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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沟小学座落在长沟镇大街西段路南，前边是校舍，后边是操场，面积十五亩多，作为中心校，无论

教师配备还是办学条件，都初具规模。 

    学校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回顾它的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 

    它创建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学校旧址是原旧庙南庵，座南朝北，前面临街，东西两侧和门前均

有小河围绕，后边是一片沼泽地，是由多方捐资，经过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的。 

    原房山县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河套沟，坨里和城关也相应有所发展。而城南特别是西南乡

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是较薄弱的，各村除了仅有的一所小小的私塾以外，学生要想继续深造只好到几十里

远的县城去读书。 

    当地乡绅，特别是长沟镇的商业比较发达，如务本堂、高蜡铺、后烧锅，经营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各

方面要求兴办学校的呼声很高，岳各庄乡周各庄人孔宪江(字海亭)1939 年当了房山县日伪保安团团长，为

日伪政权效力，但在兴办“房山县六、七、八区联立长沟小学”这件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上还是起了作用的。

他受当地乡绅和群众的推举，出头承办房山西南地区这所唯一的完全小学。1940 年初着手筹建，后半年破

土动工，前边是个破庙的小院、后边是一片旧河床杂草丛生的沼泽地，面对着这样一个破烂摊怎样兴建学

校呢?没有多方支援，不发动群众是无法办到的。六、七、八区头脑几次开会，动员人力、物力，附近各村

出动了大量劳力和大车小辆，还从北京永安汽车行请来了汽车，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填平了旧河床，新校舍

拔地而起。大批的款物何处来?当时的日伪政府是无能为力的，完全由捐资的办法支付，长沟镇助校址一处，

平房七间，学田八亩，碎石二十万斤；云居寺助学田一百亩，大杨树六株，周口店灰煤公司助石灰六万斤，

天开、赵各庄、大韩继各乡公所助大车几十工，捐款遍及全县各地，就连南岗洼、公主坟、云岗、大安山

也各助洋五十元，除本县外，邻近涿县几个村也都捐了款。(详见当年田洪波先生书写的《培育英才》的碑

文，此石碑现在埋在学校礼堂前地下)。 

原有旧房被改建，在学校西南角靠操场边建起了大礼堂，这座礼堂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大建筑，但

在当时来说确很不容易，垒地基时需要打木桩，用了大量的豆渣石，底座建好，从南正行宫运来旧石碑做

底围墙，乾隆御笔碑文自然被保存下来，六架大柁(用汽车一趟只能拉一根)是从云居寺经过几天才运来的。

礼堂、教室建成后，第二届毕业生还捐献了书桌。学校周围树木不多，就由学生从家里自带树秧，师生动

手美化绿化学校的环境，几年后就绿柳成荫了。 

1941 年 6 月开始招收第一批五年级生，考生范围不仅涉及房山六、七、八区，就连涿县西北乡以及涞

水县的王家碾、王家磨一带的学生也慕名而至，当时招收五年级一个班就有 58 人之多。长沟小学第一任校

长是西营乡绅大学毕业的甄仙舫，第一任教导主任是通师毕业又有教学经验的高树声，十几位教师多是师

范毕业，教学认真负责。1943年开始首届高小毕业生，学识比较渊博，有一定工作能力，走向社会或升人

中学颇受欢迎。当年招收五年级由原来一个班增到 3 个班，每班都在 50 人以上。 

    当时设立的学科有语文、算术、修身、自然、历史、地理、音乐、体育、日语等，课外活动内容也很

丰富，如举办诗词社，开办国术班(国家传统武术)、鼓号队等体育方面的各种运动队坚持经常。 

    当时每年召开一次涿、良、房三县运动会，除第一届由于学校初建未能参加外，以后几届都参加了，

房山县每次总成绩都居三县之首，长沟镇小学又占各完小总分之首，学校涌现了一批体育名将，如短跑、

跳高运动员冯陆达，外号人称“大洋马”；百米运动员牛书文，；百米女运动员高金华、甄月娈；三铁运动

员龚书兰；长跑运动员陈风清等。第二届三县运动会在涿州举行，因我县总成绩在三县中遥遥领先，可把

孔宪江高兴坏了，运动会闭幕的归途，本应走涿州至长沟的近路，可却取道琉璃河而返房山，名义教练员

孔宪江在“孔饭铺”设宴款待，以资鼓励和庆贺。此后，长沟镇小学各科成绩也都很突出，因此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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