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周口店中学二三事 

宋  浩 

1955 年—1961 年，我在周口店中学（原北京七十中）度过了 6 年的学习

生活。 

上世纪 50 年代初，周口店地区由河北省房山县划归北京市京西矿区。当时的

周口店比房山县城要更发达一些，北京猿人遗址就在周口店的龙骨山上，使周口店

这个小镇名扬世界；它有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铁路，把周口店出产的石灰石运往硫

璃河水泥厂，并通达北京。解放后这里又开辟了更大规模的石灰石厂和花岗岩厂，

并相应建起了水泥厂、修造厂、酿酒厂等工业企业。解放初期的周口店经济较为发

达、人口众多，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1954 年，北京市政府根据周口店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

需要，决定在周口店建立第七十中学。在文如仲等老师的辛勤努力下，1955 年，

建成了一座 较高标准的中学。 

全新的学校  纯朴的老师 

1955 年， 我 11 岁，在周口店小学

读高小，是全 年级年龄最小的一个。7

月份，举行初 中升学考试，考场就在

本校，升学考 试只考算数和语文两门，

我清清楚楚 地记得，我是第一个交

的卷。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们互相传出话来，说学校发榜了，我赶快跑到周口

店后街的南头，果然北京七十中的录取名单就贴在墙上，一群人在边看边议论

着。我凑前一看，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榜上的第一名居然是我，从此一个农家

孩子就要成为中学生了。 

新成立的北京七十中坐落在周口店南头，一共招了 4 个班，200 余人。开

学前我们就多次去学校参观，一溜的青砖瓦房，窗明几净，在农村生活了十几

年，哪儿见过这么漂亮的学校啊！好容易盼到开学了，同学们热情高涨，群情

振奋，很多家庭都是祖祖辈辈才出一个中学生，我们怎能不珍惜这良好的学习

机会！同学们大部分都每天跑家，最远的是家住长沟峪的同学，每天要走 18 里

的山路来上学，其艰辛可想而知。学校的老师多数都是师范院校刚刚毕业的，

他（她）们满怀着革命理想，一方面教书育人，一方面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建校

劳动，师生一起决心把学校建设好。 

图 1：北京七十中初三（一）班毕业生合影 



第一次进北京 

周口店离北京不到 50 公里，可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去过北京。1956 年春

天，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劳动，师生一起到西山上去砸石子，为火车铺轨准备碎

石，经过几次劳动，学校挣了一笔钱，用这笔钱组织全校师生去北京旅游。200

余名师生从周口店坐火车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为了省钱，大家坐的是闷罐车，

没有座位，车厢只有几扇小窗子，还用铁栅栏栅起来。下了车，大家一起步行

到北京 22 中，这是学校教导主任鲍秉铎老师原所在学校，晚上大家就睡在教室

的课桌上。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游览了故宫、动物园和北海公园等地，了却

了农村学生没进过北京的缺憾。 

除“四害”运动中的掏麻雀，赶麻雀 

1956年， 国家号召除“四害”，把苍

蝇、蚊子、臭 虫和麻雀作为“四害”来

消灭，这里光 说说麻雀吧！学校号召

各班开 展竞 赛，看哪个班消灭的麻

雀多。我们班 每天晚饭后组织几个捉

麻雀小分队， 几个人一组带着手电筒

到附近 各村 去捉麻雀。进村之后敲

开一户 人家 的院门，说明来意，就

上到屋檐下去掏麻雀。这个办法还真灵验，麻雀一到晚上就在窝里不飞也不动，

往往能捉到几个。一晚上，我们走街串户，要走几十里路，能收获十几只到几

十只麻雀，这项活动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后来，捉麻雀运动进一步掀起高潮，

地方政府学习其他地方的经验，要开展人海战术，把麻雀累死。有一天，全校

师生和其他单位的人员一起出动，大家每个人拉开一定距离在山坡上站好，在

统一指挥下大家高声喊叫，或者敲起锣鼓、脸盆，用噪音把麻雀赶得到处乱飞，

不能落地，直到把它们累死。那时人们思想特别单纯，居然相信靠人海战术能

把麻雀累死的童话。结果折腾了一气，麻雀没被累死，而我们却累得够呛。过

了一段时间，国家修正了“四害”的对象，把麻雀从“四害”中解放出来，这场闹剧

也就收场了。 

支援农业  劳动建校 

学校建在农村，六年来学校师生去农村劳动便成为家常便饭，平整土地、

水利工程、割麦收麦、秋收打粮……各种劳动轮番而至。好在大部分同学来自

于农村，对农活并不陌生，又是处在年轻力壮的年纪，自然受到农民的欢迎。

图 2：周口店中学高三（二）班毕业生合影 



没有锻炼过的同学则很快手掌就磨起了血泡，过几天也就习惯了。我们吃过公

社的食堂，也吃过自己做的饭。劳动既为农业创造了价值，也锤炼了我们的意

志品质，学习起来更加刻苦。在劳动锻炼氛围的熏陶下，不少女同学背起了粪

筐，沿街捡拾牲口的粪便，虽然也有些难为情，但毕竟这一关闯过来了。新建

的学校到处都百业待兴，学校组织基建劳动也很多，平整场地、修路、栽树、

建围墙、管理菜园，什么活都干。特别是京周公路西侧的新校区更是同学们亲

手开辟出来的，大家挖土方，捡石头，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 400 米跑道和

足球场。为了从远处拉黄土垫操场，我们晚上借上大队的马车，没有骡马，就

人来驾辕，大家你拉我推，用一车车黄土把乱石摊垫起来。 

1958 年，房山、良乡两个县和周口店地区一起合并成为周口店区，北京七

十中也相应改为周口店中学。记得 1959 年，周口店区的几个中学在周口店中学

举行了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运动会的地点就在我们亲手建起来的运动场。周口

店中学当时也能跟两个著名的县办中学——房山中学和良乡中学抗衡一下。 

新生的学校  骄人的成绩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境贫寒的同学更懂得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1958 年

初中毕业时，雷永清和陈景长两位同学分别被授予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和银质奖

章。1961 年是周口店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的一年，当时正值国家遭遇连续

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大大压缩了高等学校招生规

模。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我们两个班 60 余名同学，高考竟然录取了 42

名，升学率达 70％，创一个农村新建学校的奇迹。其中清华、北大、中国科技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都有周中毕业生的身影。 

岁月荏苒，50 多年过去了，周口店中学也从一名翩翩少年步入壮年，上万

名周中的毕业生活跃在祖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继续做着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