 高六七级刘风梅ꎬ 初中 ６ 学期连续被评为优秀学生ꎬ 受到县人民委员会表彰奖

励ꎻ 一进入高中就被评为六好学生、 三好学生ꎬ 该年 ５ 月被评为三好学生、 五好青年ꎬ 出席团

县委召开的五好青年代表大会ꎬ 受到奖励ꎬ 并被大会评为出席陕西省五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ꎮ

初三乙班白丽萍ꎬ 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三好学生、 五好青年ꎬ 出席团县委召开

的五好青年代表大会ꎬ 受到大会奖励ꎮ 高六六级樊秀娥、 高六七级申安秦亦被评为三好学生、

五好青年ꎮ

编号: ６－１０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年延川中学高考录取情况统计表

年　 度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１９６３
常建民 延安大学 韩荷文 陕西工业大学 张　 崇 西安外语学院

高树栋 延安大学 高常安 西安外语学院 　 — 　 —

１９６４

高三星 西北财经学院 杨满堂 ０３０ 空军高等院校 郭树元 陕西公安干部学校

张瑞林 北京财经学院 冯国玉 西安外语学院 张风莲 陕西财贸干部学院

陈　 刚 西北政法学院 邓兴增 陕西公安干部学校 白茂祥 陕西财贸干部学院

张　 林 西安外语学院 　 — 　 — 　 — 　 —

５９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年　 度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１９６５

崔　 玲 兰洲大学 师聚财 西安交通大学 贺彩琴 陕西工业大学

杨德祥 延安大学 李维智 西安外语学院 樊凤英 西安财经学院

王焕英 西北农学院 冯志华 西安外语学院 惠玉平 咸阳中医学院

张树斌 西北农学院 曹崇廉 西安矿业学院 马永坪 西安体育学院

刘佩林 西安外语学院 李应存 西安冶金学院 李玉柱 西安轻工业学院

刘兵郎 西安外语学院 　 —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校志草稿统计表

１９７０ 年上半年ꎬ 评选出三好学生 １９ 名ꎬ 即一排张清有、 张振国、 曹伯仁、 刘思信ꎬ 二排秦汉

友、 曹银、 刘振旭、 郝治贤ꎻ 一班杨向林、 杨文学ꎬ 二班郭智才、 杜学礼、 白东立ꎬ 三班刘学仁、

呼延江、 韩秀英ꎬ 四班逯延平、 巩万平、 郝延生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ꎬ 表彰奖励的三好学生有: 高翔、 曹银、 刘学仁、 都瑞琴、 王瑞清、 李兴昌、 郭智

才、 杨庆林ꎮ １９７７ 年ꎬ 仅有张春阳被西安体育学院录取ꎮ

编号: ６－１１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年延川中学高考录取情况统计表

年　 度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１９７８

阎　 玲 西军电 韩永泽 延安大学 惠存阳 延安大学

贺永良 西军电 刘志荣 延安大学 白晓霞 西安财经学院

李秀玲 延安大学 张山虎 延安大学 王向龙 (水推走了)

１９７９

段小明 延安大学 牛延平 西北大学 高焕文 南京航空学院

杨逢春 延安大学 陈文远 西北大学 冯迎春 西北政法学院

高小林 延安大学 杨国强 延安师范 雷万青 西北政法学院

高随祥 延安大学 高向良 延安师范 陈桂珍 西安统计学校

刘志荣 延安大学 张永坪 延安师范 刘志昌 西安化工学校

李彩玲 延安师范 郝向阳 延安师范 王红梅 省商业学校

刘彩琴 延安师范 高志斌 延安师范 冯延庆 省银行学校

张风莲 延安师范 陈文兵 延安师范 郭万平 省农机学校

张彩云 延安师范 贺世杰 延安师范 贺宏亮 洛川农机学校

王志强 延安师范 冯志军 延安师范 樊　 杰 洛川农机学校

张新梅 延安师范 冯立军 延安师范 刘小琴 宝鸡商校

李风霞 延安师范 刘帮定 延安师范 隽宏魁 延安师范

６９２



第六章　 学　 生 　


续表

年度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１９７９

樊雪珍 延安师范 刘抗美 延安师范 马延林 延安师范

张小琴 延安师范 冯延辉 延安师范 康江涛 延安师范

张秋梅 延安师范 白生忠 延安师范 乔志清 延安师范

曹娟云 延安师范 白志成 延安师范 张志雄 延安师范

刘永琴 延安师范 杨志雄 延安师范 史雪宁 延安技校

贺海霞 延安师范 王迎春 延安师范 高　 义 延安技校

刘永杰 延安师范 冯小强 延安师范 郭小红 延安农校

高风堂 延安师范 郝国安 延安师范 李宏周 延安农校

　 　 注: 表内信息源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校志草稿统计表

编号: ６－１２　 １９８０ 年延川中学高考录取情况统计表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曹建安 兰州大学 贺延林 延安大学 师福才 延安大学

王志成 延安大学 曹　 宁 延安大学 梁福誓 延安大学

高社林 榆林师专 张文斌 榆林师专 毛海东 陕西师范大学

雷正西 榆林师专 白双群 榆林师专 刘延峰 西安矿冶学校

张富梅 延安师范 冯世亮 洛川师范 苗春燕 山西财经学院

刘香梅 延安师范 马世新 洛川师范 马改香 渭南中医学校

陈爱花 延安师范 刘小峰 洛川师范 任延梅 渭南中医学校

扬平海 延安师范 郭丽平 洛川师范 白雪峰 渭南中医学校

李海燕 延安师范 郝崇东 洛川师范 高兴利 渭南中医学校

王玉峰 延安师范 王海燕 洛川师范 刘英英 西安电力学校

曹春年 延安师范 刘卫生 洛川师范 刘振东 延安林业学校

刘治瑞 延安师范 师海庆 洛川师范 贺向宁 延安林业学校

刘宝权 延安师范 张卫东 延安农校 王慧荣 延安林业学校

贺红意 延安师范 郝延玲 延安农校 冯志胜 延安林业学校

张　 杰 延安师范 高延红 延安农校 杨耀祥 延安林业学校

７９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郝思明 延安师范 朱亚玲 延安卫校 郝庭俊 延安林业学校

高海东 延安师范 张新春 延安卫校 梁世飞 黄河水利学校

曹延寿 延安师范 高加强 煤矿学校 马　 力 长庆油田技校

高世俊 延安师范 霍战辽 榆林农校 冯金祥 长庆油田技校

侯胜云 延安师范 李进民 宝鸡卫校 冯秋连 永坪油矿技校

王维国 延安师范 高简政 陕西省卫校 王　 瑞 永坪油矿技校

白　 强 延安师范 梁玉莲 延安农机学校 王学富 陕西省财经学校

刘清元 延安师范 张风梅 延安农机学校 杨树荣 陕西省商业学校

苗忠茂 延安师范 高长安 延安农机学校 高崇明 陕西省粮食学校

冯延武 延安师范 张世禄 延安农机学校 冯　 辉 西安市卫校

郝治国 延安师范 毛卫慧 延安农机学校 贺　 兰 兰州军医护士学校

蔡慧红 延安师范 梅青红 延安农机学校 刘兴权 咸阳机械制造学校

高海东 延安师范 刘小玲

　 　 注: 表内信息源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校志草稿统计表

１９８１ 年后半年ꎬ 评选出的三好学生有高一一班曹炎繁、 刘世清、 冯治祥、 隽宏亮、 党向阳ꎬ 二

班杨东琴、 冯世栋、 辛文忠、 何世星、 冯向阳ꎬ 三班贺清明、 高如岩、 崔素霞、 李延军、 刘志军、

张碧霞、 郝世连、 杨调琴ꎬ 四班刘陶承、 冯小彦、 杨向丽、 杨翔燕、 冯小燕、 李秀萍、 冯小奋、 庞

作民ꎬ 五班高惠民、 尚引会、 高清连、 封清海、 乔志秀、 刘碧娥、 冯瑞阳、 呼小丽ꎬ 六班霍安义、

苗富存、 刘志强、 康振军、 张卫雪、 刘风莲、 高智祥ꎬ 七班冯世平、 冯彩霞、 马青海、 杨生军ꎬ 八

班白平、 王庆吉、 郭云、 贺东祥、 白卫东、 郝桂林ꎻ 初一一班李卫东、 董春荣、 梁向阳、 冯成就、

郝永山、 高春莲、 马春梅、 樊改珍、 高延东、 贾军ꎬ 二班刘向春、 刘永燕、 樊永红、 高功阳、 都三

梅、 王军梅、 张列霞、 刘艳玲、 梅玉琴ꎻ 初二一班尹永军、 李永玲、 胡延峰、 白红艳、 王忠虎、 刘

东红、 鲁强、 白红玲、 苑红卫、 李红艳、 袁风强ꎬ 二班王毅、 张立琼、 紫冬琴、 童小军、 郑军生、

刘玉明、 贺耀光、 毛联合、 王周才、 肖红卫ꎻ 初三一班郭鹏飞、 孙智辉、 马春阳、 曹友芳、 白青

娥ꎬ 二班刘延平、 王小红、 李小玲、 杨卫兵、 郝玉兴ꎬ 三班高金宝ꎮ 连续被评为三好学生的有初三

二班刘延平、 王小红ꎻ 连续 ２ 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有初三一班郭鹏飞、 孙智辉、 马春阳、 白春娥、

曹友芳ꎬ 二班郝玉兴、 杨卫兵ꎮ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被连续评为三好学生的是初三二班的刘延平、 王小红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被延安地区表彰为三好学生的有都三梅、 赵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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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学　 生 　


编号: ６－１３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年延川中学高考录取情况统计表

年度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１９８１

刘宏雄 延安大学 董思军 延安师范 梁正思 西北农学院

庞随军 延安大学 刘建民 延安师范 刘合飞 西北农学院

董国军 延安大学 刘建辉 延安师范 庞志军 延安师范

马社举 延安大学 刘建国 延安师范 李永光 太原机械学院

王鹏翔 延安大学 田智深 延安师范 段小延 太原机械学院

常东风 榆林师专 吕立峰 延安师范 任延生 西安外语学校

刘志行 榆林师专 冯贵斌 延安师范 梁新玉 宝鸡中医学校

马延鸿 延安师范 康正明 延安师范 樊军民 哈尔滨粮食学校

王延清 延安师范 凤让科 延安师范 梁春林 宝鸡供销商业学校

王竹娥 延安师范 梁向阳 延安师范 李世春 咸阳建筑工程学校

张世发 延安师范 　 — 　 — 　 — 　 —

１９８２

刘东霞 延安大学 贺海波 省团校 段东平 西安体育学院

冯晓荣 延安大学 杨　 柳 省团校 刘春燕 汉中师范大学

张军阳 延安大学 白大为 西安医学院 淡波朋 省人民警察学校

王世清 延安大学 王高平 省卫生学校 王志斌 省人民警察学校

张庭和 延安大学 孙延平 省卫生学校 张东林 渭南中医学校

贾军如 延安大学 张瑞宏 省统计学校 杨秀为 宝鸡中医学校

高志清 榆林农校 惠秀琴 省财经学校 高雪燕 宝鸡中医学校

苗桂英 榆林农校 刘彩霞 省财经学校 梁新宇 宝鸡中医学校

白玉成 榆林林校 王　 林 延安农校 乔志胜 西安商业学校

张风梅 榆林卫校 张志福 延安农校 冯崇景 长庆石油学校

白志成 延安卫校 王春梅 洛川农机学校 毛延生 长庆石油学校

曹崇荣 延安卫校 惠必元 洛川农机学校 岳玉华 咸阳中医学院

李延清 延安卫校 王祝前 洛川农机学校 马常丽 陕西省电影学校

张　 亮 延安卫校 刘延寿 洛川农机学校 庞金元 

高存亮 延安林校 刘军祥 洛川农机学校 　 — 　 —

９９２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年度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１９８３

贺思辉 延安大学 贺东祥 西北农学院 惠建雄 省公安学校

张世忠 延安大学 杨海雄 陕西师范大学 高秀叶 省商业学校

贺自胜 延安大学 任忠义 西安外语学院 安春生 西安劳改学校

马调娥 延安大学 梅延平 西安外语学院 高卫东 西安商业学校

李万平 延安大学 任延新 西安财金学校 毛一奇 洛川农机学校

贺东艳 榆林师专 卫海忠 西安财经学校 张世延 洛川农机学校

陈胜民 榆林师专 张瑞宏 省统计学校 冯国清 洛川农机学校

惠雪娥 榆林师专 杨加录 榆林林校 梁燕燕 宝鸡商业供销学校

李秀芳 西安卫校 杨有录 榆林林校 惠碧元 

王春娥 延安卫校 郭小琴  冯军如 

高红忠 榆林林校 高小刚 

１９８４

康正军 延安大学 杨向阳 重庆石油学校 梁玉峰 湖北邮电学校

李延军 延安大学 阎　 林 重庆石油学校 刘向红 西安外语学院

杨延安 延安大学 刘陶成 河北邮电学校 刘宝平 西安外语学院

郝风楼 延安大学 张宏川 省团校 张世荣 内蒙古邮电学校

张青生 延安大学 贺太平 省卫生学校 崔索霞 延安外语大专班

张公宏 延安大学 杨兴才 省劳改学校 邓小林 陕西省劳改学校

王　 涛 延安大学 杨春光 延安医学院 张振全 陕西省财经学院

杨光彦 延安大学 刘志延 农林学校 杨梁梅 陕西省财经学院

高秀叶 西安商校 刘志军 农林学校 郭海荣 宝鸡供销学校

冯智祥 榆林师专 李秀平 农林学校 冯军如 洛川农机学校

雷延文 榆林师专 刘小龙 农业学校 杨向丽 洛川农机学校

刘生华 榆林师专 李世雄 榆林师专 杨青艳 洛川农机学校

曹建彪 榆林师专 马向明 榆林师专 李高平 洛川农机学校

甄志忠 榆林师专 刘珊梅 延安卫校 郝兴彦 洛川农机学校

赵　 红 榆林师专 冯风丽 延安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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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１９８５

李延生 延安大学 白华琴 黄河水校 杨海红 兰州气象学校

陈探生 延安大学 甄卫旗 煤炭学校 冯新忠 重庆石油学校

惠志诚 延安大学 郝世连 商业学校 干应川 西安电力学校

高竹陶 延安大学 杨东琴 榆林师专 高燕华 济南交通学校

刘彩艳 延安大学 程小燕 榆林师专 刘世雄 省警察学校

杨延军 延安大学 贺世经 延安林校 杨东明 省财经学院

刘军民 延安大学 李思友 延安林校 李维国 省粮食学校

毛光辉 延安大学 高如延 延安林校 高玉珍 西安外语学院

刘小燕 延安大学 郝向林 延安农校 刘永琴 陕西银行学校

郝世录 延安大学 刘向阳 省劳改学校 刘丽霞 人大定向招生

董军成 延安大学 隽宏亮 省劳改学校 钟志兰 宝鸡供销学校

张小红 延安大学 高　 军 省劳改学校 董树卫 宝鸡供销学校

石智雄 延安大学 高世来 省劳改学校 康小川 洛川农机学校

刘毛得 延安大学 石海英 延安医学院 王新忠 洛川农机学校

贺艳丽 延安农校 樊　 霞 延安医学院 赵卫斌 洛川农机学校

白国川 延安农校 姬建军 西安农学院 高小芳 洛川农机学校

刘永旭 延安农校 杨有录 延安财经学院 辛文忠 延安财经学院

王风梅 延安农校 霍安义 延安财经学院 张　 群 延安财经学院

白　 林 延安农校 刘永红 延安财经学院 杨志明 解放军企业管理学校

李宝平 延安农校 　 — 　 — 　 — 　 —

１９８６

尹永军 西军电 刘向阳 榆林师专 杨建省 陕西省警官学校

刘红卫 延安大学 高　 峰 西安医学院 曹燕阳 宝鸡商业学校

尚风强 延安大学 白志兵 四川统计学校 刘爱连 洛川农机学校

韩振兵 延安大学 刘　 义 延安师范 张慧阳 洛川农机学校

高延军 延安大学 白军民 延安师范 孙树玉 洛川农机学校

刘　 彦 延安大学 呼延峰 延安林校 段贤琴 洛川农机学校

贺向阳 延安大学 聂　 燕 延安农校 张志诚 洛川农机学校

白尚海 延安大学 呼风阳 延安经济学院 杨爱荣 延安经济学院

毛金贤 榆林师专 　 —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校志草稿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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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ꎬ 推荐高三二班团支部书记董春荣为陕西师范大学保送生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李

春霞、 张爱英、 王丽、 钞娜娜、 郝长伟、 郭晓花、 高婷婷被评为延安地区三好学生ꎬ 杨勇、 郭琪、

贺志茹、 马保银被评为延安地区优秀学生干部ꎮ 该年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ꎬ 数学有初三刘艳琴

获地区级二等奖、 高竹艳获三等奖ꎻ 英语有初三冯海宁、 初二刘建斌、 初一曹秀娟和王小云获三等

奖ꎬ 高三刘建华获二等奖ꎬ 初三王谦、 高原和初一刘倩及高二惠玉莹、 赵延华与高一冯杰获优胜

奖ꎬ 初一杨延宏、 初二兰××获地区级三等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省级三好学生冯慧、 优秀班干部惠宁ꎬ 市级三好学生有孙建、 贺小芳、 刘小溪ꎬ 优秀

班干部辛建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省级三好学生白楠、 优秀学生干部袁延梅ꎬ 市级三好学生王文彦、 优秀学

生干部张权义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三好学生高中部有高一一班白海强、 李岚涛、 樊延玲ꎬ 高二四班呼晓琼ꎬ 高三一班白

艳辉ꎬ 二班李江平、 冯慧ꎬ 四班白绢ꎬ 六班吴晓静ꎮ 初中部有初一一班王薇ꎬ 二班白琦ꎬ 五班张永

霞、 李磊峰、 杨开ꎬ 六班刘璐ꎬ 十班庞霞、 花江江、 郝睿、 高玲、 袁昆、 王莉ꎻ 初二一班贺妮、 冯

颖、 高金霞、 张盼ꎬ 二班杨渊、 刘婵ꎬ 三班王琪、 贺涛、 袁鹏ꎬ 四班刘艳玲ꎬ 七班高帅ꎻ 初三一班

杨亮、 李欢、 李贺、 杨波、 袁博、 赵强ꎬ 二班刘迪、 刘毛毛、 焦延强、 刘明明ꎬ 五班刘晶、 年涛、

冯艳涛、 白丽、 王磊ꎬ 六班程智慧、 程俊、 陈龙龙、 王旭ꎮ 优秀班干部有初一一班高文雯ꎬ 二班都

鹏燕ꎬ 三班马兵兵ꎬ 四班白馨苗ꎬ 五班梁海琴ꎬ 六班刘璐ꎬ 十班朱凯ꎻ 初二一班杨焕ꎬ 二班韩刚、

三班范亮ꎬ 四班田蓉ꎬ 五班田树贵ꎬ 六班杨园ꎬ 七班郭辉ꎬ 八班冯晶ꎻ 初三一班任源远ꎬ 二班赵

慧ꎬ 三班贺建辉ꎬ 四班肖星ꎬ 五班鲁佰瑜ꎬ 六班刘远ꎮ 高一一班李佳莉ꎬ 二班刘哲ꎬ 三班张文进ꎬ

四班刘保平ꎬ 五班白世鹏ꎬ 六班冯耿ꎬ 七班郝智慧ꎬ 八班马海兵ꎻ 高二一班杨海港ꎬ 二班郭明明ꎬ

三班郝鑫ꎬ 四班刘芳ꎬ 五班樊延龙ꎬ 六班梁毅ꎬ 七班郝舒和ꎬ 八班高鹏ꎻ 高三一班白勰ꎬ 二班高

宁ꎬ 三班梁斌ꎬ 四班贺卫卫ꎬ 五班张斌ꎬ 六班梁耀杰ꎮ 学生会优秀干部有杨辉、 刘海峰、 梁毅、 冯

耿、 吴龙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三好学生有初二一班李永琴ꎬ 二班高旭ꎬ 七班袁昆、 康倩、 高琳、 白永岗、 郝睿、 樊

文焕ꎬ 八班庞霞、 刘鹏、 王莉、 王薇ꎻ 初三一班贺妮、 张盼、 白彩虹、 高金霞、 师焕、 杨辰、 杨

怡ꎬ 二班石双秀、 姬笑微、 张琦ꎬ 三班袁鹏、 王琪、 刘妍ꎬ 四班高雪ꎬ 五班贺昌ꎬ 七班贺巧英、 高

帅ꎬ 八班冯晶、 董竹艳ꎮ 高一一班杨亮ꎬ 二班冯延鹏、 白娜ꎬ 四班张向伟ꎻ 高二一班赵旭ꎬ 二班白

海强、 李岚涛、 惠智雄、 梁倓ꎬ 四班杨浪ꎻ 高三一班王齐、 王慧ꎬ 二班高将中ꎬ 五班呼晓琼、 高

焕ꎬ 六班刘晖 (辉)、 刘芳、 阎晓明、 杨庆ꎬ 九班慕存芳ꎮ 优秀班干部有初二一班呼鹏ꎬ 二班杨文

雄ꎬ 三班刘惠ꎬ 四班高波ꎬ 五班梁海琴ꎬ 六班曹伟ꎬ 七班袁昆ꎬ 八班庞霞ꎻ 初三一班杨焕ꎬ 二班白

乐ꎬ 三班贺杰ꎬ 四班王美美ꎬ 五班惠建雄ꎬ 六班贺佳博ꎬ 七班刘静ꎬ 八班刘慧ꎮ 高一一班樊江华ꎬ

二班李延岗ꎬ 三班赵凯ꎬ 四班任源远ꎬ 五班杜永杰ꎬ 六班高智慧ꎬ 七班阎晶ꎬ 八班张琼ꎬ 九班李宝

强ꎬ 十班刘亮亮ꎻ 高二一班李佳莉ꎬ 二班刘哲ꎬ 三班郝栋东ꎬ 四班梁鹏ꎬ 五班高智峰ꎬ 六班冯耿ꎬ

七班郝智慧ꎬ 八班李鹏ꎻ 高三一班郭明明ꎬ 二班高鹏ꎬ 三班郝舒和ꎬ 四班杨海港ꎬ 五班郝鑫ꎬ 六班

杨亮ꎬ 七班梁毅ꎬ 八班高宝强ꎬ 九班丁延慧ꎮ 学生会模范干部有杨海港、 王英、 刘慧、 冯耿、 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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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马江涛ꎮ “十大杰出青年” 榜首高三一班都晓峰在父母双亡和爷爷、 哥哥相继去世情况下ꎬ 自

强自立依然考入西北农林大学ꎻ “十佳学习标兵” 李江平以 ５５０ 分与北京 １０１ 中学李燕华同分齐名

并列本县高考榜首ꎮ 本科上线学生有:

李江平　 任孔雄　 白　 强　 都晓峰　 白胜江　 白江平　 张海涛　 杨小前　 白艳辉　 高永林

梁建霞　 王　 莉　 任　 芩　 董海浪　 温海清　 袁延红　 高　 慧　 刘己盛　 王　 霞　 马焕林

任亮亮　 高海宁　 苗小勇　 冯　 慧　 白　 浩　 都　 燕　 李晓莉　 任亚莉　 冯　 琼　 马　 静

白　 娟　 阎晓明　 鲍润辽　 袁延梅　 郝璐萍　 白　 刚　 李　 强　 栗　 娜　 梁　 妮　 殷小进

王治安　 张亚飞　 马亚娜　 吴晓静　 杜　 静　 杜延良　 刘　 婷　 杜改艳　 马改峰　 惠　 芳

赵焕丽　 张雁飞　 赵　 娜

２００４ 年ꎬ 三好学生有初三二班王雅楠ꎬ 七班袁昆、 白昆仑、 白永刚、 高玲、 郝睿、 贺旭ꎬ 八班

庞霞、 刘璐、 白雪、 刘鹏、 都鹏燕、 刘浪、 王莉、 郭蓉蓉ꎮ 高一一班董卉、 张星ꎬ 二班田晓芳、 魏

龙ꎬ 三班任翠、 高岗岗ꎬ 四班刘艳玲、 高海苗ꎻ 高二一班杨龙、 王涛ꎬ 二班白志成ꎬ 七班杨尧、 王

艳艳ꎬ 八班张瑞芳、 白维斌ꎻ 高三一班李岚涛、 樊延林ꎬ 二班珠峰、 赵旭ꎬ 五班刘丁瑞、 刘华华ꎬ

六班刘行行、 李佳莉ꎮ 优秀班干部有初三一班呼鹏ꎬ 二班杨文雄ꎬ 三班刘惠ꎬ 四班高波ꎬ 五班王宝

利ꎬ 六班刘小ꎬ 七班康倩、 白奇ꎮ 高一一班贺佳博ꎬ 二班刘永岗ꎬ 三班李亚光ꎬ 四班马雷ꎬ 五班赵

荣ꎬ 六班呼乐ꎬ 七班李文宇ꎬ 八班杨宝宁ꎬ 九班步锋刚ꎬ 十班杨晓丁ꎬ 十一班马璐ꎬ 十二班贺耿ꎻ

高二一班李延岗ꎬ 二班赵凯ꎬ 三班张皓ꎬ 四班任源远ꎬ 五班马磊ꎬ 六班干杰ꎬ 七班杨丽ꎬ 八班干海

峰ꎬ 九班贺宝玉ꎬ 十班冯宇ꎻ 高三一班刘建成ꎬ 二班刘哲ꎬ 三班郝智慧ꎬ 四班贺小芳ꎬ 五班李杰ꎬ

六班郝栋东ꎬ 七班贺峰ꎬ 八班刘延峰ꎮ 十大杰出青年有高一一班刘妍、 二班白江江ꎬ 初三一班贺

辰ꎬ 初二二班高旭、 四班朱婷ꎬ 高二一班李岚涛、 四班冯联、 八班刘鹏ꎬ 高三二班高鹏、 六班杨

亮ꎮ 十大学习标兵有初二七班袁昆、 八班庞霞ꎬ 初三一班冯颖、 三班袁鹏ꎬ 高一一班曹欣、 二班杨

鹏ꎬ 高二二班白海强、 三班刘丁瑞ꎬ 高三一班高亮亮、 五班呼晓琼ꎮ

编号: ６－１４　 ２００４ 年延川中学高考录取情况统计表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呼晓琼 西北大学 王　 慧 榆林学院 刘金梅 江西财经大学

刘　 芳 长安大学 孙海洋 黑龙江大学 马　 瑜 西安理工大学

呼翠连 长安大学 刘陆强 佳木斯大学 高海宁 西安理工大学

李　 寒 长安大学 刘　 晖 空军工程大学 贺永宁 太原理工大学

房永强 青海大学 白　 莉 空军工程大学 刘　 峰 西安体育学院

石亚东 海南大学 杨毕勤 空军工程大学 冯光泽 西安体育学院

王建兵 河南大学 张新艳 西安陆军学院 刘海强 西安体育学院

李　 翔 河南大学 范红旗 陕西师范大学 刘　 瑾 西安美术学院

董清丽 河南大学 郝延丽 陕西师范大学 刘小三 华东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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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刘文娜 延安大学 高柏林 陕西科技大学 李育耘 上饶师范学院

苗建芳 延安大学 范　 争 陕西科技大学 王　 裴 衡阳师范学院

杨　 庆 延安大学 贺永宁 太原理工大学 冯彦炜 咸阳师范学院

乔　 卉 延安大学 马　 艳 陕西理工大学 张筱东 河北北方学院

郭　 刚 延安大学 贺建雄 陕西理工大学 郝　 娜 宝鸡文理学院

刘　 芳 延安大学 高　 辉 西北政法大学 康　 涛 宝鸡文理学院

袁延红 延安大学 冯娇婷 西北政法学院 慕存芳 陕西中医学院

高百雄 延安大学 王　 燕 西北政法学院 高海亮 牡丹江医学院

郭　 鹏 延安大学 王　 晶 西安邮电大学 李　 哲 湖南中医学院

赵智慧 延安大学 白晓丽 河北农业大学 邓笑琛 陕西理工学院

贺卫卫 延安大学 杨巧华 西安石油大学 刘　 瑞 陕西理工学院

刘文奇 延安大学 张　 娟 西安石油大学 杜延凉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丁延慧 延安大学 贺　 秀 西安科技大学 王建三 内蒙古财经学院

刘　 宝 延安大学 赵建文 西安科技大学 刘　 琴 西安外国语学院

李红艳 延安大学 杨　 杰 西安科技大学 阎晓明 牡丹江师范学院

王　 慧 延安大学 刘己盛 西安科技大学 冯　 晶 武警西安指挥学院

惠旭东 延安大学 乔礼阳 西安科技大学 冯文煜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高丹萍 榆林学院 高将忠 西安科技大学 高　 焕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高　 飞 榆林学院 曹海明 渭南师范学院 郝玉琦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张建平 榆林学院 乔润润 渭南师范学院 刘春晖 西安工程科技大学

都永刚 榆林学院 樊增强 渭南师范学院 张　 璐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高世民 榆林学院 杨锐峰 西安财经学院 刘　 艳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姚文文 榆林学院 刘　 强 西安财经学院 薛高龙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郭艳峰 榆林学院 王　 霞 西安财经学院 王智林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刘　 斌 榆林学院 马　 鹏 西安工业学院 贺改艳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贺　 润 榆林学院 史春艳 西安工业学院 干瑞瑞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任海霞 榆林学院 年　 丰 西安工业学院 王星星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教育处统计

２００５ 年始ꎬ 开展评选 “十佳青年” 和 “十大学习标兵” 活动ꎮ ５ 月 ２０ 日授予 “十佳青年” 的

有高一二班刘瑜ꎬ 七班张恒ꎬ 八班李海浪ꎬ 九班李峰钢ꎬ 十二班贺耿ꎻ 高二一班白江江、 李延岗ꎬ

二班慕繁荣ꎬ 三班张皓ꎬ 八班干海峰ꎮ 授予 “十大学习标兵” 的有初三七班袁昆ꎬ 八班白雪ꎻ 高一

二班杨改霞ꎬ 三班任翠ꎬ 四班刘艳玲ꎻ 高二一班杨龙ꎬ 二班高星星ꎬ 八班杨亮ꎻ 高三一班李岚涛ꎬ

五班刘丁瑞ꎮ 前学期评出的三好学生有高一一班李苗ꎬ 二班贺建权ꎬ 三班任改萍、 许杰ꎬ 四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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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董秀ꎻ 高二一班刘三芳、 高岗岗ꎬ 二班任翠、 刘乐、 刘艳玲ꎬ 七班呼文丽ꎬ 八班吴娜ꎻ 高三一

班郭丽华、 贺乐ꎬ 二班马江涛、 梁涛ꎬ 七班封建雄ꎬ 八班杨亮ꎮ ６ 月ꎬ 高考全县最高分文史类前 ３

名为延川中学学生王明 ５９８ 分、 童延江 ５７０ 分、 刘丁瑞 ５５８ 分ꎻ 理工类前二名为延川中学学生李岚

涛 ６３８ 分、 白海强 ６３５ 分ꎬ ６００ 分以上还有贺延雄 ６１７ 分、 王齐 ６１０ 分、 贺浩杰 ６０４ 分ꎮ 本科上线

学生有:

李岚涛　 白海强　 樊延林　 赵　 旭　 李慧雄　 阎　 婷　 高　 蕊　 冯春琴　 陈祥玲　 杨　 乐

齐卫卫　 刘丁瑞　 刘延雄　 梁　 炎　 张　 新　 任臻臻　 白　 莹　 郑海浪　 赵焕玲　 李　 蓉

高润霞　 李佳莉　 高海庆　 李文杰　 张晓晶　 李　 瑞　 王进国　 李行行　 郭大江　 高文霞

白　 浪　 刘建成　 李　 雄　 朱　 峰　 刘　 瑞　 王惠艳　 张　 媛　 李　 婷　 刘　 楠　 刘锦峰

李改雄　 梁　 瑞　 惠智雄　 郭　 昱　 惠　 浩　 吕　 翠　 冯兆平　 王军红　 冯玉军　 张　 嘉

吕志鹏　 杨文博　 李　 进　 鲁　 娜　 刘风森　 孙晓丽　 贺涛利　 李　 娜　 杨　 婵　 刘延斌

辛小苗　 高葆丽　 刘波浪　 刘　 哲　 冯　 瑞　 高　 卉　 马　 丽　 辛永兆　 杨海婷　 高文斌

杨　 帆　 张海峰　 王建雄　 袁延鑫　 焦永军　 邓艳玲　 杨美玲　 白建国　 康　 磊　 任延华

张　 峰　 白　 艳　 刘　 英　 白琴娥　 冯　 哲　 贺　 峰　 焦　 林　 杨　 辉　 高　 江　 杨　 焕

崔　 涛　 王慧梅　 张　 芳　 刘佰艳　 高彩琴　 刘　 琴　 刘延慧　 贺延龙　 贺改艳　 冯彩琴

刘　 艳　 白　 宝　 王振军　 袁　 鑫　 高延琴　 张虎兵　 曹　 杰　 郝晓芳　 李北琴　 刘树岗

刘阳阳　 刘　 刚　 刘　 琼　 冯　 炜　 高世杰　 冯小莉　 鲁　 彬　 王　 芮　 冯进军　 马延丽

袁　 敏　 沙　 晶　 白馨涛　 刘　 云　 高国庆　 高慧霞　 马　 娟　 刘亚军　 张　 健　 高华华

王德贤　 贺卫岗　 高向鹏　 候改琴　 李书琴　 沙　 芳　 阎建云　 冯长庆　 王　 鹏　 刘　 慧

刘调和　 阎改改　 高智峰　 梁　 鹏　 刘津生　 高嘉嘉　 刘　 娜　 张晓斌　 郭建荣　 刘乐乐

冯春红　 冯慧华　 白　 瑜　 刘　 忠　 杨　 瑜　 张花荣　 高　 慧　 王　 华　 高小军　 杨秀秀

高永莉　 田惠芳　 刘　 娟　 杨　 慧　 冯登泰　 吕　 琼　 张宝贵　 杨瑞瑞　 高　 娜　 赵小慧

冯长春　 李　 杰　 郝　 涛　 张延生　 房向阳　 樊海涛　 杨　 富　 郝宝龙　 王保卫　 冯卫丽

高　 瑛　 郝苗苗　 王　 晶　 杨焕丽　 郭彩霞　 郝智慧　 刘　 星　 郝智慧　 李　 鹏　 王　 霞

刘波浪　 樊宝娟　 刘　 锐　 高小军　 王　 乐

后学期初中全部剥离ꎬ 评出的三好学生有高一一班刘世延ꎬ 二班高鹏ꎬ 三班郭鹏程ꎬ 四班贺鹏

翔ꎬ 五班王虎ꎬ 六班冯鹏ꎬ 七班王宝利ꎬ 八班贺旭ꎬ 九班徐佳ꎬ 十班张乐ꎬ 十一班高海振ꎬ 十二班

高阳强ꎬ 十三班冯权ꎬ 十四班庞小龙ꎻ 高二一班刘涛ꎬ 二班白璐ꎬ 三班杨海江ꎬ 四班陈永胜ꎬ 五班

郭杰ꎬ 六班刘程ꎬ 七班霍鹏ꎬ 八班韩刚ꎬ 九班高鹏ꎬ 十班田蓉ꎬ 十一班高武ꎬ 十二班乔军慧ꎻ 高三

一班李延岗ꎬ 二班赵凯ꎬ 三班冯鑫ꎬ 四班李宝强ꎬ 五班任延斌ꎬ 六班贺立方ꎬ 七班赵宝华ꎬ 八班冯

海艳ꎬ 九班贺宝玉ꎬ 十班张佳ꎮ 优秀学生会干部王虎、 王宝利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高考ꎬ 曹娟以 １４９ 分获陕西省数学状元ꎬ 理科最高分袁永兴 ６５１ 分ꎮ 本科上线有:

杨文博　 刘建刚　 赵彩红　 刘　 瑜　 马　 渭　 刘　 娜　 王　 艳　 张小刚　 王慧艳　 赵　 娜

刘建成　 任臻臻　 张　 瑞　 袁延鑫　 冯晓丽　 马少晶　 白　 亭　 张　 琦　 董海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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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伟　 张海峰　 高海庆　 高智峰　 马　 茸　 马军旗　 齐卫卫　 刘　 娟　 张宝林　 杨　 浪

刘　 鑫　 张　 媛　 王振军　 景晓翠　 贺桃丽　 冯华丽　 马　 晶　 杨海婷　 惠　 波　 刘　 英

王　 娜　 吕　 瑾　 梁　 慧　 张荣荣　 高红军　 马春红　 李　 敏　 邓艳玲　 郭建美　 王　 鹏

张　 瑜　 任　 浩　 刘丽丽　 陈宝艳　 李　 磊　 刘晓毅　 李春荣　 邓　 琪　 高　 慧　 呼亚丽

高　 旭　 赵　 琼　 郝艳茹　 冯　 瑞　 杨　 瑜　 杜晓忠　 杨小宁　 贺　 东　 刘树刚　 杨　 慧

杨　 鹏　 吕治鹏　 张晓杰　 曹　 娟　 史文宏　 李行行　 张花荣　 冯　 倩　 刘保晔　 郭建荣

刘文娟　 马建刚　 冯　 倩　 杨　 娟　 刘艳哲　 郝雪琴　 刘　 琼　 潘　 琼　 张　 旭　 刘　 刚

贺小泉　 高　 宇　 武　 峰　 李建媛　 张　 峰　 高　 瑞　 李世龙　 马　 超　 马小安　 刘　 荣

刘瑞瑞　 郭小刚　 张　 焕　 张小涛　 王　 玉　 花　 铭　 王　 涛　 刘鹏程　 杨　 露　 白建岗

贺　 乐　 冯延军　 梁　 鹏　 高向强　 高娜娜　 高永平　 马丽娜　 马　 强　 张　 伟　 郝　 欣

杨　 龙　 刘世德　 任利鹏　 张　 静　 阎　 晶　 方小娜　 张夏璐　 王亮亮　 郝　 慧　 刘雪玲

马雪琴　 魏向鹏　 苗　 柯　 白　 娜　 郭丽华　 李　 伟　 马　 秀　 冯　 岗　 白延文　 高　 焕

张　 瑞　 白　 蕊　 李延岗　 刘　 欣　 吕　 亭　 李　 虎　 刘建平　 冯　 渊　 刘　 鹏　 杨焕丽

张晓玲　 贺　 畅　 白志成　 冯　 强　 李秋霞　 贺国学　 康　 娜　 曹　 欣　 张　 媛　 高文霞

李　 明　 张　 瑜　 高鹏飞　 杨延峰　 高延星　 高星星　 张晓琴　 高浪清　 郝延蓉　 冯文婷

高宝强　 刘焕琴　 刘　 彬　 张　 雄　 高东海　 刘　 慧　 申晓旭　 宋媛媛　 高　 荣　 董小帅

高　 彩　 彪海建　 贺彩芳　 赵　 凯　 冯改改　 高亚宁　 王建雄　 封小琴　 慕繁荣　 梁　 涛

杨程程　 王　 琴　 张延蓉　 冯延鹏　 白向荣　 郝　 双　 贺　 琴　 霍彩琴　 冯伯宁　 杨　 鹏

马江涛　 霍宝雄　 刘　 雄　 白　 云　 史荣荣　 王建兴　 冯建雄　 阎　 晶　 张　 宇　 李　 霞

杨　 华　 王　 慧　 李　 强　 花　 华　 冯慧兰　 刘海晶　 王燕萍　 高　 描　 吴　 娜　 杨　 魏

赵宝华　 杨　 雄　 白瑞华　 陈芸芳　 惠娅丽　 高文涛　 张富强　 高宁宁　 高飞燕　 刘娟娟

冯　 慧　 刘艳东　 呼海东　 苗　 芳　 袁小雄　 肖　 星　 冯　 雄　 王　 瑞　 高志雄　 马文娟

冯海燕　 石向荣　 张瑞芳　 甄娜娜　 郭雪刚　 王　 霞　 杨改芳　 刘春景　 赵　 欣　 王　 乐

李　 强　 张　 燕　 王军华　 冯　 乐　 杨　 鹏　 冯慧琴　 刘欢宁　 杨　 慧　 董宝峰　 任新峰

张　 浩　 马园艳　 刘庆庆　 任永斌　 耿　 勇　 李乐乐　 马娟娟　 鲁　 苗　 贺小泉　 郭　 昱

冯　 卉　 常风红　 刘　 哲　 高　 慧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学校授予 “十佳青年” 的有高一一班白婷ꎬ 七班杜军宏ꎻ 高二一班刘翔ꎬ 二班刘

世延ꎬ 十一班李伟ꎻ 十三班冯丽丽ꎻ 高三二班任翠ꎬ 四班王国伟ꎬ 六班杨卫成ꎬ 七班霍鹏ꎮ 白婷在

父母出走、 哥哥患重病、 ３ 个妹妹失学情况下ꎬ 仍以顽强的毅力靠自己打工、 捡破烂维持生活ꎬ 坚

持学习ꎬ 精神可嘉ꎬ 令人敬佩ꎮ 杜军宏、 刘翔、 冯丽丽拾金不昧ꎬ 把捡到的贵重钱物主动上缴学校

或交还失主ꎬ 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品质ꎬ 确是难能可贵的ꎮ “十大学习标兵” 有高一三班高文娟、 刘

荣ꎬ 四班王辉ꎬ 十班高莉ꎻ 高二一班任改萍ꎬ 二班李苗ꎬ 九班延岗ꎻ 高三一班田晓芳ꎬ 十二班呼海

东ꎬ 十四班郭一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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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６－１５　 ２００７ 年延川中学高考录取统计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董小帅 延安大学 马小安 西安石油大学 韩坤霖 西安体育学院

王　 华 延安大学 刘永乐 西安石油大学 冯玉婷 西安体育学院

白向荣 苏州大学 刘程鹏 西安石油大学 李长安 西安体育学院

高玉玉 新疆大学 王　 雄 西安财经学院 刘安东 西安体育学院

高刚刚 长安大学 王耀昇 西安财经学院 刘　 翔 西安体育学院

高保强 长安大学 王　 盼 西安财经学院 樊慧明 西安体育学院

杨宝剑 云南大学 邓　 惺 西安财经学院 王　 哲 西安体育学院

高候磊 长江大学 王　 焕 西安财经学院 张润润 西安体育学院

王　 霞 延安大学 郭一铁 湖南科技大学 刘　 林 西安体育学院

沙　 芳 延安大学 田　 远 宝鸡文理学院 刘亚琦 宝鸡文理学院

呼子越 延安大学 刘　 彬 陕西理工学院 冯　 娟 宝鸡文理学院

高延军 延安大学 吴文娟 西安工程大学 杨　 华 西安工程大学

庞　 英 延安大学 魏　 龙 西安文理学院 赵江燕 西安工程大学

赵小正 中北大学 杨唯奇 宝鸡文理学院 杨延江 咸阳师范学院

贺　 琴 延安大学 白　 浪 宝鸡文理学院 杨红艳 咸阳师范学院

袁建岗 延安大学 高飞燕 咸阳师范学院 刘焕军 渭南师范学院

贺国学 延安大学 高延存 咸阳师范学院 艾　 鼎 渭南师范学院

张永梅 延安大学 高飞翔 咸阳师范学院 王海浪 四川师范大学

张振楠 延安大学 呼海东 咸阳师范学院 刘　 鑫 陕西师范大学

郭丽华 延安大学 卢海霞 咸阳师范学院 高智慧 西安美术学院

杨　 鹏 延安大学 吴　 妮 咸阳师范学院 任寅莉 西安外国语大学

康　 婧 延安大学 马文娟 渭南师范学院 高　 婷 西安外国语大学

杨延刚 延安大学 任改民 渭南师范学院 刘　 乐 西安外国语大学

王　 浩 延安大学 白　 杨 渭南师范学院 贺　 震 内蒙古科技大学

康永玲 延安大学 高娜娜 渭南师范学院 刘三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高百峰 延安大学 郭英英 渭南师范学院 呼攀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王春峰 延安大学 刘小强 宁夏理工学院 王　 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贺彩芳 延安大学 刘雪玲 宁夏理工学院 呼娟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刘　 艳 延安大学 呼小慧 宁夏理工学院 张宝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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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宋媛媛 延安大学 刘永琴 宁夏理工学院 呼文丽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任翠翠 延安大学 张小刚 宁夏理工学院 王　 慧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杨霞霞 榆林学院 王　 娟 西安外事学院 高露露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曹江明 榆林学院 王　 静 西安外事学院 韩刚刚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李　 瑞 榆林学院 刘　 媛 西安外事学院 张　 峰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李　 伟 榆林学院 杨冬丽 西安外事学院 杨江江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刘　 洁 榆林学院 景军林 西安外事学院 李　 慧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白永昕 榆林学院 刘　 焕 西安外事学院 刘　 惠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高文艳 榆林学院 高文银 西安外事学院 李　 乐 西北大学软件学院

刘　 星 安康学院 王园园 西安外事学院 贺亮亮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白　 艳 安康学院 杨　 罡 西安外事学院 冯慧霞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赵宝华 商洛学院 刘　 玉 西安外事学院 张　 杰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杜星星 商洛学院 苗　 娜 西安外事学院 田小芳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贺北艳 商洛学院 庞　 帅 西安外事学院 卫　 炜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王　 玉 商洛学院 刘　 娅 西安外事学院 马登泰 新疆医科大学厚博学院

白晓晶 商洛学院 王　 飞 西安翻译学院 吴　 娜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杨　 勇 西京学院 董　 卉 西安翻译学院 刘　 庆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师　 炜 西京学院 王海艳 西安翻译学院 刘文忠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樊　 贝 西京学院 刘媛媛 西安翻译学院 徐建霞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樊巧芳 西京学院 樊宝宝 西安翻译学院 刘　 慧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李　 零 西北大学 张荣荣 西安翻译学院 张　 彦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辛阳楼 延安大学 杨　 琪 西安翻译学院 刘茂华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艳东 安康学院 吕巧芳 西安培华学院 石　 芳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干海强 商洛学院 甄涛涛 西安培华学院 刘宝宁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勤勤 西京学院 干海静 西安培华学院 刘　 瑛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马　 妍 西京学院 李晓霞 西安培华学院 都永梅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李　 琦 西京学院 郭雪岗 西安培华学院 张文杰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乔微微 安康学院 石　 磊 西安培华学院 刘晓河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侯美林 安康学院 樊　 星 西安培华学院 杨　 慧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史　 红 延安大学 强　 慧 西安培华学院 刘翠翠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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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杨焕焕 延安大学 刘　 星 西安培华学院 刘　 进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任小军 延安大学 白　 榕 西安欧亚学院 彪海建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方小娜 延安大学 白　 杰 西安欧亚学院 杨鹏程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呼强军 延安大学 赵永华 西安欧亚学院 候延龙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瑞银 榆林学院 刘　 翠 西安欧亚学院 刘晓庆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朱广瑞 榆林学院 冯小卉 西安欧亚学院 王娟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海龙 榆林学院 王　 瑛 西安文理学院 张永宁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张　 雄 泰山医学院 王　 琦 西安文理学院 刘　 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　 柳 内蒙古大学 沙　 慧 西安文理学院 王　 贞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鱼志强 井冈山学院 郝　 荣 陕西教育学院 冯　 霞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霍彩琴 东北农业大学 冯　 乐 西安科技大学 梁　 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改芳 陕西中医学院 刘　 鹏 陕西科技大学 钟　 莹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郝延蓉 陕西中医学院 沙艳红 陕西师范大学 刘慧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　 焕 陕西中医学院 刘艳华 陕西师范大学 张　 宁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浪清 中国药科大学 苏芳芳 陕西师范大学 南　 琼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　 乐 西安石油大学 白彩琴 渭南师范学院 冯　 洁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秋艳 大庆石油学院 白春林 渭南师范学院 郝婷婷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文娟 陕西科技大学 苏延乐 渭南师范学院 郝　 龙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星星 西安科技大学 曹　 杰 咸阳师范学院 高　 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海虹 中国矿业大学 贺利利 西安工程大学 杨　 玄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东海 中国矿业大学 芦海江 西安工程大学 惠艳峰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李雪梅 西安理工大学 乔军慧 陕西工运学院 李　 佳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刘艳玲 西安邮电学院 高　 浪 陕西工运学院 杨涛涛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刘　 烨 西安邮电学院 梁　 鹤 咸阳师范学院 黄鹏鹏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杨利鹏 西安邮电学院 张燕强 西安工程大学 宋　 佩 石家庄经济学院华信学院

慕繁荣 西安邮电学院 张晓涛 西安工程大学 惠园园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高　 荣 天津理工大学 马　 秀 西安工程大学 刘宏燕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贺　 琦 安徽理工大学 杨　 奇 西安体育学院 惠娅丽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张　 伟 河北工程大学 王　 鹏 大庆石油学院 王德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白　 荣 西安文理学院 景晶晶 渭南师范学院 阎婷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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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冯　 瑞 西安文理学院 刘斯玉 西北政法大学 乔向军 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马　 宇 西北政法大学 贺　 今 西安外事学院 常　 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辛永艳 西北政法大学 符建玲 西安外事学院 杨　 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刘　 瑜 西北政法大学 刘志强 西安外事学院 冯　 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刘海涛 西北政法大学 高丽娜 西安外事学院 马振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韩　 娟 西北政法大学 高超雄 西安外事学院 周　 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张智龙 西北政法大学 李　 娜 西安外事学院 呼彩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王建兴 西北政法大学 张晓玲 陕西中医学院 刘　 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杨改霞 西安科技大学 李　 霞 陕西中医学院 刘焕玲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马　 庆 西安科技大学 刘建琴 西安欧亚学院 冯　 强 哈尔滨商业大学德强商务学院

阎　 晶 西安科技大学 高　 璐 西安欧亚学院 杨维艳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阎　 静 西安科技大学 王文彦 西安欧亚学院 马　 宝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吕治学 西安科技大学 庞小霞 西安欧亚学院 张　 轶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刘新星 西安科技大学 郭　 平 陕西师范大学 王大庆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刘幸隆 西安工程大学 冯彦宏 西安体育学院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学校授予高一一班张瑶、 六班刘遥、 八班刘琳、 十四班王向军和高二二班

白婷、 三班任永军、 四班张健、 六班张荣、 八班杨乐、 十四班张东林 “十佳青年” 称号ꎬ 授予高三

理补一班焦永军ꎬ 高三二班李苗、 九班朱婷、 十班张春娟ꎬ 高二一班师润润、 二班郝亮、 十班杨

贝ꎬ 高一十二班高建雄、 十三班杨东东、 十四班马芳等 “十大学习标兵” 称号ꎮ

编号: ６－１６　 ２００８ 年延川中学高考录取统计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梁圆圆 安康学院 阎　 玉 西安财经学院 刘　 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冯海乐 安康学院 惠园园 西安财经学院 曹　 醒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乔　 蕾 安康学院 曹　 丽 西安财经学院 马　 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康鸿梦 安康学院 徐星星 西安翻译学院 郭　 鹏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刘焕玲 安康学院 李　 岚 西安翻译学院 李　 楠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惠二江 安康学院 郭　 颖 西安翻译学院 李　 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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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王宝明 安康学院 郭转琴 西安翻译学院 康小翠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贺　 闪 安康学院 李玉蓉 西安翻译学院 白永丽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柴琴琴 安康学院 任海哲 西安翻译学院 闫军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樊欢欢 安康学院 张　 媛 西安翻译学院 刘睿子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刘卫斌 安康学院 邓学学 西安翻译学院 冯　 鹤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孙　 莹 长安大学 李珍珍 西安翻译学院 杨　 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马　 瑞 九江学院 高翠峰 西安工程大学 白　 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　 琴 商洛学院 王　 飞 西安工程大学 董改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石转男 商洛学院 孙　 芳 西安工程大学 惠宝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　 喆 商洛学院 马　 莹 西安工程大学 高泉泉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　 雪 商洛学院 刘永涛 西安工程大学 张良艳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郝　 哲 商洛学院 曹　 锋 西安工程大学 刘　 佩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杨东峰 商洛学院 马海瑞 西安工程大学 刘　 亮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杨改娟 商洛学院 李　 洁 西安工程大学 贺改艳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惠晓霞 商洛学院 李宝元 西安工程大学 冯　 强 昆明医学院海源学院

高君鹏 商洛学院 李延花 西安工业大学 焦明敏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梁　 芳 商洛学院 董　 焕 西安工业大学 霍海涛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高云云 西北大学 张海军 西安工业大学 杨小强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马媛媛 西北大学 刘　 艳 西安科技大学 袁倩倩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齐清泉 西京学院 何　 静 西安科技大学 高　 霞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卫斌 西京学院 刘建伟 西安科技大学 梁彩霞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　 婕 西京学院 赵　 蓉 西安科技大学 郭小兰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东 西京学院 梁　 宇 西安科技大学 刘　 莉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蔡　 涛 西京学院 马　 苗 西安科技大学 王　 浩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郑罡罡 西京学院 贺　 焕 西安理工大学 张　 涛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　 雷 西京学院 高子奇 西安理工大学 刘　 博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冯杰杰 西京学院 刘小霞 西安美术学院 鲁　 奇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李　 琦 西京学院 常　 帅 西安欧亚学院 毛永星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张飞飞 西京学院 鲍　 蓉 西安欧亚学院 郝雪云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延　 刚 延安大学 刘盼盼 西安欧亚学院 梁文静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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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张春娟 延安大学 杨晓琴 西安培华学院 张虎梅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冯　 慧 延安大学 吕　 钰 西安培华学院 邓艳阳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冯　 燕 延安大学 郭芬芬 西安培华学院 师　 莹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霍小荣 延安大学 李彩霞 西安培华学院 王国伟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乔哲敏 延安大学 杨　 芳 西安培华学院 惠　 玉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卫卫 延安大学 贺巧丽 西安培华学院 刘媛媛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杜玲玲 延安大学 陈艳蓉 西安培华学院 张　 华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冯　 娟 延安大学 刘　 军 西安培华学院 刘宝燕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樊　 润 延安大学 陈永强 西安培华学院 康　 行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贺建全 延安大学 冯　 娜 西安培华学院 李丽萍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峰 延安大学 梁晓琴 西安培华学院 刘媛媛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永娜 延安大学 冯　 杰 西安培华学院 马　 婷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冯海霞 延安大学 王　 娟 西安培华学院 张　 佩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吕　 凤 延安大学 甄晶晶 西安培华学院 刘　 磊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庞宝宝 延安大学 李苗苗 西安石油大学 刘　 锋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李龙龙 延安大学 杨　 诚 西安石油大学 庞　 瑶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常　 江 延安大学 刘　 小 西安石油大学 杨江江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浩浩 延安大学 刘　 瑶 西安石油大学 高美静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王潇敏 延安大学 杨　 怡 西安石油大学 高　 博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马　 宝 延安大学 张　 鑫 西安石油大学 苗　 帅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黎明 延安大学 花明明 西安石油大学 李　 乐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刘旦旦 延安大学 樊　 萌 西安石油大学 袁文龙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王辽辽 延安大学 焦永军 西安石油大学 高瑞瑞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高鹏鹏 延安大学 马富军 西安石油大学 白　 璐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杨胜胜 延安大学 张　 蓉 西安石油大学 任飞霞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王　 涛 延安大学 郝苗苗 西安思源学院 杨　 蓉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赵园园 延安大学 冯　 珊 西安体育学院 杨延东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高海苗 延安大学 王国强 西安体育学院 折海强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杨　 菲 延安大学 王雄雄 西安体育学院 刘　 岗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梁　 峰 延安大学 刘世燕 西安体育学院 刘拴红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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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王马艳 延安大学 王　 迪 西安体育学院 高乐乐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郝宝印 延安大学 马　 璐 西安体育学院 刘　 英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高　 琦 榆林学院 兰江江 西安体育学院 申　 兵 西安铁路工程职工大学

刘乐宁 榆林学院 杨志强 西安体育学院 呼海燕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高立琪 榆林学院 杨　 江 西安体育学院 冯　 涛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许　 杰 榆林学院 张建峰 西安体育学院 高　 森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郭文江 榆林学院 杨　 慧 西安外事学院 王　 峰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刘美霞 榆林学院 刘琴琴 西安外事学院 高　 鹏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高翠翠 榆林学院 刘　 翠 西安外事学院 孔应迪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秋燕 榆林学院 张婷婷 西安外事学院 刘　 瑞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梁　 涛 榆林学院 王翠翠 西安外事学院 冯晓娟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　 旭 西安医学院 田改改 西安外事学院 乔　 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武霞 西安医学院 邓跳艳 西安外事学院 党雪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邓微笑 西安医学院 王　 娜 西安外事学院 杨文文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鲁　 朝 西安医学院 高　 娜 西安外事学院 袁　 鹏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星星 西安医学院 李小强 西安外事学院 冯　 琴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文艳 西安医学院 马炜阳 西安外事学院 刘伟伟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呼　 欢 西安医学院 刘　 婷 西安外事学院 王　 振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涛艳 西安医学院 曹　 凡 西安外事学院 曹晨群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贺　 明 西安医学院 任丽丽 西安外事学院 张　 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郭宝艳 西安医学院 刘苗苗 西安外事学院 高宝玲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辛阳楼 新乡医学院 刘子琪 西安外事学院 任　 帅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高升 浙江林学院 高　 瑜 西安外事学院 李　 峰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晓娟 宝鸡文理学院 贺　 珊 西安外事学院 贺　 杰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冯明明 宝鸡文理学院 呼文丽 西安文理学院 曹　 杰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　 乐 宝鸡文理学院 贺晓艳 西安文理学院 王　 帅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建军 宝鸡文理学院 李娜娜 西安文理学院 刘竹英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　 艳 宝鸡文理学院 张星星 西安文理学院 冯龙涛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郝育茜 海口经济学院 张　 倩 西安文理学院 董峰洁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张玮琦 吉林医药学院 刘　 翔 西安文理学院 刘亚茹 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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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刘永耀 山西农业大学 高畅婕 西安文理学院 师　 恒 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

李子瑜 山西师范大学 高　 涛 西安邮电学院 冯　 乐 华北煤炭医学院冀唐学院

刘玉霞 陕西教育学院 朱婷婷 西北政法大学 高　 鹏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荣 陕西教育学院 王　 瑛 西北政法大学 刘　 政 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张　 洁 陕西教育学院 康　 荣 咸阳师范学院 冯延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白　 婵 陕西教育学院 王　 焕 咸阳师范学院 何　 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张小娟 陕西教育学院 乔　 娟 咸阳师范学院 雷海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白　 帆 陕西教育学院 刘　 英 咸阳师范学院 孙　 兵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董美景 陕西教育学院 刘　 苗 咸阳师范学院 周文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张改改 陕西教育学院 郝艳艳 咸阳师范学院 马花花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王婷婷 陕西教育学院 高丽丽 咸阳师范学院 刘　 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王　 璐 陕西科技大学 赵甜甜 咸阳师范学院 张慧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李莹莹 陕西科技大学 刘希婷 咸阳师范学院 雷海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高　 婷 陕西理工学院 惠欢欢 咸阳师范学院 张　 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刘　 鹏 陕西理工学院 梁海琴 咸阳师范学院 李　 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任永峰 陕西理工学院 高秋芳 中国海洋大学 王明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王东东 陕西理工学院 王　 芳 中国矿业大学 郑春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高慧丽 陕西理工学院 贺延平 石家庄经济学院 张延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高致远 陕西理工学院 张　 璇 西安外国语大学 刘　 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彪晓婷 陕西理工学院 张剑锋 西安外国语大学 王　 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焦杭州 陕西理工学院 马明明 装甲兵工程学院 张陶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马　 莉 陕西师范大学 杨五泉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陈　 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代　 静 陕西中医学院 王园园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张欣悦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张延丽 陕西中医学院 杨慧杰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贺　 芳 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职工大学

王　 宇 渭南师范学院 王　 洋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张　 涛 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职工大学

李　 丽｀ 渭南师范学院 呼延涛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冯加琪 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职工大学

白　 荷 渭南师范学院 李磊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赵焕萍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宜苗苗 渭南师范学院 郭明明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冯巧玲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马　 茜 渭南师范学院 张海东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张亚亚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杨　 轩 渭南师范学院 刘　 睿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杨园园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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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宋　 佩 渭南师范学院 冯　 秀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段　 震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呼毛毛 渭南师范学院 郝英英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郝慧奇 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德应用技术学院

刘彩霞 西安财经学院 　 —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学校授予高一一班高翻翻、 十四班张海瑞ꎬ 高二一班高建雄、 八班贺世飞、

十一班师少伟、 十二班刘姮ꎬ 高三一班邓宝强、 五班李江涛和十班杨贝、 郝成等 “十佳青年” 称

号ꎻ 授予高三十六班郝旋、 贺闪和十五班刘小慧、 封垚ꎬ 高二一班邓永胜、 二班杨博、 十班杨乐

乐ꎬ 高一四班马海岗和三班梁刚刚、 高雪婷为 “十大学习标兵” 称号ꎮ

编号: ６－１７　 ２００９ 年延川中学高考录取统计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张小静 长安大学 张　 攀 西安思源学院 何　 玲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马旦旦 延安大学 贺文星 西安外事学院 王宝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梁新乐 延安大学 杨晓愉 西安财经学院 高苗苗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贺延平 中南大学 潘　 婷 西安外事学院 冯　 英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建忠 延安大学 贺　 朵 西安外事学院 刘　 伟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蔡波波 湘潭大学 高文强 西安体育学院 刘延畅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刘锐敏 安康学院 张丽娜 西安欧亚学院 杨艳芳 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

王星星 榆林学院 白　 雪 西安欧亚学院 白卫勤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杨　 婷 延安大学 樊建元 咸阳师范学院 贺海洋 新疆医科大学厚博学院

冯　 雪 榆林学院 杨　 敏 西安培华学院 杜　 琦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杨婷婷 延安大学 刘忠忠 西安欧亚学院 高　 莉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白健康 延安大学 杨飞飞 西安文理学院 吴云龙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呼　 婷 西京学院 陈丽丽 西安翻译学院 乔　 甜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前辉 榆林学院 马　 芳 西安培华学院 郝改改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师润润 中南大学 高　 菲 西安培华学院 孔小军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艳芳 西京学院 拓苗慧 西安外事学院 年　 卫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　 斌 安康学院 杨蓉蓉 西安培华学院 高　 祺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高强强 西京学院 呼婷婷 西北政法大学 张　 惺 河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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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曹永昌 西京学院 杨二毛 西安欧亚学院 王巧艳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王　 璐 西京学院 张　 婷 西安培华学院 白　 琦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袁秀芳 榆林学院 郝成成 西安培华学院 赵建峰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张美艳 西京学院 杨　 菲 西安培华学院 张宝军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李莹莹 西京学院 冯秀秀 西安外事学院 杨　 科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张　 艳 西京学院 任永辉 西安欧亚学院 刘琼琼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肖旭东 延安大学 高小琴 西安欧亚学院 王宾权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杨　 荣 延安大学 张　 祥 陕西科技大学 党莉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　 峰 延安大学 师艳丽 咸阳师范学院 高英英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峰峰 西京学院 冯荣荣 河南师范大学 刘延岗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毛永良 西京学院 郝翠玺 西安美术学院 高丹丹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赵帅帅 榆林学院 刘瑜瑜 渭南师范学院 张彩霞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贺蓉英 榆林学院 惠　 娜 西安培华学院 杨晖婷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刘峰峰 西京学院 贺调调 西安欧亚学院 慕鑫鑫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白　 宇 商洛学院 辛文艳 西安工程大学 马小雷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王　 斌 榆林学院 呼　 瑶 西安思源学院 高　 鹏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杨　 琦 榆林学院 张　 盼 西安思源学院 高浪顺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张延林 西京学院 甄　 妮 西安欧亚学院 张　 秀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马永永 延安大学 张玉玉 西安培华学院 刘　 杰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范　 霄 榆林学院 宋　 宇 西安欧亚学院 高亭亭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　 猛 西京学院 白　 艳 西安外事学院 惠翔翔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贺晓利 西京学院 杨文杰 西安欧亚学院 刘霞霞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樊丽华 西京学院 贺　 蓉 西安欧亚学院 赵红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呼蓉蓉 榆林学院 李改艳 西安欧亚学院 刘艳芳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马贝贝 安康学院 曹　 婧 西安培华学院 干晓明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　 荣 延安大学 杨栋森 西安邮电学院 樊晓艾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张　 莉 西京学院 温　 彦 渭南师范学院 李　 乐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张雪军 西京学院 薛海慧 西安美术学院 白苗苗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改旋 巢湖学院 高　 宇 西安美术学院 张旭旭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郭　 磊 商洛学院 刘小慧 西安石油大学 张新翌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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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张胜芳 延安大学 梁　 杰 西安财经学院 吕晓涛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贺　 琪 延安大学 董惠云 西安翻译学院 杨乔东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惠莹雪 商洛学院 宋文秀 西安培华学院 刘文宁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张　 锐 延安大学 杨小强 西安培华学院 马丽琴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冯光婷 延安大学 刘媛媛 西安外事学院 彪　 荣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陈永强 安康学院 冯　 丽 宝鸡文理学院 魏　 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封　 垚 安康学院 陈　 佩 西安培华学院 胡利利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李玉蓉 延安大学 贺玉玉 西安财经学院 霍延华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曹　 伟 榆林学院 惠　 姣 西安思源学院 杨　 勇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邓　 瑜 西京学院 鲍　 婷 西安培华学院 高美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　 菲 榆林学院 王星星 西安培华学院 曹伯岗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贺　 琦 延安大学 刘　 荣 西安培华学院 杨　 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　 森 榆林学院 冯将来 西安培华学院 樊彩琴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赵翠翠 延安大学 雷洁琼 西安思源学院 呼盼盼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郝　 旋 长安大学 曹蕾蕾 西安美术学院 冯龙龙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李学博 延安大学 刘　 文 西安培华学院 李　 磊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程晓强 西京学院 马映辉 西安工程大学 马浩淋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郭纯杰 安康学院 贺　 闪 西安石油大学 安　 帅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张文元 榆林学院 李莹莹 渭南师范学院 李阳阳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郝国平 安康学院 李　 芳 西安石油大学 郝　 慧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郭英英 延安大学 宜贝贝 西安文理学院 袁倩倩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马　 强 榆林学院 柴琴琴 西安科技大学 韩　 焕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董　 秀 延安大学 孙　 帅 西安科技大学 刘莉莉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李　 飞 延安大学 冯　 晶 西安理工大学 张　 锋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庞娜娜 商洛学院 高培植 西安工业大学 郭　 鹏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高　 杰 商洛学院 刘丁源 西安石油大学 呼延涛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　 壮 安康学院 刘　 康 陕西科技大学 王丹丹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冯　 琪 西京学院 邓文辉 渭南师范学院 张　 飞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李　 陶 商洛学院 卢荣景 西安科技大学 刘　 婷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亚栋 延安大学 王　 瑜 西安科技大学 杨　 轩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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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焦艳阳 西京学院 王誉霖 西安石油大学 冯慧强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王辉辉 西安医学院 王英英 西安外事学院 刘　 浩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高文艳 西安医学院 杨　 蓓 西安财经学院 刘永岗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爱情 西安医学院 聂雪伟 西安外事学院 刘文涛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惠调调 西安医学院 高　 旭 西安思源学院 刘　 慧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　 芳 西安医学院 惠　 鹏 西安石油大学 马娱娱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惠园园 黑龙江大学 贺　 瑶 西安文理学院 田军艳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郝彩霞 首都医科大学 贺娜娜 西安理工大学 杨永州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郝婷婷 吉林医药学院 张　 蓉 宝鸡文理学院 聂润莲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董彦雷 陕西理工学院 王宝剑 西安科技大学 李春卫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　 英 陕西科技大学 刘宝明 西安翻译学院 赵　 华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　 钊 西安外事学院 杨海瑞 西安翻译学院 曹文莉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杨文忠 西安理工大学 刘磊琴 西安欧亚学院 刘浪浪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冯嘉佳 西安文理学院 樊延东 西安翻译学院 乔治国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高文娟 陕西师范大学 孙文静 西安财经学院 李　 强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郝荣荣 西安工程大学 高　 榕 西安培华学院 惠星星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兴峰 西安欧亚学院 王征东 海南师范大学 高乐乐 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刘　 维 华东交通大学 刘琴琴 咸阳师范学院 孙　 倩 华北煤炭医学院冀唐学院

王保军 西安外事学院 高　 学 西安工程大学 韩　 荣 辽宁中医药大学杏林学院

冯卫雄 西安石油大学 贺　 荣 渭南师范学院 花有明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高亚南 西安培华学院 杨　 博 西安文理学院 田雅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呼建慧 西安工业大学 杨　 江 西安体育学院 张　 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呼兵兵 渭南师范学院 李　 江 西安体育学院 曹　 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张建忠 渭南师范学院 师　 涛 西安体育学院 邓宝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冯国智 西安石油大学 杨　 贝 西安外国语大学 刘星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郝　 乐 西安工业大学 马文艳 西安外国语大学 冯文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白小娟 西安文理学院 杨　 焕 西安外国语大学 贺帅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郝　 亮 西安文理学院 任　 瑞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　 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李东明 陕西理工学院 孙俊祥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杨　 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田　 磊 西安工业大学 李秀艳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 王小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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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张　 琦 北京体育大学 郝开迪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海波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王秋燕 宁夏理工学院 贺慧慧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霞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李建强 西安培华学院 都丽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　 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杜　 毅 西安体育学院 师　 宁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　 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康高峰 西安体育学院 甄焕焕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佩佩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张　 露 西安体育学院 杨朝霞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霍瑞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张竹娥 西安外事学院 冯丽鹏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冯明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王雪娥 西安外事学院 高　 娟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高　 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刘柏燕 西安欧亚学院 李　 倩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佩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冯星星 西安科技大学 冯延忠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王　 贝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马永丽 西安外事学院 贺乐乐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杨　 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冯　 莉 西安外事学院 马瑞瑞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邓桦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杨　 班 西安体育学院 惠　 慧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　 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张明茁 西安体育学院 白龙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小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杨　 转 西安体育学院 白　 媛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李　 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高　 进 西安体育学院 贺改丽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延庆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高　 秀 西安外事学院 刘　 旦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杨　 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杨　 丽 西安思源学院 冯永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郝芸芸 沈阳医学院何氏视觉科学学院

葛雯霞 西安外事学院 刘　 瑶 青海大学昆仑学院 冯　 琴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张永宁 西安思源学院 杨乐乐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石　 权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刘建东 西安体育学院 郭　 倩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赵贝贝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高　 奇 北京科技大学 马艳娜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樊文伟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史乐乐 西安培华学院 董　 溪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贺　 强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张苗苗 西安外事学院 杨　 萌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王　 婷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北方科技学院

贺钰莹 西安欧亚学院 杨　 瑜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李　 鹏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王宝霞 中央财经大学 高丽敏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李艳华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高小龙 西安培华学院 张　 瑜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惠凤娇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贺怀京 渭南师范学院 贺焕乐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高天红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王　 颖 西安文理学院 惠红梅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张志宏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冯向阳 西安培华学院 刘　 焕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白建伟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党洋洋 西安培华学院 董龙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郭鹏程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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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学年度三好学生有: 高一一班王宇飞ꎬ 二班梁俊琴ꎬ 三班李爱霞、 梁刚刚ꎬ 四班张

静ꎻ 高二一班邓永胜ꎬ 二班杨博ꎬ 九班高学、 李永耿ꎬ 十班高莹ꎻ 高三一班呼建慧ꎬ 二班冯国智ꎬ

四班冯星星ꎬ 九班马贝贝ꎬ 十班杨贝ꎮ 省级三好学生黄银莹ꎮ ２０１０ 年高考全县最高分延川中学有理

工类郝柏函 ６８８ 分ꎬ 艺术类杜丽娜 ４９７ 分ꎬ 体育类高帅帅 ４３４ 分ꎮ

编号: ６－１８　 ２０１０ 年延川中学高考本科录取一览表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高建雄 榆林学院 曹娜娜 西安文理学院 李建平 西安科技大学

封娜娜 延安大学 刘建辉 西安翻译学院 贺瑛瑛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贺新民 西安医学院 王巧艳 西安外事学院 李亚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　 兴 陕西中医学院 刘　 涛 陕西理工学院 邓永胜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邓　 轩 榆林学院 康　 芳 西安思源学院 焦军阳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白艳玲 延安大学 冯江涛 西安培华学院 强莆景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　 浩 榆林学院 梁雪艳 咸阳师范学院 杨　 振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郝　 园 榆林学院 白　 慧 西安外事学院 刘海鹏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高　 祺 榆林学院 贺新龙 咸阳师范学院 高云霞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马小雷 榆林学院 杨彩婷 西安外事学院 孙俊祥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杨　 雪 西京学院 高贝贝 西安外事学院 甄珍懿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高　 娟 西京学院 高秀秀 咸阳师范学院 高　 学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惠　 慧 西京学院 刘小艺 西安外事学院 李永耿 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雪玲 江西蓝天学院 杨学学 西安体育学院 任延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冯　 佩 西安培华学院 韩文治 西安体育学院 高浪顺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梁　 浩 西安理工大学 贺建华 咸阳师范学院 阎建宁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年　 卫 宝鸡文理学院 冯文秀 西安培华学院 党莉莉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高亚南 中国农业大学 蔡姣姣 西安外事学院 程　 浪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贺强强 河北理工大学 申晓艳 宁夏理工学院 杨　 博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吴云龙 河北经贸大学 张星星 西安外事学院 杨丹丹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樊彩琴 宝鸡文理学院 陈曦杋 西安外事学院 刘　 倩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杨江利 西安工业大学 刘涛涛 西安翻译学院 郭建辉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王娉婷 西安文理学院 阎东东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马小龙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冯　 乐 西安科技大学 马　 星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永春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赵　 婷 西安工业大学 曹鹏鹏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郝海峰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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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冯小河 陕西理工学院 雒荣荣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冯东浪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白　 垚 咸阳师范学院 惠芳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马娜娜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袁磊磊 渭南师范学院 杨　 科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师甜利 西安科技商贸职业学院

郝向云 西安思源学院 王小前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李向向 陕西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宜晓芳 西安思源学院 张　 宁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王　 东 河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曹　 婷 西安培华学院 贺跳丽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张亚亚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郝倩倩 陕西教育学院 杨江涛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高延庆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冯荣荣 陕西科技大学 李翠霞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　 瑞 西安科技商贸职业学院

杨东东 宝鸡文理学院 李　 蓉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董菲菲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秦　 岭 西安欧亚学院 邓　 健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郭秀英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顺华能源学院

李前前 西安培华学院 景帅帅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高飞越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杨雄杰 西安欧亚学院 白四四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马　 瑛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郭　 璐 西安培华学院 马　 芳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杨亚莉 西北大学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浪 西京学院 辛　 峰 西安工程大学 冯　 雄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庞艳林 商洛学院 封晓娟 西安培华学院 高丹丹 西安科技商贸职业学院

高　 绒 西京学院 高欢欢 西安外事学院 刘秀秀 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

赵　 力 西京学院 李　 琦 西安培华学院 康旭旭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　 蕾 西京学院 王　 旭 西安培华学院 刘　 巍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郝苗苗 商洛学院 马鹏翔 西安培华学院 马卫军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高海豆 西京学院 霍丽丽 西安培华学院 杨旦旦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杨科科 重庆大学 白　 莹 西安培华学院 张延琴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秦　 妍 清华大学 刘小强 咸阳师范学院 呼翠翠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张新宜 榆林学院 任瑜瑜 西安外事学院 张　 瑜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惠改红 榆林学院 李亚辉 西安欧亚学院 呼凯亮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王向军 榆林学院 张　 花 西安思源学院 刘　 芳 西安科技商贸职业学院

郝慧慧 榆林学院 刘丁丁 西安培华学院 刘娅莉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　 萍 西京学院 樊　 艳 西安培华学院 白　 浩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　 姗 延安大学 贺　 玉 西安培华学院 范　 利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莹莹 厦门大学 张小艳 西安欧亚学院 杨　 杰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史延东 西京学院 冯　 玉 西安欧亚学院 徐婷婷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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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杨　 芳 延安大学 杨翔燕 西安思源学院 张雪瑞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林芳 榆林学院 张东琴 西安外事学院 冯　 友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雷筱贞 湘南学院 葛帅帅 陕西中医学院 曹　 杰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梁　 杰 长安大学 袁翠翠 西安外事学院 师　 星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刘永芳 延安大学 冯国权 西安外事学院 白改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李　 璐 商洛学院 赵海玲 西安外事学院 甄　 婵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建忠 榆林学院 师少伟 咸阳师范学院 刘　 扬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　 媛 延安大学 刘　 瑞 西安外事学院 杨蓉蓉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苗　 娇 延安大学 郭　 翠 西安欧亚学院 高媛媛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马　 荣 西京学院 郝正正 西安外事学院 乔向艳 陕西服装艺术职业学院

贺　 蓉 西京学院 杨　 唤 西安培华学院 王小强 陕西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阎　 甜 西京学院 冯志新 西安欧亚学院 贺娟娟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郝　 婷 榆林学院 张延新 西安培华学院 白延伟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乔磊平 西京学院 贺向舂 西安外事学院 李河河 陕西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杨　 哲 西安外事学院 李　 园 西安欧亚学院 翟彦丽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杨新明 陕西理工学院 刘　 婷 西安外国语大学 白荣荣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米　 雪 西安外事学院 刘秀秀 西安外国语大学 强玉玉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曹　 雨 西安培华学院 杜丽娜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朱　 凯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封　 旭 西安体育学院 贺　 帅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甄玉玉 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

冯　 岗 西安外事学院 文　 星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惠　 娜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樊莹莹 西安培华学院 郝改改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张　 瑜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庞志富 咸阳师范学院 李延芳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薛　 洁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孙　 倩 咸阳师范学院 冯秀艳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陈虎虎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袁　 珊 西安欧亚学院 李星佩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浩浩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王　 淇 西安培华学院 高　 艺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白艳华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冯　 刚 西安翻译学院 惠柏玲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贺　 琦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万义 西安外事学院 马晶晶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高晓娜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封宝宝 西安外事学院 杨建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秀秀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　 娜 渭南师范学院 马　 翠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延凯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王小慧 陕西教育学院 杨　 甜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茹霞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２２３



第六章　 学　 生 　


续表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干北娟 西安外事学院 张宝权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李　 娜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聂雪丽 咸阳师范学院 乔　 旭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张　 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白海涛 北京化工大学 甄乾文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赵　 亚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　 婷 西安培华学院 郭若瑜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李　 斌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杨婷婷 西安外事学院 任建新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李宝琴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白宝丽 西安外事学院 李　 旦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李巧婷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徐郝丽 西安外事学院 史海莉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刘　 璐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延军 陕西教育学院 樊　 祥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焦苗苗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杨　 蓓 西安思源学院 李世芳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王斌莹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霍宝瑜 西安体育学院 杨建岗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高圣贤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马　 琪 西安欧亚学院 刘　 瑜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高剑红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张苗苗 西安欧亚学院 王　 琦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张　 瑶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郝琦琦 西安思源学院 郝欢晶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吕秀芳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杨改改 西安培华学院 冯　 婷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马　 慧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袁　 翠 西安外事学院 张　 娜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梁　 倩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张　 杰 渭南师范学院 拓　 越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杨改改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海艳 陕西教育学院 庞刘芳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李江江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刘文利 陕西科技大学 贺永琴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刘延琴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娇娇 陕西科技大学 王　 苗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孙悦萍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梁延芳 西北政法大学 刘丹丹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刘苗苗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　 鑫 咸阳师范学院 师玛丽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李马亮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李永忠 咸阳师范学院 郭帅帅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呼华华 陕西服装艺术职业学院

呼建雄 西安翻译学院 申　 飞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张逍洒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刘佳丽 西安工程大学 霍　 琪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符　 宏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高　 娜 西北政法大学 董　 江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贺　 星 西安东方亚太职业技术学院

李　 琦 咸阳师范学院 王　 喜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高　 侃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　 娅 西安培华学院 董苗飞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薛　 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梁　 茜 西安培华学院 魏焕焕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贺延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贺　 敏 西安思源学院 白秀秀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秀峰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　 潭 西安培华学院 冯巧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党亚文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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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磊磊 西安外事学院 鲁秀秀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　 静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彩玲 西安培华学院 孙美娟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辛婷婷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慧 宁夏理工学院 冯金钵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杨　 芳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　 欢 西安培华学院 王　 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郝翠琴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娇娇 西安思源学院 景　 瑜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范亚利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　 鹏 西安欧亚学院 杨玉玉 西安三资职业学院 杨振振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星 西安培华学院 高文倩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白永琴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焦　 转 西安翻译学院 杨　 琦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高玲玲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刘　 瑞 西安外事学院 高春霞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刘蓉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梁福智 宝鸡文理学院 贺　 贝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甄　 倩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刘　 健 陕西理工学院 郭　 迎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李　 博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白　 珊 西安文理学院 刘　 丽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杜焕焕 西安东方亚太职业技术学院

高改芳 陕西中医学院 张如霞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刘　 田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贺有慧 陕西中医学院 李　 幸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李　 月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贺焕林 宝鸡文理学院 梁　 娜 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 杨亚莉 西北大学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柴飞飞 陕西中医学院 王宝琴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凤萍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高艳琴 西安文理学院 王彦花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冯光玉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雷　 星 西安翻译学院 高　 洁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贺娟娟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田　 源 西安外事学院 —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编号: ６－１９　 ２０１０ 年延川中学高考提前录取本科一览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业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　 业

王　 琦 西京学院 美术类 ｜ 装潢艺术设计 王慧琴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法律文秘

杨鹏鹏 榆林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庞　 华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财务管理

李　 蓉 西安医学院 中药学 刘杰杰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高　 莉 西安培华学院 物流管理 杨　 江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工商管理

杨　 蓓 西安外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贺　 恒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会计学

高帅帅 陕西理工学院 市场营销 乔丽焕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会计学

王　 欣 西安培华学院 对外汉语 霍　 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汉语言文学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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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业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　 业

杨　 珮 西安翻译学院 国际金融 杨　 琎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刘　 媛 西安欧亚学院 美术类 ｜ 动漫设计与制作 田蓉丽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采矿工程

杨茜茜 西安欧亚学院 物流管理 杨　 惠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园林

郝雄虎 西安欧亚学院 物流管理 冯　 帆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郭卓月 西安外事学院 旅游管理 张　 璐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闫　 超 西安培华学院 汉语言文学 刘　 芳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郝海潮 西安工业大学 网络工程 张晓蓉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贺永杰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授予高一十三班马一梅、 十四班张文ꎬ 高二二班刘成、 六班冯小倩、 十一班高巧

巧、 十四班郝超ꎬ 高三一班冯海明、 二班李杰、 九班都悖悖、 十班贺壮为 “十佳青年”ꎻ 高一一班

马亚丽、 刘王慧和四班刘建峰ꎬ 高二八班高盾盾和十四班杨博、 刘浩ꎬ 高三二班李园、 十班黄银

莹、 十五班刘洋、 十六班刘硕为 “十大学习标兵”ꎮ

２０１１ 年高考全县最高分延川中学有艺术类王风月 ５１６ 分ꎬ 体育类刘阳 ４０７ 分ꎮ

编号: ６－２０　 ２０１１ 年延川中学高考本科录取一览表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史　 嵘 湘潭大学 康玉芳 陕西科技大学 王富强 陕西科技大学

刘爱爱 宁夏大学 贺世彪 西安科技大学 张阳阳 陕西科技大学

刘　 硕 西安理工大学 王　 鹏 陕西科技大学 高江江 西安外国语大学

白江江 西安理工大学 张延瑞 华中农业大学 马海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王　 蓓 西安科技大学 白　 勰 陕西科技大学 贺　 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惠盼盼 陕西科技大学 王　 乐 陕西科技大学 马　 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　 强 商洛学院 刘　 丹 西安医学院 王风月 西安石油大学

张　 静 延安大学 任鹏鹏 西安石油大学 程晶晶 陕西理工学院

马　 杰 商洛学院 高艳卉 西安财经学院 刘　 玉 咸阳师范学院

拓雪艳 延安大学 呼文战 西安石油大学 高　 荣 宝鸡文理学院

贺新龙 延安大学 贺云 西安石油大学 刘保利 陕西理工学院

冯东浪 延安大学 蔡建波 长沙理工大学 刘　 博 西安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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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惠亚茹 延安大学 刘遥 西安石油大学 刘艳琴 渭南师范学院

康蓉蓉 延安大学 白江江 西安科技大学 任亚飞 咸阳师范学院

冯秀芳 延安大学 郝海波 南昌航空大学 高　 飞 陕西理工学院

冯晓荣 晋中学院 黄银莹 西安财经学院 甄换换 咸阳师范学院

高忠忠 商洛学院 贺杰杰 西安石油大学 郭晓云 陕西理工学院

韩耀辉 鲁东大学 高雪婷 西安科技大学 郭　 强 陕西中医学院

刘　 浩 商洛学院 王杰 西安石油大学 王瑞瑞 咸阳师范学院

白峰峰 榆林学院 姜云云 西安财经学院 刘　 彦 陕西中医学院

杨艳芳 安康学院 刘晓霞 西安科技大学 董海岗 西安文理学院

杨海川 榆林学院 刘　 琨 西安科技大学 王　 卓 西安文理学院

薛长飞 榆林学院 杨　 芳 西安财经学院 李　 晶 陕西中医学院

李　 倩 榆林学院 杨惠芳 河北北方学院 冯　 秀 宝鸡文理学院

张　 磊 商洛学院 刘彩芳 西安石油大学 刘东胜 咸阳师范学院

高　 星 榆林学院 杨　 博 西安科技大学 贺帅帅 咸阳师范学院

白婵月 榆林学院 刘泽群 西安科技大学 冯罗娜 宝鸡文理学院

袁莹莹 北华大学 刘浩扬 西安财经学院 梁刚刚 宝鸡文理学院

杨婷婷 安康学院 马成成 南京工程学院 刘斌斌 宝鸡文理学院

刘　 洋 安康学院 杨　 辉 西北政法大学 杜丹丹 宝鸡文理学院

冯秀艳 安康学院 李亚奇 西安工业大学 赵　 博 西安培华学院

王　 云 安康学院 刘　 杰 西安工业大学 庞　 娜 咸阳师范学院

姬永飞 榆林学院 王　 盼 陕西理工学院 袁云飞 咸阳师范学院

冯治辉 安康学院 刘智振 湖南科技大学 郭楠楠 咸阳师范学院

乔杰杰 榆林学院 李亚军 西安邮电学院 康　 熙 白城师范学院

张惠芳 商洛学院 刘灵迪 西安工程大学 高　 翠 渭南师范学院

张　 学 商洛学院 邓国栋 西安财经学院 梁向祥 渭南师范学院

刘星华 安康学院 杨亚雯 西安工程大学 张花林 陕西理工学院

张小东 商洛学院 李　 军 西安工程大学 冯　 钰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苗金茂 安康学院 — — — —

李　 乐 西京学院 刘艳花 西安培华学院 雷小云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梁　 杰 西京学院 樊巧娜 西安欧亚学院 韩　 冰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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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康丽霞 西京学院 董甜甜 西安欧亚学院 杨娜娜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邓卫军 西京学院 杨焕娜 西安欧亚学院 刘　 帅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和杞 西京学院 白胜胜 西安培华学院 杨海蓉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同　 瑶 西京学院 曹宝珍 西安欧亚学院 郭飞元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心凤 西京学院 高翻翻 西安欧亚学院 杨鹏鹏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王　 芳 西京学院 冯光玉 西安培华学院 张　 英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曹秀秀 西京学院 霍新红 西安培华学院 贺文俊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张玉芹 西京学院 王雪雪 西安培华学院 霍丽丽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田小银 西京学院 贺庆庆 西安外事学院 张小琴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刘小汐 西京学院 甄　 慧 西安外事学院 樊春燕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曹雨玮 西京学院 冯　 媛 西安外事学院 刘苗苗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杨　 甜 西京学院 杨雪艳 西安培华学院 封苗苗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程　 胜 西京学院 慕秀秀 西安外事学院 杨　 旭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高鹏飞 西京学院 郝　 甜 西安外事学院 刘　 焕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林峰 西京学院 高　 雪 西安培华学院 刘莹莹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马　 婷 西京学院 杨玉荣 西安外事学院 贺　 贵 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贺文刚 西京学院 张　 帅 西安欧亚学院 乔晓静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石雷雷 西京学院 刘秀秀 西安外事学院 杨善善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刘　 凯 西京学院 李　 磊 西安欧亚学院 陈娥娥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温　 雪 西京学院 王焕如 西安外事学院 高彩萍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邓武刚 西京学院 刘玲玲 西安外事学院 惠　 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　 芳 西京学院 李柏兰 西安外事学院 王茜茜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樊　 贝 西京学院 杨延峰 西安欧亚学院 张　 宁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贾亦真 西京学院 高小宝 西安思源学院 呼晓旭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姚　 博 西京学院 刘学博 西安欧亚学院 张春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贝贝 西京学院 李　 月 西安外事学院 曹圆圆 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张燕子 西京学院 杨呼刚 江西蓝天学院 朱　 媛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刘　 胜 西京学院 杨　 蓉 西安外事学院 王成艳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王　 伟 西京学院 杨海波 西安外事学院 董巧巧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李　 杰 西京学院 贺　 强 西安欧亚学院 高海成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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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马婷婷 西安外事学院 王永攀 西安翻译学院 赵江亚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王华华 西安翻译学院 黄海涛 西安欧亚学院 杨玉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　 馨 西安外事学院 刘　 乐 西安欧亚学院 李花荣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和和 西安培华学院 吕　 艳 西安欧亚学院 刘　 龙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任　 浪 西安翻译学院 李　 帅 西安外事学院 郝燕丽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杨　 学 西安培华学院 张鑫鑫 西安思源学院 贺园园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　 琼 西安外事学院 呼浩浩 西安思源学院 路　 田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王　 乐 西安外事学院 雷刘慧 西安欧亚学院 赵　 姣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白翻艳 西安培华学院 郝海波 辽宁何氏医学院 阎贝玲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段晓雪 西安翻译学院 郝学学 辽宁何氏医学院 刘　 咪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　 芳 西安欧亚学院 任前前 宁波大红鹰学院 吕　 朋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惠荣荣 西安外事学院 张　 鲁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苗翠翠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张　 瑜 西安外事学院 冯　 兴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呼　 荣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呼文龙 西安欧亚学院 张换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庞巧苗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王转转 西安培华学院 白贝贝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郝雷雷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白　 耀 西安外事学院 白永霞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郝　 鑫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梁　 琼 西安培华学院 郝乐韵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董新垚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冯　 荣 西安培华学院 杨　 娟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高阿娜 新疆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韩　 翠 西安外事学院 王　 琼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王皓楠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　 杰 西安培华学院 杨　 祈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陈小东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赵芳芳 西安培华学院 任建新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马晓娟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都悖悖 西安培华学院 殷　 娜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任甜甜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　 旦 西安培华学院 樊秋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高　 荣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　 浩 西安欧亚学院 高文才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吕治宏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冯宝花 西安培华学院 高　 浩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文斌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佳佳 西安培华学院 呼佩佩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苗　 佩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呼浩文 西安外事学院 白晓博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乐乐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誉蓉 西安外事学院 王　 磊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聂东艳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杜　 娟 西安培华学院 梁　 帅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　 慧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惠阿荣 西安培华学院 白雪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保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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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杨　 婷 西安翻译学院 高　 改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雒毛毛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梁雪利 西安外事学院 曹茸茸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冯翠翠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　 祺 西安翻译学院 任柏彦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　 婷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吕亚橙 西安培华学院 任姣姣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梁　 旭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存丽 西安培华学院 杨　 靖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冯　 琦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梁　 娜 西安培华学院 沙琴琴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育恒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学学 西安欧亚学院 刘秀秀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韩　 英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杜　 翠 西安外事学院 王　 佩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朱　 楠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冯　 湃 西安外事学院 杜　 芸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　 奇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李晓宁 江西蓝天学院 刘　 欣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赵　 婷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郭焕英 西安欧亚学院 李　 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　 鑫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曹鹏飞 西安欧亚学院 刘鹏飞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　 虎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　 琦 西安外事学院 樊雪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樊延飞 石家庄经济学院华信学院

樊世丽 西安外事学院 刘晓琴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段雯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殷美丽 西安外事学院 张海霞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　 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张　 芳 西安外事学院 杨　 琦 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 梁俊琴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赵婷婷 西安思源学院 郭小榛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邓卫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呼苗苗 西安培华学院 张　 杰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冯　 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郝穆翾 西安外事学院 阎　 娟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张姣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冯　 江 西安外事学院 甄乾文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王玉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袁　 园 西安外事学院 潘秀琴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杨江江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张哲哲 西安外事学院 杨　 琪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杨　 静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高文霞 西安外事学院 高莹莹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董海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白盼盼 西安外事学院 高　 霞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郭　 倩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支亚玲 西安外事学院 高　 强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郭福茹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刘娅娅 西安思源学院 惠杨萌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惠雨欣 广西中医学院赛恩斯新医药学院

刘贝娟 西安外事学院 刘　 旭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曹新雨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樊贝贝 西安培华学院 高　 艳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冯江涛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董　 耀 西安欧亚学院 高　 焕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张春旭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拓　 丹 西安欧亚学院 高　 宁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赵　 泉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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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高　 华 西安欧亚学院 马苗苗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莹芳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白　 鹏 西安思源学院 辛浩浩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高艳琴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杨　 楠 西安外事学院 白荣荣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辛　 峰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张彩霞 西安思源学院 段娟娟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张　 庭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张　 欢 西安思源学院 党　 杰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马　 翠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编号: ６－２１　 ２０１１ 年延川中学高考提前录取本科一览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　 业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　 业

冯永艳 榆林学院 体育教育 贺建涛 西安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

杨　 壮 榆林学院 体育教育 杨　 栋 咸阳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王　 茹 西安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延川县就业) 聂建亮 咸阳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董欣乐 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校 ｜ 美术学 白小波 西安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

马　 迪 西安文理学院 播编统 ｜ 戏剧影视文学 冯永强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焦小毛 西安科技大学 美术校 ｜ 工业设计 马　 勇 渭南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高　 艺 西安文理学院 音乐表演 刘军峰 西安体育学院 休闲体育

庞宝宝 西安文理学院 体育教育 郭建琴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美术统 ｜ 艺术设计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授予高一一班阎永永、 武苗苗ꎬ 高二一班马亚丽、 二班冯李帅、 九班郝莹、 十班

毛琼ꎬ 高三九班高巧、 十五班杨亚飞和十六班曹瑜、 杨乐乐为 “十大学习标兵”ꎮ 始开展 “三级十

星” 评选活动ꎬ 授予校级有高一二班高艳花遵纪之星、 四班刘寰宇礼仪之星、 八班郝慧杰助人之

星、 十四班高博环保之星ꎬ 高二一班马亚丽学习之星、 二班刘嘉忠文体之星、 四班马翠翠勤俭之

星、 十一班杨勇安劳动之星ꎬ 高三二班董洋鹏诚信之星、 十二班杨阳进步之星ꎮ 年级十星称号高一

有学习之星刘王静 (女)、 进步之星李延江 (班长)、 遵纪之星程哲哲 (女ꎬ 副班长)、 礼仪之星惠

婷 (女ꎬ 地理课代表)、 环保之星郭月月 (女)、 诚信之星贺瑶 (女)、 勤俭之星张杰、 助人之星杨

帅 (生活委员)、 劳动之星惠栓栓 (班长)、 郝云云等ꎻ 高二有学习之星庞娜 (女)、 进步之星白雪

(女)、 遵纪之星李宜宸 (班长)、 礼仪之星张文、 文体之星马一梅 (女ꎬ 体育委员)、 环保之星杨

盼 (女ꎬ 组织委员)、 诚信之星冯耀 (政治科代表)、 勤俭之星刘建忠、 助人之星刘彩凤 (女)、 劳

动之星杨丹丹 (团书记) 等ꎻ 高三有学习之星呼静 (女ꎬ 学习委员)、 进步之星张腾、 礼仪之星刘

蓉 (女)、 勤俭之星高盾盾 (女) 和遵纪之星冯盼 (女ꎬ 班长)、 惠云云、 杨姣姣 (女) 及劳动之

０３３



第六章　 学　 生 　


星刘佳兆 (班长)、 李军龙 (劳动委员) 等ꎮ 同时ꎬ 评选出三好学生有高一一班马亚丽ꎬ 四班冯李

帅ꎻ 高二八班高盾盾ꎬ 十一班高巧巧ꎬ 十四班刘浩、 杨博ꎻ 高三一班梁刚刚ꎬ 二班李圆ꎮ 优秀班干

部有高一一班杨文凯ꎬ 二班邓雷ꎬ 三班白生武ꎬ 四班郝鑫ꎬ 五班杨勇安ꎬ 六班关杰ꎬ 七班杨泉ꎬ 八

班刘延岗ꎬ 九班鲁强ꎬ 十班姚杰ꎬ 十一班韩鹏ꎬ 十二班李宜辰ꎬ 十三班曹凯ꎬ 十四班耿露ꎻ 高二一

班刘延龙ꎬ 二班刘和瑜ꎬ 三班吴尚杰ꎬ 四班刘毅楠ꎬ 五班郝兵兵ꎬ 六班杨为民ꎬ 七班冯世旭ꎬ 八班

郝鹏ꎬ 九班刘亚涛ꎬ 十班曹壮ꎬ 十一班王琦ꎬ 十二班郝秀ꎬ 十三班王晨晨ꎬ 十四班张凯ꎻ 高三一班

冯海明ꎬ 二班刘凯ꎬ 三班田浪浪ꎬ 五班刘勇翔ꎬ 六班刘健康ꎬ 七班程鹏ꎬ 八班刘月ꎬ 九班党艺秦ꎬ

十班曹鹏飞ꎬ 十一班李韬辉ꎬ 十二班杨矿ꎬ 十三班高璐ꎬ 十四班刘富强ꎮ

２０１２ 年高考一本录取仅有杨博长安大学ꎬ 孙娴西安工业大学ꎬ 张凯、 高宝祥西安石油大学 ４

名ꎮ 全县最高分延川中学有艺术类白玉洁 ５３８ 分ꎬ 体育类霍永强 ４１８ 分ꎮ

编号: ６－２２　 ２０１２ 年延川中学高考二、 三本录取一览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袁晓瑞 延安大学 霍　 婵 西北政法大学 白合合 西安财经学院

黄旦旦 黑河学院 高巧巧 西北政法大学 闫乐乐 西安工程大学

徐媛媛 榆林学院 惠彩芳 西安科技大学 刘田 陕西理工学院

杨　 琪 榆林学院 王宝艳 西北政法大学 郝蓉蓉 陕西中医学院

贺龙龙 安康学院 王圣奇 西安科技大学 贺　 姗 西安文理学院

白亚卓 安康学院 刘永焕 宝鸡文理学院 邓　 康 西安培华学院

赵　 娜 安康学院 李月月 咸阳师范学院 白亚楠 西安文理学院

高永强 商洛学院 高盾盾 咸阳师范学院 鲍震震 陕西理工学院

刘华华 商洛学院 刘　 帅 渭南师范学院 张　 瑜 西安文理学院

高　 奇 榆林学院 李江远 咸阳师范学院 刘延东 陕西理工学院

马翠翠 商洛学院 刘宝林 陕西理工学院 贺丹丹 西安文理学院

刘　 帅 西安医学院 景亚亚 咸阳师范学院 李　 浩 齐齐哈尔大学

康雨霞 西安医学院 呼成成 西安科技大学 郝　 超 渭南师范学院

赵　 愿 湖南商学院 曹岩江 渭南师范学院 刘雄雄 渭南师范学院

杨姣姣 长治医学院 杨凯凯 西安工程大学 张建东 渭南师范学院

贺钰茜 西北政法大学 郭明祺 西北政法大学 呼彦辛 西安财经学院

郭　 琼 西京学院 吕栢莹 西安欧亚学院 刘　 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百宁 西京学院 杨　 丹 西安思源学院 韩　 盼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樊小龙 西京学院 刘楠楠 西安外事学院 杨　 旋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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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高　 倩 西京学院 白　 秀 江西科技学院 杨　 婷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　 娟 西京学院 李秀锋 西安欧亚学院 张　 盼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刘丹丹 西京学院 高　 娟 西安培华学院 白变变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高　 琼 西京学院 刘　 晶 西安培华学院 冯晓景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张秀云 西京学院 郝　 蓓 西安培华学院 宜晶晶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王小溪 西京学院 郝文静 西安思源学院 宜娜娜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郭　 蕊 西京学院 张　 丽 西安培华学院 刘　 浩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王　 莹 西京学院 赵瑜瑜 西安培华学院 马宝兰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李军龙 西京学院 秦　 朗 西安培华学院 加丹丹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曹倩倩 西京学院 杨浪浪 西安培华学院 霍小强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张　 磊 西京学院 贺　 瑞 西安培华学院 刘　 贤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高阳阳 西京学院 石倩倩 西安培华学院 李　 旗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王　 萍 西京学院 高风艳 西安欧亚学院 刘甜甜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杨文旭 西京学院 刘　 涛 西安外事学院 刘　 桐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刘海芳 西京学院 冯文学 西安培华学院 刘盼盼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杨　 兰 西京学院 郝　 毅 西安培华学院 白旦旦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冯壮丽 西京学院 刘　 蓉 西安培华学院 冯　 刚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董保成 西京学院 辛秀秀 西安外事学院 冯江江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刘雪丹 西京学院 王　 娜 西安外事学院 樊小岗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段欢欢 西京学院 杨娟娟 西安欧亚学院 郭　 露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李　 琪 西京学院 贺　 杰 西安外事学院 齐真真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王改芳 西京学院 毛　 琴 西安欧亚学院 刘娅娅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杨　 栋 西京学院 高愉娜 西安培华学院 王　 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玉玉 西京学院 董　 浩 西安外事学院 冯　 蓉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呼庆伟 西京学院 高贝贝 西安欧亚学院 董安安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陈　 琳 西京学院 高　 秀 西安外事学院 曹莹莹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杨　 凯 西京学院 刘丽丽 西安外事学院 花　 琦 河北联合大学冀唐学院

马　 媛 西京学院 张芳芳 天津天狮学院 刘　 跳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小静 西京学院 白　 雪 西安欧亚学院 冯　 杰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延　 博 西京学院 马　 震 西安欧亚学院 赵二小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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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闫凯凯 西京学院 贺文丽 西安思源学院 董海涛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樊　 荣 西安培华学院 段雪峰 西安思源学院 刘　 瑜 新疆医科大学厚博学院

郭采采 西安欧亚学院 高艳丽 西安思源学院 张洋洋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雒美蓉 西安翻译学院 刘　 毓 无锡太湖学院 张来迪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康东阳 宁夏理工学院 贺　 盼 宁夏理工学院 孙　 霞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冯　 蛟 西安培华学院 白旦旦 西安思源学院 冯　 旭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惠　 蓉 西安欧亚学院 冯　 帅 西安思源学院 贺　 娜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李　 硕 西安外事学院 白瑶瑶 西安思源学院 惠　 芳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贺阿南 西安翻译学院 干轩瑞 西安思源学院 刘　 旭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刘笑笑 西安培华学院 郭　 婷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袁鹏鹏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张镇镇 西安培华学院 白慧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杨　 超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亚涛 西安培华学院 冯翠玉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冯　 秀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梁　 瑞 西安培华学院 刘翠翠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李　 蓉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张小栋 西安翻译学院 辛　 秀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王雅倩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飞飞 西安外事学院 任延芬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李　 洁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曹　 玲 西安翻译学院 杜　 杰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李　 翠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王雪莉 西安培华学院 高　 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李成艳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保龙 西安欧亚学院 刘　 娅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　 振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翠翠 西安培华学院 冯　 奋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刘焕焕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王　 丹 西安外事学院 贺雪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惠　 敦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李　 婷 西安培华学院 杨灵杰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刘延龙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惠静艳 西安培华学院 梅　 琪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刘　 琪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　 存 西安欧亚学院 刘　 乐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王华华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刘进丽 西安外事学院 温雪姣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贺艳琴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马　 娜 西安培华学院 刘忠雄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冯亚亚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惠　 斐 西安培华学院 毛霞霞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樊桃桃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郝秦艺 西安欧亚学院 李秉谦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　 倩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高　 婷 西安外事学院 高　 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翩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李洁莹 西安培华学院 雷巧娥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　 成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拓安琪 西安培华学院 冯　 雪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曹丁胜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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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冯云云 西安培华学院 冯调调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董洋鹏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梅　 玉 西安外事学院 李　 莹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周　 晨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乔改艳 西安翻译学院 闫改改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贺娇娇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董文文 西安外事学院 张艳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郝　 秀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呼姗姗 西安翻译学院 任改霞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王秀琴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郝　 祯 西安培华学院 张学慧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宝丽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马盼盼 西安培华学院 郝　 鹏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慧涛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嘉慧 西安培华学院 张磊磊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保艳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杨　 北 西安欧亚学院 马　 丽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　 瑞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郝　 慧 西安培华学院 杨　 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鹏鹏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张　 莎 西安欧亚学院 赵　 琪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韩　 瑶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张　 欢 西安外事学院 白晓华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高　 炫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冯　 合 西安培华学院 刘文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嘉伟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郝改云 西安欧亚学院 冯　 慧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邓　 亮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　 欢 西安外事学院 刘乐乐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史焕焕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刘文星 西安外事学院 高　 丽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杨　 娜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王李卫 西安欧亚学院 杨马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　 帆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张　 前 西安思源学院 冯智慧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梁　 浩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杨　 洁 西安外事学院 郭玉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乔文倩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张琴琴 西安培华学院 李晓莉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高　 鑫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贺杰杰 西安外事学院 王　 倩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任娜娜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白小平 西安培华学院 王小玉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　 杰 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刘延宁 西安欧亚学院 冯润润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美霞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刘　 娟 西安外事学院 冯　 琦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邓娅娅 沈阳化工大学科亚学院

郝　 妍 西安欧亚学院 郭庆庆 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 刘蓉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白　 姣 西安欧亚学院 郝甜甜 辽宁医学院医疗学院 鲁　 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高丽华 西安欧亚学院 康　 超 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 刘　 庆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贺亚宪 西安培华学院 刘贝贝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呼　 静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王小芳 西安外事学院 高英英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冯　 慧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高宝军 天津天狮学院 干　 倩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栋栋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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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李凤琴 西安思源学院 王晓明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高成成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甄腾飞 宁夏理工学院 李小容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刘　 楠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田　 雨 西安思源学院 白成成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杨　 凯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张　 明 西安培华学院 董娅娅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刘　 帅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方阿茜 西安思源学院 都倩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郭亚茹 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

白　 佳 西安思源学院 —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编号: ６－２３　 ２０１２ 年高考延川中学提前录取本科一览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　 业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　 业

刘志伟 安康学院 美术统 ｜ 艺术设计 吕　 菲 西安工程大学 美术统 ｜ 艺术设计

王　 卓 商洛学院 美术统 ｜ 美术学 都凯悦 西安工程大学 编导统 ｜ 广播电视编导

白玉洁 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校 ｜ 艺术设计 甄琦琪 西安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

张环宇 西安工程大学 美术统 ｜ 艺术设计 王　 玮 南昌工程学院 美术校 ｜ 艺术设计

霍永强 西安体育学院 特殊教育 曹　 玉 渭南师范学院 编导统 ｜ 广播电视编导

刘　 洁 首都师范大学 美术校 ｜ 艺术类 郝　 苗 咸阳师范学院 美术统 ｜ 美术学

杨　 璐 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校 ｜ 绘画 冯　 科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刘佩瑶 陕西师范大学 音乐学 曹　 瑜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美术统 ｜ 艺术设计

李锋利 咸阳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授予高一一班马咪咪、 二班白鑫鑫ꎬ 高二七班刘欢、 武苗苗和八班刘朵、 加跳跳ꎬ

高三七班马亚丽、 袁文贝和九班郝莹、 关强强等为 “十大学习标兵”ꎻ 高一一班郝浪浪遵纪之星、

三班康娟娟礼仪之星、 五班惠合娜文体之星ꎬ 高二四班徐杰环保之星、 七班王兴诚信之星、 十班高

期勤俭之星ꎬ 高三二班樊玉龙助人之星、 七班马亚丽学习之星、 九班马亦龙劳动之星、 十班刘欢欢

进步之星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高考全县最高分延川中学有理工类吕明慧 ６３４ 分ꎬ 艺术 (理) 程咪 ４０７ 分ꎬ 体育

(理) 王凤 ３７０ 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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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６－２４　 ２０１３ 高考延川中学本科录取名单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马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刘晓芳 陕西科技大学 贺飞飞 西安科技大学

冯李帅 西安工业大学 郝荣荣 西安工业大学 刘晓芳 西安科技大学

惠芳芳 西安工业大学 邓　 康 西安石油大学 刘旦旦 西安工程大学

高　 遥 西安石油大学 邓涛涛 陕西科技大学 杨　 卓 西安外国语大学

高　 博 西安邮电大学 白　 玉 西安石油大学 张　 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高永强 西安科技大学 刘　 鹏 陕西科技大学 张斌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博扬 西安理工大学 曹　 鑫 西安欧亚学院 李　 琦 青海大学昆仑学院

白小禾 大连大学 杨　 惠 西安医学院 董朦朦 西安文理学院

樊　 荣 榆林学院 刘　 欣 西安医学院 岳　 昕 西安文理学院

冯　 焕 安康学院 高涛丽 西安医学院 王　 茜 盐城师范学院

康　 巍 榆林学院 冯　 童 中原工学院 胡秋艳 咸阳师范学院

王　 星 济南大学 刘　 贤 中原工学院 李　 蓉 渭南师范学院

刘秉谚 延安大学 郑　 杰 西安财经学院 贺　 乐 唐山师范学院

冯光旭 延安大学 郝　 莹 西北政法大学 王　 尚 西安文理学院

张娜娜 延安大学 刘慧文 咸阳师范学院 刘心凤 宝鸡文理学院

宋　 颍 菏泽学院 白苗雨 陕西理工学院 曹慧慧 宝鸡文理学院

樊　 琦 榆林学院 高慧芳 咸阳师范学院 王佰艳 宝鸡文理学院

杨增荣 榆林学院 刘　 惠 渭南师范学院 刘　 华 渭南师范学院

杨　 兰 榆林学院 孔士豪 西安财经学院 苗彩莉 宝鸡文理学院

梁誉馨 榆林学院 刘　 哲 河北经贸大学 高丽英 宝鸡文理学院

干秀秀 商洛学院 梁珊珊 陕西理工学院 刘佩谚 安徽科技学院

韩　 帅 商洛学院 曹换换 陕西理工学院 白小立 咸阳师范学院

常矿矿 商洛学院 袁文贝 陕西中医学院 吕　 争 渭南师范学院

杨　 侨 商洛学院 刘建峰 陕西理工学院 刘　 姚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惠贝贝 晋中学院 呼锦鑫 西安文理学院 刘　 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李　 勇 西安医学院 高　 丹 贵州师范大学 贺　 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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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贺雨欣 西京学院 马　 云 西安外事学院 高培瑜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任扇扇 西京学院 刘　 园 西安培华学院 邓东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董琦琦 西京学院 都齐齐 西安外事学院 冯豆豆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杨帅帅 西京学院 霍巧娥 西安培华学院 刘春竹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　 豆 西京学院 高存芳 西安培华学院 杨　 贤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宝宝 西京学院 杨　 乐 西安培华学院 贺阳琴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高美美 西京学院 李　 杰 西安外事学院 贺　 卓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刘　 文 西京学院 刘百玲 西安培华学院 杨翻翻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　 丹 西京学院 惠凯凯 西安翻译学院 张芳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杨卫东 西京学院 张　 莉 西安培华学院 高升升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高帅帅 西京学院 高　 旭 西安欧亚学院 马　 伟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赵　 弦 西京学院 马利利 西安培华学院 霍　 哲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程玉琴 西京学院 杜娟娟 西安翻译学院 李佩岩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星星 西京学院 李娜娜 西安培华学院 曹延江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冯二合 西京学院 李宝晶 西安培华学院 康蒙蒙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旦旦 西京学院 刘鑫辉 西安思源学院 刘嘉忠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董衍钊 西京学院 郝　 蓉 西安外事学院 张馥云 辽宁医学院医疗学院

贺文英 西京学院 刘佳艳 西安欧亚学院 张娅楠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秦　 朗 西京学院 闫　 姣 西安外事学院 关强强 河北联合大学冀唐学院

白　 妮 西京学院 高　 诚 西安思源学院 李佩杰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刘程瑜 西京学院 刘倩倩 西安思源学院 马金梅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葛　 莹 西京学院 张丽娜 西安思源学院 贺乔乔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樊飞飞 三亚学院 刘　 波 西安思源学院 李　 敏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郝文玲 浙江万里学院 田海浪 西安思源学院 贾　 妍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　 旭 西安欧亚学院 刘琅琅 西安思源学院 吕　 泽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鲁　 艺 西安培华学院 汪　 垛 西安思源学院 杨　 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沙盼盼 西安欧亚学院 惠　 哲 西安思源学院 刘正转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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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梁　 瑞 西安培华学院 高小虎 浙江万里学院 董　 静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庞娜娜 西安外事学院 刘帅帅 西安思源学院 刘红北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闫媛媛 西安翻译学院 冯延城 西安思源学院 张　 妮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曹荣荣 西安外事学院 白露露 西安思源学院 马　 媛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牛　 媛 西安翻译学院 师　 哲 西安思源学院 刘王慧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徐　 强 西安翻译学院 陈　 星 西安思源学院 刘小成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毛　 琼 西安外事学院 杨　 洁 宁夏理工学院 李　 慧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欢欢 西安翻译学院 杨　 娅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贺　 博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袁蒙娜 西安欧亚学院 杨　 雪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曹孟圆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亚亚 西安外事学院 贺玉丽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杜帅帅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白　 絮 西安欧亚学院 马亦龙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　 桦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高　 婷 西安外事学院 梁　 浩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刘　 倩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呼贝贝 西安外事学院 王朴惠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郭耀成 江西中医学院科技学院

刘　 学 西安思源学院 冯瑞瑞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刘家齐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冯进进 西安欧亚学院 郝朵朵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吕　 琪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张亚茹 西安外事学院 马　 丽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　 飞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刘玉蓉 西安欧亚学院 雷　 宁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贺转转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王　 琼 西安欧亚学院 杨莹莹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苗瑞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刘　 倩 西安外事学院 刘　 欢 青海大学昆仑学院 杨　 栋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杨　 勃 西安外事学院 刘　 贝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韩　 杰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白雪如 西安外事学院 马焕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张盼盼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康恒明 西安思源学院 闫浪浪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王　 飞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冯　 翠 西安思源学院 高　 帅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文德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赵艳华 西安思源学院 李海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毛毛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候桃桃 西安培华学院 白皓悦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刘　 星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樊　 荣 西安思源学院 杨珊珊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曹一博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甄婕婕 西安欧亚学院 李文文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白莉娜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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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贺　 琪 西安欧亚学院 符　 浩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刘政阳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高　 莹 西安培华学院 蔡文娜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郝轩轩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王　 博 西安欧亚学院 刘　 倩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冯　 苗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刘鹏飞 西安培华学院 常　 青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浪盛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刘欢欢 西安培华学院 惠　 超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进东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杨多多 西安培华学院 刘　 琦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贺旭旭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赵文娟 西安翻译学院 张秀秀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　 兴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编号: ６－２５　 ２０１３ 年高考延川中学提前录取本科一览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　 业 姓　 名 录取学校 专　 业

冯　 姗 榆林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惠海艳 湖南女子学院 音乐表演 (空中乘务)

张星杰 榆林学院 体育教育 刘　 飞 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校 ｜ 动画

高雅婷 延安大学 音乐学 程　 杰 咸阳师范学院 美术统 ｜ 视觉传达设计

景阳光 榆林学院 体育教育 冯鑫涛 陕西科技大学 美术统 ｜ 动画

梁　 琦 西安财经学院 编导统 ｜ 戏剧影视文学 张　 跃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张　 悦 咸阳师范学院 美术统 ｜ 视觉传达设计 王奇奇 西安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郝梓航 西安财经学院 编导统 ｜ 广播电视编导 马苗苗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高　 姣 渭南师范学院 美术统 ｜ 美术学 杨龙龙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师　 兆 渭南师范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王　 洁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王　 凤 西北民族大学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闫丽娜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惠　 莉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美术统 ｜ 装潢艺术设计 刘知心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美术统 ｜ 装潢艺术设计

吴　 瑞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美术统 ｜ 装潢艺术设计 白鹤斗 西北大学 (软件职技学院) 美术统 ｜ 室内设计技术

李蓉蓉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美术统 ｜ 装潢艺术设计 雷　 行 西北大学 (软件职技学院) 美术统 ｜ 室内设计技术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授予的 “十佳青年” 有高一五班冯贝贝、 九班郝博ꎬ 高二四班董雪、 九班呼哲

哲、 十一班刘鹏、 十四班王博ꎬ 高三一班马博、 五班李杰、 八班高文慧、 十四班张瑞ꎻ “十大学习

标兵” 有高一一班年芳、 袁嘉翌ꎬ 高二一班高盼、 高希望和九班高亚楠、 高凯迪ꎬ 高三七班惠鑫、

十四班张瑞和八班刘朵、 马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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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６－２６　 ２０１４ 年高考延川中学本科录取一览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惠　 鑫 西北大学 李玉钊 西安工业大学 蔡高琦 西安科技大学

李荣芳 沈阳药科大学 白　 絮 西安工业大学 杨一帆 西安工程大学

张　 全 榆林学院 杜娜艳 西安财经学院 王　 兴 西安文理学院

刘　 丹 榆林学院 武苗苗 陕西中医学院 白姗姗 宝鸡文理学院

王　 伟 榆林学院 鲍晓龙 华北科技学院 师亚清 宝鸡文理学院

徐甜甜 安康学院 冯祯祯 陕西中医学院 高　 娜 渭南师范学院

贺调芳 榆林学院 杨　 倩 陕西中医学院 于　 阳 商丘师范学院

高倩倩 安康学院 相政轩 陕西理工学院 邓煜华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王艺儒 商洛学院 闫永永 宝鸡文理学院 刘亚茹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刘王静 西安医学院 刘正转 咸阳师范学院 马成元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梁侃绪 陕西中医学院 樊飞飞 宝鸡文理学院 白　 雪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　 朵 陕西理工学院 高睿阳 陕西理工学院 李　 慧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高　 华 渭南师范学院 邓欢欢 宝鸡文理学院 贺　 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张　 愉 西京学院 杜　 帅 西安思源学院 刘　 凯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王二帅 三亚学院 田　 培 西安思源学院 刘盼盼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贺祎祎 三亚学院 杨树胜 西安思源学院 冯　 珊 青海大学昆仑学院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马　 曌 西京学院 郝苑琪 西安思源学院 王　 甜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刘峰峰 西京学院 曹　 权 西安思源学院 刘玉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王　 浩 西京学院 刘　 晶 西安思源学院 刘　 姣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王　 栋 西京学院 杨　 轩 西安思源学院 高　 磊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李一卓 沈阳工学院 刘庆波 无锡太湖学院 王　 宇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张　 利 西安培华学院 董浩杰 西安思源学院 呼富瑜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马　 瑶 西安欧亚学院 张　 耀 西安思源学院 马　 浩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　 玉 西安翻译学院 梁　 鑫 长春科技学院 王　 咪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马　 玉 西安翻译学院 高　 坤 宁夏理工学院 高文慧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李芙蓉 西安培华学院 马　 蕾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高　 闪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高亚田 西安培华学院 干亚妮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王　 博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张　 博 西安翻译学院 高兴兴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杨　 攀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贺盼盼 西安翻译学院 郝轩轩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马娟娟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郝佰玲 西安培华学院 刘嘉忠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刘亚宁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杨婧荣 西安培华学院 马晓琴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干　 琼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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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史娜娜 西安欧亚学院 郝　 雨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秀丽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杨　 芳 西安欧亚学院 刘入铭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冯　 雪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惠奇奇 西安翻译学院 许沐辰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贺康康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张　 玉 西安欧亚学院 张　 菁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江龙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杜　 阔 西安外事学院 呼延芬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建志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高琪琪 西安外事学院 庞　 姗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高成成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白昌昌 西安外事学院 刘　 翻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刘　 鹏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郭　 玉 西安思源学院 申兰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郭健鹏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刘帅帅 西安思源学院 贺　 磊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守超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段婷婷 西安外事学院 冯苗苗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白　 伟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白珊珊 西安思源学院 杨艳芳 青海大学昆仑学院 王　 珊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郝转转 西安思源学院 辛姣姣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李妮妮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涛艳 西安培华学院 贺洋玲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晨妍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贺　 杨 西安培华学院 郝　 丽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惠倩倩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毛永忠 西安培华学院 徐利利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梁　 晨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马小芳 西安外事学院 高盼盼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冯　 莉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高　 鑫 西安培华学院 任婷婷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任艳改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王　 莉 西安培华学院 白　 鹤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程哲哲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刘　 倩 西安培华学院 惠白笑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李　 慧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高上上 西安思源学院 高　 倩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任丽荣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刘改莹 西安外事学院 白雪花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赵文学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郭文文 天津天狮学院 柴　 蓉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石方圆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董旭萌 西安外事学院 惠雪菲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贺占峰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杨　 博 天津天狮学院 冯秀秀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冯　 胜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马　 甜 西安外事学院 杨东东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高淑洁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白月月 西安外事学院 贺娜娜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刘永和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张国玉 西安翻译学院 王　 艳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　 博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霍秀芳 西安外事学院 李毛毛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冯振振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冯利学 西安外事学院 白凯凯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白　 哲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

冯　 霞 西安翻译学院 赵　 博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曹锦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郭　 茜 西安翻译学院 马奇奇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 —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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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编号: ６－２７　 ２０１４ 年高考延川中学提前录取本科一览表

姓　 名 学　 校 专　 业 姓　 名 学　 校 专　 业

郝　 剑 安康学院 美术统 ｜ 视觉传达设计 杨　 凯 咸阳师范学院 播音统 ｜ 播音与主持艺术

冯诗涵 三明学院 音乐学 白博飞 咸阳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肖　 雪 延安大学 音乐学 李光亚 渭南师范学院 美术统 ｜ 视觉传达设计

刘　 欣 西安财经学院 编导统 ｜ 广播电视编导 高瑶瑶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高　 敏 宝鸡文理学院 音乐学 王　 宪 西安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郝　 秀 西安科技大学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高玉洁 咸阳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马　 蓉 咸阳师范学院 音乐学 高　 垚 西安外国语大学 美术统 ｜ 视觉传达设计

邓延强 渭南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张　 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与技术)

甄小溪 西安文理学院 音乐学 袁　 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美术校 ｜ 视觉传达设计

冯　 娟 西安文理学院 编导统 ｜ 戏剧影视文学 　 　 　

惠晨晨 西安外事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艺术设计 马　 晨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美术统 ｜ 动漫设计与制作

刘　 阳 西安翻译学院 美术统 ｜ 室内设计技术 刘慧娟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音乐教育

郝　 哲 西安翻译学院 美术统 ｜ 室内设计技术 白　 鹏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直招士官 ｜ 移动通信技术

康　 鑫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美术统 ｜ 装潢艺术设计 韩　 旭
西北大学
(软件职技学院) 美术统 ｜ 室内设计技术

　 　 注: 表内信息源于校招办统计

１１ 月ꎬ 授予的 “十佳青年” 有高一二班刘婷、 十一班甄琦琛ꎬ 高二三班刘飞武、 四班年芳、

七班冯贝琴、 八班杨哲ꎬ 高三一班郭文强、 二班霍懂懂、 三班王飞、 九班刘荣荣ꎻ “十大学习标兵”

有高一一班杨烃、 二班刘理元ꎬ 高二一班年芳、 刘开和七班高静、 樊杨晨ꎬ 高三一班郝贝、 九班杨

帅、 十三班白荣、 十五班鲍洁洁ꎮ

编号: ６－２８　 ２０１５ 年延川中学高考本科录取情况统计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王　 琪 西安工程大学 高晶晶 西安培华学院 杨博博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于　 硕 西安工程大学 李卓卓 西安欧亚学院 冯倩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邓盼盼 西安石油大学 冯诗琪 西安培华学院 张惠宁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杨　 飞 西安科技大学 冯光杰 西安外事学院 任芳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冯　 婷 咸阳师范学院 高婷婷 西安培华学院 惠合娜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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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马　 德 西安文理学院 惠改改 西安翻译学院 师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盼盼 陕西理工学院 李　 楠 西安思源学院 贺禧禧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刘　 婷 宝鸡文理学院 王　 博 西安思源学院 呼淑荣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高希望 宝鸡文理学院 安　 桢 西安思源学院 白子玉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高壮壮 咸阳师范学院 杨　 澍 宁夏理工学院 鱼凯莉 青海大学昆仑学院

马咪咪 渭南师范学院 吕　 锋 天津科技大学 何苗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赵金航 曲阜师范大学 李　 强 西安医学院 刘娟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郝盼女 西安文理学院 王　 飞 西安医学院 刘豆 青海大学昆仑学院

师元朴 西北民族大学 王宝琴 塔里木大学 袁娇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白　 召 西安文理学院 霍丽丽 西安医学院 姬壮壮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贺小霞 西安文理学院 刘　 欢 西安医学院 张桐桐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张　 鑫 西安航空学院 杨　 新 沈阳工学院 惠陶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赵柏叶 宝鸡文理学院 田　 宇 延安大学 刘娟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鲍洁洁 宝鸡文理学院 贺姚姚 商洛学院 李杰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冯　 雪 宝鸡文理学院 史琴楠 安康学院 张婷丽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刘　 媛 西安培华学院 呼哲哲 榆林学院 程紫琼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冯姣姣 西安培华学院 田　 丰 延安大学 景玉蓉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李　 娓 西安培华学院 呼明鑫 莆田学院 张琦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雷　 浩 西安培华学院 蒋　 倩 安康学院 折永翔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冯　 闪 西安培华学院 高艳花 商洛学院 刘慧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贺倩倩 西安思源学院 冯　 文 商洛学院 景帅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李　 琪 西安外事学院 苏晓宁 阳光学院 贺鑫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冯萌萌 西安外事学院 杨　 超 西京学院 闫盼盼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董　 雪 西安外事学院 张　 晴 三亚学院 陈芬芬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柴　 姚 西安培华学院 冯妍婷 西京学院 高亚楠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石　 倩 西安欧亚学院 张　 琪 陕西中医药大学 贺　 姗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杨　 帅 西安外事学院 何欣怡 哈尔滨金融学院 高飞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惠　 婕 西安外事学院 高　 毅 内蒙古科技大学 王　 荣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冯凡凡 西安翻译学院 刘巧芳 陕西中医药大学 曹俊俊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张　 妮 西安外事学院 苗雯琦 哈尔滨广厦学院 冯福强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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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姓　 名 录取学校

白莹莹 西安欧亚学院 杨恬恬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许沐辰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李巧宁 西安培华学院 王　 佩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刘帅甫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王亚亚 西安培华学院 霍美容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王曦玉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刘　 佩 西安外事学院 蒋　 楠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张　 雨 沈阳化工大学科亚学院

刘　 娜 西安外事学院 郝　 鹏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亚婷 辽宁中医药大学杏林学院

白雪琪 西安思源学院 刘婧婧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白荣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高雅倩 西安培华学院 杨　 杰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王　 壮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闫欢欢 西安欧亚学院 梁皓钧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王学学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冯　 磊 银川能源学院 毛倩倩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惠宁宁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郭文文 西安培华学院 樊　 帅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吕栢庆 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

刘　 永 西安欧亚学院 — — — —

　 　 注: 源于校招办高考录取登记名单

编号: ６－２９　 ２０１５ 年高考延川中学本科提前录取情况统计表

姓　 名 录取院校 专　 业 姓　 名 录取院校 专　 业

白　 倩 延安大学 音乐学 樊雅慧 西安欧亚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郝子仪 延安大学 音乐学 惠晨晨 西北大学 美术统 ｜ 装潢艺术设计

董阿龙 榆林学院 体育教育 郭文杰 西京学院 美术统 ｜ 电脑艺术设计

高　 鹏 渭南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杨　 峰 周口师范学院 播音统 ｜ 播音与主持艺术

李　 伟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温虎虎 咸阳师范学院 美术统 ｜ 视觉传达设计

王　 萌 吉林动画学院 美术校 ｜ 动画 冯　 瑜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冯　 琪 渭南师范学院 音乐学 高咪咪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美术统 ｜ 动画

王　 毅 西安体育学院 特殊教育 贺　 琼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美术统 ｜ 动画

何　 强 咸阳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冯旭旭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美术统 ｜ 装饰艺术设计

刘海峰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李　 哲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飞行技术 (运输机驾驶)

冯毅毅 西安欧亚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张　 瑜 西北大学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统 ｜ 室内设计技术

高　 姗 咸阳师范学院 美术统 ｜ 环境设计 刘转转 西北大学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统 ｜ 室内设计技术

王改丽 咸阳师范学院 美术统 ｜ 美术学 　 — 　 — 　 —

　 　 注: 源于校招办高考录取登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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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授予 “十佳青年” 的有高一四班刘卓、 十班乔霞ꎬ 高二一班刘月、 七班曹靖勇、

九班冯佳怡、 十班张萌ꎬ 高三二班白菀茹、 五班白兵兵、 六班王鹏鹏、 十班杨振振ꎻ “十大学习标

兵” 有高一二班都林子、 三班冯玉ꎬ 高二一班杨卓、 刘月和七班曹靖勇、 冯楠ꎬ 高三一班年芳、 七

班樊杨晨、 八班曹超、 十三班景玉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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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第七章　 文体卫生

１９６３ 年国庆节延川中学在原县大礼堂举行文艺晚会所演出的节目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ꎬ 学校教育的实质在于德育、 智育、 体育、 美育四个方面的综合把握与提

高ꎮ 除给学生以心智启迪、 传授科学文化知识ꎬ 培养其优秀的品德外ꎬ 同时要注重体质与美学教

育ꎮ 在中学则主要通过体育、 音乐、 美术教学与训练来实现这一目的ꎮ 虽然音、 体、 美历来是延川

中学的副课ꎬ 伴随时势、 条件变化时强时弱ꎬ 但始终仍是必要的教学内容之一ꎮ 丰富多彩的课外文

体娱乐活动ꎬ 对于青少年聚集的校园而言ꎬ 既是美育的补充ꎬ 又是活跃学习生活的必要手段ꎮ 学生

的身体素质好坏ꎬ 直接关系他们的学习、 生活ꎮ 体育知识的增长和身体锻炼ꎬ 以及卫生保健一直受

到学校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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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体卫生 　


第一节　 体　 育

延川中学除以正常课程向学生传授体育知识外ꎬ 主要通过日常锻炼和所开展的体育活动来增强

学生体质ꎬ 保证健康ꎬ 强化心理意志ꎬ 以顺利完成学业ꎬ 使他们未来有一个良好的体魄ꎮ 延川中学

体育教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完善的过程ꎮ 不同时期多种形式的训练活动ꎬ 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ꎬ

也使一批学生提高了竞技水平ꎬ 后来成为国家的体育人才ꎮ

体育教学　 学校创建伊始虽无专职体育教员ꎬ 但每周以 ２ 节课程安排于教学课程表中ꎬ 并仿效苏

联体育教学经验开展体育活动ꎮ 早操和体育课由兼职老师承担ꎬ 且坚持不懈ꎮ 每年冬天最冷时ꎬ 即一

般在 １２ 月初便改早操为课间操ꎮ １９５８ 年下半年第三周ꎬ 延川中学举行劳卫制誓师大会ꎬ 掀起劳卫制

锻炼热潮ꎮ 学校发出全民皆兵和人人参加体育锻炼ꎬ 人人达到劳卫制标准ꎬ 其口号是 “领导挂帅ꎬ 干

部一马当先ꎬ 以团带队ꎬ 以师带生ꎬ 开展红旗运动ꎮ 苦战 ２０ 天ꎬ 全部达到 ‘四红’ (劳卫制一级、 二

级、 等级运动员、 普通射手) ”ꎮ 运动项目有篮球、 排球、 垒球、 田径、 体操等ꎮ １３ 个班级参加者

６３６ 人 (１０７ 人因病因事未参加)ꎬ 经 １４ 天艰苦训练ꎬ １００％达到劳卫制一级标准ꎬ 荣获中共延川县委、

县人民委员会锦旗奖ꎬ 上写 “全民体育运动红旗学校”ꎮ 又经 ７ 天苦练提高ꎬ １００％达到劳卫制二级ꎬ

赢得延安专区行署专员公署电贺ꎮ 在此基础上培养出 １８０ 名三级运动员ꎮ 该年体育课题重点是垒球和

排球ꎮ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 ７ 月ꎬ 连年自然灾害ꎬ 粮食歉收ꎬ 人民生活极度困难ꎬ 学生和教师体力减弱ꎬ 学

校停止运动量大的消耗体力的体育活动项目ꎬ 仅开展体操和眼保健操ꎮ ８ 月ꎬ 体育课结合学校体育设

备实际严格遵照教育厅颁发的教学大纲进行ꎬ 讲解体育知识ꎬ 进行项目教育与训练ꎬ 并加强武术教学ꎮ

１９６３ 年春ꎬ 开展武术教学ꎻ 秋ꎬ 体育课除加强基本功训练ꎬ 还教会学生第四套广播体操ꎮ

１９６８ 年ꎬ 延川中学开始复课闹革命ꎬ 所招收学生编班上课ꎬ 又将每周 ２ 节体育课安排于课程表

内ꎬ 渐次予以正常坚持授课ꎬ 开展各项体育教学ꎬ 讲授球类、 田径、 投掷等要领技巧ꎮ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ꎬ 学校决定开设体育课、 军体课ꎬ 加强体育教学ꎮ 秋恢复高考ꎬ 七七级某班学生张

春阳考入西安体育学院ꎮ 后半年便取消了军体课ꎮ １９７９ 年始ꎬ 延川中学体育教学遵照 «体育教学

大纲»ꎬ 积极推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ꎬ 实施两课 (体育课、 卫生课)、 两操 (早操、 课间眼保健

操) 和两活动 (课间、 课外活动)ꎮ ３ 月ꎬ 延川中学荣获延安地区教育局、 体委 “体育工作先进单

位” 锦旗奖ꎮ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局、 体委、 卫生局、 共青团陕西省委联合授予学校体育卫

生工作先进集体ꎬ 奖励锦旗一面ꎮ １２ 月ꎬ 学校被评为陕西省学校体育工作先进集体ꎮ 该年学校配备

专职体育教师 ５ 名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全校 １９ 个班级 １０００ 余名学生参加体育达标测验ꎬ 有 ６８１ 名达标ꎬ 占

全校学生 １０９５ 名的 ６２％ꎮ １９８４ 年春ꎬ 因实行一日三餐制ꎬ 延川中学学生不再上早操ꎮ １９８６ 年有体

育教师 ４ 名ꎬ 初中一、 二年级采取男女分班上课ꎬ 并鼓励学生利用早操、 课外活动锻炼身体ꎬ 学生

体育及格率达 ９５％以上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在全县中小学体育达标测验中ꎬ 延川中学达标率为 ８５％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延川中学遵照 ３ 月 ９ 日延教发 (８８) １ 号文关于转发省教育厅 «关于实施 ‹中学生体育合格标

准的试行办法› 的通知» 精神ꎬ 对体育不合格的学生不予评三好学生ꎬ 毕业时经补考仍不及格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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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发结业证书ꎬ 不准报考高一级学校ꎮ 并将班级体育合格率作为评选先进集体的条件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学

生体育达标率 ９１ ６％ꎮ 高考为陕西省体育学院和陕西交大输送体育人才 ３ 名ꎬ 其中本科 １ 名、 大专

２ 名ꎮ 学校荣获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实施先进单位ꎬ 教研组长张春阳被评为全国实施传统体育项目先

进工作者ꎬ 杨小宁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ꎮ

１９９０ 年学生体育达标率 ８８％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凡报考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中等师范学校的初中毕

业生ꎬ 都要参加体育科目考试ꎬ 延川中学严格遵照执行ꎮ 具体项目有 ５０ 米跑、 立定跳远、 推铅球

(３ 公斤)ꎮ 计分标准依据 «陕西省体育考试计分标准» 执行ꎬ 以该三项成绩总和除以 ３ 的 ４０％记入

考生升学总分内ꎬ 并填写 «考试成绩体育登记卡» 作为报考各类学校体育成绩证明ꎮ １９９６ 年后半

学期第五周ꎬ 举行新生第七套 Ｂ 组广播体操比赛ꎬ 评出优秀集体 ３ 个ꎬ 促进了新生广播体操教学ꎬ

加强了集体主义观念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除上好 “两课一操” 外ꎬ 坚持体育锻炼标准ꎬ 实行体育成绩不合

格不予毕业制度ꎬ 使体育工作迈入正规健康轨道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初一、 高一举行第七套广播体操

比赛ꎬ 以此促进新生广播体操教学ꎮ 并将 １２ 月确定为长跑活动月ꎬ 开展冬季越野赛ꎬ 以此促进学

生体育锻炼ꎮ ２００１ 年始ꎬ 学校开展体育 “一课三操” (早操、 课间操、 眼保健操) 教学活动ꎮ ２００４

年始ꎬ 认真实施 «体育与健康» 新课程标准和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ꎬ 制定 «体育运动安全防范措

施» «体育器材管理制度» «体育课管理制度»ꎬ 使体育教育收到良好效果ꎻ 每学期抽建临时体育特

长班 １ 个ꎬ 由体育老师组织各班体育特长生集中一块进行专业训练ꎬ 选项教学为球类和田径ꎬ 高一

新生进行广播体操和队列队形教学ꎬ 高二为球类项目教学ꎮ 至 ２００６ 年为大专院校输送体育人才近

１００ 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学校体育教学复为 “一课两操”ꎮ ２０１０ 年制定 «延川中学早操和课间操做操要

求»ꎬ 并加大检查力度ꎬ 使做操动作更加规范ꎬ 课间操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ꎮ ２０１４ 年始ꎬ 高

二成立专业体育班ꎬ 将体育特长生集中为 １ 个班ꎬ 围绕高考体育专业内容ꎬ 利用早读前和下午课后

各 １ 小时开展教学与专业训练ꎬ 并 １ 月左右检测 １ 次ꎬ 有针对性地调整训练内容、 方法与强度ꎮ

２０１５ 年改革课间操ꎬ 跑操后增加集体朗读背诵 ８ 分钟和学生集体宣誓ꎬ 培养学生争分夺秒的良好学

习习惯ꎮ

体育活动　 延川中学创建伊始ꎬ 除兼职老师组织上早操和体育课外ꎬ 发现并组织一些专业队员

带动全校师生开展体育活动ꎮ １９５７ 年春组织部分学生成立专门运动队员ꎬ 于课外活动时间组织训

练ꎬ 带动了全校体育活动的开展ꎮ １９５８ 年开展劳卫制锻炼时ꎬ 成立田径、 体操校队ꎬ 要求每天课外

至少锻炼 ２ 小时ꎬ 规定每周一、 三、 五为田径ꎬ 二、 四、 六为体操、 球类训练ꎮ 经常可看到跑道上

学生赛跑的身影ꎮ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始ꎬ 成立各种锻炼小组ꎬ 体育活动丰富多彩ꎮ 期末举行全校体操表

演ꎮ 学生课外活动参与篮、 排球和乒乓球锻炼的较多ꎬ 田径多开展专门训练活动ꎮ １９６６ 年ꎬ “文化

大革命” 开始ꎬ 学校各项工作陷入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学校复课ꎬ 部分学生于课外进行体育活动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体育活动仍以篮、 排球

和乒乓球参与者较多ꎮ 各班组织有特长的学生组成专业队ꎬ 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ꎬ 以备参加一年一

度的学校体育运动会和冬季越野赛ꎮ 爱好体育的学生时常出现在体育场上进行课外体育锻炼ꎮ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ꎬ 始开展两课 (体育、 军事课)、 两操 (早操、 课间眼保健操) 活动ꎮ 秋恢复高考ꎬ 学生渐

次多数重视文化课学习ꎬ 学校体育活动逐步在减弱ꎮ

１９８１~１９９１ 年ꎬ 每逢市传统项目运动会ꎬ 体育教师挑选部分体育特长学生进行假期集训ꎬ 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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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市运动会ꎮ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中旬ꎬ 高中一年级和初中一、 二、 三年级举行班级篮球比赛ꎮ １９８２ 年

成立田径训练队ꎬ 学期业余训练ꎬ 寒假集中训练ꎻ 成立男子少年篮、 排球训练队和乒乓球队ꎮ １９８６

年成立体育传统项目训练队ꎬ 加强业余训练ꎬ 以此带动活跃课外活动ꎮ

１９９１ 年始ꎬ 每学期体育老师组织体育特长生ꎬ 从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 下午进行两次体育专业训

练ꎬ 其余同学采取自由活动形式ꎬ 每学期组织学生ꎬ 开展两次班级小型体育比赛ꎬ 如 “拔河”、 集体

跳绳、 篮、 排、 足球赛等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组织课外田径、 球类训练队ꎮ ２００４ 年始ꎬ 坚持组织高一至高三各

年级体育训练队ꎬ 进行常年训练ꎬ 培养体育特殊人才ꎮ ２０１０ 年开展阳光体育锻炼活动ꎬ 保证师生每天

集体锻炼 １ 小时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全面实施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ꎬ 以 “达标争优、 强健体魄” 为目标ꎬ 与

体育课教学、 早操、 课外体育活动相结合ꎬ 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ꎻ 组织体育特长生训练队、 业余篮

球队、 乒乓球队ꎬ 将竞技运动项目落到实处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成立足球队ꎬ 队员 １１ 名ꎬ 即: 甄贵清、 康

江涛、 刘鹏、 贺辉、 马建、 马东阳、 吕涛、 张箭、 王成成、 张健涛ꎮ

军训　 延川中学创建以来十分重视军训工作ꎬ 且成绩颇佳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 ２１ 日ꎬ 县兵役局

在延川县初级中学试办短期射击训练班ꎬ 抽选男、 女各 １０ 名ꎬ 为期 １０ 天ꎬ 由县兵役局教练指导ꎬ

取得一定成绩ꎮ 男学生达优秀者 ７ 名ꎬ 良好、 及格各 １ 名ꎬ 不及格 １ 名ꎻ 女学生达优秀者 ６ 名ꎬ 良

好、 及格各 ２ 名ꎬ ２２ 日下午ꎬ 兵役局刘局长作总结报告ꎮ 会上对成绩较好的男子李成文、 任自强、

韩荷文ꎬ 女子梁彩英、 白玉兰、 张玉英 ６ 名射击手给予物质奖励ꎮ

１９７０~１９７７ 年ꎬ 每学期都要进行至少为期 １ 周的军训ꎬ 凡进校学生ꎬ 分期分批进行一次军训ꎬ 以

整顿加强学校的组织纪律性ꎮ １９７０ 年ꎬ 延川中学民兵营基干排 ３５ 名同学ꎬ 从 “五一” 开始ꎬ 由武装

部赵英利负责ꎬ 进行长达 ５０ 天的军训ꎮ 同时遵照 “备战、 备荒为人民” 和 “从现在起ꎬ 就要有所准

备” 的指示ꎬ 学校以班级轮流挖防空洞两道ꎬ 长达 ２５０ 多米ꎬ 动土约 ３００ 多立方米ꎮ 并搞土军工生产ꎬ

试制土雷和炸药ꎬ 制成雷汞、 石雷 １３３ 个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２２ 日ꎬ 利用秋忙假时间ꎬ 对七三级师范

一、 二班学生进行军事训练ꎬ 参加师生共 ９６ 名ꎬ 其中男 ７３ 名ꎬ 女 ２０ 名ꎬ 教师 ３ 名ꎮ 由县武装部动

员ꎬ 县中队指战员指导训练ꎮ 学习 “兵器学” 练习刺杀、 射击ꎬ 实际操练炸坦克、 碉堡等军事技术ꎬ

全部参加实弹射击ꎬ 师范一班高宝山、 白正东和二班杨雄为优秀ꎬ １６ 人为良好ꎬ ３６ 人及格ꎬ 占射击人

数 ６１ ８０％ꎮ １９７５ 年末ꎬ 学校 ４３７ 名民兵实弹射击演习ꎬ 平均成绩 ８１ ８ 环ꎬ 成绩优秀占 ４５％ꎮ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ꎬ 将军体活动正式纳入教学内容ꎬ 广泛开展课外军体活动ꎬ 每周 ３ 次军体活动ꎬ 假

期集中训练ꎮ 初步掌握几种常规武器的构造及性能ꎬ 以及射击、 投弹、 刺杀、 三打三防、 战地救护

等基本军事知识和技能ꎮ 至年底共制造手榴弹 ４００ 颗ꎬ 打制石雷 ７００ 多个、 铁雷 １０ 个ꎬ 试制土雷管

机 １ 架、 土雷管 １００ 多个ꎬ 火药 ３０ 千克、 炸药 ２５０ 千克ꎬ 拉火管 ３ 种 ６０ 个ꎻ 制造土飞机 ３ 架、 教

学用飞机模型 １ 架ꎬ 胸环靶 １６ 个ꎬ 无线电发报机 ２０ 个ꎻ 改制土坦克 １ 辆ꎮ 编写 «土雷管制造法»

军工教材ꎮ 高二年级制作木枪 ４６４ 枝ꎬ 每人 １ 枝ꎮ 是年冬ꎬ 在全校师生开展军训的基础上ꎬ 抽建 ３

个排组成 １ 个连ꎬ 由武装部冯学益任指导员ꎬ 王生雄为连长ꎬ 利用寒假进行军训ꎮ 遵照延安地区体

委和教育局决定ꎬ 在延川中学召开全区军体训练现场会ꎮ 此次军训延续至 １９７７ 年春ꎮ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 １

~４ 日ꎬ 延安地区军体训练现场会在延川县中学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有各县体委负责人和县办中学有

关领导ꎮ 学校民兵连进行了队形演练ꎬ 并进行刺杀、 实弹射击、 对空射击、 防原子、 救护、 打坦克

等综合军事演习ꎬ 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ꎮ 参会的宜君、 志丹、 子长县出队进行航模、 射击、 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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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务、 摩托车表演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学校停止搞军训活动ꎮ

１９９１ 年始ꎬ 每学年秋季初一、 高一新生在开学前进行为期 １ ~ ２ 周的军训ꎬ 对新生加强队列、

集体观念、 组织纪律性教育ꎮ ２００５ 年初中剥离后ꎬ 仍然对高一新生进行为期两周的军训ꎬ 加强学生

组织纪律性教育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９~２６ 日对高一新生进行军事训练ꎬ 使学生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

和技能ꎬ 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ꎬ 激发了爱国热情ꎬ 增强了国防意识和组织纪律性ꎮ

校内赛事　 延川中学创建以来ꎬ 体育活动非常活跃ꎬ 坚持每年都在校内开展班级、 年级球类、 田

径比赛ꎮ 在 １９５８ 年掀起的劳卫制训练比赛中ꎬ 景国林、 冯胜 １００ 米跑以 １２″９ 创造校纪录ꎬ 景国林创造

３０００ 米长跑 １１′２６″的最高纪录ꎬ 景国林手榴弹投掷以 ４９ 米创造校最高纪录ꎬ 跳远以 ５ ３９ 米创造校纪

录ꎮ １９５９~１９９１ 年ꎬ 延川中学除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经济困难时期和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 “文革” 动乱时期外ꎬ 每

年举办田径、 球类运动会各 １ 次ꎮ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ꎬ 举办首届田径运动会ꎬ 参赛运动员 ４４３ 名ꎬ 其中男

３２３ 名ꎬ 女 １２０ 名ꎮ 比赛项目有男、 女 １００ 米、 ２００ 米、 ４００ 米、 ８００ 米跑和跳高、 跳远、 铅球、 铁饼、

手榴弹ꎬ 以及男子 １５００ 米、 ３０００ 米跑ꎮ 各项比赛最高纪录为: １００ 米ꎬ 男子段良璧 １２″１ꎬ 女子冯翠萍

１６″ꎻ ２００ 米ꎬ 男子段良璧 ２６″１ꎬ 女子冯翠萍 ３４″１ꎻ ４００ 米ꎬ 男子段良璧 １′１″９ꎬ 女子冯永祥 １′１９″９ꎻ ８００

米ꎬ 男子张志瑞 ２′３３″ꎬ 女子冯永祥 ３′２２″ꎻ １５００ 米ꎬ 景国林 ５′１３″ꎻ ３０００ 米ꎬ 景国林 １０′３″ꎻ 跳高ꎬ 男子

郝建国 １ ４０ 米ꎬ 女子白玉兰 １ ２０ 米ꎻ 跳远: 男子景国林 ５ ２０ 米ꎬ 女子冯志英 ３ ２５ 米ꎻ 铁饼: 男子鲍

升明 ２３ ４０ 米ꎬ 女子沙秀莲 １７ ６４ 米ꎻ 铅球: 男子鲍升明 ９ ２０ 米ꎬ 女子梁彩英 ７ ５２ 米ꎻ 手榴弹: 男子

杨永义 ４５ 米ꎬ 女子杨风梅 ２８ ４５ 米ꎮ 各项运动成绩等级达到三级标准的运动员ꎬ 篮球有: 刘玉珍、 杨

茂荣、 张明、 聂瑞清ꎻ 田径 ３０００ 米有: 景国林 １０′３″、 张明 １０′３″２、 张富良 １０′７″３、 鲍升明 １０′８″ꎻ 体操

有: 男子张克明、 冯国育、 梁春荣ꎬ 女子师惠英、 白风珍、 郭玉合ꎮ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经济困难时期ꎬ 学校结合实际取消活动量大的运动ꎬ 未召开体育运动会ꎮ １９６３ 年

国民经济好转ꎬ 次年恢复一年一度春季田径运动会和秋季球类运动会ꎮ ３ 月 ８ 日举行女子乒乓球赛ꎬ

“五一” 节举行全校田径运动会ꎻ ６ 月 １ 日ꎬ 举行少年乒乓球赛ꎮ

“文化大革命” 前期ꎬ 受当时条件制约ꎬ 学校很少开展体育比赛ꎬ 体育活动也较少ꎮ １９７０ 年

始ꎬ 每年春季举行田径运动会ꎬ 秋季举行球类运动会ꎬ 形成惯例ꎮ 此外ꎬ 比赛项目还有广播体操、

拔河、 跳绳、 越野赛等ꎮ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２４ ~ ２６ 日ꎬ 举行第七届田径运动会ꎬ 有 ３８１ 名运动员参加了

１６ 项单项比赛和 ３ 项集体赛ꎬ ４８ 人次打破 １６ 项校纪录ꎬ １６ 人次打破 ８ 项县纪录ꎮ 杨振国以 １２″１ 的

成绩打破地区 １００ 米 １２″５ 的纪录ꎬ 丁小立以 １１ 米的成绩打破地区三级跳远 １０ ８４ 米的纪录ꎮ 新增

项目有标枪、 １１０ 米中栏、 ８０ 米低栏ꎬ 集体赛项目为 ４００ 米、 ８００ 米男、 女接力赛ꎮ １１ 月 ５~３０ 日ꎬ

学校举行第七届篮、 排球运动会ꎮ 运动会开幕式邀请地区教研室来延川检查指导工作的人员参加ꎬ

县委宣传部、 县文教局及教研室的领导参加了开幕式ꎮ 运动会期间ꎬ 榆林地区清涧县中学来学校听

课的教师和男、 女篮、 排球运动员做了精彩表演和技术指导ꎮ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ꎬ 召开校第八届运动会ꎬ

特点是参加人数多ꎬ 比赛项目多ꎮ 有 １４ 人次打破上届田径运动会的 ８ 项纪录ꎬ 即 ５０００ 米和 １５００ 米

长跑ꎬ １１０ 米中栏、 跳远、 铁饼、 手榴弹ꎻ 女子跳高、 手榴弹ꎮ

１９８０ 年始ꎬ 校田径运动会改为秋季召开ꎬ 秋季球类赛不再举行ꎬ 并每年冬季组织师生参加迎元旦

冬季越野长跑赛ꎮ 当年 １０ 月举行的校田径运动会ꎬ 有 １６ 项 ３６ 人次破校纪录ꎬ 且女子甲组铅球、 铁

饼ꎬ 男子丙组手榴弹、 标枪和女子丙组手榴弹至 １９９１ 年一直保持最高纪录ꎮ 女子甲组铁饼梁爱珍以

０５３



第七章　 文体卫生 　


２５ ３６ 米破县纪录ꎮ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新增竞走项目ꎬ 有 ３ 公里、 ５ 公里竞走ꎬ 第一名分别为张陶 (县志: 刘

雄) １８′８″６、 郝开明 ３３′１４″２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ꎬ 校田径运动会有 ７ 项 １２ 人次破校纪录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ꎬ 校

田径运动会有 ９ 项 １８ 人次破校纪录ꎮ 该年田赛项目位于全区前列ꎬ 荣获延安地区重点项目第二名ꎮ 次

年ꎬ 校二十届田径运动会有 ２８ 人次打破校 ３４ 项最高纪录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ꎬ 男子甲组 １００ 米ꎬ 袁鹏以

１２″破校纪录 １２″１ꎬ ２００ 米以 ２５″４ 破校纪录 ２５″６ꎬ 亦破县纪录ꎬ ４００ 米以 ５７′０″３ 破校纪录 ５８′０″５ꎻ 铁饼ꎬ

刘世岗以 ３７ ０５ 米破校纪录 ３０ ６５ 米ꎻ 女子甲组 ８００ 米ꎬ 呼红艳以 ２′５３″３ 破校纪录 ５′５７″ꎬ １５００ 米以 ５′

５４″破校纪录 ６′５″５ꎬ ３０００ 米以 １２′４２″５ 破校纪录 １３′１３″４ꎮ 男子乙组 １５００ 米ꎬ 杨海燕以 ５′７″９ 破校纪录 ５′

８″ꎻ 女子乙组 ２００ 米ꎬ 高海莲以 ３０″８９ 破校纪录 ３２″２ꎬ ４００ 米以 １′１２″２ 破校纪录 １′１３″２ꎬ １５００ 米李晶以

５′２０″９ 破校纪录 ５′５６″３ꎮ 男子丙组铁饼ꎬ 郝宏山以 ３４ １９ 米破校纪录 ３０ ３５ 米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ꎬ 召开校 ２５ 届田径运动会ꎬ 有 ５ 项 ５ 人次破校纪录ꎬ 分别为男子甲组三级跳远ꎬ

杨忠收以 １１ ７７ 米破校纪录 １１ ３５ 米ꎻ 女子甲组 ２００ 米ꎬ 刘百艳以 ３０″６ 破校纪录 ３１″４ꎬ ４００ 米 １′１２″

３５ 破校纪录 １′１５″４ꎻ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ꎬ 张刘高以 １０ ９５ 米破校纪录 １０ ６２ 米ꎻ 男子丙组铅球ꎬ 马

海清以 １２ ３５ 米破校纪录 １１ ３１ 米ꎮ

编号: ７－１　 延川中学 １~２５ 届田径运动会最高纪录

男

子

甲

组

项　 目 姓　 名 成　 绩 时　 间

１００ 米 袁　 鹏 １２″ １９８８ １０

２００ 米 袁　 鹏 ２５″４ １９８８ １０

４００ 米 袁　 鹏 ５７″０３ １９８８ １０

８００ 米 高清华 ２′１３″２１ １９８８ １０

１５００ 米 刘　 异 ４′４６″ １９８８ １０

３０００ 米 郭海山 １０′１０″３ １９８６ ９

５０００ 米 刘世杰 １７′１１″ １９７５ ５

１１０ 米栏 刘君平 １８″６ １９７４ ５

２００ 米栏 刘　 义 ３０″ １９８５ １０

３ 公里竞走 刘　 雄 １８′８″６ １９８１ ４

５ 公里竞走 郝开明 ３３′４″２ １９８１ ４

跳　 高 丁小力 １ ５６ 米 １８７３ ６

跳　 远 冯延军 ６ 米 １９８６ ４

三级跳远 杨忠收 １１ ７７ 米 １９９１ １０

撑竿跳高 郝世祥 ２ ４ 米 １９７６ ６

铅　 球 刘世岗 １１ ７７ 米 １９８６ ９

铁　 饼 刘世岗 ３７ ０５ 米 １９８８ １０

手榴弹 贺生军 ５７ ４７ 米 １９７６ ６

标　 枪 张建忠 ４９ ９８ 米 １９８５ １０

１５３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续表

女

子

甲

组

项　 目 姓　 名 成　 绩 时　 间

１００ 米 马瑞平 １４″２ １９７３ ６

２００ 米 刘百艳 ３０″６ １９９１ １０

４００ 米 刘百艳 １′１２″３５ １９９１ １０

８００ 米 呼红艳 ２′５３″３ １９９１ １０

１５００ 米 呼红艳 ５′５４″ １９９１ １０

３０００ 米 呼红艳 １２′４２″５ １９９１ １０

３０ 米栏 钞彩云 １６″５３ １９７３ ６

１００ 米栏 白华平 １９″８ １９７６ ４

跳　 高 刘华平 １ ２７ 米 １９８４ １０

跳　 远 李红燕 ４ ５７ 米 １９８６ ９

铅　 球 梁爱珍 ９ ６６ 米 １９９１ １０

铁　 饼 梁爱珍 ２５ ３６ 米 １９９１ １０

手榴弹 高润莲 ３７ ８ 米 １９９１ １０

男

子

乙

组

１００ 米 韩忠宁 １２″１ １９８６ ９

２００ 米 袁　 鹏 ２５″ １９８７ １０

４００ 米 袁　 鹏 ５７″９ １９８７ １０

８００ 米 袁　 鹏 ２′１８″５ １９８７ １０

１５００ 米 杨海燕 ５′７″９ １９８８ １０

３０００ 米 高健雄 １０′３７″５ １９８７ １０

５０００ 米 马王平 １４′７″４ １９８４ １０

１１０ 米栏 马小利 ２１″ １９８１ １０

异程接力 八三级一班 ４′２１″４ １９８２ １０

手榴弹 冯延军 ５２ 米 １９８２ １０

铅　 球 张建忠 １０ ７ 米 １９８３ １０

铁　 饼 刘世岗 ３０ ８ 米 １９８５ １０

标　 枪 刘军卫 ４５ 米 １９８７ １０

跳　 高 刘延林 １ ５ 米 １９８６ ９

跳　 远 贺金辉 ５ ５８ 米 １９８６ ９

三级跳远 张刘高 １０ ９５ 米 １９９１ １０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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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女

子

乙

组

项　 目 姓　 名 成　 绩 时　 间

１００ 米 李红燕 １４″３ １９８４ １０

２００ 米 高海莲 ３０″８９ １９８８ １０

４００ 米 高海莲 １′１２″２ １９８８ １０

８００ 米 呼红艳 ２′４５″４１ １９８３ １０

１５００ 米 李　 晶 ５′２０″９ １９８８ １０

３０００ 米 呼红艳 １２′４６″ １９８４ １０

１１０ 米低栏 白华平 １７″１ １９８１ １０

４×１００ 米接力 八四级一班 １′０７″８４ １９８３ １０

手榴弹 刘明芳 ３４ ７８ 米 １９８４ １０

铅　 球 贺风莲 ６ ９４ 米 １９８６ １０

铁　 饼 刘江涛 ２５ ２１ 米 １９８３ １０

标　 枪 刘国华 ３４ ０６ 米 １９８１ １０

跳　 高 刘和平 １ ２１ 米 １９８７ １０

跳　 远 李红艳 ４ ３５ 米 １９８４ １０

男

子

丙

组

６０ 米 李亚飞 ８″１ １９８１ １０

１００ 米 韩忠宁 １２′３２″ １９８５ １０

２００ 米 韩忠宁 ２６″５ １９８４ １０

４００ 米 韩忠宁 ５８″０５ １９８５ １０

８００ 米 赵延宏 ２′２６″２ １９８６ ４

１５００ 米 赵延宏 ５′１１″ １９８６ ４

３０００ 米 马延军 １０′５８″ １９８１ １０

２００ 米低栏 王利剑 ３３′３″ １９８５ １０

跳　 高 刘延林 １ ５ 米 １９８６ ４

跳　 远 贺金祥 ５ ３８ 米 １９８６ ４

铅　 球 马海清 １２ ３５ 米 １９９１ １０

铁　 饼 郝宏山 ３４ １９ 米 １９８８ １０

手榴弹 刘清华 ４５ ９０ 米 １９８０ １０

标　 枪 甄卫东 ４４ １０ 米 １９８０ １０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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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女

子

丙

组

项　 目 姓　 名 成　 绩 时　 间

６０ 米 李红艳 ９″ １９８１ １０

１００ 米 刘百艳 １４″１ １９８７ １０

２００ 米 刘百艳 ３１″５ １９８７ １０

４００ 米 刘百艳 １′１３″８ １９８７ １０

８００ 米 呼红艳 ２′５０″３ １９８４ １０

１５００ 米 呼红艳 ５′５８″ １９８４ １０

３０００ 米 呼红艳 １２′４６″ １９８４ １０

８０ 米低栏 刘清芳 １８″ １９８５ １０

跳　 高 刘和平 １ ２３ 米 １９８１ ４

跳　 远 张小华 ４ ６４ 米 １９８６ ４

铅　 球 贺风莲 ８ ６６ 米 １９８４ １０

铁　 饼 董清云 １９ ２ 米 １９８７ １０

手榴弹 刘明芳 ３２ ４９ 米 １９８０ １０

标　 枪 杨秀梅 ２２ ３０ 米 １９８３ １０

　 　 注: 表内信息源于 «延川县志»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ꎬ 女子甲组 １００ 米ꎬ 高海莲以 １４″２ 破校纪录 １４″ꎻ 雷娟标枪以 ２４ ２４ 米获第一名ꎮ

男子丙组跳远ꎬ 李栓平以 ５ ４４ 米破校纪录 ５ ３８ 米ꎬ 铅球以 １３ ０５ 米破校纪录 １２ ３５ 米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ꎬ 女子丙组铅球ꎬ 郝芳艳以 ９ ０３ 米成绩打破校纪录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ꎬ 张小宝以 ５１ １６ 米成绩打破

男子甲组标枪 ４９ ９８ 米校纪录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ꎬ 男子乙组跳高ꎬ 贺鑫以 １ ５１ 米打破校纪录 １ ５ 米ꎻ

女子 ４００ 米ꎬ 刘峰以 １′００″９ 破校纪录ꎮ 丙组男子 ８００ 米ꎬ 高军强以 ２′２５″６ 破校纪录 ２′２６″２ꎬ 女子袁

延红以 ２′４７″９４ 破校纪录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ꎬ 乙组男子 １５００ 米ꎬ 王珂琦以 ４′５７″破校纪录ꎻ 三级跳远ꎬ

王鹏以 １１ ２５ 米破校纪录 １０ ９５ 米ꎮ 女子 ２００ 米ꎬ 刘峰以 ２９″６２ 破校纪录 ３０″８９ꎮ 丙组女子 １５００ 米ꎬ

王霞以 ５′５２″破校纪录 ５′５８″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ꎬ 王霞以 １′１０″的成绩破女子丙组 ４００ 米 １′１３″８ 的校纪录ꎮ

２０００ 年始ꎬ 延川中学恢复为每年春季举行田径运动会ꎬ 秋季举行球类运动会和冬季越野赛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张涛以 １１″９６ 的成绩打破男子甲组 １００ 米 １２″的校纪录ꎮ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 校第三十

八届田径运动会召开ꎬ 乙组男子 １００ 米ꎬ 郝智慧以 １１″９９ 破校纪录 １２″１ꎬ ８００ 米ꎬ 刘锐以 ２′１７″９３ 破

校纪录 ２′１８″５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ꎬ 校田径运动会新增一分钟跳绳项目ꎬ 甲组男子第一名阎建云 ２０８ 次ꎬ

女子第一名李行行 ２１７ 次ꎻ 乙组男子第一名刘琦 １８９ 次ꎬ 女子第一名马秀芳 １９８ 次ꎻ 丙组男子第一

名王盾 １９４ 次ꎬ 女子第一名郝丽 １９２ 次ꎮ 郭昱以 １１″６５ 的成绩打破男子甲组 １００ 米校纪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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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ꎬ 延川中学初中剥离成为高级中学ꎬ ４ 月召开的第三十九届田径运动会ꎬ 只分甲、 乙两

组ꎬ 甲组男子 ２００ 米ꎬ 郭平以 ２５″２５ 破 ２５″４ 的校纪录ꎬ 一分钟跳绳ꎬ 李兴华以 ２１３ 次打破校纪录ꎻ

女子 ８００ 米ꎬ 刘晓玲以 ２′５１″２８ 破 ２′５３″３ 的校纪录ꎮ 乙组男子一分钟跳绳ꎬ 封浪以 ２００ 次打破校纪

录ꎬ 女子惠小瑞以 ２０５ 次打破校纪录ꎮ 冬ꎬ 由于山西沁源县学生跑早操出车祸后ꎬ 取消冬季越野长

跑赛活动ꎮ 每年组织师生开展迎国庆球类运动会和 “拔河” 比赛ꎮ 次年始ꎬ 田径运动会均为高二、

高一年级学生参加ꎬ 分别是甲、 乙男女组ꎬ 比赛项目为十五六项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甲组男子一分钟跳

绳ꎬ 李龙龙以 ２１９ 次打破校纪录ꎻ 女子冯琼以 ２３２ 次打破校纪录ꎮ ２００９ 年春ꎬ 举行了第四十三届田

径运动会ꎮ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由于场地改造ꎬ 未举办田径运动会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举行阳光体育启动仪式ꎬ 倡议全校师生积极参与到 “阳光体育运动” 中去ꎬ 强

健体魄ꎬ 锻炼意志ꎮ 开展跳绳、 拔河等项活动ꎮ ２０１１ 年ꎬ 阳光体育确保学生每天长跑 １０００ 米ꎬ 并

开展主题月活动ꎬ 即冬季阳光长跑、 三项运动和拔河比赛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 邀请延川县第二中学ꎬ 在校

内举行篮球友谊赛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 ３０ 日ꎬ 举办第四十四届田径运动会ꎬ 参加运动会的有高一、

二年级全体学生和部分教职工ꎬ 比赛项目有男、 女 １００ 米、 ２００ 米、 ４００ 米、 ８００ 米、 １５００ 米、 跳

高、 跳远、 三级跳远、 铅球、 铁饼、 ４×１００ 米接力和男子组 ５０００ 米、 １１０ 米栏及女子组 ３０００ 米、

１００ 米栏各 １３ 项ꎬ 教职工项目有篮球投准、 托球跑、 趣味保龄球、 自行车慢骑、 ４×１００ 米接力 ５

项ꎮ 打破校纪录 ５ 项ꎮ ９ 月举行高一年级广播体操及队列队形比赛ꎬ １０ 月举行校园球类运动会ꎬ １１

月为高一、 二年级组拔河友谊赛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 在延川中学田径场举行第四十七届田径运动会ꎬ 分高二年级男、 女甲组和

高一年级男、 女乙组及教工组参赛ꎬ 项目有男、 女 １００ 米、 ２００ 米、 ４００ 米、 ８００ 米、 １５００ 米、 跳

远、 跳高、 立定跳远、 铅球 (男 ５ｋｇ、 女 ４ｋｇ)、 １ 分钟跳绳、 集体跳长绳 (１２ 人)、 ４×１００ 米接力、

４×４００ 米接力、 团体接力 (３６ 人×３０ 米往返跑ꎬ 男生 ２０ 人、 女生 １６ 人) 和男子 ３０００ 米、 三级跳

远等甲、 乙组各 １６ 项ꎮ 教职工项目设置同学生组 (每个项目报名人数不得少于 ８ 人)ꎮ ４×１００ 米接

力和团体接力 (３６ 人×３０ 米往返跑ꎬ 男教师 ２０ 人、 女教师 １６ 人) 按年级组参加比赛ꎮ 甲组女子 ４

×１００ 米接力、 ４×４００ 米接力由 ２０１６ 届 ６ 班和集体跳绳男子、 女子分别由 ２０１６ 届 １、 ６ 班破校纪录ꎮ

乙组 ４×１００ 米接力、 ４×４００ 米接力男子分别由 ２０１４ 届 ２、 ４ 班破校纪录ꎬ 女子由 ２０１７ 届 ６ 班破校纪

录ꎻ １ 分钟跳绳男子白耀天以 ２０８ 次破校纪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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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编号: ７－２　 延川中学田径运动会最高纪录

项目类别

１００ 米

２００ 米

４００ 米

８００ 米

１５００ 米

３０００ 米

４×１００米接力

４×４００米接力

铅　 球

铁　 饼

跳　 高

跳　 远

三级跳远

一分钟跳绳

立定跳远

集体跳绳

男
子
甲
组

︵
高
二
︑
高
三
年
级
︶

姓　 名 成绩 时间

郭　 星 １１″６５ ２００４ ０４

郭　 平 ２５″２５ ２００５ ０４

袁　 鹏 ５５″２７ ２０１３ ０４

刘　 锐 ２′１２″９３ ２００４ ０４

李　 明 ４′２８″４６ １９８４ １０

郭海山 １０′１０″ １９８６ ９０

２０１４ 届 ２ 班 ４７″７８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０１４ 届 ４ 班 ３′５３″８２ ２０１３ ０４

白博飞 １１ ８８ 米 (５ｋｇ) ２０１３ ０４

刘世刚 ３７ ０５ 米 (２ｋｇ) １９８８ １０

郝开明 １ ５６ 米 １９７３ ０６

冯延军 ６ ００ 米 １９８６ ０４

杨忠收 １１ ７ 米 １９９１ １０

李龙龙 ２１９ 次 ２００７ ０４

白博飞 ２ ９２ 米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０１６ 届 １ 班 ７８ 次 ２０１５ ０４

女
子
甲
组

︵
高
二
︑
高
三
年
级
︶

姓　 名 成绩 时间

高海莲 １４〃 １９９３ １０

高海莲 ３０″４９ １９９３ １０

刘百艳 １′１０″２４ １９９０ １０

刘晓玲 ２′５１″２８ ２００５ ０４

呼红艳 ５′５４″ １９８８ １０

呼红艳 １２′４２″５ １９８８ １０

２０１６ 届 ６ 班 １′０２″７６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６ 届 ６ 班 ５′０２″５０ ２０１５ ０４

梁爱珍 ９ ６６ 米 (４ｋｇ) １９８０ １０

梁爱珍 ２５ ３６ 米 (１ｋｇ) １９８０ １０

白华平 １ ２７ 米 １９８４ １０

李红艳 ４ ５７ 米 １９８６ ０４

—

冯　 琼 ２３２ 次 ２００７ ０４

师　 哲 ２ ３３ 米 ２０１２ ０４

２０１６ 届 ６ 班 ６８ 次 ２０１５ ０４

１００ 米

２００ 米

４００ 米

８００ 米

１５００ 米

３０００ 米

４×１００ 米接力

４×４００ 米接力

铅　 球

铁　 饼

跳　 高

跳　 远

三级跳远

一分钟跳绳

立定跳远

集体跳绳

男
子
乙
组

︵
初
三
︑
高
一
年
级
︶

郝智慧 １１″９９ ２００３ ０４

袁　 鹏 ２５″ １９８７ １０

袁　 鹏 ５７″９０ １９８７ １０

刘　 锐 ２′１７″９３ ２００３ ０４

王珂琦 ４′５７″ １９９８ ０９

刘　 琦 １０′４６″５ １９８９ １０

２０１４ 届 ２ 班 ４７″７８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４ 届 ４ 班 ３′５３″８２ ２０１５ ０４

张建忠 １１ ２４ 米 (５ｋｇ) １９８３ １０

刘世刚 ３０ ８米 (１ ５ｋｇ) １９８５ １０

张　 英 １ ５２ 米 ２０１２ ０４

贺金辉 ５ ５８ 米 １９８６ ０９

王　 鹏 １１ ２５ 米 １９９９ ０９

白耀天 ２０８ 次 ２０１５ ０４

白博飞 ２ ８８ 米 ２０１２ ０４

２０１５ 届 ８ 班 ６３ 次 ２０１３ ０４

女
子
乙
组

︵
初
三
︑
高
一
年
级
︶

李红艳 １４″３０ １９８４ １０

刘　 峰 ２９″６２ １９９８ ０９

刘　 峰 １′００″９ １９９７ ０９

呼红艳 ２′４５″ １９８６ １０

李　 晶 ５′２０″９ １９８４ １０

呼红艳 １２′４８″ １９８６ １０

２０１７ 届 ６ 班 １′０２″４３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７ 届 ６ 班 ５′０９″０６ ２０１５ ０４

贺凤莲 ８ ９４ 米 (４ｋｇ) 　

刘江涛 ２５ ２１ 米 (１ｋｇ) 　

刘和平 １ ２１ 米 １９８７ ０９

李红艳 ４ ３５ 米 １９８５ ０９

—

呼延娟 ２１９ 次 ２０１２ ０４

张　 娟 ２ １９ 米 ２０１２ ０４

２０１４ 届 １４ 班 ４６ 次 ２０１２ ０４

　 　 注: 表内信息源于体育教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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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赛事　 延川中学在校内举行体育运动会的同时ꎬ 也派出篮、 排球队或其他体育代表队参与

校外体育比赛ꎮ １９５８ 年ꎬ “五一” “五四” 节ꎬ 学校师生参加县体育运动会ꎬ 获田径总优胜奖ꎻ 期

中ꎬ 参加县中学生运动会ꎬ 有 ４９ 名学生获物质奖励ꎻ 期末ꎬ 选择部分学生参加地区中学运动会ꎬ

有个别学生获奖ꎮ 是年ꎬ 在西安召开的全省体育运动会上ꎬ 学生呼中权举重 ８０ 千克ꎬ 荣获全省举

重第四名ꎮ １９６２ 年国庆节ꎬ 参加县体育运动会ꎬ 在 ５ 项运动项目中荣获 ４ 项第一ꎬ 受到县体育委员

会奖励ꎮ １９６３ 年 “五一” 期间ꎬ 参加县体育运动会ꎬ 荣获男子排球冠军ꎬ 受到县体委锦旗奖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延川县举办首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排球赛、 冬季远野赛和延川中学、 永坪中学中学

生篮球对抗赛ꎮ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下旬ꎬ 学校男、 女篮、 排球代表队参加县八届运动会ꎬ 男排获得第一

名ꎬ 男篮取得第四名ꎻ 女排、 女篮分别取得三、 四名ꎮ １９８３ 年前学期ꎬ 在县布点乒乓球运动会上获

女子团体第一名ꎬ 男子团体第二名ꎻ 女子单打一、 二名ꎬ 男子单打二、 三名ꎮ 后学期ꎬ 根据国家体

委、 教育部、 团中央关于在全国中小学举办 «雏鹰起飞奖» 的指示ꎬ 县体委和教育局于 ８ 月 ２３~２５

日举办全县第二届中学生田经运动会ꎮ 延川中学代表队韩忠宁、 杨红亮分别破男子甲组 １００ 米 １３″

２０ 的地区纪录ꎬ 呼红艳以 ５′４９″６８ 的成绩破女子甲组 １５００ 米 ５′５４″县纪录ꎬ 李红艳以 １４″５８ 成绩破

女子乙组 １００ 米 １４″７５ 的县纪录、 以 ３ ８１ 米成绩破女子乙组跳远 ３ ８ 米的县纪录ꎬ 李亚飞以 １３″１４

的成绩破男子乙组 １００ 米 １３″２０ 的地区纪录、 以 ５ ３５ 米成绩破男子乙组跳远 ４ ４５ 米的县纪录ꎬ 甄

小东以 １４″６９ 的成绩破女子乙组 １００ 米 １４″７５ 县纪录ꎬ 高清华以 ５８″８６ 的成绩破男子甲组 ４００ 米 １′０″

４ 的县纪录ꎮ 是年ꎬ 延川中学出队参加地区第四届重点中学田径运动会ꎬ 以总分 ７８ 分获第五名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参加地区第五届重点中学田径运动会ꎬ 获总分第六名ꎮ 学生高清华被选拔参加省第四届中

学生运动会ꎮ 同年ꎬ 延川中学参加本县举办的首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ꎬ 比赛项目有篮球、 排球、 乒

乓球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延川中学选队参加地区第六届重点中学田径运动会ꎬ 获总分第二名ꎻ 学生冯延军以

５ ９８ 米的成绩获急行跳远第一名ꎬ 达三级跳远运动员标准ꎮ 翌年ꎬ 赴地区专业运动会 ３０ 名队员中

有 ２８ 名是延川中学学生ꎬ 其中 ６ 名代表地区参加陕西省体育运动会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延川中学选队参加

延安地区传统项目田径运动会 (初中组)ꎬ 荣获团体总分第四名ꎮ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ꎬ 延川中学选队代表

全县中学生出席延安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ꎬ 获团体总分第四名ꎮ ８ 月ꎬ 代表地区出席陕西省传统

项目学校田径运动会和新苗杯田径赛ꎬ 获团体总分第五名ꎻ 学生李小明获 “新苗杯” 奖ꎬ 奖金 ６０

元ꎮ １９９７ 年上学期ꎬ 延川中学足球队代表延川县赴志丹参加延安市第一届中学生足球赛ꎬ 荣获第五

名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２~１４ 日ꎬ 初一学生王霞、 袁延红参加在富县举行的延安市第二届田径运动会ꎬ

王霞获女子组 ４００ 米、 ８００ 米ꎬ ４×１００ 米接力、 ４×４００ 米接力 ４ 个第一名ꎻ 袁延红获女子组跳远、 ４

×１００ 米接力、 ４×４００ 米接力 ３ 个第一名ꎮ ２００１ 年延安市第二届全运会ꎬ 延川县中学代表延川县参

加足球比赛ꎬ 取得第三名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学校足球队参加县首届 “足协杯” ７ 人制足球比

赛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１９ 日ꎬ 学校足球队参加县首届 “信合杯” 中学生春季足球联赛ꎬ 获第五名ꎮ ９

月 ２８ 日ꎬ 校篮球队参加延川县 ２０１４ 年庆国庆 “信合杯” 篮球赛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学校足球队参加延

安市首届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子组比赛ꎬ 获优秀组织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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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音美文娱

延川中学音乐美术教学ꎬ 自建校后一直断断续续开展ꎬ 变化幅度不大ꎮ 这两门课程除专业学校

外ꎬ 不作为高、 中考科目ꎬ 一直列为副课ꎬ 其教学兴衰取决于任课教师专业水平的高低和引导

方法ꎮ

音乐教学 　 延川中学创建伊始ꎬ 音乐课主要教学生一些简谱知识和学唱革命歌曲ꎬ «国歌»

«国际歌» «东方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团结就是力量» «中国志愿军战歌» 和抒情歌曲

«歌唱祖国»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ꎬ 苏联歌曲 «小路»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ꎬ 电影歌曲 «人

说山西好风光» «我的祖国» «九九艳阳天» «红梅赞» 等ꎮ １９５８ 年 “大跃进” 中ꎬ 学生编创歌曲

３３４ 支ꎬ 剧本 １０ 本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兼职音乐教师ꎬ 也是只教学生识谱ꎬ 掌握一些乐理知识ꎬ 唱革命歌曲ꎮ 当时

教唱的歌曲有 «咱们工人有力量» «社会主义好» «可爱的祖国» «学习雷锋好榜样» «接过雷锋的

枪» 等ꎮ 初中音乐每周 １ 节ꎬ 高中不上音乐课ꎮ 随着教育方针的变化ꎬ 注重文化课教学ꎬ 教学有章

可循ꎬ 音乐教学按照教材和教学大纲要求授课ꎮ “文革” 期间ꎬ 音乐课时有时无ꎬ 但在 “文艺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 口号下ꎬ 多教唱 «毛主席语录» 歌ꎬ 还有 «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主席的战士最

听党的话» «娘子军连歌» «红星照我去战斗» «南泥湾»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爱北京天门» 等

风行校园ꎮ

１９８０ 年始ꎬ 伴随社会进步和时代需求ꎬ 音乐教学增加文学常识ꎮ 学生不仅要会唱歌ꎬ 还要了解

词作者、 曲作者及歌曲产生时代背景和对歌曲的简单评价ꎮ 延川中学高中仍不上音乐课ꎮ 教唱的歌

曲有 «我们在一起» «中学时代» «大海» «外婆的澎湖湾» «再回首» «我的未来不是梦» «风中有

朵雨做的云» 等ꎮ １９８３ 年春ꎬ 成立音乐训练队ꎬ 包括乐器、 舞蹈、 演唱ꎬ 利用早操时间进行演唱

训练ꎬ 效果显著ꎮ １９８６ 年ꎬ 无音乐老师ꎬ 暂时停上音乐课ꎮ 次年ꎬ 调配音乐教师 １ 名ꎮ

１９９０ 年始ꎬ 让学生欣赏外国歌曲、 著名英文歌曲ꎬ 教唱一些英文歌ꎬ 当然中文歌占主导地位ꎮ

主要教唱 «沂蒙山好风光» «太阳岛» «十五的月亮» «血染的风采» «朋友» «星星点灯» «天不刮

风ꎬ 天上有太阳» «故乡的云» 等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音乐主要开设在初中部ꎬ 要求严格执教ꎬ 按照教材进

行正规化教学ꎮ 音乐不但活跃了校园气氛ꎬ 使校园在课前充满歌声ꎬ 而且还为学校、 县欢迎欢送、

庆祝活动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和组织力量ꎬ 也为歌咏比赛、 元旦文艺晚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节目ꎬ 更

重要的是每年都能为音乐专业学校输送 ２~３ 名优秀人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注重音乐教学工作ꎬ 配备专职教师 ２ 名ꎬ 专门教师办公室和专门音乐教室ꎬ 购置脚踏

风琴 ２ 台ꎬ 手风琴 ３ 部ꎬ 置办大型秧歌器材ꎬ 一般服装、 道具和乐器ꎬ 校园文艺搞得有声有色ꎮ

进入新世纪 ２０００ 年始ꎬ 学校教唱的歌曲主要有 «走进新时代» «祝你平安» «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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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花» 等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ꎬ 高中部开设音乐课ꎬ 并办音乐特长班ꎬ 定期上课辅导ꎬ 培养其个性特

长和才能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加强音乐艺术特长班教学ꎬ 训练舞蹈队、 秧歌队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 高一注重音

乐鉴赏ꎬ 使学生了解各民族不同流派音乐风格ꎻ 高二教学为音乐、 舞蹈ꎬ 狠抓特长生教学ꎬ 培养艺

术人才ꎮ

美术教学　 延川中学初创时ꎬ 每周开设一节美术课ꎬ 由助教蔡述贤兼任ꎮ 美术教学从临摹学

起ꎬ 适当增加素描、 写生、 速写ꎬ 给学生传授一般的绘画原理、 透视知识和绘画技能ꎮ 用静物让学

生练习素描ꎬ 教师示范ꎬ 指导学生练习ꎮ 班内个别美术爱好者ꎬ 为班办板报画一些简单报头图案ꎬ

使所学知识与实践结合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初中部美术课按教学大纲要求实施教学计划ꎮ 美术教师大胆尝试教学改革ꎬ 自编书法

教材ꎬ 将书法教学内容穿插在初二、 初三美术课程中ꎬ 培养了学生的书写能力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美术主要开设在初中部ꎬ 要求严格执教ꎬ 按照教材进行正规化教学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配备

专职美术教师和书画办公室ꎬ 坚持每年至少举办 １ 次学生书法、 绘画作品展ꎬ 培养了部分学生专业

特长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高中部开办美术特长班ꎬ 定期上课辅导ꎬ 并编写出艺术班校本教材进行授课ꎬ 培养其

个性特长和才能ꎬ 提高了艺术特长班的教学质量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专业教师于每天下午第七、 八节课对学

生进行专业强化训练ꎬ 使这些学生充分发挥特长优势ꎬ 步入正确轨道ꎬ 收效极为显著ꎮ 秋ꎬ 艺术特

长班人数达 ７２ 人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ꎬ 高一仍开设美术课ꎬ 每周每班 １ 节ꎬ 每学期 ２０ 课时ꎮ 特重视高

二艺术特长班教学ꎬ 白天讲授理论ꎬ 开展手工制作ꎻ 晚自习进行艺术专业训练 (２ 课时)ꎬ 素描与

色彩速写ꎮ

文娱活动　 延川中学校园文化比较丰富多彩ꎬ 形式多样ꎮ 不仅活跃了师生们的课余生活ꎬ 而且

培养了学生的业余爱好ꎬ 为个人专长创造良好条件ꎮ 延川中学校园文艺演出ꎬ 在各个时期都配合了

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ꎮ 文娱活动是学生美学、 美育、 艺术培养的重要途径ꎮ 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排

练、 演出ꎬ 既展示了学生生气勃勃的风采ꎬ 又在参加活动过程中寓教于乐ꎮ 不同年代ꎬ 学校经常举

办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ꎬ 尤其在节庆日、 重大社会活动时ꎬ 举行文艺演出活动ꎮ

１９５６ 年开学后ꎬ 购置秧歌道具ꎬ 成立轻重乐器组ꎮ 一遇活动时间ꎬ 扭秧歌的、 跳舞的、 玩球类

的ꎬ 欢乐之声洋溢于全校ꎮ 各班召开文艺晚会ꎮ 新年ꎬ 学校召开同乐晚会ꎮ １９５８ 年后半年ꎬ 举办歌

舞比赛、 图画展览各 １ 次ꎮ 是年ꎬ 延川中学语文教研组集体谱写延川中学校歌ꎬ 歌词为: 乡云飘过

海洋ꎬ 东风磅礴八方ꎮ 雄鹰在天上飞翔ꎬ 延水伴我们歌唱ꎮ 我们的学校ꎬ 我们的课堂ꎬ 就屹立在这

优美的地方ꎮ 啊! 你是我们可爱的乐园ꎬ 您是我们可爱的家乡ꎮ

我们生活在紧张的课堂ꎬ 生活在劳动的战场ꎮ 牛羊布满山岗ꎬ 庄稼金黄吐露芬芳ꎮ 工厂林立机

器欢唱ꎬ 这就是我们的学堂ꎮ 啊! 你是共产主义的学堂ꎬ 您是教养我们的亲娘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ꎬ 召开诗歌创作誓师大会ꎬ 全校掀起一个气壮山河的写诗运动ꎬ 个个有诗

本ꎬ 班班有诗台ꎬ 人人赛李杜ꎬ 诗花遍地开ꎮ 历经 ２０ 天的突击ꎬ 写诗 ４１ ５４ 万首ꎬ 歌曲 ３４４

支ꎬ 剧本 １０ 个ꎬ 散文 ８５ 篇ꎬ 小说 ３９ 篇ꎮ 写诗最多的学生为曹锦云 ３１０１ 首、 张光荣 ２８５０ 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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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艮虎、 刘润孝老师各写 １０００ 余首ꎮ 虽数量上有些过火ꎬ 质量多数不高外ꎬ 也确实锻炼了学

生的写作能力ꎬ 不乏有部分较高水平的创作ꎬ 较好的有初一年级学生郝彩勋写的 “天上无云

难下雨ꎬ 地上无土难长粮ꎻ 人民没有共产党ꎬ 挣断骨头难翻身” ꎬ 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

放的历史功绩ꎮ 一位初三年级学生写的 “东风吹ꎬ 百花开ꎬ 公社建立幸福来ꎻ 一朵花开万里

香ꎬ 幸福没忘共产党” ꎬ 颂扬人民公社好ꎮ １９６０ 年前半年ꎬ 文娱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ꎮ 高六二

开展以宿舍为单位的戏剧观摩演出ꎬ 自编自演ꎬ 内容丰富ꎬ 形式多样ꎬ 演艺精湛ꎬ 为学校各

班树立了榜样ꎮ 在学生会号召下ꎬ 各班掀起向高六二学习ꎬ 开展文娱工作交流的高潮ꎮ 每班

都举行了文艺晚会ꎬ 几乎达到每周都有一场文艺晚会ꎮ “五一” 节ꎬ 举行全校第四届班级文艺

观摩演出ꎬ 唱歌、 跳舞形成风气ꎬ 团结紧张ꎬ 严肃活泼ꎬ 学校生气盎然ꎮ １９６２ 年后半年ꎬ 举

行全校文艺观摩会演ꎬ “元旦” 举行灯谜晚会ꎬ 放假前组织电影晚会 １ 次ꎮ 翌年ꎬ 组织学生大

唱红色歌曲ꎬ 以班开展歌咏、 相声、 快板等小节目晚会ꎬ 举行 ２ 次师生汇演ꎮ 全校歌咏比赛 １

次ꎬ 下乡汇演 １ 次ꎬ 向农民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ꎮ “文革” 动乱期间ꎬ 学校乐器遗失殆尽ꎬ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始ꎬ 又陆续购置了一些音乐器材ꎬ １９７２ 年ꎬ 写小评论和批判文章 ６６３ 篇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学校多开展一些小型的歌咏比赛和国庆节文艺晚会ꎮ

１９８１ 年后半学期ꎬ 先后分高、 初中组ꎬ 进行 ２ 次班级间歌舞演唱比赛ꎬ 并参加全县文艺联欢演

出ꎮ １９８２ 年ꎬ 举办班际歌咏演唱和书画展览各 １ 次ꎮ １９８６ 年成立文艺队 １ 个ꎬ 由张宁祥负责ꎬ 开

展排演活动ꎻ 美术小组 １ 个ꎬ 由鲍碧娥指导进行训练ꎮ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ꎬ 校团委、 教导处组织各

班学生举行歌舞比赛大会ꎻ ６ 月 １１ ~ １７ 日ꎬ 延川中学举行盛大书法展览ꎬ 在 １１ 日开幕式ꎬ 邀请县

六套班子领导和文联、 文教局、 文化馆及兄弟学校领导参加ꎬ 县城书画特长者光临展出ꎬ 给以比较

好的评价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高一三班和初二五班组织文艺联欢晚会ꎬ 学校举办元旦文艺晚会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举行

“五一” 歌咏比赛和元旦文艺晚会ꎮ ２０００ 年 “元旦节”ꎬ 谢延香、 高海燕编导的延川中学秧歌队代

表县人民政府参加延安市举办的 “千面锣鼓迎千年” 秧歌汇演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举行全校歌咏比赛、 元旦文艺晚会和书法展览ꎮ 次年ꎬ 学校举办首届文化艺术节ꎬ 并

在县校园文艺调演评比中荣获第一名ꎮ 元旦节的卡拉 ＯＫ 大奖赛ꎬ 更是别开生面ꎬ 深入人心ꎬ 为学

生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ꎬ 萌发了学生喜爱艺术的兴趣ꎬ 收效颇佳ꎮ ２００２ 年参加县第一届校园文艺调

演获综合组织奖ꎬ 小品 «校服情»、 快板 «夸校园»、 舞蹈 «花开富贵» 分别获一、 二、 三等奖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县人民政府举办迎国庆歌咏比赛ꎬ 学校职工歌咏队代表教育口参赛获二等奖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７~２９ 日ꎬ 在延川县首届红枣艺术节上ꎬ 延川中学 ８０ 名学生参加演出活动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参加教育

局、 团县委联合举办的校园歌咏比赛ꎬ 获二等奖ꎮ ２００８ 年参加县第二届校园文艺调演ꎬ 荣获校园文

艺调演综合组织奖ꎬ 舞蹈 «床前明月光» 获中学组优秀节目奖ꎬ 小品 «报恩» 获校园文艺调演节

目奖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学校举办安全法制绘画、 书法展ꎻ ９ 月 ２８ 日ꎬ 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６０ 周

年歌咏比赛ꎬ 高二九班演唱的 «山歌一曲唱纲要» 获第一名ꎬ 高二十班演唱的 «延川中学校歌»

获第二名ꎬ 获第三名的是高二五班演唱的 «地道战»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ꎬ 举行 ２０１１ 届毕业典礼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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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演出活动ꎬ １０ 月开展 “迎国庆、 颂党恩” 演讲比赛ꎮ 次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举行 “一腔赤诚报党恩ꎬ

满怀信心跟党走” 演讲比赛ꎬ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首次举行 “诵读千古美文ꎬ 传承华夏文明” 中华诵国学

汇演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 举行迎国庆歌咏比赛ꎮ

第三节　 校园文化

延川中学历来重视校园文化建设ꎬ 设法创造美好的学习生活环境ꎬ 但又不好高骛远ꎬ 总是结合

不同时期实际情况ꎬ 量力而行地打造校园文化氛围ꎬ 最早实施的是校园壁报和班级板报ꎬ 后有时兴

办不同级别的报刊ꎬ ２００２ 年始举行的全校性的文化艺术节ꎬ 较好地培养了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ꎬ 更

好地为发现人才ꎬ 培养特长生提供了依据ꎬ 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刻苦学习和努力创新精神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廉政文化进校园ꎮ ２０１０ 年始ꎬ 同时着力打造以 “路遥文化思想” 精神为特色的校园文化ꎬ 相

继兴建路遥纪念室、 路遥名言墙、 路遥教学楼ꎬ 编写 «走进路遥» 校本教材ꎬ 设立路遥奋斗奖、 文

学奖ꎬ 教育激励师生了解路遥、 学习路遥ꎬ 让校园充满 “路遥人文精神” 气息ꎬ 营造出以 “路遥

人文精神” 为主要内容的浓厚独特校园文化氛围ꎬ 力争使 “路遥精神＋现代素质” 的文明学风蔚然

形成ꎬ 以 “拼搏、 真诚、 执着、 创新、 奉献” 为核心的路遥精神已成为路遥中学校园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和延川县中学人的精神写照ꎮ

一、 壁报与报刊

１９５７ 年始ꎬ 延川中学各班始办黑板报ꎬ 刊登一些时事政治、 校园新风、 诗歌、 短文创作等ꎮ 学

生会、 校团委联合办校园黑板报ꎬ 刊登内容大致相同ꎬ 且多由学生投稿ꎬ 一般 ３ 周更换 １ 次内容ꎮ

由学生会组织吸收善于写、 画的同学组成墙报组完成ꎮ １９５８ 年初一学生刘步高写的一首诗曾刊登在

黑板报上:

三人一条心ꎬ 黄土变成金ꎮ 万人一条心ꎬ 出气吹散云ꎮ

１９５９ 年后半年ꎬ 延川中学文艺创作小组创办 «幼芽» 月刊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墙报分室内、 室外两种ꎮ 室内每班均有一块墙报ꎬ 内容以学习为主ꎬ 有数学题

解、 优秀作文等ꎬ 由各班文体委员负责ꎮ 室外大黑板报共有 １０ 块ꎮ １９６０ 年ꎬ 各教研组共出业务板

报 ２０ 次ꎮ １９６２ 年后半年ꎬ 各教研组均结合本科教学ꎬ 定期出刊板报ꎬ 辅导学生学习ꎬ 交流经验ꎬ

并刊登学生习作和有关科学知识等ꎮ 学生会、 校团委、 少先队配合教学和学校各项活动出刊板报ꎬ

不少班级也在教室后边办板报ꎮ 全学期各种板报均出刊 ５ 期以上ꎮ １９６３ 年春ꎬ 教师张克昌在班内创

办 “文艺园地” 板报ꎬ 加强了学生的习作练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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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７－３　 １９６３ 年前半年出刊板报统计表

名　 称 主办者 类　 别 内　 容 次　 数

园　 丁 工会 半月刊 反映教学情况ꎬ 研究教法ꎬ 交流经验ꎬ 指导同学学习ꎮ ７

俄语学习 俄语组 半月刊 结合教学指导俄语学习ꎬ 刊登俄语学习知识和学生习作ꎮ １１

学习园地 学生会 月刊 反映学习生活ꎬ 交流学习经验ꎮ ４

团　 报 团委 半月刊 向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ꎬ 反映组织生活ꎮ ８

花　 朵 少队部 不定期 反映队的生活ꎬ 刊登队员习作ꎮ ３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导处

１９６４ 年清明节和 “七一”ꎬ 各班出刊 “悼念烈士” “纪念烈士” 墙报ꎮ 该学期校工会编辑 “园

丁” 出刊 ９ 次ꎬ 团委编辑 “向阳花” 出刊 ８ 期ꎬ 学生会编辑 “接班人” 出刊 ５ 次ꎬ 少先队编辑

“花朵” 出刊 ５ 次ꎬ 俄语组编辑 “俄语学习” 出刊 ５ 次ꎮ 高六六级冯雄同学的 «天外有天» 一诗被

延安报刊登ꎬ 少队部利用队会向学生讲 “张高谦” “红灯记” 等故事ꎬ 师生合排反应农村阶级斗争

话剧 “箭杆河边” 和 ８ 位女同学排练的 “八姐妹赶猪” 先后公演 ２ 次ꎬ 赢得观众一致好评ꎮ 全校呈

现出书声琅琅ꎬ 歌声荡漾ꎬ 生动活泼ꎬ 欢天喜地的新气象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校党支部、 革委会

合办的 «向阳花» 小报创刊ꎬ 至 １９７７ 年停刊ꎬ 共发行 ６５ 期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 各班承担各自的板报ꎬ 内容反映时代特征ꎬ 教育学生学雷锋、 做好人好事ꎬ

遵纪守法ꎮ 同时各班还办有室内墙报、 专栏ꎮ 校团委设立 “德育橱窗” “学科园地” 等ꎮ 学校历来

重视通过墙报、 专栏、 办黑板报等形式向师生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ꎬ 及时宣传报道国际国内大事、

好人好事ꎬ 以此活跃校园政治文化气氛ꎬ 开阔学生视野ꎬ 振奋学生精神ꎬ 激励学生学习兴趣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统计ꎬ 全校先后出办专栏 ２１ 期ꎬ 黑板报 １５ 期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各班均办学工、 学农简报ꎮ １０ 月

统计ꎬ 七三级 ４ 个班ꎬ 累计出刊学工简报 １９ 期、 学农简报 ２２ 期ꎮ 校黑板报由各教研组承办ꎬ 内容

以专业为主ꎬ 有理化、 时政、 语文、 数学、 外语 (俄语)ꎻ 团委黑板报刊载团知识或团的章程ꎬ 并

刊载好人好事ꎮ １９７４ 年ꎬ 七四级 １~４ 班为学农战报ꎬ 一、 二、 三班各出刊 １０ 期ꎬ 四班为双版ꎬ 出

刊 １１ 期ꎻ 五班为 «春苗»ꎬ 双版ꎬ 出刊 １１ 期ꎮ 同时各班举办学军简报ꎬ 各出刊 １１ 期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七五级三班创办诗集 «幼芽集»ꎬ 收录学生诗作 ２４ 首ꎻ 创编独幕话剧 «上课» (绘新图)、

多幕话剧 «小燕展翅»ꎬ 由柯君祥老师作ꎬ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改编为眉户剧ꎮ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ꎬ 为纪念

毛主席 “五七” 指示发表十周年ꎬ 学校编辑 «文艺创作选集»ꎬ 收录歌曲 ２ 首ꎬ 快板、 对口词各

１ 篇ꎬ 表演唱 ３ 篇ꎬ 眉户剧、 小舞剧各 １ 篇ꎬ 歌剧 ２ 篇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高八八级学生郝炜、 张宏民、 杨萍等 ４０ 名学生自发组织冲浪文学社ꎬ 创办

«冲浪» 文学刊物第一期ꎬ 刊头题字杜永福ꎬ 顾问王振荣ꎬ 指导教师张晓燕、 张锦宝、 曹延平、 梁

福誓、 董国军ꎬ 编委郝炜、 张宏民、 高民华、 杨英、 郭晓萌、 白巧燕ꎬ 插图高帮成ꎻ １１ 月出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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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ꎮ 次年第五期顾问新增曹谷溪ꎬ 编委郝炜、 张宏民、 杨英、 白巧燕ꎬ 封面设计贺向宏ꎬ 插图张宏

兵ꎻ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召开冲浪文学社成立 １ 周年座谈会ꎬ 冲浪文学社全体社员、 指导老师、 校领导及

县文联、 文化局、 创作组等单位负责同志与顾问曹谷溪参加会议ꎬ 曹谷溪作 «作文与做人» 讲话ꎬ

并为冲浪文学社题词: “海不死ꎬ 浪花不死”ꎬ 县政协副主席、 文联副主任马槐楠即席赋诗一首:

“九九重阳庆周年ꎬ 黄花色浓香校园ꎮ 喜高不喜插茱萸ꎬ 偏爱冲浪花更鲜ꎮ” １１ 月 ２ 日ꎬ 学校举行冲浪

文学社成立 １ 周年纪念大会ꎬ 县文联、 教育局、 教研室、 文化局、 创作组、 团县委、 城关中学、 教师

进修学校、 政协文史办、 广播站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ꎬ 副县长周万忠发来贺信ꎬ 文联常务副主席马进

林和政协文史办主任姬忠泰分别讲话ꎬ 进校党支部书记高振华即席赋诗ꎮ 会上对评选出的 １２ 篇优秀作

品和省、 地、 县各级刊物选用的 ６ 篇习作进行了奖励ꎮ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县委书记王兴业为 «冲浪文学»

刊物题词 “繁荣文艺、 培育新秀”ꎬ 副县长沃健行题词 “交流写作经验、 提高文学水平”ꎮ 至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共出刊 １５ 期ꎮ 陕西广播电视台曾播出 ３５００ 字的 «冲浪文学社简介»ꎬ 影响较大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开辟校园橱窗报栏ꎬ 形成浓厚文化氛围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橱窗报栏展示学生美术、 书法作

品ꎬ 推动学校对学生的素质教育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新设橱窗 ３ 块、 标语 ３ 幅ꎬ 教室外、 楼道内悬挂名人画

像ꎬ 张贴文明规范用语ꎬ 教室后墙悬挂世界、 中国地图ꎬ 制定两块长 ３ 米、 宽 １ ６ 米展示板ꎬ 从 ４

大方面展示建校以来校容校貌变化ꎬ 学校教育、 教学管理ꎬ 校园文化生活ꎬ 以及 “普九” 达标实施

情况ꎬ 使校园文化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建立四块大橱窗专栏ꎬ 更新名人画像ꎬ

增添新标语ꎬ 创设了校园文化新氛围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成立心理咨询室ꎬ 主办 «心路» 刊物ꎬ

主编王小军ꎬ 编辑张立ꎬ ５ 日便出刊第一期ꎬ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刊 １４ 期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学校订有

报纸 ３８ 种ꎬ 杂志 １７８ 种ꎮ ２０１０ 年后半年ꎬ 结合新课程改革ꎬ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ꎬ 营造积极健康、

进取和谐的教室、 宿舍文化氛围ꎬ 在教学处统一安排下ꎬ 各位班主任组织策划ꎬ 动员学生自己布置

教室、 宿舍及自己设计班徽、 给宿舍起名等活动ꎬ 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 «心

路» 停刊ꎬ 共出刊 ３２ 期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高一年级举行教室、 宿舍文化建设评比活动ꎮ

路遥文学社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语文组教师刘文华、 韩卫军和高二 ０００ 级部分学生自发组织启航

文学社ꎬ 创办 «启航» 刊物ꎬ 收集选登学生习作ꎬ 出版两期ꎬ 受到学生一致赞赏ꎮ 至 ２００４ 年共出

刊 ８ 期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启航文学社更名为路遥文学社ꎬ 创办 «路遥文刊»ꎬ 顾问冯治军ꎬ 主编先后由刘文

华、 冯世雄、 步发强担任ꎬ 设计郝永飞ꎬ 编辑张立ꎮ 编委由各班语文科代表担任ꎬ 负责宣传、 征

稿、 校对、 评稿及发现推荐文学爱好者等工作ꎮ 该刊物坚持以 “导向性、 文学性、 思想性” 为宗

旨ꎬ 以培养文学素养、 发现文学爱好者、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ꎬ 为学生提供展现文学才能之舞

台ꎮ «路遥文刊» 至 ２０１５ 年底共出刊 ２９ 期ꎬ 刊登了大量的优秀作品ꎬ 其中不少作品被 «中国校园

文学» «延安日报» «高考作文» «延川山花» 等报刊杂志转载ꎮ

«教研动态» 校刊社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成立 «教研动态» 校刊社ꎬ 李文亮兼任社长ꎬ 张鸿任常务社

长ꎮ 创刊 «教研动态»ꎬ 顾问冯治军ꎬ 策划樊秋平、 贺志荣、 高向良ꎬ 主编白国宝、 干永亮ꎮ 设计

郝永飞ꎮ 开本 １６ 开ꎬ 每学期刊出一期ꎬ 内设教育与管理、 学校新闻、 教法研讨、 教学研究等栏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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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物以教科研为主旋律ꎬ 为教师施展才华提供舞台ꎬ 促进学校教学教改迈向时代前列ꎮ 当年出刊

３ 期ꎬ 刊载教师论文 ５０ 余篇ꎮ 至 ２０１５ 年底已出刊 ２５ 期ꎮ

二、 图书阅览

学校初建校仅有图书 ９８６ 册ꎬ 以教学用书、 挂图为主ꎬ 供教师教学使用ꎮ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始ꎬ 加强

课外活动ꎬ 注重学生课外阅读指导ꎬ 按时开放阅览室ꎬ 定期向学生介绍红色书籍和新添图书ꎬ 各科

结合教学内容向学生推荐参考读物ꎮ １９８１ 年后半年ꎬ 全校师生订购各类报刊杂志 ２００ 多种近 １０００

份ꎬ 学生、 老师平均 ３ 份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图书、 阅览室面向学生开放ꎬ 学生凭借书证到图书室借书ꎬ 阅

览室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七、 八节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学校阅览室除正常开放时间外ꎬ 增加周日开放ꎬ 提供充裕时间ꎬ 极大地方便师生读书

看报和查找资料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橱窗、 报栏定期更换新内容ꎬ 宣传校园新人新事ꎬ 展示学生艺术作品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学校订有报纸 ３８ 种、 杂志 １７８ 种ꎬ 图书达 ６ 万余册ꎬ 方便了学生阅读ꎬ 丰富了学生的课

外生活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学校藏有图书 １１ 万余册ꎬ 订阅报刊 ２７７ 种ꎬ 门类齐全ꎮ

广播宣传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县人民广播电台给学校配发千灯干电收音机 １ 台ꎬ 留声机唱片

若干 (广播体操 ２ 片)ꎮ 对学生进行时事政策教育ꎬ 每天清晨组织同学收听新闻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恢复

广播室ꎬ 利用广播通知会议ꎬ 播送学校新人新事和重要事项ꎮ ２００１ 年开通校园广播ꎬ 实施校园音响

网络工程ꎮ

三、 文化节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７~２７ 日ꎬ 举办全校首届文化艺术节ꎬ 中共延川县委副书记高风兰、 人大副主任

刘邦治、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冯仁杰、 政协副主席曹宁等县级领导莅临指导ꎬ 县委宣传部、 通讯组和

县教育局、 文化局、 文联、 广电局、 业余体校、 文化馆以及教育局党委、 工会、 各室和县属中、

小、 幼学校等部分领导参加ꎬ 江阴支教老师吴伟国应邀参加ꎮ 全校 ３８ 个班级 ２６００ 多名学生、 １５０

余名教师积极参与ꎬ 为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做出很大努力ꎮ 艺术节展示内容丰富多彩ꎬ 表演类有舞

蹈、 相声、 小品、 器乐、 英语课本剧及艺术体操、 武术等ꎬ 展览类有书法、 绘画、 摄影、 手抄报

等ꎬ 竞赛类有田赛、 径赛ꎮ 同时还有部分教师的艺术作品和文体表演ꎮ 推选出文艺节目 ２１ 个ꎬ 获

奖优秀节目 ６ 个、 优秀演员 １６ 人ꎻ 艺术节期间共收到学生硬笔书法作品 ２０００ 余份、 毛笔书法作品

３０ 份、 绘画作品 ３０ 份、 摄影作品 ３５ 份、 剪纸作品 ５ 份、 手抄报 １５ 份ꎬ 经筛选分 ４ 期展出各类作

品 ３４８ 份ꎬ 评出获奖作品 ５４ 件ꎬ 其中硬笔书法一等奖 １ 名、 二等奖 ２ 名、 三等奖 ３ 名ꎬ 优秀奖 ３５

名ꎻ 毛笔书法一等奖 １ 名、 二等奖 ２ 名、 三等奖 ３ 名ꎻ 美术 ６ 名ꎻ 摄影一等奖 １ 名ꎮ 体育比赛参赛

运动员 １１４０ 人ꎬ 经过分组对 ８２ 个项目的角逐ꎬ 其中有 １８ 人次打破校纪录ꎬ 有 ６ 个团体奖分别被不

同班级获得ꎬ ３ 个班级获精神文明奖ꎮ 歌咏比赛参赛班级 １５ 个ꎬ 其中获奖班级 ４ 个ꎮ １２ 月ꎬ 举办

首届卡拉 ＯＫ 歌曲大奖赛ꎬ 高三、 初三年级没有参与ꎮ ２００４ 年举办第二届文化艺术节ꎬ 通过 “田径

运动会” 比赛和文艺表演ꎬ 以及书法、 绘画、 剪纸、 雕塑等展示ꎬ 为兴趣广泛、 学有特长的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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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展示个性的大舞台ꎮ 此后ꎬ 每年都举办文化艺术节 １ 次ꎬ 促进校园文娱活动的开展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举办第四届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ꎬ 历时近 １ 个月ꎬ 约 ３００ 名同学参与各个项目的设计、

排练、 演出等ꎬ 为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了勃勃生机ꎬ 促进了学校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ꎮ 在文艺汇演

中ꎬ 有各类小品、 舞蹈、 独唱、 课本剧及科技小发明等ꎬ 展示了学生的表现力和创造力ꎬ 受到师生

一致好评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初ꎬ 举办第六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ꎬ 展出学生书画作品 ４ 版ꎬ 演出文艺节

目 ２ 台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举办第十一届校园文化艺术节ꎬ 展出学生书画作品 ４ 版ꎬ 文艺节目 ２ 台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举办第十二届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ꎬ 开展舞蹈、 相声、 小品、 诗朗诵、 健美操

等项表演活动ꎬ 闭幕期间进行卡拉 ＯＫ 比赛ꎬ 评比出一、 二、 三等奖ꎮ

第四节　 卫生保健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学校初创ꎬ 学生大多来自农村ꎬ 为农家子弟ꎬ 故生活散漫ꎬ 不注意卫生ꎮ 对此ꎬ

学校组织学生集体讲解自我保护身体、 讲究清洁卫生的重要性ꎬ 并制定有关卫生制度ꎮ 规定每人必

须有卫生用具 １ 副ꎬ 每日洗脸 １ 次ꎮ 强调教职员加强责任感ꎬ 通过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指导ꎬ 逐步

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ꎮ 划分清洁区ꎬ 不时加以清理打扫ꎮ 学生疾病预防接种工作由学校组织ꎬ 县卫

生院防疫卫生股选派医生负责接种ꎬ 师生患病到县卫生院治疗ꎮ 邀请县卫生院孙俊玉作 “一般疾病

预防” 报告ꎬ 联系卫生院给半数以上学生打了防疫针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开学初成立保健委员会ꎬ 指定专

人负责卫生保健工作ꎬ 制订卫生工作计划ꎬ 完善卫生制度ꎬ 加大检查力度ꎬ 并定期公布检查成绩ꎮ

培养班主任掌握简单医疗常识ꎬ 给每班设立保健箱 １ 个ꎬ 学生伤风感冒、 轻微破伤、 红肿可就班就

校医治ꎮ 学校向学生作卫生报告 １ 次ꎬ 邀请县卫生院医生李绪昌作 “预防春季流行性感冒” 报告ꎮ

该学期卫生搞得最好的班是五九级丙班ꎮ 对疾病贯彻 “预防为主ꎬ 治疗为辅” 方针ꎬ 给学生打防疫

针 ３ 次ꎮ 秋成立医务室ꎬ 面积 ６０ 平方米ꎬ 配备一般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物ꎮ 冬季ꎬ 再次邀请李绪

昌医生作 “如何防冻疮” 报告ꎮ 该年度参观了五九级丙班号舍与甲班教室卫生ꎬ 带动全校卫生面貌

发生变化ꎮ 是年ꎬ 始开展以灭 “四害” (雀、 鼠、 蚊、 蝇) 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ꎬ 先后两次灭蚊

蝇 ２３７ 万余个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响应党中央 “除四害ꎬ 讲卫生ꎬ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号召ꎬ 开学初订立爱国

卫生公约ꎬ 举行 “向四害大进军ꎬ 彻底讲好卫生” 誓师大会ꎬ 提出争创无 “四害” 学校口号ꎮ

并参加延川镇 “讲卫生ꎬ 灭四害” 誓师大会ꎬ 掀起运动高潮ꎬ 以班为单位建立战斗队ꎬ 学校成

立指挥部ꎬ 校长亲自挂帅督战ꎬ 历经 ７ 个昼夜奋战ꎬ 泥雀窝 ８ 万多个ꎬ 清理县城全部垃圾ꎬ 清理

垫平县卫生院多年垃圾坑脏地面积 ３ ６ 亩ꎬ 刷新了延川 “屎包城” 面貌ꎮ 同时灭雀 ４００ 多只ꎬ 灭

鼠 ４２０ 多只ꎮ 为延川成为 “四无” 县做出应有贡献ꎬ 荣获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简称 “爱卫

会” ) 奖励ꎮ 在讲卫生灭四害工作中涌现出好多典型模范ꎮ 为此ꎬ 在第七周总结会上表扬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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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级乙班和五九级乙班ꎬ 奖励了刘玉莲、 高风歧、 高尚仁、 马秀珍、 白国和等学生ꎮ 六〇级乙班

邓兴中为灭蝇第一ꎬ 灭蝇 ２ ６９ 万只ꎮ 后半年ꎬ 成立医务所ꎬ ９ 月 １８ 日ꎬ 分配西安第一卫校毕业

生屈秦柱来校任校医ꎬ 配设必备医疗器械和一些常用药物ꎬ 且实行免费治疗ꎮ 从此逢季节向学生

作卫生常识报告 １ 次ꎬ 以季节办黑板报ꎬ 宣传卫生常识和预防疾病知识ꎮ 全年灭雀 １１１２ 只ꎬ 灭

鼠 ６７８ 只ꎬ 灭蝇 １７５ ４１ 万只ꎬ 挖蛹 ６ ２５ 千克ꎮ 次年灭雀 １８８２ 只ꎬ 灭鼠 ７５４ 只ꎬ 灭蝇 １０８４ ０２

万只ꎬ 挖蛹 １１ ７５ 千克ꎮ １９６０ 年ꎬ 前半年建立卫生评比奖励制度ꎬ 班级、 宅区、 学校都有卫生

循环奖牌ꎬ 各级评比嘉奖时间不一ꎮ 学校每周小评一次ꎬ 评优者发给卫生模范奖牌ꎻ 半年大评一

次ꎬ 奖励奖状及红旗ꎮ 共灭蝇 １１ ３１ 亿个ꎬ 挖蛹 １２ ８９ 亿个ꎬ 捕鼠 ６９２ 只ꎬ 加之强化预防工作ꎬ

师生疾病不断减少ꎬ 体质健壮ꎮ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统计ꎬ 校医疗所有药品 １００ 余种ꎮ 该学期适时给师生打预防针ꎬ 合理安排劳动与各

项活动ꎬ 不侵占假日ꎬ 严格执行 “按时作息” 制度ꎬ 清除了师生因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不利于健康的

多种因素ꎬ 使师生生病人数大减ꎬ 该学期病假仅 ５９ 人次 ２５１ 天 ２ 小时ꎬ 而前学期 １０ 周中生病者

１００ 人ꎬ 病假 ４７０ 天ꎮ １９６２ 年下半年ꎬ 学校成立医务所ꎬ 仍由屈秦柱担任校医ꎮ １９６３ 年后半年ꎬ 由

校医向全校师生作各种传染病预防报告ꎬ 统一为师生打预防针 ３ 次ꎮ 清洁卫生采取循环红旗方式ꎬ

发生很大变化ꎮ １９６４ 年前学期ꎬ 校医经常深入学生进行防病灭病卫生知识教育ꎮ 学校建立完善各项

卫生制度ꎬ 制定卫生公约ꎬ 加强检查力度ꎬ 予以通报表扬ꎬ 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ꎬ 先后荣获县爱卫

会锦旗奖和延安分区爱卫会锦旗奖ꎮ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ꎬ 开学初在初三二班进行视力摸底检查ꎮ 学期内熬制 “三白汤” 预防流感ꎬ 制作

浓茶水防治痢疾ꎬ 作防治肝炎、 冻疮有关专题报告ꎬ 贯彻 “预防为主ꎬ 治疗为辅” 方针ꎬ 减少了师

生发病率ꎬ 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ꎮ 日常卫生除订立爱国卫生公约外ꎬ 坚持 “卫生流动红旗”

制度ꎬ 保障了全校环境卫生的清洁干净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 始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ꎬ 延川中学与县人民政府签订计划生育合同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开展卫生红旗竞赛活动ꎬ 普遍推

行班级、 宿舍、 个人卫生包干责任制ꎬ 使学校卫生面貌发生新变化ꎮ １９８９ 年始ꎬ 每年定期对学生身

高、 体重、 视力、 血压等进行常规检查ꎬ 并作出记载ꎬ 归入学生档案中ꎮ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ꎬ 开展防 “非典” 工作ꎬ 购买消毒药对教室、 宿舍、 办公室、 灶房、 实验室、 家

属区等各处ꎬ 坚持每天消毒ꎬ 举办 “非典” 预防知识专栏ꎬ 坚持轮流值班、 晨检ꎬ 等等措施ꎬ 使学

校没有一例 “非典” 疫情患者ꎬ 保障了师生的健康ꎮ 该年投资 １ 万元ꎬ 重新装备医务室ꎬ 配置设备

有检查床、 药品柜、 医疗器械柜、 器械箱、 卫生箱、 器械缸、 酒精灯、 高压锅、 蒸馏频普器等ꎬ 主

要医疗及检查器械有体重计、 胸围计、 肺活量计、 温度计、 血压器、 听诊器、 视力表、 色盲检查图

谱等ꎮ 次年始开设心理健康课ꎬ 设置心理咨询室ꎬ 避免了传染病、 食物中毒及学生因病死亡医疗事

故的发生ꎻ 制定 «学校卫生器材设备管理制度»ꎬ 加强食堂卫生管理ꎬ 坚持对饮管人员进行体检ꎮ

２００６ 年ꎬ 认真贯彻落实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ꎬ 制定卫生制度ꎬ 做到天天打扫、 周周检查、 月月评

比并进行公布ꎮ 次年ꎬ 开展 “爱我校园活动”ꎬ 始实行卫生 “一天两扫ꎬ 每周一次大扫除” 制度ꎬ

并加强检查力度ꎬ 确保卫生时常清洁ꎮ 同时加强卫生保健工作ꎬ 为学生提供健康知识咨询ꎬ 定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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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身体检测ꎬ 对全体学生进行全面身体检查ꎮ ２００８ 年始ꎬ 实行教室、 宿舍、 环境区、 办公室

每天三大扫制度ꎬ 营造干净、 清洁、 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ꎮ ２００９ 年春ꎬ 国内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疫情不

断扩散ꎬ 学校制定 «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防控工作方案» «延川中学预防甲型流感预案»ꎬ 并对来客进行

登记、 盘问ꎬ 给各年级配备红外线体温计ꎬ 对学生进行晨检ꎬ 要求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疫情ꎬ 保证

了学校没有发生一列甲流患者ꎮ 该年度 ８５％以上学生达到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及格以上等级ꎬ 学

生近视率 ３ ８８％ꎬ 学校无重大流行病、 传染病发生ꎮ

２０１０ 年前半年ꎬ 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ꎬ 严禁学生课间买零食ꎬ 不允许将零食

饭菜带进教室ꎮ 同时ꎬ 要求爱护校园卫生ꎬ 不随手乱扔废弃物ꎬ 保障了学校环境卫生的清洁ꎮ 后

半年ꎬ 加强卫生保健工作ꎬ 为学生提供健康知识咨询ꎬ 对高一学生进行了身体检查ꎮ ２０１２ 年后

半年ꎬ 加强卫生保健工作ꎬ 为学生提供健康知识咨询ꎬ 对高一、 高二学生进行了身体检查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 在教学楼前举行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ꎮ ７ 月 ９ 日ꎬ 邀请延安大学

医学院副教授贺清明作健康教育讲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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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后勤保障

２０００ 年延川中学所建供暖中心

“兵马未动ꎬ 粮草先行ꎮ” 办学和带兵打仗一样ꎬ 生活后勤问题从来不可低估和忽视ꎮ 学校创建

伊始ꎬ 便既有教学管理机构ꎬ 又有总务服务部门ꎬ 二者从不缺一ꎮ 没有前者ꎬ 自然不能称其为学

校ꎻ 没有后者ꎬ 学校也无法正常办下去ꎮ

第一节　 总务管理

１９５５~１９５９ 年ꎬ 学校为建设时期ꎬ 兴修教室、 学生宿舍、 水井、 灶房、 厕所等ꎬ 总务处除教学

器材、 仪器、 文体器材购置、 日常生活管理保障外ꎬ 同时负责工程预算、 结算ꎬ 施工材料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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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瓦石料、 灰沙、 木材) 采购ꎬ 匠工雇用ꎬ 工程监理等ꎬ 工作十分辛苦ꎮ 且在勤俭节约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ꎬ 仅利用木头碎屑箍制水桶 ２０ 担ꎬ 买毛驴加工粗粮等节约资金数千元ꎮ 首先负责后勤工作

并任总务主任的是蔡士焕ꎬ 任至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ꎬ 为延川中学创建做出了一定贡献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ꎬ 成

立储蓄代办所ꎬ 由总务主任蔡士焕兼任ꎬ 方便了师生ꎬ 做出了贡献ꎮ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ꎬ 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ꎬ 粮油及各类生活用品供应紧缺ꎮ 总务处千方百计筹集

物品ꎬ 以保障师生最低生活水平ꎮ １９６３ 年ꎬ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ꎬ 延川中学后勤保障日益好转ꎮ

１９６５ 年暑假修建校门时ꎬ 小工由总务人员和炊事员承担ꎬ 共做工 １００ 个ꎬ 为国家节约资金 １５０ 元ꎮ

后半年ꎬ 掀起向王杰学习、 争做好人好事高潮ꎬ 总务主任卢兴盛主动修好架子车 ４ 辆、 自行车 １

辆ꎬ 前后修理 １５ 次ꎬ 节约修理费 ２５３ 元ꎮ “文革” 初期ꎬ 整个学校处于混乱状态ꎬ 总务工作受到很

大冲击ꎬ 学校教学仪器、 器材、 桌椅等公物损失严重ꎮ 直到 １９６８ 年秋 “复课闹革命” 后ꎬ 学校秩

序才渐次好转ꎬ 总务工作逐步恢复正常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学校贯彻毛主席 “五七” 指示ꎬ 大搞开门办学ꎬ 学生大量时间参加劳动ꎮ 总

务处除了管理生活办食堂外ꎬ 投入不少时间抓农场建设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制定 «延川中学财经

管理制度»ꎬ 实行财务民主ꎬ 接受群众监督ꎬ 杜绝了贪污浪费和不合理开支ꎬ 强调师生爱护公物ꎬ

损坏必须赔偿ꎬ 使人人爱护公物逐步形成风气ꎮ １９７７ 年始ꎬ 着手扩建教室 ９ 间ꎬ 由总务处负责修

建ꎮ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ꎬ 进一步完善制定财务、 财产管理制度ꎬ 校办工厂管理制度ꎬ 以及总务处伙管室制

度、 学生食堂制度等ꎬ 加强总务后勤管理ꎮ

１９８１ 年ꎬ 总务处在完成日常事务的同时ꎬ 承担完成 ３０ 孔薄壳窑修建任务ꎬ 主体顺利竣工ꎮ 为

解决部门家属困难和待业青年就业ꎬ 决定建立小卖部和恢复面粉加工厂ꎮ 从外地给教职工购买面

粉ꎬ 为教师拉煤ꎬ 解决了教师的生活负担ꎬ 受到校领导表扬和教职工一致好评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为保证师生供水ꎬ 总务处发放水票ꎬ 控制师生节约用水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总务处

加强制度管理ꎬ 清理资产ꎬ 建立账册ꎬ 对公物进行严格管理ꎮ 同时ꎬ 对校办果园实施科学化管理ꎮ

次年ꎬ 总务处以服务教学为宗旨ꎬ 保障教学所需的供应ꎬ 很受教师欢迎ꎮ 负责学校家属区建设工

程ꎬ 并想方设法保障全校师生正常用水ꎬ 确保了教学秩序ꎮ １９９６ 年夏ꎬ 全县持续干旱 ３ 个月之久ꎬ

全城闹水荒ꎬ 可校总务处原则性强ꎬ 严格管理ꎬ 防患未然ꎬ 保障全校师生饮水用水问题ꎬ 受到师生

好评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总务后勤人员树立为教学和师生服务的思想ꎬ 抓大事、 办实事ꎬ 解决教学基础设备ꎬ

改善师生学习、 生活条件ꎮ 购置装备微机室 １ 个ꎬ 新装微机 ８３ 台ꎻ 安装上年所购茶水锅炉ꎬ 解决

师生饮用开水之困难ꎻ 按时翻修校南端平板房教室 ４ 间ꎬ 保证了秋季扩大招生ꎻ 积极筹措经费ꎬ 启

动供暖中心建设ꎻ 整理规范学校电路ꎬ 更换配电盘ꎬ 并给各教室安装电表ꎬ 增强了师生节电意识ꎬ

也保障了全校用电无障碍ꎮ 次年ꎬ 实行总务后勤工作人员集体办公ꎬ 增强工作效率ꎮ 开通校园音响

网络工程ꎬ 为校园宣传和教育教学提供方便ꎮ 给学校楼道、 主要路口、 厕所等处安装照明ꎬ 改变了

校园夜间环境ꎬ 方便了师生ꎬ 保障了安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后勤服务公司牢固树立服务意识ꎬ 在保障教学

所需的同时ꎬ 完善供暖工程设施、 设备和维修工程ꎬ 新建化学实验室 １ 间ꎬ 装修行政会议室 １ 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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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置投影仪ꎬ 开通校园网等教育教学必要设备ꎬ 为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并组织

栽植龙爪树 ４００ 余株ꎬ 美化校园环境ꎮ 翌年ꎬ 严格物品采购制度ꎬ 为教师更换办公桌椅、 饮水器等

日常办公用品ꎬ 加强校产、 师生食堂、 学生教室管理ꎬ 杜绝了脏、 乱、 差现象ꎮ ２００８ 年春ꎬ 总务处

动员后勤职工义务将校园花草彻底修剪一遍ꎬ 更换安装教学楼标语牌 １０ 余块ꎮ 牺牲暑假休息时间ꎬ

维修教师办公室ꎮ ２０１２ 年春ꎬ 总务处负责修缮草坪、 教师办公室桌椅ꎮ 秋季ꎬ 加强管道、 锅炉维

修ꎬ 保障学校冬季供暖ꎮ ２０１５ 年春ꎬ 总务处克服天气不利因素ꎬ 勤施工、 勤检查ꎬ 提前完成路遥教

学楼后期建设ꎬ 完成其教室、 办公室设施、 设备ꎬ 加紧校园电路、 水路改造工程ꎬ 保障了该教学楼

４ 月 １０ 日投入使用ꎮ 利用暑假清理蓄水塔ꎬ 保障秋季开学正常用水ꎻ 提前维修供暖设备ꎬ 确保了冬

季供暖ꎮ

第二节　 财务收支

延川中学办学经费由国家负担ꎬ 纳入地方财政预算ꎬ 实报实销ꎮ 经费收入主要有财政拨款、 专

用经费和学杂费、 勤工俭学收入等项ꎻ 学校开支包括教职工工资、 公务费、 设备器材购置、 修建

费ꎬ 以及其他必要开支ꎮ 每年由学校师生职工人数、 教学需求、 修建计划等做出合理预算ꎬ 报主管

部门审批后拨付ꎮ 教职工工资一直以现金计薪ꎮ １９５９ 年底前学生不交学费ꎬ 享受助学金ꎮ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９ 年为学校初创建设时期ꎬ 逐年拨给延川中学修建款ꎬ 以适应办学渐次发展之需要ꎮ １９５５ 年建

校支出基本建设费 ３ ７９ 万元ꎬ 其中教室 ９１９４ ５４ 元ꎬ 宿舍 ２ ６２ 万元ꎬ 其他工程 ２４６１ ８２ 元ꎮ 次年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经费支出共计 ６ １０ 万元ꎬ 其中基本建设费 ５ ４１ 万元ꎬ 教职员工资 ２７０１ 万元ꎬ 补助

１７１ 元ꎬ 职工福利 １８９ 元ꎬ 学生助学金 ２８３９ 元ꎬ 教育支出 ９９９ ７６ 元 (文娱 ６１０ 元、 体育 ２３３ ７６

元、 图书 １５６ 元)ꎮ １９５８ 年ꎬ 经费支出 ９９４９８ 元ꎬ 其中基本建设费 ５０６３５ 元ꎬ 工资 １６５３６ 元 (补助

工资 ２４８ 元、 福利 ７７７ 元)ꎬ 差旅费 ３８４ 元ꎬ 设备购置费 ８５８０ 元ꎬ 医药卫生材料费 ５００ 元ꎬ 教学及

实验实习费 ５３２ 元ꎬ 人民助学金 １８３７８ 元ꎮ １９５９ 年经费支出 １２ ８１ 万元ꎬ 其中基本建设费 ３ ８０ 万

元 (教学用房 １ ８３ 万元ꎬ 生活用房 １ ０７ 万元ꎬ 整修水路、 水井 ９０００ 元)ꎬ 工资 ２ ５８ 万元 (教学

人员 １ ４５ 万元ꎬ 行政勤杂人员 １ １３ 万元)ꎬ 补助、 取暖 １０９ ９５ 元ꎬ 福利 ７８３ ０３ 元ꎬ 工会经费

５１４ ０３ 元ꎬ 工作人员福利 ２４９ 元ꎬ 公务费 １ ０５ 万元ꎬ 设备购置 １ ０３ 万元 (器具设备 ９１４７ ３６ 元ꎬ

教学设备 １ ０５ 万元)ꎬ 业务费 １４５５ ５９ 元ꎬ 医药及卫生材料费 ３９５ ６６ 元ꎬ 教学实验费 １０５６ ９３ 元ꎬ

人民助学金 ３ ６９ 万元ꎬ 其他费用 ４２９９ ４４ 元 (学生困难补助 ３９９９ 元ꎬ 补修大礼堂三料费 １００ ４４

元ꎬ 老区免费补助费 ２００ 元)ꎮ 该年财政教育经费为 １２ ９２ 万元ꎮ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６ 日ꎬ 为改革学校财务工作ꎬ 组织教职工学习 «宝鸡市第十二中学 １９６０ 年上半年

的财务工作总结»ꎮ 同年始ꎬ 延川中学学生开始缴纳学费ꎬ 高中生每学期 ３ 元ꎬ 初中 ２ ５ 元ꎬ 这种

标准一直延续至 １９８６ 年ꎮ 各班按需求收取 ０ ５ ~ １ 元班务费 (购卫生工具)ꎮ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ꎬ 学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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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学费高中 ３ 元、 初中 ２ ５ 元ꎬ 工友工资 ２ ５ 元ꎬ 水电费 ２ ５ 元ꎬ 电教费 ０ ３ 元ꎬ 合计高中学杂

费 ８ ３ 元、 初中 ７ ８ 元ꎮ １９８５ 年ꎬ 高中住校 １３ ５ 元、 通校 ９ 元ꎬ 初中住校 １２ ５ 元、 通校 ８ ５ 元ꎬ

文体、 电教费各 １ 元ꎻ 补习高中 ３０ 元、 初中 ２５ 元ꎮ １９８７ 年学费标准提高ꎬ 每学期高中 ５ 元ꎬ 初中

４ 元ꎮ １９８９ 年提高为高中 ２５ 元ꎬ 初中 １５ 元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调整收费标准为: 高中生每学期学费 ７０

元、 杂费 ５０ 元ꎬ 借读费 １５０ 元ꎻ 初中生每学期学费 ３５ 元、 杂费 ８ 元ꎬ 借读费 １００ 元ꎮ 住宿费每月

均为 ８ 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初中杂费 ４２ 元ꎬ 实验费 ２０ 元ꎻ 高中杂费、 学费各 ７０ 元ꎬ 借读费 ２８０ 元ꎮ 住

宿费均提高为 ３０ 元ꎮ １９９８ 年初中借读费为 １５４ 元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 校行政会议研究ꎬ 将住宿费

提高至 ４０ 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高中学费 ３５０ 元ꎬ 初中杂费 ８０ 元ꎻ 电教费 １５ 元ꎬ 微机、 住宿费 ６０ 元ꎬ 取

暖费 ３０ 元 (住校生加 １５ 元)ꎬ 班费 ８ 元ꎬ 借读费每学期 ５６０ 元ꎻ 初三、 高三年级不收微机费ꎮ

２００５ 年秋ꎬ 学费 ３５０ 元ꎬ 择校费高一每生 １０００ 元、 高二 ８００ ﹨ １０００ 元 (含学费)、 高三 ８００ 元

(含学费)ꎬ 取暖费 ３０ ﹨ ４５ 元ꎬ 高一、 二微机费 ６０ 元ꎬ 住宿费 １５０ 元ꎬ 电教费 ５ 元ꎬ 班费 ８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学费增长至 ８００ 元ꎬ 择校费均为 １５００ 元ꎬ 住宿费 １８０ 元ꎬ 电教费 １３ 元ꎻ 取暖为 ３０ 元ꎮ

收择校费者不再收学费ꎮ ２０１３ 年秋ꎬ 公布学期收费项目标准为每生学费 ８００ 元ꎬ 择校费 １５００ 元ꎬ

住宿费 ８００ 元ꎬ 收择校费不再收学费ꎮ ２０１６ 年春ꎬ 学生学费 ８００ 元全免ꎮ

１９６７ 年ꎬ 全年拨入经费 １０ ９０ 万元ꎬ 支出 １０ ８９ 万元ꎬ 其中工资 ２ ５６ 万元ꎬ 工会经费 ５１１ ４７

元ꎬ 公务费 １ ０３ 万元ꎬ 修缮费 ７２９５ ０４ 元ꎬ 设备购置费 １１６３ ２０ 元ꎬ 业务费 ６０６ ５９ 元ꎬ 助学金

２ ６６ 万元ꎻ 简师费 １ ５８ 万元ꎬ “文革” 支出 １ ８４ 万元ꎮ 次年拨入、 支出均为 ８ ９５ 万元ꎮ 教育支出

６ ９７ 万元ꎬ 其中职工工资 ２ ５６ 万元ꎬ 福利 １ １１ 万元ꎬ 工会经费 ５１２ ４ 元ꎬ 公务费 １ ０５ 万元ꎬ 设

备购置费 ５７１３ ７３ 元ꎬ 业务费 ２６１ ３３ 元ꎬ 简师费 １ ６２ 万元ꎮ 助学金 ２ １８ 万元ꎮ １９６９ 年ꎬ 经费支

出 ４ ８２ 万元ꎬ 其中工资 ２ ５１ 万元ꎬ 工会经费 ４６２ ０５ 元ꎬ 公务费 ５３８７ ９９ 元ꎬ 修缮费 ４２９２ １７ 元ꎬ

设备购置费 ２６５１ ７３ 元ꎬ 业务费 ５１２ ２０ 元ꎬ 助学金 ２３８３ ６２ 元ꎮ １９７０ 年ꎬ 财政拨款与支出均为 ３ ９

万元ꎬ 其中工资 ２ ２０ 万元ꎬ 公务费 ６１２２ ６１ 元ꎬ 修缮费 １３０６ ２６ 元ꎬ 设备购置费 ４２０６ １９ 元ꎬ 业务

费 １３３０ ６２ 元ꎬ 图 书 购 置 费 ３８８ １０ 元ꎬ 文 体 ４８ ５６ 元ꎬ 实 验 ８９３ ９６ 元ꎬ 助 学 金 ( 初 中 )

１３３８ ７５ 元ꎮ

１９８２ 年ꎬ 经费支出 １７ ３２ 万元ꎬ 其中职工工资 ７ ３０ 万元ꎬ 补助工资 １ ２６ 万元ꎬ 福利费

１７５５ ２４ 元ꎬ 公务费 １ ８５ 万元ꎬ 修缮费 ３ ９９ 万元ꎬ 购置设备费 １ ８０ 万元ꎬ 业务费 ６６０１ ４７ 元ꎮ 工

会会费 １３７８ ３２ 元ꎬ 人民助学金 ３０９９ 元ꎬ 奖金 ４７３５ 元ꎬ 丧葬及抚恤金 ９００ 元ꎮ １９８４ 年经费支出

１４ １０ 万元ꎬ 其中工资 ６ ２０ 万元ꎬ １ ０３ 万元ꎬ 福利费 １２９９ ２５ 元ꎬ 离、 退休人员费 ４５５６ ９７ 元ꎬ 公

务费 １ ６７ 万元ꎬ 设备购置费 ３２０９ ５２ 元ꎬ 修缮费 ２ ６４ 万元ꎬ 业务费 ５７６１ ０４ 元ꎬ 学生受伤费

３６５７ ２１ 元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 遵照县教育局转发的 «关于严格执行中小学收费标准禁止乱收费的紧急通知»

的通知精神ꎬ 严格收费标准ꎬ 并予以公示ꎮ 全年经费支出 ４３ ０５ 万元ꎬ 其中工资 ２１ ６６ 万元ꎬ 补助

工资 １５ ７７ 万元ꎬ 福利费 １ ０５ 万元ꎬ 离、 退休人员费 １ ３５ 万元ꎬ 人民助学金 ４１５０ 元ꎬ 公务费

１ ４７ 万元ꎬ 设备购置费 ３９００ 元ꎬ 其他 ９４８９ １４ 元ꎮ 次年经费支出 ５３ ３１ 万元ꎬ 其中工资 ２１ ９７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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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 补助工资 ２０ ２２ 万元ꎬ 福利费 ６ １０ 万元ꎬ 离退休人员费 １ ４７ 万元ꎬ 人民助学金 ５０００ 元ꎬ 公务

费 ２ ０２ 万元ꎬ 其他 １ ０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５~１５ 日ꎬ 县审计局对全县教育系统教育经费进行专项

审计ꎬ 查审延川中学 １９９３ 年度各项收费 １３ １９ 万元ꎬ 审出挪用学费 １０１７６ 元ꎬ 用于汽车肇事赔款支

出ꎻ 长期挂账导致坏账 ６９２４ ３０ 元ꎬ 占暂付款 ５％ꎻ 公费旅游 ３３３６ ８０ 元ꎬ 处罚 ６６７ 元ꎮ ２００１ 年经

费支出 ３４３ ９７ 万元ꎬ 其中人员支出 １９２ ０５ 万元ꎬ 公用经费支出 １５１ ９２ 万元 (业务费 ４５ ６０ 万元、

修缮费 ３９ ４７ 万元、 设备购置费 １８ ２６ 万元)ꎮ

编号: ８－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延川中学经费收入表　 　 单位: 万元

年份 财政教育经费 上级补助 学杂费 其他收入 教育附加拨款 专用经费 收入总计

２００１ １８６ ３２ ４０ ８０ ８９ ４１ ２７ ４８ ５ ００ ５ ００ ３５４ 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４６ １７ — １５０ ６２ ３５ ２９ ４９ ０５ — ４８１ １３

２００３ ２８１ ５３ — １８１ ４４ ３６ ５０ ８１ ４０ — ５８０ ８７

２００４ ２８４ ０７ — ２０３ ０２ ３２ ３２ ５１ ３２ — ５７０ ７４

２００５ ３６９ ６９ — １９５ ６２ ３９ ４９ ２４８ ９０ １ ４１ ８５５ １１

２００６ ４５７ ７５ — ３１１ ６７ ３２ ９２ ８１ ８７ — ８８４ ２１

２００７ ４５７ ８９ — ４４２ ３３ ３０ ３２ １８９ ９４ — １１２０ ４８

２００８ １０９３ ０８ — ５２８ ７１ ３４ ００ １１５ ００ — １１７０ ７８

　 　 注: 表内数据源于会计账表

编号: ８－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延川中学经费支出表　 　 单位: 万元

年份 人员支出 日常公用 个人及家庭补助 固定资产构建与大修理 合计

２００２ １７０ ４４ ８７ ３２ ２１ ５２ ９３ ２０ ３７２ ４９

２００３ ３１９ ０１ ２９０ ５８ ３４ ５７ ８８ ０６ ７３２ ２２

２００４ ３３９ ８３ ２３９ ３４ ３２ ９６ １２０ ４１ ７３２ ５４

２００５ ２７０ ３４ ９９ ２３ １７８ ７７ ３６９ ５８ ９１７ ９２

２００６ ５３７ １５ １８９ ３６ ４８ ０９ ５２ ２６ ８２６ ８６

　 　 注: 表内数据源于会计账表

编号: ８－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延川中学经费支出表　 　 单位: 万元

年份 工资福利 商品及服务 个人及家庭补助 债务利息 基本建设 资本性支出 其他支出 合计

２００７ ５７２ ４４ １６７ ２７ ７５ ４１ ８ ９９ — ５６ ４１ ６ ２４ ８８６ ７４

２００８ ７６７ １８ ４０６ ４４ ７０ ５２ １７ １０ — ５２８ ２２ — １７８９ ４６

２００９ １１４１ ７７ ３１２ ２９ ８５ ０１ ６ ８７ — １１９ ４７ — １６６５ ４１

２０１０ — — — — — — — —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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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工资福利 商品及服务 个人及家庭补助 债务利息 基本建设 资本性支出 其他支出 合计

２０１１ — — — — — — — —

２０１２ １７０１ ４８ ４１２ ５８ １９４ ６９ — — ５ ２５ — ２３１４ 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６９３ ８１ ３７３ １０ ２４８ ６０ — ２９ ２０ ８ １１ — ２３５２ ８２

２０１４ １５２６ ４９ ３２８ ２０ ２１２ ８１ — ２ ６９ １０５７ ４５ — ３１２７ ６４

２０１５ １９３０ ０６ ３４１ ０８ ３７８ ４７ — — ６２０ ７２ — ３２７０ ３３

　 　 注: 表内数据源于会计账表

第三节　 师生食宿

住宿　 延川中学创建伊始ꎬ 修建石窑 ５２ 孔ꎬ 其中 ３５ 孔用于师生住宿ꎬ １９５７ 年新建学生宿舍 ２０

孔ꎬ 单职工宿办合一ꎬ 家属分配住宿窑洞 １ 孔ꎮ 员工宿舍面积 ６４６ 平方米ꎬ 学生 １８００ 平方米ꎮ 学生

以班分配男、 女生宿舍ꎬ 城内学生回家住宿ꎮ 班主任随班分 １ 孔窑洞办公住宿ꎬ 夫妇同校任教分住

宿窑洞 １ 孔ꎮ 每半年各班住宿调整 １ 次ꎮ 学校为每班宿舍提供抬水木桶、 小便木桶ꎮ 各班每日安排

值日生抬热水ꎬ 供同学洗漱用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前ꎬ 学校用麻油灯、 煤油灯照明ꎬ 之后通了电ꎬ 照明条

件改善ꎮ

１９７６ 年秋ꎬ 在学校南头西北井子沟打土窑洞 ６ 孔ꎬ 次年修建石窑 １１ 孔ꎬ 安排校领导、 资深教师

家属居住ꎮ １９７９ 年又修建教师家属窑 １１ 孔ꎬ 次年修建 １２ 孔ꎬ 改变了家属在校内居住问题ꎮ 单职工仍

为宿办合一ꎬ 在校内居住ꎮ １９８６ 年修建讲师院 ２１ 孔ꎬ 教师家属住宿有所改善ꎮ 此前学生取暖烧柴ꎬ

后烧石炭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有学生宿舍及教师宿办合一窑洞共 ２００ 余孔ꎮ １９９６ 年修建上院 ８ 排 ８０ 孔石

窑ꎬ 安排 ４０ 户教师家属居住ꎬ 教师家属住宿有大改变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教工宿舍面积 ３６５１ ４８ 平方米、 住宅

５９２ ２０ 平方米ꎬ 学生宿舍 １４２８ ８４ 平方米ꎬ 均为石窑洞ꎮ ２０００ 年冬ꎬ 师生全部供暖气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又建成教师家属住宅二、 三区石窑 ５５ 孔ꎮ ２００２ 年建成学生公寓楼ꎬ 分男女生部ꎬ

可容纳 １２００ 名学生ꎬ 学生住宿告别窑洞ꎬ 方才得到大改善ꎬ 但城内学生仍多回家住宿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修建教职工商住楼 ２ 幢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乔迁入住ꎮ 至此ꎬ 教职工住宿得到彻底改善ꎬ 人均住宅面

积达 ４１ ６ 平方米ꎮ

伙食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初开学ꎬ 教师灶为食堂制ꎮ 学生吃商品粮ꎬ 享受助学金ꎬ 但学生灶为大锅

饭ꎬ 因调剂不善ꎬ 掌握不严ꎬ 致使 １ 月粮 ２０ 天便吃完ꎬ 向外购粮 ８５０ 千克ꎮ 出现延川学生嫌饭不

好ꎬ 绥德分区学生嫌饭吃得太好费用大ꎬ 人均月伙食费在 １０ 元以上ꎮ １１ 月ꎬ 改为食堂制ꎬ 伙食费

预交ꎮ 教师全食堂制月火食分 １８、 １５、 １３ 元 ３ 个档次ꎮ 学生每周以班登记一次饭表ꎬ 发饭菜牌子ꎬ

吃饭时凭牌领取ꎮ 学生月人均伙食费降至 ９ 元ꎬ 并将超吃的粮大体节约出来ꎬ 做到多吃多出ꎬ 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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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出ꎬ 趋于公平合理ꎬ 解决了吃坏吃好的矛盾ꎮ 但因未预售灶费ꎬ 无周转资金ꎬ 不能预购食品ꎬ 造

成阴雨天受困局面ꎮ 实行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ꎬ 以成品粮教师按每月 ３１ 斤粮、 ０ ５ 斤

油ꎬ 学生每月 ３５ 斤粮、 ０ ５ 斤油供给ꎮ １９５７ 年前半年ꎬ 总务处人员特别是张登舟对工作认真负责ꎬ

深钻业务ꎬ 加强对炊事员的教育ꎬ 注重伙食调剂和清洁卫生ꎬ 学校食堂发生很大变化ꎬ 人均月伙食

仅 ５ １ 元ꎬ 炊事员工资人均负担 ０ ８ 元ꎮ 饭食每周 １ 顿面条、 ３ 顿馍馍、 ３ 顿和饭、 ７ 顿玉米饭ꎮ 使

学生普遍称赞道: “花钱少、 吃得好ꎮ”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ꎬ 改用饭票制ꎬ 后半年改为现金买饭ꎮ １９５９ 年

春ꎬ 由党支部、 团委、 工会、 学生会、 班分会等组成伙食管理委员会 (简称 “伙委会” )ꎬ 党支部

书记兼主任ꎬ 总务主任、 团委书记兼副主任ꎬ 每月定期召开伙委会ꎬ 学期予以总结ꎬ 逐步改进伙

食ꎮ 粗粮细作ꎬ 粗菜细作ꎬ 变换花样ꎬ 每餐做甲、 乙、 丙、 丁四样菜ꎬ 一般同学月伙食费在 ８ 元左

右ꎮ 后半年ꎬ 学校大量种植蔬菜ꎬ 收入白菜 ６９ ３ 吨ꎬ 加之洋芋收入ꎬ 使师生每人每天可吃到 １ 斤

鲜菜ꎬ 全学期副食不花钱ꎮ 学校养猪 ６０ 余头ꎬ 每月杀 ２ ~ ３ 头ꎬ 既降低了伙食又改善了师生生活ꎬ

保障师生一周内不吃重样饭ꎮ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学校总务处组织有关人员学习延安专员公署文教卫生局

“关于延安师范积极办好伙食工作的体会” 的通报ꎬ 并结合学校实际进一步改进灶务ꎮ

１９６０ 前半年ꎬ 改变饮水为随时供应ꎬ 饭食保证师生基本上能吃饱ꎮ 此后ꎬ 师生粮食标准下降ꎬ

教师每月 ２８ 斤ꎬ 学生每月高中 ３１ 斤、 初中 ３０ 斤ꎮ １９６１ 年春ꎬ 学校党政领导狠抓师生伙食工作ꎬ

校团委和工会组织协助总务处动脑筋、 想办法ꎬ 解决因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ꎬ 坚持 “粗粮细作”

“低标准瓜菜代” 精神ꎬ 师生两灶伙食亦大有改善ꎬ 基本达到师生满意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国民经济稍有恢

复后ꎬ 延川中学师生伙食较前有所提高ꎮ 至 １９７１ 年ꎬ 学生月伙食标准 ６ ~ ７ 元ꎮ 学生拿饭票到买饭

窗口打饭ꎬ 多回宿舍就餐ꎬ 或在露天就餐ꎮ 当然ꎬ 家庭较困难的学生吃不饱是常有的事ꎮ

１９７２ 年春ꎬ 延川中学所招收高中师范班学生吃商品粮ꎬ 高中特困学生免学杂费ꎮ 学生交粮以生

产大队所开口粮标准ꎬ 报经公社审核ꎬ 不足 １５ ５ 千克口粮标准部分由国家予以补贴ꎮ 每人每月供

应油 １５０ 克ꎮ 学生口粮由家内缴至各公社粮站ꎬ 学校以所交凭证ꎬ 加国家补贴部分ꎬ 每月以规定粗

细粮比例发给每生 １５ ５ 千克的饭票ꎮ 至 １９７９ 年ꎬ 学生月伙食标准仍为 ６~７ 元ꎬ 一份菜为 ０ ０５ 元ꎬ

就这ꎬ 一些困难家庭的学生也很少吃菜ꎬ 也有吃不饱的时候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学生由家中带粮缴至各公社粮站ꎬ 拿凭证到学校总务处领取相应数量的

饭票ꎬ 缴粗粮吃粗粮ꎬ 较细粮吃细粮ꎮ 但伴随群众生活渐次普遍提升ꎬ 加之市场开放ꎬ 学校伙食逐

步发生很大变化ꎬ 师生伙食普遍有所提高ꎮ １９８９ 年改革办灶方式与条件ꎬ 饭菜花样多ꎬ 质量好ꎬ 很

受师生欢迎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经济不断发展ꎬ 粮食统购统销和粮票取消ꎬ 粮食市场开放ꎬ 学生灶由

“份饭制” 改为 “食堂制”ꎬ 凭票就餐ꎬ 用粮全部改为白面、 大米、 小米ꎬ 油肉增加ꎬ 粗粮退出食

谱ꎬ 且饭菜花样增加ꎬ 质量提高ꎬ 伙食极大改善ꎮ 教师均在家中就餐ꎬ 教师灶停办ꎬ 由学生灶提供

早餐ꎮ １９９７ 年前半年ꎬ 灶务组在市场蔬菜价格上涨的情况下ꎬ 设法调剂饭菜花样ꎬ 保证饭菜质量与

数量ꎬ 受到学生交口称赞ꎮ １９９８ 年暑期ꎬ 学生灶花费 ６ 万多元维修灶房ꎬ 使灶房面貌一新ꎮ 从此ꎬ

每年春季对炊工等人员进行防疫体检ꎬ 体检不合格者不准上岗ꎬ 以保障师生饮食之安全ꎮ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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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ꎬ 改革灶务管理制度ꎬ 实行学校宏观管理下经营承包ꎬ 师生生活发生很大变化ꎬ 满足了

师生饮食之需求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师生餐厅建成ꎬ 可容纳 ８００ 人就餐ꎬ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正式投入使用ꎬ 方才

改变了学生露天就餐的历史ꎮ 同时ꎬ 灶务器具实现电气化ꎬ 极大地减轻了炊工的劳动强度ꎻ 饭菜实

行食堂自由选买多样化ꎬ 较大地改变了学生饮食生活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 对延川中学 １３２８ 名住

宿生实施 “蛋奶工程”ꎬ 每生每天早晨均免费享受 １ 袋牛奶、 １ 个鸡蛋、 １ 袋馍片或饼干、 火腿肠等

待遇ꎮ 同时ꎬ 狠抓食品安全工作ꎬ 学校与相关责任人签订 «食品安全卫生责任书»ꎮ ２０１０ 年后半

年ꎬ 开设教职工早餐灶ꎬ 解决了教职工早餐问题ꎮ

延川中学教师灶和学生灶历来分开来办ꎬ 各有管理员、 会计、 出纳、 保管ꎬ 均为在编职工ꎬ 分

工明确ꎮ 炊事员有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分ꎬ 教师灶 １~２ 人ꎬ 学生灶初为 ２ 人ꎬ 后多在五六人左右ꎬ 多

时达 １０ 余人ꎮ

不同时期ꎬ 学校都制订有 «伙食管理员职责» 和 «灶房管理制度» 等ꎬ 保证供应师生日食两

餐或后期日食三餐ꎬ 以及饮食卫生和饮食安全ꎮ

第四节　 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是延川中学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ꎬ 不仅在艰苦岁月使学校顺利渡过难关ꎬ 为改

善办学环境、 办学条件和师生生活起到重要作用ꎬ 而且锻造了全校师生ꎬ 使大家养成厉行节约、 艰

苦奋斗的作风ꎬ 学到了克服困难的本领ꎮ

学校初创建ꎬ 设备简陋ꎬ 校领导倡导自力更生ꎬ 艰苦奋斗精神ꎬ 效愚公移山ꎬ 抬土垫滩ꎬ 经一

年师生辛勤劳作ꎬ 开辟操场ꎬ 整修校园ꎬ 兴建菜园ꎬ 改善学校环境ꎮ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８ 年ꎬ 学生搬城墙填

城壕ꎬ 动土约 ２１００ 多立方米ꎬ 可节约资金 ２６２５ 元ꎻ 为建石窑背石头约 １３ ４ 万块ꎬ 可节约资金

４２００ 元ꎻ 建教室搬运大、 小砖和瓦各 ８ 万余页ꎬ 节约运费约 ３７００ 元ꎻ 修操场 ２１００ 平方米ꎬ 挖垫土

约 ２０００ 多立方米ꎬ 节约资金 ２５００ 元ꎮ 总共节约资金达 １ ３ 万余元ꎮ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中旬ꎬ 成立三勤办

学指导委员会ꎬ 校长任主任委员ꎬ 下设生产技术指导、 财物保管、 宣传联络、 检查布置 ４ 股ꎬ 各设

股长 １ 名ꎮ 制定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０ 年跃进规划ꎬ 拟订 «三勤办学方案»ꎬ 遵循 “边摸索、 边进展、 边改

进、 边提高、 边巩固、 边发展” 方针ꎬ 倡导 “量力性、 创造性、 安全性” 劳动ꎬ 提出 “苦战半载ꎬ

改变现有面貌ꎻ 奋斗三年ꎬ 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学校” 的口号ꎮ 为此ꎬ 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ꎬ 公

益劳动修鱼鳞窖 ２５ 亩ꎬ 植树 ４５５０ 株ꎮ 组织师生 ２１１ 名ꎬ 义务为 ７ 个农业社收麦 ３２５ 亩ꎮ 建校劳动

搬移部分夯筑城墙ꎬ 背石头 ６ ９ 万块获报酬 ２０５０ 元ꎬ 搬砖 ８ ７ 万页 (义务劳动)ꎻ 种试验田 １０ 亩ꎻ

学生为学校拉水半年ꎬ 节约资金 ２４０ 元ꎬ 理发 ９６４ 人次获利 ５９ ４５ 元ꎮ 三勤办学所获纯利用于扩大

再生产、 改善师生伙食各 ４０％ꎬ 所余 ２０％解决学校维修不足ꎮ 班级种地与其他勤工俭学收入 ６０％归

班集体ꎬ ４０％归三勤办ꎻ 班级部分主要解决其文娱、 卫生、 集体福利、 订报等ꎬ 调剂学生生活ꎬ 减

５７３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少学生负担ꎮ 后半年开学初ꎬ 团总支苏德华参观黄陵中学三勤办学现场会ꎬ 付教导主任张景明参观

西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ꎬ 回校分别立即传达参观概况与心得ꎮ 学校改组三勤办学指

导委员会ꎬ 重新修订三勤办学试行方案ꎬ 提出: “我校办工厂、 农场应结合教学ꎬ 面向生产ꎮ 既要

使学生受到教育锻炼ꎬ 扩大知识领域ꎬ 学得生产知识技能ꎬ 又要适应生产需要ꎬ 有利于技术革新ꎬ

提高教育质量ꎬ 促进生产发展的目的”ꎻ 办厂 (场) 方法与要求提出: “我校办工厂、 农场应贯彻

大、 中、 小结合ꎬ 以土为主ꎬ 土洋并举ꎻ 班办、 校办并举ꎻ 师生办厂并举ꎻ 因地办厂ꎬ 因人办厂ꎬ

因料办厂ꎬ 因陋就简ꎬ 白手起家等原则ꎮ 充分利用人力物力ꎬ 从无到有ꎬ 从小到大ꎬ 由低到高逐步

发展ꎮ 人人动脑ꎬ 个个献计策ꎬ 班班有工厂ꎬ 师生都做工ꎬ 工厂在我校ꎬ 密布如星罩ꎬ 百花齐开

放ꎬ 万紫与千红”ꎮ 第三周举行大办工厂誓师大会ꎬ 会后一周拟办与创办班办工厂 ５８ 个ꎬ 主要有印

刷、 缝纫、 理发、 兔场、 刻字、 制墨、 砖瓦厂、 采药等ꎬ 校办工厂有炼铁、 砖瓦制造、 教具制造、

缝纫、 造纸、 理发、 沼气等ꎮ 十周召开小型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ꎬ 展出 ３２７ 件成品ꎬ

韩荷文等学生制作的机器扫地、 打夯机ꎬ 五九级丙班制造的香墨、 甲班制出的各种学习笔记ꎬ 六〇

级乙班制出的人造纤维ꎬ 均博得参观者一致好评ꎮ 同时ꎬ 师生利用课余和劳动时间ꎬ 搬运小砖 ６ ６４

万块、 大砖 １ ２１ 万块、 砖坯 ２ 万块、 瓦 ４ 万页ꎬ 共节约运费 ７７０ １９ 元ꎻ 背回块石 ３ ６ 万块ꎬ 节约

运费 １５００ 余元ꎮ 义务劳动帮助农业社秋收 ３ 次、 深翻地 ２ 次ꎬ 收割庄稼 １５６９７ 亩ꎬ 深翻地 ３３６ 亩ꎬ

薰肥 １０１７ ５ 万千克ꎮ 初五九级丁班秋收突击队平均 ８ 分钟收割秋庄稼 １ 亩ꎬ 并利用闲余时间帮助老

乡担水、 扫院ꎮ 全年共给 １７ 个农业社义务劳动达 ２ 万余工日ꎮ 虽当时工厂兴办太多ꎬ 规模不大ꎬ

且多数昙花一现ꎬ 但也确实为当时学校的创建起到推波助澜和经济上的帮助ꎬ 而校办农场和校办养

殖业大规模持续至 １９６１ 年底ꎬ 为改善师生生活奠定了一定基础ꎮ

编号: ８－４　 １９５８ 年延川中学主要工厂和农场情况统计表

厂 (场) 名 缝纫厂 印刷厂
修配、 制醋、

图章厂
毛织、 刺绣、 钉鞋、

缝补厂
采药、 教具、 墨汁、

制硝、 笤帚厂
饲养场

办厂月日 ４ １５ ９ １５ １０ １２ ９ ２５ ９ ３ １０ ５

主要设备 缝纫机 １ 台 装订机
汽灯、 手电
等 ２７ 件

— — —

人
数

教工 １ １ — ３ — ２

学生 １４ ５１ １４ ３５ １５０ ４０

业务范围 衣服 作业本子 制醋、 刻章 织、 绣、 缝补
采 药、 教 具、 笤
帚等

羊、 鸡、
兔

产品量 １１２ 件 １６５００ 本
醋 ２ ５ 千克、
图章 ４８ 个

钉鞋 ２５ 双、 毛织
２０ 件、 刺绣 ４ 件、
缝补 ３５ 件ꎮ

药 材 ６６ 千 克、 墨
２００ 瓶、 教具 ２０ 件、
硝 ７５０ 克、 笤 帚
３９ 把ꎮ

羊 １０ 只、
鸡 ５ 只、
兔 子
２９ 只ꎮ

折价 (元) ２４ ８８ ３８１ ４５ １５ ３３ １２ ０４ ８ ７５ １８５ ００

　 　 注: 表内信息源于 １９５８ 年三勤办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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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９ 年春ꎬ 改三勤办指导委员会为生产劳动管理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于教导处ꎬ 在学校总领导

下ꎬ 指导全校劳动生产ꎬ 开始大办农业ꎮ 校农场设正、 副场长各 １ 人ꎬ 由教导处正、 副主任兼任ꎬ

在以场养场精神下ꎬ 保留农场农业指导员、 牧羊者、 种菜者各 １ 人ꎬ 工资由农场收入支付ꎮ 校农场

接收黑龙关农场农田 ２０７ 亩ꎬ 有大小羊 １００ 只ꎬ 牛、 驴各 １ 头ꎮ 教学实验种植大面积丰产小麦 １３

亩、 棉花 ７ 亩ꎬ 谷子、 高粱、 玉米 ２０ 亩ꎻ 普通小麦 ３７ 亩ꎮ 其余土地为改善师生伙食ꎬ 全部种植洋

芋、 红薯、 南瓜、 白菜等ꎮ 学生每周参加劳动时间 ６ 小时ꎬ 由初二年级 ２ 个班和一年级 ４ 个班担任

农场劳动ꎬ 其他班级在校内做其他劳动ꎮ 农场夏收小麦 ５０７９ ５ 千克ꎬ 平均亩产 １０１ ５９ 千克ꎬ 其中

丰产田 １３ 亩收入 １７９４ 千克ꎬ 平均亩产 １３８ 千克ꎮ 在全县公社夏收评比中ꎬ 一般亩产和丰产田亩产

均高于其他各队产量ꎬ 校农场获县人民委员会奖励锦旗 １ 面ꎬ 生产工具 ３ 件ꎮ 同时ꎬ 校内植桑树

１３００ 株ꎬ 风景树 ２００ 株ꎮ 校缝纫厂有缝纫机 ２ 台ꎬ 为内部服务ꎮ 饲养场养猪 ３０ 头、 羊 １００ 只、 兔

２０ 只、 鸡 ５ 只ꎻ 该学期向国家出售猪 ３ 头 ２００ 多千克ꎮ 暑假为 ４３ 个农村收割小麦 ２２６６ ７５ 亩ꎬ 锄

草 ６９２ ５ 亩ꎮ １０ 月 ５~９ 日ꎬ 动员 ８３４ 名师生编为 ９ 个中队ꎬ 做工 ４１７０ 天ꎬ 收割庄稼 ６５６１ 亩ꎻ １５~

１７ 日ꎬ 动员师生 ８７８ 名ꎬ 编为 ８ 个队ꎬ 做工 ２６３４ 天ꎬ 收割庄稼 ７１６９ ５ 亩ꎻ １１ 月ꎬ ２ 次 ６００ 师生给

农场平整水地 ７ 亩ꎮ ３ 次共计义务劳动 ７４０４ 天ꎮ 同月初ꎬ 动员全体师生 ９００ 余人ꎬ 苦战 ２ 个星期

日ꎬ 在黑龙关上山种树 ３００ 亩ꎮ １２ 月初ꎬ 学校筹备召开教育展览会ꎬ 内容有建校以来概况和发展远

景、 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工作、 发明创造、 劳动生产、 社会活动等项展品 ４００ 多件ꎮ 该学期生产各

种粮食和蔬菜 １１０ ４１ 吨ꎬ 价值 ３５１６ ７７ 元ꎻ 自我服务理发收入 ７０ １３ 元ꎬ 缝纫收入 １２８ ９７ 元ꎬ 储

蓄代办 ４７ ２４ 元ꎬ 邮政代办 ５０ ４８ 元ꎻ 搬砖运石收入 ３７２７ ６９ 元ꎬ 三勤办学总收入 ７５４０ ５８ 元ꎬ 支

出 ６７３９ ５９ 元ꎬ 结余 ８００ ９９ 元ꎮ 并在县农业产品评奖中ꎬ 学校农场丰产田亩产和通产田亩产均高于

各公社同品种粮食亩产量ꎬ 荣获县人民委员会奖励锦旗 １ 面ꎬ 农具 ４ 件ꎮ 全年养育肥猪 ６４ 头ꎬ 各

季节改善师生伙食杀 ２４ 头ꎬ 给陕西省扫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献礼 ２ 头ꎬ 公司收购 ３ 头ꎮ

编号: ８－５　 延川中学 １９５９ 年农场农业生产成果表

品　 　 种 亩　 　 数 产　 　 量 (千克) 备　 　 注

小　 麦 ５０ ５０７９ ５ 试验区 １３ 亩

谷　 子 １５ ３０８ ５ —

糜　 子 １０ ３８４ —

绿　 豆 １０ ２８９ ５ —

黑　 豆 １０ １８０ —

荞　 麦 １０ ２７２ ５ —

高　 粱 ７ ５ １５８ —

玉　 米 １ ２０４ 试验区

棉　 花 １２ １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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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　 　 种 亩　 　 数 产　 　 量 (千克) 备　 　 注

洋芋 ３８ １８６５０ —

白　 菜 １６ ６９３００ —

红　 薯 １９ ５ ５３８３ ５ —

白萝卜 ４ ６８００ —

南　 瓜 ４ ３２５０ —

合　 计 ２０７ １１０４０９ ５ —

　 　 注: 表内信息源于三勤办学总结

１９６０ 年春ꎬ 学校尚有 ４ 场 ２ 厂ꎬ 即羊场有羊 ７６ 只ꎬ 比上学期增加 ２２ 只ꎻ 猪场养猪 ７１ 头ꎬ

较上学期增加 ５ 头ꎬ 过节杀食 ８ 头ꎬ 期末有 ６３ 头ꎻ 兔场有兔 １６ 只ꎬ 比上学期增加 １ 倍ꎻ 鸡鸭场

养鸡 １８ 只 (母鸡 １６ 只、 公鸡 ２ 只)、 鸭 ２ 只ꎬ 孵小鸡 ２８ 只ꎬ 鸡蛋收入 ２０ ４０ 元ꎮ 农场原 ２０７ 亩

地收归县有ꎬ 重新分给学校水地 ８ 亩ꎬ 川地 ２ 亩ꎬ 荒山 １ 座ꎮ 学校师生开荒修梯田ꎬ 使山地达到

５０ 亩ꎬ 水地增加 ２ 亩ꎻ 有可种地近 １００ 亩ꎮ 种植蔬菜 ５６ ８５ 亩ꎬ 收获白菜 ６１８５ ５ 千克ꎬ 水萝卜

１２６１ ５ 千克ꎬ 韭菜 ６５ 千克ꎬ 共计 ７５１２ 千克ꎬ 以半价售给学生灶ꎬ 获利 ７５２ ２ 元ꎻ 种药材 １１ ４４

亩ꎬ 加之组织学生挖药材共收入 ２０５ ０４ 元ꎻ 帮助粮站搬粮获报酬 ２０９ ４５ 元ꎮ 三勤办学共收入

１２７３ ９１ 元ꎬ 各班用于电影费、 文娱、 订报纸、 杂志等开支外ꎬ 结余 １０９２ ２５ 元ꎮ 缝纫厂承做师

生衣服收入 ２７ ８０ 元ꎻ 粮食加工厂ꎬ 粗粮细作ꎬ 供应 ９００ 多名师生食用ꎬ 月节约加工费 ６５ 元ꎮ

社会公益劳动有抬水浇田、 抬粪、 修梯田、 修路、 割麦、 植树等ꎬ 其中夏收出动师生 ５９８ 人ꎬ ３

天收割小麦 ３８１７ ６５ 亩ꎬ 锄地 ９２ ５ 亩ꎬ 修梯田 １８７ ５ 亩ꎻ 种树 １６００ 多亩ꎮ 另在学校周围植桑树

８７３９ 株ꎮ 秋ꎬ 学校响应 “全民办农业ꎬ 大办粮食” 口号ꎬ 全校师生开赴离校 ３５ 公里的宋家坬村

开荒ꎬ 提出 “苦战十昼夜ꎬ 开出千亩荒” 口号ꎮ 要求发扬延安精神ꎬ 肯吃苦ꎬ 不怕累ꎮ 当时生

活条件的确很艰苦ꎬ 因宋家坬村庄地处狭窄深沟中ꎬ 仅住几户人家ꎬ 致使学生住在敞口窑内ꎬ 有

的还住在破旧废弃的牲畜圈内ꎬ 就连生活所需的洋芋、 南瓜也要到 ５ 公里远的地方才可买到ꎬ 时

常喝的稀饭ꎬ 饿得有些饭量大的学生吃生洋芋、 啃生南瓜ꎮ 赵仲文老师所写的开荒诗: “无炕睡

地面ꎬ 缺灶自己盘ꎮ 无煤砍柴烧ꎬ 粮菜自己担ꎮ 困难千万重ꎬ 师生勇克服”ꎬ 就是当时艰难困苦

情况的真实写照ꎬ 也反映出师生们的奋斗拼搏精神ꎮ 就此ꎬ 同学们精神饱满ꎬ 雨天吹拉弹唱ꎬ 喜

笑颜开ꎬ 十分乐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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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８－６　 １９６１ 年春季农作物种植情况登记表　 　 单位: 亩

亩 数

　 　 　 　 　 种　 名

地名　 　 　 　 　 　
谷子 糜子 玉米 洋芋 南瓜 萝卜 黑豆

宋家坬 １７０ ０ １６８ ０ ２４ ０ ３８ ０ １ ０ １ ５ —

校附近 １０ ０ ３ ５ — — — — １２ ５

共计 １８０ ０ １７１ ５ ２４ ０ ３８ ０ １ ０ １ ５ １２ ５

　 　 注: 班级种地不包括在内ꎬ 表内信息源于教育工作总结

编号: ８－７　 １９６１ 年上半年家畜养殖统计表　 　 单位: 只、 头

　 　 　 　 　 类别
项目　 　 　 　 　 总头数 生殖母数 产仔头数 成活数 死亡数

羊

山羊 ５０ ２０ １７ １３ ４

绵羊 ２２ １０ １１ ９ ２

合计 ７２ ３０ ２８ ２２ ６

驴 ６ １ — — —

猪 ３１ ７ ２２ ２０ ２

　 　 注: 表内信息源于教育工作总结

编号: ８－８　 １９６１ 上半年班级副业收入支出统计表　 　 单位: 元

班级
上学期

结余

收方 付方

药材 蔬菜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合计 订报 其他 合计

结余

高六二 ３８ ９７ ７ ００ １ ６０ ７８ ５０ ４ ４９ ６ ０９ １３ ５６ ９ ３６ ２２ ９２ ２２ １４

高六三 ８２ ８３ — — — — — １６ ６６ １５ ４８ ３２ １４ ５０ ６９

六一甲 ２１ ３０ ７７ ００ ３ １９ ３５ ００ １ ０５ ４ ２４ ６ ３０ ５ ８２ １２ １２ １３ ４２

六一乙 ５６ ８６ ７３ ００ ２ ６４ ４５ ００ ２ ２４ ４ ８８ １０ ０２ １８ ０６ ２８ ０８ ２３ ６６

六一丙 ３６ １０ ５１ ００ １ ４２ 　 　 １ ４２ ７ ８０ ７ ３３ １５ １３ ２２ ３９

六一戊 ４４ ３１ ４２ ００ １ １１ ６９ ００ ２ ０７ ３ １８ １０ ３８ １１ ２４ ２１ ６２ ２５ ８７

六一己 ４７ ９６ １９ ２０ ０ ５７ ７８ ００ ２ ３５ ２ ９２ ９ ２２ ８ ３７ １７ ５９ ３３ ２９

六一庚 ８０ ００ — — — — — １３ ４４ １６ ２９ ２９ ７３ ５０ ２７

六二甲 ２０ ４０ ４８ ００ １ ２０ ２８ ００ ０ ８４ ２ ０４ ５ ４０ ８ ２４ １３ ６４ ８ ８０

六二乙 ３１ １５ ２８３ ００ １５ ２４ １６ ００ ０ ７０ １５ ９４ １１ ２８ ４ ９９ １６ ２７ ３０ ８２

六二丙 ４６ ３２ ５０ ００ １ ４５ — ０ ４５ １ ９０ ７ ９６ ７ ７０ １５ ６６ ３２ ５６

六二丁 ５１ ９４ ３３ ５０ ０ ９６ １ ５０ ０ １０ １ ０６ １２ ６０ １５ ３１ ２７ ９１ ２５ ０９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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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班级
上学期

结余

收方 付方

药材 蔬菜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合计 订报 其他 合计

结余

六五甲 ０ ４１ ３４ ００ ０ ９９ １３０ ００ ３ ９０ ４ ８９ ４ ３８ １ ２８ ５ ６６ －０ ３６

六五乙 — ３５ ００ １ １５ ２５ ００ １ ２５ ２ ４０ ４ ５７ １ ４４ ６ ０１ －３ ６１

六五丙 ０ ９４ ６５ ００ １ ８９ ５７ ００ １ ７１ ３ ６０ ０ ８７ ３ ４２ ４ ２９ ０ ２５

合　 计 ５５９ ４９ ８１７ ７０ ３３ ４１ ５６３ ００ ２１ １５ ５４ ５６ １３４ ４４ １３４ ３３ ２６８ ７７ ３３５ ２８

　 　 注: 初六一级丁班无统计数字ꎬ 表内信息源于教育工作总结

至此ꎬ 宋家坬累计开荒约 １０００ 亩ꎬ 收获粮食 ５０００ 余千克ꎮ 嗣后ꎬ 仅利用学校灶泔水ꎬ 学校后

勤每年养猪 ３~５ 头ꎬ 延续至 １９８０ 年底ꎮ 仍坚持夏、 秋农忙季节义务支援农村收割庄稼ꎬ 或打坝修

梯田ꎮ 开门办学与村、 厂挂钩参加劳动ꎬ 一直延续至 １９８１ 年ꎮ

１９６２ 年ꎬ 春旱严重ꎬ 难以种植ꎮ 学校仅生产粮食 ２４７ 千克ꎬ 麻籽 ９３ ７５ 千克ꎬ 蔬菜 ６６７ 千克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学校农业基地不多ꎬ 采取统一安排、 分班种植办法ꎬ 夏田种植小麦 ５ 亩ꎬ 秋田主要种洋芋 １０

亩、 麻子 １ 亩、 糜谷 ０ ５ 亩ꎮ 建校劳动在井子沟打坝、 修整水渠ꎮ 另分班养蚕共收茧 ４５ 千克ꎬ 全部卖

给国家ꎬ 获得奖励现金 １１１ ８７ 元、 布票 ６ ３ 丈ꎮ 粮食收获小麦 ４２ ５ 千克ꎬ 麻子 １３９ 千克ꎬ 玉米 ７ 千

克ꎻ 蔬菜洋芋 １２８１ ５ 千克ꎬ 南瓜 ９１ 千克ꎮ 产值 １２７ ０２ 元ꎮ １９６４ 年前半年ꎬ 组织学生参加砌墙、 养

蚕、 挖药材等勤工俭学劳动ꎮ 利用 ３ 天义务劳动时间ꎬ 修水平梯田 ８００ 多亩ꎬ 受到县人委物质奖励ꎮ 利

用旧木料改成简易饭棚ꎬ 为国家节约资金 １７０ 余元ꎬ 利用架子车拉煤 ２０ 车ꎬ 节约运费 ３４０ 元ꎮ １９６５ 年春ꎬ

建校劳动背石头 ８０ 磊可折算为 １２８０ 立方米ꎬ 建成高 ２ ６７ 米ꎬ 宽 ０ ６７ 米的围墙 １０６６ ６７ 米ꎬ 为国家节约

资金 ３２００ 元ꎻ 搬砖 １２ 万块ꎬ 节约 ８６０ 元ꎮ 师生移山填沟倒土 ３０００ 立方米ꎬ 垫窑顶 ３７ 孔ꎬ 两项节约资金

２０５５ 元ꎮ 修水路 １８０ 米ꎬ 垫硷畔 １７ ５ 米 (宽 ６ 米ꎬ 深 ６ ３３ 米) 共节约 ４５０ 元ꎮ 该学期仅建校 １ 项共节约

资金 ６７１５ 元ꎮ 后学期ꎬ 师生参加倒窑楦土 ９０ 孔、 运沙 ３０ 立方米、 砍柴 １ ５ 万千克ꎬ 以及自己动手挖炕

洞、 垒炉子、 做扫帚等节约资金 ２３６６ ４０ 元ꎮ 全年节约资金 ９０８１ ４０ 元ꎬ 占校年经费 １１ ２０％ꎮ

１９６９ 年创建校办砖厂ꎬ 次年初具规模ꎬ 校长杜永福、 教师常有润曾亲自烧砖ꎬ 每届每班均有部

分学生参与扣制砖坯和烧砖工作ꎮ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 年ꎬ 为校砖厂兴盛时期ꎬ 负责人张永仁ꎬ 有专职工人

３ 名ꎮ 学生以班为单位ꎬ 展开劳动竞赛ꎬ 轮流制砖坯ꎬ 年均产砖 ２０ 万块左右ꎬ 有力地支援了学校建

设ꎬ 为国家节约了资金ꎮ １９７４ 年上半年ꎬ 学校组织师生轮班昼夜突击挖山垫沟ꎬ 奋战 ２０ 余天ꎬ 动

土 １０００ 余立方米ꎬ 修成 ４０００ 多平方米大操场 １ 个ꎮ

１９７２~１９７６ 年ꎬ 勤工俭学主体还有校办工厂ꎬ 由刘加里老师负责ꎬ 初投资 １ ５ 万元ꎮ １９７３ 年ꎬ

设钳工、 机械、 车工、 木工、 油漆、 粮食加工和草帽厂等ꎬ 固定工人六七人ꎬ 所需劳力由师生学工

课配备ꎮ 至 １９７５ 年生产效率最高ꎬ 偿还学校投资 １ ５ 万元外获净利 ９０００ 余元ꎮ 嗣后ꎬ 刘加里老师

任教离厂ꎬ 校办工厂随之每况愈下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统计ꎬ 校办厂尚有公物折价 ６９９４ ０３ 元ꎬ 至

１９８２ 年倒闭ꎮ １９８１ 年ꎬ 组织师生参加农业劳动ꎬ 收获蓖麻 ３６６ ５ 千克ꎮ １９８３ 年有学农基地 １４ １５

０８３



第八章　 后勤保障 　


亩ꎬ 生产玉米 ３６６３ ７５ 千克ꎬ 纯收入 ５１７ ９３ 元ꎮ 农场实行承包计酬责任制ꎬ 定地块 (亩数)、 定产

量ꎬ 超产归班级所有ꎬ 减产由班级负责完成上交学校部分 (不准向学生收款ꎬ 必须广开门路ꎬ 设法

完成)ꎻ 校办工厂木工组也实行承包办法ꎬ 定任务ꎬ 每月向学校纯交 ４０ 元ꎬ 年纯收入 ３３８ ５ 元ꎻ 其

他亏赔自负ꎮ 全年组织师生修理 ６９ 孔宿舍炉灶和炕洞ꎬ 收入 １０３５ 元ꎬ 搬运青砖 ３ １０ 万块ꎬ 收入

５３１ ２５ 元ꎬ 搬运石头 ３６ ９０ 立方米收入 ７３ ８０ 元ꎬ 捡炉渣 ２７ 立方米收入 ２１６ 元ꎻ 养猪收入 ２００ 元ꎬ

代销店收入 ２４０ 元ꎬ 卖树籽收入 ６０ 元ꎬ 移电杆等收入 ３２０ 元ꎮ 全年勤工俭学总收入 ３５３２ ４８ 元ꎬ 人

均 ３ ６３ 元ꎮ 师生建校劳动疏通水渠 １２０ 立方米ꎬ 平整操场、 垫窑顶动土 １２０ 立方米ꎻ 安装 ２９ 座教

室玻璃折款 １５４７ ６０ 元ꎮ 次年ꎬ 三勤及其他总收入 ６４９４ ８０ 元ꎬ 其中勤工俭学收入 ２０００ 元ꎮ

１９８５ꎬ 校办厂收入 ２０００ 元ꎬ 农场收入 ８００ 元ꎻ 勤工俭学收入 １２００ 元ꎮ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ꎬ 学校复办

起无尘粉笔厂ꎬ 有工人 ３ 名ꎬ 模具 １ 套ꎬ 当年产值 ８００ 元ꎮ 该校办厂收入 ３６００ 元ꎬ 农场 ８００ 元ꎻ 勤

工俭学收入 ２０００ 元ꎮ １９８９ 年ꎬ 粉笔厂生产量 １ ２ 万盒ꎬ 产值 ４２００ 元ꎬ 纯收入 １５００ 元ꎮ 该年勤工

俭学纯收入 １ １４ 万元ꎬ 超计划 １４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０ 年春ꎬ 学校于土城山兴建 １００ 亩果园ꎬ 全校师生 １４００ 余人集中 ３ 天修整反坡条带ꎬ 秋集中 ３

天时间挖坑定株ꎬ 晚秋栽植苹果 ６０００ 余株ꎮ 品种以秦冠、 红星为主ꎮ １９９２ 年春换头 １０００ 株ꎬ 增加乔

纳金、 北斗、 短枝型富士、 红世界一号ꎮ 栽植梨树 １８５ 株ꎬ 品种有雪花梨、 晋酥、 砀山酥梨ꎮ 秋ꎬ 新

栽植葡萄 ５００ 株ꎬ 以及杏、 桃、 花椒等树木ꎬ 从此百亩果园成为学校劳动实习基地ꎬ 仅此项劳动每学

年就达 ９０００ 多人次ꎬ 既为学校创造了收入ꎬ 又培养了师生的劳动观念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始创建绿色学校ꎬ

投资 ６ 万元ꎬ 在校园后文萃山 (土城山) 坡栽植松柏树 １ ５ 万株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硬化校园ꎬ 修建凉亭、 藤

廊、 三步大台阶ꎬ 植藤条和各种花卉投入 １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环保局授予延安市绿色校园

称号ꎬ 并据 «陕西省绿色学校评价指标与标准»ꎬ 着手创建省级绿色学校ꎮ 成立由冯治军校长任组长

的创建省绿色学校领导小组ꎬ 分管副校长樊秋平任副组长ꎬ 成员为各处室、 工会、 团委、 保卫科、 年

级组主要负责人和班主任ꎬ 并吸纳学生会主要干部进入领导小组ꎬ 形成齐抓共管局面ꎬ 制定 «延川县

中学创建省级绿色校园实施方案»ꎬ 使创建工作有序规范开展ꎮ 该年投资 ２ 万元ꎬ 对校园花卉、 风景

树木进行补植添栽ꎬ 使其品种达到 ３０ 个共 ５ 万株ꎮ 学校教育处和团委结合环保宣传在每年植树节ꎬ 开

展 “我为校园种棵树” 公益活动ꎬ 把文萃山装扮成了一片绿海ꎮ

大战井子沟　 井子沟是学校上方北侧一道小沟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建立后ꎬ １９５７ 年ꎬ 为解决学校

吃水问题ꎬ 魏载功校长走访老者在该沟找到水源ꎬ 打水井 １ 口ꎬ 水质较好ꎬ 可以饮用ꎮ 为此ꎬ 县政

府批准拨款 ５０００ 元ꎬ 修水井窑 １ 孔ꎬ 打保护水井石轱辘坝 １ 座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学校为进一步保护管理

水井ꎬ 对该沟进行综合治理ꎬ 由张永仁带领师生在现学生公寓楼上方对面整修水平梯田 ２０ 多条ꎮ

１９７２ 年春ꎬ 水井水量减少ꎬ 师生用水发生恐慌ꎬ 校领导呼延忠请示县政府同意ꎬ 在水井沟左侧小沟

靠山处ꎬ 请油矿钻井队试探出水源ꎬ 产水量可解决 １０００ 人以上用水ꎬ 学校组织师生从 ４ 月开始挖

水渠、 箍石洞ꎬ 引水解决学校吃水问题ꎬ 至 １１ 月竣工ꎬ 总费用 ４ 万余元ꎮ 其最大举措是在沟内打

坝ꎬ 治理 １ 条正沟、 ２ 条支沟和山坬 (植树、 种柠条)ꎮ １９７３ 年开始在沟内打坝 ７ 座ꎮ １９７５ 年秋ꎬ

全校师生总动员ꎬ 三次大战井子沟ꎬ 以班为单位每班包打一座坝ꎬ 班班扛红旗ꎬ 六七百师生布阵井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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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沟ꎬ 十几面红旗迎风招展ꎬ 打坝炸崖ꎬ 填沟造地ꎬ 尘土飞扬ꎬ 炮声隆隆ꎬ 劳动的场面震撼人心ꎮ

学校广播也搬进了井子沟ꎬ 一会播颂鼓舞师生士气的文章ꎬ 一会播颂工地发生的动人事迹或好人好

事ꎮ 历经 ２０ 天大干苦战ꎬ 维修加高土坝 ７ 座ꎬ 新修 ５ 座ꎬ 造地 ２５ 亩ꎬ 并将肥沃的表层土垫在上面ꎬ

使次年所种庄稼达到丰产ꎮ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 年又对 ５ 座坝加高巩固ꎬ 并整修长约 ３３４ 米排水道 ３ 条ꎮ 到

１９８３ 年ꎬ 井子沟坝地面积达 １６ １５ 亩ꎮ

第五节　 安全保卫

１９５６~１９６５ 年ꎬ 社会环境整体安定ꎬ 未发生蓄意破坏学校事件ꎮ 延川中学安全保卫工作由收发员

兼任ꎮ 寒暑假各班将学生铺盖、 用具集中于 １~２ 个宿舍ꎬ 留 ２~３ 名学生居住看护ꎬ 并兼巡视学校、 看

护校园、 防止偷窃职责ꎮ 冬季生火取暖为柴禾ꎬ 训诫值日生不可烧柴过多ꎬ 教育学生防止火灾发生ꎮ

更为重视劳动安全工作ꎬ 在繁多的校建、 公益、 义务、 实验等劳动中ꎬ 学校提倡 “量力性、 安全性”

劳动ꎬ 要求班主任、 教师跟班参加领导ꎬ 严格负责安全工作ꎬ 未发生任何不安全事件ꎮ

１９６９~１９７９ 年ꎬ 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教育约束下ꎬ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学雷锋、 学王杰等英雄

人物鞭策下ꎬ 社会大环境繁荣稳定ꎬ 已形成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局面ꎬ 学校虽四通八达但未发生盗和

有意破坏事件ꎮ 学校内部安全主要抓劳动、 饮食卫生与用电及冬季取暖安全ꎮ 该时期校建和夏、 秋忙

假以及学工学农等劳动较多ꎬ 并组织学生秋季上山砍柴ꎮ 每项大的劳动学校都组织学生集体强调安全

问题ꎬ 要求班主任及一切参与劳动的教师时时处处抓安全ꎬ 树立 “安全第一” 思想ꎬ 保障了每次的劳

动安全ꎮ 狠抓冬季取暖生火和生活用电安全ꎬ 均未发生重大事故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一度时

期对人们的思想教育有所放松ꎬ 社会上小偷小摸、 打架等事件有所发生ꎬ 给学校周边环境带来不安定

因素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延川中学校委会颁发 «延川中学治安委员会通告»ꎬ 严禁小商小贩在校内、

校门口摆摊设点ꎬ 禁止师生与商贩进行主、 副食卷交易ꎬ 严禁在学校后山林园放牧和砍伐树木ꎮ 加强

夜间巡查ꎬ 保护学校师生安全和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ꎬ 校长童建华代表延川中学与

县公安局签订治安防范协议书ꎮ １２ 月ꎬ 刘世成接任校长后ꎬ 组织部分年轻教职工成立临时护校队ꎬ 维

护学校安定秩序ꎬ 对学生人身安全起到一定作用ꎬ 给学校教学带来稳定局面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ꎬ 学生人数增加ꎬ 校门外门市、 摊点增多ꎬ 常有闲杂

人员出入ꎬ 学校不安全事件有所发生ꎬ 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ꎮ 学校组织护校队、 夜间巡逻队维护

师生安全ꎬ 保证了未发生任何恶性事件ꎮ １９９５ 年始ꎬ 学校加强治安管理ꎬ 禁止外来干扰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学校有专职保安 ３ 人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安排假期昼夜值班 １ 人ꎬ 每天补助 １０ 元ꎬ 负责学校

假期安全工作ꎮ ２ 月学校成立法制教育领导小组ꎬ 聘请法制副校长樊智峰ꎬ 承担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青少年犯罪法” 等方面宣传教育工作ꎬ 教育学生遵纪守法ꎬ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ꎮ 樊秋平主任组

织学生到县看守所进行参观ꎬ 并由犯罪人员现身说法ꎬ 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ꎮ 成立综合治理精神文明

办公室、 民事调解委员会、 综合治保小组和联防队ꎬ 并与 ３８ 位班主任签订综合治理及安全教育目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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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书ꎬ 加强安全检查ꎬ 消除了不安全隐患ꎮ 实行主管校长、 教育处领导、 联防队员晚间值班巡逻制度ꎬ

建立健全保卫工作制度十余项ꎮ ９ 月 １ 日 ３ 时ꎬ 保卫科干事马东阳值班巡逻时ꎬ 发现有个人在学校小

操场处盗割电缆线ꎬ 便奋不顾身上前阻拦ꎬ 遭到盗贼的反抗ꎬ 展开了搏斗ꎬ 虽身上受伤几处ꎬ 但在他

的顽强搏斗下ꎬ 最终制服了盗贼ꎮ 可在他四处叫人求救的当头ꎬ 盗贼趁机侥幸脱逃ꎮ 马东阳的这一行

为保护了国家财产未受损失ꎬ 学校对他进行了表彰ꎮ ２００２ 年ꎬ 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ꎬ 形成

«延川中学治安保卫工作制度汇编»ꎬ 开始每学期初统一安排一学期值班人员ꎬ 做到时时有人值班ꎬ 处

处有人执勤ꎮ 与公安机关配合ꎬ 治理校园周边环境ꎬ 及时严厉打击了扰乱学校秩序的不法行为ꎬ 为学

生提供了安全文明的学习生活环境ꎬ 严防了失盗、 失火以及严重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ꎮ 该年被中共延

安市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评为 “依法治校示范单位”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印制依法依德治校安全制度汇编ꎬ

使安全工作步入制度化、 规范化ꎮ ８ 月ꎬ 组建保卫科ꎬ 首任科长刘军卫ꎬ 有门卫干警 １ 名ꎬ 干事 ３ 名ꎮ

对教师实行 «两签到制度» (早读前、 放学前)ꎬ 彻底杜绝了教师上班期间酗酒、 下棋等现象ꎮ 值周人

员每天对领导、 班主任、 教师上岗情况进行检查ꎮ 对校园内 “乱、 脏” 进行集中清理ꎬ 彻底整治ꎬ 坚

决取缔校园内摆摊经营行为ꎬ 杜绝机动车辆进入教学区ꎻ 对闲杂人员进入校园实行门卫登记和盘查制

度ꎬ 下狠心排除社会闲杂人员对教学秩序的干扰和破坏ꎬ 发现苗头ꎬ 露头就打ꎬ 尤其对校园惹是生非ꎬ

破坏学校教学秩序行为ꎬ 学校保卫科配合公安机关予以坚决打击ꎮ 禁止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携带管制

刀具ꎬ 一经发现ꎬ 严肃处理ꎬ 杜绝校园内暴力事件的发生ꎮ 严格夜间巡逻和重大节日值班制度ꎬ 若发

现社会不法之徒对学生、 学校构成威胁、 危害时ꎬ 由保卫科带队护送通校生回家ꎬ 并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案ꎮ 教育处、 保卫科联合举办 “模拟法庭”ꎬ 使学生明白懂法、 知法、 守法的重要性ꎬ 增强了遵守

法律的自觉性ꎮ 班主任每晚实行本班宿舍巡查ꎬ 确保住校生安全ꎮ 校保卫科充分发挥职能作用ꎬ 配合

公安机关侦破学校周边环境发生的各类案件ꎬ 保障了学校的安全与稳定ꎮ １２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

依法治校示范学校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 荣获陕西省法制文化教育示范学校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ꎬ 防范为主” 思想ꎬ 以班级为单位ꎬ 组织学生学习 «未成年人

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ꎬ 并 ２ 次组织学生到监狱ꎬ 由犯人现身说法ꎬ 多次开展模拟法庭ꎬ

对学生教育很大ꎬ 收到良好效果ꎮ 同时ꎬ 注重节假日安全隐患排查工作ꎬ 成立各校级领导任组长的

值班组ꎬ 负责节假日安全工作ꎮ １１ 月ꎬ 被中共陕西省委依法治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 “法制校

园”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组织全体师生观看安全教育碟片ꎬ 聘请交警大队人员作交通安全报告会ꎬ 举行预防

拥挤踩踏事故人员疏散、 消防安全等演练活动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进一步完善、 整理、 汇编 «延川中学

安全工作制度汇编»ꎻ １１ 月ꎬ 通过陕西省 “平安校园” 验收ꎻ １２ 月ꎬ 通过陕西省 “文明校园” 验

收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完善巡逻、 值班制度ꎬ 强化巡逻、 值日责任意识和履责能力ꎬ 实行谁值日谁负责、 日

通报周汇总制度ꎻ 细化值日安排ꎬ 有学生的地方就有巡逻人员ꎻ 加大晚查宿舍力度ꎬ 实行宿舍情况

日报制ꎮ 定期召开食堂管理人员和小卖部工作人员会议ꎬ 定期和不定期对食堂、 小卖部进行食品安

全卫生大检查ꎮ 举行地震逃生演练和消防知识讲座ꎮ 加大管理力度ꎬ 封闭校园ꎬ 登记外来人员出

入ꎬ 堵塞安全漏洞ꎬ 打造校内外安全环境ꎬ 确保学生出入平安ꎮ 被陕西省综治办、 教育厅、 公安厅

授予 “平安校园”ꎬ 被陕西省委、 省人民政府授予 “文明校园”ꎮ 次年ꎬ 以创建平安校园为载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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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预防为主、 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 原则ꎬ 在进一步抓机构、 制度建设的同时ꎬ 狠抓班风、 学

风ꎬ 开展综合治理ꎬ 努力创建管理有序、 防控有力、 环境整洁、 校风优良的安全文明校园ꎮ 该年防

控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中ꎬ 学校严格按上级有关部门通知和文件精神ꎬ 制定防控方案和应急措施ꎬ 各班

做到晨检、 午检并举ꎬ 细致填写甲流防控报告单ꎬ 取得显著效果ꎮ 全年未发生安全事故ꎮ 同时ꎬ 开

始与校外租房住的学生家长签订 «安全目标责任书»ꎮ

２０１０ 年开学初ꎬ 教育处与班主任签订 «安全责任书» 制定 «学生到校离校高峰期巡检制度»

«延川中学学生紧急疏散演练方案» «延川中学恶性事件预防应急预案»ꎮ 进一步加强学校综合整

治ꎬ 在人防、 物防和技防等方面加强安全保障ꎬ 有力保证了校园安全ꎮ 被陕西省教育厅授予全省教

育系统 “五五” 普法宣传教育先进单位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学校注重安全宣传教育、 饮食卫生和安全演练

活动ꎮ 从此ꎬ 教育处每学年组织 １ 次 “关爱生命ꎬ 远离毒品” 教育会ꎬ 培养学生珍爱生命意识ꎮ ９

月出刊安全教育主题黑板报ꎬ 刊载有关交通事故、 防食物中毒及自我保护、 安全自救能力和易燃易

爆物品放置、 使用等知识ꎬ 培养学生自防自救技能ꎮ １１ 月ꎬ 第十六周星期三下午举行紧急疏散演练

活动ꎬ 进行现场灭火演练ꎮ 同年ꎬ 加大学生人身安全、 财物安全、 饮食安全管理力度ꎮ 教育处对校

外租房学生逐一登记ꎬ 并与家长签订 «安全目标责任书»ꎬ 召开校外租房学生大会ꎬ 尤为强调冬季

取暖谨防煤气中毒ꎬ 或发生煤气中毒应如何自救及报警等方法ꎬ 培养学生 “关爱生命ꎬ 关注安全”

理念ꎬ 增强安全自护意识ꎬ 提高安全行为能力ꎮ 召开食品从业人员会议ꎬ 严格采购、 储存、 保管和

消毒制度ꎬ 严格实行生、 熟食品分开ꎬ 切实保证食品卫生ꎬ 严防食物中毒ꎬ 保障师生饮食安全ꎮ 继

续加强保卫工作人员 ２４ 小时巡逻值班ꎮ 该年起ꎬ 教育处每学年组织一次 “关爱生命、 远离毒品”

教育会ꎬ 培养学生珍爱生命意识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ꎬ 坚持每日必查与不定期检查

制度ꎬ 每月开展 １ 次安全大检查ꎬ 每周进行一小查ꎮ 加强学生防火、 防电、 防盗、 防溺水、 防交通

事故等安全知识教育ꎬ 及时排查和消除各类隐患和不稳定因素ꎬ 切实从源头消除隐患、 堵塞漏洞ꎮ

结合安全教育开展安全法制报告会ꎬ 组织学生观看安全教育纪录片等ꎮ 充分利用学校监控设备ꎬ 严

格进出校门登记制度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随着全国各地校园不安全事故的发生ꎬ 学校在省、 市、 县等部门指

导下ꎬ 严格学校安全管理ꎬ 将学校各项安全工作落实到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人ꎬ 做到学校每一个人

都是安全管理员ꎮ 并且ꎬ 教育处、 保卫科、 年级处每周都对教室、 宿舍等地方进行排查ꎬ 及时发现

学生可能带的危险器具ꎬ 避免了不安全事故的发生ꎮ ２０１４ 年前半年ꎬ 以预防交通、 溺水、 火灾、 拥

挤、 踩踏等事故为重点ꎬ 通过举办专题讲座、 开展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ꎬ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ꎮ 组

织人员对校外租赁宿舍进行检查ꎬ 并与校外租房学生及家长签订 «安全目标责任书»ꎮ 对租赁房屋

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ꎬ 与租赁主保持联系ꎬ 调查学生日常行为ꎮ １０ 月ꎬ 张鸿副校长主管安全ꎬ 马东

阳任保卫科科长ꎮ 主管校长、 科长及保卫科成员都能坚持坐班保卫科ꎬ 确保了不安全事故的发生ꎮ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西安消防队杨豪来校做消防宣传ꎬ 并为学生做消防示范演练ꎬ 给班主任作消防知识讲

座ꎮ ２０１５ 年开学初ꎬ 保卫科制订工作计划ꎬ 要求教育处、 教学处、 公寓楼、 锅炉房、 餐厅、 图书

室、 阅览室、 危险品实验室等部门制定出 «安全应急预案»ꎬ 并要求按此严格执行ꎮ 同时ꎬ 加强治

安保卫ꎬ 加大对校外居住学生登记、 摸底和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力度ꎬ 避免了不安全事故的发生ꎮ

４８３



第九章　 人　 物 　


第九章　 人　 物

青年时的路遥和谷溪

校以人兴ꎬ 人以校杰ꎬ 人杰校荣ꎬ 相辅相成ꎮ

延川中学自创办以来ꎬ 先后培养出 ３ 万余名具有初、 高中文化水平的学生ꎮ 这些学生有的考入

高等学府继续深造ꎬ 学有所成ꎻ 有的步入社会ꎬ 从农、 从工、 从政、 从教、 从文、 从商ꎬ 成为推动

社会经济、 文化各方面事业发展的有生力量ꎮ 延川中学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ꎬ 以走出

去的国家一级作家路遥和 ２０ 多名博士生等为学校赢得美誉ꎮ 而走出这所学校的莘莘学子和转入各

条战线有建树的教职工ꎬ 他们始终以延川中学为荣ꎮ 本章记述为延川中学付出心血汗水的历任领

导、 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诸多校友ꎬ 以及支持、 扶助延川中学办学的社会名流ꎬ 既彰显校泽师德ꎬ

又激励后学传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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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物传

一、 校领导

　 　 魏载功 (１９０５~１９８８) 　 名瓒武ꎬ 字载功ꎬ 佳县峪口镇人ꎬ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生于书香世家ꎮ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毕业于榆林中学ꎬ 投身教育事业ꎮ 先后任佳县螅

镇、 店镇、 乌镇小学教员、 校长ꎮ １９４７ 年在绥德专署扫盲委员会工作ꎬ １９４９ 年

在绥德师范任教ꎬ １９５０ 年调绥德专区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ꎬ 先后任教员、 教

导主任、 副校长ꎮ １９５６ 年初ꎬ 绥德专署派至西安中教轮训班学习ꎬ １０ 月分配到

延川中学任代理校长ꎬ １２ 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任命为延川中学校长 (副县级)ꎬ

率领师生建设校园ꎬ 数年内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完全学校ꎬ 是延川中学的奠基人ꎮ “文化大革

命” 中ꎬ 忍辱负重ꎬ 仍忧心教育ꎮ １９７２ 年因病退休ꎬ １９８０ 年改为离休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逝世ꎮ

　 　 任宝崇 (１９２６ ~ １９７９) 　 贾家坪镇曲溪交村人ꎬ 生于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ꎬ １９４３

年考入子长高小学习ꎮ １９４５ 年随子长高小党组织到山西从事党的工作ꎬ １９４９ 年

调甘泉县政府工作ꎬ １９５０ 年调回延川县工作ꎮ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任县

委文化教育部部长ꎬ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ꎬ 先后任延长二中、 延川中学

党支部书记 (副县级)ꎬ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调任县委宣传部部长ꎬ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任党校

副校长ꎬ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调任文教局局长ꎬ １９６９ 年调离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任文安驿公

社革委会副主任ꎬ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复任文教局局长ꎬ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ꎬ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因病逝世ꎮ

　 　 杨增妙 (１９２１ ~ ２０１４) 　 杨家圪台镇杨家圪坮村人ꎬ 生于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毕业于陕甘宁边区师范ꎬ 中师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参加工作ꎬ 曾

在延安师训班、 陕西省教育学院培训学习ꎬ 先当小学教员ꎮ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调延安

地委商店工作ꎬ ７ 月调回延川县在土岗小学任教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调杨家圪坮粮站

工作ꎬ ４ 月调县委宣传部工作ꎬ ７ 月调延水区公所工作ꎬ １０ 月调县委组织部工

作ꎮ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调永远区工作ꎬ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调县委宣传部工作ꎮ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任

县人民委员会一科科长ꎬ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调绥德地委宣传部工作ꎬ １０ 月调任延川县委统战部部长ꎬ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任宣传部部长ꎬ 同时兼任统战部部长至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ꎮ １９５８ 年 ５ ~ １２ 月再次兼任统战部

部长ꎬ １１ 月兼任中共张家河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ꎮ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任延长县张家河公社委员会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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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ꎬ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任延长县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 (副县级)ꎬ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任延川县中学党支部书记ꎮ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任县委党校副校长ꎬ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任校长ꎮ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调任县气象站站长ꎬ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

任县委党校校长ꎬ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任县贫协副主任ꎬ １９７９ 年离休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去世ꎮ

中共延川县委第五届、 六届常委ꎬ 中共延川县临时委员会、 第八届委员会委员ꎮ

　 　 杜永福 (１９１９~１９８８) 　 延水关镇南村人ꎬ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生ꎮ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参加革命ꎬ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本县小学教员、 乡文书、 县民

教馆干事ꎬ 县民兵大队部文书ꎬ 县政府副政务秘书、 教育科科长ꎬ 县委文化教

育部部长ꎮ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升任副县长ꎮ 中共延川县第四、 五届委员ꎬ 六届常委ꎬ

县人民委员会第 １~３ 届委员ꎬ 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ꎮ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调

延安工作ꎬ 先后任延安地区大修厂党委书记兼厂长ꎬ 延安地区卫生学校党委书

记兼校长ꎬ 延安地区药材站书记兼副经理ꎮ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任延川中学校长 (副县级)ꎬ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任党支部书记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因病离休ꎮ 他教学育人ꎬ 为人师表ꎬ 治教有方ꎬ 享有盛誉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逝世ꎮ

　 　 杨俊春 (１９３６~１９９７)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出生于贾家坪村ꎮ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参加工作ꎬ 先后在贾家坪马家湾、 白家河等村教学ꎮ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始ꎬ 在绥德师

范学习ꎮ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起ꎬ 在视寻室、 干部业余学校任教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起ꎬ 在关

庄、 永坪小学工作ꎬ 任校长ꎮ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ꎬ 任贾家坪中学校长ꎮ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ꎬ

任县文教局局长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任土岗公社党委书记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ꎬ 任畜牧

局局长ꎮ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ꎬ 任县教育局局长ꎬ ７ 月兼延川中学党支部书记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任延川中学协理员ꎬ １９９４ 年退休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病逝ꎮ

二、 教师

　 　 马逢瑞 (１９０９~１９７３) 　 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ꎮ 绥德县薛家峁镇马家坪

村人ꎬ １９０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生ꎮ １９２８ 年春ꎬ 毕业于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ꎬ 先后

任完小教员、 校长ꎮ １９４３ 年秋至 １９４６ 年夏ꎬ 任绥德分区公安处治安侦查职员外

勤据点主任ꎮ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ꎬ 任米脂中学班主任、 副教导主任ꎬ １１ 月

调任佳县一中教导主任ꎬ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到延川县初级中学任教导主任ꎮ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任副校长ꎬ 主管教学工作ꎻ ５ 月被评为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ꎬ 受到陕

西省人民委员会奖励ꎮ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被免职退休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病逝ꎮ 他富有才学ꎬ 治校严谨ꎬ

且善于总结经验ꎬ 遗有 «教学日记» ２０ 余册ꎬ 是毕生心血结晶ꎬ 颇有参考价值ꎮ １９８２ 年ꎬ 陕西省

人民政府补发给陕西省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１６６４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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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荣 (１９３４~ ２０１１) 　 陕西省劳动模范、 山区模范教师ꎬ 中学高级教

师ꎮ 榆林市佳县螅镇 (原康家港乡) 王家畔村人ꎬ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生ꎮ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榆林师范毕业ꎬ 分配至榆林师范附属小学任教ꎬ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至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省中等教育师资训练班学习ꎬ 后在延安中学任教ꎬ 期间

参加西安师范学院函授专科学习并毕业ꎬ 获大专学历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下放延

川县稍道河公社劳动ꎬ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分配至延川县中学任教ꎬ 同年担任延川、

延长、 子长三县语文教师培训教学任务及延川参加大学函授学员辅导教师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调文安

驿中学任教ꎬ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调延川县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参加陕西省教育厅、 工会联合主办的优

秀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ꎮ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ꎬ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和山区模范教师ꎻ ３

月ꎬ 当选为政协延川县委员会常委ꎬ ４ 月任中学教导主任ꎮ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任中学副校长ꎮ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２ 日ꎬ 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增选为政协延川县委员会副主席ꎬ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病逝ꎮ ４０ 年献身

于山区教育事业ꎬ 在高中三年级语文教学中ꎬ 初步总结出语文教改原则、 途径、 方法ꎬ 形成 “九

三方案” 被推广运用ꎮ

政协延川县第一、 二、 三、 四届委员会副主席ꎬ 延川县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ꎮ

　 　 刘加里 (１９３５~２００７) 　 陕西省优秀教师ꎬ 中学高级教师ꎬ 中共党员ꎮ 泾

阳县高庄镇蒋刘村 (原蒋刘乡河滩村) 人ꎬ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生ꎮ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陕西

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ꎬ 分配至延川中学任教ꎮ １９７９ 年始ꎬ 为县总工会三、 四

届委员ꎮ １９８０ 年任教导主任ꎬ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任副校长ꎬ 同年始当选为政协延川

县委员会一、 二届委员ꎮ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退休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因心脏病突发

去世ꎮ

他精心钻研业务ꎬ 努力工作ꎬ 为延川教育事业做出一定贡献ꎮ １９７８ 年参加延安地区教研

室 «高中理化复习提纲» 编写工作ꎮ 次年研制的半自动透射式白昼幻灯机获延安地区科研成

果乙等奖、 获陕西省电化教学奖ꎮ １９８１ 年编写 «中学理化题解选编» 中化学概念和基本理论

部分ꎮ 论文 «提高化学教学质量的看法和体会» 获地区教育学会论文三等奖ꎬ 被吸收为地区

教育学会化学分会会员ꎬ 并任副理事长ꎮ 聘请为地区高师函授辅导教师ꎮ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被评为

陕西省优秀科技辅导员ꎬ 被聘为县自然科学职称评委及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会员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ꎮ 在指导高中毕业班化学复习方面ꎬ 提出 “一二三、 三二一” 辅导

设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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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友

　 　 冯治恭 (１９４０ ~ ２０１２) 　 全国扫盲先进工作者ꎮ 永坪镇大白家沟村人ꎬ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３ 日生ꎬ 延川中学秋初五九级乙班毕业ꎮ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于延安师范

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ꎬ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先后任小学教师ꎬ 县文教

局股长ꎮ １９７５ 年任文安驿农职业中学校长ꎬ 发动群众和师生ꎬ 一年时间修建教

室 １４ 间ꎬ 宿舍窑洞 ６２ 孔ꎬ 节约资金 ９ ４ 万元ꎮ 次年为学校营建 １００ 亩果园ꎬ

以勤工俭学典型单位代表出席陕西省教育工作会议ꎮ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任教育局副局

长ꎮ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任工农教育委员会主任ꎬ １９８９ 年春ꎬ 经省、 地验收ꎬ 延川县青壮年非盲率达

９２ ７％ꎬ 实现基本无盲县ꎬ 县工教委被评为全省农村成人教育先进集体ꎮ ９ 月ꎬ 他被评为全国扫盲

先进工作者ꎬ 出席在兰州召开的全国扫盲工作会议ꎬ 受到国家教委表彰奖励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任教育

局督导室主任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退休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病逝ꎮ

樊志兴 (１９４０~１９７１) 　 烈士ꎬ 中共党员ꎮ 文安驿镇樊家塬村人ꎬ 生于 １９４０ 年ꎬ 延川中学初

秋五九级甲班ꎬ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参军ꎬ 后任 ７８８８ 部队 ２１４ 分队连长ꎬ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殉职于西藏ꎮ

刘富郎 (１９４２~２０１３) 　 陕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工作者ꎮ 大禹街道办贺家湾村人ꎬ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一级丁班毕业ꎬ 助理畜牧师ꎬ 曾任贺家湾乡配种站站长ꎮ １９７３ 年始ꎬ 一直从事

畜牧繁殖工作ꎬ 做出显著成绩ꎮ １９８０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农业生产先进工作者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去世ꎮ 延川县第九、 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政协延川县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ꎮ

　 　 巩瑞华 (１９４３ ~ ２００２) 　 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个人ꎮ 原籍米脂县杨家沟村ꎬ

大禹街道办事处人ꎬ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二级丙班毕业ꎮ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参加工作ꎬ 历任小学教师、 贾家坪公社知青专干ꎬ 冯家坪公社文书、 副主任、

党委副书记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任稍道河乡党委书记ꎬ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个人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任

公安局教导员ꎬ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任局长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７ 日病逝ꎮ

　 　 张　 虎 (１９４７ ~ １９９５) 　 中共延川县委副书记ꎮ 贾家坪镇张家河村人ꎬ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四级甲班、 高秋六七级毕业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贾家坪小学教师ꎬ 冯家坪公

社知识青年专干ꎬ 贺家湾公社文书ꎬ 马家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党委副书记ꎬ

贾家坪公社党委书记ꎬ 高家屯乡党委书记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任县委常委、 政法委

员会书记ꎬ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任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任延川县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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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副县长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任县委副书记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病逝ꎮ

　 　 贺光辉 (１９４８~２００２) 　 延川县第十三、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中共

党员ꎬ 大学学历ꎮ 文安驿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贺家河村人ꎬ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六三级乙班、 高秋六六级毕业ꎬ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在南河公

社贺家河小学任教ꎮ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任贾家坪公社向阳学校革委会副主任ꎬ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调县文教局工作ꎮ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始ꎬ 先后任县委组织员、 组织部副部长ꎮ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任县委组织部部长ꎬ ９ 月任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任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ꎬ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ꎻ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病逝ꎮ

中共延川县第十二、 十三届委员会常委ꎬ 政协延川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ꎮ

　 　 路　 遥 (１９４９~１９９２) 　 原名王维国ꎬ 笔名路遥ꎮ 国家一级作家ꎬ 中国作

家协会理事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生于清涧县石嘴驿乡王家堡村ꎬ ７ 岁时过继给

延川县郭家沟村其伯父抚养ꎮ １９５７ 年在郭家沟村上小学ꎬ １９６１ 年就读城关小

学ꎬ １９６３ 年考入延川中学乙班就读ꎬ １９６６ 年参加 “文化大革命” 运动ꎬ

１９６８ 年毕业ꎬ ９ 月任县革委会副主任ꎬ １９６９ 年返乡劳动ꎬ 同年 １１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ꎮ 曾任一年半民办教师ꎬ 后在县宣传队担任编创员ꎮ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入

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ꎬ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毕业后调入 «陕西文艺» 编辑部任小说、 散文组编辑ꎬ 后任

«延河» 小说组副组长ꎮ １９８２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ꎬ 在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ꎮ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开始文学创作ꎮ 初在县文化馆油印小报 «革命文化» 发表习作中篇小说

«人生»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ꎬ 单行本)ꎬ 分别被译为英文、 俄文、 法文ꎮ １９８３ 年出版中篇小

说集 «当代纪实»ꎬ １９８５ 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 «姐姐的爱情» «路遥小说选»ꎮ 历时 ６ 年ꎬ 呕心

沥血完成百万字长篇巨著 «平凡的世界»ꎬ 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ꎻ «路遥文集» (五卷本) 由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ꎮ 中篇小说 «惊心动魄的一幕» 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ꎬ «人生» 获

１９８３ 年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ꎮ 他将 «人生» 改编为电影剧本ꎬ 于 １９８４ 年摄制上映ꎬ 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ꎬ 影片荣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故事片奖ꎮ １９９１ 年长篇巨著 «平凡

的世界» 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ꎮ 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ꎬ 多次获党和政府的表彰奖励ꎮ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５ 日ꎬ 中共陕西省委、 省人民政府召开优秀文学创作表彰大会ꎬ 对他表彰并奖励两

级工资ꎮ １９８７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获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荣誉称号ꎻ 同年被国务院授予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上旬ꎬ 因劳累过度病倒在

延安ꎬ 回西安救治ꎬ 终因肝硬化腹水引起肝功能衰竭ꎬ 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８ 时 ２０ 分在西京医

院逝世ꎬ 年仅 ４３ 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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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凯 (１９５０~２０１４) 　 中共延安市委副市级咨询员ꎮ 永坪镇佘家塌村人ꎬ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六八级毕业ꎬ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ꎬ 历任本村小学教师、 村党支部副书记ꎬ 永坪公社武装

干部、 党委委员ꎬ 贾家坪公社副主任、 党委副书记、 主任ꎬ 稍道河、 城关公社

党委书记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任中共延川县委副书记ꎮ １９８５ 年入陕西省委党校学习ꎬ

毕业后任延长县委副书记ꎬ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任洛川县委副书记ꎬ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任安塞

县委副书记、 县长ꎬ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任县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调任延安市委秘书长ꎬ

８ 月任市委常委、 秘书长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市委常委ꎬ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市委副书记、 纪检委书记ꎬ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市委副市级咨询员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退休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病逝ꎮ 延安市第一届人大

代表ꎬ 陕西省第八届人大代表ꎮ

　 　 曹　 银 (１９５３~２０１２) 　 空军西安航空四站装备修理厂政治处主任、 纪检

委书记ꎬ 高级经济师ꎬ 大学学历ꎮ 延水关镇将里村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生ꎮ 延

川中学春高七二级二班毕业ꎬ １０ 月参加工作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１２ 月入伍ꎬ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立三等功 １ 次ꎬ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任空军兰州军械仓库勤务

连指导员ꎬ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调空军兰空后勤部政治部干部科ꎬ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调空军西

安航空四站装备修理厂政治处ꎬ 次年 １２ 月就此转业ꎬ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任该厂劳动人

事科科长ꎬ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始ꎬ 先后任政治处副主任、 主任ꎬ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政治处主任、 纪检委书记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病逝ꎮ

　 　 曹军胜 (１９６９~２００７) 　 副教授ꎬ 在读博士生ꎬ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专业会

员ꎬ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ꎮ 大禹街道办事处曹家圪崂村人ꎬ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生ꎮ 延川中学秋高八九级理科一班毕业ꎬ 考入西北农业大学ꎬ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获

农畜产品储藏与加工学士学位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化与分子

生物学理学硕士学位ꎬ 北京林业大学在读博士ꎮ 主要研究植物生化及生理生

态ꎬ 在延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先后主讲微生物学、 生物化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统计学、 进化生物学ꎬ 以及食品加工、 营养学、 食品分析等课程ꎮ 是国家 “十五” 攻关项

目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地带退耕还林优化造林模式 (２００１ＢＡ５１０Ｂ０１０３) ” 的主要参加者ꎬ

同时主持学校级课题 １ 项及参加省部级课题 １３ 项ꎮ 在 «西北植物学报» 等期刊发表论文 １８ 篇ꎬ

其中核心期刊 １３ 篇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去山西吉县科技实验基地途中ꎬ 因车祸不幸殉难ꎬ 年仅 ３９ 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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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物录

一、 校领导

　 　 呼延忠　 延水关镇呼家塬村人ꎬ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１ 日生ꎮ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专修科ꎬ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毕业留校ꎬ 任政教系经济学教研室助教ꎮ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调陕西省委宣传部工

作ꎮ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调回延川中学任教ꎬ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ꎬ 先后任教导处

副主任、 主任ꎬ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始ꎬ 先后任校革委会副主任、 主任ꎬ 党支部副书记、

书记ꎮ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调任县委宣传部部长ꎬ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任县委常委ꎮ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调

任陕西省陕北建设委员会计财处副处长、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任处长ꎬ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任副主任ꎮ

　 　 张　 立　 陕西省户县祖菴镇太平庄人ꎬ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生ꎮ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毕业于西安师范学校ꎬ 分配至绥德马家川小学任教ꎮ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ꎬ 在绥德速成

中学中教班学习ꎬ ７ 月结业ꎻ ８ 月 １２ 日到延川县初级中学工作ꎮ １９５７ 年被评为

延安地区优秀班主任ꎮ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任延川县中学革委会副主任ꎬ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任

主任ꎬ 后连续接任校长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延川中学高考成绩名列全区第二名ꎬ 仅次于

延安中学ꎮ 此后ꎬ 任期内高考成绩一直保持较好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调任县委党校

校长ꎬ １９８３ 年夏ꎬ 调至咸阳市财经干部学校任校长ꎮ

　 　 童建华　 永坪镇新窑湾村人ꎬ 出生于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ꎮ 延川中学秋初五九级

乙班学生ꎬ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初中毕业ꎮ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ꎮ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ꎬ 获大专学历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任延川中学校长ꎬ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兼任校党支部书记ꎬ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仅任校党支部

书记ꎬ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任协理员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退休ꎮ

　 　 刘世成　 永坪镇崖窑村人ꎬ 生于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ꎮ 延川中学高秋六八级

毕业ꎮ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始ꎬ 在永坪镇小学任教ꎬ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调县教研室工作ꎬ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调延川中学任教ꎬ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调永坪中学ꎬ 先后任教导主任、 团委书记ꎬ

１９７６ 年任校长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任延川中学校长ꎬ １９９３ 年任县教育科技局党委书

记兼局长ꎬ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任协理员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退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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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平安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ꎬ 中共党员ꎮ 贾家坪镇折家坬村人ꎬ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生ꎮ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ꎬ 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ꎮ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分配至延川县中学任教ꎬ 历任语文教研组组长、 教导处主任、 办公

室主任ꎬ １９８９ 年任副校长ꎬ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任校长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调延安中学任教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受市教育局委派ꎬ 创办永坪高级中学ꎬ 任该校校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离

任ꎬ 受聘延安中学任教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退休ꎮ

　 　 刘怀福　 大专学历ꎬ 中学高级教师ꎬ 中共党员ꎮ 永坪镇刘家渠村人ꎬ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生ꎮ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始ꎬ 在永坪公社刘家渠七年制学校为初中民办教师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ꎬ 在延安师范语文班学习ꎬ 获中师学历ꎬ 毕业后分配

至永坪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任校团委书记ꎬ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任教导处副主任ꎮ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调县教育局工作ꎬ 先后任文书、 教育股长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教育学院教育系教育管理干部班进修ꎬ 获大专学历ꎮ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调

任永坪中学副校长ꎬ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主持工作ꎬ ８ 月任校长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聘任延川县中学校长ꎬ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聘任延安市实验中学副校长 (副县级)ꎬ ２００８ 年被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评为创建省级文

明城市先进个人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任助理协理员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退居二线ꎮ 延安市第一届人大代表ꎬ 延

川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张爱民　 陕西延川ꎬ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生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在延

安大学上学ꎬ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在永坪中学工作ꎬ 历任教导处副主任、

主任ꎬ 副校长、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调任延川中学党

支部书记兼副校长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调延安中学工作ꎮ

　 　 冯治军　 中学高级教师ꎬ 北师大教育与经济管理在职研究生学历ꎮ 历任延

川中学副校长ꎬ 永坪中学校长ꎬ 现任延川中学校长 (副县级)ꎻ 延川县第十五、

十六、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延安市第二、 三、 四届人大代表ꎮ 文安驿镇东

圪塔村人ꎬ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生ꎮ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在延安师范学习ꎬ

毕业后在延川县中学任教ꎮ １９７９ 年 １~ ７ 月在延川县城关小学 (初中部) 任教ꎮ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调禹居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教育学院政教系本科班脱产学习ꎬ 毕业后分配至延川县中学任教ꎬ 历任教育处副主

任、 主任ꎬ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任副校长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在陕西教育学院政教系本科函授班学习ꎬ 获大学学历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调任永坪中学校长ꎬ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聘任为延川县中学校长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毕业于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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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与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ꎮ ２００４ 年 ８~１０ 月ꎬ 在陕西教育学院校长高级研修班学习ꎻ ２００９

年 ４~６ 月ꎬ 在延安市委党校进修学习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论文 «学校管理组织向外延伸的理论与实践»ꎬ 在陕西省第八期校长提高培训班

上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ꎻ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荣获延川县 “突出贡献者” 奖ꎬ 奖励住房资金 ２ 万元ꎻ ９

月ꎬ 在第十八届教师节评优活动中被评为 “优秀校长”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被延安市中小学校长考评委员

会评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学年度优秀校长”ꎻ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又被评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学年度优秀校长”ꎮ ９ 月

教师节ꎬ 被延安市人民政府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评为 “延安市劳动模范”ꎬ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评为 “陕西省优秀教师”ꎮ

　 　 苗庭英 　 大专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文安驿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木军沟村

人ꎬ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生ꎮ 延川中学春高七三级师范一班毕业ꎬ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在

南河公社任民办教师ꎮ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毕业ꎬ 先后在南

河中学、 城关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调县教研室工作ꎮ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始ꎬ 先后任

城关小学副校长、 校长ꎬ １９９７ 年被评为延安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任延川县中学党支部书记ꎮ

　 　 张振宏　 文安驿镇前马沟村人ꎬ 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ꎮ 大学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于永坪中学ꎬ 后补习于延川中学ꎬ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大学中

文系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安地区农业机械学校任教ꎬ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调回

县监察局工作ꎮ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调县委办担任秘书工作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任副主任ꎬ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任主任、 县委机关党委书记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调任教育局局长、 局机关

党委书记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兼任延川中学党总支书记 (副县级)、 县长助理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教育局长、 局机关党委书记ꎬ 延川中学党总支书记、 县长助理ꎬ 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ꎮ

　 　 冯向斌　 延川县政府副县长、 永坪镇党委书记ꎬ 在职研究生学历ꎬ 中共党

员ꎮ 文安驿镇禹居村人ꎬ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出生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在延川县委办工作ꎬ

为秘书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任副主任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主任、 县委机关党委书记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延川中学党总支书记 (副县级)、 县委办主任、 县委机关党委书记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县政府副县长、 永坪镇党委书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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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师

　 　 张进生　 全国优秀班主任ꎬ 中学高级教师ꎮ 河北省保定人ꎬ 生于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 日ꎮ １９６０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ꎬ 先后任延川中学教师、 副校长、

党支部副书记ꎮ 担任班主任工作 ２０ 余年ꎬ 深受学生敬重ꎮ １９８３ 年出席陕西省

“五讲四美ꎬ 为人师表” 先进代表大会ꎬ 被评为陕西省 “五讲四美” 先进个人ꎻ

１２ 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班主任ꎮ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ꎬ 被授予全国优秀班主任ꎮ

　 　 冯治堂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中共党员ꎬ 大专学历ꎮ 文安驿镇琯峪沟村

人ꎬ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生ꎮ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先后在文安驿、 稍道河、 高家圪坮

小学任教ꎮ １９７２ 年调延川中学ꎬ 担任图书管理工作ꎮ 后任城关小学教导主任、

副校长ꎮ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调任县教研室主任ꎮ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始ꎬ 先后任县委办副主

任、 主任ꎮ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任中共延川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兼文联

主席ꎬ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兼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ꎮ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人大常委会副调研员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退休ꎮ

中国延川县第十一、 十二届委员会常委ꎬ 第十三届委员ꎻ 延川县第十二届人大代表ꎻ 政协延川

县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ꎮ

他著有 «观云拾贝»ꎬ 帮助延川中学转型发展ꎬ 剥离初、 高中ꎬ 兼任延运初级中学监事会主席ꎮ

极力倡导编修 «延川中学校志»ꎮ

　 　 杨小宁　 全国传统项目学校体育优秀工作者ꎮ 贾家坪镇宜福沟村人ꎬ １９５４

年 ２ 月生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延川中学体育教师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被国家体

委、 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传统项目学校体育优秀工作者ꎮ

　 　 张永红　 女ꎬ 陕西省教学能手ꎮ 安康市岚皋县人ꎬ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生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毕业于延安大学历史系ꎬ 分配至永坪高级中学任教ꎬ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调入延川

县中学任教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校团委副书记ꎬ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教科室副主任ꎬ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任主任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任教学处主任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获延安市教学能手ꎬ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获陕西省教学能手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获延安市妇联举办的弘扬 “四自精神” 演讲比赛一等奖ꎬ 被评为延安市先进

妇女ꎻ ５ 月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ꎬ 延安电视台 «今日焦点» 栏目报道了个人先进事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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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友

博士英才

　 　 葛文杰　 工学博士ꎮ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ꎬ 博士生导师ꎬ 中共党员ꎮ

西北工业大学国家工科机械基础课程教学基地负责人ꎬ 机械基础课程国家教学

团队负责人ꎬ 机械原理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ꎬ 首批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

师ꎬ 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ꎮ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生ꎮ 陕西户县人ꎬ 毕业于延川中学高春 ７３ 级 ２ 班ꎮ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ꎬ 在户县蒋村插队ꎻ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ꎬ 在西安理工

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专业读本科ꎬ 获工学学士学位ꎻ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ꎬ 在沈阳重型机械厂

职工大学任教ꎻ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ꎬ 在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系读硕士研究生ꎬ 获工学硕士学

位ꎻ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至今ꎬ 在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任教ꎬ ２００６ 年获工学博士学位ꎮ

主要从事机械设计及理论学科和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ꎮ 主讲 “机械原

理” 本科生课程及 “绿色产品设计” “仿生机器人学” 等研究生课程ꎮ 研究方向为机构学与机器人

机构学、 机械动力学及仿生机器人技术等ꎮ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３ 项ꎬ 国家 “８６３” 计划项

目 １ 项ꎻ 主持国家教学基地、 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 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级教学团队、 “十五”

“十一五” 国家重点规划教材等国家级教学建设项目 ８ 项ꎻ 发表论文 ７０ 余篇ꎬ 获发明专利 ７ 项ꎬ 软

件著作权登记 ２０ 项ꎬ 编著机械原理文字、 电子及网络教材 １０ 余部ꎮ 先后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 项ꎬ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２ 项ꎬ 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２ 项、 二等奖 ２ 项ꎬ 指导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竞赛作品获全国大赛一等奖 ４ 项、 二等奖 ４ 项ꎬ 获宝钢优秀教师、 国防科工委委属高校 “优秀教

师” 和陕西省 “优秀教师” 等荣誉奖ꎬ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ꎮ

　 　 高随祥　 理学博士ꎮ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中国运筹学会理

事、 图论与组合分会副理事长ꎬ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数学学科学

位委员会委员ꎻ «工程研究» 学术期刊副主编ꎬ «网络多媒体技术» 编委ꎬ «求

学考研» 杂志编委ꎮ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农历) 出生于延川县城ꎬ 父亲高银贵ꎮ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ꎬ

延川中学高中毕业ꎬ 考入延安大学数学系ꎬ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毕业ꎬ 留校任教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考入郑州大学数学系研究生班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获理学硕士学位ꎬ 回延安大学数学系任教ꎮ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ꎬ 读博士研究生ꎬ 研究组合最优化ꎬ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获理学博士

学位ꎬ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华罗庚应用数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中心做博士后ꎮ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曾两次作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研究ꎮ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起ꎬ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从事研究生教学、 管理和科研工作ꎬ 评定为副教授ꎮ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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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评定为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４ 年ꎬ 历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ꎻ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ꎬ 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助理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助理)ꎻ ２０１１ 年始ꎬ 兼任中

国科学院大学网络中心主任、 数学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等职ꎮ

他主要从事运筹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和网络优化方向的研究工作ꎮ 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９０ 余篇ꎮ 主持和参与国家科研项目和横向研究课题 ２０ 余项ꎬ 其中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２ 项ꎬ 面上项目 ２ 项ꎬ 国家 ９７３ 项目子课题 １ 项ꎬ 国家 ８６３ 计划重大专项子课题 ２ 项ꎬ 中

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１ 项ꎮ 与他人合作获得国家专利 ９ 项ꎮ 编著出版研究生教材 «图

论与网络流理论»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ꎮ 招收和培养硕士、

博士研究生 ２６ 名ꎬ 所指导的学生多次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和各种冠名奖ꎬ ２ 名博士研究生获

得国家奖学金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个人奖ꎬ ２００７ 年获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优秀教师奖ꎬ ２００９ 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突出贡献奖”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主持横向课题 “ＧＳＭ / ＴＤ－

ＳＣＤＭＡ 双网融合高精度无线网络规划算法及系统应用”ꎬ 获中国运筹学会 “中国运筹学应用奖一等

奖”、 广东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国际运筹学会 “运筹学进展” 最终提名奖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获中科院

研究生院 “教育育人、 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 三育人先进个人ꎻ １０ 月ꎬ 获中科院研究生院必和必

拓奖学金导师奖ꎮ 主讲的 “图论与网络流理论” 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首批校级优秀课程

(２００９ 年)ꎬ 编著的教材 «图论与网络流理论» 获北京市精品教材项目资助ꎬ 主讲的课程 “图论与

网络算法” 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字精品课程建设项目ꎮ

　 　 曹建安　 管理学博士ꎬ 副教授ꎮ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８ 日生于延川县城南关ꎬ 曹澄

源三子ꎮ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延川中学高中毕业ꎬ 补习于八〇级六班ꎬ 考入兰州大学经

济系ꎬ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西安交通大学任教ꎬ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获西安交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ꎬ ７ 月为香港理工大学会计系

访问学者ꎻ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为台湾新竹大学访问学者ꎻ ２００５ 年获西安交通大学管理

学博士学位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为加拿大温莎大学访问学者ꎮ 历任西安

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 经济管理系审计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ꎬ 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会计系副

主任ꎬ 会计学院院长助理ꎬ 会计研究所副所长ꎬ 会计专业硕士学位 (ＭＰＡｃｃ) 中心主任ꎻ 兼任陕西

省预算会计学会理事、 税务学会理事ꎮ 执教之余致力于科学研究ꎬ 与人合编出版专著 ５ 部ꎬ 主编的

教材有 «税务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 «财政学»ꎬ 为 «成本会计学» 副主编ꎻ 发表论文 ２０ 余篇ꎮ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ꎬ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西部地区生

产力初步考察” 科研项目于 １９９０ 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ꎬ “西北不发达地区农村工业

化研究” 科研项目于 １９９５ 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陕西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ꎬ “面向

经济发展需要ꎬ 发挥理工院校优势改革和建设会计专业” 教学改革项目于 １９９９ 年获陕西省教学成

果特等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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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向钰　 工学博士ꎮ 杨家圪台镇阁连村人ꎬ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生ꎮ 延川中学

高秋八〇级五班毕业ꎬ 考入甘肃工业大学机械一系ꎬ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毕业ꎬ 在西安

电炉研究所工作ꎮ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考入西安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ꎬ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获硕士学位ꎬ 并留该校任教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博士

学位ꎬ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获博士学位ꎬ ４ 月在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任教ꎻ

１１ 月赴新加坡就业ꎬ 在 “德国贺利氏材料私人有限公司” 从业ꎮ

　 　 刘世清　 大学教授ꎬ 国家三级教授ꎬ 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ꎬ 研究生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延水关镇刘家塬村人ꎬ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三级理科

四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大学物理系ꎬ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留校ꎬ 在延安大学电教中

心从事教学工作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考入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攻读硕士

学位ꎬ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在辽宁师范大学电教系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从事

教学工作ꎬ ２０００ 年评为副教授ꎬ 硕士生导师ꎮ 曾任电教系副主任、 计算机与

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调宁波大学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ꎬ ２００５ 年评为教授ꎬ 教育技术学科带科

人ꎬ 硕士点负责人ꎬ 先后任教育技术系主任、 教师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随团到美

国考察高等教育ꎻ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受邀访问香港中文大学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教育

学院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在美国普渡大学 (Ｐｕｒｄ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做高级访问学者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受聘湖州师范学院ꎬ 在教师教育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ꎬ 任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ꎮ ２０１５ 年

被评为国家三级教授ꎮ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与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ꎬ 为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面项目评

审专家ꎮ

先后在 «教育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电化教育研究» 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６０ 多篇ꎬ 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教育科学) 规划项目 １ 项ꎬ 部省级 ５ 项ꎬ 各类厅级项目 １０ 多项ꎬ

出版各类教材 ４ 部ꎬ 其中 «教育信息技术专业英语» (电子工业出版社) 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

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任硕士生导师至今ꎬ 指导各类研究生 ６０ 余人ꎮ

　 　 张秀琦　 女ꎬ 化学博士ꎬ 美国华侨ꎮ 延水关镇达连沟村人ꎬ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 ３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七九级甲班毕业ꎮ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考入延安大学化学系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安中学任化学教师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ꎬ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获化学硕士学位ꎬ ９ 月继续在西北大学分析科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

位ꎬ 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获化学博士学位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出国到布鲁塞尔自由大学ꎬ 为生物膜结构和功能研究所博士后

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毒性蛋白质在生物体内通道性质的研究ꎻ １１ 月去日本信州大学理学部ꎬ 为日本振

新学术会外国特别研究员ꎬ 从事超声波化学研究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到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ꎬ 为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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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系博士后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与帕金斯等疾病有关的蛋白质变性与复性的机理研究ꎮ 后来被美国

花旗集团聘任为高级数据分析师ꎬ ２０１３ 年前后主要从事医药保健和银行金融市场数据分析ꎮ 她在国

内外主要化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２０ 多篇ꎮ

　 　 高忠明　 教育学博士ꎬ 教授ꎬ 硕士生导师ꎬ 中国民盟会员ꎮ 大禹街道办高

家圪崂村人ꎬ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三级四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大学物

理专业ꎬ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理学学士学位ꎬ 分配至延川中学任教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调延安第四中学任教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在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物理学科方向) 专业学习ꎬ 获教育学硕士学位ꎻ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在西南大学物理学院课程与教学论 (物理学科方向) 专业学习ꎬ

获教育学博士学位ꎮ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始ꎬ 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物理系从事教育教学及研究工作ꎮ 先后在

«电化教育研究» «教育理论与实践» «职教论坛» «物理教学探讨» «物理教师» 等期刊发表论文

４０ 余篇ꎮ 曾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河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各 ２ 项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由华

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适应与超越: 中学初任教师专业成长研究»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与他人合

著 «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物理课程改革»ꎬ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ꎮ

　 　 贺思辉　 工学博士ꎬ 中国现场统计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ꎬ 中国数学学会

均匀设计分会理事ꎬ 大学副教授ꎬ 中共党员ꎮ 延水关镇东村人ꎬ 贺有昌之子ꎬ

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ꎮ 延川中学高秋八二级理科一班毕业ꎬ 补习于高秋八

三级理科三班ꎬ 考入延安大学数学系ꎬ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永坪中学任

教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在西安统计学院研究生班学习统计学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 在西安财经学院精算学系任教ꎬ 任系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ꎬ 跟随张尧庭教授学习综合评价法ꎻ ２００１ 年 ７ ~ ９ 月ꎬ 跟随东北师范大学方开泰教授学

习均匀设计)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进入西北工业大学攻读系统工程博士学位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获工学博士学

位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调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教学ꎬ 为副教授ꎬ 硕士生导师ꎬ

任党总支书记ꎮ

研究分析统计学、 精算学、 金融工程ꎬ 专著有 «综合评价方法» «概率论与统计学»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ꎬ 独自以及与人合作撰写文章、 发表论文 １９ 篇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ꎬ 主持或以第一参与人资格

从事的主要研究课题ꎬ 已立项的有 ９ 项ꎮ 此外ꎬ 以第二以上参与人参与的国家级社科项目、 省部级

科研项目各 ２ 项及院校级研究课题若干ꎮ

９９３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贺东祥　 理学博士后ꎬ 美籍华人ꎮ 杨家圪台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贺家塬

村人ꎬ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 ５ 日生ꎬ 父亲贺尚礼ꎮ 延川中学初秋八一级二班、 高秋八三

级理科三班毕业ꎬ 考入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ꎬ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ꎻ ９ 月考入中国

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ꎬ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获硕士学位ꎬ 并接读博士研究生ꎬ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获理学博士学位ꎬ 留该研究所工作ꎬ 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ꎮ 从事

光、 温度、 水分等环境因子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与光合作用的计算机模拟研

究ꎮ 在国内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期间ꎬ 与他人合作撰写的 ７ 篇论文发表在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植物生理通讯» 和 «植物生理学报» 等报刊上ꎬ 有的收录在陈志雄、 王天铎编著的 «华北平原作

物水分利用率研究» 等书籍里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ꎬ 为植物系博士后ꎬ 从事植物光合作用的生理研究ꎬ 用数

学模型估算植物叶片细胞内二氧化碳的扩散阻力ꎬ 用荧光测定光合速率ꎮ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植物学院任博士后ꎬ 采用计算机模拟方法研究太阳光斑对森林光合作用的影

响ꎮ 该年在美国撰写的三篇论文发表在英国杂志和美国杂志上ꎮ

１９９８ 年受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的通用 ＡＴＭ 网络公司ꎬ 为高级计算机软件工程

师ꎬ 设计开发银行自动取款机软件ꎬ 自动提款机远程检测软件ꎮ ２０００ 年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圣何

塞 (硅谷) 杰迪科斯由ꎬ 为高级计算机软件工程师ꎮ ２００２ 年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

劳伦斯国家实验室ꎬ 为生物信息软件工程师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 在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的通

用 ＡＴＭ 网络公司担任高级计算机软件工程师ꎬ 设计开发各种银行卡使用和交易管理软件、 维护

自动取款机软件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５ 年ꎬ 先后在美国加州银行取款机公司、 光纤通讯公司、 柏克莱国家

实验室从事机器控制、 图像处理生物信息等方面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ꎬ 先后在

美国新泽西州默克和施贵宝制药公司从事服务于计算化学和生物信息的高性能集群计算机系统管

理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始ꎬ 在美国新泽西州摩根大通银行从事服务于各类金融应用计算的高性能集群

计算机系统管理工作ꎮ

　 　 马北雁　 农学博士ꎮ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生于延川县城ꎬ 马树斌之子ꎮ 延川中学初

秋八五级二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中学就读ꎮ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ꎬ 考入西北农业大学就

读ꎬ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学士学位ꎻ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免试推荐进入西北农业大学读

农学硕士研究生ꎬ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获农学硕士学位ꎻ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考入中科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ꎬ 读博士研究生ꎬ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获农学博士学位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协助西北农业大学汪佩洪教授编写 «植物生物化学» 专著ꎮ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５ 年ꎬ 撰写的 «土壤中离子交换和运移的模拟研究» (计算机模拟研究) 硕士论文ꎬ 被

西北农业大学评为年度优秀论文ꎮ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ꎬ 参与广东省星火计划项目 “曲江

县 ‘三高’ 农业发展规划项目” 的调查和研究ꎬ 负责曲江县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评估ꎬ 该项目获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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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ꎮ １９９６ 年ꎬ 论文 «企业家和科技工作者直接对话是科技成果走向

市场的必由之路»ꎬ 获广东省科技献计献策优秀计策奖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参与中、 美、 日三国合作项目

“华东退化坡地绿色食品生产、 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恢复调查”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博士论文 «我国膨

润土的矿物学和物理化学性质研究»ꎬ 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年度优秀论文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ꎬ 在 «三

大证券» 报发表文章 ２０ 余篇ꎬ 撰写公司研究报告、 行业研究报告和专业研究报告近 ３０ 万字ꎻ 与

同事合作出版两本论文集ꎮ

　 　 梁严冰　 历史学博士ꎬ 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ꎮ 从事中国近现

代史的教学与研究ꎬ 为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理事、 中国

义和团研究会会员ꎬ 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理事、 副秘书长ꎮ

大禹街道办事处 (马家河乡并入) 南河村人ꎬ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生ꎬ 梁太

平之子ꎮ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在延川中学读书ꎬ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在延安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读书ꎬ 获历史学学士学位ꎮ ８ 月起在延安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工作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考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班ꎬ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获

硕士学位ꎬ 回延安大学任教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被评为副教授ꎬ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遴选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

士生导师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ꎬ 获历史博士学位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进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ꎬ 给本科生、 专科生授课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调入

西安理工大学工作ꎮ

参与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 陕甘边、 陕北革命根据地研究 (第三完成人)ꎬ 陕北历

史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第一完成人) 等ꎻ 主持结题的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陕西省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 “ «陕西省志著述志»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９ 年)ꎬ ２０ 世纪陕北乡村社会变迁研究”ꎻ

结题陕西省教育厅项目有灾荒与近代陕北社会和 “变迁与发展: 陕北乡村社会一百年 (１８４９ ~

１９４９) ”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出版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ꎮ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４０ 余篇ꎮ

　 　 张东社　 化学博士ꎬ 美籍华人ꎮ １９７１ 年出生于延水关镇达连沟村ꎮ 延川中

学初秋八五级二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中学ꎮ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毕业于延安大学化学系ꎬ

留校任教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考入吉林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ꎬ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获硕士学

位ꎻ ９ 月考入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获化学博士学位ꎮ 随后

出国ꎬ 先后在日本大阪大学、 岐阜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ꎬ 从事纳米薄膜

太阳能电池科研工作ꎬ 获 ３ 项日本专利ꎮ ２０１２ 年前后应聘为美国福禄公司高级

工程师ꎬ 从事太阳能电池、 触摸屏等研发工作ꎮ 先后在国内外主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１６ 篇ꎮ

１０４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张建明　 工学博士ꎬ 副教授ꎮ 永坪镇 (原高家屯乡) 高家沟村人ꎬ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生ꎬ 其父张风岗ꎮ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毕业于永坪中学ꎬ 补习于延川中学ꎬ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考入榆林师范专科学校 (今榆林学院) 数学系ꎬ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永坪中学任教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教育学院数学系进

修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ꎬ 在昆明理工大学读硕士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起在浙

江理工大学数学系任教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晋升为副教授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获华东理工

大学工学博士ꎮ 研究微分方程分支问题及智能计算ꎮ 主持、 参与国家级及省 (部) 级科研项目 １０

余项ꎮ 浙江省数学学会会员ꎮ

　 　 冯晓莉　 女ꎬ 经济学博士ꎬ 副教授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生ꎬ 文安驿镇

瓦依沟村人ꎬ 冯思进之女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七级一班毕业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毕业于

四川大学ꎬ 获企业管理学士学位ꎻ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获北京邮电大学管理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ꎻ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考入西北工业大学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ꎬ 就职

于西安邮电学院ꎬ 从事产业规划与信息产业发展、 信息经济与技术创新方向的

研究ꎬ 撰有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 专著 １ 部ꎮ 她先后在 «生产力

研究» «西安大学学报» «理论导刊» «西部通信» 等学术期刊发表 «民营经济与公有经济民营化的

几个问题» «国外风险资本市场理论研究综述» 等学术论文 ２０ 余篇ꎻ 先后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 ３

项ꎬ 即 «陕西信息技术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电信产业链整合与商业运营模式创新研究» «大

学科技园在西安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及对策研究»ꎻ 先后主持完成横向项目 «西安高新区应

对金融危机深入企业调研» 等 ６ 项ꎮ

　 　 刘建华　 世界史博士ꎮ 大禹街道办事处刘家圪崂村人ꎬ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生ꎮ 延川中学高秋九四级二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专业ꎬ １９９８ 年

毕业后留校任教ꎬ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 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

专业ꎬ 获历史学硕士学位ꎬ 回延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工作ꎬ 担任宗教与社会、

世界文化史、 西方史学史等课程的教学ꎬ 兼人文社会科学院科研、 研究生秘书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就读于西北大学中东所世界史专业ꎬ 毕业后复回延

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ꎬ 任宗教与社会、 世界文化史、 世界古代史、 世界中世纪史等课程教学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取得西北大学世界史博士学位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教学课件 «宗教与社会» 获教育部信息中心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高

校文科组优秀奖ꎮ １２ 月与赵红合编出版 «世界历史文选»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家庭视野下的新疆维汉宗

教关系探析» 入选 «世界宗教文化» 第 ３ 期ꎮ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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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军　 管理学博士ꎬ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主任ꎬ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ꎮ 天津市数量经济学会理事、 河北省宏观经济学会理事、 天津

市金融学会理事ꎬ 中共党员ꎮ 延水关镇柏树洼村人ꎬ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生ꎬ 李

成梁之子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延川县中学初中毕业ꎬ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延安中学高中毕业ꎬ

考入河北工业大学ꎬ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毕业ꎬ 获管理学硕士学位ꎻ ９ 月考取本校管理

科学与工程专业ꎬ 读博士研究生并任教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获管理学博士学位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河北工业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 党支部书记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河北工业大学金融学系主任ꎮ

研究资本市场与投资、 银行业与金融中介、 公司金融 (投融资) 等ꎮ 近年参与完成 “中美经

济非对称共生条件下我国流动性重复逆转问题” “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政策研究”

“区域金融效率评价与经济增长研究” 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ꎬ 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奖 ２

项ꎬ 二、 三等奖各 ３ 项ꎮ 主持或参与完成市县区域 (产业) 发展规划以及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等横向

课题 １０ 余项ꎮ

　 　 邓　 巍　 工学博士ꎬ 管理学博士后ꎬ 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ꎬ 西安石油大

学兼职教授ꎮ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生ꎬ 大禹街道办事处刘家河村人ꎬ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延川中

学初中毕业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任西安市委组织部主任科员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获延安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ꎬ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ꎻ 在国内外核心期刊、 英文刊物发表论文 １０ 余篇ꎬ 并被国际索引 ＥＩ 收

录、 ＩＳＴＰ 检索ꎮ

　 　 杨　 莉　 女ꎬ 自然科学博士ꎮ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出生于贾家坪镇宜福沟村ꎬ

父亲杨国俊ꎬ 母亲马春娥ꎮ 初中曾就读于贾家坪中学、 永坪中学、 延川中学ꎬ

高中就读于北京市 １０１ 中学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考入清华大学ꎬ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

学士学位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获硕士学位ꎬ 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ꎻ ２０１１ 年获博士

学位ꎮ 在美国就业ꎬ 从事芯片研究工作ꎬ 成为 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ｕｎｄｒｉｅｓ 的高级工程师ꎮ

２０１３ 年加入华为美国研究所 (Ｆｕｔｕｒｅｗ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任工程师ꎮ 在国内外期

刊发表论文 １０ 余篇ꎮ

　 　 年媛媛　 女ꎬ 医学博士ꎬ 中共党员ꎮ 大禹街道办大田坬村人ꎬ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九七级毕业ꎬ 保送北京 １０１ 中学读高中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毕

业ꎬ 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本硕连读ꎬ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８ 月始在西京消化

病医院从事住院医师工作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于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工作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始ꎬ 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

生ꎬ 研究方向巴雷特食管及相关腺癌以及功能性胃肠病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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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总医师ꎮ 已掌握胶囊内镜、 食管动态阻抗－ｐＨ 监测

及高分辨测压的操作及诊断ꎬ 并发表多篇消化疾病方面的专业论著ꎮ

　 　 高　 鹏　 有机化学博士ꎮ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出生于文安驿镇ꎬ 延川中学初秋九

七级二班毕业ꎬ 考入北京 １０１ 中学读高中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考入兰州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化学专业就读ꎬ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考为本校本学院硕、 博连读公费研究生ꎬ

专业有机化学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完成研究生课程学习ꎬ ８ 月申请获取兰州大学与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联合培养研究生资格ꎬ 进入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从事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ꎬ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获得兰州大学与中科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学位ꎬ 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ꎬ 完成抗肾

癌类天然产物的化学合成ꎮ 其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工作发表在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 Ｏｒｇ Ｌｅｔｔ 、

Ｊ Ｏｒｇ Ｃｈｅｍ 等著名国际期刊上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回国加入豪森医药集团上海新药研发中心ꎬ 从事中

国创新药物研究ꎮ

　 　 贺　 鑫　 自然科学博士ꎬ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博士后ꎮ 延川县城 (原

籍原贺家湾乡) 人ꎬ 生于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贺安庆、 郝瑞珍夫妇之子ꎮ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在延川中学读初中ꎬ ９ 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

学理科实验班ꎬ ２０００ 年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考入复旦大

学数学学院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学士学位ꎬ 接读研究生ꎬ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获硕

士学位ꎬ ９ 月在美国奥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ꎬ 研究概率论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获理学博士学位ꎬ ９ 月回国ꎬ 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做博士后ꎬ 研究分支过程、 超

过程、 随机树ꎮ

　 　 冯国星　 理学博士ꎮ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４ 日出生ꎬ 乾坤湾镇 (原土岗乡) 天山村

冯华长子ꎮ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考入延川中学读初中ꎬ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考入西安交通

大学附属中学ꎬ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毕业ꎬ 考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获理学

学士学位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 (凝聚态物理专业)ꎬ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获理学博士学位ꎬ 就业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技处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处长助

理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升任副所长ꎬ 主持科技处工作ꎮ 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计划纳米专

项 “纳米结构材料在先进能源器件应用中的表界面问题研究”ꎬ 课题为 “高能量密度锂电池中纳米

结构的表界面稳定化”ꎮ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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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晔　 化学博士ꎮ 大禹街道办园则河村人ꎬ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生ꎬ 延川

中学初秋 ２００１ 届 ６ 班毕业ꎬ 期间获陕西省化学竞赛三等奖ꎬ 陕西省物理竞赛二

等奖ꎬ 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延安市一等奖ꎮ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陕西省

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ꎬ 获全国中学物理竞赛 (陕西赛区) 二等奖ꎬ 全国高

中化学竞赛 (陕西赛区) 一等奖ꎮ ８ 月ꎬ 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ꎬ 曾获优秀学

生三等奖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考入美国艾默里大学读研究生博士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获博士学位ꎬ 在美国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工作ꎮ

呼加璐　 自然科学博士ꎮ 贾家坪镇邀家河村人ꎬ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ꎬ 父亲呼延庆ꎬ 母亲刘秀

兰ꎮ 他先后在贾家坪镇中心小学、 县城南关小学读小学ꎬ 延川中学读初中ꎬ 延安中学读高中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考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ꎬ 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ꎬ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获学士学位ꎻ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提前一年) 获该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学位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以国家公派留学生身份赴德国柏林

自由大学攻读生物信息学博士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获博士学位ꎬ 后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从事药物基因组

学的科学研究ꎬ 主要研究设计数学模型、 算法ꎬ 开发计算工具来分析生物分子网络数据ꎬ 探究生物

分子网络的组织、 功能和进化关系ꎮ 他提出的蛋白质网络比对算法ꎬ 受国际同行认可ꎮ

论文 «ＮｅｔＣｏｆｆｅｅ: 一个用于在多个网络中探测功能相似蛋白的全局网络比对的算法» 和 «Ｌｏ￣

ｃａｌＡｌｉ: 一个用于在多个网络中探测功能模块的局部网络比对算法»ꎬ 分别发表在牛津大学出版社

«生物信息学» 杂志ꎮ

　 　 刘文娜　 女ꎬ 社会学专业博士在读生ꎮ 大禹街道办刘家圪崂村人ꎬ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８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秋 ２００４ 届 ７ 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大学英语教育专业ꎬ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２０１２ 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ꎬ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１３ 级社会学专业博士在读生ꎬ 研究宗教社会学ꎬ 主攻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研

究ꎮ ２０１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 «陕北农村庙会女性参与的实证研究———以佳县白云

山庙会为例» 获校级优秀硕士论文奖ꎻ 发表学术论文 «扩散与聚合: 基督教在

我国朝鲜族的发展历程» «鲍德里亚视野下有关社会浪费的理论思考» 等ꎮ

　 　 刘　 迪　 机械博士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店则河村人ꎬ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 ２００３ 届 ２ 班毕业ꎬ 考入西安西铁一中学习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毕业ꎬ 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ꎬ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毕业ꎬ ８ 月ꎬ 留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大学后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

验室从事激光应用研究 (包括激光材料处理及加工)ꎬ 硕博连读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在美国加州硅谷工作ꎬ 任机械工程师ꎮ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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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婷　 女ꎬ 医学博士ꎬ 中共党员ꎮ 关庄镇火烧沟村人ꎬ １９８６ 年生ꎬ 延川

中学初秋 ２００３ 届 ４ 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中学上学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考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应用化学系ꎬ ４ 年专业成绩排名学院第一ꎬ ３ 年获国家奖学金ꎬ 校三好学

生、 一等奖学金ꎬ ２００８ 年在理学院院长高锦明教授指导下申请主持国家创新实

验ꎬ 利用微生物体内的活性酶转换天然产物ꎬ 于 ２０１０ 年结题ꎬ 并以第一作者在

ＳＣＩ 发表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毕业保送清华大学医学部 (北京协和医院)ꎬ 与北京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ꎬ 从事化学生物学研究ꎬ 曾获清华医学部优秀研究生、 ＮＩＢＳ 优秀研究生ꎬ 国家奖学

金ꎬ 期间以第一作者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 ５ 篇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获医学博士学位ꎬ ３ 月被美国哈佛

大学聘用为博士后ꎬ 从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及抗癌药物研究开发ꎮ

党政人物

　 　 刘玉珍　 政协延川县第二、 三届委员会副主席ꎬ 工程师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

河乡并入) 小塬河村人ꎬ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生ꎮ 延长县第二中学初秋六〇级甲班毕业ꎮ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在马家河公社搞社教工作ꎬ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在县工程队工作ꎬ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调入永坪公路段ꎮ １９７２~１９７４ 年ꎬ 在西安公路学院学习桥梁专业ꎮ １９８４ 年春由工

人转为干部ꎬ ５ 月任延川公路段副段长ꎬ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任段长ꎬ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当选为

县政协延川县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ꎮ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ꎮ

　 　 马思汉　 延川县第十三、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助理农经师ꎬ 高中学

历ꎮ 榆林市绥德县吉镇人ꎬ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生ꎮ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７ 月毕业于延川县中学ꎬ ８ 月参加工作ꎬ 先后在永坪学校任教ꎬ 冯家坪公社、 延

安市搞社教ꎮ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任土岗公社党委文书ꎮ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始ꎬ 先后任延川县

革委会政工组干事、 宣传组副组长、 战备办主任ꎬ 县委、 县革委会办公室副主

任ꎮ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任贾家坪公社党委书记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７６ 年兼革委会主

任)ꎬ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任农业局副局长ꎬ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ꎬ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任副县长ꎮ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ꎬ 中共陕西省委、 省人大、 省人民政府授予信访先进个人ꎻ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获延安地区农村科技

进步协调小组承包延川小麦丰产项目一等奖ꎻ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被延安地区绿化委员会评为县级党政三长

办绿化点先进个人ꎬ １０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ꎬ 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为党

组成员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退休ꎮ

中共延川县第十一、 十二、 十三届委员会委员ꎬ 延川县第十、 十一、 十二届人大代表ꎮ

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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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国玉　 陕西省未成年犯罪管教所党委书记、 政委ꎬ 大学学历ꎮ 乾坤湾镇

(原土岗乡) 雷家塬村人ꎬ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〇级甲班、 高秋六

三级毕业ꎬ 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ꎬ 毕业后经一年半劳动锻炼ꎬ 于 １９７０ 年分

配至延安姚家坡监狱工作ꎬ 历任干事、 党委秘书、 政工科长、 纪委书记、 副监

狱长与监狱长、 党委书记等职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被国家司法部授予全国优秀监狱

长ꎬ ９ 月 １ 日国家司法部授予三级警监警衔ꎮ １９９６ 年调任陕西省未成年犯罪管

教所党委书记、 政委ꎬ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退休ꎮ

　 　 张思俊　 原籍河南省洛阳市ꎬ 幼年随家迁居延川县永坪镇ꎮ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一级丁班毕业ꎮ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始ꎬ 先后在县公安局、 永坪信

用社、 县革委会办事组、 禹居公社、 永坪中学从事通讯员、 会计、 打字员、 文

书等工作ꎮ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始ꎬ 先后任人民法院秘书、 审判员、 副院长ꎮ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调任司法局局长ꎬ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任民政局局长ꎬ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任劳动人事局局

长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任延川县人民法院院长 (副县级)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调任志丹县

人民法院院长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退休ꎮ

杨侍民　 延安地区建材工业局局长ꎮ 杨家圪坮镇杨家圪坮村人ꎬ 生于 １９４２ 年ꎬ 延川县初级中

学五九级丙班学生ꎮ １９６２ 年毕业于延安师范ꎬ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先后在槐树坪、 城关完小任教ꎬ

后为延川县委机要秘书ꎬ 延安报社记者ꎬ 共青团延长县委书记ꎬ 延安中学团委书记ꎬ 延安地区农业

局干部ꎬ 延安地区行署李森桂专员秘书ꎬ 行署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ꎬ 地区建材工业局局长ꎮ

　 　 杨春茂　 县委助理调研员ꎮ 文安驿镇 (禹居镇并入) 石家沟村人ꎬ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二级丁班毕业ꎬ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始ꎬ 在禹居公社工

作ꎬ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４ 月始ꎬ 历任县公安局干事、 股长ꎬ 县革委

会政法组、 办事组副组长ꎬ 县委组织部干事ꎮ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始ꎬ 先后任拓家川公

社革委会主任、 党委副书记ꎬ 禹居公社党委书记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任人事局局长ꎬ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任县委组织部部长ꎬ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任县委常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记ꎮ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任县人民法院院长ꎬ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任县纪检委书记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调任富县县委常

委、 县纪检委书记ꎬ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任县委助理调研员ꎮ

７０４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马树斌　 政工师ꎮ 关庄镇马家沟村人ꎬ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六六

级毕业ꎬ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延川县武

装部宣传员ꎬ 土岗、 马家河公社武装干事ꎬ 禹居、 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ꎬ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６ 年在陕西省委党校培训部学习ꎬ 后任延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副组长ꎬ 政

法委员会书记ꎮ １９９０ 年任中共延川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ꎮ １９９３ 年调任延安地

区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兼地区药材公司副经理ꎬ 后任药材公司总经理、 药政局局

长等ꎮ ２００３ 年任市卫生局调研员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退休ꎮ

　 　 冯永海　 文安驿镇蒿岔峪村人ꎬ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六四级毕

业ꎮ １９６５ 年在中央西北局党校机要班干部培训班学习ꎮ １０ 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青

海省果洛州委机要科工作ꎮ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调至青海省久治县委机要组ꎬ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在县委办事组工作ꎮ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调久治县白玉乡公安派出所ꎬ １２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ꎮ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调至青海省果洛州委ꎬ 先后在州委办公室、 州政府办公室

工作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始ꎬ 先后在湖南省常德市委办公室、 市计划委员会、 常德

市木材公司、 市检察院工作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调回青海省海南州委办公室工作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调青海省

纪律检查委员会ꎬ 任主任科员ꎮ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任副处级纪检员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合署

办公ꎬ 同年任省纪委监察综合室副主任ꎬ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任正处级副主任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任青海监察学

会副秘书长ꎬ 同年参加中国监察学会会员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被选为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ꎮ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任省监察学会秘书长ꎮ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任青海省纪委副厅 (局) 级纪检员、

监察专员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任青海省纪委监察综合室主任 (副厅级)ꎮ ２００６ 年退休ꎮ

刘玉珉　 马家河乡小塬河村人ꎬ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四级乙班学生ꎬ 曾休学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调延安革命纪念馆任旧址负责人ꎬ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２ 年初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ꎬ 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ꎮ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调延安地委宣传部

工作ꎬ 次年 ５ 月调地委办公室任秘书科长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调陕西省老干局ꎬ 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 综

合处长、 副局长ꎮ

　 　 郝福财　 中共党员ꎬ 研究生学历ꎬ 国家公务员ꎬ 正厅级干部ꎮ 文安驿镇辛

家沟村人ꎬ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五级乙班毕业ꎮ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

至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在延安师范上学ꎬ 毕业后分配至禹居公社高家圪图学校任教ꎬ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调文安驿中学任教ꎬ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调城关小学任教ꎬ ８ 月调永坪中学

任团委书记ꎬ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调团县委ꎬ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任副书记ꎮ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调任

张家河公社党委书记ꎬ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任关庄公社党委书记ꎬ １９８３ 年 ２ 月任延川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ꎬ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ꎬ ９ 月调任洛川县副县长ꎬ １９８７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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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月任常务副县长ꎮ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调任延长县县长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任县委书记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调任延

安市委秘书长ꎬ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升迁为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省林业厅巡视员 (正厅

级)ꎬ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推选为陕西省林学会理事长ꎮ

１９９２ 年被评为延安地区县级三长办绿化点工作先进个人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被全国绿化委员

会授予 “全国绿化奖章”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８ 日被国家林业部授予全国三北防护林体系二期工程建设先

进工作者ꎬ ３ 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 人事部授予全国林业先进工作者ꎮ 选

入 «延川人物名录» «延安儿女情» «延长人物» «延安大地出英杰» «中国治沙名人录» «中华劳

模大典» 等书籍ꎬ 著有 «黄土高原与绿色革命» «从政拾零» «山水祭» 等ꎮ

　 　 张仁忠　 延安市纪检委常委、 监察局副局长ꎮ 文安驿镇 (原禹居镇并入)

张家屯村人ꎬ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六六级毕业ꎮ １９６９ 年参加工作ꎬ

１９７８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先后任中小学教师、 书店销售员、 文化馆和县委宣传

部干事等ꎬ １９８１ 年调延安地区ꎬ 先后在科委、 地委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和纪

委、 监察局工作ꎬ 历任科员、 副科长、 科长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地区纪委、 监察局合署

办公ꎬ 先后任检察监督室主任、 案件审理室主任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任市纪检委常

委、 监察局副局长ꎮ

张益民　 大专学历ꎮ 文安驿镇 (原禹居镇) 张家屯村人ꎬ １９４８ 年生ꎮ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延川县中学

初中毕业ꎬ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参加工作ꎬ 为南河公社武装干事ꎮ 次年 １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任眼岔寺公社党委书记ꎬ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任城关公社党委书记ꎮ １９８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ꎬ 在中共

陕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部学习ꎬ ２ 月在中共延安地委整党办工作ꎬ １２ 月任吴旗县副县长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任县委副书记ꎮ 期间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调任延安林校校长ꎬ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延安公路管理总段党委书记ꎮ

　 　 刘邦治　 延川县第十四、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中共党员ꎬ 中师学历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玉龙塬村人ꎬ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五

级甲班学生ꎬ 中途休学ꎮ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始ꎬ 先后在马家河公社西村、 干北塬、 玉

龙塬小学与马家河中学任教 (期间参加延安师范函授学习ꎬ 获中师学历)ꎮ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任土岗公社教育专干ꎬ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调县农工部为文书ꎮ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

始ꎬ 先后任城关、 张家河公社副书记ꎮ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调任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ꎬ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调任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科科长ꎬ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任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综合办公室)

主任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ꎮ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副调研员ꎬ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退休ꎮ

延川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第十六届人大代表ꎮ

９０４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刘鸿儒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队长 (正厅级)ꎬ 工程师ꎮ 大禹街道办

西沟河村人ꎬ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六七级乙班毕业ꎮ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ꎬ 参加工作ꎮ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任延安地区变压器厂副厂长ꎬ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调任延安地委工交政治部生产技

术科副科长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升任延安地区审计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调任地区工业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任地区冶金机械工业局副局

长、 党组成员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任延安地区经贸委副主任、 党委委员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任延安地区统计局

局长、 党组书记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７ 月任延安地区煤炭局局长、 党委书记ꎬ 煤矿集团总经理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任陕西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 (副厅级)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陕西省统计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队长 (正厅级)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当选为陕西省第

十一届政协委员ꎮ

　 　 薛延清　 铜川市环保局党组书记ꎮ １９５１ 年正月生ꎬ 延长县交口镇上乃木村

人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６３~１９６８ 年在延川中学初六六级乙班上学ꎮ １９６８ ~ １９７０ 年在

延川县杨家圪坮乡梁家塬村下乡插队ꎬ 任党支部副书记ꎮ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始ꎬ 在陕

西省东风机械厂 (原铜川市二号信箱) 工作ꎬ 曾任厂党委秘书ꎮ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

始ꎬ 先后在铜川市委党校任理论教师、 教务科副科长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理论培训大学班学习)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任铜川市委综合科

科长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任市水利局副局长ꎬ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任党组副书记ꎮ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任市环保局党组书

记、 局长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任党组书记ꎬ ２０１１ 年退休ꎮ

　 　 马建亮　 国家统计局延安市企业调查队党组书记、 队长ꎮ 大禹街道办 (原

马家河乡并入) 曹家河村人ꎬ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生ꎬ 原籍榆林市米脂县ꎮ 延川

中学初秋六九级甲班毕业ꎬ １１ 月参军ꎬ 在河北省香河县空军第二高射炮兵独立

第四师三营、 三十三营服役ꎬ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转业回县ꎬ 分配至县政府工作ꎮ １９７９

年调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ꎬ １９８１ 年调地区统计局ꎬ １９９０ 年任计算站副站长

(期间在中央党校函授大专毕业ꎬ 获大专学历)ꎬ １９９６ 年任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

队长ꎬ １９９８ 年任国家统计局延安市企业调查队队长 (副处)ꎬ ２００７ 年任党组书记、 队长 (正处)ꎬ

２０１２ 年退休ꎮ

１９９３ 年被评为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先进个人ꎬ １９９５ 年被评为全国统计部门先进财务工作

者ꎬ １９９６ 年获国家统计局信息自动化建设做出贡献奖ꎬ 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全国企调系统先进工作者ꎮ

冯志杰　 曾用名冯吉祥ꎬ 延长县公安局助理调研员ꎮ 乾坤湾镇 (原杨家圪坮镇) 阎家村人ꎬ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六七级乙班学生ꎬ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回村插队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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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 月ꎬ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服兵役ꎮ 复员后在县红卫煤矿当机修工ꎬ １９７５ 年调县

百货公司当保管员、 业务员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调县人民检察院ꎬ 先后任法警兼会计、 文书、 助理检察

员ꎬ １９８３ 年 ３~７ 月在陕西省政法干部学校学习ꎬ ６ 月被任命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

员ꎮ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调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治

委员ꎬ 曾入沈阳中国刑警学院深造ꎬ 获中专学历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调任延长县公安局政治委员 (副县

级)ꎬ 授一级警督警衔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函授于中央党校第六期县级领导干部班 (经

济管理专业) 并毕业ꎬ 获大学本科学历ꎬ 撰写 «如何正确适用治安行政处罚程序» 论文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因侦破 “５１８” 特大凶案有功ꎬ 经陕西公安厅批准ꎬ 荣立个人三等功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延长

县公安局助理调研员ꎮ

　 　 毛树栋　 延安公路管理总段纪检委书记ꎮ 延水关镇桑坬村人ꎬ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级一班毕业ꎬ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入伍ꎬ 在富县和黄陵县中

队、 武警延安地区支队服役ꎬ 历任班长、 中队长、 参谋、 副参谋长、 参谋长、

副支队长ꎬ 中校警衔ꎬ 为副团职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在 “８３１” 抢险救灾中荣立三等

功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转业ꎬ 任延安公路管理总段纪检委书记ꎮ

　 　 张振国　 延川县第十五、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大学学历ꎮ 文安驿镇

前马沟村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九级乙班、 高春七二级五班毕

业ꎮ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始ꎬ 在文安驿任教ꎬ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ꎬ 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言文学ꎬ 毕业分配至延安师范任

教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调延川县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调县委宣传部工作ꎬ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始ꎬ 先后任宣传部文明办副主任、 宣传部副部长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调任县委组织

部副部长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ꎬ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任卫生局局长、 党委书记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补选为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６ 月提名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选ꎬ ８ 月任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ꎻ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人大常委会副调研员ꎮ

中共延川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ꎬ 延川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十七届人大代表ꎻ 政协延

川县第五、 六届委员会委员ꎮ

　 　 樊　 勤 　 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ꎬ 一级飞行员ꎮ 文安驿镇 (原禹居

镇) 樊家沟村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六六级毕业ꎬ ７ 月入伍ꎬ 次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长春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学员、 班长ꎬ 空军第二航空

学校一训团第二飞行大队学员、 党支部委员ꎬ 四川泸州空军第二飞行学院一训

团第二飞行大队教员、 训练参谋ꎬ 三大队副政委、 二大队政委ꎬ 一训团政治处

副主任、 主任ꎮ １９８７ 年转业ꎬ １２ 月任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政治处主任 (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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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党组成员ꎬ １９９８ 年任副检察长 (正县级)ꎮ

　 　 同玉双　 副厅级巡视员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生ꎬ 永坪镇新窑湾村人ꎬ 延

川中学高春七三级师范一班毕业ꎮ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在永坪公社丰栢胜学校教学ꎮ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上学ꎮ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在延安师范教学ꎮ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始ꎬ 先后在延川县政府办公室、 县教师进修学校、 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任

副主任)ꎮ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调陕西省农牧物资仪器设备公司ꎬ 任办公室主任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调陕西省农工贸集团总公司ꎬ 任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ꎬ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任总

经理助理兼集团金龙大酒店经理、 党总支书记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任总经理助理兼集团贵妃酒厂厂长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调陕西省 (农业发展办公室) 扶贫开发办公室工作ꎬ 任处长、 副厅级巡视员ꎮ

　 　 刘抗美　 延川县第十五、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石油工程师ꎬ 中共党

员ꎬ 大学学历ꎮ 大禹街道办西沟河村人ꎬ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

级二班毕业ꎮ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回村劳动ꎬ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在贺家湾公社工作ꎬ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任县城乡建设环保局业务股长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任延长油矿管理局青平川钻采公司办公室主任ꎬ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任青平川钻采公

司副经理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任县石油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ꎬ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任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ꎬ 获大学学历)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ꎬ 陕西省委、 省人民政府授予 “陕西省优秀青年实业家”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县人大常委

会党组成员ꎬ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任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人大常委会副调研员ꎬ

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 老年人协会会长ꎮ

延安市第一、 二、 三届人大代表ꎻ 延川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第十四、 十五、 十六、 十

七届人大代表ꎮ

　 　 李来存　 延安市审计局党组书记、 局长ꎮ 文安驿镇高家塬村人ꎬ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生ꎬ 大专学历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级二班毕业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入伍ꎬ 在 ８４８０７

部队服役ꎬ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始ꎬ 先后在文安驿公社

高家塬小学、 城关小学任教ꎻ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调文教局工作ꎬ １９８３ 年 ２ 月调团县

委ꎬ 初为干事ꎬ 后任书记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１９８７ 年 ４ 月ꎬ 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ꎮ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调任体改委办公室主任ꎮ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任延长油矿管理局青平川石油

钻采公司总经理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任延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调任志丹县人民政府县长ꎬ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任延安市审计局党组书记、 局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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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万昌　 延川县第十五、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大学学历ꎮ 大禹街道办

杨家山村人ꎬ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级三班毕业ꎬ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参加工作ꎬ 历任贺家湾公社会计、 文书ꎬ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调县计划委员会为文书ꎮ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调县政府办公室工作ꎬ ７ 月任副主任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党政管理专业在

职学习ꎬ 获大专学历ꎮ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任办公室主任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任县委组织部部

长ꎬ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任中共延川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ꎬ 在中央党校领导

干部函授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学习ꎬ 获大学学历)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任政协延川县委员会党组书

记ꎬ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县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政协主席、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ꎬ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县政协党组书记ꎮ

中共延川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委ꎬ 第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届委员ꎻ 延安市第二、 三届人大

代表ꎻ 延川县第十三、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第十七届人大代表ꎻ 政协延安市第一、 二届委员会

委员ꎬ 政协延川县第四、 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ꎮ

　 　 呼延江　 延安市政法委副书记、 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ꎬ 助理研究员ꎮ 延水

关镇呼家塬村人ꎬ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七〇级三班、 高春七二级三班

毕业ꎬ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永坪、 城关小

学教师、 教导主任ꎬ １９８１ 年调县委宣传部工作ꎮ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任县委党史办公室

(后改称党史研究室) 主任ꎬ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被评为陕西省党史先进工作者ꎮ 主编

出版有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延川县组织史资料» (１９２６ ７ ~ １９８７ １０)、 «中国共

产党延川历史大事记» «延川英烈» «耕耘者的足迹» 等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ꎬ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调任延长县纪检委书记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延安市政法

委副书记ꎬ 后兼任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ꎮ

　 　 惠　 阳　 延安市森林公安局调研员ꎮ 大禹街道办老沟河村人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四级三班毕业ꎬ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ꎮ 任过城关公社农技员ꎬ 禹居公社农经专干ꎬ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任县委农

工部干事ꎮ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调延安地区纪检委工作ꎬ 先后任文书、 副科长、 科长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任子长县委常委、 纪检委书记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任县委副书记ꎮ 后任

延安市森林公安局局长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任调研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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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曹　 宁　 政协延川县第四、 五、 六、 七届委员会副主席ꎮ 延水关镇将里村

人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一班毕业ꎬ 回村插队劳动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ꎬ 在延安地区机制砖瓦厂当工人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调延川县财政局工作ꎬ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任副局长ꎮ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任县财政生产资金管理局副局长ꎬ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任局长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当选政协延川县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ꎮ

　 　 冯和平　 生于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文安驿镇琯峪沟村人ꎮ 本科学历ꎬ 毕业

于延川中学 ７３ 级 ３ 班ꎮ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ꎬ 在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

古大队插队锻炼ꎻ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ꎬ 在延安市机制砖瓦厂工作ꎻ

１９８０ 年至今ꎬ 在延安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工作ꎮ 现任厂长、 书记ꎬ 延安市食品总

公司党委委员、 总经理助理 (副处级)ꎬ 陕西延长石油工贸公司延安农产品储

运分公司经理、 书记等职ꎮ

樊智明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出生于延川县城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二班毕业ꎬ １９７４ 年在张家河公社

新胜古大队插队ꎮ １９７７ 年参军ꎬ 次年 ９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３ 年始ꎬ 先后在延川县外贸公司、

劳动人事局、 人大常委会工作ꎮ １９８５ 年秋ꎬ 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ꎬ 专修行政管理学ꎮ １９８７

年底调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工作ꎬ 先后任办公厅秘书处秘书ꎬ 政策研究室、 经济委员会、 科技委员会

副处级调研员ꎬ 省政协办公厅附属 “陕西协力通讯发展公司” 总经理 (法人代表)ꎮ

　 　 刘金耀　 曾用名刘玉生ꎬ 南京地区纪委书记ꎬ 大学学历ꎬ 高级工程师ꎮ 关

庄镇刘家湾村人ꎬ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师范一班毕业ꎬ 在

关庄公社太相寺学校教学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在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工

业学院) 自动控制系液压随动自动控制专业学习ꎮ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始ꎬ 先后任中国

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 (中国兵器工业第〇五一基地) 技术员、 高级工程

师、 车间副主任、 党支部书记、 院长助理、 副院长 (副厅级)ꎮ １９９４ 年主持了

某机载武器系统靶场试飞定型工作ꎮ １９９５ 年负责研究制造了无人驾驶、 遥控、 遥测活动靶车ꎬ 适用

于武器系统机动性能试验考核的需要ꎬ 为国内首创ꎬ 被评为西北兵工局劳动模范ꎮ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始ꎬ

先后任中国兵器工业二〇五研究所财审处处长、 总会计师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中国兵器工业北方信息集

团有限公司专职监事ꎬ 兼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南京地区纪委书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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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永胜　 政协延川县第四、 五、 六、 七届委员会副主席ꎬ 大专学历ꎬ 审计

师ꎮ 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人ꎬ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四级三班

毕业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在文安驿公社马家沟插队ꎬ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在县食品公司工作ꎮ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省财贸管理学院经贸系经济管理专业学习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在县人大经济科工作ꎬ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调财政局ꎬ 先后任预算股长、

副局长ꎬ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调任审计局局长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当选为政协延川县委员会副

主席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兼任延川县工商业联合会主席、 延川县商会会长ꎮ

　 　 惠振和　 延安市水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ꎬ 在职研究生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文

安驿镇下驿村人ꎬ 祖籍清涧县ꎬ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五级五班毕

业ꎬ 在县科技干部管理局工作ꎮ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始ꎬ 先后任县经协委副主任、 主

任ꎬ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任县陕建办 (扶贫办) 主任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县财政局局长兼

地税局局长ꎬ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始ꎬ 历任延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富县县委常委、 县

政府常务副县长ꎬ 延安市水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在应对持续强降

雨中ꎬ 全力组织防汛抢险ꎬ 确保汛情传递及时准确ꎬ 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ꎬ 市水务局被评为 “全市

防汛抢险先进集体”ꎮ

　 　 梁高明　 延川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中共党员ꎬ 中专学历ꎮ 杨家

圪坮镇榆卜湾村人ꎬ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五级四班毕业ꎮ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农业机械化学校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土岗公社任公安特派

员ꎻ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任土岗乡政府副乡长ꎬ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任党委副书记、 乡长ꎬ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任党委书记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任贾家坪乡党委书记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任黑

龙关乡党委书记ꎬ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任永平镇党委书记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人大常委会

党组成员ꎬ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任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ꎬ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因病辞职ꎬ 改任人大常委会

副调研员ꎮ

中共延川县第十四、 十五届委员会委员ꎬ 延安市第二届人大代表ꎬ 延川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ꎮ

　 　 李延强 　 延安市劳山林业局副局长、 高级工程师ꎮ 延川镇张家湾村人ꎬ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三班毕业ꎬ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毕业于陕西省水利学校ꎬ 先后在延川县水电局、 延安地区水保队、

地区水利水保局政秘科工作ꎮ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始ꎬ 先后任延安地区农业委员会人事

科科长ꎬ 纪检副组长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调任延安地区乔北林业局副局长 (副县级)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任延安市劳山林业局副局长、 高级工程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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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国庆 　 延安市劳动服务处主任ꎬ 大学学历ꎮ 大禹街道办贺家湾村人ꎬ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二班毕业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参军ꎬ 在解放军

独立 ７ 师 １９ 团服役ꎮ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复员ꎬ 回村当民办教师、 村委会主任ꎮ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任贺家湾乡武装部长、 副乡长ꎬ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任冯家坪乡副乡长、 党委副

书记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任文安驿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任贾家坪镇党

委书记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

班学习ꎬ 获大学学历)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任县委常委、 纪检委书记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调任延长县副书记、

纪检委书记ꎬ 后调任延安市劳动服务处主任ꎮ

　 　 高合斌　 延川县第十六、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ꎮ 延长县交口镇枣坪村

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六级四班毕业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始ꎬ 在拓家

川公社拓家川村插队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始ꎬ 先后在永坪、 禹居、 城关等公社任计

划生育专干ꎮ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调延川镇为文书ꎬ １９８６ 年 ２ 月调县委办公室为出纳ꎬ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１９８７ 年 ６ 月于中央广播电视学校在职学习农学专业ꎮ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ꎬ １０ 月调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招待所所长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任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正科级)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政府机关党委书记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ꎮ 中共延川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ꎮ

　 　 白生瑞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ꎬ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陕西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ꎬ 延安市书法家协会顾问ꎻ 大学学历ꎮ 延水关镇郝家千村人ꎬ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五级五班毕业ꎮ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参加工作ꎬ ２ 月ꎬ

在张家河公社郝家千村任教ꎻ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调禾木山学校任教ꎮ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在延安师范学习ꎬ 毕业后留校任教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１９８３ 年 １ 月在陕西省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调延安

地区行署办ꎬ 先后任秘书、 副科长、 科长、 副主任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中

文专业函授学习ꎬ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参加陕西省委党校青处班学习)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调任延

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ꎬ ４ 月任副秘书长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任延安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调任延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

记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书记ꎮ 著有散文集 «黄风摇落心头雨» «守望陕北»ꎬ 管理学专著 «中小学校长

八要八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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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宏光　 延安市职业技术学院纪检委副书记ꎬ 大专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大禹

街道办白家圪崂村人ꎬ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六级二班毕业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入伍ꎬ 在新疆乌鲁木齐 ３６００６ 部队服兵役ꎮ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复员ꎬ 先后任张

家河公社武装专干、 武装部长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调县武装部任军事科参谋、 科长ꎬ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调任洛川县武装部副部长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调延安干部卫生学校任纪

检书记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调任延安市职业技术学院纪检委副书记ꎮ

　 　 冯艳阳　 女ꎬ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副厅级)ꎬ 中央党校

在职研究生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永坪镇小白家沟村人ꎬ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生ꎬ 延川中学

高春七六级五班毕业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在拓家川公社插队ꎬ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始ꎬ 先后任

城关镇妇联主任、 检察院秘书、 助检员ꎮ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调西安市新城区检察院ꎬ

先后任助检员、 检察员、 办公室主任、 政工科长、 党组成员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任新

城区妇女联合会副主席ꎬ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任主席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西安市妇女联合

会副主席、 党组成员ꎬ 政协西安市第九届、 十届委员会常委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专职副主任ꎬ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副厅级)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任西安市体育局

局长ꎮ

　 　 高凤堂 　 延安市档案局 (馆) 助理调研员ꎬ 副县级ꎮ 延水关镇张家坬村

人ꎬ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八级三班毕业ꎬ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延川中

学毕业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县城关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调

县体委任航模教练ꎬ 次年 ４ 月调县人大办公室任文书ꎬ １０ 月调县委办公室为秘

书ꎬ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任副主任ꎮ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调任团县委书记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借调至共

青团延安地区委员会ꎬ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调延安地区档案局办公室工作ꎬ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任主任科员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任主任ꎬ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助理调研员ꎬ 兼办公室主任ꎮ

　 　 高崇明　 政协延川县第八届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ꎬ 大学学历ꎮ 大禹

街道办高家圪崂村人ꎬ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五级七班毕业ꎬ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在眼岔寺人民公社搞会计工作ꎬ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调任延水关镇财政所所长ꎬ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下派桑坬行政村兼任党支部副书

记ꎬ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任延水关镇副镇长ꎬ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任镇长ꎮ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调任县退

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主任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任林业局局长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政协

延川县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任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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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荣　 延川县第十五、 十六、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大学学历ꎬ 副

主任医师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并入) 古寺村人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七级二班毕

业ꎬ 补习后由高七八级文科班考入延安大学医疗系医疗专业ꎬ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毕

业ꎬ 分配至县人民医院内科工作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任主任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任副院长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评为副主任医师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调任县妇幼保健院院长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提名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兼妇幼

保健院院长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仅任副主任ꎮ 延川县第十三届、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政协延川县第

二、 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ꎮ

　 　 陈桂珍　 女ꎬ 延安市普查局副调研员ꎬ 中共党员ꎬ 大学学历ꎬ 全国统考

会计师、 高级统计师ꎮ 山西省临县人ꎬ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六级

一班毕业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在延川镇高家湾行政村插队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在西安统计学校统计专业学习ꎮ 毕业后分配至延川县统计局

工作ꎬ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任农村经济调查队队长ꎬ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任统计局副局长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计划统计局副局长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任统计局局长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调任延安市普查局副调研员ꎮ 延安市第二届人大代表ꎮ 延川县第七届政协委员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获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工作先进个人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获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先进个人ꎬ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获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工作先进个人ꎬ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被陕西省委、 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公

务员一等功ꎮ

　 　 雷正西　 榆林市委常委、 秘书长ꎬ 中共党员ꎬ 大学学历ꎮ 陕西省绥德县人ꎬ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生ꎮ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考入延川县中学ꎬ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毕业ꎬ 考入榆林专修

科中文系学习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绥德县二中任教ꎮ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调绥德

县教研室工作ꎬ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调绥德县委工作ꎬ 历任办公室副主任、 政研室主

任、 办公室主任ꎬ 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任子洲县副县长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清涧县委常委、 县政府常务副县长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任榆林市委副秘书

长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任榆林市委副秘书长、 政研室主任、 市农工办主任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任神木县委副书

记、 县长ꎬ ２０１０ 年 ９ 任神木县委书记ꎬ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榆林市委常委、 神木县委书记ꎬ ９ 月任榆林市

委常委、 秘书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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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国彪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 检委会会员ꎬ 在职研究

生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延水关镇苏亚河村人ꎬ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七

级三班毕业ꎬ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在土岗供销社工作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ꎬ 调县人民检察院

工作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在陕西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法律大专班学

习)ꎬ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任助理检察员ꎬ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任检察员ꎬ ８ 月任经济科副科长、

检委会委员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任副检察长 (正科级ꎬ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在

中央学校函授学院政法专业本科班学习)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任党组书记、 检察长 (副县级ꎬ 其间因创

建 “五好” 检察院荣立三等功一次)ꎬ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调任黄陵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期间

获全市先进检察院ꎬ 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ꎬ 全省先进检察院ꎬ 个人荣立二等功一次ꎻ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在西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学习)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调任延安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成员、 反贪局局长ꎬ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任副检察长、 反贪局局长 (正县级)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挂班锻炼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任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 检委

会会员ꎮ

　 　 张春阳　 女ꎬ 延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ꎮ 杨家圪坮镇张家河村

人ꎬ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生ꎮ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延川县中学高中毕业ꎬ 考入西安体育学院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川中学ꎬ 先后任体育教师、 体音美教研组长ꎬ 县业

余体校副校长、 校长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ꎬ 被国家体委、 国家教委授予全国施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先进工作者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ꎬ 随同延安地区代表团出席在

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ꎮ １９９７ 年升任宝塔区副区长ꎬ ２００１ 年在上海

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学习行政管理ꎮ ２００３ 年调任延安市总工会副主席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任延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ꎮ

　 　 刘永孝　 延安市柳林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副书记、 政委ꎬ 中共党员ꎬ 大学学

历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玉龙河村人ꎬ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生ꎬ 延川中学春高

七七级一班学生ꎬ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８ 月在马家河道班工作ꎮ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调马家

河乡玉龙河学校任教ꎮ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安

地区政法干部学校任教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调延安市司法局工作ꎬ １９９２ 年参加中央党校

函授学院学习ꎬ 取得大学学历ꎬ １９９３ 年ꎬ 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ꎬ 取得律师资

格ꎮ １９９５ 年获全国 “二五” 普法先进个人ꎬ 受到中宣部、 司法部表彰ꎮ １９９６ 年任延安地区司法局秘

书科副科长ꎬ １９９９ 年任科长ꎬ 参加全省 “双万” 工程建设ꎬ 任延川县高家屯乡党委副书记兼刘家渠村

党支部副书记ꎮ ２００１ 年任延安市司法局劳教科科长ꎬ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任延安劳教所副所长ꎬ ２００３ 年获陕西

省 “严打” 整治斗争先进工作者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延安市司法局副调研员兼延安劳教所副所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延安市司法局副调研员ꎬ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调任陕西省劳动教养管理 (戒毒) 所党委副书记、 政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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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警监警衔ꎮ ２０１３ 年任延安市柳林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副书记、 政委ꎮ

　 　 梁振思　 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 副主任ꎬ 研究生学历ꎬ 农学硕

士ꎮ 杨家圪坮镇下大木村人ꎬ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〇级五班毕业ꎬ

补习 １ 年于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考入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本硕连读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陕西省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ꎬ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调省人民政

府农业办公室科技教育处ꎬ 任副主任科员ꎬ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任综合处主任科员ꎬ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任科技教育处副处长ꎬ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任

处长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任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贷款处处长ꎬ ２ 月兼任扶贫经济合作社主

任ꎬ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为总农艺师ꎬ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总农艺师、 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 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改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办公室

副主任、 党组成员ꎬ 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ꎮ

　 　 曹旭东　 延川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大专学历ꎮ 文安驿镇 (原马

家河乡并入) 土木寨村人ꎬ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生ꎬ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延川县中学毕业ꎮ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ꎬ 在县副食公司工作ꎬ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调县食品公司ꎬ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调

延长油矿管理局青平川钻采公司ꎬ 历任调度科、 安全保卫科科长ꎬ 总公司工会

主席ꎬ 拓家川钻采公司经理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任县农机修理制造厂厂长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ꎬ 获大专学历ꎻ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县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 ‹股份制企业›ꎬ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任石狗湾砖厂厂长 ‹股份制企业› )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任县企业发展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兼任县城集中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经理ꎬ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兼任马家河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县中小企业促进局局长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兼任县中小企业促进局局长)ꎮ

延川县第十五、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ꎻ 政协延安市第二、 三届委员会委员ꎬ 政协延川县第五

届委员会委员ꎮ

　 　 刘晓勤　 女ꎬ 延安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ꎬ 大学学历ꎮ 大禹街道办虎白山

村人ꎬ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七级三班毕业ꎬ 补习后于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考

入陕西省宝鸡供销商业学校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分配至县百货公司从事财务工

作ꎬ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调商业局从事财务工作ꎬ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调财政局从事企财工作ꎬ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任总预算会计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任副

局长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

学习)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兼任农业税收管理局局长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任禹居镇党委书记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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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县委常委、 政府副县长ꎬ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任县委常委、 常务副

县长ꎬ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调任延安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ꎮ

　 　 高应虎　 延安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 局长ꎬ 在职研究生学历ꎮ 文安驿镇

(原禹居镇) 大桥沟村人ꎬ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ꎮ 延川中学高秋八〇级六班毕业ꎬ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参加工作ꎬ 在禹居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考入洛川师范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县职业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调

县教育局ꎬ 历任职改办主任、 招生办主任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调县人大教科委ꎬ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调任延水关镇党委副书记ꎬ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在陕西省教育学院

卫星电视高等师范政治和思想品德教育专业学习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调任土岗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ꎬ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调任永坪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ꎬ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在陕西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

业本科班学习ꎻ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调任延川镇党委书记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ꎬ 在江苏省江阴市挂

职ꎬ 任市长助理)ꎬ ２００２ 年ꎬ 被陕西省委评为 “六个好” 乡镇书记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调任中共富县县

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ꎬ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在延安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学习ꎬ 获硕士研究生学

历ꎻ ２００８ 年荣获全市优秀公务员称号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调任延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任延安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 局长ꎮ

延安市第二次党代会代表ꎬ 延安市第二届人代会代表ꎮ

　 　 郭黎平　 榆林市公安局榆横工业园区分局局长 (副县级)ꎬ 大学学历ꎮ 乾

坤湾镇 (原土岗乡改称) 伏义河村人ꎬ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生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在延川中学上高中ꎬ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考入洛川师范学习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回

县教育系统工作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ꎬ

考入陕西省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ꎬ 获大专学历ꎬ １０ 月调榆林市公安局ꎬ 先后在

政治部、 办公室工作ꎬ １９９２ 年任副主任科员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ꎬ 在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学习ꎬ 获大学学历)ꎬ １９９８ 年任主任科员ꎬ ２０００ 年任办公室副主任 (正科)ꎬ

２００１ 年任主任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调任靖边县公安局任政委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佳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公

安局局长ꎬ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任榆林市公安局榆横工业园区分局局长ꎮ

先后 １４ 次受到市级嘉奖ꎬ 其中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被陕西省委政法委授予陕西省政法系统 ２００３ 年度人

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干警ꎬ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被中共榆林市委、 市人民政府授予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被榆林市直工委评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ꎬ ２０１１ 年荣立三等功 １ 次ꎮ

１２４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冯迎春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ꎬ 大学学历ꎬ 法律硕士ꎮ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生ꎬ 延水关镇冯家塬村人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七级四班毕业ꎬ 补习

后于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ꎬ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

配至延安地区政法干部管理学校任教ꎬ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任副校长ꎬ １９８７ 年通过全国

律师考试后ꎬ 任兼职律师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ꎬ 调任延川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

长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始ꎬ 先后在延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任研

究室主任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调任黄陵县人民法院院长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参加西北政法学院法

律硕士研究生班学习毕业)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调任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任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ꎬ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任党组书记、 院长ꎮ 中共延安市第四次党代会代表ꎬ 第四届市

委委员ꎬ 延安市三届、 四届人大代表ꎮ

　 　 高志斌　 安塞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ꎬ 在职研究生ꎮ 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ꎬ 大禹

街道办新舍古村人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七级二班学习ꎬ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８ 月在

眼岔寺公社会举塬村任教ꎬ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

至城关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ꎬ 毕业回

城关中学任教ꎬ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调永坪中学教学ꎬ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调县教育局工作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任秘书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任

副主任ꎬ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任主任、 政府机关党委书记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ꎬ 参加陕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班在职学习)ꎮ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任县长助理、 政府办公室主任、 政府机关党

委书记ꎬ １２ 月任县长助理、 交通局局长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调任宜川县委常委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任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调任安塞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ꎮ

　 　 梁春林　 延安市粮食局党支部书记、 局长ꎬ 大学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文安驿

镇上驿村人ꎬ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生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延川县中学高中毕业ꎬ 考入宝鸡供销

商业学校财会专业ꎬ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县计划委员会工作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调县委组织部ꎬ 初为文书ꎬ 后任副主任科员ꎻ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任县委组织员兼县委

党建工作队队长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任延水关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任

党委书记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调任安塞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县委常委、 副县长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延安市粮食局党支部书记、 局

长ꎮ 中共延川县第十四、 十五届委员会常委ꎬ 延川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ꎮ

２２４



第九章　 人　 物 　


　 　 郝占元　 男ꎬ 汉族ꎬ 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ꎬ 系陕西省延川县延水关镇郝

家千村人ꎮ 延川中学高秋八二届文科班毕业 ꎬ 一九八六年七月毕业于延安大学

中文系ꎬ 大学本科学历ꎬ 文学学士ꎬ 高级政工师ꎬ 中共党员ꎬ 现为陕西延长石

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油气勘探公司延长气田采气一厂工会主席ꎮ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ꎻ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在延川县永坪中学任教ꎻ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在子长采油厂子弟中

学任教ꎻ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在子长采油厂行政办从事文秘工作ꎻ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在子长采油厂培训科任副科长ꎻ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在子长采油厂劳动服务公司任副书记、

副经理ꎻ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在子长采油厂采油三大队任副书记、 副队长ꎻ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在油气勘探公司石油勘探开发部工作ꎻ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在油气勘探公司天然

气项目建设指挥部任办公室主任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在延长气田采气一厂任办公室主任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今任延长气田采气一厂工会主席ꎮ

　 　 马晓峰　 女ꎬ 吴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ꎬ 研究生学历ꎬ 统计师ꎮ 延川县人ꎬ

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ꎬ 延川县中学高秋八三届理科四班毕业ꎬ 考入陕西省商业学校

商业计划统计专业学习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安地区统计局农村科工

作ꎬ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调换至城市社会科ꎬ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任统计局城调队副队长ꎬ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任延安市城调队副队长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队长ꎮ 同月调任子长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任吴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ꎮ

　 　 张世忠　 研究生学历ꎬ 延安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ꎮ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出生于延川县ꎬ 祖籍陕西省清涧县ꎮ 延川中学高秋八三级文科班毕业ꎬ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在本校任教ꎬ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调县计划委员会工作ꎬ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调延安地区总工会办公室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在陕西财经学院延安经贸班学习)ꎬ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任主任科员ꎬ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任经济部部长ꎬ ２０１０ 年任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ꎮ

　 　 樊青春　 延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ꎮ 贾家坪镇樊家川村人ꎬ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出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三级理科二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地区卫生学校医士

班学习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杨家圪坮镇中心医院工作ꎬ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调县

人民医院为医师ꎬ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调县卫生局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任副局长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学习ꎬ 获大学学

历)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任县人民医院院长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调任甘泉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任延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ꎮ

３２４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杨光彦　 延安市财政局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ꎬ 大学学历ꎮ 杨家圪台镇孙家

塬村人ꎬ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生ꎬ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在延川中学上学ꎬ 考

入延安大学中文系ꎬ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

延川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调延安地区民政局政秘科ꎬ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调延安市

安置办ꎬ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任综合科副科长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任安置办副主任ꎬ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延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任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ꎬ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任延安市财政局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ꎮ

　 　 冯向宁　 子长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ꎬ 中共党员ꎬ 研究生学历ꎮ 文安驿

镇 (原禹居镇并入) 禹居村人ꎬ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一级八班毕业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参加工作ꎬ 任陕西省上畛子监狱派出所副所长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调任延

川县监察局办公室科员ꎬ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任县政法委员会办公室科员ꎬ １２ 月任县委办

公室副主任科员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任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ꎬ 在中央党校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习)ꎬ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任民事庭庭长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１９９９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班学习)ꎬ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任法院副院长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本科班学习ꎻ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 在西北政法

学院法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调任黄龙县法院代院长ꎬ １０ 月任院长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调任子

长县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 党组书记、 副院长、 代院长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ꎮ

　 　 高文斌　 延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石油协调办公室主任ꎮ 大禹街道办大

高山村人ꎬ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一级二班毕业ꎬ 考入陕西省水利学

校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陕西省泾阳县水利局工作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调延安

市 (现宝塔区) 物价局工作ꎬ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调延安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调延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ꎬ 先后任综合科

副科长、 科长ꎬ 办公室副主任ꎬ 副秘书长兼石油协调办公室主任ꎮ

　 　 刘宝平　 中共甘泉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ꎬ 大学学历ꎮ 关庄镇下刘家河

村人ꎬ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三级文科三班毕业ꎬ 考入西安外语

学院英语系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川县委党校任理论教员ꎬ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调县监察局ꎬ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调延安地区监察局ꎬ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起历任延安地区纪委、 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监察综合室

副主任、 主任ꎬ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任市纪委监察综合室主任 (副县级)ꎬ １２ 月任中共

吴起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任中共甘泉县委常委、 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任县委副书记ꎬ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兼任政法委书记ꎮ

４２４



第九章　 人　 物 　


　 　 樊卫晓 　 延安市林业局副调研员ꎬ 大学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延川县城人ꎬ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六级一班毕业ꎬ 补习于文科班ꎬ 于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ꎬ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毕业ꎬ 在延安地区林业局工作ꎬ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任林业局政秘科副科长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任主任科员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任政秘

科长兼党办主任ꎬ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林业局党办主任兼延安国家森林公园风景林场

场长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任延安市林业局副调研员ꎮ

　 　 刘志华　 宜川县委常委、 纪检委书记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玉龙

原村人ꎬ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八三级二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师范普通

班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ꎬ 先后在城关中学、 县委政策研究室、 农工部、 县委办公

室工作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在中共延安市委办公室任综合三科科长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

任延安市纪委常委、 秘书长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任黄龙县委常委、 纪检委书记ꎬ

２０１２ 年任宜川县委常委、 纪检委书记ꎮ 著有散文随笔集 «村烟呓语»ꎮ

　 　 孟小钧 　 原名孟晓军ꎬ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党总支书记、 部长ꎬ

武装部部长ꎬ 研究生学历ꎬ 中共党员ꎬ 三级警监ꎮ １９６８ 年生ꎬ 延川县城人ꎬ 祖

籍陕西省华县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三级二班、 高秋八六级一班毕业ꎮ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毕业于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ꎬ 分配至延安市公安局临镇派出所工作ꎬ 后任代所

长、 所长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调延安地区公安局政工科ꎮ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调延安地区公

安处治安科ꎬ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任延安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ꎬ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任政治

处副主任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调任黄龙县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 (副县级)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调任延安市公

安局党委委员、 永坪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 (正县级)ꎬ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任延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永坪

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ꎻ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党总支书记、 部长、 武装部长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晋升为三级警监ꎮ

　 　 徐恩祥　 延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ꎬ 中共党员ꎬ 曾荣获

三等功一次ꎮ 永坪镇人ꎬ 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延川中学秋初八四级一班毕

业ꎬ 考入延安师范ꎮ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永坪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调县

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工作ꎬ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调老区建设办公室工作ꎮ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调县委宣传部工作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ꎬ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县委通讯组副组长ꎬ １０ 月主持工作ꎬ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任组长ꎬ １０ 月

调延安市委宣传部工作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省委党校经济管理研究生班学习ꎬ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任延安市委文化艺术指导办公室主任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市委宣传部政秘科科长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延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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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彬　 延安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副县级审判员ꎬ 延安大学政法学

院兼职教授ꎬ 法律硕士ꎬ 中共党员ꎮ 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四级一

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师范学习ꎬ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南关小学任教ꎬ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调县广播电视局承担记者、 编辑工作ꎬ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调县委宣传部工作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调中共延安市委党校任教ꎬ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在省委党校学习两年ꎬ 获

大专学历ꎻ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参加自学考试ꎬ 获法律本科学历ꎻ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在

西北政法大学学习ꎬ 获法律硕士学位ꎮ

　 　 苗延宏　 中共延安市纪委常委ꎬ 在职研究生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生ꎬ 陕西绥德

人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五级一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师范学习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

配至延川县贺家湾中学任教ꎮ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调任冯家坪乡教育专干ꎬ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参加陕西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专班学习ꎮ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任县财政局科员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财政局财源建设办

副主任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调延安市建委工作ꎬ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任建委廉政办主任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调任市城建规划局法规科科长ꎬ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参加陕西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本科班学习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该局纪检副书记、 监察室主任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任延安市纪委、 监察局办

公室正科级干部ꎬ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任警示训诫室主任ꎬ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任市纪委、 监察局教研室主任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参加陕西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习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中共延安市纪检委常委ꎮ

　 　 张志宇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延水关镇达连沟村ꎬ 本科学历ꎮ

就读于延川中学高 ８８ 级 ２ 班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在 ８４８８４ 部队和

６８３４２ 部队服役ꎻ ２００４. ０９ 在延安大学工作ꎬ 现任延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副总

经理ꎮ

自工作以来ꎬ 先后荣获各类先进和优秀 ３５ 次ꎬ ２ 篇论文荣获省教育厅与高

校后勤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后勤论文 “优秀奖”ꎮ

　 　 朱春光　 中共党员ꎮ 延川县新建沟人ꎮ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延川中学初中ꎮ １９８７

年毕业于延川中学高中ꎮ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陕西省警官学校ꎮ 现任陕西省延安监狱

党委委员、 副监狱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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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人　 物 　


　 　 王永林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庭长ꎬ 国家法官学院陕西分院兼职教授ꎬ 中

共党员 ꎮ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出生ꎬ 汉族ꎬ 陕西省延川县人ꎬ 毕业于延川县中学初九

零届四班ꎬ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ꎮ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在陕西省交通学校

汽车运用工程专业 (中专) 学习并毕业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 ６３６１０ 部队历任排长、 副连长、 政治指导员、 团、 师级政治机关干事ꎮ 期

间ꎬ 于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通信指挥专业

(本科) 学习并毕业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 (本科) 毕业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在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历任内勤、 助理审判员、 审判长、 副庭长ꎮ 期间ꎬ 于 ２００７ 月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在

西北政法大学攻读并取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ꎮ 在部队工作期间 ꎬ 被评为军级优秀团干部 １ 次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荣立个人三等功ꎮ 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ꎬ 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两年荣立个人三等

功ꎬ 所在合议庭荣立集体三等功 １ 次ꎻ ２０１１ 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ꎻ ２０１２ 年荣立个人二等功ꎻ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５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ꎻ ２０１３ 年被评为全省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ꎻ ２０１５ 年被评为全省法

院优秀转业干部ꎻ ２０１６ 年被省委组织部、 省公务员局记个人三等功 １ 次ꎮ

军界人物

刘贤良　 西藏拉萨市交警大队政委ꎮ 永坪镇源流湾村人ꎬ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五九级

丙班毕业ꎬ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入伍ꎬ １９６２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西藏某部战士、 排长、 连长ꎬ 西藏拉

萨市交警支队教导员、 交警大队政委 (团级)ꎮ 曾参加西藏平叛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ꎮ

　 　 李德胜　 曾任西安陆军学院副院长ꎬ 正师职ꎬ 大校军衔ꎮ 杨家圪坮镇下村

人ꎬ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生ꎮ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６４ 年毕业于延安师范学

校ꎬ 后入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深造ꎬ １９６８ 年毕业ꎮ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入伍ꎬ 曾任步兵

６３ 师高炮营排长、 副指导员ꎬ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调陆军 ２１ 军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

副处长ꎬ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任组织处处长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任步兵 ６１ 师政治部主任ꎮ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赴云南老山前线参加中越边境战争ꎮ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任甘肃省平凉军分

区政委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调任西安陆军学院政治部主任ꎬ 正师职ꎬ 大校军衔ꎮ １９９６ 年任西安陆军学院

副院长ꎬ ２００３ 年离休ꎮ ２００４ 年被聘为欧亚学院副院长ꎮ

　 　 王广平　 大校军衔ꎬ 副师职飞行员ꎬ 大专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贾家坪镇刘马

家圪塔村人ꎬ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３ 日 (农历九月初一) 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六级乙

班学生ꎮ １９６６ 年春被选调为空军飞行员ꎬ ７ 月于长春市空军第一预备学校志愿

入伍ꎬ 下放陆军 ３９ 军 １１７ 师 ３５０ 团锻炼ꎮ １９６７ 年底入空军第二航空学校就读ꎬ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毕业ꎬ 分配至空军航空兵测量团ꎬ 历任飞行员、 中队长、 大队长、

参谋长、 副师职飞行员ꎮ 飞行总时间为 ４２６７ 小时ꎬ 荣立三等功二次ꎬ 二等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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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ꎬ 被评定为特级飞行员ꎮ ２００３ 年达到飞行最高年限ꎬ 次年从军队退休ꎮ 现居住西安市莲湖区丰登

南路 ９３ 号 (兰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ꎮ

张亭瑜　 正团职ꎬ 上校军衔ꎮ 文安驿镇马沟村人ꎬ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８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七级乙

班毕业ꎮ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入伍ꎬ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生产、 军需、 财务助理员ꎬ 宣传和

组织干事ꎬ 党委秘书ꎮ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任师组织科副科长ꎬ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任科长 (正团职)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任空军怀柔油库政委ꎬ １２ 月任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ꎮ 论文获北京市优秀论文二等

奖ꎬ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评为空军优秀机关干部ꎬ 先后受奖 ８ 次ꎮ

郝智贤　 正团职ꎮ 乾坤湾镇 (原土岗乡) 雷家崾村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

二级六班毕业ꎬ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入伍ꎬ 先后为 ８４００７ 部队喷火连战士、 文书ꎬ 军务科保密员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后任副连职保密员、 正连职保密档案室主任ꎬ 副营副参谋ꎻ ８４８７０ 部队司令

部军务处正营职保密档案室主任、 副团职参谋ꎬ 保密专职委员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任部队装备技术部战技

处处长 (正团职)ꎮ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ꎬ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评为集团军战地模范干部ꎻ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被兰

州军区政治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ꎬ １１ 月被解放军保密委员会评为全军保密先进工作者ꎮ

董思功　 副团职ꎮ 文安驿镇瓦依沟村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级四班毕业ꎬ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入伍ꎬ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空军三十四厂战士、 技师ꎬ 空军临潼雷达修理厂助

理员、 副科长ꎬ 空军临潼军械厂器材科科长ꎬ 东风汽车公司临潼服务站站长ꎬ 临潼凯尔捷公司经

理ꎬ 空军军械厂副厂长ꎮ

　 　 张瑞胜 　 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王家河村人ꎬ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出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级三班毕业ꎬ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ꎬ 在马家河公

社乡村学校任教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入伍为空军西宁军械库战士ꎬ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ꎮ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任空军西宁军械库出纳、 会计ꎬ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任空军西安油库正连

职财务助理员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习)ꎬ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任兰空后勤部财务处副营职助理员ꎬ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任兰空后司令部职工科副营职参谋ꎬ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任兰空后勤部打井队队长 (正营职)ꎬ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任兰空后司令部职工科正营职参谋ꎬ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任兰空后司令部劳动人事科科长ꎬ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任兰空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ꎬ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兰空

后勤部生产处处长ꎬ １２ 月任财务处处长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任空军工程大学校务部部长ꎬ ２００６ 年 ３ 任空军工程

大学副校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ꎬ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ꎮ

刘生荣　 上校军衔ꎬ 大学学历ꎮ 杨家圪坮镇刘坪店村人ꎬ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

级二班毕业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参军ꎬ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毕业于空军上海政治

学院ꎮ 历任空军兰州军械仓库政治协理员、 三分库政治教导员、 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司令部政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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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空军后勤第二训练团政治委员ꎮ

　 　 李树森　 生于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ꎬ 延川县延川镇 (原贺家湾乡) 曹家沟村人ꎮ

１９７７ 年延川中学毕业ꎬ 在本村小学任教两年ꎮ １９８０ 年入伍ꎬ １９８４ 年军校毕业

提升为 ５９２１０ 部队安装连二排排长ꎮ １９８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８ 年组织推荐

考入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军事交通系学习ꎬ １９９０ 年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西安铁路分局军代处及升格后的驻西安铁路局军代处军代处工作ꎬ 历任排长、

连长ꎬ 参谋ꎬ 驻车站军代处副主任、 主任ꎬ 驻分局军代处副主任、 主任ꎬ 工程

师ꎮ 现任驻西安铁路局军代处高级工程师ꎬ 正师职ꎬ 大校军衔ꎮ

科教人物

　 　 张　 崇　 西安外语学院社科部语言室教授、 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硕士研

究生导师ꎬ 陕西省语言学会理事ꎬ 中国方言学会会员ꎮ 大禹街道办董家塬村人ꎬ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〇级甲班、 高秋六三级毕业ꎬ 考入西安外语学

院俄语系ꎬ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毕业ꎬ 在清涧中学任教 １０ 余年ꎮ １９８１ 年西北大学中文

系汉语研究生毕业ꎬ 获硕士学位ꎻ 年底调入西安外语学院任教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８ 年被评为副教授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晋升为教授ꎮ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

年两次获得省部级优秀科研奖ꎬ ２００３ 年被评为陕西省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ꎮ 多年致力

于汉语方言和汉语历史研究ꎮ 在 «中国语文» «方言» «汉语文学»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０ 余

篇ꎬ 专著有 «延川方言志» «陕西方言古今谈»ꎬ 主编 «陕西方言词典»ꎬ 参与编写 «宋元明清百部

小说语词大辞典» (任副主编)、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等书ꎮ

张　 岭　 副教授ꎬ 陕西省翻译协会杨陵分会常务理事、 副会长ꎮ 大禹街道办董家塬村人ꎬ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六〇级甲班、 高秋六三级毕业ꎬ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考入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ꎬ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毕业ꎬ 在吴旗县插队锻炼ꎮ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在吴旗军管组、 公安局工作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任吴旗

县中学英语教师ꎬ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２ 年因教学成绩显著ꎬ 奖励一级工资ꎻ １９８４ 年任

副校长兼教导主任ꎮ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调入西北林学院任讲师ꎬ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任外语教研室主任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评为副教授ꎮ １９９３ 年获院校教学成果一等奖ꎮ 参与编撰 «大学英语分级泛读» (第四册主编)、 «最

新大学英语听力教程» (第三册副主编)、 «科技英语听力教程» (副主编) 等 ６ 种专著ꎮ

刘　 昌　 文安驿镇 (原禹居镇) 芋叶湾村人ꎬ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３ 日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六一级丙班、

高秋六四级毕业ꎮ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在禹居公社驮家岔中学任教ꎬ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考入延安大学ꎬ 毕业后留校工作ꎬ 先后任后勤部负责人ꎬ 人事处、 师资科副科长、 科长ꎬ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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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筹建负责人ꎬ 教育助理研究员ꎬ 生物系副主任、 生物系主持人ꎮ １９８９ 年获延安地区科技进步四等

奖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任延安大学人事处处长ꎬ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任生物系主任ꎮ

申安秦　 高级经济师ꎮ 关庄镇上杨家坪村人ꎬ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六七级毕业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ꎬ 在县水泥厂当工人ꎬ 后调入县农工部ꎮ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考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ꎬ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毕业ꎬ 分配至陕西省建筑工程材料供应公司工作ꎬ 曾任

科长、 副经理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调北京国家建材局ꎬ 先后任副处长、 处长ꎮ

贺思维　 高级工程师ꎬ 中共党员ꎮ 延水关镇东村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

级六班毕业ꎮ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学系ꎮ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先后任延川县张家河

公社小学教师ꎬ 县农科所技术员ꎬ 延安地区土肥站化验室主任、 地区能源所副所长ꎬ 地区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所副所长、 所长ꎬ 地区纤维检验处副处长、 处长ꎮ 撰写论文多篇ꎬ 其中 «土壤金钾分析方

法的改进» 获延安地区科技成果进步奖ꎮ 编著 «化验员常用计算 １００ 例» 一书ꎮ

　 　 李兴昌　 延安大学政教系副主任、 副书记ꎮ 大禹街道办曹家沟村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级五班毕业入伍ꎬ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ꎮ 部队曾任班长ꎬ 复原回村任党支部书记ꎮ 后入延安大学政教系学习ꎬ 毕

业后在延川县中学教学ꎬ 先后任教研组长、 校办公室主任、 教导主任ꎬ 延大政

教系副主任、 副书记ꎮ １９７７ 年被延安地区评为模范退伍军人ꎮ

　 　 高兆宏　 延安电大校长ꎬ 副教授ꎮ 延川镇高家圪台村人ꎬ １９５４ 年生ꎬ 延川

中学高春七二级二班毕业ꎬ 在城关公社任民办教师ꎬ 曾任拐峁学校校长ꎬ １９７７

年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教育工作者ꎮ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学士学位ꎬ 分配至延川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任教导处副

主任ꎮ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调延安教育学院任教ꎬ 先后任教务副科长、 科长ꎬ 教务处副

处长、 处长ꎬ １９９５ 年被评为副教授ꎬ １９９７ 年任副院长ꎬ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１ 年在职进修

教育与经济管理研究生课程并结业ꎮ ２００２ 年任院长、 兼延安师范学校校长ꎮ

袁东昱　 原名袁宏义ꎬ 高级工程师、 部级学科带头人ꎮ 大禹街道办赵家沟村人ꎬ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师范二班毕业ꎬ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始ꎬ 先后在上、 下杨家塬小学和拐峁中

学任民办教师ꎮ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考入南京理工大学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西安市国营第八〇三厂

研究所工作ꎬ 历任主任设计师、 总设计师、 副所长等职ꎮ 曾荣获国家和部级科技进步一、 二、 三等

奖十多项ꎬ 获国防科工委、 总装备部杰出贡献银质奖ꎮ 现任中国兵工学会火箭导弹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ꎬ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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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温　 民革成员ꎬ 陕西延安中学校长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生ꎬ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李家塬村人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二级四班毕业ꎬ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参加工作ꎬ 先后在李家塬小学、 寺河中学任教ꎮ １９７７ 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地理

系ꎬ 毕业后到陕西延安中学从事地理教学ꎬ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任德育处副主任ꎬ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任主任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主管教学副校长ꎬ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被聘为延安中学校

长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任延安市教育局调研员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委员会评为国防教育先进工作者ꎬ ２００５ 年荣获延安市 “五一” 劳

动奖章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被陕西省教育委员会、 陕西省总工会授予 “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治校优

秀党政领导” 称号ꎬ ２００７ 年荣获 “陕西省劳动模范” 称号ꎮ

　 　 苗文明 　 延安中学副校长ꎬ 中学生物特级教师ꎮ 文安驿镇木军沟村人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师范二班毕业ꎬ 任民办教师ꎬ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安中学任教ꎬ 先

后任班主任、 教研组长ꎬ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任服务处主任ꎬ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任副校长ꎮ

２００６ 年被评为中学生物特级教师ꎮ 政协延安市委员会第一、 二届常委ꎮ

　 　 高尚斌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店则河村人ꎬ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生ꎬ 延

川中学高春七三级二班毕业ꎬ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延安

大学政教系ꎬ 留校后任政教系助教、 讲师、 党史教研室主任ꎮ １９９１ 年被评为

“高校青年教师教书育人先进个人”ꎬ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晋升为副教授ꎮ １９９４ 年获延安

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ꎬ １９９５ 年获延安大学优秀成果一等奖ꎬ 陕西省高校优秀教

学成果二等奖ꎮ 在报刊发表论文 １０ 余篇ꎬ 其中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 “一国两制” 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 分别获省社科二等奖、 优秀

成果奖ꎮ «邓小平的国格论» 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 一书ꎬ 获 １９９４

年度陕西省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ꎬ 国家 １９９４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 入选优秀作品ꎮ 参

与 «国共关系史略» «延安精神与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思想概论» 等五部专著编撰工作ꎮ

　 　 刘玉忠　 林业高级工程师ꎬ 文安驿镇杜木塬村人ꎬ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生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四级五班毕业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在南河中学

任教ꎬ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考入延安林业学校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县林业站工

作ꎮ １９８３ 年 ２ 月始ꎬ 先后任张家河公社副主任、 延水关镇副镇长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至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在延安地委党校学习ꎬ 毕业获大专学历ꎬ 先后任县红枣站站长、

农林牧业局与林业局副局长ꎮ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农村科普先

进工作者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被国家科委授予全国星火科技先进工作者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荣获陕西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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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陕北红枣优质生产示范基地科技进步二等奖”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任枣业局局长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任

林业局协理员ꎮ 政协延川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鲁向平　 副研究员ꎬ 延水关镇张家河村人ꎬ １９５７ 年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

四班毕业ꎮ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３ 月参加工作ꎮ １９７９ 年毕业于西北农学

院林学系ꎬ 历任延川县林业站技术员ꎬ 陕西省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ꎬ

省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副所长、 所长ꎮ 致力于黄土高原治理的科技攻关和科技扶

贫工作ꎬ 主持完成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１６ 项ꎬ 获奖 １５ 项ꎬ 其中省级以上奖励 ４ 项ꎻ

主编和与人合作编写出版 １０ 部专业著作ꎬ 发表科研论文 ７０ 余篇ꎬ 获奖 １４ 篇ꎬ 其

中 ７ 篇曾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交流ꎮ 陕西省委、 省政府聘请为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ꎬ 省农研中心

特邀研究员ꎬ 陕西省生产力经济研究学会理事ꎮ １９８９ 年被授予陕西省 “新长征突击手”ꎬ １９９２ 年被授

予陕西省国家机关 “十佳青年”ꎬ １９９４ 年被授予 “陕西青年十杰” “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ꎬ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陕西省委、 省政府授予 “１９９３ 年度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ꎮ

　 　 申延生　 政协延安市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ꎬ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全国

优秀教师ꎬ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ꎬ 延安市实验中学副校长ꎮ 延安市人民政府正县

级督学、 民盟延安市委副主委 (主持工作)ꎬ 大学学历ꎮ 祖籍陕西榆林ꎬ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生于延安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六级五班学生ꎮ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延安大学毕业ꎬ 分配至延安中学任语文教师ꎬ 曾任教科处主任等职ꎮ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任延安市实验中学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当选政协

延安市委常委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任延安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正县级督学ꎬ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当选政协延安

市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ꎮ 政协延安市三届、 四届常委ꎬ 政协陕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ꎮ

１９９５ 年被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ꎮ １９９６ 年获陕西省首届教学能手称号ꎮ １９９７

年破格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ꎮ １９９９ 年入选陕西省 “三五人才库”ꎮ ２０００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

予陕西省特级教师ꎬ 同年 １２ 月被中共延安市委、 延安市人民政府授予弘扬延安精神先进个人ꎮ

２００１ 年被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当选 “陕西省高级专家协会理事”ꎮ ２００３ 年被陕西省教育出版社聘为国家课程标准苏教版实验教

材特约巡讲员ꎬ ２００５ 年被延安大学文学院聘为兼职教授ꎬ 被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聘为语言文

字规范指导员ꎮ ２００６ 年被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ꎬ 被延

安市中小学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聘为延安市中学高级教师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评委ꎮ

刘贵鹏　 大禹街道办赵山湾村人ꎬ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一级二班毕业ꎮ １９８４ 年毕

业于陕西省农林学校ꎬ 分配至延安地区劳山林业局工作ꎬ 曾任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 营区主任、 苗

圃主任ꎮ １９８８ 年调回县国税局工作ꎮ １９９２ 年始ꎬ 研究出多项发明创造ꎬ 主要有 “双人镰刀”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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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收集单” “电热防寒手套” “可换镜片式后视镜” 等ꎬ 均获国家专利权ꎮ 应聘为 «专利信息报»

特邀记者ꎬ 名载 «当代发明家成果词典» (第二册)ꎮ

　 　 张　 希　 原名张山虎ꎬ 大学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ꎬ 中国政治学会陕西省分

会会员ꎮ 延川县城人ꎬ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七级四班毕业ꎬ 补习后

于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大学政教系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哲学学士学位ꎬ 分配

至延川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以总分第一名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硕士

研究生ꎬ 并更名为张希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获法学硕士学位ꎬ 分配至西北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任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ꎬ 先后在不同期刊发表论文 «价

值观念变革与陕西复兴» «公共行政力资源初探» «西部地方政府在启动培育市场中的作用研究»

«民主政治及其制约因素» «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的双重影响» 等ꎬ 专著有 «政治学的理论

与实践»ꎮ

　 　 庞随军　 儿科主任医师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庞家河村人ꎬ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生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由延川中学考入延安大学医疗系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学士学位ꎬ 留校工作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任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晋升为儿科主任医师ꎮ 工作期间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１２ 篇ꎬ

国家级杂志发表论文 １７ 篇ꎬ 省地级杂志发表论文 ５ 篇ꎮ

　 　 马社举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于延川县城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一级八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大学汉语言文学系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毕业留校工作ꎬ 历任西部开发研究中

心副主任ꎬ 产业处、 后勤处副处长ꎬ 后勤集团总经理ꎬ 省部共建办公室主任ꎬ

校长办公室副主任ꎬ 延安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ꎮ 发表高等教育研究、 毛泽东教

育思想研究论文 ２０ 余篇ꎬ 主持教育部课题 １ 项ꎮ

　 　 杨东红　 高级工程师ꎬ 延安市气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出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三级一班毕业ꎬ 考入陕西省气象学校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毕业ꎬ 分配至延长县气象站工作ꎬ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调安塞县气象局为临时负责人ꎬ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任延川县气象局局长ꎬ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成都气象学院进

修学习ꎬ 毕业任延安市气象台台长ꎬ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在成都信息工程

学院函授学习ꎬ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在兰州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延安市气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ꎬ 曾荣获全国优秀值班预报员ꎬ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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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先进个人ꎬ 陕西省气象系统优秀青年ꎬ 陕西省气象局重大预报服务先进个

人等ꎮ

　 　 杜红荣　 硕士学位ꎬ 研究员职称ꎬ 延安大学人事处处长ꎮ 延水关镇东村人ꎬ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五级二班、 高秋八八级文科班毕业ꎬ 考入

延安大学中文系ꎬ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文学学士

学位ꎬ 留校到延安医学院党委办公室工作ꎬ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任延安医学院党办、 院

办秘书科副科长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聘为助理研究员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任党办副主任

(副处级)ꎬ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在香港公开大学教育硕士班学习ꎬ 获教育硕士学位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任副研究员职称ꎬ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延安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兼信息中心主任 (正处级)ꎻ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任人事处副处长、 人

才交流中心主任ꎻ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人事处处长ꎮ ２０１０ 年晋升为管理研究员ꎮ 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

文 ３０ 余篇ꎬ 其中有 １０ 余篇在全国中文核心或权威期刊上发表ꎮ «关于在高校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的思考» 获教育部思政司举办的 ２００５ 年度全国 “高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征文一等奖ꎻ «延安时期高校的思想教育及其启示» 荣获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二

等奖ꎮ

　 　 高海延　 高级实验师ꎮ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生ꎬ １９８８ 年延川县中学毕业ꎬ １９９２

年毕业于延安大学物理教育专业ꎬ 获理学学士学位ꎻ 先后工作于延安大学电

教中心、 影视制作中心、 教育科学学院等部门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任延安大学影

视制作中心主任ꎻ 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高级实验师ꎬ 主要从事电视新闻宣传、 电视

理论研究ꎬ 电视制作实验教学ꎬ 参与完成的两项教改项目分获延安大学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年度教改项目一等奖ꎬ 其中一项获陕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 年度教

学成果二等奖ꎮ

　 　 白雪峰 　 延安大学马列学院副教授ꎬ 陕西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伙人ꎬ

延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ꎬ 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ꎬ 陕西省律师协会金融、

证券、 保险专业委员会委员ꎬ 大学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１ 日出生ꎬ 延川县中学初秋八七级四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中学读

高中ꎮ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原政教系) 学习ꎬ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毕业

留校ꎬ 先后在医学院学生处、 学生科、 办公室、 工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ꎬ 并担

任法律基础、 卫生法教学ꎮ ２０１３ 年调整到延安大学马列学院ꎬ 任副教授ꎬ 从事教学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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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人物

　 　 曹谷溪　 原名曹国玺ꎬ 笔名谷溪ꎬ 作家、 教授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

延安文艺学会理事、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 西安华西大学路遥文学院院

长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４１ 年农历 ２ 月 １ 日生ꎬ 陕西省清涧县郭家嘴村人ꎬ 延川中学初秋五九级

乙班、 高秋六二级毕业ꎮ 先后任炊事员、 通讯员、 公社团委书记、 延川县革委

会宣传组副组长、 通讯组组长、 «延安报» 记者、 «延安文学» 编辑、 副主编、

总编 (编审)、 延安市首届文联党组成员、 常务副主席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退休ꎮ

著有诗集 «延安山花» (与人合作)、 «第一万零一次希望» «我的陕北»ꎬ 论文集 «与文学朋

友谈创作»ꎮ 主编了 «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 纪实文学 «甘棠之思———－遆靠山延安 ４０ 年»

(与井海虹合作)、 «西北作家文丛» (两辑 ２１ 本)、 «绥德文库» (１８ 卷 ２０ 册)、 «志丹书库» (１９

卷 ２２ 册)ꎬ 编著纪实文学 «追思集» (内部发行)、 «高天厚土» «大山之子» «奉献树» (与郝瑜合

作)ꎬ 报告文学 «人民记者冯森龄»ꎬ 散文集 «青春旋律»ꎮ １９９９ 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

首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 和陕西省作家协会 “双五文学奖” 等ꎮ

　 　 浏阳河　 原名刘贤礼ꎬ 笔名浏阳河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ꎬ 中共党员ꎮ 永坪

镇源流湾村人ꎬ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五九级乙班、 高秋六二级毕业ꎬ

补习一年后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ꎬ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毕业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在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工作ꎬ 期间在解放军兰州空军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ꎮ

１９７０ 年回厂ꎬ 在政工组创办 «黄河工人报»ꎮ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调至延安地委通讯组ꎬ

后在延安报社担任编辑、 记者、 记者组长ꎮ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任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

副局长ꎬ 曾兼任延安地区文联副主席、 作协副主席ꎮ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调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任副所长 (正

处级)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退休ꎮ

上大学时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ꎬ 曾用流水、 小流等笔名ꎮ 出版著作有诗集 «三秦行

吟»、 散文集 «闹红» «万花山» «地椒» «延州列土志» «大陕北» «浏阳河词集» «浏阳河诗选» 等ꎮ

　 　 刘风梅　 女ꎬ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ꎬ 编审ꎬ 中共党员ꎮ 大禹街道办刘家圪崂

村人ꎬ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六七级毕业ꎮ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始ꎬ 在延安革命

纪念馆工作ꎬ １９７５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ꎮ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调任延安地区妇

联办公室主任ꎬ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任延安地区党史办副主任ꎮ １９８８ 年 ２ 调陕西省人民

检察院ꎬ 任副处级检察员ꎮ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调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ꎬ 任 «党风与

廉政» 杂志社副主编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任主编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陕西省委巡视组副

组长ꎮ 著有小说集 «春夜静悄悄» «月是故乡明»ꎬ 长篇传记文学 «谢子长» (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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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ꎬ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作序) «走近李焕政» «平民书记»ꎬ 长篇报告文学集 «黄土魂» «三

秦赤子» «高原ꎬ 星光灿烂» «守望黄土地»ꎮ 与他人合著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ꎮ 其作品先后获全

国性大奖 ２０ 余次ꎮ

　 　 曹伯植　 乳名朱元ꎬ 字直木ꎬ 号培植ꎮ 国家一级编剧ꎬ 中共党员ꎬ 毕业于

西北大学ꎬ 曾任延安道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ꎬ 延安民俗学会会长ꎬ 现任延安

文化研究会会长ꎬ 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ꎮ 延安大学民歌研究中心特

聘研究员ꎬ 延安市政协特聘文史委员ꎮ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ꎬ 中国曲艺家协会

会员ꎬ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ꎬ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ꎮ

杨家圪台镇下佛崾村人ꎬ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四级乙班毕

业ꎬ 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川县冯家崖小学任教ꎮ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调县文艺宣传队ꎬ

先后担任演奏员、 副队长、 队长ꎮ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调任文化馆馆长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任县人民剧团团长ꎮ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任文化局副局长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在西北大学编剧作家班学习)ꎮ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调任延

安地区文化文物局艺术科科长ꎬ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任延安歌舞剧团党委书记、 团长ꎬ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任延安市文

化局县级调研员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退休ꎮ 任延安培植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培植学校董事长ꎮ 著作有 «陕

北说书概论» «陕北说书音乐探究» «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 «陕北道情概论» «陕北道情音乐探究»

«曹伯植戏剧作品选» «陕北道情传统剧目选编» (６ 册)ꎬ 主编出版 «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上、

中、 下) 等ꎮ 创作、 编排戏剧、 小品、 秧歌表演等作品 ６０ 多部 (件)ꎬ 其中获国家、 省、 市级奖 ３０

多个ꎮ 个人投资 １００ 余万元ꎬ 参与编剧、 作曲ꎬ 由延安培植艺术学校排练演出了大型陕北道情剧 «乾

坤湾»ꎬ 延安市政府予以 ５０ 万元重奖ꎬ 成为延安私人投资大型舞台剧第一人ꎮ

　 　 冯山云　 画家ꎬ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冯

家崾村人ꎬ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生ꎬ 延川中学秋初六六级甲班学生ꎬ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延川中学毕业后回村务农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在李家河小学教学ꎬ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在中塬

小学任教ꎮ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转正ꎬ 分配至永坪文化馆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调入县文化馆ꎮ

２０００ 年任延川黄河旅游开发公司副经理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当选为新设的黄

河原生态文化保护发展协会会长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退休ꎮ

１９８１ 年起ꎬ 致力于延川剪纸、 布堆画发掘、 创新ꎬ 培养民间艺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作品收入

«西部布堆画艺术»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布堆画展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 ３１ 日ꎬ 参加法国巴

黎中法国际研讨会ꎬ 论文 «人活着就是文化» 收入法国社会科学院汇编论文集ꎮ 他的布堆画作品成

为延川民间艺术一大品牌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ꎬ 专攻油画ꎬ 创作农民肖像画 ２００ 余幅ꎮ 多次协助靳之

林教授考察、 开发了乾坤湾旅游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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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波　 原名李世旺ꎬ 笔名海波ꎮ 西安电影制片厂编辑ꎬ 陕西省作家协会

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李家河村人ꎬ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生ꎮ １９６４ 年秋考入延川县中学六七级甲班ꎮ 次年因家

境困难休学ꎬ １９６６ 年复学后插入六八级甲班ꎬ 但没几天就回了家ꎮ 任过赤脚医

生、 村革委会主任、 民办教师、 县剧团编剧ꎮ 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ꎮ １９８５ 年

经路遥举荐在青海文学刊物 «当代人» 编辑部工作ꎬ 年底调西安电影制片厂ꎬ

先后在专题部、 文学部供职ꎬ 成为陕西作协会员ꎮ 现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宣传处干事、 短片部总编

辑、 文学部编辑ꎬ 公安部主管的 «道路交通管理» 杂志编辑ꎮ

１９７１ 年始发表作品ꎬ 在 «山花» «延安文学» «延河» «青海日报» 等报刊发表小说、 散文、

诗歌、 戏剧作品 １００ 余篇ꎮ １９８５ 年在 «黄河» 第四期发表中篇小说 «农民的儿子»ꎮ 著有长篇小说

«红狐狸» «红尘劫» «高原落日» «民办教师» «小城欲望» «遥远的信天游»ꎻ 中篇小说集 «农民

儿子»ꎬ 散文短篇集 «烧叶望天笔记»ꎬ 自传纪实 «回望来路笑成痴»ꎮ 全国性的奖励有 “庄重文文

学奖” “冰心散文奖” 等ꎬ 省级有陕西省优秀故事奖、 农村小戏剧本奖等ꎮ

　 　 冯瑞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ꎬ 陕西省地方史志协会会员、 楹联

学会会员ꎬ 高中文化程度ꎬ 编辑职称ꎮ 政协延川县第五、 六届委员会委员ꎮ 乾

坤湾镇 (原土岗乡) 雷家岔村人ꎬ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师范一

班毕业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始ꎬ 先后在陈家塬小学、 刘坪店中学、 拓家川公社中学

执教ꎮ １９８４ 年调入延川县委党史办ꎬ １９９１ 年调入县志办任主任ꎮ 任副主编出版

«延川英烈» «中国共产党延川历史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延川县组织史资料

(第一卷) »ꎬ 任主编出版 «延川县卫生志» «延川县志» «民国延川县志点注» «延川年鉴» (创刊

号)、 «征程跋涉» «火红的岁月» «延川览胜» «延川县民政志» 等ꎮ １９９９ 年受聘撰写 «延安地区

志» 分志 «工业志»ꎮ 与他人合作ꎬ 并指导撰写了 «可爱的延川» «伟业名宿»ꎮ 主编的 «延川县

志» 荣获陕西省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授予 “地方志先进工

作者”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陕西省人事厅授予 “陕西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颁发 “为党史工作做出贡献” 荣誉证书ꎮ 其名先后被录入 «二

十世纪中国人物大典 (东艺集) » «世界名人录 (新世纪卷) » 等典册ꎮ

　 　 陈长春　 女ꎬ 延安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 副总编ꎬ 正高职称ꎬ 中共党员ꎮ

杨家圪坮镇陈家塬村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五级四班毕业ꎬ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回陈家塬村插队ꎮ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在延川县广播站工作 (期间在延安大

学政教系进修 ２ 年ꎬ 获专科学历)ꎬ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调延安市广播电视台ꎬ 先后任

编辑、 总编辑室主任ꎬ 副总编、 总编ꎬ 党委书记、 副总编ꎮ ２００１ 年出席陕西省

第十次妇女代表大会ꎮ 曾获陕西省 “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 “陕西省优秀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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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 等ꎮ 代表作有 «为了祖国的瑰宝» «林中三日» «平平淡淡总是真» «讨还绿色»ꎬ 作品集

«影像人生»ꎬ ５０ 集大型电视访谈节目 «我是延安人»ꎬ ８ 集文献纪录片 «追寻转战陕北之跃»ꎬ ６ 集

纪录片 «高原星火» 等ꎬ 多次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并获奖ꎮ

　 　 吕立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ꎬ 陕西省地方史志协会、 楹联学会、

作家协会会员ꎮ 文安驿镇 (原禹居镇) 杨家沟村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２５ 日生ꎮ 延

川中学高春七四级五班毕业ꎬ 回村务农ꎮ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关庄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调文安驿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调

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ꎬ １９８６ 年考入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毕业ꎬ 获

大专学历ꎬ 回教师进修学校任教ꎮ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任马家河乡成人教育专干ꎮ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调县方志办从事地方志编修ꎬ 任 «延川县志» 副主编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任副主任ꎮ 受聘编辑、 校

对 «延安地区志»ꎬ 编撰了 «延安地区志» 分志 «体育卫生志»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论文 «如何编修精品志

书之我见» 刊载于 «陕西史志» 第六期ꎬ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经 «中国作家» 杂志社、 中国新世纪理论经

典文库编委会评审ꎬ 入选 «中国新世纪理论经典文库»ꎬ 并获三等奖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ꎬ 独立主编出

版 «实用对联精华荟萃»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编著出版 «奇巧诗魅力无穷» 学术著作ꎬ 与吕立峰合编出版

«绝妙联语瑰丽神奇»ꎮ «奇巧诗魅力无穷» 学术著作被延安大学图书馆陈列、 收藏ꎮ ２０１１ 年受聘承

揽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延川年鉴» 编写ꎬ 任常务副主编ꎮ ２０１２ 年秋ꎬ 受聘为 «延安市志» 总纂ꎬ «中

共延川县党史» (第一卷) 执行主编ꎬ «延川文典» (故事卷) 副主编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受聘为 «延川

县煤炭志» 主编ꎬ １０ 月受聘编写 «延川县中学校志»ꎮ

　 　 郝风年　 教授ꎬ 笔名晓号、 浩川ꎮ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ꎬ 陕西省楹联学会副

主席ꎬ 陕西省杂文学会延安分会会员ꎬ 陕西省党建研究会理事ꎬ 中国延安精神

研究会理事ꎬ 延安市延安精神办公室主任ꎮ 大禹街道办石磕村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生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入伍ꎬ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加入共产党ꎮ 曾任延安师范学生会主席ꎬ

延川县永坪中学团委书记ꎮ １９８７ 年毕业于陕西省委党校ꎬ 任延安地委党校党史

党建教研室副主任、 副教授ꎮ 业余从事楹联和杂文创作ꎬ 先后在 «陕西日报»

«解放军报» «延安日报» «对联» 等报刊发表楹联数百幅ꎬ 其中 ４ 幅获全国性佳联奖ꎬ ３ 幅获陕西

省丁卯年迎春征联一等奖ꎬ １ 幅获二等奖ꎮ

王志诚　 高级记者ꎬ 研究生学历ꎮ 榆林日报社副总编辑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古寺村

人ꎬ １９６１ 年农历 ４ 月生ꎮ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ꎬ 在马家河公社古寺村当民办教师ꎬ 后再进延川县中学上学ꎬ

为延川中学高秋八〇级六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ꎬ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榆林日报社为记

者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任广告部主任ꎬ 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任记者部副主任ꎬ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任周末特刊部主任ꎬ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总编办主任ꎬ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任副总编辑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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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ꎬ 在中央党校政治学理论专业学习ꎬ 获在职研究生学历ꎮ

１９９７ 年被陕西省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ꎬ ２００５ 年被延安大学聘为中国语言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实习高级指导教师ꎮ ２００８ 年被榆林市委、 市政府授予 “榆林市有突出

贡献拔尖人才”ꎬ ２００９ 年出版新闻专著 «王志诚新闻作品集»ꎮ

　 　 陈梦岳　 原名陈文远ꎮ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ꎮ 杨家圪坮

镇陈家塬村人ꎬ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生ꎮ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延川县中学毕业ꎬ 考入西北大学

中文系ꎬ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安师范任教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调延川县委党校任

教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调延安地委党校任教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授予教授职称ꎮ 著有散文集

«蓦然回首» «田园秋语» «孤独的收获» 和诗集 «昨夜星辰»ꎮ 多篇作品获奖并

入选 «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 «中国当代散文精选» «全国散文作家精选集»

«２０１０ 年中国散文经典» «当代 １０ 名作家散文今选» 等ꎮ 其名被载入 «中国散文家大辞典»ꎮ

　 　 毛一奇　 陕西省作协会员ꎬ 中国监狱理论研究学会专家、 陕西省国学艺术

研究会研究员ꎮ 乾坤湾镇沙地村人ꎬ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６ 日生ꎮ １９８１ 年延川县中学毕

业ꎬ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５ 月毕业于延安地区农业机械化学校ꎬ ７ 月

分配至陕西省姚家坡农场ꎬ 历任分队长、 教育科干事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获汉语言

文学自修大专毕业证ꎮ １９９２ 年夏ꎬ 选送北京中国新闻学院学习两个月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ꎬ 调入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编

志办ꎬ １９９２ 年调监狱管理局报社从事记者、 编辑工作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任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罪犯改造

研究所主任编辑、 一级警督ꎮ 出版作品集 «遗鸟» «大墙之歌» «孤草泪» «铁窗与大学» «出门»

５ 部ꎬ 其中纪实作品集 «大墙之歌» 获司法部第四届 “金剑文化工程” 著作类二等奖ꎮ

　 　 刘贵生　 陕西省书法协会会员、 延安市书法协会理事、 延川县书法协会主

席ꎬ 大学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大禹街道办西沟河村人ꎬ 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ꎬ

延川中学春高八一级一班毕业ꎮ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招干到南河公社工作ꎬ 先后任民政

专干、 稍道河乡团委书记、 副乡长、 副书记、 高家屯乡副书记、 永坪镇副书记、

黑龙关乡乡长、 冯家坪乡乡长等职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调县畜牧站任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主任ꎬ 兼畜牧技术推广站站长ꎬ ２００８ 年当选为县政协委员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任畜牧兽医局局长ꎮ 爱好书法ꎬ 曾获 １５ 届母亲颂国际书画金奖ꎬ ２００９ 年获省纪检委、 农业

厅、 公务员书画大赛一等奖ꎬ ２０１３ 年获省人事厅组织的全省公务员书画大赛三等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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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凤珍　 女ꎬ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店则河

村人ꎬ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生ꎮ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延川中学高中文科班 (８ 班) 毕业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招干ꎬ 在延川县财政局工作ꎬ 现离岗ꎮ 挚爱文学ꎬ 笔耕不辍ꎮ 作

品多发表在 «读者» «延河» «草原» «延安文学» 等期刊ꎮ ２００１ 年起ꎬ 先在延

安大学学习ꎬ 后又在 «延安文学» 杂志社做编辑工作ꎻ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辞职ꎬ 受聘

于陕西省政协 «各界» 杂志社ꎮ ２０１１ 年短篇小说 «五升麦子» 获 «小说选刊»

第二届全国小说笔会三等奖ꎮ ２０１２ 年散文 «单位素描» 被 «延河» 第十期推选为 “精华选读”ꎮ

２００３ 年出版散文集 «最后的种地人»ꎬ 人物传记 «光景日月»ꎬ 部分作品入选陕北女子诗文集 «走

过青春»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出版散文集 «梦的颜色»ꎮ

　 　 苗秋艳　 女ꎬ 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ꎬ 延安市戏剧家协会会员ꎬ 延安市青

年联合会第一、 二届委员会委员ꎮ 杨家圪坮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瓦村河村

人ꎬ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七九级甲班毕业ꎬ 即在县剧团当演员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调延安市歌舞剧团任独唱演员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ꎬ 在中央党校延安分校学

习ꎬ 获大学学历ꎮ 多次参加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演出ꎬ 担任独唱演员ꎮ

在 «山花» «宝塔山» «华圣文化» 发表数篇散文ꎮ

　 　 董国军　 文安驿镇瓦依沟村人ꎬ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生ꎮ 延川中学高秋八一级八

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川县中学任教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调入延安电视台ꎬ 担任节目策划和撰稿人ꎮ

获奖的作品有电视剧 «智力投资»、 电视散文 «厚土»、 民歌故事剧 «走西

口»ꎬ 撰稿、 编导的专题片 «希望的田野» «新世纪新延安»、 外宣片 «延川

行» «天下第一陵»、 纪录片 «祖传的舞蹈———延川老秧歌» «陕北风» «咱们

的运动会»、 文献纪录片 «追寻转战陕北之路»ꎬ 党史专题片 «共和国不会忘记———来自延安重点

革命老区村的报道»、 纪录片 «李家千的光景日月ꎬ 冬ꎬ 春»、 访谈节目 «红色摇篮» 等ꎮ 著作有

«岁月有痕———从讲台到电视台»ꎮ ２００７ 年ꎬ 被陕西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评为 “全省语言文字工

作先进工作者”ꎮ

　 　 曹建标　 大禹街道办 (原马家河乡并入) 曹家圪崂村人ꎬ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秋八三级文科班毕业ꎬ 补习后于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考入榆林师专中

文系ꎬ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川县 «山花» 编辑部任主编ꎮ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入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制作高级研究班深造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获三级编剧职称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调北京电视台影视部任编导、 主编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调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

任栏目主编ꎬ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始在中央电视台 １２ 套任栏目主编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进入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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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学习ꎮ

早期以笔名 “漠风” 在 «星星诗刊» «诗歌报» 等诗刊发表诗作 １００ 余首ꎬ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ꎬ 在

«剧本» 杂志发表 «月亮还没有上来» 等微型话剧 ３ 出ꎮ

先后参与策划制作了北京电视台 «环球影视» «每日文娱播报» «博大影苑» (后改为 «天天影

视圈» ) 等栏目ꎬ 参与策划创办中央电视台十套 «当代教育»ꎬ 创办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 «魅力

１２» 栏目ꎬ 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ꎬ 参与策划制作了中央电视台 «夕阳红» «今日说

法» 特别节目ꎬ 北京电视台 «荧屏连着我和你» «同乐园» «影视圈» 特别节目ꎮ 参与创办北京电

视台 «歌舞门» «青年电影手册»、 广西卫视 «明星话多多»、 安徽卫视 «新影视周刊»、 吉林卫视

«新新银幕»、 深圳卫视 «创意中国» 等电视栏目ꎮ

主要获奖作品有戏剧小品 «尿的悲喜剧» (与曹京平合作)、 微型话剧 «高原谐虐曲» (与曹京

平合作)ꎬ 编导的电视艺术片 «陕北深情»、 小品 «干妈»、 纪实报道剧 «真情曲»、 大型纪录片

«长征»、 纪录片 «冯小刚与贺岁片» «西部民歌电视大赛» «阿诗玛»ꎮ 电视栏目专题作品有 «生

命无罪» «财产谜案» «动感民歌» «大兴灭门案» 等ꎮ

　 　 杨　 英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ꎬ 延安市作家协会会员ꎬ 大学学历ꎮ 大禹街

道办杨家坪村人ꎬ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４ 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八级理科班毕业ꎬ 一直从

事教育工作ꎬ 现执教于延远初级中学ꎮ

１９８３ 年始ꎬ 先后在 «山花» «延安日报» «延安文学» 等发表作品 １００ 余

篇 (首)ꎬ 获奖诗作有 «高原歌魂» «走近村庄» «这是咱陕北的信天游» «八

月ꎬ 耕作的父亲»ꎻ 散文 «是学生教育了我» 入编 «初涉教坛» 一书ꎬ 著有诗

集 «大山情韵» «陕北ꎬ 我的歌谣» 等ꎮ

　 　 梁向阳　 笔名厚夫ꎬ 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ꎬ 现当代文学硕士生

导师ꎻ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ꎬ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ꎬ 陕西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ꎮ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生ꎬ 文安驿镇 (原禹居镇) 梁家沟村人ꎬ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生ꎮ 延川

中学初秋七九级甲班、 高秋八一级一班毕业ꎬ 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毕

业ꎬ 分配至文安驿职业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在北京教育学院中

文大专班脱产学习ꎬ 毕业后先后在永坪中学、 延川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在陕西省

教育学院中文本科班脱产学习ꎬ ９ 月调入延安大学ꎬ 先后任中文系、 文学院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ꎬ 在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 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函授学习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路遥文学馆馆长ꎮ ２００８ 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会颁发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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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宝钢优秀教师奖”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当选为全国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获延安市第

二批有突出贡献专家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ꎮ

著作有 «天下壶口记»ꎬ 散文集 «走过陕北» «行走的风景»ꎬ 理论著作 «当代散文流变研

究»ꎬ 文学评论集 «边缘的批评»ꎮ 编著 «路遥研究资料汇编» «路遥纪念集» «路遥再解读»

«红色延安» (合著)、 «路遥传» 等ꎮ 散文 «漫步秦直道»、 评论 «高原生命的火烈颂歌ꎬ 民族

魂魄的诗性礼赞» 入选中学语文教材ꎮ 论文 « “大散文”: 意象阔远的散文天地» 获第二届 “冰

心散文奖”ꎻ «当代散文流变研究» 获 “柳青文学奖”ꎻ «红色延安» 获 “陕西省社科界优秀科普

读物奖”ꎮ

　 　 刘洁琼　 女ꎬ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剪纸艺术交流联谊会副主席ꎬ 陕

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农民画协会常务理事ꎬ 延安市文化研究会会员、 民间文

艺家协会理事ꎬ 延川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ꎮ 文安驿镇白家塬村人ꎬ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中毕业ꎮ

自幼受母亲高凤莲剪纸艺术的熏陶ꎬ 凭着聪明才智和勤学苦练ꎬ 在剪纸、

布堆画事业上取得一定成果ꎮ １９９８ 年始ꎬ 先后获金奖的剪纸作品有 «黄土地上

的信天游» «信天游飞出黄土地» «黄土高坡的歌» «花轿到门前» «陕北风情» «喜迎奥运» «黄河

人家» «小院» 等ꎻ 布堆画作品 «沃土灵花» 获第四届中国民间艺人节 “山花奖”ꎮ 出版有 «刘洁

琼剪纸百牛图» 等ꎮ 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妇女民间手工艺能手、 陕西省巾帼创业先锋、 陕西省巾帼建

功标兵、 最受欢迎的陕西民间艺术家ꎮ

　 　 贺延文　 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ꎬ 陕西省合唱协会常务理事ꎬ 高级政工师ꎬ

大学学历ꎬ 中共党员ꎬ 永坪炼油厂工会主席ꎮ 延川人ꎬ 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五级二班毕业ꎮ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延长油矿管理局技工学校ꎬ 分配

至延安炼油厂常压车间ꎮ １９８９ 年调工会担任宣传干事ꎬ 兼机关团支部书记ꎮ

２００６ 年任延安炼油厂原油车间副主任ꎬ ２０１０ 年任电气车间党支部书记兼副主

任ꎬ ２０１３ 年任永坪炼油厂工会主席ꎬ

１９９１ 年负责组建延安炼油厂第一支电声乐队ꎬ 次年负责组建第一支大型军乐队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组

织代表队参加陕西省石化厅举办的文艺调演ꎬ 获团体一等奖ꎻ 翌年ꎬ 组织秧歌代表队参加延安市元

宵节秧歌汇演ꎬ 获团体一等奖ꎮ ２０１１ 年撰写论文 «浅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文化建设中的对策»

«浅谈提高基层党支部书记履职能力»ꎬ 分别刊登于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杂志第一、 三期ꎻ «企业

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刊登于 «唐都学刊» 第 ２７ 卷 (ＣＮ６１－１０５６ / Ｃ)ꎮ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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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建军 　 北京法制晚报社摄影记者ꎬ 摄影视觉中心副主任ꎻ 大学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生ꎬ 延长县黑家堡人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五级二班

毕业即入伍ꎬ 在步兵第四十七集团军服役ꎬ 曾参加老山前线对越轮流作战ꎬ

荣立三等功一次ꎮ １９８９ 年转业至延长油矿工作 (期间在天津工艺美院和中央

党校延安分校分别获大专和本科学历)ꎮ ２００４ 年调北京 «法制晚报» 社任摄

影记者、 摄影视觉中心副主任ꎮ 采访报道过 ２００８ 年南方冰灾、 汶川地震、 奥

运火炬境外传递、 北京奥运会和 ２００９ 年国庆大阅兵、 ２０１０ 年甘肃舟曲泥石流、 ２０１２ 年全国 “两

会” 等重大事件ꎮ 荣获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年度北京新闻奖和 ２００７ 北京 ２４ 小时影像大赛金牌奖及

“２００８ 北京奥运摄影大赛” 佳作奖ꎮ 先后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抗震救灾优秀

摄影家”ꎮ 先后在 «法制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摄影家» «大众摄影» «百名摄影记者———

聚焦大地震» «２００８ 抗击冰雪大纪实———冰雪突围» «百名摄影记者———聚焦中国» 等报刊杂志

发表摄影作品 １ 万余幅ꎮ

　 　 刘宏祥　 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会员ꎬ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版

画艺委会委员ꎬ 延安美术家协会理事ꎬ 延川县文联主席、 美术家协会主席ꎬ 中

共党员ꎮ 延水关镇北村人ꎬ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八五级二班毕业ꎮ 先

后就读于延安师范美术班、 延安大学美术学专业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在永坪文化馆

参加工作ꎬ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调县文联工作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任副主席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任

主席ꎮ

主要从事黑白木刻创作ꎬ 百余幅作品发表于 «美术报» «美术» «中国艺术报» «文化艺术报»

等报刊杂志ꎬ 业绩收录于 «世界名人录» «延川县志»ꎮ 主要作品有 «迎新春» «这方水土这方人»

«窑系列» «黄河喜事» 等ꎻ 获奖作品有 «打起腰鼓唱起歌» «家园» «黄河人家» 等ꎻ 出版有 «刘

宏祥黑白木刻» «刘宏祥版画小品集» «宏祥黑白版画作品集» 等ꎮ

经济人物

　 　 曹崇廉　 延安石化集团公司副经理ꎬ 高级政工师ꎮ 大禹街道办 (原马家河

乡并入) 曹家塬村人ꎬ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六二级乙班、 高秋

六五级毕业ꎬ 考入西安矿业学院ꎬ 就读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ꎬ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毕

业ꎬ 分配至延长油矿工作ꎬ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７４ 年任青化砭油田

钻井队党支部书记ꎬ 曾先后任油田政工组、 生产组组长及副主任等ꎮ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始ꎬ 历任延长油矿党委副书记ꎬ 子长油矿党委书记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党委副

书记、 副局长ꎬ １９９２ 年授予高级政工师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任常务副局长ꎬ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任延安石化集团

公司副经理ꎬ ２００６ 年退职修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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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刘耀华　 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正厅级)ꎬ 中国青年企

业家协会副秘书长、 陕西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ꎬ 大学学历ꎮ 延水关镇刘家

畔村人ꎬ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二班毕业ꎮ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至

１９８７ 年在延川县工作ꎬ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公社团委书记、 县计

划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委员会主任ꎮ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５ 年在陕西省农业厅系统工作ꎬ

先后任省骊山玻纤厂副厂长、 西安金龙大酒店党总支书记兼总经理、 省华林企

业集团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ꎬ １９９４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优秀青年企业家ꎬ 被共青团中央

授予优秀青年企业家ꎻ 期间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ꎮ １９９６ 年被省政府任命为中国陕西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公司副总经理ꎬ ２００５ 任陕西省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正厅级)ꎻ ２０１１ 年任

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ꎮ

陕西建工集团凭借 ２０１３ 年合同签约额 ８５０ 亿元、 营业收入 ５１２ 亿元的骄人业绩ꎬ 第 １３ 次荣登

“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 榜单ꎬ 第 ４ 次跻身 “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ꎬ 分别名列第 ２３１ 位和第 ８

位ꎬ 位次两年累计前移了 ９０ 位和 ６ 位ꎬ 荣获中国建筑 “十大品牌企业” 称号ꎮ

　 　 王立新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延安分局副局长兼纪委书记ꎬ 在职研

究生学历ꎬ 高级经济师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古寺村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师范二班毕业ꎬ 先后任中、 小学教师ꎬ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ꎬ 在西安市财贸学校学习并毕业ꎬ 分配至农行延川县支行工作ꎮ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调农行延安地区支行干部学校任教ꎬ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调人民银行延安

分行ꎬ 任科长、 金融系统纪委书记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延安分局副局长兼纪委书记 (期间学习金融专业ꎬ 获大专学历ꎻ 经济专业本科学历ꎬ 西北大学

ＭＢＡ 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专业毕业ꎬ 获硕士学位)ꎬ １９９２ 年被评为会计师ꎬ ２００１ 年被中国人民银

行评为高级经济师ꎮ 工作期间ꎬ 先后在省、 部级刊物发表论文 ２０ 余篇ꎬ 被评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

省区优秀纪委书记ꎬ 参与 «延安金融志» 编写、 出版ꎮ

　 　 李维华 　 陕西省农业干部学校副校长ꎬ 大专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寺河村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五级七班毕业ꎮ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毕业ꎬ 留校任教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调回任县

教研室主任ꎬ 后依次任文安驿中学校长、 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ꎬ 禹居乡党委

副书记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调陕西省果品加工厂ꎬ 历任副厂长、 厂长 (副处级)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调陕西省农工贸集团ꎬ 历任总经济师、 纪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陕西省农业干部学校副校长ꎮ 曾作为中国援非项目负责人赴喀麦隆援建中国农业示范

中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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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鑫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 (集团) 延安分公司副总经理ꎬ 中共党员ꎮ 文

安驿镇 (原禹居镇) 党家沟村人ꎬ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五级

七班毕业ꎬ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ꎬ 先后在禹居镇琯峪沟初级中学、 禹居中学任民办

教师ꎮ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在延安师范上学ꎬ 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毕业后分

配至延川中学任教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 在延安教育学院离职进修中文

专科ꎻ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年ꎬ 在职参加陕师大成人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学习并毕业)ꎬ

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 教育处主任、 副校长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调任县教科文体局副局长ꎬ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调任广播电视局局长ꎬ 兼广电中心主任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任陕西广电网络传媒 (集团) 延川支公司经

理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调任广电网络延安分公司工会主席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陕西广电网络传媒 (集团) 延

安分公司副总经理ꎮ

　 　 刘邦定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油气勘探公司纪委副书记、 监察室主任ꎬ

在职本科学历ꎬ 高级政工师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ꎬ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延川县

中学毕业ꎬ 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延长七里村油矿子校任

教ꎬ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 在延安教育学院学习ꎬ 毕业后调至延长油矿管

理局子弟中学任教ꎮ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先后在延长油矿管理局教育

培训处和延长油田人力资源处工作ꎬ 任教育督导室主任ꎮ １２ 月调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公司油气勘探公司工作ꎬ 任纪委副书记、 监察室主任ꎮ

曾被中石油集团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ꎻ 延长油矿管理局先进科技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 党风

廉政先进个人ꎻ 油气勘探公司优秀纪检监察干部等ꎮ

　 　 梁鹤飞　 高级政工师ꎬ 大学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文安驿镇上驿村人ꎬ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生ꎮ 延川中学高秋八一级八班毕业ꎬ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在土岗乡中学任教ꎮ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到延长油矿管理局子弟中学任教ꎬ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调延长油矿管理局七

里村油矿党委办公室工作ꎬ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任延长油田七里村采油厂采油大队党支

部书记兼大队长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延长油田七里村采油厂井下大队党支部书记

兼大队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调任油气勘探公司天然气勘探开发部党委委员、 副经

理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油气勘探公司南区勘探指挥部指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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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行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油气勘探公司党委委员、 工

会主席ꎬ 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ꎬ 高级政工师ꎮ 延水关镇 (原马家河乡并入) 店

子河村人ꎬ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秋八一级八班毕业ꎬ 考入陕西师范大

学榆林专修科中文专业ꎬ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永坪中教任教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调政协延川县委员会工作ꎬ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调延长油矿管理局子北试采队ꎬ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任子北试采指挥部党办副主任ꎬ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调任延长油矿管理局办公室文秘科科长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

专业学习ꎬ 获本科学历)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任办公室副主任ꎬ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任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延长油田集团有限公司油气勘探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在亚洲 ‹澳门› 国际公开大学工商管理在职研究生班学习ꎬ 获硕士学位)ꎬ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公司

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ꎮ

　 　 王　 逵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青平川采油厂党委书记、 副厂长ꎬ 政工

师ꎬ 在职研究生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生ꎮ 延水关镇人ꎬ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在延川中学上学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永坪中学高中毕业ꎬ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ꎬ 在延长油矿管理局青平川钻采公司参加工作ꎮ １９８８ 年任 ４０２ 钻井队

队长ꎬ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任生产科副科长ꎬ １９９２ 年任青平川钻采公司关庄指挥部副

指挥ꎬ １９９３ 年任延长油矿管理局青平川钻采公司副经理ꎬ １９９６ 年任延川县石

油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兼青平川钻采公司经理、 党支部书记ꎬ １９９９ 年任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ꎬ

２００２ 年被团省委授予陕西省青年突击手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６ 日任总经理ꎬ ７ 月被团省委、 陕西省青

年企业家协会授予第九届陕西省优秀青年企业家ꎬ ２００５ 年被延安市委、 市政府授予延安市劳动

模范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任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青平川采油厂厂长、 党委副书记ꎬ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任党委书记、 副厂长ꎮ 延川县第十五届、 十六届人大代表、 委员ꎬ 延安市第二次党代会代表、 延

安市第三届人大代表ꎮ

　 　 贺小平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经理ꎬ 在职研究生学历ꎬ 中共

党员ꎮ 杨家圪坮镇孙家塬村人ꎬ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八六级六班毕

业ꎬ 高秋八九级二班上学ꎬ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转入延安市第二中学上学ꎬ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大学化学系ꎬ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永坪炼油厂催化车间工作ꎬ

曾任班长、 技术员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调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综合科

干事、 负责人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副经理ꎬ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经理ꎮ

曾参与 ＩＳＯ９００２ 质量体系认证和 «不切料洗塔» 科技项目ꎬ 负责或组织完成油田公司 « “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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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发展规划» «规章制度汇编» «工作流程手册» « “四定” 方案» 及南区采油厂撤并、 蟠龙

采油厂合并等改革工作ꎬ 组织拟订油田公司管控体系 ５ 项成果ꎮ 曾荣获全国优秀 ＱＣ 成果奖、 油田

公司管理标兵、 先进工作者ꎮ

英模人物

　 　 高加乐　 大禹街道办大高山村人ꎬ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五

九级丙班、 高秋六二级毕业ꎬ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参加

工作ꎬ 历任小学教师ꎬ 眼岔寺公社中学教导主任ꎬ 冯家坪、 关庄公社教育专干ꎮ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调县人民检察院ꎬ 先后任书记员、 刑检科长ꎮ １９８５ 年被陕西省检察

院评为先进工作者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在严打斗争中成绩显著被陕西省检察院评为先

进个人ꎬ 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检察系统优秀刑检干部ꎮ 中共陕西省第七届

代表大会代表ꎮ

　 　 高树栋　 大禹街道办高家圪坮村人ꎬ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五

九级乙班、 高秋六二级毕业ꎬ 补习一年于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ꎬ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毕业ꎬ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中学教师ꎬ 稍道河公社

中学革委会主任ꎬ 永坪中学校长ꎬ 职工文化补习学校校长ꎬ 城关小学校长、 协

理员ꎮ １９８７ 年被延安地区评为模范教育工作者ꎬ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

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ꎮ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ꎮ

　 　 马学义　 乾坤湾镇 (原土岗乡) 枣坬村人ꎬ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生ꎮ 延川中学初秋

六二级戊班学生ꎬ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历任民办教师、 县农村文化工作队干

部、 百货公司营业员、 运输公司司机ꎬ 人民法院司机、 审判员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任县药材公司经理ꎬ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任延安地区药材

医药公司副经理ꎮ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ꎬ 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成绩显著ꎬ 陕西省

委、 省政府、 省政法委、 省总工会授予劳动模范ꎮ

杨振业　 管理师ꎮ 大禹街道办杨家圪塔村人ꎬ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一级己班

毕业ꎮ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历任延安地区防疫站医士ꎬ 延川县文安驿、 张家河地段医院医士ꎬ 县

卫生局干事ꎬ 防疫站站长ꎬ 卫生局副局长ꎬ 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主任ꎬ 计划生育局局长ꎮ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被陕西省委宣传部、 省司法厅评为全省普法工作先进个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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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 年 ３ 月ꎬ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ꎮ

张凤莲　 女ꎬ 中专学历ꎬ 会计师ꎮ 文安驿镇下驿村人ꎬ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六一级

丙班、 高秋六四级毕业ꎬ 考入陕西财贸干部学校ꎬ 毕业后参加工作ꎬ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曾任志丹县人民银行会计ꎮ １９７３ 年调入延长油矿管理局ꎬ 先后任采油车间会计ꎬ 局财务科会计、 副

科长、 科长ꎬ 审计科科长等ꎮ １９７８ 年被评为石油部财务系统先进工作者ꎮ １９９３ 年任油矿管理局企

管处处长ꎮ

李凤鸣　 杨家圪坮镇槐树坪村人ꎬ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生ꎬ 延川中学初五九级丙班毕业ꎬ １９７３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原杨家圪坮乡政府干部ꎮ １９７４ 年以来长期担任槐树坪大队干部ꎬ １９８２ 年任村党

支部书记ꎬ 团结 “一班人”ꎬ 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ꎬ 经十多年奋战ꎬ 使槐树坪成为名闻全县的

富裕村ꎬ 人均收入 “双过千”ꎮ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年延安地委、 陕西省委授予先进党支部称号ꎬ １９９３ 年获

省级先进村称号ꎮ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陕西省委授予其模范共产党员称号ꎬ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省人民政府授予省

劳动模范称号ꎮ

　 　 都桂萍　 女ꎬ 中师学历ꎬ 小学高级教师ꎬ 中共党员ꎮ 大禹街道办高家湾村

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生ꎬ 延川中学初秋七〇级二班、 高春七二级四班毕业ꎮ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始ꎬ 先后在马家店、 马家坪、 城关中学任教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任南关小学副教

导主任ꎮ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调北关小学ꎬ 先后任教导主任、 副校长ꎬ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任校

长ꎮ １９９７ 年为陕西省小学管理研究会会员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ꎬ 被团中央授予 “全国

希望工程园丁奖”ꎮ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当选为中共延安市第一届党代会代表ꎮ

　 　 白春林　 大专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大禹街道办贺土坪村人ꎬ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师范一班毕业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ꎬ 在城关公社贺土

坪小学任教ꎮ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参军ꎬ 在宁夏军区石咀山军分区警卫连服役ꎬ 任班

长ꎮ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ꎬ 随部队到宁夏平罗县西大滩抗洪救灾中表现突出荣立二等

功ꎬ １０ 月被宁夏回族人民自治区政府授予 “先进工作者”ꎮ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退伍ꎬ

先后在城关、 高家湾、 高家圪坮、 南关小学任教ꎬ 期间在延安师范上学ꎮ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任教研室副主任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调劳动人事局工作ꎬ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任民政局副局长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兼任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ꎬ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市委、 市政府授予全市双拥工作先进个人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民政局协理员ꎮ 政协延川县第六、 七届委员会委员ꎮ

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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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志峰　 文安驿镇周树塬村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生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７４ 年毕业于

延川县中学ꎬ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始ꎬ 在文安驿镇周树塬村任民办教师ꎬ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考

入洛川师范民教办进修ꎬ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毕业ꎬ 分配至文安驿镇下驿中心小学任

教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调贾家坪镇教办工作ꎬ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调禹居镇基教办工作ꎮ ２０１２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ꎮ

杨生东　 大禹街道办园则河村人ꎬ １９５８ 年生ꎬ 中共党员ꎮ 延川中学高春七六级一班毕业ꎬ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先后为小学教师ꎬ 贺家湾、 黑龙关中心小学校长ꎮ 在山区教育事业中做出显著成

绩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ꎬ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山区模范教师ꎮ

　 　 张清明　 文安驿镇前马沟村人ꎬ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生ꎬ 延川中学高春七三级

三班毕业ꎮ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任本村赤脚医生ꎬ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在县共大医

学班上学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任文安驿中心卫生院防疫专干ꎬ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在县人民医院进修ꎮ １９８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任文安驿镇中心卫

生院院长ꎮ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被陕西省卫生厅评为 “创佳评差” 最佳个人ꎬ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被

评为陕西省基层计划免疫先进个人ꎻ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被国家卫生部博爱工程委员会授予

计划免疫先进个人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在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中做出突出贡献ꎬ 被陕西省卫生厅评为先进个人ꎮ

　 　 杨世荣　 大学文化ꎬ 中共党员ꎮ 大禹街道办杏山村人ꎬ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生ꎬ 延

川中学高秋八六级文科班毕业ꎮ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任教育局财务股干事ꎬ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任教育局办公室主任ꎬ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教育局党委委员、 纪检副书记、 监察室主

任ꎬ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副局长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在第一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工作中被评为国家级先进个人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在二片地区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建设中被国家教育部、

财政部评为先进个人ꎮ

　 　 高　 艳　 女ꎬ 大禹街道办张家湾村人ꎬ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 １ 日ꎮ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延川

县中学高中毕业ꎬ 在马家河食品厂工作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任张家湾村委会主任ꎬ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党支部书记ꎮ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获陕西省 “三八红旗手” 称号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获陕西省第十五届 “十大杰出青年” 称号ꎬ １２ 月 ３０ 日被国家发改委、

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表彰为国家西气东输工

程建设先进个人ꎮ 延川县十六、 十七届人大代表ꎬ 十八届党代会代表ꎻ 延安市

第二、 四届人大代表ꎮ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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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助校名人

　 　 高凤兰 　 贾家坪镇高家千村人ꎬ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生ꎬ 大专学历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参加工作ꎬ 先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ꎬ 关庄、 贾家坪人民公社党委副

书记、 副主任ꎬ 县直机关党委书记和卫生局党委书记、 局长等ꎬ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任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任县委副书记ꎬ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当选政协延川县

委员会主席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退居二线被推选为县慈善协会会长ꎬ 先后争取慈善

项目 ３２ 个ꎬ 募集善款 (物) ２７８８ 万元ꎬ 开展各类救助活动 １０６ 次ꎬ 先后救助

贫困大学生 １５３６ 人次 ７２４ 万元、 贫困中小学生 １６８５ 人次 ３４１ 万元ꎮ 几年来为延川中学争取江苏无

锡木业包装责任有限公司 “徐平百万奖学金项目” 和中国依恋集团 “阳光班” 百万助学项目ꎬ 以

及协调无锡爱心人士范跃宁为学校 ５０ 多名贫困学资助 ５ 万余元ꎬ 使该校 ２００ 余名贫困生生活得到

保障并完成学业ꎮ

延川县慈善协会被陕西省慈善协会授予首届三秦慈善组织奖ꎬ 高风兰被中华慈善总会授予中华

慈善突出贡献奖ꎮ

　 　 范跃宁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生于江苏南京ꎬ 无锡市发改委公务员ꎬ 兼任陕西省及

延安市慈善专员ꎬ 贵州凯里市政府、 黄平县政府慈善顾问ꎬ 春晖行动特聘 “春

晖使者”ꎻ 纪录电影 «美丽乡愁» 主人公ꎮ

１９９８ 年始ꎬ 连续 １７ 年 ９０ 次深入延安、 ５１ 次前往贵州贫困山区志愿慈善扶

贫ꎬ 累计志愿服务时间 ２ ０５ 万小时ꎬ 总里程围绕地球 １３ 圈之多ꎻ 个人捐款 ３０

多万元ꎬ 代动社会上万名爱心人士捐资捐物总额达 ２０００ 多万元ꎮ 长期资助延

安、 贵州困难学生 ５０００ 多人ꎬ 帮助两地贫困农民上万人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始资助延川中学贫困生ꎬ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共资助 ２４３ 人次 １５ ５９ 万元ꎮ 范跃宁先后荣获中国诚信贡献个人ꎻ 第 ９ 届 “中华慈善

奖” 提名候选人ꎻ 首届江苏省、 第二届陕西省道德模范ꎻ 首届无锡市、 延安市道德模范ꎻ 陕西省三

秦慈善奖、 奉献奖、 三秦善星奖ꎻ 延安圣地慈善功勋人物奖ꎻ 无锡市十佳志愿者之星、 十大慈善公

益人物等荣誉称号ꎻ 被授予 “延安市荣誉市民” “延川县荣誉市民”ꎻ 被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

电视台、 中国网络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誉为 “公益雷锋”ꎬ 被中宣传部确定为全国典型ꎮ

　 　 庞永宁　 延安圣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ꎮ 延安市政协常委、 陕西

省建筑协会常务理事、 延安市工商联副主席ꎮ 大禹街道办小高山村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生ꎮ 先后在延安禾草沟煤矿、 延安重工业建筑安装公司工作ꎬ 任公司

副经理ꎮ １９９１ 年辞职下海ꎬ 自主创业ꎮ 经 ２０ 多年奋力打拼ꎬ 创办延安圣远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ꎬ 发展成为年产值 ６ ５ 亿元的企业ꎬ 业务涉及建筑、 房地

产开发、 小额贷款、 教育产业、 实业投资等企业集团ꎬ 为延安经济发展做出了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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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ꎮ 他致富不忘家乡ꎬ 给村里建便桥、 修公路ꎬ 拉电、 建自来水ꎬ 修希望小学ꎮ

庞永宁投资 ７０００ 万元创办延远初级中学ꎬ 学校曾荣获全国优秀实验学校、 全国青少年普法教

育先进集体、 全国新课程改革先进学校ꎮ 他减免该校贫困生学费累计达 １７００ 多万元ꎬ 并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ꎬ 十多年资助 ３００ 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ꎬ 其中延川中学所考大学生 １５０ 余名ꎬ 每年生均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元ꎮ 贫困生刘江ꎬ 从高中资助到大学ꎬ 直至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ꎬ 现在北京地质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供职ꎻ 李江平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ꎬ 现任南京公路设计院项目经理ꎻ 白改艳毕业于

北京化工大学ꎬ 供职于北京广大都成科技有限公司ꎮ 他为四川汶川、 青海玉树地震等灾区捐款ꎬ 助

学与公益慈善事业累计付出达 ３５００ 多万元ꎮ

庞永宁被中华慈善总会评为 “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人物奖”ꎬ 被陕西省评为 “陕西省慈善人物” 奖ꎬ

“第二届陕西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ꎮ 曾获延安市十大慈善新闻人物、 首届十大经济新

闻人物和圣地慈善功勋人物奖等ꎻ ２０１５ 年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ꎮ 公司曾多次被省、 市、 区政府评

为优秀民营企业、 先进企业、 “三 Ａ 信用等级” 企业、 “陕西省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ꎮ

　 　 花世华　 董事长ꎬ 高级工程师ꎬ 大学学历ꎮ 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ꎬ 在南通三建王浩建筑公司任施工员ꎬ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任项

目经理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任海门市中联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总经理ꎬ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任

南通市中联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任南通中联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中联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ꎬ ２００７ 年兼任海门市建筑行业协会理事会副会长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与延川中学达成资助贫困生意向ꎬ １２ 月 ４ 日为 ２６ 名贫困生发放助学金 １３ 万元ꎬ 生均 ５０００ 元ꎻ

２０１０ 年回访资助贫困生 １７ 名 ８ ５ 万元ꎬ ２０１１ 年资助 １０ 名 ５ 万元ꎮ ３ 年资助延川中学贫困生 ４０ 人

次 １６ ５ 万元ꎮ

花世华获 ２００３ 年第四届海门市 “十大杰出青年”ꎬ ２００６ 年南通市建筑业明星企业经理、 建筑

业优秀企业经理ꎬ 海门市十大创业能手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优秀企业经理ꎬ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被评为南通市建筑业明星企业经理、 建筑业突出贡献奖ꎬ ４ 月被评为南通市劳动模范ꎬ １２ 月被评为

南通市建筑业优秀企业经理、 海门市建筑业优秀企业经理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两次被评为

江苏省建筑业优秀企业经理ꎮ

　 　 高宽卓　 依恋集团 (中国区) 企业社会责任部北方区总经理ꎬ 热衷慈善事

业ꎬ 经延川县慈善协会会长高风兰牵线搭桥ꎬ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代表依恋集团员

工与延川中学达成救助贫困生意向ꎬ 集资救助贫困生ꎬ 设依恋阳光班 ２ 个 １００

人ꎬ 年生均 ３０００ 元ꎬ 次年增为 ３ 个班 １５０ 人ꎬ 至 ２０１５ 年达 ４ 个班 ２００ 人ꎬ 累计

发放贫困生救助金 １３５ 万元ꎮ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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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平　 江苏前程工业包装有限公司、 全亚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长ꎬ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副主任ꎬ 中国包装联合会常务理事、

包装联合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包装技术标准委员会委员ꎬ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

疫协会木质包装分会会长ꎬ 无锡安徽商会副会长、 党支部书记ꎮ 前程包装不仅

属于有限股东ꎬ 更以服务大众为目标ꎬ 承载多重社会责任ꎮ 他热心公益事业ꎬ

积极参与社会捐款ꎬ 多年来资助贵州、 延川贫困地区学生上学ꎬ 并在延川中学

和广德中学专门设立 “徐平百万奖 (助) 学金” 以激励成绩优异学生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 至 ２０１７ 年

止ꎬ 每年资助奖励延川中学 １２ 名高考优秀应届毕业生ꎬ 金额 ５０００ 元、 ３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０ 元不等ꎬ 计

３ ４ 万元ꎻ 资助 ２１ 名家庭贫困学生ꎬ 每人 ２０００ 元ꎻ 应急金 ４０００ 元ꎻ 总共 ８ 万元ꎮ

徐平为 ２０１２ 年中国托盘人物ꎬ ２０１０ 年中华百名优秀徽商ꎬ 无锡十佳先进企业家ꎬ 中国 ＣＥＯ 俱

乐部百名贡献人物ꎬ 爱心大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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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忆录

回母校　 忆路遥

———在延川中学 “路遥纪念室” 揭牌开展仪式上的讲话

曹谷溪

尊敬的延川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有幸回延川中学参加 “路遥纪念室” 的揭牌开展仪式ꎬ 感到非常高兴! 延川中学ꎬ 是著

名作家路遥的母校ꎬ 也是我的母校ꎮ 作为一个老校友、 作家路遥的生前好友ꎬ 来到这所学校更是有

一种别样的难以言表的情感冲动!

刚才ꎬ 有人称我为 “曹老”ꎮ 不行呀ꎬ 我曾是这个学校里的 “念书娃娃”!

我是 １９５６ 年从绥德考区分配到延川中学初 ５９ 级的学生ꎮ 那时候ꎬ 延川县隶属绥德专员公署ꎬ

全专区统一招生ꎬ 延川中学三个初中班共招 １８０ 名学生ꎬ 全县达到分数线的只有 １１５ 名ꎬ 所以就从

绥德考区拨来 ６５ 名ꎬ 我就是其中的一名ꎮ

从初中到高中ꎬ 我在这所中学整整学习、 生活了六年之久ꎮ 这里的一草一木ꎬ 这里的每一个白

天和夜晚ꎬ 这里的老师和朝夕与共的同学ꎬ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ꎮ

我们是延川中学的第一届学生ꎮ 建校初期ꎬ 校舍不足ꎬ 连个上操的平地也没有ꎮ 老师和我们一

起抡镢挥铣平操场ꎬ 杠抬背扛搬料石ꎬ 每天早饭前到新家沟背三回石头ꎬ 每天下午晚饭后还要到沟

里背三回石头: 在困难的日子里ꎬ 总是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ꎬ 每天下午都要出去 “打食”ꎮ “打食”

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同学们之间的专用词汇ꎮ 几个人结伴上山拣拾老乡收获时遗漏在地里的小

洋芋、 萝卜头、 玉米棒ꎬ 或者摘一把酸枣儿ꎻ 有时趟过秀延河ꎬ 到地里挖菜根充饥路遥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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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都写进他的中篇小说 «在困难的日子里»ꎮ 应该说ꎬ 我就是在延川中学树立了为文学艺术事业

终身奋斗的理想ꎻ 同样ꎬ 作家路遥也是在这里起根发苗ꎬ 一步步迈进辉煌的文学殿堂!

路遥也是延川中学初六六级的学生ꎮ 在学校时ꎬ 我俩并不相识ꎮ 用路遥的话说: 我和谷溪最初

相识在那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尾声部分ꎮ 本来ꎬ 我们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 “营垒”ꎮ 漫长而无谓

的斗争ꎬ 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ꎬ 带来的是精神上死一般的寂寥ꎮ

在两大派群众之间敌对情绪还十分强烈的时候ꎬ 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ꎬ 文学将我们结成了朋

友ꎬ 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 (见 «路遥文集» 第二卷 “土地的寻觅” )

路遥是在仕途失利之后才把自己生命的 “赌注” 押在了文学创作来的ꎮ

无须讳言ꎬ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ꎬ 在他的学步阶段其文学水平、 艺术素养还是很低的ꎮ 他最

早的诗作还只是一些顺口溜ꎮ

记得他给我一首诗歌ꎬ 题目是: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ꎮ

明明感冒发高烧ꎬ 干活尽往人前跑ꎻ

书记劝ꎬ 队长说ꎬ 谁说他就和谁吵ꎻ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ꎬ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这首诗ꎬ 我推荐发表在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ꎮ 以后ꎬ «延安报» 上也发表

过他的这首诗作ꎮ 我们从路遥的这个作品可以看出他当时还处于文学创作的 “学步” 阶段ꎮ

路遥最早写诗歌ꎮ 以后ꎬ 他觉得 “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 不适合自己的脾胃ꎬ 于是就开始写小

说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山花» 第 ７ 期上就发表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 «优胜红旗»ꎬ 不久被 «陕西文艺»

创刊号选载ꎮ 路遥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悟ꎬ 加上他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ꎬ 他在小说创

作方面一步一个新台阶ꎮ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 １ 日路遥给我来信说: 他的 “那个写 ‘文化革命’ 的中篇小说 (即 «惊心动魄的

一幕» ) «当代» 已决定用ꎬ 五月初发稿ꎬ 在 «当代» 第三期上ꎮ 这部中篇 «当代» 编辑部给予很

高的评价ꎬ 秦兆阳 «当代» 主编给予了热情肯定ꎮ 另外ꎬ «山花» 第四期已发了那个短篇ꎻ «雨花»

已通知用 «青松与小红花»ꎻ 河南 «奔流» 也可能用一篇一万字的小说ꎻ «延河» 第六期要发一篇

特写 «病危中的柳青»ꎮ 今年已经差不多要有十来万字的东西先后问世了ꎮ 这是我多年不屈不挠的

结果ꎮ” 路遥作品是真正的心血之作ꎬ 甚至是拿他生命换来的ꎮ 他用手写ꎬ 写的时间太长了ꎬ 整个

手都发硬了ꎬ 后来就拿热水泡才能继续写下去ꎮ 是的ꎬ 路遥就是靠这种 “不屈不挠的” 的治学精

神ꎬ 创作了小说 «人生» 和 «平凡的世界» 等优秀作品ꎬ 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殊荣ꎮ

在我的许多个文学朋友中ꎬ 路遥是非常重要的一位ꎮ 在延安大学文汇山路遥的墓地ꎬ 有两个小

石桌ꎮ 一个石桌上刻有 «路遥文集» 责任编辑陈泽顺 (笔名: 陈行之) 的两句话: “陕北的光荣ꎬ

时代的骄傲”ꎻ 另一个石桌上刻着 «平凡的世界» 的责任编辑李金玉的两句话: “平凡的世界ꎬ 辉

煌的人生”ꎮ 我非常赞同陈泽顺和李金玉对路遥的评价ꎮ 理所当然ꎬ 路遥同样是延川中学的光荣!

路遥是一位英雄ꎮ 患病后的路遥仍然是一位英雄! 路遥是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６ 日ꎬ 因肝硬化住进延

安地区人民医院ꎮ 其实ꎬ 他在几年前就患了乙肝ꎮ 他在病痛中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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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任务ꎬ 还完成了他的创作随笔 «早晨从中午开始»ꎮ 肝硬化ꎬ 那不是一下就硬化了的ꎬ 他一

直顽强地与疾病斗争ꎬ 并坚持在病痛中创作ꎬ 在病痛中去完成 «路遥文集» 的编辑与出版工作ꎮ

有一次ꎬ 我陪日本国研究路遥的学者、 姬路独协大学教授安本实先生去路遥的墓地ꎬ 我们首先

给路遥送上束鲜花ꎮ 安本实先生知道路遥爱抽 “红塔山”ꎬ 他颤巍巍地点燃三支香烟ꎬ 放在路遥的

墓前ꎮ 他对着墓碑说: 请路遥先生抽烟ꎮ

我和安本实先生ꎬ 随意地在路遥的墓前表示了我们对这个亡灵的怀念和哀悼ꎮ 就在这个时候ꎬ

我们看到两个青年 (一个男的ꎬ 一个女的) 拿着一束他们刚从山上采来的野花ꎬ 非常恭敬地致放在

路遥的墓前ꎬ 这才引起我的注意ꎮ

我原以为他们是延安大学的学生ꎬ 来山上恋爱或者玩耍ꎮ 我问他们是延大学生吗? 那个男孩子

说: 不是的ꎬ 我们是西安交大的学生ꎮ 我又问他们ꎬ 是爱好写作文学青年吗? 又回答说ꎬ 不是的ꎬ

我们是路遥作品的读者ꎮ

说话间ꎬ 我才发现路畔上放着两个旅行包ꎮ 也就是说ꎬ 这两个青年早晨坐火车从西安到达延

安ꎬ 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ꎬ 就直奔文汇山看望路遥ꎮ

看着这两个青年ꎬ 我心中一热: 路遥活在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心中!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ꎮ 还在我做 «延安文学» 总编的时候ꎬ 我编发过一篇题 “广岛离陕北有多

远” 的稿子ꎮ 作者是一位姓马的先生ꎮ 文章说在他从广州去深圳的途中ꎬ 看见一位日本姑娘ꎬ 正在埋

头读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ꎮ 闲淡中ꎬ 这位日本姑娘得知他来自西北ꎬ 于是给了他两张名片ꎬ 一张给

马先生留作纪念ꎬ 另一张请马先生设法送到路遥的墓前ꎬ 并转告路遥: 她迟早会到延安看望他的!

是的ꎬ 路遥的作品不仅感动了中国青年ꎬ 也感动了不少外国青年ꎮ

今年ꎬ 是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遥诞辰 ６０ 周年ꎮ 报载: 中国文学馆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ꎻ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即时推出路遥 «平凡的世界» 最新版本ꎻ 西安华西大学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创办

“路遥文学院” 的决定ꎻ 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 研究路遥的学者安本实先生翻译出版了 «路遥作

品集»ꎻ 小说 «人生» 和 «平凡的世界» 都将以电视剧的形式ꎬ 搬上荧屏

路遥英年早逝已经十七年了ꎬ 在此期间ꎬ 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但是一代又一代

的青年读者ꎬ 仍然把 «平凡的世界» 列为 “对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ꎮ 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

所做的 “２０ 年内对读者影响最大的书” 这项调查中ꎬ «新时期小说» 入选的唯一作品是 «平凡的世

界»ꎻ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长篇连播» 栏目中ꎬ «平凡的世界» 是听众点播最多的作品ꎻ “茅盾文

学奖” 已评七届ꎬ «平凡的世界» 的销售量至今还是名列榜首!

近些年来ꎬ 文学的高产化、 快餐化、 欲望化此起彼伏ꎬ 大行其道ꎮ 重新升温的 “路遥热” 的原

因ꎬ 也许就是这里ꎮ

路遥ꎬ 通过他的作品继续影响着世界ꎬ 他从未远离我们ꎮ

“像牛一样劳动ꎬ 像土地一样奉献” 是路遥的人生格言ꎮ 路遥的这种精神ꎬ 不论是在过去ꎬ 现

在ꎬ 还是在未来的世界ꎬ 都会激励人们奋进ꎬ 激励人们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而奉献!

路遥经受过人世的贫穷ꎬ 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硕的精神财富ꎻ 路遥的生命是短暂的ꎬ 但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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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个世界的劳动精神、 奉献精神ꎬ 将是久远的ꎮ

今天ꎬ 我就说这些ꎮ 谢谢大家!

(曹谷溪ꎬ 延川县初级中学五九级乙班、 延川中学高六二级学生ꎬ 原 «延安文学» 总编ꎬ 现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 西安华西大学路遥文学院院长ꎮ)

可爱的母校

刘凤珍

少时写作文ꎬ 不知道写过多少次我的母校ꎬ 现在再写ꎬ 感情一点儿不比那时淡漠ꎬ 反而更加浓

烈和激动ꎮ 想想这个世界ꎬ 能与母字搭伴而行的词真不多ꎮ 母ꎬ 用乳汁哺育我们的人ꎮ 我常想ꎬ 人

有两个生命ꎬ 一个是父母给予自然生命ꎬ 另一个是母校给予知识生命ꎮ 我们一生感谢父母ꎬ 应该一

生感谢母校ꎮ 母亲使我们一天天长大ꎬ 母校使我们一日日学到文化知识ꎮ 是知识ꎬ 使我们认识世

界ꎬ 参与社会ꎻ 是知识ꎬ 使我们分辨善恶是非ꎬ 懂得人生无常ꎻ 是知识ꎬ 使我们走南闯北ꎬ 追逐梦

想ꎮ 我真觉得ꎬ 有知识是一个人的幸运ꎬ 而这幸运是母校和老师的功劳ꎮ

谈及母校ꎬ 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ꎬ 她的形象永远定格在那个纯情素朴的年代ꎬ

宛如一位宽容、 优雅的母亲ꎬ 文文雅雅站立在县城西面的山坡上ꎬ 深情款款翘望着整个县城ꎮ 校园ꎬ

由五排灰楚楚的石窑洞和一些同样灰楚楚的棚式教室组成ꎬ 每排石窑洞之间都有一个经典的过洞ꎬ 缓

缓上升ꎬ 或石坡ꎬ 或台阶从最下面通联到最上面ꎬ 它是县城最高学府ꎬ 没有哪个少年不向往ꎮ

我有幸成为母校一株脆弱的小树ꎬ 得到老师们辛勤无私地浇灌ꎬ 从来没有忘记那一个个知识、

智慧的身影: 身材高大文质彬彬的校长ꎻ 拄着拐棍ꎬ 白发苍苍的语文老师ꎻ 板书不多ꎬ 条理清楚ꎬ

唯一让我对数学产生兴趣ꎬ 听得明白的数学老师ꎻ 风趣幽默、 课堂活跃的英语老师ꎻ 穿着讲究、 身

材标致的地理老师ꎻ 经常头疼的历史老师、 可爱的班主任

凡是在这里上过学的学子ꎬ 一定有许多难忘的故事: 情窦初开的羞涩纸条遭到对方不解不齿ꎻ

同桌之间划分楚汉界线ꎬ 小气幼稚ꎻ 为共同喜欢的女孩两男生不惜友谊ꎬ 黑夜在操场打架决斗ꎻ 学

校严禁男生蓄留最帅气的长发 (长发被视为小流氓) 可是ꎬ 唯有 “生死攸关” 的高考ꎬ 才是

每个人最最不能忘记的幸福和痛苦记忆ꎮ 起初ꎬ 个个充满希望ꎬ 最后ꎬ 考上的幸福万般ꎬ 考不上的

痛苦凄楚ꎮ 考上的ꎬ 就是胜利者ꎬ 从此ꎬ 命运彻底改变ꎬ 农民子弟就会跳出农门ꎬ 变成父母和家族

的荣耀ꎬ 永远告别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ꎬ 成为有城镇户口的 “公家人”ꎬ 吃国库粮ꎮ 考不上的ꎬ 就

意味着一辈子当农民ꎬ 吃粗茶淡饭ꎬ 穿破衣烂衫ꎬ 生活在最底层ꎬ 为生计奔命和发愁ꎮ 最明显、 最

典型的是那时候找对象ꎬ 就看是否城镇户口ꎬ 是否吃国库粮ꎮ 因为它牵系着下一代是否是城市市

民ꎮ 这就是我们这代农村孩子的命运———考学是唯一出路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 粮食市场放开ꎬ 曾经象征神圣高大、 管理国库粮的粮站ꎬ 突然ꎬ 一夜间崩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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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ꎬ 城乡一体化进程突飞猛进ꎬ 城市户口和乡村户口没有多大差别ꎮ 世界在不停地前行ꎬ 把我们

这代人的梦幻变成了当代人的现实ꎬ 让一部分读过书ꎬ 有理想的农村孩子多了许多出路、 敢于梦

想、 争得与别人相同的就业机会ꎮ 这是时代进步、 国家繁荣的一个缩影ꎮ

那时ꎬ 我们读书没有家长陪读ꎬ 不用老师监督ꎬ 同学们个个勤奋好学ꎬ 每天晚自习以后ꎬ 熄灯

铃声响过ꎬ 同学们仍然整齐划一点上蜡烛继续学习ꎬ 要老师跑到教室催促几次才离开ꎮ 我们宿舍有

位妹妹ꎬ 每天晚上在路灯下学到一两点睡觉ꎬ 最后ꎬ 顺利考入大学ꎮ 可是ꎬ 高考了ꎬ 农民家长根本

不知道几月几号高考ꎬ 即便城里家长也不来学校给孩子助阵ꎮ

那时ꎬ 我们吃不上白馍白面ꎬ 更谈不上零食ꎮ 时代刚刚踏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ꎬ 贫穷落后的陕北

延川ꎬ 人们仍然处在饥饿线上ꎬ 别说白馍白面ꎬ 有玉米面馍吃ꎬ 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ꎮ 所以ꎬ 学校里

好些学生吃粗粮ꎮ 学生食堂的玉米面馍ꎬ 大小像块牛粪ꎬ 我们戏称 “牛屎饼子”ꎬ 有时碱大ꎬ 有时碱

小ꎬ 碱大时ꎬ 玉米面馍呈褐色ꎬ 看上去的确太像块牛粪ꎬ 咬一口馍渣渣直往下掉ꎻ 碱小时ꎬ 瓷得像石

榴ꎬ 咬一口ꎬ 满嘴流酸水ꎬ 这些倒能忍受ꎮ 只是ꎬ 夏秋两季面里容易起虫子ꎬ 说不好哪顿饭掰开一个

玉米面馍ꎬ 冷不丁里面直翘翘乍条虫子ꎬ 似乎还眨动着黑溜溜的双眼调皮地说: “同学ꎬ 没想到吧!”

菜呢? 学校两种烩菜ꎬ 一种肉烩菜ꎬ 一种素烩菜ꎮ 肉烩菜三毛钱一份ꎬ 素烩菜五分钱一份ꎮ 都是

洋芋、 胡萝卜、 白菜、 粉条一起炖ꎬ 上面漂一层红红的辣椒油ꎮ 一般情况ꎬ 汤多菜少ꎬ 大师傅舀菜时ꎬ

勺子在大盆底下一搅ꎬ 下面的菜浮上来ꎬ 上面的油花被打碎ꎬ 这样ꎬ 吃学校菜的同学ꎬ 菜和油就能分

到一些ꎮ 但后面打菜的同学ꎬ 菜里就连个油星星找不到ꎮ 还有另外一种是ꎬ 吃不起学校食堂烩菜的同

学ꎬ 只能自备菜ꎬ 从家里拿些酸腌菜或盐韭菜ꎮ 这两菜一个酸一个咸ꎬ 吃馍时就一点儿就行ꎬ 一罐头

瓶子酸菜吃一星期ꎬ 盐韭菜吃两三个星期没问题ꎮ 五分钱的素菜ꎬ 大多数同学吃不起ꎬ 我也是其中之

列ꎬ 常想ꎬ 什么时候能吃上一碗五分钱的烩菜该多好ꎬ 可这又是多么大一个贪欲ꎮ

那时ꎬ 我们没新衣服穿ꎬ 很少讲时尚 (可以说那个时代没有时尚)ꎮ 印象最深、 最时尚的服装

是喇叭裤ꎬ 学校穷学生多ꎬ 能穿个没补丁衣服就算家庭好的ꎮ 但还是有个别人穿流行时尚衣服ꎬ 当

时ꎬ 我们那级有一位高个子女生第一个穿条古铜色扫地喇叭裤在校园里出现ꎬ 全校都震惊了ꎬ 不少

同学追着看ꎬ 我们班一位小个子男生也追着看ꎬ 看了灰溜溜跑回来告诉同桌说ꎬ 人家骂了他一句

“井里的蛤蟆”ꎮ 真的ꎬ 看到谁穿条喇叭裤ꎬ 那是羡慕中夹杂着惊讶ꎬ 会偷偷议论ꎬ 会驻足欣赏ꎮ

爱美是每个人的天性ꎬ 无论多么贫穷ꎬ 也无法消灭人对美的追求ꎬ 谁不想为青春留下最美丽的

倩影? 记得临毕业ꎬ 不知谁借来一件黄色女军装和军帽 (没舌头那种)ꎬ 全宿舍女孩穿上那件时代

特征明显的军装拍了一张很英武的照片ꎮ 那时大家都没有衬衫ꎬ 一位手工很好的同学用一块白布折

成衣领样子ꎬ 然后用大头针别住ꎬ 大家就成了一样的军装ꎬ 一样的衬衫ꎮ 当时那个美ꎬ 那个高兴ꎬ

现在想起来ꎬ 真是傻得可爱ꎮ 翻开那时的相片ꎬ 一张张稚嫩清纯的脸无不让人心疼ꎬ 如果有一身漂

亮衣服穿在身上ꎬ 也是个个如花似玉ꎮ

尽管同学们平时吃得不好ꎬ 穿得不靓ꎬ 但一点儿不妨碍他们对梦想的追求ꎬ 看着照片上那一双

双明亮的眼眸ꎬ 就知道ꎬ 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火箭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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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ꎬ 讲不完的故事ꎮ 在我心里ꎬ 就像一位可爱的圣诞老人ꎬ 憨态可掬ꎬ

幽默可爱ꎬ 悄悄从烟筒爬进来ꎬ 硕大无比的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礼物ꎬ 那礼物不是别的ꎬ 是一件件

关于学子们的青春故事ꎬ 青涩而美丽ꎮ

向可爱母校致敬!

(刘凤珍ꎬ 女ꎬ 延川中学高八一级八班学生ꎬ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ꎮ)

回忆母校

李　 凯

　 　 步入而立之年ꎬ 加之又远离家乡ꎬ 自己变得更爱回忆了ꎬ 每每听到乡音ꎬ 读到和家乡相关的文

字ꎬ 或者听到和家乡相关的信息总是那样喜悦和由衷的开心ꎮ 看到母校要编撰校志ꎬ 总觉得应该写

点东西ꎬ 不然好似如鲠在喉ꎬ 不吐不快ꎮ

我是 １９９６ 年从南关小学毕业考入延川中学的ꎬ 记得那时是全县统一考试ꎬ 考了南关小学第二

名ꎬ 全县应该在前十ꎬ 最后分到了三班ꎬ 班主任是程迎春ꎮ 程老师带学生以严厉出名ꎬ 成绩突出ꎬ

当时想进三班非常难ꎬ 我们那一级仅有的两个校子弟都在班上ꎮ 后面几年我们班的成绩也充分说明

了 “严师出高徒”ꎮ

母校坐落于山上ꎬ 每天上学都得走长长的上坡路ꎬ 从南关到学校ꎬ 路上和同学一路欢快地聊着

就到学校了ꎮ 大多数学生家在县城ꎬ 有些从乡镇考过来的学生住在学校宿舍ꎮ 印象深刻的是ꎬ 那时

大家读书都很认真ꎬ 那时下午吃完饭到晚自习中间应该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ꎬ 每次我从家里吃完饭

后到学校ꎬ 校园里到处是诵读的身影ꎬ 现在想想那是多美的风景ꎮ 有时天已经黑了ꎬ 但有些同学还

借着教室里映出来的灯光读书ꎮ

那时候晚自习ꎬ 程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作业ꎬ 就是写日记ꎬ 所以每天晚上第一节课ꎬ 大家都

在那埋头写ꎮ 这样不知不觉三年下来了ꎬ 毕业时程老师把大家三年来记的日记返还给大家ꎬ 我记得

大家都挺震撼ꎬ 厚厚的几本ꎬ 记录了过去的点点滴滴ꎮ 同学们一边看一边笑ꎬ 互相说着ꎬ 好像很多

事情昨天发生一样ꎮ 可惜ꎬ 现在那些笔记本由于搬家的缘故ꎬ 已经找不到了ꎮ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ꎬ 可能那时到了初三ꎬ 时间比较紧ꎬ 老师往往今天上课讲知识ꎬ 然后发

一份试题ꎬ 第二天上课知识讲完了ꎬ 就顺带讲一下前一天发的试题ꎮ 试题啥时候做呢ꎬ 大家晚自习

一般都还有其他作业需要完成ꎬ 试题就得课间和晚上回家后做了ꎮ 那时的学习氛围真是太好了ꎬ 大

家比学赶超ꎬ 暗地里都在努力学习ꎮ

“一份付出ꎬ 一份收获”ꎬ 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ꎮ 同学们都参加了全市唯一的省级重点中学———

延安中学的招生考试ꎬ 延川中学应该是除了宝塔区外考得最好的ꎬ 记得当时我考到延安中学分到九

班ꎬ 班里大概延川人占了 ３０％ꎬ 所以作为延川中学毕业生ꎬ 那种自豪感真是发自内心的ꎮ

校友路遥在 «人生» 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ꎬ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

步ꎬ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ꎮ 从母校初中毕业后ꎬ 一路高中、 本科、 研究生读下来ꎬ 最后留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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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教育工作ꎬ 扎实的底子都是在母校读书时打下来的ꎮ

感恩母校ꎬ 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都是母校的毕业生ꎬ 希望有机会来回报母校对我们全家人的培养ꎮ

(李凯ꎬ 延川中学初九九级学生ꎬ 研究生学历ꎬ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难忘的中学生活

苗秋艳

　 　 我是 １９７８ 年进入延川中学的ꎬ 编在初七九级甲班ꎬ 也就是初二甲班ꎮ 当时初二的甲乙两个班

都是重点班ꎬ 也叫尖子班ꎬ 是从全县各地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ꎬ 但我不是通过考试进来的ꎬ 而是作

为教师子女照顾进来的———当时我爸爸是学校校办工厂的负责人ꎮ

在这之前ꎬ 我除了在城关小学上一年学外ꎬ 别的时间都跟随当民办教师的母亲在山村小学上

学ꎬ 完全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ꎮ 由于这一点ꎬ 延川中学给我留下最强烈的印象不是别

的ꎬ 而是那些无处不在的新奇和震撼ꎮ

学校的奇特环境就让我感到新奇ꎮ 学校建在半山上ꎬ 共分四层ꎬ 每层靠山处是窑洞ꎬ 院子里是

平房ꎻ 窑洞是师生的宿舍ꎬ 平房是各班的教室ꎻ 上一层的院子就是下一层的垴畔ꎬ 各层之间用过洞

相连ꎬ 像迷宫一样ꎮ

还有上早操的那种阵势ꎮ 当各班排着队集合到操场时ꎬ 天还黑着ꎬ 身处队列之中ꎬ 除了前面的

同学ꎬ 别的什么也看不到ꎬ 只能听到体育老师的口令声ꎬ 同学们沉重的跑步声和身边同学的喘气声

和咳嗽声ꎬ 跑了好一会ꎬ 天才慢慢亮了ꎮ 那种大气令我永生难忘ꎮ

那种浓厚的学习气氛也让人感到震撼ꎮ 我们的教室在最高的那层ꎬ 我爸爸的宿舍兼办公室在最

底的那层ꎬ 我每天要上上下下跑好几个来回ꎮ 一早一晚上下学ꎬ 看到各个教室里那白荧荧的电棒灯

光ꎬ 我的心里就会泛起一种说不清的庄严ꎬ 像进到幻想世界一样ꎮ 上晚自习的时候ꎬ 无论走过哪一

个教室门前ꎬ 里边除了沙沙的写字声外没有别的声音ꎬ 给人一种奋发向上、 积极进取的蓬勃朝气ꎮ

和学校的大气相比ꎬ 我就显得有点 “小气” 了ꎮ 我那时又瘦又小ꎬ 加上胆子又小ꎬ 闹出许多笑

话ꎮ 记得有一次ꎬ 我迟到了ꎬ 忙慌慌地跑来ꎬ 正想着怎么偷偷溜进教室时ꎬ 突然听见班主任老师的

讲课声ꎬ 于是也没看是哪个教室ꎬ 上前就喊报告ꎮ 其实这是乙班的教室ꎬ 我们班主任老师正给他们

上化学课ꎮ 开初ꎬ 班主任老师大概感觉到我走错了ꎬ 就没理我ꎬ 继续讲课ꎮ 我一看老师不理我ꎬ 反

以为他生气了ꎬ 连忙提高声音再喊报告ꎮ 直把老师也喊糊涂了ꎬ 以为我真有什么急事ꎬ 就让我进去

了ꎮ 老师一放话ꎬ 我猫腰就往里冲ꎬ 直奔我的座位ꎮ 冲到跟前一看ꎬ 那里坐着一个胖胖的男生ꎬ 正

用吃惊的神情看着我ꎮ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走错了ꎬ 连忙转身出门ꎮ 我刚一出门ꎬ 身后就响起一阵哄

笑ꎬ 急得我回到自己教室里趴在桌子上哭了老半天ꎮ 事情过后多时ꎬ 仍然有乙班同学指着我说:

“就那个女子跑咱教室了”ꎬ 臊得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面ꎮ

还有一次上体育课时ꎬ 老师让我练习跳高ꎬ 我运足了劲ꎬ 一冲上去ꎬ 结果自己没过去ꎬ 把横竿

踢得飞出老远ꎮ 如果是别的同学ꎬ 肯定一下子捡回来了ꎬ 但我却不一样ꎬ 早吓呆了ꎬ 双手捂住脸ꎬ

缩了脖子ꎬ 站在原地不动弹ꎬ 好像等着挨打似的ꎮ 直到老师等得不耐烦了ꎬ 一字一顿地说: “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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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算了ꎬ 把竿子该捡回来啊ꎮ” 我这才敢动弹了ꎬ 飞快地跑去捡回竿子ꎮ

那时不光我一个胆小ꎬ 农村来的女生都胆小ꎬ 见了男同学都不说话ꎬ 尤其是见了县城的男生ꎬ 远远

地绕着走了ꎮ 我的好朋友东玲坐在第一排右侧靠过道处ꎬ 她的同桌是城里的男孩子ꎬ 坐在靠墙的地方ꎬ

由于她不和人家答话ꎬ 这个男同学进来后就先把桌子抱起来放旁边ꎬ 自己进去后放正ꎬ 逗得大家都笑ꎮ

说我是个胆小人ꎬ 有时做出的事胆大的也不一定敢做ꎬ 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ꎮ 那是毕业前不

久ꎬ 一个同学告诉我说ꎬ 她看到班主任给我的评语了ꎬ 其中一句是 “以后要严格要求自己”ꎬ 并对

我说: “意思是你以前不能严格要求自己”ꎻ 还说评语要放在档案里ꎬ 会影响我上高中ꎮ 我一下子着

急了ꎬ 二话没说ꎬ 就去找班主任老师ꎮ 我记得清清楚楚ꎬ 我去时ꎬ 班主任老师正在他办公室门前坐

个小凳子劈生炉子的硬柴ꎬ 问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任何过渡ꎬ 就直接问他说: “你为什么给我那样

的评语ꎬ 我哪点不严格要求自己了?” 老师听了愣住了ꎬ 很耐心地给我解释ꎬ 他刚说个 “不是那个

意思———”ꎬ 还没来得及再说ꎬ 平时腼腆的我ꎬ 竟然直接开始犟嘴了ꎬ 说: “就是那个意思!” 非要

老师改不可ꎮ 最后把老师逗笑了ꎬ 说: “好好好ꎬ 我给你改ꎬ 我给你改ꎮ” 这才满意地离开ꎮ 我的班

主任老师叫李进才ꎬ 在这里我向李老师郑重地道歉: 请你原谅我ꎬ 我那时 “憨” 得哩ꎮ

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很一般ꎬ 原因有两个ꎬ 一是偏科很严重ꎬ 语文一直不错ꎬ 无论回答问题、

考试成绩ꎬ 都算较好的ꎬ 尤其是作文还被一些同学传阅过ꎻ 但数理化就不行了ꎬ 尤其是数学ꎬ 由于

原来的基础差ꎬ 根本听不到一块ꎮ 二是爱文艺ꎬ 那时候县剧团在中学下面的院子里ꎬ 出了中学大门

就是他们的垴畔ꎬ 站在垴畔上就看见他们排练ꎮ 我开始时还只是抽时间偷偷看一会ꎬ 后来越来越上

劲ꎬ 竟把心 “吊” 这儿了ꎬ 一下晚自习ꎬ 一路往下飞奔ꎬ 就连城里的男同学也顾不得 “怕” 了ꎬ

穿过洞里时不时就撞到他们身上了ꎬ 引得他们吃惊地看ꎮ 我才不管这些ꎬ 一路冲下去ꎬ 把书包往爸

爸宿舍一掼ꎬ 看排练去了ꎬ 不完不回来ꎮ

这个爱好最终决定了我的命运ꎬ 改变了我人生走向ꎬ 就在初中毕业后那个假期ꎬ 我考进县剧

团ꎬ 成了那里的一个学员ꎬ 并马上就跟着下乡演出了ꎮ 下乡回来后ꎬ 妈妈给我一份通知书ꎬ 是延川

中学高中部的ꎬ 说我被录取了ꎬ 也是重点班ꎮ 但这时上学对我已经有点遥远了ꎬ 尽管当时有点失

落ꎬ 但很快就过去了ꎮ

真正让我后悔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ꎬ 这时文凭正吃香ꎬ 我的同班同学都上学回来

了ꎬ 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ꎬ 而剧团却烂包了ꎬ 不但戏没人看ꎬ 连单位也有点保不住了ꎮ 我 “灰” 得

头也抬不起来ꎬ 不敢见同学的面ꎬ 特别是考上大学的同学ꎬ 见了更是自卑得不行ꎮ 这时又闹一个笑

话来ꎬ 现在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延安市作协主席梁向阳也是我的同学ꎬ 大约在 １９８５ 年左右ꎬ 我和

丈夫在延川大桥碰到他ꎬ 我问他现在做什么ꎬ 他说他在上大学ꎬ 我竟然问: 是考上的吗? 他只好回

答说: “是ꎮ 是考上的ꎮ” 往回走时ꎬ 丈夫抱怨我说: “你一满不会说话ꎬ 怎么可以问人家是不是考

上的呢?” 其实ꎬ 我当时已经糊涂了ꎬ 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了ꎮ

这就是我的中学生活ꎬ 有点青涩ꎬ 有点遗憾ꎬ 甚至还有点好笑ꎬ 但回忆起来最多的还是甜蜜ꎮ

(苗秋艳ꎬ 女ꎬ 延川中学初七九级甲班学生ꎬ 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ꎬ 延安市戏剧家协会会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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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诗词联语

母校ꎬ 今天我默默走进你的怀抱

杨　 英

默默穿过拥挤的十字街头

沿着堂坡向西缓行而上

三十多年前的我

把我的青春和美梦

把我的人生追求和理想

把我苦涩的记忆和心灵的创伤

留在了我的母校

这个黄土山坡上

这个名叫延川中学的地方

多少年来没有忘掉

校门口前的那两排白杨

初夏和风的摇曳里

迎来送走多少人

对未来的追求和向往

多少年来没有忘掉

那些教室里面

静默的黑板前面

老师们传播知识

认真授课的景象

多少年来没有忘记

体育场上

清脆嘹亮的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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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醒了

校园里黎明时多少个美丽的梦境

赶走了

操场边拂晓前多少次皎洁的月亮

多少年来没有忘记

后山沟里的阴凉处

那手捧书本静坐慎读的情景

多少年来没有忘记

教室旁边烧砖窑里

课余时间的互相嬉戏打闹

多少年来没有忘记

飞机山上春天里采摘野花的狂欢

多少年来没有忘记

灶房门前排队买饭时的拥挤和争吵

多少年来没有忘记

那个瑞雪纷飞的季节

一个文学社团的诞生

让校园的气氛变得不同寻常

多少年来没有忘记

初读 «人生» 时的兴奋与惊喜

和知晓落榜后的无奈与悲伤

哦　 母校　 我的母校

默默里

我今天来到你的身旁

三十年里的风沐雨浴

三十年里的星移斗转

你的容颜早已几经变换

而我记忆的船里

永远承载着的

不只是落榜后的苦闷失意与孤单

更多的是你一次次的揽怀接纳

更多的是老师们一次次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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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同学们一次次的鼓励和期盼

更多的是我梦里回味后的那份欣慰与甘甜

没有忘记啊　 没有忘记

母校　 静静里

今天我来到这里

来到你的身边

这里有我痛苦与关爱的交织

这里有我美梦与思念的重叠

这里有我苦苦的奋斗足迹

和无限的期盼

这里有我满心的希望

和无奈的慨叹

这里有我梦中的

你的慈祥宽容

和你的朴实简单

母校　 静静中

今天　 我来到这里

来到你的身边

我只得把我的脚步放轻放慢

因为我不是值得你骄傲的鲜花和大树

我也没为你带来一份喜报

或者一张高校录取通知单

我就是那个在你怀里滚跌了多次

而最终未能成果的山里孩子啊

我怕惊醒

你今天的辉煌　 你今天的灿烂

你今天的成果　 你今天的发展

母校啊　 我的母校

多少次心里的忧郁不能消散

多少次梦中的答卷没能答完

３６４



　 陕西延川中学校志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


多少次忧郁徘徊

多少次心绪难安

今天我静静来到你的身边

谁也无法阻止我的脸红心跳

谁也无法调理我的思绪紊乱

母校　 我的母校

不堪回首我脚印的深深浅浅

不堪回首我求学的磕磕撞撞

不堪回首人生的感叹于跌宕

不堪回首一生心灵的创伤

今天　 缓缓的脚步声

不愿惊醒你的一木一草

陪伴我的

只有对你沉默的记忆

和对人生深深的思考———

哦　 母校　 我的母校

今天　 两鬓霜染的我

默默走进你的怀抱

带着

我曾经的青春我曾经的美梦

我曾经的思念我曾经的希望

写于 ２０１６ 年元旦

(杨英系延川中学高八八级理科班学生ꎬ 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 延安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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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中学赋

吕立军

　 　 国家之兴赖人才ꎬ 人才之兴靠教育ꎬ 教育兴衰在学校ꎬ 国之使然县亦然ꎮ 地处偏僻兮延川县

城ꎬ 重建文庙兮清之县吏ꎬ 规模之宏ꎬ 陕北称最ꎮ 延川英才出其中ꎬ 李曹两家名远播ꎮ

今之县域ꎬ 最高学府ꎬ 延中格升ꎬ 名挂陕省ꎬ 地处县城ꎬ 西北高阜ꎬ 背依青山ꎬ 面对东峰ꎮ 俯

瞰县城兮远闹市ꎬ 环境优雅兮育英才ꎮ

忆往昔坎坷历程ꎬ 睹今朝业绩卓著ꎬ 风风雨雨六十载ꎬ 校建人物历历数ꎮ 创校功臣蔡士焕ꎬ 首

任校长魏载功ꎬ 师生奋战垫城壕ꎬ 锻炼操场靠自建ꎮ 关中教师献青春ꎬ 六十年代逞英豪ꎮ 奋战讲台

烛精神ꎬ 硕果结在六四五ꎮ 英才栋梁数路遥ꎬ «平凡世界» 扬中外ꎬ 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ꎬ 摘国家

一级作家之桂冠ꎮ 诗人谷溪有名气ꎬ 毕加索艺人冯山云ꎮ 最早研究生为张崇ꎬ 军界精英张瑞胜ꎮ 浏

阳河诗词贯陕省ꎬ 海波小说亦有名ꎮ 七十年代ꎬ 不容忽略ꎻ 馨香 «山花» 誉全国ꎬ 锻造延川作家

群ꎮ 校友精英显奇才ꎬ 瑞荣立军著史书ꎮ 勤俭办学业绩著ꎬ 师生奋战井子沟ꎬ 打坝淤地造良田ꎬ 植

树造林固水土ꎮ

恢复高考ꎬ 人喜眉梢ꎬ 知识分子ꎬ 扬眉吐气ꎬ 尊师重教ꎬ 蔚然成风ꎬ 延川骨干ꎬ 渐登讲台ꎮ 张

立校长奠基础ꎬ 延川中学初、 高创辉煌ꎬ 建华、 世成更奋蹄ꎬ 启迪怀福创佳绩ꎮ 更赖众位教职工ꎬ

为花欣作落泥红ꎬ 硕士博士连连出ꎬ 栋祥美国创业绩ꎮ 作家厚夫有名气ꎬ 名作散文兮入教材ꎮ 接任

校长冯治军ꎬ 新世纪里展雄风ꎬ 开拓创新有力度ꎬ 思维超前有独创ꎮ 群策群立民主化ꎬ 廉洁奉公做

表率ꎻ 业绩斑斑历历数ꎬ 校建恢弘堪第一ꎮ 告别窑洞兮入楼房ꎬ 集体供暖兮暖入春ꎻ 初中剥离兮独

设高中ꎬ 跨入省标准化中学兮质量年年升ꎮ 注重教学放首位ꎬ 以人为本重激励ꎬ 领导班子巧搭配ꎬ

众志成城抓管理ꎮ

学校兴衰ꎬ 质量为本ꎬ 教学业绩ꎬ 教师为根ꎬ 学生主体ꎬ 不容忽视ꎬ 双管齐下树标兵ꎬ 榜样典

型带后进ꎬ 重德重智重体育ꎬ 素质教育抓得紧ꎬ 校园文化艺术节ꎬ 别开生面特长班ꎮ 学校社会家庭

兮网络化ꎬ 全员一体兮抓德育ꎮ 路遥精神进校园ꎬ 改变 “三风” 和校训ꎻ 校本教材有独创ꎬ 教学质

量稳步增ꎮ 历任校长十六载ꎬ 业绩辉煌众目睹ꎮ 校园文化氛围兮浓厚ꎬ 堪为莘莘学子兮精神乐园ꎮ

广阔大道ꎬ 骏马飞驰ꎻ 乾坤浩荡ꎬ 鸿鹄比翼ꎮ 路漫漫求索不止ꎬ 心悠悠扬帆奋进ꎮ 师生携手ꎬ

描绘壮丽画卷ꎬ 谱写绝妙诗篇ꎻ 壮哉延川中学ꎬ 明天业绩更辉煌ꎮ

(吕立军系延川中学高七四级五班学生ꎬ 陕西省作家协会、 史志协会、 楹联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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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章文件

教育革命创新路　 积极办好沼气班

延川县中学党支部

　 　 在我县大办沼气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ꎬ 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群众办沼气 “这要好好

地推广” 的指示ꎬ 从农村需要出发ꎬ 创立了沼气专业班ꎮ 全班五十六名同学ꎬ 半年来在斗争中成

长ꎬ 实践中学习ꎬ 思想上得到了锻炼ꎬ 专业技术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ꎮ 我们已制作水泥灯具一百三

十多件ꎬ 建土结构沼气池两口ꎬ 一口十一立方米的教学实验池ꎬ 另一口为四十立方米的大土池ꎬ 拟

解决四十名教师、 职工的煮饭问题ꎮ 全班同学还深入农村社队帮助贫下中农新建和整修病池一百余

口ꎬ 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情赞扬ꎬ 促进了我校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ꎮ

在斗争中创立沼气班

去年ꎬ 我县大办沼气的群众运动兴起后ꎬ 农村急需技术人才ꎬ 不少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来校询

问有关沼气方面的技术问题ꎬ 要求帮助他们搞沼气ꎮ 根据这种形势ꎬ 我们决定开设沼气专业班ꎮ 问

题提出后ꎬ 一些教师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ꎬ 认为沼气是 “一阵风”ꎮ 设沼气班ꎬ 教师 “没教头”ꎬ

学生 “没学头”ꎮ 同学的思想波动更大ꎬ 有的说: “沼气班ꎬ 沼气班ꎬ 挖坑担粪接管管ꎮ 在学校一

年ꎬ 出去能用两天半ꎮ” 部分家长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ꎬ 认为孩子学沼气整天和撅头和铁锨打交

道ꎬ 学到啥本领ꎬ 三番五次要求调班ꎮ 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也趁机攻击学校办沼气班专业是 “赶时

髦” “不务正业”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我们领导班子中的一些同志也犹豫不定ꎬ 担心沼气班能不能办

好? 针对这些情况ꎬ 我们首先在领导班子中统一思想认识ꎬ 认识分析了办沼气班的阻力ꎬ 主要是对

大办沼气班的重大意义及发展前途认识不足ꎮ 加之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ꎮ 受 “读书做

官论” 的毒害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影响ꎬ 因而在选择专业上离农越远越想专ꎬ 离农越近越不安ꎮ

办沼气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ꎬ 必然要经历一场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 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ꎮ 我们主

要采取学、 批、 忆、 看的方法ꎬ 来解决师生思想认识问题ꎮ

学: 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纲ꎬ 组织师生认真学习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论无产

阶级的语录ꎬ 学习毛主席关于办沼气的指示ꎬ 学习国务院<７５>１０２ 号文件ꎬ 重温了党的教育方针ꎬ

使大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为什么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ꎬ 教育怎样为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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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治服务ꎬ 为 “农业学大寨” 服务等问题ꎮ 同学们提出 “一变两不变” 的口号ꎬ 使自己头脑中

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定要改变ꎻ 面向农村ꎬ 为 “农业学大寨” 服务的方向坚决不改变ꎬ 学习沼气

专业的意志坚决不改变ꎬ 向党支部表示学习沼气专业的决心ꎮ

忆: 我们多次请高家湾大队老贫农张生宝、 李向荣等同志给师生作忆苦思甜报告ꎬ 进行阶级教

育ꎬ 激发同学学好沼气专业ꎬ 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感情ꎮ 家居黄河沿岸的鱼海友同学听了贫农老大爷

的忆苦思甜报告ꎬ 回忆了村史ꎬ 决心学好沼气专业ꎬ 改变黄河畔贫下中农一无电二无炭打柴又困难

的状况ꎬ 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ꎮ

批: 引导师生联系自己对办沼气认识不足的思想实际ꎬ 狠批 “智育第一” “读书做官” 的修正

主义教育路线ꎬ 狠批林彪、 孔老二宣扬的 “上智下愚” “变相劳改” 等反动谬论ꎮ 杨秀智同学在决

心书中写道: “教育革命要搞好ꎬ 转变思想最重要ꎮ 资产阶级思想作主导ꎬ 发展下去不得了ꎮ 狠批

孔贼林彪ꎬ 扎根农村不动摇ꎬ 坚决学好沼气课ꎬ 专业思想牢又牢ꎮ”

看: 我们除请有关方面的同志讲大办沼气的意义外ꎬ 还组织同学到办沼气的典型社队参观学

习ꎮ 大家亲眼看到了办沼气在农业学大寨中的作用ꎬ 亲耳听到了贫下中农对沼气的啧啧称赞ꎬ 亲身

体会到了社员群众对办沼气的殷切期望ꎬ 亲口尝到了沼气炉烧熟的多种饭菜ꎮ 深有感触地说: “不

看不知道ꎬ 看后受的教育真不小ꎮ”

经过这样一系列工作后ꎬ 师生们逐步明确了学校设沼气班训练技术员ꎬ 是形势发展的需要ꎬ 是

“农业学大寨” 的需要ꎬ 是贫下中农的殷切希望ꎮ 同学们纷纷写保证表决心ꎬ 努力学好沼气专业ꎬ

把自己培养成贫下中农所需要的人才ꎮ

在实践中办好沼气班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ꎮ” 沼气专业班成立后ꎬ 一无教材ꎬ 二无专业

教师ꎬ 三无技术员ꎮ 怎样解决这些实际困难呢? 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

去ꎬ 向群众学习” 和 “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的教导ꎬ 采取了以下几条

措施:

第一ꎬ 学朝农经验ꎬ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ꎬ 几上几下ꎬ 开门办学的方针ꎮ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

支持下ꎬ 我们以现有的一些参考资料为教材ꎬ 以社会为课堂ꎬ 拜四川技术员和广大贫下中农为老

师ꎬ 多次请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来校讲课ꎬ 三次走出校门ꎬ 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ꎬ 边实践、

边学习、 边摸索、 边总结ꎮ 不断深化所学知识ꎬ 不断提高建池技术ꎮ 每次下乡ꎬ 首先要求师生积

极参加农村的各项政治活动ꎬ 虚心接受再教育ꎬ 努力改造世界观ꎬ 做到学专业先学政治ꎬ 搞沼气

先练思想ꎮ 在专业知识方面ꎬ 每次侧重一个方面ꎬ 由浅入深逐步提高ꎮ 第一次下乡ꎬ 重点是在学

习一般沼气知识的基础上跟贫下中农学习掌握建池的各种技术ꎮ 全班分为三大组ꎬ 分别到县上大

办沼气最好的东风、 梁家河、 关庄三个大队ꎬ 一面请四川技术员和贫下中农讲课ꎬ 一面跟贫下中

农共同建池ꎮ 从理论上弄懂ꎬ 实践中学会ꎮ 与贫下中农一起战斗二十天ꎬ 建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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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池二十多个ꎬ 不仅思想上受到了锻炼ꎬ 也初步掌握了建池技术ꎮ 回校后大家共同总结交流心

得体会ꎬ 并在学校建了第一口沼气教学试验池ꎮ 第二次下乡ꎬ 重点培养同学独立操作的能力ꎮ 三

至五人一组ꎬ 分布在文安驿公社的各个大队ꎬ 协助贫下中农建池ꎬ 并当好 “四员”ꎮ 即大办沼气

的宣传员ꎬ 建池运动中的战斗员ꎬ 虚心实学的技术员ꎬ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学员ꎮ 经过二十

天的时间ꎬ 与贫下中农一起新建沼气池二十九个ꎬ 整修旧池三个ꎬ 大都产气使用ꎮ 回校后ꎬ 整理

编辑了 «数学在办沼气中的应用» 和 «如何建土质结构的沼气池» 两份乡土教材ꎮ 第三次下乡ꎬ

是利用暑假期间ꎬ 让同学回队实践ꎬ 和贫下中农一起共建了四十多个池子ꎬ 深受贫下中农的欢

迎ꎮ 现在ꎬ 不少社队还纷纷来人来信要求沼气班的同学帮助他们建池ꎮ

第二ꎬ 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ꎬ 同心协力办好沼气班ꎮ 沼气问题涉及数学、 化学、 物理等各方面

的知识ꎬ 因此ꎬ 我们充分发挥本校教师的特长ꎬ 组织有关方面的教师分别给沼气班同学讲课和辅

导ꎮ 如沼气池的施工设计ꎬ 池子容积的计算ꎬ 让数学教师讲解ꎻ 各种酵料的搭配ꎬ 池内酸碱度的试

验ꎬ 请化学教师辅导ꎻ 物理方面的问题请物理教师辅导ꎮ 这样ꎬ 既使同学对沼气方面的知识逐渐系

统化、 完整化ꎬ 又使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ꎬ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ꎮ

第三ꎬ 不断实践ꎬ 不断提高ꎮ 土质结构的沼气池ꎬ 按有关书刊的介绍ꎬ 不得超过二十五立方

米ꎬ 我们根据延川地区红焦土坚硬的特点ꎬ 在校试建了一个四十立方米的土质结构沼气池ꎬ 已泥灰

就绪ꎬ 非常结实坚固ꎬ 为建大土池开创了新路ꎮ

通过半年的学习、 实践ꎬ 沼气班的同学在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ꎮ 发扬了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

革命精神ꎬ 不管寒冷、 炎热ꎬ 还是刮风、 下雨ꎬ 都能坚持战斗ꎮ 有的同学脚被砸伤不离队ꎬ 带病参

战不示弱ꎬ 手上磨起了血泡从不叫苦叫累ꎮ 有些女同学也主动检修病池ꎬ 身上沾满了粪水ꎬ 毫不在

意ꎬ 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ꎮ 在建池的技术方面ꎬ 同学们从选择地基ꎬ 到测量设计ꎬ 建池下料ꎬ 保护

管理及灯炉具的制作安装等方面的技术都已基本掌握ꎬ 并可单独操作ꎮ

在前进中巩固沼气班

思想转变工作ꎬ 不能一劳永逸ꎮ 经过半年的学习经验ꎬ 取得了一些成绩ꎬ 部分同学又产生了骄

傲自满和畏难松劲情绪ꎬ 认为一般的建池技术已经基本掌握ꎬ 再要向研究使用沼气的深度、 广度进

军ꎬ 如用沼气带动柴油机发电、 开汽车等ꎬ 在我们这里只能作为一种理想ꎮ 针对这种船到码头车到

站的思想ꎬ 我们组织学习毛主席 “我们决不能一见成就就自满自足起来ꎮ 我们应该抑制自满ꎬ 时时

批评自己的缺点ꎬ 好像我们为了清洁ꎬ 为了去掉灰尘ꎬ 天天要洗脸ꎬ 天天要扫地一样” 的教导ꎬ 开

展讨论ꎮ 批判胸无大志、 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和小农经济思想ꎮ 大家决心为解决世界能源问

题ꎬ 想大的ꎬ 干大的ꎬ 有所创造ꎬ 有所前进ꎬ 把沼气班好好办下去ꎮ

一些同学看到各地同志纷纷来我县参观沼气ꎬ 听说外地还提出要技术员ꎬ 又觉得 “学沼气ꎬ 有

出息”ꎮ 我们及时组织这些同学学习 «为人民服务»ꎬ 分析所谓 “有出息” 的思想实质ꎬ 使同学们

认识到: 这是从私字出发ꎬ 为名为利ꎬ “知识私有” “读书做官” 思想的反应ꎮ 同学们认识提高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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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了学习沼气的目的ꎮ 为革命努力攀登科学高峰ꎮ

我们决心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 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条指示为纲ꎬ 深入开展

革命教育ꎬ 坚持把沼气专业班办好ꎬ 为农业学大寨做出新的贡献ꎮ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 延川中学党支部所写陕西省沼气利用推广经验交流材料)

乐在山区育桃李

———记全国优秀班主任延川中学教师张进生

　 　 全国优秀班主任、 省为人师表先进个人ꎬ 延川中学教师张进生ꎬ 从事教学 ３０ 年来ꎬ 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ꎬ 教书育人ꎬ 受到师生和当地群众的好评ꎮ

张进生原是西安人ꎬ １９６０ 年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ꎬ 毅然放弃留城机会ꎬ 来到陕北黄河岸

边的小县延川ꎬ 在县中学任教ꎮ 几十年来ꎬ 他带过植物学、 动物学、 生理卫生、 农业基础等课程ꎮ

近年来ꎬ 为了教好高三生物课ꎬ 他建立了 “生物园”ꎬ 培育出 ３ ７ 公斤的红薯和 ５ ７ 公斤的萝卜ꎬ

丰富了教学内容ꎮ 同时ꎬ 他还组织起 “课外生物活动小组”ꎬ 组织引导学生收集和制作蜥蜴、 壁虎、

蛇及昆虫等几十种生物标本ꎬ 激发起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ꎮ 平时ꎬ 张老师总是不停地学习ꎬ 丰富自

己ꎬ 提高自己ꎬ 他写的读书笔记、 日记和填写知识卡片就达几百万字ꎮ 课堂上ꎬ 他注意用生动、 具

体的事例ꎬ 形象、 通俗的语言来说明比较深刻的问题ꎮ 遗传三规律是生物课的难点ꎬ 其中的 “杂合

体内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同时存在、 相互独立” 的概念又是难中之难ꎮ 他讲这节课时ꎬ 为学生举了

这样的例子: 一群人站在一起ꎬ 有高有矮ꎮ 当我们远看时ꎬ 一般只能看见高个子ꎮ 是不是矮个子就

不存在呢? 不是的ꎮ 高个子和矮个子都是独立的实际存在物ꎬ 只不过这时的矮个子让高个子遮掩罢

了ꎮ 这样一讲ꎬ 难懂的道理学生也就容易理解了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开始至今ꎬ 张老师担任了 ２３ 年的班主任ꎬ 由于他热爱学生ꎬ 并能从教育

学、 心理学原理入手教导学生ꎬ 深受学生的信任和爱戴ꎮ 平时ꎬ 他要求学生做到的ꎬ 自己首先做

到ꎮ 他数年如一日ꎬ 起床铃响前就来到学生宿舍前等候ꎬ 铃一响就带学生出操ꎮ 延川中学学生大都

住校ꎬ 父母照顾不上的人ꎬ 他都包揽过来: 谁思想有了疙瘩ꎬ 他就耐心开导ꎻ 谁身体有了病ꎬ 他总

是自己买药和护理ꎮ 学生贺延芳生病时ꎬ 他让爱人做好饭菜ꎬ 自己动手端去ꎬ 并一直看着学生把饭

吃完ꎬ 经过张老师无微不至地照顾ꎬ 这个学生的病很快得到好转ꎮ 对于 “捣蛋” 学生ꎬ 他从不采取

高压和训斥的办法ꎬ 而是加倍信任ꎬ 以心换心ꎮ ７６ 级学生李宏文是全校有名的 “捣蛋” 生ꎬ 高二

分班时同级几名班主任都不愿接收ꎮ 最后ꎬ 张老师留他到自己带的班ꎮ 经过一段时间了解ꎬ 他感

到: 过去对这样的学生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ꎬ 关键是师生之间缺乏信任感ꎮ 为了使李宏文同学感到

老师信任他ꎬ 有一次ꎬ 张老师特意派他去邻乡苗圃领本班赚回的 ２００ 多元勤工俭学款ꎮ 同学们很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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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ꎬ 怕他从中捣鬼ꎬ 但出乎大家所料ꎬ 这件事李宏文办得很好ꎬ 张老师立即在全班进行表扬ꎮ 经张

老师的引导ꎬ 李宏文同学进步很快ꎬ 不但加入了团组织ꎬ 还当上了班干部ꎮ 参加工作后ꎬ 李宏文工

作一直很踏实ꎬ 已被提拔为一个乡的主要领导ꎮ

为了对学生言传身教ꎬ 张老师对自己时时处处严格要求ꎮ 他在延川任教多年ꎬ 毕业的学生遍布

全国 １８ 省市ꎬ 有的身任要职ꎬ 很多学生主动上门要帮老师办点难办的事ꎬ 他都一一谢绝ꎮ

( «陕西日报»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星期二　 第三版)

县委书记马晔在庆贺路遥荣获全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大会上的祝词

同志们:

今天ꎬ 县委、 县政府召开县城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ꎬ 热烈庆贺路遥同志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

世界» 荣获全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ꎮ 在此ꎬ 我代表县委、 县政府及十五万延川人民向路遥同志致以

最热烈的祝贺! 对路遥同志载誉归来ꎬ 重返故里ꎬ 表示热烈的欢迎!

茅盾文学奖是国家级文学大奖ꎮ «平凡的世界» 在这次获奖作品中名列榜首ꎬ 它代表了当代长

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ꎮ 这是路遥同志的光荣ꎬ 也是咱们延川人民的荣誉ꎮ 今天ꎬ 我们为路遥同志

开庆功会ꎬ 就是因为路遥同志是我们延川人民值得骄傲的优秀作家ꎬ 就是因为路遥同志辛勤劳动ꎬ

奋战六载ꎬ 创造出优秀作品ꎬ 为陕北父老赢得了荣誉ꎮ

陕北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ꎬ 哺育了不少文人学士ꎮ 路遥是继 «创业史» 作者柳青之后陕北

出现的又一名优秀作家ꎮ 他是在延川这块热土上迈出他的人生步伐的ꎮ 曾几何时ꎬ 路遥同志在这里

上过学、 务过农、 教过书、 办过刊物ꎬ 他和谷溪一起创办了黄土高原上独放异彩的文艺小刊物 «山

花»ꎮ 并编辑了 “文革” 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具有泥土气息的诗集——— «延安山花»ꎮ «延安山

花» 先后两版ꎬ 印刷三次ꎬ 在国内外发行二十八万余册ꎮ 从此ꎬ 路遥、 闻频、 陶正、 谷溪、 军民、

海波、 山云、 黑建国、 阳波等一批有志于繁荣延川文学艺术的同仁志士ꎬ 打开了一条通向艺术殿堂

的大门ꎬ 为延川文学艺术工作者树立了醒目的路标ꎮ

从 «惊心动魄的一幕» 到 «人生» 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ꎬ 一时轰动文坛ꎮ 一部 «人生» 电

影ꎬ 系着家乡的山山水水ꎬ 陕北父老精神风采走向全国ꎬ 乃至世界ꎬ 陕北这块热土ꎬ 由于路遥同志

的妙笔生花ꎬ 在全国人民的眼中更加耀眼闪光ꎬ 更加美妙无穷ꎮ 高加林、 刘巧珍的名字家喻户晓ꎬ

人人皆知ꎬ 成了青年人探索人生路程的艺术教科书ꎮ 也正是路遥同志的这支如椽巨笔ꎬ 以形象而富

有哲理的语言ꎬ 描绘出十年来中国大地的深刻大变革ꎬ 概括了广阔复杂的时代风貌ꎮ 路遥的神圣的

责任感、 崇高的使命感ꎬ 替父老乡亲喊出了久已深藏肺腑的心声ꎮ 路遥同志对陕北家乡这块厚土的

深深挚爱和杜鹃啼血般的眷恋ꎬ 延川人民难以忘怀ꎬ 铭记心间ꎬ 这部杰作将在陕北的历史上留下光

辉的一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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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 仍然是对故乡人民人生主题的广角度、 大范围、 深层次的生动写照和深刻揭

示ꎬ 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命运的形象描述ꎬ 它是以一部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为广阔背

景ꎬ 反映城乡普通老百姓在改革大时代进程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ꎬ 洋洋百万字的跨越

祖国十年历史ꎬ 塑造一百多个有肉有血人物的长篇巨著ꎬ 也是一部全景式的当代城市、 乡村社会

现实生活的充满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画卷ꎮ 路遥同志再次把我们陕北这个小世界带到了外面的大世

界ꎬ 并与整个中华民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ꎮ «平凡的世界» 在全国获茅盾文学奖ꎬ 既是全国

人民对路遥同志的赞赏ꎬ 也是对他笔下黄土地上人民的厚爱ꎮ 仅此而言ꎬ 我们延川人民应该感谢

路遥同志ꎬ 为路遥同志庆贺!

从 «人生» 到 «平凡的世界» 正是中国文坛最热闹的年头ꎬ 东南西北风ꎬ 令人眼花缭乱ꎮ 路

遥同志却清醒地、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ꎬ 深入现实生活ꎬ 贴近现实生活ꎬ 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ꎮ

我们没有看到他在茅屋里馒头就葱喝白开水的淡泊生活ꎬ 没有尝过他在夏日汗流浃背、 冬天寒风刺

骨的滋味ꎬ 但透过这部默默耕耘、 拼搏几载、 绞尽了智慧和心血的百万字长篇巨著ꎬ 看到了路遥同

志的胆识、 气魄和驾驭时代生活的能力和厚爱ꎬ 看到了这部佳作对当代人情和道德的净化与升华ꎬ

看到了这部精品对伟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歌颂与呼唤ꎮ

路遥是一位极富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ꎬ 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和精神ꎬ 将激励我们团结奋斗、 振

兴延川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ꎬ 也将激励全县文艺工作者在延川这块文化沃土用自己的笔、 用自己的

画布、 用自己的镜头ꎬ 描述黄土地上人民勤劳坚毅、 质朴笃诚的性格和强大的自信心ꎬ 反映历史变

革时期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貌ꎬ 吟唱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上那绵绵无尽、 如歌如泣的信天游ꎬ

讴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人新事ꎮ

文学是人学ꎮ 纷繁的社会是那些芸芸众生创造的ꎬ 是他们平凡的生活ꎬ 构成了人类生生不息的

世界ꎮ 世界是平凡的ꎬ 人生是不平凡的ꎮ 路遥同志成功启示我们ꎬ 作品要上台阶ꎬ 作家要下台阶ꎮ

路遥说的好 “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ꎬ 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ꎬ 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ꎮ 我

们每个文艺工作者要牢牢记取这一点ꎮ

日出江花红胜火ꎬ 春来江水绿如蓝ꎬ 我们相信ꎬ 在路遥同志的感召下ꎬ 延川文学艺术的百花齐

放、 姹紫嫣红的春天将会到来ꎮ 我衷心希望ꎬ 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ꎬ 像路遥同志那样ꎬ 认真学习马

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ꎬ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ꎬ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ꎬ 创

作出高档次、 高格调、 高品格的文艺精品来ꎬ 为促进延川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努力ꎬ 进一步开创

我县文艺的新局面ꎮ

最后ꎬ 衷心祝福路遥同志更上一层楼ꎬ 再出好作品ꎮ 十五万延川儿女殷切期待您写出优秀的、

无愧于时代的作品ꎬ 为文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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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融教育经济科技为一体办学的学校

———延川中学调整教育机构、 搞活办学形式的调查

李军安　 杨东平　 张振宏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 “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ꎬ 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

德和科技文化水平ꎬ 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ꎮ 同时指出: “要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 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ꎬ 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ꎬ 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ꎬ 促进教育同经济、 科技的

密切结合”ꎮ 我们要认真落实十四大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精神ꎬ 牢固树立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ꎬ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的指导思想ꎬ 尽快建立起教育主动、 高效地为当地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服务ꎬ 教育、 经济、 科技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新格局ꎮ 延川中学面对当地经济不断更新

教育观念ꎬ 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ꎬ 在高中班渗透职业技术教育ꎬ 开设劳动技术课ꎬ 使学生在毕

业时能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ꎬ 既保证了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ꎬ 又使不能升学的毕业生成为就业有

能、 致富有方的经济建设主力军ꎮ

正确的抉择

延川中学是延川县最大的一所省立完全中学ꎬ 现有教职工 １４０ 名ꎬ 学生 １５００ 名ꎬ ６ 个年级 ２６

个班ꎮ 该校自 １９５５ 年建校以来ꎬ 不断改善办学条件ꎬ 努力改进教学方法ꎬ 大力提高教育质量ꎬ 先

后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ꎮ 但是ꎬ 近年来ꎬ 延川中学同全区大多数的学校一

样ꎬ 由于教育经费的紧缺而造成的教学设备陈旧、 办公条件简陋等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ꎬ 致使

学校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ꎬ 升学率近几年一直徘徊在 ２０％左右ꎮ 大批的学生毕

业后要分赴农村ꎬ 投入农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ꎮ 但由于这些学生没有接受专业技术教育ꎬ 缺乏发展

农村经济的技能和专长ꎬ 与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步伐极不相适应ꎮ 因此ꎬ 如何调整教育结构ꎬ 搞活

办学形式ꎬ 使普通中学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ꎬ 便成了学校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ꎮ 面对这个问

题ꎬ 校委会多次组织教职工学习中央、 省、 地关于教育综合改革的有关精神ꎬ 并结合延川实际ꎬ 进

行了认真的讨论ꎬ 一致认为ꎬ 延川中学的办学方向必须面向当地经济建设ꎬ 要在抓好基础教育” 的

同时ꎬ 不断渗透职教因素ꎬ 尽快为延川经济建设培养一批有文化、 懂技术的实用人才ꎮ 他们及时组

织人员ꎬ 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ꎬ 了解到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ꎬ 农民上苹果、 建果园的积极性

很高、 势头很猛ꎬ 全县三万六千多户中约有三分之一户相继办起了家庭果园ꎬ 全县累计上苹果八万

余亩ꎮ 但是由于缺乏技术ꎬ 普遍管理很差ꎬ 农民急需要这方面的管理人才ꎮ 为此ꎬ 学校决定首先从

高中班开设果树管理技术课ꎬ 每周一课时ꎬ 开设两年ꎬ 并明确地提出了以实用技术为主ꎬ 辅以必要

的基础理论ꎬ 课堂教学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教学原则ꎮ 学校还专门聘请了一名果树技术员ꎬ 负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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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专业技术的教学ꎮ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果树管理技术ꎬ １９９０ 年ꎬ 他们承包了学校后山的 １００ 亩

荒山荒坡ꎬ 进行合理规划ꎬ 科学栽植ꎬ 建起了优质高产示范果园ꎬ 以此作为教学基地ꎮ 按照果树生

长的不同时节ꎬ 组织学生走出教室ꎬ 进行实际操作ꎬ 使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ꎬ 促进了学生专

业技术水平的提高ꎮ 同时ꎬ 他们还十分注重果园管理ꎬ 严格按照规范化要求进行栽培ꎬ 使果园的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ꎬ 成为全县一流的优质高产示范园ꎬ 得到了地、 县领导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ꎬ 不

少乡村纷纷来此参观学习ꎬ 对全县苹果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辐射示范作用ꎮ

明显的成效

几年来ꎬ 延川中学在调整教育结构、 搞活办学形式的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ꎮ

一、 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才ꎮ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延川中学先后有

６００ 名高中学生接受了果树专业技术教育ꎬ 这些学生都已基本上掌握了苹果生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ꎮ

现在ꎬ 他们逐渐利用节假日、 星期天等时间积极向广大农民群众传授果树管理技术ꎬ 参与果园规

划ꎬ 指导果树管理ꎬ 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ꎮ 据统计ꎬ 这些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果树指导性管

理的面积已达 １００００ 亩ꎬ 受教育群众达 ６０００ 人次ꎬ 到八五末ꎬ 该校可向农村输送 １０００ 多名果树专

业技术人才ꎬ 这样将会大大改变我县苹果生产急需人才的现状ꎮ

二、 为进一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ꎬ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该校的百亩果园ꎬ 从九三年起便可见

利ꎬ 九五年进入盛果期ꎬ 年收入可达 ３０ 万元ꎮ 果园有效期按 ２０ 年计算ꎬ 将会给学校增加 ６００ 万元

的收入ꎮ 这样ꎬ 不仅可以使学校的教学设施、 办公条件得以改善ꎬ 教师的福利待遇得到提高ꎬ 学生

的学杂费减少ꎬ 同时ꎬ 还可以依托果园搞一些开发性生产项目ꎬ 不断增加学校收入ꎮ

三、 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ꎮ 该校果园的整地挖坑、 上苗栽植、 施肥培土、 拉技修剪等全部由

学生自己完成ꎮ 这使得学生走出课堂ꎬ 投身实践ꎬ 既提高了实际操作能力ꎬ 又增强了劳动观念ꎬ 从

而自觉养成吃苦耐劳、 艰苦奋斗、 科学务实的劳动习惯ꎮ

深刻的启示

延川中学不断加强教育体制改革ꎬ 在基础教育中引进职教因素、 搞活办学形式的做法ꎬ 为我县

普通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创出了一条新路子ꎮ 他们的实践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一、 抓好普通教育ꎬ 必须破除就教育抓教育的传统观念ꎬ 尽快把教育转到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培养人才的轨道上来ꎮ 教育和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ꎬ 相互制约ꎬ 相互促进ꎮ 离开了教育ꎬ 经济就

得不到长足的发展ꎻ 离开了经济ꎬ 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活力ꎮ 但是ꎬ 由于我们在工作中没

有很好地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ꎬ 往往是就教育抓教育ꎬ 就经济抓经济ꎬ 从而影响了教育和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ꎮ 因此ꎬ 我们必须更新观念ꎬ 真正确立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ꎬ 社会主义建设必

须依靠教育” 的指导思想ꎬ 使教育更好地推动我县经济的振兴和社会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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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抓好普通教育ꎬ 必须破除只抓基础教育的狭隘观念ꎬ 逐步建立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 “两轮

驱动” 的教育发展新格局ꎮ 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ꎬ 必须认真抓好ꎮ 职业技术教育

是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切入点和结合点ꎬ 必须大力发展ꎮ 我们要在强化基础教育的同时ꎬ 面向当

地经济ꎬ 调整教育结构ꎬ 渗透职教因素ꎬ 融普教、 职教为一体ꎬ 采取长短结合、 产教结合、 工学结

合、 校内校外结合等多种办学形式ꎬ 培养各类实用人才ꎬ 增强学校的辐射功能ꎮ 同时县上要有计划

地将一部分乡镇中学改为综合中学ꎬ 结合各自实际ꎬ 开设专业技术课ꎬ 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各类技

术人才ꎮ

三、 抓好普通教育ꎬ 必须破除单纯追求升学率的片面观念ꎬ 大力培养既有一定文化素质ꎬ 又有

一技之长ꎬ 用得上、 留得住的合格劳动者ꎮ 长期以来ꎬ 人们衡量教育教学工作质量的唯一尺度就是

升学率ꎬ 衡量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ꎮ 这是十分片面的ꎬ 要使普通教育适应和促进当地经济

和社会发展ꎬ 必须改变过去只重视培养文化型人才的办学思想ꎬ 确立教育为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的

新的教育观、 人才观和质量观ꎬ 使普通教育在不断向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的同时ꎬ 大力培养一

批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 懂技术、 会经营、 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多方面需要的

合格的建设人才ꎮ

几点建议

一、 延川中学要不断总结经验ꎬ 进一步拓宽职业教育面ꎬ 积极创造条件ꎬ 开设其他一些专业技

术课ꎬ 为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ꎮ

二、 全县要大力推广延川中学调整教育结构、 搞活办学形式的典型经验ꎬ 各中小学要认真学习

鉴借他们的经验ꎬ 结合各自实际ꎬ 尽快研究制定教育改革方案ꎬ 使我县教育改革得以全面深入地

发展ꎮ

三、 全社会都要重视、 关心、 支持教育综合改革ꎬ 积极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ꎬ 确保这

项工作健康顺利地进行ꎮ

( «延安文学» ２００３ 年第六期ꎬ 总 １４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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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情结

———记陕西延川县中学校长冯治军

白月宁

　 　 在秀延河畔的延川县城里ꎬ 沿着石块铺成的堂坡而上ꎬ 一座美丽、 崭新的校园出现在眼前: 宏

伟的大门里ꎬ 彩旗飘扬ꎬ 高楼林立ꎬ 耳边传来嘹亮的歌声和琅琅的读书声ꎬ 这就是延川中学ꎮ 许多

延川城里的老居民都由衷地感叹: 延川中学旧貌换新颜ꎬ 比大城市的一些中学还要漂亮ꎮ

延川中学ꎬ 创建于 １９５６ 年ꎬ 是一所县立完全中学ꎮ 几十年的岁月中ꎬ 延川中学培养出路遥、

谷溪和浏阳河等众多的知名作家ꎬ 他们和所有的毕业生一样ꎬ 都是伟大祖国宏伟大厦的基石与

栋梁ꎮ

这基石ꎬ 这栋梁ꎬ 是大批辛勤园丁培养的结果ꎬ 更是历任校长育人结出的硕果ꎮ

延川中学的历任校长呕心沥血ꎬ 在带领广大教师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时ꎬ 也发展壮大了延川

中学ꎮ 他们的贡献一个比一个大ꎬ 他们的成就一个比一个辉煌ꎮ 延川中学现任校长冯治军所创造的

成就ꎬ 就是这些辉煌的缔造者之一ꎮ

冯治军ꎬ 中学高级教师ꎮ 他从事教育事业二十多年来ꎬ 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ꎬ 先

后被评为陕西省德育先进个人、 优秀共产党员和模范校长ꎮ 延川县委、 政府授予他 “有突出贡献的

科技工作者” 光荣称号ꎬ 并奖给住房一套ꎮ 他还当选为延安市第二届人大代表ꎬ 延川县第十五届人

大代表、 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面对这一连串的荣誉和职务ꎬ 冯治军坦然地说: “我一生从事的教育工作就是在创造祖国建设

的基石ꎮ”

古镇神话的诞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ꎬ 延川县城影剧院里座无虚席ꎬ 这里正召开县委工作会议ꎮ

永坪中学校长冯治军登上主席台领奖ꎮ 当他捧起先进集体的奖状时ꎬ 场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

掌声ꎮ 永坪中学被县委、 县政府评为先进集体ꎬ 得到了 ３ １ 万元的奖金ꎬ 同时冯治军被评为先进

个人ꎮ

消息传开ꎬ 人们无不惊讶ꎬ 纷纷议论说: 永坪中学还授了奖ꎬ 真是创造了古镇神话ꎮ

古镇永坪是一个商家云集的商业重镇ꎬ 也是全国 ５００ 家小城镇建设试点之一ꎮ 社会经济空前繁

荣ꎬ 人称: “小香港”ꎮ 坐落在永坪镇的永坪中学ꎬ 创建于 １９５９ 年ꎬ 是延川县第二所完全中学ꎮ 几

十年来ꎬ 永坪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ꎬ 集中了一批优秀教师ꎮ 由于种种原因ꎬ 学校管理一度出

现混乱ꎬ 社会声誉每况愈下ꎮ 经过反复考察研究ꎬ 县上任命冯治军担任永坪中学校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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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于为难之中的冯治军只身一人来到永坪中学ꎬ 这里的一切对他是熟悉的ꎬ 这里的一切都使

他感到很亲切ꎮ 因为早在 １９８３ 年ꎬ 他就曾在永坪中学任教ꎬ 现有不少教师是他当年的同事ꎬ 也有

不少领导就是他当年的领导ꎮ

上级领导和永坪人民对新校长冯治军寄予厚望ꎬ 冯治军满怀信心地投入了工作ꎮ 一连几天ꎬ 他

召开教师座谈会ꎬ 了解学校情况ꎬ 广泛征求教师的意见和建议ꎮ 多次主持召开校委会ꎬ 研究学校

工作ꎮ

永坪中学地处永坪镇闹市区ꎬ 周边环境比较混乱ꎮ 小商小贩在校门口叫卖ꎬ 每天三次吃饭时

间ꎬ 学生灶周围像自由市场一样叫卖声此起彼伏ꎬ 剩饭剩菜倒了一地ꎮ 冯治军看在眼里ꎬ 急在心

上ꎮ 他主持召开校委会研究决定ꎬ 坚决取缔校园卖饭ꎮ 不少人担心取缔不了ꎬ 这里有不少教师家属

卖饭ꎬ 取缔了要得罪不少教师ꎮ

在教职工大会上ꎬ 冯治军斩钉截铁地说: “从今天起ꎬ 谁家也不许在校园卖饭了ꎮ”

一句坚定的话语ꎬ 就是一道严肃的命令! 命令发出后ꎬ 冯治军来到学生灶旁ꎬ 他要看看谁家还

在卖饭ꎮ 第一天ꎬ 没有人卖饭ꎮ 第二天、 第三天ꎬ 仍然没有人卖饭ꎬ 卖饭的顽症终于治住了ꎮ 师生

们拍手称快ꎬ 大伙心里拥护这位铁面无私的新校长ꎮ

冯治军在永坪中学响亮地提出了以质量求生存、 以质量求发展的治校方略ꎬ 全校形成了上下一

条心齐抓质量的良好局面ꎮ

———以抓考纪考风为突破口ꎬ 狠抓学生的学风ꎮ 通过教育、 批评和公开处理舞弊的学生和教

师ꎬ 坚决反对徇私舞弊、 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ꎮ 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求学态度ꎬ 弘扬勤奋好学的良

好风尚ꎮ

———改革校内阶段考试制度ꎮ 实行单人单桌、 交叉阅卷和统一评比的方式ꎬ 严格考试的每一个

环节ꎬ 对学业成绩优秀的进行表彰奖励ꎮ

———引进奖励机制ꎮ 制定了 «永坪中学高考、 中考质量奖励条例»ꎬ 每一年重奖在升学考试中

成绩优秀的教师和学生ꎬ 最高奖励达到 １４ 万元ꎮ

———加大了教育教学的经费投入ꎮ 建立了向教学第一线倾斜ꎬ 确保教学经费和确保教育经费的

“一倾斜两确保” 经费支出制度ꎮ 严格控制和坚决压缩公务接待等活动费用ꎬ 提高教师的课时津贴

标准和教学奖励基金ꎬ 每年用于奖励教师和学生的资金达 １０ 万元以上ꎮ

投之以桃ꎬ 报之以李ꎮ 冯治军狠抓教学质量的改革举措ꎬ 极大地调动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ꎬ 形

成了人人挑重担、 个个争先进的喜人局面ꎮ 教学质量走出了低谷ꎬ 高考荣获延安市三等奖ꎬ 初中毕

业生考入延安中学的人数由 ２６ 名增加到 ３６ 名ꎬ 再达到 ５３ 名ꎬ 创历史最高纪录ꎮ

冯治军埋头抓教学的同时ꎬ 时刻不忘关心教师的生活ꎮ 他看到教师住房困难ꎮ 在校园山上ꎬ 给

教师修了 ６６ 间平房ꎬ 组成了 ３３ 个小院ꎬ 一户教师住一个小院ꎮ 分房时ꎬ 有人提出给他分一院时ꎬ

他说: “我家在县城里ꎬ 不需要ꎮ” 他把 ３３ 院房子全部分了给教师ꎬ 大家很受感动ꎮ

冯治军经常在校园里观察思考ꎮ 他想ꎬ 永坪中学几十年了ꎬ 校园面貌依旧ꎬ 仍然破破烂烂的ꎬ

难道就不能改变一下吗? 如果改变ꎬ 钱从哪里来呢? 伸手向县上要钱ꎬ 那是不可能的ꎮ 延川是个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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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县ꎬ 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ꎬ 哪里有钱修校园?

冯治军反复考虑ꎬ 能不能动员社会力量资助呢? 永坪中学毕业的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已走上领导

岗位ꎬ 也有的成为私营企业家ꎬ 让他们献爱心帮助母校的建设ꎮ

于是ꎬ 冯治军到处游说ꎬ 终于得到响应ꎮ 宋振东、 武占国、 冯治惠、 刘兴旺、 贺明珠和阎金林

等人踊跃捐资ꎬ 把校园硬化了 ３６００ 平方米ꎬ 修建了两个花园ꎬ 建成了 ２０００ 平方米草坪ꎬ 栽植了

２００ 棵柏树ꎮ 校园中央耸立起了一个象征希望的雕像ꎬ 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ꎮ

永坪中学ꎬ 这所漂亮的校园ꎬ 创造了古镇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ꎮ

应聘校长的效应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延川县委大会议室里ꎬ 主席台上空悬挂着 “延川中学校长应聘大会” 醒目

的会标ꎮ 冯治军登上主席台ꎬ 进行校长应聘演讲ꎬ 台下教师们屏息倾听着ꎮ

延川中学率先进行 “校长聘任制、 教师聘用制、 岗位目标责任制和结构工资制” 四项改革ꎮ 聘

任延川中学校长是全县的重大新闻ꎬ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ꎮ ４ 名应聘者在教师大会上施职演讲ꎬ

回答职工提出的问题ꎬ 全体教师和评委分别打分ꎬ 各占 ４０ 分ꎬ 共计 ８０ 分ꎮ 其余 ２０ 分由组织考察ꎬ

充分体现了民主ꎮ 评分结果ꎬ 当场公布ꎮ 结果冯治军名列第一ꎮ

经过组织考察ꎬ 冯治军被聘任为延川中学校长ꎮ 冯治军别了永坪中学ꎬ 来到了延川中学ꎮ 迎接

他的是 “四制” 改革的第二步ꎬ 教师聘任工作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 延安市私立中学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ꎮ 这些私立中学以高薪聘请各县

的骨干教师ꎮ 冯治军任校长时ꎬ 延川中学已有不少教师走了ꎬ 还有不少教师也要到外地任教ꎮ 面对

教师流失严重的局面ꎬ 冯治军想人往高处走ꎬ 水往低处流ꎬ 延川是个贫困县ꎬ 延川中学是个贫困中

学ꎮ 教师待遇远远比不上西安和延安的私立中学ꎮ 私立中学体制不同ꎬ 待遇当然会更高ꎬ 教师到那

些地方去ꎬ 完全可以理解ꎬ 不能反对ꎮ 但是ꎬ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美德ꎬ 即士为知己者死ꎮ 我

作为校长ꎬ 要和教师交朋友ꎬ 成为教师的知心朋友ꎬ 并创造条件解决他们的困难ꎮ 用待遇留人ꎬ 用

感情留人ꎬ 用公正廉洁的人格力量感染人ꎮ

去年ꎬ 他的女儿冯慧初中毕业时ꎬ 本来可以送到北京 １０１ 中学上学ꎮ 延川中学和北京 １０１ 中学

结对子成为友好学校ꎬ 每年都有 ３ 名学生到 １０１ 中学上学ꎮ 冯治军始终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ꎬ 将

分数高的学生送到 １０１ 中学ꎮ 他让自己的女儿到西铁一中上学ꎮ 同时ꎬ 学校评选省级三好学生ꎮ 他

的女儿冯慧在班里任团支部书记、 校学生会副主席ꎬ 学业优良ꎬ 在学生中威信较高ꎮ 年级组提名推

荐上报学校时ꎬ 冯治军正在西安开会ꎮ 他得到消息ꎬ 马上打电话给主管校领导: “不准参选ꎬ 不准

上报ꎮ” 过后ꎬ 女儿知道了此事ꎬ 很不服气ꎬ 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得很简单: “只因为你是校长的

女儿ꎮ”

延川中学第一次公开聘任教师ꎬ 由骨干教师组成各学科评委会ꎬ 对报名应聘的教师ꎬ 进行考

试、 考察和述职评议ꎮ 不少乡下教师都想挤进城里ꎬ 他们纷纷来找冯治军说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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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坚持一句话: “招聘教师我没有发言权ꎬ 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那些学科评委ꎮ” 为此ꎬ

他得罪了不少亲朋好友ꎬ 却赢得了广大教师的拥护和信赖ꎮ

后来ꎬ 经常有私立学校到延川中学招聘教师ꎬ 提出很优惠的条件和待遇ꎬ 教师们却毫不动心ꎮ

在延川中学ꎬ 冯治军实施了 “名师工程”、 “青蓝工程” 和 “教坛新秀” 三大工程ꎬ 精心培养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ꎬ 以满足教育教学的需要ꎮ

延川中学的初中毕业生ꎬ 每年考入延安中学一百三四十人ꎬ 还有西安中学等省级重点中学ꎬ 留

下的高中学生中没有尖子生了ꎮ 初中部也一样ꎬ 小学毕业生中的尖子都考入了延安市实验中学ꎬ 留

下学生也没有尖子生了ꎮ 没有尖子生ꎬ 那就自己培养吧ꎬ 让留下的学生都能成为尖子生ꎮ

冯治军提出从素质教育入手ꎬ 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的素质ꎬ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ꎮ

———以素质教育为龙头ꎬ 狠抓学生的养成教育ꎬ 严格学生的行为规范管理ꎬ 使之形成刻苦学

习、 遵守纪律、 讲究卫生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ꎮ 学校每年举办一次文化艺术节ꎬ 全面提高学生的

素质ꎮ

———建立了校党支部领导下的、 教育处负责实施的工会、 团委、 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共同参与的

德育教育体系ꎬ 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德育工作的良好局面ꎮ

———改革了班务工作考核办法ꎮ 实行了能高能低、 以绩取酬的动态管理办法ꎬ 极大地调动了班

主任的工作积极性ꎮ

———开展了创建文明宿舍、 文明班级和争当文明学生的活动ꎬ 评选延川中学文明中学生ꎬ 使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深入到每一个班级之中ꎬ 每一个学生心中ꎮ

———成立了学生会ꎬ 使之成为学生利益的代表者ꎬ 学校管理工作的参与者ꎬ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

主人翁精神ꎬ 增强了学生热爱学校的思想意识ꎮ

———实行了升旗制度ꎬ 加强了对师生爱国主义教育ꎮ 每周一全校师生都参加升旗仪式ꎬ 倾听国

旗下的讲话ꎬ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ꎮ

冯治军采取的有效管理办法ꎬ 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ꎬ 请看一组数字: ２００２ 年ꎬ 初中毕业生

“三合一” 考试ꎬ 在全市 １８１ 所中学名列第一名ꎬ 考入延安中学 １３６ 名ꎬ 占延安中学招生总数的七

分之一ꎮ 高考一本上线人数 １７ 人ꎬ 二本上线人数 ３９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初中毕业生考入西铁一中和西安交大附中等 ２５ 人、 延安中学和实验中学 １３７ 名ꎮ 高

考一本上线 ２３ 人ꎬ 二本以上上线 ６０ 人ꎬ 创延川中学高考升学成绩最高纪录ꎮ

半夜鸡叫的玩笑

２００１ 年的暑假ꎬ 是一个忙碌的暑假ꎮ

冯治军走马上任延川中学校长ꎬ 人们把信赖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到他的身上ꎬ 他感到身上的担子

沉甸甸的ꎮ

他熟悉的延川中学ꎬ 每年都在修建ꎬ 却没有怎么改变破旧的面貌ꎮ 中院里ꎬ 两边的实验楼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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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楼都是灰色的ꎬ 给人陈旧的感觉ꎮ 校园的土地面ꎬ 晴天ꎬ 学生活动时尘土飞扬ꎻ 雨天泥泞ꎬ 让学

生踏湿了鞋子ꎮ

冯治军心目中的校园ꎬ 天空飘扬着鲜艳红旗ꎬ 水泥地面干干净净ꎬ 四周绿树环绕ꎬ 鲜花盛开ꎬ

绿草如茵ꎬ 一个漂亮的花园式的校园ꎮ

按照这个构思ꎬ 冯治军四处奔走ꎬ 筹措资金ꎮ 用短短的一个暑假改造校园ꎮ

中院硬化成光洁的水泥地面ꎬ 白色的瓷砖贴在教学楼、 实验楼和两排窑洞宿舍的外表ꎮ 校园中

央新修了升旗台和校碑ꎬ 栽植了翠绿的松柏树ꎬ 建成了块块草坪ꎬ 一个绿树成行、 彩旗飘扬的新校

园ꎮ 在开学的第一天呈现在师生面前ꎬ 让人们惊叹不已!

冯治军当校长后ꎬ 延川中学的学生不断增多ꎬ 窑洞宿舍里早让学生住满了ꎬ 还有不少学生在校

外租房ꎮ 给管理带来诸多不便ꎬ 急需修一栋学生公寓楼ꎮ

修公寓楼ꎬ 钱从哪里来! 冯治军采用引资的办法ꎬ 由商家投资修建ꎬ 学校收费还款ꎬ 五年还

本ꎬ 三年让利ꎬ 然后ꎬ 公寓楼归还学校ꎮ 引进了陕西东辉实业有限公司资金 ２９０ 万元ꎬ 修建了建筑

面积 ４２００ 平方米ꎬ 可容纳 １２００ 人住宿的公寓楼ꎮ

公寓楼修好后ꎬ 冯治军大胆创新ꎬ 成立了后勤服务公司ꎬ 公开招聘经理ꎬ 自主经营ꎬ 自负盈

亏ꎬ 走上了后勤服务社会化的路子ꎮ

延川中学坐落在山顶上ꎬ 校门口有一排石窑洞ꎬ 上面是破旧的卜壳房ꎬ 总给人一种古老、 陈旧

的印象ꎮ 冯治军看到十分漂亮的中院ꎮ 被大门口破建筑阻挡了ꎬ 他想把这些窑洞拆掉ꎬ 这排窑洞紧

接着ꎬ 还有二排、 三排窑洞ꎮ 这三排窑洞拆了教师住在哪里? 于是ꎬ 他计划在操场上面和校园后沟

里修窑洞ꎮ 先安置一些教师ꎬ 剩下的在校门口两边修住宅楼ꎬ 让教师居住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学校动工修建了操场上面和校园后沟里的窑洞ꎬ 逐渐将教师搬迁进去ꎮ 在教师住房分

配上ꎬ 冯治军让教师先挑好房子ꎬ 教师挑好后ꎬ 才分给校领导ꎬ 受到教师们的好评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县 “普九” 攻坚年ꎮ 县上出台了招商引资新政策ꎬ 冯治军借此机会更新了实验设

施ꎬ 建成了语音室ꎬ 开通了校园远程教育网ꎬ 实现了教育教学的现代化ꎮ

同时ꎬ 他改造校门口的愿望ꎬ 终于得到了实现ꎮ 由教师集资在大门口外边修建了六层高的两栋

教师住宅楼ꎮ 然后ꎬ 采取了资产置换的办法ꎬ 将教师住宅楼一层 １８ 间门面房ꎬ 公开拍卖ꎬ 用拍卖

的收入修建了学生餐厅ꎮ

在修建住宅楼的日子里ꎬ 冯治军天不亮就起床来到工地ꎬ 看见工人没有起床ꎬ 就催促工人上

班ꎬ 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ꎮ 工队的同志开玩笑说: “你这个校长就是当代的 “周扒皮”ꎬ 经常上演

‘半夜鸡叫’ 的故事”ꎬ 他笑着说: “不演 ‘半夜鸡叫’ 行吗? 校建战事急呀!”

大门口ꎬ 安装了不锈钢栅栏门ꎬ 设计两根别致的门柱ꎮ 校园里ꎬ 新修了几十个台阶ꎬ 台阶两边

是长长的藤廊和两个凉亭ꎬ 供学生乘凉和读书ꎮ 台阶前ꎬ ８ 面彩旗和 １ 面国旗迎风飘扬ꎬ 一座靓丽

的校园呈现在人们的面前ꎮ

冯治军在改变校园面貌的同时ꎬ 不断扩大办学规模ꎮ 高中在校学生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３ 个班ꎬ ８２０

人ꎬ 发展到 ２７ 个班ꎬ １７０３ 人ꎬ 两年之内翻了一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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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上布点调整方案ꎬ 延川中学逐步剥离初中ꎬ 集中力量办高中教育ꎮ 这个决策是正确的ꎬ

也是英明的ꎮ 高中上学困难得到了缓解ꎮ 但是ꎬ 县城的小学毕业升初中的困难更加严重了ꎮ 这个问

题ꎬ 本是政府县长和教育局长考虑的问题ꎮ 可是ꎬ 冯治军却不由得思考这个问题ꎮ 他在忙于学校的

管理ꎬ 忙于校舍建设的同时ꎬ 还思考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ꎮ 他先后到西安、 延安等地考察办学模

式ꎮ 他想利用延川中学的管理优势和师资优势ꎬ 吸收企业的资金优势ꎬ 开创校企合作办学的路子ꎮ

冯治军的想法ꎬ 得到县上领导的大力支持ꎮ 于是ꎬ 延川中学与延安圣远建筑公司实行了强强合

作ꎬ 购买原城关中学的校舍ꎬ 创办了延远初级中学ꎮ

今年秋季开始招生ꎬ 初中一年级招收了 １０ 个班 ５１５ 名学生ꎬ 这样既保证了延川中学初中品牌ꎬ

又满足了群众上学的需求ꎬ 还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ꎬ 也为延川发展高中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回顾延川中学走过的艰难历程ꎬ 冯治军欣慰地笑了ꎬ 但是ꎬ 他并没有满足ꎬ 又在接受新的挑

战ꎬ 为祖国铸造更多有用基石ꎮ

( «延安文学» ２００３ 年第六期ꎬ 总 １４７ 期ꎮ 白月宁ꎬ 主任记者ꎬ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ꎬ 中国散

文协会会员ꎮ)

传承路遥精神ꎬ 构建校园文化

冯治军

延川是文化的聚集之地ꎬ 是黄河文化的浓缩之地ꎬ 被称为作家之乡ꎮ 清代著名女诗人李娓娓ꎬ

当代文化艺术前辈李丹生、 著名戏剧表演家杨醉乡等都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ꎮ 上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延川 «山花» 成为全国县级文化的奇葩ꎬ 开放在陕北黄土高原上ꎬ 培育出一批延川籍的作家群ꎬ 著

名的有路遥、 曹谷溪、 陶正、 闻频、 荆竹、 史铁生、 浏阳河、 海波以及远村、 厚夫等ꎬ 尤其是创作

了 «平凡的世界» 并荣获了茅盾文学奖的延川中学校友路遥ꎬ 他作为农民的儿子ꎬ 深深地爱着他的

故乡和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人们ꎻ 他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ꎬ 将农民生活作为他创作取之不尽的源

泉ꎮ 他经受过人世的贫穷ꎬ 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硕的精神财富ꎻ 他有着在逆境中坚忍不拔、 把苦

难转化为成就的坚强意志ꎻ 他有着视艺术事业为生命、 甚至比生命都重要的敬业精神ꎻ 他有着 “象

牛一样劳动ꎬ 象土地一样奉献” 的情怀ꎻ 他有着对土地、 对历史、 对人民、 对家乡的那份忠诚和负

责ꎮ 这种不懈追求的民族精神ꎬ 正是路遥留给校园文化建设的真正的最有价值的启示ꎮ

一、 初步形成特色校园文化氛围

走进校门ꎬ 你会感觉到ꎬ “路遥文化精神” 洋溢在延川中学的方方面面ꎬ 处处感受到浓厚的文

化气氛和优美的育人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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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永恒的精神ꎮ 路遥文化精神主题性标志———路遥纪念石

这位从黄土地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黄土地的儿子———路遥ꎬ 黄色的纪念石表示作家路遥是在这

里起根发苗ꎬ 一步步迈进辉煌的文学殿堂ꎬ “像牛一样劳动ꎬ 像土地一样奉献” 是路遥的人生格言ꎬ

也是他短暂一生的真实写照ꎮ 通过这一主题性标志建筑的建立ꎬ 更突现 “路遥文化精神” 的永恒性ꎮ

路遥为追求真理、 抒写生活而写的作品及其执著奋斗的文化精神和他对家乡人民的殷切关爱之

情ꎬ 都会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努力学习ꎬ 立志成材ꎬ 报效国家和人民ꎮ

２ 诗意的空间: 路遥文化中心景观建筑一一路遥名言墙

经过纪念石ꎬ 抬眼便是长长的石阶ꎬ 中院台阶写有 “基石” 二字的照壁ꎬ 两边分别矗立着刻有

“人梯” 和 “园圃” 大理石ꎬ 以及 “书山有路” 的雕塑ꎬ 两高一低ꎬ 遥相呼应ꎬ 台阶两边细松剪裁

出 “打造一流名校ꎬ 培育世纪英才” 十二个大字ꎬ 彰显学校办学目标ꎮ

石阶中央开辟出藤廊带ꎬ 或在林荫下休憩ꎬ 或在石椅上小坐ꎬ 或在亭中赏景ꎬ 或在树下歌舞ꎬ

或在花草石上吟诗、 诵读ꎬ 无不让人心旷神怡ꎬ 文思悠长、 其乐无穷ꎮ 这正是延川中学所具有的物

质环境的文化底蕴ꎮ

走到中院ꎬ 这也是整个校园的中心ꎬ 大电子屏ꎬ 立体橱窗ꎬ 名人画像ꎬ 走廊作品ꎬ 室内板报ꎬ

校园广播ꎬ 名言警句等激励学生直面人生、 锐意进取ꎬ 一个活泼有序、 和谐健康催人奋进的校园文

化氛围已经形成ꎮ

３ 文化的熏染: 路遥文化主题烘托———路遥教学楼、 晋延图书楼、 沿海教学楼、 实验楼的外

观ꎬ 路遥纪念馆ꎬ 校园道路ꎬ 雕塑ꎬ 旗台等五大大烘托ꎮ

学校中最主要的教育教学场所莫过于路遥教学楼、 晋延图书楼、 沿海教学楼、 实验楼了ꎮ 走进

楼内ꎬ 除了教室的学生自主创意布置外ꎬ 各层走廊上悬挂的路遥作品中的名言名句ꎬ 以突出路遥精

神核心文化ꎮ

４ 历史的积淀: 路遥文化主题延伸———路遥纪念馆及励志教育基地、 延川中学校史馆 (规划

中)、 延川作家群展览馆 (规划中) 等ꎮ 新生入学后首先参观路遥纪念馆接受励志教育ꎬ 外面来参

观的人络绎不绝ꎬ 他们都被路遥精神所打动、 所感染ꎮ

５ 自然的意义: 路遥文化主题铺垫———花、 草、 树、 木ꎬ 花草树木于校园之中ꎬ 如人之服饰粉

黛ꎬ 要因人装扮ꎮ 作为文化ꎬ 校园中的花草树木的布置也要服从校园文化主题的需要ꎬ 因此ꎬ 延川

中学把净化、 绿化、 亮化、 美化校园和突出校园文化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ꎮ 学校背山ꎬ 校门前后ꎬ

雕像四周ꎬ 教室、 宿舍之间皆有郁郁的苍松ꎬ 显示出 “路遥精神” 蓬勃生机ꎮ 教室前后ꎬ 枝青叶茂

的雪松生机勃勃ꎬ 无不象征沐浴着 “路遥精神” 的莘莘学子正在茁壮成长、 风华正茂ꎮ

二、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１ ２００７ 年ꎬ 在新课改的推动下ꎬ 我校语文组结合学校特色推出 «走近路遥» 校本教材ꎬ 意在

于让更多的学生了解路遥ꎬ 体会路遥在苦难中永不屈服的奋斗精神以及为梦而执着创作的文学精

神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我校借著名作家路遥诞辰 ６０ 周年之际ꎬ 举行了路遥诞辰 ６０ 周年有奖征文、 路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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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ꎬ «路遥文刊» 出专刊纪念路遥等以文学、 教学、 教育为一体的系列活动ꎬ 激励学生读路遥、

知路遥、 学路遥ꎬ 树立远大理想ꎮ

２ 本着 “发展体育活动ꎬ 增强师生体质” 的精神ꎬ 积极开展体育活动ꎮ 首先认真上好体育课ꎬ

组织做好 “三操”ꎻ 二是开展丰富多采的班际、 校际排球赛、 篮球赛及体育课外活动ꎻ 三是开设体

育特长班ꎬ 多年来ꎬ 学校为各类体育院校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ꎮ 学校体育工作成效显著ꎬ 一批优秀

运动员参加了省市青运会ꎬ 屡屡获奖ꎮ

３ 学校重视艺术教育ꎬ 把艺术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作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

的重要内容ꎮ 学校成功召开了十二届校园艺术节活动ꎬ 并利用重大节日举行歌咏比赛、 文艺汇演、

演讲比赛、 书画比赛等艺术鉴赏竞赛活动ꎬ 提高了学生的艺术欣赏和艺术表现能力ꎮ

几年来ꎬ 学校艺术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ꎬ 学生的艺术欣赏和艺术表现能力有了较大提高ꎮ 学

校的文艺节目多次在全县校园文艺调演中汇演ꎬ 学校秧歌队多次代表县上参加了省市组织的大型庆

典、 交流等活动ꎬ 受到了社会的好评ꎮ

三、 内化路遥精神ꎬ 形成学校 “三风一训”

路遥精神具体体现在路遥对创作的勤奋和执着的精神、 继承和汲取相结合的创新精神、 在逆境

中积极向上的精神、 对故土极为关心的奉献精神ꎮ 学校以此为动力ꎬ 将其外显于形、 内化于心ꎬ 逐

渐形成了学校的 “三风一训”ꎮ

校训: 自胜至达

校风: 以人为本ꎬ 民主和谐

教风: 严谨善教、 敬业爱生

学风: 励志、 勤学、 多思、 善辩

严谨指是教师要以德修身ꎬ 为人师表ꎬ 举止文明ꎬ 办事负责ꎬ 严于律己ꎬ 谦虚谨慎ꎮ 善教是指

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ꎬ 大胆改革ꎬ 努力创新ꎬ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ꎬ 培优补

差ꎬ 因材施教ꎮ 敬业爱生指爱岗敬业ꎬ 工作踏实ꎬ 师生平等ꎬ 民主和谐ꎻ 关爱学生ꎬ 善待后进ꎻ 家

校互访ꎬ 经常沟通ꎻ 尊重学生ꎬ 杜绝体罚ꎮ

“励志” 就是要志存高远ꎬ 要树立远大的志向ꎬ 坚定的意志ꎮ “勤学”、 “多思”、 就是勤奋学

习ꎬ 认真思考ꎮ “勤学” 强调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态度ꎬ 旨在倡导严谨治学、 学而不厌、 终身学习

的风气ꎬ 要做到 “海纳百川ꎬ 有容乃大”ꎮ 励志勤学ꎬ 强调 “知行统一”ꎬ “勤学” 是 “知” 的过程

和方法ꎬ “励志” 要求树立高远的志向ꎬ 并且不断地去实践ꎬ 去为之奋斗ꎬ 最终才能为社会做贡献ꎮ

现在ꎬ “路遥精神＋现代素质” 文明学风已经形成ꎮ 以 “拚搏、 真诚、 执着、 创新、 奉献” 十

个字为核心的路遥精神已成为路遥中学校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延川中学人的精神写照ꎮ

二〇一三年五月

(冯治军ꎬ 延川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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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坡的遐想

刘伟生

　 　 县城有多条坡路ꎬ 但最为堂坡有名ꎬ 城里人、 乡里人不知者甚少ꎬ 没有走过堂坡的寥寥无几ꎬ

尽管这条坡短而陡ꎬ 但它是延川境内最为有名的一段路ꎮ

堂坡ꎬ 顾名思义ꎬ 应该是通往学堂的坡ꎬ 因为坡上建有学堂ꎬ 叫堂坡自然而得名ꎮ 可令人不解

的是ꎬ 学堂的前身是文庙ꎬ 那为什么不叫文坡、 庙坡? 据考证坡上还曾建过县衙ꎬ 那为什么未叫府

坡、 衙坡? 有人说县衙有大堂ꎬ 堂坡应由此而得名ꎮ 如今坡上的个体户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ꎬ 还是

另有他意ꎬ 门面广告上把堂坡写成 “唐坡”ꎬ 我想就是写成 “糖坡”ꎬ 还是比不上 “堂坡”ꎮ 堂坡之

名ꎬ 文而不俗ꎬ 雅而不娇ꎮ

古往今来ꎬ 堂坡上来来往往ꎬ 走过无数行人ꎬ 成为延川县境内人流量最多的一条路ꎮ 老早以前

的堂坡为碎石和石板铺成ꎬ 无数双脚将路磨光磨亮ꎬ 偶尔一块石板都能照出人影ꎮ 前几年县城改

造ꎬ 将碎石换成了块石ꎬ 为了防滑打毛了石面ꎬ 平缓了坡面ꎮ 但我想ꎬ 再过数年坡面又可光亮照

人ꎮ 有人算过ꎬ 堂坡上往来万人ꎬ 每天过往堂坡 ２ 万多人次ꎬ 每到上学放学ꎬ 人潮涌动ꎬ 如果你想

体会人流激荡ꎬ 放学时间去爬堂坡ꎮ 特别是雨天ꎬ 无数把雨伞聚集堂坡ꎬ 五颜六色ꎬ 十分壮观ꎬ 可

谓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ꎮ

走堂坡的人多数还是学生ꎬ 还有居民ꎮ 男的女的ꎬ 老的少的ꎬ 爬山的ꎬ 锻炼的ꎬ 送孩子上学

的ꎮ 令人自豪的是ꎬ 这条坡上走出了将军ꎬ 走出了作家ꎬ 走出了大师也许当今的 “习大大” 也

在堂坡上留下了脚印ꎮ 在一个小小的县城ꎬ 县处级干部就是最为耀眼的人ꎬ 在我的印象中ꎬ 举家走

这条路的就有三位ꎬ 也许他们还真沾了堂坡的灵气ꎬ 如今堂坡的顶端ꎬ 住着县处级检察官ꎬ 县处级

中学校长ꎬ 小学的校长也走成了县处级ꎮ 县城内ꎬ 除过县府ꎬ 堂坡上成了高密度的县处级坡ꎮ 谁也

不敢断言ꎬ 今后这条路上还会走出多少名人大师、 达官贵人ꎮ

堂坡的出奇ꎬ 在于行走和住在堂坡上的人安生ꎮ 人来人往ꎬ 人车混杂ꎬ 而未发生一起重大事

故ꎬ 这在中国的交通史上应属十分罕见ꎮ 堂坡上有 ５ 所学校ꎬ 师生过万人ꎬ 而学校好像从未发生过

不安全重大事故ꎮ 有一年城关小学的一个孩子从三楼掉下ꎬ 打了一个骨碌爬起来跑了ꎬ 真神了ꎮ

２０１１ 年秋季我调任堂坡上的单位教育局任职ꎮ ２０１２ 年春季ꎬ 单位的大门正中央顶梁上ꎬ 燕子内外

对称地垒了两个窝ꎬ 引来许多路人和单位上人的好奇ꎬ 但我心里暗暗想这是祥兆ꎮ 农村人很有讲

究ꎬ 燕子到谁家垒窝ꎬ 谁家定是安然人家ꎮ 快三年了ꎬ 教育系统几万人都十分安然ꎮ 每当我进出大

门ꎬ 燕子 “唧唧唧”ꎬ 即 “吉吉吉” 地叫着ꎬ 我心里十分舒坦ꎮ 单位的对门楼上住着一位老人ꎬ 听

说上百岁了ꎬ 我就更纳闷了ꎬ 延川百岁老人能有几人? 堂坡人声鼎沸ꎬ 环境吵杂ꎬ 且住在堂坡上还

能长寿! 堂坡真是神奇!

我家的房子在堂坡上ꎬ 朋友对我说ꎬ 房子旧了ꎬ 卖了另买一套ꎬ 可我仔细一想ꎬ 不能卖ꎬ 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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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退休后手拉着孙子走堂坡、 讲堂坡的故事呢!

(刘伟生ꎬ 延川中学八〇级五班学生ꎬ 现任延川县教育局局长)

延川县文教卫生局

批转延川中学关于教导处工作改进意见

(６２) 延教字第 ０４５ 号

各中学、 重点小学:

延川中学为了从各方面着手改进工作ꎬ 提高教育质量ꎬ 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ꎬ 拟制了 “教导处

工作改进意见” 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基本符合该校的实际情况ꎬ 除延川中学认真贯彻执行在实际工作

中不断改进外ꎮ 仅供其他学校参考ꎮ

附: 延川中学教导工作改进意见ꎮ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二日

延川中学教导工作改进意见

一、 加强教导处集体领导作用

甲: 具体分工互相协作ꎬ 克服一人包揽、 各自单干的现象ꎮ

１ 共同任务: 本处人员要热爱和关心教导工作ꎬ 除出色地完成本人应尽的行政职责外ꎬ 还要深

入调查研究ꎬ 经常了解和掌握师生思想、 学习、 工作、 生活情况ꎬ 督导师生改进教学工作ꎬ 提高教

学质量ꎮ

２ 具体分工: 教导处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ꎮ

教导主任: 除全面负责教导工作外ꎬ 应着重搞好下列工作:

(一) 负责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工作ꎮ

(二) 组织有关人员制定教导计划并按时作好总结ꎮ

(三) 批审教研组和班主任的工作计划ꎬ 并经常督查和了解计划的执行情况ꎮ

(四) 管理师生一切考绩事宜ꎮ

(五) 管理教师的理论学习和班务学习ꎮ

(六) 批审学生的退、 转、 休学等事宜ꎮ

(七) 批审师生间有关教导处物质领借事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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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领导仪器室和图书馆工作ꎮ

副教导主任: 除搞好教学工作外ꎬ 还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 主管生活、 生产和卫生工作ꎮ

(二) 批审学生的请假和教师的临时请假 (一时左右)ꎮ

(三) 搞好学生的文体活动及各项社会活动ꎮ

(四) 领导医务室工作ꎮ

(五) 领导学生会工作ꎮ

学习干事的主要职责:

(一) 经常深入教研组和班级ꎬ 定期 (每月一次) 召开各班学习干事会议ꎬ 了解和掌握教师的

教学工作、 班务工作和学生的学习情况ꎬ 加以分析ꎬ 提出初步处理意见ꎮ

(二) 管好学生的档案材料ꎬ 并掌管学生的流动情况ꎮ

(三) 负责做好师生奖惩登记工作ꎮ

(四) 负责临时调课ꎮ

生活干事的主要职责:

(一) 经常督查师生按时休息ꎮ

(二) 协助卫生人员做好卫生工作ꎮ

(三) 协助伙管人员搞好伙食工作ꎮ

(四) 定期 (每月一次) 召开各班生活干事会议ꎬ 研究生活事宜ꎮ

(五) 协助教师ꎬ 组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ꎬ 活跃学校生活ꎮ

(六) 做好学生的请假登记工作ꎬ 每月一次ꎮ

(七) 做好来客登记工作ꎮ

仪器管理员主要职责:

(一) 对现有和添置的仪器、 药品ꎬ 必须分类造册登记 (一式三份ꎬ 总教两处、 主管人员各一份)ꎮ

(二) 严守领借制度ꎬ 对损坏仪器和消耗药品必须随时登记ꎬ 学期末进行清理ꎬ 并制作下学期

需用仪器和药品ꎮ

(三) 经常检查与维修好仪器ꎬ 教育师生爱护仪器和节约实验药品ꎮ

(四) 帮助教师做好实验准备ꎬ 并注意安全ꎮ

(五) 贵重和有毒性的药品及非教学性的所用药械ꎬ 使用时需要教导主任批准ꎮ

图书管理员的主要职责:

(一) 必须准时开放借阅ꎮ

(二) 对现有和添置的书籍必须分类造册登记 (一式三份ꎬ 总教两处、 主管人员各一份)ꎮ

(三) 教育师生爱护书籍、 修补书籍ꎮ

(四) 做好对学生课外阅读辅导ꎬ 定期 (期中、 期末各一次) 统计学生阅读情况ꎬ 并向教导主

任汇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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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整理、 装订和保管好报纸杂志ꎮ

(六) 经常和新华书店取得联系ꎬ 提出选购意见ꎮ

(七) 图书外借需经教导主任批准ꎮ

卫生员的主要职责:

(一) 认真贯彻以 “预防为主ꎬ 医疗为辅” 的方针ꎬ 经常对师生进行卫生健康教育ꎬ 培养良好

的卫生习惯ꎮ

(二) 对现有和添置的药品、 器械ꎬ 必须造册登记 (一式三份ꎬ 总、 教两处和主管人员各一

份)ꎮ

(三) 严格例行医疗手续ꎬ 每月结算一次药械ꎬ 期末尾结ꎮ

(四) 根据病情分类进行登记ꎬ 每月统计一次ꎬ 期末总结一次ꎮ

(五) 除搞好医疗工作外ꎬ 还要经常检查督导学校的清洁卫生工作ꎮ

(六) 医疗只对内不对外ꎮ

生产干事的主要职责:

(一) 了解和掌握学校的土地ꎬ 并要做好土地的登记工作和划分工作ꎮ

(二) 对学生进行生产基本技能的教育ꎬ 指导学生生产ꎮ

(三) 按期制订生产计划ꎬ 并做好活路安排ꎮ

(四) 农具、 籽种的领借要按制度办事ꎬ 教育师生爱护农具、 节约籽种ꎮ

(五) 布置各班按时耕种和收获ꎮ

(六) 定期 (按农事季节) 召开生产干事会议ꎬ 研究生产事宜ꎬ 期末做出总结ꎮ

(七) 做好财务管理和粮食等产品的保管工作ꎬ 并根据学校规定做好分配工作ꎮ

乙: 深入教学第一线ꎬ 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ꎮ

(一) 下班分工ꎮ

(二) 下教研组分工ꎮ

(三) 下课堂ꎬ 每人每周听课二至三次ꎬ 每学期每人都得有听课计划ꎮ

丙: 健全制度ꎬ 定期 (每周一次) 召开处务会议ꎬ 研究教导工作ꎮ

丁: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ꎮ

(一) 政治理论学习: 按学校统一规定学习ꎮ

(二) 业务学习: 除学习学校统一规定的文件外ꎬ 目前应学以下有关材料ꎮ

(１) 教育学中: 学校管理和领导ꎮ

(２) 关于编班的原则ꎮ

(３) 关于听课ꎮ

戊: 实行值周制: 每周每人轮流ꎬ 值周员主要负责检查督导本周的学习、 生活、 卫生、 劳动、

遵守纪律等方面ꎬ 周末ꎬ 值周员进行总结ꎬ 并认真填写值周日记ꎮ

己: 严格要求ꎬ 按制度办事ꎬ 遵守纪律ꎬ 以身作则ꎬ 在工作中应起带头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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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强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

甲: 政治理论学习ꎻ 见政治理论学习计划ꎮ

乙: 业务学习ꎮ

(一) 组织领导: 在教导处统一领导下ꎬ 以教研组为单位进行学习ꎮ

(二) 学习内容: 中教工作五十条ꎮ

目前着重学习: 教师一章ꎬ 苏维埃教师ꎬ 略论师生关系等文件ꎮ 参加函授学习的教师应着重学

习函授内容ꎮ

(三) 学习方法和时间安排: 以自学为主、 辅以座谈讨论ꎮ 每周学习五节ꎬ 三节自学ꎬ 两节集

中学习或讨论ꎮ

三、 加强班务工作

甲: 加强对班主任的配备ꎮ

乙: 提高班主任工作的艺术ꎮ

(一) 组织班主任学习班务的有关文件和校外经验ꎮ

(二) 开展班务工作经验交流ꎮ

(三) 对典型班级进行专题研究ꎮ

丙: 班主任要深入学生ꎬ 了解和掌握情况及时解决ꎬ 并随时如实汇报ꎬ 重大问题的处理事先必

须请示ꎮ

丁: 坚持正面教育ꎬ 克服简单急躁的训斥做法ꎮ

四、 改进教研组工作ꎬ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甲: 加强教研组长的配备ꎮ

乙: 加强教研组长的业务学习ꎬ 提高领导艺术ꎮ

丙: 组织专题研究ꎮ

丁: 认真学习外校经验ꎬ 并总结与交流本校教学工作经验ꎮ

五、 充分发挥学生会组织的作用

甲: 健全学生的组织ꎬ 将真正有工作能力的学生选入学生会担任工作ꎮ

乙: 加强对学生会的领导ꎬ 将学生应做的事情交给学生会ꎮ

丙: 加强对学生会学生干部的教育和培养ꎬ 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ꎮ

丁: 教导处的各干事和学生会有关学生干部经常要取得密切联系ꎬ 共同努力ꎬ 搞好工作ꎮ

六、 加强与总务处的联系ꎬ 密切总、 教两处关系ꎬ 互相协作ꎬ 共同搞好工作

甲: 有事多来往、 多商量ꎬ 以求共同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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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导处有关会议邀请总务处有关同志参加ꎮ

丙: 加强对师生教育ꎬ 正对总务处工作人员的看法ꎮ

七、 严格要求ꎬ 按制度办事ꎬ 履行各种会议制度

(一) 各班、 教研组和各个教师ꎬ 每学期都得有计划ꎬ 并严格执行计划ꎬ 期中、 期末作出书面总结ꎮ

(二) 严格履行各种教学制度ꎮ

１ 认真做好备课工作ꎮ

２ 按时上下课ꎬ 并在课堂上认真填写教室日志ꎮ

３ 教学要按大纲规定进行ꎬ 反对过快或过慢的进度教学ꎮ

４ 未经教导处同意ꎬ 不能随意不上课改作自习ꎬ 或互相调课ꎮ

５ 做好学生的考查工作ꎮ

６ 做好课外辅导工作ꎮ

７ 做好作业批改工作ꎮ

(三) 按规定时间交送教研组笔记和班主任笔记ꎮ

(四) 办公时间出外必须请假ꎮ

(五) 必须按规定时间 (见各种会议时间安排表) 召开各种会议ꎬ 会前做好充分准备ꎬ 节约时

间ꎬ 搞好会议质量ꎮ

陕西省延川中学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１ 日

延川中学高、 初 ２００２ 届毕业班复课备考方案

根据我校今年抓过程、 重落实、 实行制度化的管理思路ꎬ 以便有目的、 有步骤和扎实细致地抓

好高、 初 ２００２ 届毕业班的教学、 复课的备考工作ꎬ 特制定本方案ꎮ

一、 毕业班复课工作的指导思想、 原则和方法

１ 指导思想: 加强基础知识教学ꎬ 强化基本技能的训练ꎬ 注重提高能力ꎬ 发展智力ꎬ 以适应

“３＋Ｘ” 创新能力的考试ꎮ 以教学大纲和考纲为依据ꎬ 以课本为中心ꎬ 加强 “单元过关测试”ꎮ 夯实

基础ꎬ 重视解题思路和技巧的应试训练ꎬ 力争做到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知识ꎬ 培养敏捷的思维能

力ꎬ 提高学生答卷 (题) 的规范性、 准确性和速度ꎮ

２ 复课原则: 以 “纲” 为纲ꎬ 以 “本” 为本ꎬ 抓 “纲” 务本ꎮ

３ 复课方法: 基础———综合———能力———拔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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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复课备考工作要求

１ 各任课教师制订学科复课计划

各任课教师要依据学校制定的宏观的复课方案ꎬ 结合自己所任课的特点、 进度和授课班级学生

的实际情况ꎬ 高三任课教师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底ꎬ 初三任课教师在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前制订出 “学科

复课计划”ꎬ 一式两份ꎬ 一份交教学处ꎬ 一份自己保存ꎬ 然后按照 “复课计划”ꎬ 一环一环地安排

自己的复课工作ꎮ

２ 摸清学情ꎬ 管教管学

各任课教师要认真分析每次考试学生的答卷情况ꎬ 以及两年来学生该科成绩和名次升降幅度ꎬ 摸

清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心理素质ꎬ 预测复课所达到的程度ꎬ 发现一些基础扎实、 思维敏捷、 能够拔高的

学生ꎬ 确定本学科的培养对象ꎮ 备课、 授课、 复课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接受能力ꎬ 注重大面积提

高ꎬ 兼顾培养高层次的 “尖子生”ꎮ 各班主任要广泛联系各任课教师ꎬ 交流学情ꎬ 广泛配合ꎬ 确定本

班的培养对象及重点ꎬ 有计划、 有针对性地对他们采取 “开小灶” “单兵教练” 等办法ꎬ 予以提高ꎮ

３ 重视 “三情” 研究

(１) 教情研究ꎮ 教师在备课中ꎬ 要研究教材、 研究学生ꎬ 既备教材ꎬ 又备学生ꎮ 在教学中要以

启发式教学为主ꎬ 打破 “满堂灌” 的传统教学模式ꎬ 在提高学生能力方面狠下功夫ꎬ 教给学生

“点金术”ꎮ 设法摸索出既有针对性ꎬ 又有利于提高学生能力的复课方法ꎬ 要依据知识点不同设计不

同的复习方法ꎬ 要因人而异设计不同的复习方法ꎮ

(２) 学情研究ꎮ 任课教师要经常深入学生ꎬ 了解学生的学习和复习情况ꎬ 研究他们的心理障碍和

思想顾虑ꎬ 研究他们在学习上所存在的困难ꎬ 研究他们解题出错的原因ꎬ 并及时对症下药ꎬ 予以解决ꎮ

(３) 考情研究ꎮ 各任课教师要下工夫研究近 ５ 年来的高考、 中考试题ꎬ 人人做一遍ꎬ 在学科组

讲一遍ꎮ 对考题要做到六研究: 研究考题知识点的难易度和区分度ꎻ 研究考题的题型ꎻ 研究考题试

卷的结构ꎻ 研究考题所囊括的知识点ꎮ 同时要搜集当年的升高中、 高考信息ꎬ 预测当年的考情ꎮ 通

过研究ꎬ 特别是要搜集一些关于 “３＋Ｘ” 高考的有关信息、 有关试题ꎮ 教师反复研究ꎬ 学生反复做

练ꎬ 以适应 “３＋Ｘ” 高考ꎮ

４ 开好 “三会”

在复课阶段ꎬ 教学处将初步拟定召开 ３~４ 次毕业班任课教师会议ꎬ 统一复课的指导思想ꎬ 交流

复课计划ꎬ 总结上一阶段的复课工作ꎬ 布置复课的安排和要求ꎬ 明确每个阶段复课的任务ꎬ 使教师

始终处于紧张的复课备考的气氛中ꎮ 召开 ２~３ 次毕业班学生会ꎬ 主要是复习安排ꎬ 学习方法交流ꎬ

学情调查ꎬ 应试心理和应试方法教育ꎮ 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会议ꎬ 合理地布置和安排毕业班复课工

作ꎬ 使毕业班师生始终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ꎮ

５ 召开复课方法交流会

进入综合复习阶段后ꎬ 由复课领导小组统一安排ꎬ 毕业年级各班都要召开师生共同参加的 “复

课方法交流会”ꎬ 探索切实可行的复课方法ꎮ 由任课教师和班上的科状元交流学习方法ꎬ 师生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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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做好准备ꎬ 写出交流发言提纲ꎮ 任课教师的交流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报当年高

考、 升高中信息和命题动向ꎻ 二是交流某一学科的复习方法ꎮ 师生交流之后ꎬ 可以采取学生质疑ꎬ

教师答疑的师生对话方式ꎬ 师生共同探讨ꎬ 使学生获得一些有效的学习方法ꎬ 以资提高复习效果ꎮ

６ 树立良好的学风ꎬ 启动学生学习的内动力

实践证明ꎬ 毕业班确立良好的学风尤为重要ꎮ 复课领导小组要配合班主任ꎬ 早抓、 狠抓毕业班

的学风ꎬ 真正树立起良好学风ꎮ 在此基础上召开学生大会ꎬ 给他们分析高考形势ꎬ 展望高考前景ꎬ

交待学校对考取一类大学的学生的倾斜奖励政策ꎬ 启动学生的内动力ꎬ 使他们苦学、 活学、 乐学ꎬ

在学习上形成你追我赶的竞争局面ꎮ

７ 坚持周考、 月考

高三、 初三年级各科在进入第二阶段——— “基础知识复习阶段” 后ꎬ 在教学处统一安排下ꎬ 实

行周考、 月考ꎬ 一周一小考ꎬ 一月一大考ꎬ 通过周考、 月考查漏补缺ꎻ 通过周考、 月考ꎬ 对学生进

行高强度训练ꎻ 通过周考、 月考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ꎮ

８ 观摩复习汇报课

高三、 初三在进入综合复习阶段后ꎬ 由教学处统一安排ꎬ 观摩任课教师的复习汇报课ꎮ 初三、

高三每科确定一名具有高考复习经验的老教师讲汇报课ꎬ 各毕业年级的任课教师分文、 理科两大组

参加听课、 评课ꎬ 借鉴可行的复习经验ꎬ 以资提高复课水平和复课效果ꎮ

三、 复课阶段的划分

第一阶段: 结束新课阶段

１ 时间: 高三年级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底ꎻ 初三年级ꎬ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底ꎮ

２ 任务: 扎扎实实上好每一节课ꎬ 做到点点清、 节节清ꎬ 不吃 “夹生饭”ꎮ

３ 要求: 落实常规教学ꎬ 按照 «延川中学教学工作常规»ꎬ 每个教师在备课、 上课、 辅导、 实

验、 作业批改和考核六个方面做到扎扎实实、 一丝不苟ꎮ 教学处将逐项检查ꎬ 记载各任课教师以上

几方面的情况ꎮ

第二阶段: 基础知识复习阶段ꎮ

１ 时间: 高三年级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底ꎻ 初三年级ꎬ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ꎮ

２ 任务: 以教学大纲为 “纲”ꎬ 以课本为根本依据ꎬ 认真抓好课本知识的系统归纳ꎬ 系统训

练ꎬ 夯实基础ꎮ

３ 方法: 章节 (单元) 复习———知识体系归类———综合能力训练ꎮ

４ 要求:

(１) 紧扣教材ꎬ 特别是对学生容易混淆的概念和疑难的知识点ꎬ 重点讲解ꎬ 重点训练ꎮ 直至学

生透彻理解、 牢固掌握ꎮ

(２) 各科都要布置一定的作业ꎬ 教师要认真批改ꎬ 发现问题及时讲评、 及时弥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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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紧紧围绕课本上的知识点布置作业ꎬ 选编练习题ꎮ

(４) 结合复习内容ꎬ 指导学生搞好知识归类和题型的变式训练ꎬ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ꎮ

(５) 以 “四个一点” 的教学方法进行复习ꎬ 即起点低一点 (低中见高)ꎬ 难度小一点 (小中见

大)ꎬ 进度慢一点 (慢中见快)ꎬ 要求严一点 (严中求实)ꎮ

总之ꎬ 这一阶段是整个复习的关键阶段ꎮ 应通过这一阶段的复习ꎬ 确保学生掌握知识的准确

性ꎬ 为下一阶段的综合复习做好充分的准备ꎮ

第三阶段: 题组训练阶段ꎮ

１ 时间: 高三年级ꎬ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ꎻ 初三年级ꎬ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 日ꎮ

２ 任务: 丢开课本做套题ꎬ 初中每科至少要训练 １０ 个题组ꎮ 在做题的过程中发现有遗漏的知

识点和模糊不清的知识点ꎬ 回过头来再看课本ꎮ 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应试能力ꎬ 能与高

考、 升高中的考试要求相适应ꎮ

３ 要求: 精心设计题组ꎬ 重视对题型和命题意图的研究ꎬ 剖析典型例题ꎬ 做到举一反三、 触类

旁通ꎮ 提倡讲思路、 讲技巧、 讲难点的教授法ꎮ 要注意知识的综合性、 系统性ꎮ

４ 采取 “考” “改” “评” 三部曲的授课方式大练兵ꎮ

第一部曲: 严考ꎮ 一节大堂课考一个题组ꎮ 按照升学考试的要求ꎬ 限时答卷ꎬ 严格监考ꎮ 目的

在于训练学生答题的准确性、 速度及临场应变能力ꎬ 训练学生的得分办法———低档题不失分ꎬ 中档

题少失分ꎬ 高档题得些分ꎮ

第二部曲: 简改ꎮ 采取抽改、 对改和批改的方式ꎬ 达到发现问题、 掌握情况目的即可ꎮ

第三部曲: 重评ꎮ 教师讲评要做到五评: 评考察的知识点ꎻ 评考察意图ꎻ 评解题的思路和技

巧ꎻ 评错题失分的原因ꎬ 评得分的办法ꎮ

总之ꎬ 这一阶段要精讲多练ꎬ 以练为主ꎬ 对典型题重点训练、 变式训练ꎬ 从练中求准ꎬ 从练中

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ꎮ

第四阶段: 模拟拔高阶段ꎮ

１ 时间: 高三年级ꎬ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ｌ１~２５ 日ꎻ 初三年级ꎬ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ꎮ

２ 任务: 每科进行一次模拟考试ꎮ

３ 要求:

(１) 各任课教师要根据 ２００１ 年高考、 升高中试题和对 ２００２ 年高考、 升高中试题的预测ꎬ 出一

套较高质量的模拟试题ꎬ 通过模拟测试、 分析讲评ꎬ 达到拔高之目的ꎮ

(２)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ꎬ 以自学为主ꎬ 教师巡视答疑ꎮ 在教师的指导下ꎬ 再反复地看课本ꎮ

四、 实行倾斜奖励ꎬ 激励竞争意识

为了使毕业班任课教师真正达到苦教ꎬ 学生达到苦学ꎬ 以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ꎬ 脱皮掉肉ꎬ 奋力

拼搏ꎮ 学校修订 «毕业班升学奖励条例»ꎬ 增加奖励项目ꎬ 加大奖励力度ꎬ 不惜血本地对高考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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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绩突出的教师和学生实行重奖ꎬ 鼓励师生争先冒尖ꎬ 鼓励师生为提高我校教学质量而增添光彩ꎮ

五、 各方支援ꎬ 互相配合ꎬ 全力以赴打好总体战

复课工作是一项各方支援、 互相配合的总体战ꎬ 因此只有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ꎬ 群策群力ꎬ 才

能保证复课工作的顺利进行ꎮ 要以班主任为核心ꎬ 广泛联系各科教师ꎬ 互相交流学情ꎬ 互相配合ꎬ

这是取得高考、 升高中好成绩的有效途径ꎮ 要充分利用班会、 座谈会等多种形式ꎬ 积极主动地、 经

常地开展研究工作ꎬ 处理好劳与逸的关系ꎮ 教育处、 总务处、 图书室、 油印室、 卫生室、 体育组要

全力支援和服务于毕业班工作ꎬ 努力做到 “四个保证”ꎬ 即保证充分的休息ꎬ 保证良好的营养ꎬ 保

证一定时间的体育锻炼ꎬ 保证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ꎮ

六、 切实加强对毕业班工作的领导

１ 成立毕业班复课备考领导小组ꎮ

在校长及校委会领导下成立毕业班复课备考领导小组ꎬ 具体研究和部署、 指导和管理毕业班的

教学、 复课和备考工作ꎮ

组　 长: 冯治军ꎮ

副组长: 曹延平、 樊秋平、 贺江海、 任平安、 封永平ꎮ

成　 员: 贺志荣、 高向良、 李文亮、 白加毅、 刘建辉、 梁延林、 王文忠ꎬ 高三、 初三年级组组

长及班主任ꎮ

２ 领导小组狠抓毕业班教学、 复课备考工作ꎮ

领导小组要经常对毕业班教学和复课备考工作进行集体研究、 分析、 决策ꎬ 要把毕业班工作列

入学校工作重要议事日程ꎬ 视为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ꎮ 各位领导和各位成员要经常深入班级、 学生

和教师ꎬ 听课、 检查和指导ꎬ 掌握学情、 教情的第一手资料ꎬ 及时处理复课备考中的新情况、 新问

题ꎬ 持之以恒ꎬ 抓出成效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延川中学学生公寓管理条例

为了加强学生公寓管理ꎬ 维护公寓住宿秩序ꎬ 确保学生公寓的环境优良ꎬ 确保学生的身体健

康、 人身安全与公私财物的安全ꎬ 特制定本条例ꎮ

一、 住宿制度

１ 入住学生公寓必须先在收费处交费ꎬ 并持交费单据在管理员处注册ꎬ 由管理员统一安排住宿

床位ꎮ 违反本规定按住宿费两倍处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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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入住学生必须按照管理员安排的床位住宿ꎬ 不得私自调换宿舍的床位ꎮ 违反本规定者罚款

１０~２０ 元ꎮ

３ 非本校住宿人员一律不得在公寓楼内寄宿ꎬ 若违反本规定ꎬ 一个人一次罚款 ２０ ~ ３０ 元ꎮ 并

视情节予以纪律处理ꎮ

４ 公寓宿舍内一律不准会客ꎬ 若有来客ꎬ 须在管理员办公处接待ꎮ 若私自在宿舍内会见客人

(包括父母兄弟姐妹)ꎬ 一人次处罚 ２０~３０ 元ꎬ 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理ꎮ

５ 住宿学生出入公寓楼须佩戴校徽ꎮ 在休息时间因事因病必须走出公寓楼者ꎬ 须在管理员处履

行请假登记手续ꎬ 返回时必须履行注册销假手续ꎮ 违反本规定者ꎬ 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ꎮ

６ 本校非住宿学生ꎬ 不得私自进入公寓楼ꎬ 违反本规定者ꎬ 一人一次罚款 １０ ~ ２０ 元ꎬ 视情节

给予纪律处分ꎬ 并扣除该班级量化积分 ５ 分ꎮ

７ 住宿学生只容许将必需的被褥衣物、 洗漱用品、 学习用品和暖水瓶带入宿舍ꎬ 其他东西一律

不许带入ꎬ 违反本规定者一人次罚款 ５~１０ 元ꎮ

８ 住宿学生因病因事请假在宿舍内滞留者ꎬ 必须持经班主任签字批准的请假条ꎬ 在管理员处登

记注册ꎬ 违反本规定者除给予本人纪律处分外ꎬ 扣除班级量化积分 １０ 分ꎮ

９ 住宿学生在课间及上课时间因事需返回宿舍者必须到管理员处登记ꎮ 违反本规定罚款 １０ ~

３０ 元ꎮ

１０ 住宿学生不得私自配制和将钥匙给予别人ꎬ 确需配制者必须经过管理员准许ꎬ 违反本规者

一人次罚款 ５０ 元ꎬ 并承担事故责任ꎮ

１１ 私自进入非本人住宿的宿舍ꎬ 应该对宿舍发生的意外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１２ 住宿学生在非本人宿舍外私自住宿者、 夜不宿者、 进入异性公寓楼者一人次罚款 ３０ 元ꎬ 并

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ꎬ 扣除班级量化分 １５ 分ꎮ

１３ 宿舍内不得从事打扑克、 打麻将等赌博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ꎬ 不得从事吸烟、 喝酒及聚会

活动ꎮ 违反规定者一人次罚款 ５０~１００ 元ꎬ 扣除班级量化分 １０ 分ꎬ 屡教不改者给予纪律处分ꎮ

１４ 宿舍内不得私自使用热水器、 电热器、 电褥子等用电器材ꎬ 不得私自挂接照明设备ꎮ 违反

本规定者一人次罚款 ３０~５０ 元ꎬ 造成后果者承担全部责任ꎬ 并给予纪律处分ꎮ

１５ 争创文明宿舍ꎬ 未被评为文明宿舍者每一宿舍扣除班级量化积分 ２ 分ꎬ 班级没有文明宿舍

者扣除班级量化积分 ６ 分ꎮ 被评定不合格者ꎬ 每一宿舍扣除 ４ 分ꎬ 班级宿舍均被评为不合格者ꎬ 扣

除 １０ 分ꎮ 混合宿舍相关班级均按相应的等次扣分ꎮ

二、 作息制度

１ 按时起床ꎬ 按时归宿ꎮ

２ 休息时间不得在宿舍内外喧哗、 吵闹ꎮ

３ 熄灯后不得再点灯和使用应急灯具ꎮ

４ 休息时间不得从事与休息无关的事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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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违反上述规定者ꎬ 每项每次扣除班级量化积分 １ ~ ５ 分ꎬ 屡教不改ꎬ 相应包庇ꎬ 拒不说出违

反者ꎬ 不听管理员劝阻者ꎬ 加倍计分ꎬ 并给予本人纪律处分ꎮ

三、 卫生制度

１ 讲究卫生ꎬ 保持清洁ꎬ 按宿舍卫生标准坚持随时打扫和保持卫生ꎮ

２ 宿舍内的垃圾一律袋装ꎬ 并及时清理ꎬ 不得滞留ꎮ

３ 每一宿舍须配 (红色) 中型熟塑料水桶一只ꎬ 用于贩存污水ꎬ 每天早、 午、 晚饭后及时倾

倒在指定的下水道ꎬ 不得滞留ꎮ

４ 被子折叠成方块ꎬ 枕头放在被上ꎻ 床单平整干净ꎻ 洗漱用品及餐具统一摆放ꎮ

５ 不得往楼道内、 窗子外扔废弃用品ꎬ 泼洒污水ꎬ 堆放垃圾ꎮ

６ 不得在宿舍、 楼道楼梯的墙壁上乱写乱画、 乱贴、 乱踢ꎮ

７ 讲究个人卫生ꎬ 勤洗头、 勤理发、 勤洗被褥、 勤理床铺ꎮ

８ 若患传染病ꎬ 应积极主动申报ꎮ

９ 若违反上述规定 １~７ 者ꎬ 每项每次罚本宿舍 １０ 元ꎬ 由本宿舍舍长负责落实被罚者ꎬ 落实不

了者ꎬ 由本宿舍成员分担ꎬ 屡教不改者加倍处罚ꎬ 并给予纪律处分ꎮ 违反第 ８ 条者ꎬ 一经查实ꎬ 勒

令退学ꎮ

四、 公物管理制度

１ 宿舍内外的公共设施和财物应自觉爱护ꎮ

２ 宿舍内的公共设施实行宿舍包干制负责ꎬ 楼道楼梯的公共设施实行年级组包干负责制ꎮ

３ 公物的损坏应及时向管理员审报ꎮ

４ 凡无意损坏公物若能落实责任ꎬ 则个人负责赔偿ꎬ 若不能落实责任由使用公物的宿舍和年级

组赔偿ꎮ 具体赔偿标准如下:

(１) 损坏床柜桌、 灯具、 电话、 玻璃、 门窗等公共设施者照价赔偿ꎮ

(２) 弄脏或损坏墙壁、 或在墙上图画ꎬ 每处赔偿 ５ ~ １０ 元ꎬ 损坏面积超大者ꎬ 按损坏面积

计价ꎮ

(３) 随地吐痰、 乱扔脏物ꎬ 每次罚款 １~２０ 元ꎮ

(４) 丢失公物者ꎬ 照价赔偿ꎮ

５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ꎬ 除照价赔偿外ꎬ 视情节给予 ２ 倍以上的罚款ꎬ 并给予纪律处分ꎮ

(１) 故意破坏公物者ꎮ

(２) 屡教不改、 知错不改者ꎮ

(３) 有人证、 物证ꎬ 在事实面前拒不承认者ꎮ

(４) 策划、 煽动、 唆使他人破坏公物者ꎮ

(５) 知情不报、 包庇隐瞒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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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奖惩

１ 全学期罚款在 １００ 元以上的班级ꎬ 扣除班主任一月的津贴ꎮ 班级不得评优ꎮ

２ 公物管理完好无损ꎬ 罚款在 １０ 元以内的班级ꎬ 期末一次性奖励班主任 ５０ 元ꎮ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执行ꎮ

延川中学　 　 　

二〇〇三年五月三十日

陕西省教育厅文件

陕教基 〔２００５〕 ７６ 号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潼关中学等五所学校为省级重点高中的批复

渭南市教育局、 延安市教育局:

按照 «陕西省重点普通高中评估 (复查) 标准» 和 «陕西省重点普通高中评估管理办法» 的

要求ꎬ 经组织专家考查、 评审ꎬ 省教育厅同意潼关县潼关中学、 华阴市岳庙中学、 延安市第一中

学、 子长县子长中学、 延川县延川中学等 ５ 所学校为省级重点中学ꎮ

希望潼关中学等 ５ 所学校以跨入省级重点中学行列为契机ꎬ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全面提高

教育质量ꎮ 严格按照评估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ꎬ 不断进行整改ꎬ 努力把学校办成现代化、 高质量、

有特色的一流学校ꎬ 在教育教学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中发挥示范作用ꎬ 为提高我省基础教育的整体

水平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此复

陕 西 省 教 育 厅

二〇〇五十月十一日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 ０ ０ ５ 年 １ ２ 日 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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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

延市编发 〔２００６〕 ２４ 号

关于延川中学机构升格的通知

延川县机构编制委员会:

你委 «关于延川中学机构升格为副县级的报告» 收悉ꎮ 根据省教育厅 «关于潼关中学等五所

学校为省级重点高中的批复» 和 «陕西省实施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 精神ꎬ 为了更好地

提高延川中学办学水平ꎬ 搞好教育教学工作ꎬ 经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市委常委会议研究ꎬ 同意将延川

中学由科级建制升格为副县级建制ꎮ 内设办公室、 教导处、 总务处、 政教处、 安全保卫处、 团委ꎮ

内设机构为副科级建制ꎮ 人员编制维持不变ꎬ 设置领导职数 ４ 名ꎬ 其中校长 １ 名ꎬ 副校长 ３ 名ꎮ

延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延川县中学关于办好高中教育十大措施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７ 日)

　 　 依据 ２０１４ 年延川县中学第 ３０ 个教师节座谈会会议精神和张永祥县长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ꎬ

我校就如何办好高中教育开展了多次讨论研究ꎬ 形成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措施ꎮ

首先我校开展了不同层面的 “我为学校发展献条计” 的征求意见ꎬ 先后通过教师个人、 教研

组、 行政领导层等层面听取教师对我校未来发展的建议ꎻ

其次ꎬ 我校在 ９ 月 ２１ 日派出了由主管教学副校长带队ꎬ 教育处、 教学处、 办公室、 教科室负

责领导及高三各科备课组长、 骨干教师参加的学习团ꎬ 前赴宜川中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学习交流ꎬ

从周边先进学校学习管理改革经验ꎻ

其三ꎬ 我校结合 ２０１１ 年宜川会议后课堂改革失败经验ꎬ 先后通过校长办公会、 行政会、 教师

会等层面展开讨论设计ꎬ 开展自上而下的改革ꎬ 确保改革的实效性ꎬ 形成了延川县中学关于办好高

中教育、 提高教学质量的十大措施ꎮ

一、 加大投入ꎬ 实现全员培训

改变理念ꎬ 坚定改革信念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实现 “全员培训”ꎮ 一是加大 “请进来、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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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培训力度ꎬ 采用派出去学、 请进来教的方式ꎬ 在本年度实现全校教师到宜川、 延安中学轮训一

次的目标ꎬ 同时坚持实现全体教师三年轮训一次的总目标ꎬ 通过培训达到全体教师 “三改变、 两提

高”ꎬ 即改变观念ꎬ 学习先进教育教学理念达到改变自身落后观念ꎻ 改变认识ꎬ 学习交流兄弟学校

管理ꎬ 达到改变 “生源差所以教师就因此差” 的错误认识ꎻ 改变行动ꎬ 通过学习反思ꎬ 结合本职工

作ꎬ 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ꎬ 达到学习后反思实践ꎮ 通过培训学习后的改变真正实现思想素质和业

务素质的全面提高ꎮ

二是开展全方位的校本培训ꎬ 首先落实好外出培训教师的传帮带作用ꎬ 做到学习前明确教师培

训任务ꎬ 学习后严格落实教师传授带动等管理登记ꎻ 其次抓好骨干体系ꎬ 利用骨干体系示范带头作

用ꎬ 借助教科室鼓手作用ꎬ 以年级组为阵地ꎬ 备课组为载体开展校本培训ꎬ 力争研究出适合本校的

教育教研的方法ꎮ

二、 实行层层管理、 层层聘用的行政改革

具体操作方式是: 由校长分别聘任主管教育教学的两个副校长、 教育处、 教学处两个主任和三

个年级主任ꎬ 形成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决策层和三个年级的执行层负责人ꎻ 再由教育、 教学两处副

校长、 主任分别聘任三个年级的教育、 教学副主任ꎬ 协助年级主任完成本年级的教育、 教学工作ꎻ

接着由年级主任聘任年级组长和年级教导员 (协助年级组完成相关年级组管理考评工作) 及本年级

各学科备课组长ꎮ 同时教育处主持聘请每层公寓管理员ꎬ 统一纳入到学校的学生管理中ꎮ 通过这样

层层招聘、 层层管理的方式ꎬ 来实现步步落实的目标ꎮ 学校也组建了改革考评小组ꎬ 由常务副校长

任组长ꎬ 副校长、 办公室、 考评办参与ꎬ 负责全校教育教学两处的监督、 考评工作ꎮ 教育教学两处

负责三个年级组的统筹安排、 监督、 考评工作ꎻ 三个年级组负责本组各备课组、 班主任工作的监

督、 考评工作ꎻ 各备课组负责本组教师工作的监督、 考评工作ꎮ 以上考评做到周周汇总ꎬ 月月

总结ꎮ

三、 加强备课组建设ꎬ 继续深化课堂改革

改革势在必行ꎬ 其中主要指承载师生教与学主要阵地的课堂改革ꎬ 要实现课堂改革的有效性甚

至高效性ꎬ 主要抓好教师和学生两大主体ꎮ

１ 抓好教师的教学过程与研究ꎮ 一是继续改良优化导学案设计ꎬ 实行学案、 教学设计课时案ꎬ

避免导学案假大空现象ꎻ 二是加强备课组建设ꎬ 扎实推进集体备课ꎮ 实行备课组长与骨干体系结合

方式ꎬ 利用骨干示范引领带动备课组工作ꎻ 三是规范备课组互研活动ꎬ 采取学校统一定时、 定点、

定内容的方式ꎬ 保证各备课组互研活动开展ꎬ 教学处采取专人监督考核备课组活动开展ꎮ

２ 抓好学生的学习态度与方式ꎬ 即大力研究课堂学习小组的建设ꎬ 小组建设是推动课堂高效的

法宝ꎬ 只有小组合作的支撑ꎬ 课堂才能实现有效、 高效ꎮ

３ 明确制度ꎬ 充分利用好现代化教学手段ꎮ 通过培训、 制度管理、 过程检查确保我校先进的教

学设施物尽所用ꎬ 极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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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打破平均ꎬ 实行多元化激励机制

１ 改革课时结构ꎬ 打破课时就是劳动量的报酬单一认识ꎬ 采取 ５０％的基础课时＋５０％的绩效奖

励的方式ꎬ 激励教师主动研究ꎬ 努力提高教学成绩ꎮ

２ 学校过程奖励不变ꎬ 利用每位教师的 ５０％绩效奖励ꎬ 设立各类奖项ꎬ 重奖在教育教学教研

中涌现的优秀个人和集体ꎮ

３ 高考奖励实行每年目标制ꎬ 进一步打破平均化ꎮ

五、 依据考评ꎬ 实行教师末位淘汰制度

严格落实的同时ꎬ 采取优胜劣汰原则ꎬ 对教学不合格、 工作不称职的教师采取调离教学岗位ꎬ

进行培训的措施ꎬ 打破教学岗位 “干好干坏一个样” 大锅饭思想ꎮ 具体实行年级组聘任教师方法ꎬ

高三、 高二、 高一依次聘任ꎬ 对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优先聘任ꎬ 对考评落后的教师采取降级甚至调

离教学岗位等措施ꎬ 以确保教师人人心存危机意识ꎬ 用心于教学ꎮ

六、 借助外力ꎬ 开展校际交流

要改变学校现状ꎬ 必须吸收新鲜的血液ꎬ 通过大力 “引进外援”ꎬ 在短期改变社会对学校的不

良认识ꎬ 从而达到长期促进学校良性发展ꎮ 主要措施有: 一是与名校在师资、 教学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交流ꎬ 互相交流师资ꎬ 达到学习管理经验ꎬ 培养师资力量ꎬ 吸引生源的目的ꎮ 二是采取联合办

学、 接受托管等方式ꎬ 接受名校新的管理模式ꎬ 大力宣传ꎬ 改变目前的生源状况ꎮ 三是投入资金ꎬ

引进学科专家来校指导学校的教育教学研究ꎬ 以此带动全校的教研形成氛围ꎬ 再上台阶ꎮ

七、 全方位推进学生自主管理

学校无小节ꎬ 处处是教育ꎮ 学校无小事ꎬ 事事见管理ꎮ 常规管理见诸于学校各项工作的方方面

面ꎬ 没有严格的常规管理ꎬ 良好的教风、 学风、 校风就无从谈起ꎮ 良好的口碑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管

理基础上ꎮ 一是健全各项制度ꎮ 要根据学校的发展ꎬ 完善已有制度ꎬ 确立新的规章ꎬ 并建立与制度

相配套的落实措施ꎮ 二是明确职责ꎮ 进一步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要求和评价标准ꎬ 做到人人都管

事ꎬ 事事有人抓ꎬ 协调一致ꎬ 相互补位ꎬ 形成齐抓共管的和谐局面ꎮ 三是加强检查与落实ꎮ 要建立

“检查永远大于信任” 的管理理念ꎬ 有了制度ꎬ 有了标准ꎬ 关键就在落实上ꎬ 落实不到位ꎬ 一切等

于零ꎮ 要坚持 “抓住不落实的事＋盯住不落实的人 ＝落实” 的务实精神ꎬ 把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落

实到实处ꎮ

改变目前教育工作粗放式管理模式ꎬ 改变班级教育工作以管代教方式ꎬ 实行教育处决策、 监

督、 考评ꎬ 年级组、 学生会开展自主管理的办法ꎬ 采用层层管理、 多方考核的办法ꎬ 即教育处、 教

育处、 学生会考核年级组ꎬ 年级组及学生会考核班级、 班主任ꎬ 层层上报总结ꎮ 主要措施有: １ 加

强教育处、 学生会队伍建设ꎻ ２ 加强年级组、 各班级小组建设ꎬ 通过班级小组开展班级工作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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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班级、 年级组工作ꎬ 加强监督检查ꎬ 确保做到周周清、 月月评比ꎮ

八、 改革公寓管理模式

改变目前 “学生不怕公寓管理员就怕班主任ꎬ 但班主任在学生住宿管理方面又有心无力” 的现

状ꎬ 实行权力下放ꎬ 由教育处聘任公寓管理员ꎬ 做到一层一个管理员ꎬ 管理员对住宿学生进行考

评ꎬ 按时向教育处上报考评结果ꎻ 教育处专设副主任对公寓管理员进行考评ꎬ 实行绩效兑现工资ꎬ

以此来规范学校管理ꎬ 减轻班主任负担ꎬ 消除安全隐患ꎮ

九、 坚持特色ꎬ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学校办学理念的外显ꎬ 是校风的体现ꎮ 我校已秉承传统ꎬ 大力挖掘路遥精神ꎬ 但在

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还应做到:

１ 加强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ꎮ 比如路遥纪念室的重建ꎬ 年级、 班级文化氛围的营造等ꎮ

２ 以路遥精神为核心ꎬ 开展特色班级文化建设ꎮ 实现学校 “以小组建设保障班级文化建设ꎬ

以班级文化带动校园文化建设” 的发展思路ꎮ 通过宏观设计ꎬ 分步实现ꎬ 从小组到班级再到校园的

发展策略ꎬ 真正体现路遥母校独特的人文特色ꎮ 即在教师中倡导发扬: 不计得失、 终身从教的献身

精神ꎬ 认真执着、 爱生如子的园丁精神ꎬ 不甘落后、 勇于探索的奋进精神ꎮ 在学生中倡导发扬: 励

志成人、 走出堂坡的奋进精神ꎬ 吃苦耐劳、 苦境成才的奋斗精神ꎬ 心怀家园、 奉献社会的感恩

精神ꎮ

十、 统一各层面的思想认识

对我校当前发展而言ꎬ 改革要行得通ꎬ 改革者的理念先要想得通ꎮ 要保证改革的成效ꎬ 首先是

每一位学校领导都要抓住县上重视高中教育的大好机遇ꎬ 借助 “走出去” 的机会ꎬ 学习其他学校先

进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ꎬ 面对我校生源实际ꎬ 认识到 “改革势在必行ꎬ 不改则退” 的现实ꎬ 进一步

强化管理者 “在其位、 必谋其政” 的角色意识ꎬ 让他们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有所作为ꎮ

其次是提升改变每一位教师的思想认识ꎬ 通过 “全员培训” 的方式ꎬ 让他们感受先进学校的改

革形势ꎬ 进一步面对实际生源ꎬ 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武装自己的思想ꎬ 践行于教育教学实践ꎮ 要

让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有 “皮之不存ꎬ 毛将焉附” 的忧患意识ꎬ 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ꎬ 不断树

立 “学校兴衰ꎬ 我的责任” 的责任意识ꎮ 形成人人讲忧患、 个个争奉献ꎬ 责任共担、 和衷共济的团

队精神ꎮ

以上就是我校在面对新形势办学困境中的一些想法和措施ꎬ 这些主要是学校改革中自身的做

法ꎬ 当然ꎬ 要提升学校办学成绩ꎬ 主要要有上级领导的全力关注、 支持ꎬ 全校全体教职工的齐心协

力ꎬ 才会使延川县中学这艘航船再次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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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延川中学历来就有编修校志的愿望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ꎬ 学校编写了 «陕西省延长县第二中学发展

简史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 » (刻印本)ꎬ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ꎬ 郝风岗编写过 «延川中学

校志» (初稿)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在延川中学建校 ６０ 周年前夕ꎬ 校长冯治军及校委会决定编写延川中学

校志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学校聘请原县志办副主任吕立军编写校志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 学校又抽出语文

教师冯世雄专门配合协助ꎬ 从此ꎬ 编写校志进入实质性阶段ꎮ 历时一年多ꎬ 历经三个阶段ꎬ 三易其

稿ꎬ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成书ꎬ ５ 月底出版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为篇目设计、 确定框架结构阶段ꎮ 先设计篇目ꎬ 经校志编委会审议

修改后确定了校志的框架结构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为搜集、 征集资料和编写初稿同步进行阶段ꎮ 资料搜集: 先后查阅

了学校各处室近十年的纸质档案、 电子档案和照片档案ꎬ 学校档案室档案ꎬ 延川县档案馆有关本学

校档案ꎬ 共计 ４００ 余卷ꎻ 采用查阅、 考证、 筛选、 复印、 整理、 摘录、 拍照等方式进行搜集ꎮ 征集

资料: 通过在 «延安日报»、 延川电视台、 延川县政府网站登发征集广告ꎬ 通过征调函、 短信、 微

信、 电话联系ꎬ 通过对学校老领导、 老教师的采访ꎬ 通过校友联络人李抗美、 刘伟生、 高忠伟、 吕

立峰、 刘宏祥、 高向良、 张高虎、 杨国强的联络ꎬ 三次赴延安、 吴起、 西安等地对老校友走访等途

径进行征集ꎮ 共积累资料约 １５００ 万字ꎮ 经过一年的辛勤努力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编写出近 ６０ 万字的校

志初稿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为评审修改、 完成精编稿阶段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学校组织人员对

校志初稿分工评审ꎬ 提出将短缺内容继续补充ꎬ 于 ９ 月底完成 ５０ 余万字的校志评审稿ꎮ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学校组建了编纂委员会ꎬ 组织召开评审会ꎬ 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ꎮ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延川县方志办

在延川中学召开校志评审会议ꎬ 张小平等就志书记述、 表册、 图照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ꎮ 然后据所

提意见予以删、 减、 增、 补、 改ꎮ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底圆满完成精编稿任务ꎮ

“纸上得来终觉浅ꎬ 须知此事要躬行”ꎮ 编修志书是一项艰辛的劳动ꎮ 在校志编纂过程中ꎬ 吕立

军、 冯世雄废寝忘食、 夜以继日地劳作ꎬ 付出了很大心血和汗水ꎻ 学校领导冯治军运筹帷幄ꎬ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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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 严要求、 重事实”ꎬ 每个关键步骤都悉心指导、 把关、 定夺ꎻ 刘文华就内容编辑ꎬ 照片选

择及彩页编排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ꎻ 郝风岗提供了不少资料和照片ꎬ 原延川县关工委主任冯治堂极

力倡导编修校志ꎬ 延安市档案局高凤堂ꎬ 延安大学杜宏荣、 马社举ꎬ 延安市财政局杨光彦提供了大

量的信息ꎬ 同时得到学校各处室负责人和全体教师的配合以及各界校友的大力支持ꎮ 借此ꎬ 谨向所

有关心、 支持和帮助校志编纂工作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谢意ꎮ

由于校志涉及内容广博、 资料浩繁、 数据庞杂ꎻ 且时间久远ꎬ 有些档案资料短缺ꎻ 加之人手

少ꎬ 时间仓促ꎬ 不少校友资料难以征集ꎬ 志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ꎬ 敬请广大校友和读者匡正赐

教ꎬ 以便嗣后续修重印渐臻完善ꎮ

«延川中学校志» 编委会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