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筚路蓝缕 艰苦创业

——北海一中建校忆往

1999 年 4 月上旬，笔者收到母校一份通知，说为了向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和校庆四
十三周年献礼，学校决定编撰第一部《北海一中校志》，叫笔者写好个人“词条”寄给
母校，为此，笔者感触甚多，因为笔者不但经历了母校的创建，而且还在她的怀抱里
学习和工作了十一个寒暑，母校的创建虽然艰苦备尝，但却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

1956 年秋以前，北海市区只有惟一的一间中学——北海中学，这种状况已不能适
应学生日益增多的需要，市政府于 1956 年 5 月 9 日正式发文成立“北海市第一初级中
学”。同时任命龙德珍、梁祥绍分别为正副校长；温耀富任第一副教导主任（党内任支
部书记）；余宪文为副教导主任；庞亮为总务副主任。开学时，朱秀雯任教导主任。他
们组成了一中的首任领导班子并着手建校。

校址设在市区西南面的赵屋岭（今市风机厂），该址曾是四小的校址，该校迁走后
留下六间教室和一幢二层的赵屋祠堂。此外，市政府拨 8000 元人民币作建校费，主要
解决建教室之用。

为了使北海一中一开始就以一间完整的初级中学面世，市文教局决定从北海中学
抽调陈明琇、黄邦兴、刘家基等二十多位教学骨干到一中任教。初一级学生从小学毕
业生中招收三个班，初二、初三级也各招三个班，学生则从家住市西区的北中初一、
初二级在读生调拨。另特别挑选了像何秀英、杨振福、陈承富（白仑）、关影莲、徐光
瑞等一批共青团和学生骨干，以及陈佩兰、何小羽、罗丽霞、周德叶等一批文艺骨干。
此外，从北中调拨了一批课桌椅、教学仪器和图书等物资。这样，新校的师资、生源
及教学设备得到了基本解决。

1956 年暑期一开始，学校成立建校指挥部，协调从北中调拨到一中的师生立刻进
行开学前的准备工作，除密锣紧鼓建几间教室外，师生们投入了平整校园、铺校道、
筑球场的艰苦劳动。建校指挥部为了鼓舞建校士气，买了一台扩音机。有了这台扩音
机，广播员及时表扬在劳动中出现的好人好事，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整个暑期的劳
动师生们干得热火朝天，胜利完成了开学前的劳动任务。

赵屋岭原是一片坟地，开学前建校指挥部早已按有关规定通知坟主的家属迁坟，
但还有一些连标志也没有的无主坟埋在地下，同学们在平整土地发掘到一根根的“死
佬骨”时，便风趣地说：“又挖到一条番薯。”若挖到骨缸时便说：“又发现一缸白银。”
印象最深刻的是，把荒废已久的“爱生院”改为宿舍。因为建校伊始，物质条件很差，
该住校的学生却没有宿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决定清理离校只有二三百米远的
爱生院（有关部门把它拨给一中使用，位于今市自来水厂）。爱生院过去是孤寡危重病



人最后的栖身之所和停尸放棺之地，此时的爱生院只剩下一间较宽大的平房和一排殓
房，屋内全是死人头发和神主牌之类的东西，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行人经此，
往往绕道而过，但同学们无所畏惧，进到屋内大搞清洁，经过一番消毒和粉刷，再扛
几张木架床到里面，便把它改成了宿舍。一天晚饭后，温耀富书记拉着手风琴，送住
校的同学正式人住一中的首间学生宿舍。

经过师生们一个暑假的努力奋战，终于在一片欢欣的气氛中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
母校之所以能在短短三个多月的筹备时间内顺利开学，主要是学校有一个团结战斗、
奋发图强、事业心特强的领导班子，尤其值得称颂的是首任校长龙德珍，他是一位自
学成材、知识渊博、素有北海“活字典”之称、德高望重的党外民主人士（北海首任
“民盟”主委），他治学严谨、为人正直、作风民主，全体教师在他的领导下，心情舒
畅，同心同德把学校办好。党支部书记兼第一副教导主任温耀富，是一位思维敏捷，
善于做党团和学生思想工作的领导，在他领导下的校团委很有凝聚力，学校的文体活
动更是搞得有声有色。总务副主任庞亮，他对学校的基建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并想方设法解决学校的教学物资问题，他领导下的总务处不但账目清楚，而且总是想
办法把一分钱掰作两分用，是学校最佳的“后勤部长”。教导主任朱秀雯是一位经验丰
富的老教育工作者，她领导下的教学工作，使学生们的成绩提高很快，在当时全市的
中学统考中，一中的一些学科成绩斐然。母校在创建初期，正因为有着一个团结、奋
发、向上的领导班子，那时候的物质虽然缺乏，生活艰苦，但老师们教得开心，学生
们学得愉快，因而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校风，每当老校友们聚会时，都不约而同地
重提那段美好的回忆。

弹指一挥间，四十三年过去了，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北海一中为各中等专业
学校、高中和大学输送了大量的合格生员，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北海的教育事业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四十三周年校庆到来的前夕，人们不会忘记当年在赵屋岭这片
荒芜的土地上，洒下了辛勤汗水的那批开荒牛。



1956 年秋，北海一中在市区西南郊的赵屋岭成立。

图为同学们在平整校园建球场时，常发掘到一些骨缸和无主坟，因赵屋岭

一带原是一片坟地。

图左远处的两间小屋为北海“爱生院”遗址，原是孤寡危重病人的栖身之

所和停尸放棺之地。同学们把废弃的房子消毒打扫干净后，作为学生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