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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91年安龙县幼儿园教师制作教具展览

演娱文的式仪礼典园开园幼
县，眈月点钟图∞

r1I_]

球篮对小一安新区地望兴
征，远搞年供量；舱√韦图队表t

B

图∞，龙广小学升旗仪式=口口一年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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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安』乏县职业技术高中学生在学习专、lk 图7、J 992年9月安龙二中一睦持出英语同地墙
报周刊(陈显鑫f}}搞

图8、1990年3月平乐乡用却依文扫盲 图9、l 990年8月．各民族学员参加扫盲班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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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j，龙广小学数学教师给学生讲课(1991 ii·

图12、教师培训聋儿童家长(1992年1 0月

图1 0、安龙一巾生物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实验
990年)

图13．1 992年4月，安龙县教育志咨询座
谈会。副州长、教委主任彭必禄(前左四J、《贵
卅I省志’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古
”伦(左六)，副主任安永新(左七)、州志力
主任陈新生(左三)同与会代表合影。



图18、1973年城关一／J、获贵爿
省小篮球比赛第一名

图14二母心。年一”月安垄一现基本无盲县，圈

为扫盲颁导小组．省教育委叁H授予的奖旗

囝17，安蔸第一
科技活动成绩显著，省委”丰收杯“奖

中学开腱课外一of}∞年获团



圈l 9．1841年张瑛建兴义府试院 928年安龙县立中学校成立

茹建朝虻靛鹱
纪一永和民族小学供稿一

图22。】9口-年。月新建安

龙县教育局办公楼



图23、1990年12月贵州省验收安龙县基本无
盲会议，图为秦兴哲局K向大会汇报扫盲工作

图24、1992年12月，贵州省验收安龙县普及
初等教育会议，省教委副主任杨贵珠讲话

图26、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海波
日考察安龙教育状况，图为杨海波(中)

图25．1992年10月黔西南州多渠道筹资办
学安龙县现场会议，图为州教委副主任郑希罗
(左)在主席台就座

992年3月3日一4
看堕新桥乡东妹场民办小学师生。

螭拙
图27．旅台台胞张天荣先生等1992年惠捐

巨资兴建龙广中学“怀乡楼”．图为台胞詹书俊
先生(右)代表旅台乡亲与校长罗顺林(左)在
捐款证书上签字。

图29．1990年“教师节’：省教委副主任
李兴国(右三)、州教委副主任韩平希(右一)
视察新安区大坪小学与全体教师合影



序

《安龙县教育志》的问世，是安龙县牲育界的一件喜事，值得庆贺。

从清代到解放前夕，安龙教育风风雨雨，普通教育虽然已初成体系．并培养1一些人才，但

旧制度下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教育的埕展受到1极太的限制t其状况不堪曰首。

新中回的二立，给安龙教育带来1勃勃生机。从1949牟到现在竹40余年问．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安龙教育事业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无论是数量的发展、质量的提高，还是教育

思想、内容、百法、体制、结构的吱点可面．都取得1前所未有的成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奎

台以后，党和国家把教育放在国民经济和社套发展的重要地位，通过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壬口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安龙艇育事业取得j更太进展。教育经费和教育基建投资逐年增

加．办学条件有1明显改善，最师队伍不断壮大，教学质量有T提高；全县现已普及7初等教

育，并跨凡j基本无盲县的行列。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清除+年浩劫给教育带来的灾难和影

响，踏实工作，辛勤耕耘，作出1积极的贡献。

安龙地处贵州西南边睡，居住着布侬、苗、汉等13个民族，由于历史的条件和各种四素，经

济基础至夸还很薄弱。这些年来安龙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与国民经济和社台的发展相比．与

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相比．仍饿还不相适应。为j给经济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盐颓进一步

巩固发展普及初等教育和扫盲的成果酱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抓好教育结构改革，培幕出大

批有用人才。放眼未来．立足现在．大胆地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扎扎实宾地做好每一啊工作．

是我们各级党政和全县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天，安龙裁育事业尽管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但土点竞已奠定7自身发展的基础，积

累1丰富的经验。认真地总结和分析教育起伏迂回的历史，冷静地思考教育的现牧和前景．对

振兴教育，繁荣经济是非常必要的。

音龙县教育局积极编幂的《安龙县壮百志p应运而生，翔实而深刻，为我们进一步端正教育

思想，要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使教育更奸地为经济服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撰修志书十分艰难。《安龙县教育土p的缩写人员广征博采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繁

去冗．拾遗补缺，花膏1大量，o血．其精神可桌可叹!此志采取按事物性质分类的方法，纲目设

置合理，内容归属得当，寓观置于记迷之巾．符合志书体例，可称一较好的部门志。在此，感谢什

出j辛勤劳动的编写人Ⅱ，特别是帆笔九王fl,坤老师．感谢关心和支持教育志问世的领导和同

志们。

有党的英明领导．有眭革开破的R竹气姨．有厂大教育工作者釉关心教育的志士仁人的甚

同备斗，展望前程，我们对教育事业光4}的明足屯满1信心。

以此为序。

谢丽如

1993年d月



J芋二

《安龙县教育志》历时五载．数易其稿．终于正式修订出版，这是安龙教育史上的一大喜事，

全县教育工作者无不为之政欣。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替一地教育．可丈体知其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人民素质状况。教育

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安龙县教育志》如实反映j数百年来岳

龙教育发展脉络，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王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

研觅，击芜存菁，去伪存真t实事求是地反映1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解放以后安龙教育所取得

的成绩·同时也反映j工作中的走误。如此．既利于有关领导和教育行政部f1总结经验，接受教

训．在决荒叶充分参考；夏可供各可人士1解安龙教育史事。

安龙素有重教学的优良传统．历代均有不计功利而捐资兴学的热心人士；有师德高尚、足

当楷摸的优秀教师}近年乏有为改变学校落后面貌而义务出工投劳的群众义举．甚至有为义弄

教育而捐疆者。《安龙教育志》不惜笔墨给予记载，诸多事迹，感人至深，使览卷者无不为之感

动，对于后人无疑将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从而特这一优良传统代代承传，促使安龙教育不断

发展。

安龙尚属贫囤，长期以来，经济的落后制约7教育的发展．而教育不兴又拖7经济的后腿。

为使全县经济跃上新台阶．群众生活奔上富裕路，兴教富民形成各级领导共识。近年来，县委、

政府采取诸多有力措施发展教育．经多可警力．在全县成年人中基泰扫除文盲，在学龄儿童中

基本普及初等社育。我来自教师岗位．深知教育工作的艰辛，自到县人民政府协助主要领导分

管教育工作后，在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有关教育的指示精神，根据表县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时，受忠于《安龙教育志稿》晦多。志稿如今增补修订正式出版．教育局同志嘱我补序．为感谢本

志路子过支特关心的领导和给予件作的邓1]，为感谢对本志搜枭资料、撰文编纂而付出艰辛劳

动的同志们，深感义不容辞，是为序!

安龙县副县长贺登祥

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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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记述安龙县教育，川p挖肥状况的一部专志．定名《安龙县教育志》。

二、本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心慰为指导，坚持辩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术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安龙县教育事业的历

史和现状。

三、断限。上限始自清代，下限蛳J‘j992年。

四、本志共十二章三十七节。“概进”从宏观角度总述安龙县教育事业发展史，并作扼要的

分析和总结，以反映教育事业的兴采起队成败得失。第一章至第七章根据不同的类型特点，记

述其教育发展的态势。其余各章魁展示一个方面的发展规律的通观纂述。

五、清代教育如官学、私塾等单没一章。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与教育

有渊源关系，故附录于私塾、官学一章之腑。为了突出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将民族教育列为专

章．有关的内容集中在这章记述．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中略写。

六、关于历史的分期，根据安北救百的实际，分为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

个时期。为了在篇目上不致过多重砭．均不际明分期，用自然段分开。纪年，解放以前用历史纪

年．后用括弧标洼公元年代；解放以后川公元纪年。

七，本志对有突出贡献的已救靴肯人物，予以立传；对于有突出成绩的在世教育人员，采取

以事叙人的办法予以记述。

八、志中地名，各随其时，胀蕻所止地理，不加说明。

九、书中附有《安龙教育基本统计*．供谁者盘阀参考。

十、“杂罗”中收入有关教育方|f|『n々锚料以丰富志书内容。

十一、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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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文娱·体育-卫生⋯ ⋯⋯⋯⋯⋯⋯⋯⋯⋯⋯⋯⋯⋯⋯⋯⋯⋯⋯⋯(80)

一、文娱体育⋯⋯⋯⋯⋯⋯⋯⋯⋯⋯⋯⋯⋯⋯⋯⋯⋯⋯⋯⋯⋯⋯⋯⋯⋯⋯⋯(80)

二，卫生保健⋯⋯⋯⋯⋯ ⋯⋯⋯⋯⋯⋯⋯⋯⋯⋯⋯⋯⋯⋯⋯⋯⋯⋯一⋯一(83、

第五节升学⋯⋯⋯⋯⋯⋯⋯⋯⋯⋯⋯⋯⋯⋯⋯⋯⋯⋯⋯⋯⋯⋯⋯⋯⋯⋯(83)

一、招生考试与录取⋯⋯⋯⋯⋯ ⋯⋯⋯·⋯⋯⋯⋯⋯⋯⋯⋯⋯⋯⋯⋯⋯⋯”(83)

二、保送推荐⋯⋯⋯⋯⋯⋯⋯ ⋯⋯⋯⋯⋯⋯⋯⋯⋯⋯⋯⋯⋯⋯⋯⋯⋯⋯·(86)

第六节管理·考查⋯⋯⋯⋯⋯⋯⋯⋯⋯⋯⋯⋯⋯⋯⋯⋯⋯⋯⋯⋯⋯⋯⋯⋯·(89)

一、管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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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安龙第一中学简介⋯⋯⋯⋯⋯⋯⋯⋯⋯⋯⋯⋯⋯⋯⋯⋯⋯⋯⋯⋯⋯··(97)

2、龙广中学简介⋯⋯⋯⋯⋯⋯⋯⋯⋯⋯⋯⋯⋯⋯⋯⋯⋯⋯⋯⋯⋯⋯⋯⋯(98)

3、私立安义初妞中学简介⋯⋯⋯⋯⋯⋯⋯⋯⋯⋯⋯⋯⋯⋯⋯⋯⋯⋯⋯⋯(99)

第五章职业教育⋯⋯⋯⋯⋯⋯⋯⋯⋯⋯⋯⋯⋯⋯⋯⋯⋯⋯⋯⋯⋯⋯⋯⋯⋯⋯⋯⋯··(i01)

第一节师范教育⋯⋯⋯⋯⋯⋯⋯⋯⋯⋯⋯⋯⋯⋯⋯⋯⋯⋯⋯⋯⋯⋯⋯⋯⋯··(101)

第二节农、职业教育⋯⋯⋯⋯⋯⋯⋯⋯⋯⋯⋯⋯-⋯⋯⋯⋯⋯⋯⋯⋯⋯⋯⋯(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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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设职业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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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卫生教育⋯⋯⋯⋯⋯⋯⋯⋯⋯⋯⋯⋯⋯⋯⋯⋯⋯⋯⋯⋯⋯⋯⋯⋯⋯⋯··(11 0)

五、武术教盲⋯⋯⋯⋯⋯⋯⋯⋯⋯⋯⋯⋯⋯⋯⋯⋯⋯⋯⋯⋯⋯⋯⋯⋯⋯⋯··(1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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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最班⋯⋯⋯⋯⋯⋯ ⋯⋯⋯⋯⋯⋯⋯⋯⋯⋯⋯⋯⋯⋯⋯⋯⋯⋯⋯“(1i7)

第二节特殊政策⋯⋯⋯⋯⋯⋯⋯⋯⋯⋯⋯⋯⋯⋯⋯⋯⋯⋯⋯⋯⋯⋯⋯⋯⋯·(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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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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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民旗小学简介⋯⋯⋯⋯·⋯⋯⋯⋯⋯⋯⋯⋯⋯⋯⋯⋯⋯⋯⋯⋯⋯⋯”(121)

平乐民蒜小学简介⋯⋯⋯⋯⋯⋯⋯⋯⋯⋯⋯⋯⋯⋯⋯⋯⋯⋯⋯⋯⋯⋯“(122)

第七章成人教育⋯⋯⋯⋯⋯⋯⋯⋯⋯⋯⋯⋯⋯⋯⋯⋯⋯⋯⋯⋯⋯⋯⋯⋯⋯⋯⋯”(124)

第一节民众教育⋯⋯⋯⋯⋯⋯⋯⋯⋯⋯⋯⋯⋯⋯⋯⋯⋯⋯⋯⋯⋯⋯⋯⋯⋯·(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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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技术教育⋯⋯⋯⋯⋯⋯⋯⋯⋯⋯⋯⋯⋯⋯⋯⋯⋯⋯⋯⋯⋯⋯⋯·(132)

三、人口教育⋯⋯⋯⋯⋯⋯⋯⋯⋯⋯⋯⋯⋯⋯⋯⋯⋯⋯⋯⋯·⋯⋯⋯⋯⋯⋯(183)

第三节职工教育⋯⋯⋯⋯⋯⋯⋯⋯⋯⋯⋯⋯⋯⋯⋯⋯⋯⋯⋯⋯⋯⋯⋯⋯⋯··(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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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岗位培～-1⋯⋯⋯⋯⋯⋯⋯⋯⋯⋯⋯⋯⋯⋯⋯⋯⋯⋯⋯⋯⋯⋯⋯⋯⋯⋯⋯(136)

三、离职进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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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办茬师⋯⋯⋯⋯⋯⋯⋯⋯⋯⋯⋯⋯⋯⋯⋯⋯⋯⋯⋯⋯⋯⋯⋯⋯⋯⋯(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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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174)

五、集资办学⋯⋯⋯⋯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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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付⋯⋯⋯⋯⋯⋯⋯⋯⋯·⋯⋯⋯⋯⋯⋯⋯⋯⋯⋯⋯⋯⋯⋯⋯⋯⋯⋯··(178)

附：安龙县多渠道筹资办学简介⋯⋯⋯⋯⋯⋯⋯⋯⋯·⋯⋯⋯⋯⋯⋯⋯⋯⋯(184)

第二节教育设施⋯⋯⋯⋯⋯⋯·⋯⋯⋯⋯⋯⋯⋯⋯⋯⋯⋯⋯⋯⋯⋯⋯⋯⋯”(186)

一、校舍⋯⋯⋯⋯⋯⋯⋯·r··⋯⋯⋯⋯⋯⋯⋯⋯⋯⋯⋯⋯⋯⋯⋯⋯⋯⋯⋯··(186)

二、载学设备⋯⋯⋯⋯⋯⋯⋯⋯⋯⋯⋯⋯⋯⋯⋯⋯⋯⋯⋯⋯⋯⋯⋯⋯⋯⋯(191)

第十章教学研究⋯⋯⋯⋯⋯ ⋯⋯⋯⋯-⋯⋯⋯⋯⋯⋯⋯⋯⋯⋯⋯⋯⋯⋯⋯⋯⋯“(195)

第一节教学研究室、纽 ⋯⋯⋯⋯⋯⋯⋯⋯⋯⋯⋯⋯⋯⋯⋯-⋯⋯⋯⋯⋯⋯(195)

一、县教学研究室⋯⋯⋯⋯⋯⋯⋯⋯⋯⋯⋯⋯⋯⋯⋯⋯⋯·⋯⋯⋯⋯⋯⋯(195)

二、学校教学研究组织⋯⋯⋯⋯⋯⋯⋯⋯⋯⋯⋯⋯⋯⋯⋯⋯⋯⋯⋯⋯⋯⋯(196)

第二节教学研究会⋯⋯⋯⋯⋯⋯⋯⋯⋯⋯⋯⋯⋯⋯⋯⋯⋯⋯⋯⋯⋯⋯⋯·(196)

第三节教学研究活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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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教育行政⋯⋯⋯⋯⋯⋯⋯⋯⋯⋯⋯⋯⋯⋯⋯⋯⋯⋯⋯⋯⋯⋯⋯⋯⋯⋯(210)

第一节机构沿革⋯⋯⋯⋯⋯⋯⋯⋯⋯⋯⋯⋯⋯⋯⋯⋯⋯·⋯⋯⋯⋯⋯⋯⋯⋯(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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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门委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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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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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龙县历代建制沿革一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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