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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学是由北京市京西矿区政府于 1954 年 9 月创办的，始名北京市河南

中学班。1955 年 9 月，被北京市教育局命名为北京市第六十九中学。1958 年，

北京市京西矿区政府撤销，学校所在地划入新成立的北京市周口店区，学校名

称依其所在地河北镇河南村而改名为河南中学。1960 年，周口店区改名为房山

县，河南中学隶属于房山县管辖。1981 年，北京市成立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河

南中学及其所在地划入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河南中学的教学业务由北京矿务局

教育教训处负责管理。1993 年，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撤销，河南中学重新划归北

京市房山区。2011 年河南中学撤销，校址改为房山区职业实习培训基地。河南

中学从建立至撤销共有 57 年的历史。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南中学是北京市京西矿区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六十

年代初，学校隶属房山县管理，当时也是房山县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河南中

学从建立至撤销，一直是房山区北部规模最大、学生和教师人数最多的学校，

也是房山区在山区的最大规模学校。在北京市郊区的普通教育系统中，河南中

学也颇有名气。 

1954 年春，京西矿区政府为解决南部山区人民和南部矿区职工子女的求学

问题，决定在房山煤矿所在地的河北地区，建一所中学。接收建设任务的王福

林老师，带着一纸公文，一份建设图纸，一张支票，来到河北地区，将校址选

定在大石河畔河南村东的一块台地上，征地 20 余亩。这里，正是大石河河套沟

的中心，水秀山青，风景优美，空气新鲜，环境清幽。向东 20 余华里即是大石

河的出山口，山前是浩浩华北平原，沃野千里；向西可沿河套沟进入太行腹地，

山峦起伏，连绵不断。河南中学。从诞生开始，即成为生活在大石河畔人民心

中的知识圣殿。 

当时正是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市教育局向河南中学下达指示，

边建设，边教学，并要求做到当年 9 月份必须开学。京西矿区政府虽然资金紧

张，但对教育却十分重视。河南中学从建校开始，就努力向标准化看齐，学校

的设计非常规整。负责建校的戚廷昆主任和王福林老师，精打细算，精心筹划。

采购物资，风雨奔波，基建施工亲临现场，保证了工程质量，保证了完工时间。

学校房屋全是青砖到顶的建筑，教室宽敞明亮，还单独设置了物理实验和音乐

等专用教室。学校专门打一口深井，解决了师生饮水问题。建起教师和学生用

餐的食堂，学校的周围种上了花草树木。 

河南中学第一任校长姬锡瑞，当时正在北京城里第七十七中学担任学校校



长，听到山区缺少师资的情况后，主动向领导提出到艰苦的山区工作。还将自

己的家，从条件优越的城里搬到山区，把在城里工作的爱人也调到山区，坐着

大马车带着行李来到山区。学校初创，条件和设施都不完善。缺少教师，学校

领导向京西矿区政府和北京市教育局求援，在上级的支持下，学校领导亲自到

北京的大学招毕业生。一批热心教育、热爱山区的知识分子，主动报名，积极

申请，要求来河南中学任教。为了山区的教育事业，为了培养山区人民的子女，

许多城镇来的教师在山区安家落户；许多大学毕业生，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

一生献给了山区教育事业。学校刚刚落成，即招收两个初中班，有 106 名学生

上课。当时学校有校舍 34 间，建筑面积 612 平方米。门前没有公路，学校的用

品需要人背畜驮。出行去矿区政府，要越过大石河翻过几座大山。到城里开会、

办事，要步行 25 华里的河滩石子路，天不亮起身到坨里村乘公共汽车，途中不

时传来狼嚎。师生们住宿，睡的是大通铺。取暖，是自己动手烧煤炉子。师生

们吃的，很多时候是窝头、咸菜。有的学生上学，每天要步行十多里山路。但

师生们斗志昂扬，学校充满欢声笑语。 

1955 年，随着京西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大批矿工子女入学。大石河沿岸周围

的上百个村庄，也纷纷送子女上学。河南中学从北京的大学里，陆续招收很多毕业

生来校担任教师，学校的师资水平大为提高。学校建起了化学、生物实验教室，建

起了生物园地、操场、图书馆，购置了大量体育器械、图书资料、标本仪器，学校

的教学设施逐步增多。学校在教授书本知识的同时，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努力培养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56 年至 1957 年，学校继续扩建。整修操场，建设跑道，师生们背黄土

垫地；修建跳远的沙坑，师生们到大石河的河滩挖沙背沙；为了节约建房经费，

师生们翻山越岭，去十余里外的黄土坡村大北岭背石板。学校在师生们的辛勤

劳作中不断变化，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越来越美。学校虽在山区，条件不如

城里，但学校的教学努力与城里保持同步。1957 年夏季北京市统考，正值雨季，

山洪暴发，交通中断。取试卷的教师从位于门头沟的京西矿区政府翻山越岭步

行几十里赶回后，却被大石河阻隔在学校对岸。为了使考试按时进行，在河北

地区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找来当地游泳最好的青年，泅渡大石河，把试卷及时

送到学校，保证了河南中学按时参加了北京市的统考。 

1958 年，河南中学增加了高中班级，成为房山县当时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

也是当时房山县的惟一的山区完全中学。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为无产阶

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

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办学方针，在紧张的教课、

学习过程中，积极到学校附近的工厂、矿山、农村，参加火热的社会实践，接

受艰苦的劳动锻炼。当时国家正开展“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河南中

学师生也投入了“大炼钢铁”、“筑路、修渠”等活动。1959 年 6 月 15 日，河南中学

组织师生到辛庄村所在地参加兴修水利劳动，从北京师范学院来校任教的四川

籍青年教师刘君德，为抢救学生，被坍塌的土石方掩埋，不幸献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后来，在她牺牲的工地上，建起一座扬水站，被命名为“君德扬水站”。 

五十年代后期，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十分繁忙，但学校对教学工作毫不放

松，学校充分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教学。学生们学习刻苦，教师们教课认

真，初中、高中的应授课时均达到规定要求，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1958 年、

1959年和 1960年，三届初中毕业生参加全市升学考试，升学率都在 75％至 80％

之间，处于全市前列。1961 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 80％以上，名列全县第

一，在全市榜上有名，和市重点中学媲美。 

1961 年至 1962 年，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出现暂时经济困难，河南中学

根据上级指示，高中停招两届，由初中考入高中的学生转到良乡或房山上学。

河南中学利用这一时机进行整顿，学校要求党团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带头克

服困难。师生们在学校的操场上种粮食，在学校的空地上种菜，在学校中开设

了菜园、果园，还到农村开荒种地，改善了学校生活，稳定了教学秩序。学校

努力压缩资金，帮助教师和学生解决生活困难，为许多家庭经济比较紧张的同

学减免了学费，许多老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收入中，挤出资金为生活困难学生

购买学习用品。师生们把自己与学校、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共渡难

关。 

1966 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爆发，河南中学陷入混乱之中。学校成立文化大

革命筹备委员会，总揽学校大权，党政工团组织机构瘫痪，学校的正常教学秩

序被打乱，教师被迫终止教课，教学设备、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红卫兵组织造

反，学校派性组织林立。有的校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教

师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教师被揪斗甚至打伤致残，

给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1968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驻河南中学，开始复课闹革命，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同年 8 月，开始对 66 届、

67 届、68 届三年的初、高中毕业学生进行工作分配。其中，小部分学生分配到

工厂，大部分学生分配京郊插队，还有的学生主动要求支援边疆，到内蒙古自

治区集体插队。1969 年，河南中学的当年毕业生又集体到东北黑龙江省生产建

设兵团军垦。1975 年，学校克服困难，开办了修理电动机等电器的校办工厂，

为缺少设备的农村服务。当时购买电动机线圈材料需要用铜置换，师生们自觉

自愿从家中找铜交到学校，校办工厂的教师背着装有铜的麻袋，去城里的销售

部门买漆包线，保证了校办厂的开工。为了帮助农村正确使用电动机，“三夏”期

间，校办工厂的师生主动到农村培训电工到田间地头指导，受到农民欢迎。学

生在校办工厂劳动，与书本知识相结合，增加了实际操作技能。 

1981 年，河南中学划入北京矿务局工农区管辖，为工农区所属 7 个乡镇、

两个办事处中的惟一完全中学。学校制定教学计划，加强教师培训，稳定教师

队伍，师资水平迅速提高。学校狠抓校风建设，严格学校纪律，加强思想道德

教育，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受到社会称赞。 

1993 年，河南中学从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划归房山区管辖，结束企业管理学

校的状况。1996 年，学校利用香港邵逸夫先生捐款，建起教学实验楼，设有两个



物理试验室，两个化学试验室，一个计算机房，一个语音教室，增加建筑面积 1542

平方米。 

2010 年，在房山区实施规模办学中，河南中学撤销，房山区北部山区学生

改为到平原地区住宿上学。河南中学校址，改为房山区职业实习培训基地。57

年来，河南中学先后有 500 多名教职员在校工作，教职员工来自 20 多个省、市、

自治区，有的还是归国华侨。河南中学先后培养出 1 万多名初、高中毕业学生，

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工作在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经过严格的考验，

被推荐任命为领导干部；有的以自身的努力奋斗，成为具有专长的专家学者；

有的受国家委派，远赴重洋，工作在异国他乡。 

 

潘惠楼：原北京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高级政工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