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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县中学志》初版于 1989 年平中 80 周年校庆问世，随后，校志编辑委员会着手

修订 ， 于 1992 年冬出版《平南县中学志》修订本: 在庆祝平中 85 周年校庆之际，又于

1995 年 3 月 出版 《校庆纪念册》。 这是平中退休教师梁子帧、徐鹏威以及校志编委会工作

人员不辞劳苦、 蝉精竭虑的劳动成果，它翔实记载平南县中学 80 多年的历史，激励平中

师生和广大校友继承并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共创平中美好的未来。

2009 年 12 月，平南县中学将迎来 100 周年校庆 ， 庆典逢盛世，华诞谱新章。学校成

立了新的校志编辑委员会 ， 决定编辑出版《平南县中学志》续编本和 《平南县中学建校

100 周年纪念画册》。编者参考了校志修订本和 85 周年校庆纪念册，查漏补缺，作了一些

必要的修正。 校志续编本主要记述校史沿革、历任学校领导、母校百年大事、百年同学录、

历年考上高校学生名录等。百年同学录按班级登载同学姓名， 1994 年以前入学的，以入

学所在的班级登记 1995 年以后入学的，以毕业所在的班级登记: 在校学生，以现在所

在的班级登记。纪念画册以图片为主，概述校史， 展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

的办学成就。 我们期盼，出版校志续编本和校庆纪念画册，能够让校友回顾母校百年来的

发展历程 ， 弘扬传统 ， 传承薪火，加强联谊 ， 共谋发展。

百年风雨沧桑 ， 百年奋斗历程: 百年不懈探索，百年辉煌成就。 100 周年校庆是平南

县中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 更是学校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新起点。在此，谨向长期

以来关心、 支持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各界人士以及广大校友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编 者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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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沿革

时间 校名 领属关系 学制
招生

范围
附记

平南中学堂
中学二年制预 全县 191 2 年部颁《中学

1909一1911
备班 校令))，规定领属

1912-1924 平南县立中学 教育厅主管 四年制中学 全县 关系

1925-1932 平南县立中学 教育厅主管 =年制初中 全县 1924 年学校停办

平南县立
广西省政府主管，梧 省府所属民财教

1933-1946 州行政督察专员公 工年制初中 全县 建囚厅合署办公
初级中学

署监督。 对外一律以省主

广西省政府主管，梧
六年制完全中

席名义行文

1947-1950 平南县立中学 州行政督察专员公 全县

署监督
学

平南县第一 中 广西教育厅主管，委
=年制初中 全县

1953 年 5 月教育厅
1951-1953 

气ρ俨4 托地区行署管理 制订《各级教育行

广西省 广西教育厅主管，委 政职掌草案》确定
1953-1956 六年完全中学 全县

平南中学 托地区行署管理 领导关系

广西省平南第 广西教育厅主管，委 六年制完全中
高中全县 ，

1956-1958 初中部分地
一中学 托地区行署管理 于,>1l, 

区

平南县中学 平南县人民委员会
六年制完全中 同上 1958 年 8 月 l 日 自

1959-1961 
于,>1l, 治区人民委员会

平南县中学
六年制完全中 同上 通知教育管理体

1961-1968 玉林地区、平南县
f 且<. 制下放，校名要体

平南镇 、 城 现领属关系。 1961
1968-1975 平南县中学 玉林地区 、 平南县 二年制高中

年 6 月 ， 区党委重厢公社

1975- 1977 平南县中学 玉林地区、平南县 二年制高中 平南镇 新确定 ， 县中学由

1978一1996 平南县中学 玉林地区、平南县 工年制高中 全县 地区、 县双重领

1996一 平南县中学 贵港市、平南县 2年制高中 全县 导 。

钱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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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次 职务名称 姓名

监督 朱寿楠

2 校长 黄南翰

3 校长 张维富

4 校长 韦津

5 校长 梁举南

6 校长 黄南翰

7 校长 胡伟然

8 校长 苏容

9 校长 罩怀林

10 校长 梁舒光

11 校长 许观光

12 校长 梁舒光

13 校长 草树型

14 校长 刘孟传

15 校长 卢浩荣

16 校长 欧一飞

17 校长 黄镇尧

18 校长 陈访

19 校长 陈望培

20 校长 李景鸣

历任学校领导
(一) 1909-1949 年

任职时间 籍贯 学历

1909 平南武林 拔贡

平南同和 广东优级师范

1916一 平南

平南

平南

1923-1925 平南

1925.8-1926.2 平南八恫 北京大学

1926.2 

1927- 1928 平南

1928-1929 挂平 广东高师

1929-1930 平南安怀 广州国民大学

1931-1933 桂平 广东高师

1933-1934 北京师范大学

1934-1939 苍梧 中山大学

1939-1940 平南 留学日本

1940-1941 苍梧 上海大厦大学

1941-1942 平南 广东法政

附记

1-6任 ， 任期不明 ，

任次也不一定全对

1942-1945 平南 广州|国民大学肆业、上海群治大学毕业

1945-1947 藤县 上海大厦大学

1947- 1949 平南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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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非一2009 年

任次 职务名称 姓名 任职时间 东牵盔日告.!J~主 学历 附记

21 校务委员会主任 林名骥 1949. 12-1950.1 平南 广西大学

22 校务委员会主任 霍布扬 1950.2-1950.8 平南 梧州高中

23 校长 袁肪 1950.8-1957 玉林 梧州高中

党支部书记 吕杏荣 1954-1956 平南 溥州初中 吕去职后关湛霖

第二校长 代理支部书记职

务一年

24 党支部书记、 莫世岳 1957.6-1958.8 贺县 广西大学 副校长主持全面

副校长 工作

25 副校长 潘守胜 1958-1968 平南 广西大学 副校长主持全面
, 

党支部书记 顾汉华 1959一1970 北流 陆川中学 工作

26 革委会第一 顾汉华 1968-1970 北流 陆川中学 主持全面工作

副主任

27 革委会主任 李兆发 1970一1978 平南 中南政法学院

党支部书记

28 校长、党支部书记 潘守胜 1978-1980 平南 广西大学

29 校长 李平直 1980-1984 平南 中山大学

党支部书记 潘守胜 1980-1984 平南 广西大学

30 校长 朱子振 1984- 1985. 3 湖南 中山大学

党支部书记 何明东 1984-1985 平南 广西师院

31 校长 曾繁洪 1985.3-1996.8 平南 广西大学

党支部书记 何明东 1985-1987 平南 广西师院

叶启智 1987-1992 平南 华中师院

李胜钦 1992- 1993 平南 广西师院

草永东 1993-1996 藤县 玉林师专

32 校长 邓存才 1996一 平南 广西大学

党支部书记 草永东 1996-1999 藤县 玉林师专

邓存才 1999一 平南 广西大学

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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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平南中学堂筹建工作开始。

清宣统元年 (1909 年〉

百年大事记

平南中学堂建成，朱寿楠首任监督(校长)。 冬，于原考棚比邻建成四合院，总面积 1500 平方米，

于院东种植榕树 8 株。

清宣统二年 (1910 年〉

是年招收中学预备班新生。

清宣统三年 0911 年〉

林培材、徐浩然、张模、潘荣光等师生参与平南起义活动 。 重阳，县城各界人士在平南中学堂举

行庆祝平南独立大会，师生率先剪辫参加 。

民国元年 (1912 年〉

春，招收四年制中学新生一班，平南中学堂改名为平南县立中学，监督改称校长。

民国 4 年 (1915 年〉

袁世凯对日签订廿一条不平等条约，平南中学成立国耻实践会，学生莫益卿任会长。

民国 7 年 (1918 年)

班级次序由按天干改用数序排列，体育课由学拳术改为体操、田径、球类等活动 。

民国 8 年 (1919 年〉

"五四"运动爆发，平南县学生联合会成立。 平中师生组成宣传队到县城及各吁镇宣传。 校长梁

举南因压制学运， 被撵下台。

民国 10 年 0921 年〉

陈炯明粤军骚扰殊甚，平中一度停课。

民国 11 年 (1922 年〉

粤军撤退，陈天泰、陈仲年、卢殿林、张春如几股自治军分踞县城，数度火并，平中几次停课。

国耻实践会改为抗日救国后援会，继续领导师生上街宣传，组成日货检查队，将日货检出，当众

烧毁。

民国 12 年 0923 年)

冬，平中学生会与县城小学合办成人夜校三所，各开办民众识字班两期。

民国 13 年 (1924 年〉

整顿平南县中学教育基金。 是年停课。

民国 14 年 (1925 年〉

学制由旧制四年改为三年，时平中只办初中，仍用旧校名 。

4 月 ， 平南县第一届教育行政会议决定:自 14 年起在平中附设师范讲习所一班 : 县立中学学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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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局拨归县教育局经管:收县文昌宫为县中学校舍 : 县内中小学实行男女同学。是年取消修身课，

设三民主义课 ， 执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制度 。

民国 15 年 (1926 年〉

春 ， 北流中学女学生陈幼兰、陈幼贤转学平中，为平中男女同学之始 。 秋 ， 正式招收女学生入学。

2 月 ， 学校当局袒护包膳头目 ， 压制学生意见，引起学生罢课离校。

秋冬间 ， 县城各界组织救国会，平中学生踊跃参加，并组成宣传队赴各好镇宣传。寒假， 学生赖

志贞等积极参与捣菩萨罢庙宇和反百货捐活动。

民国. 16 年 (1927 年〉

春 ， 学生李立功加入共产主义少年团 : 秋，积极参加新隆苏维埃运动:冬，壮烈牺牲。

8 月，省八中女学生蔡碧珩秘密转学平中 ， 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不久，被当局侦破 ， 逮解回桂平抢

杀。

民国 17 年 0928 年〉

8 月 ， 平中图书馆建立。

冬， 广西省第二届运动会在梧州举行，平南中学荣获男子排球冠军。

民国 18 年 (1929 年〉

下半年，在粤军、桂军中，反蒋附蒋两派于桂东南混战 ， 平南四易县长，学校异常动荡。

民国 19 年 0930 年〉

陈济棠粤军占领溥梧地区 ， 本校归驻梧州|之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领导 。 16 班学生毕业前夕参观广州 。

民国 20 年 0931 年〉

"九一八" 事变后 ， 平中学生会通电全国 ， 敦促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 ; 学生上街宣传抗日主张。

梁舒光重返平中任校长，锐意办学 。

L>. 
口。

冬 ， 学校图书馆购得《万有文库》第一集共一千种 。 购置实验仪器一批， 其中有 400 倍显微镜一

民国 21 年 (1932 年〉

购置八榕东侧田地池塘填筑为操场， 建成教员宿舍曲尺楼。

20 班学生毕业前夕参观广州 。

民国 22 年 (1933 年)

廿一学年度上学期 ， 广西开始实行中学毕业会考。 第一届于 22 年 1 月 10 日举行 ， 平中学生集中

桂平应试。第一 、 二届会考 ， 平中无一人全科及格获得正式毕业 。

是年 ， 学校始改名为平南县立初级中学。

民国 23 年 0934 年〉

春 ， 全省初中修业期满 ， 学生分区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一学期 ， 军训及格始准参加毕业会考。 平中

男生集中桂平，女生集中南宁 。

夏 ， 平中师生抗议减薪 ， 县长赖玉荣被迫取消原议，按省定标准支给教职员工资 。

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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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县龚南初中停办，学生 2 班拨到平中就读。

是年秋季停止招生。

秋冬间，刘孟传接任校长，厉行改革，认真办学 ， 学生成绩逐年上升。

民国 24 年 (1935 年)

春， 26 班学生毕业前夕向社会募捐，步行到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部分到桂平访问，所写文章汇

集在该班《结业特刊》中。

上学期会考 ， 获毕业学生 3 人 ， 占应届参加会考学生 20% ， 下学期会考 ， 获毕业学生 S 人，占 22

%，其中 4 人获直升广西大学附属高中。

秋 ， 对在校各年级学生实行军事管理和训练。

1 2 月，平南初中学生会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民国 25 年 0936 年〉

6 月 1 日"两广事变"发生 ， 平南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表抗日救国通电，平中师生深入全县乡村宣

传抗日一个月 。

7 月 ， 省政府令，自本年度开始，中学教员之傣给改与公务员"荐任"级薪傣额相同。自此中学教

员待遇比县政府一般科长高。

8 月 ， 共产党员苏桂芳到校任政治教育指导员，引导学生李灿芳、 霍冠球、李梅安、郑沐蓉阅读进

步书干11， 并利用"总理纪念周"报告时事，宣传抗日。

11 月 ， 郑沐蓉代表平南初中参加广西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平南学生抗日救国

联合会成立，上街游行，出版壁报 ， 宣传抗日 。

1 2 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次年春 ， 中共玉江区委吴仿(吴清华) 三次来校与苏桂芳商

讨贯彻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党员问题。

民国 26 年 (1937 年〉

是年在进步教师苏德森、李破樵、宁裕样推动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 校图书馆添置进步书

干IJ一批。

民国 27 年 (1938 年〉

春，推行导师制。师长蒙志、王景宋先后到校报告形势， 对师生鼓舞极大。

春、夏，日机空袭警报频繁，每天一早，集队往郊外上课，傍晚返校，如是者半年。

10 月 ， 广州沦陷，再梧告急，全校师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 ， 历时两周。

11 月，广西组建学生军 ， 教师罗志清、陈起昌热情洋溢地鼓动学生参加，李梅安、李延秦 (李江

帆) 、 陈兆腾、马庭秋等数十人热烈响应 ， 踊跃参加 。

民国 28 年 0939 年〉

10 月 23 日 ， 日机六架轰炸平南城，平中南北楼各中弹一枚，炸毁小部分教室宿舍，师生在危墙下

搭若篷上课一年。

是年春，开始实施《广西省中学生奖学金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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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三青团平中区队成立。

民国 29 年 (1940 年〉

春 ， 在校学生停止军训11 ，恢复童子军训练与管理。

6 月，根据广西省政府令 ， 将"教员"改称"教师"以崇尚师道。

秋，学生唐北松于大石角游泳，溺死。

民国 31 年 (1942 年〉

学生增多，校舍不够用，在县孔庙开设分部，安置学生两班。

武林培桂中学剧团由进步教师刘屏梅、著名音乐家林路率领到平中演出话居IJ ((风雨归舟))，该剧主

题歌《再会吧， 香港》在校内传唱一时。

民国 32 年 0943 年〉

陈访校长发动在校学生捐资修茸东西两楼，纪念碑 6 块至今尚存。

47 班学生卢悼贞与导师黄锡贤口角后 ， 乘其不备 ， 用绳索勒紧他的脖子，幸获救未死，卢被判刑

坐牢 。

校门移文昌宫出入 。

秋 ， 病疾流行，平中由此致死学生 4 人 。

民国 33 年 (1944 年〉

春，学生因交好米而吃霉米 ， 发生罢食斗争。

校长陈访发动学生捐资，井请得县拨款 10 万元 ， 建成英起楼。又请得谷塘卢炯宇、 卢琼秋先生慷

慨捐赠田地 7 亩，作劳作场。

9 月下旬，日军侵犯平南，平中财物搬迁思旺，师生离散。

民国 34 年 (1945 年〉

秋，日本投降，平中复课。经日军破坏后，校舍破烂，校具散失，师生于极艰难中坚持教学。

民国 35 年 0946 年〉

因物价不断上涨 ， 奉省政府令，本年度开始向学生征收学米，以弥补教师工薪。

12 月 2 日 ， 平南中学高中部筹建委员会成立，县长潘宗武任主任委员，参议长冯异才任副主任委

员，委员有李胜愉、陈壁培等 16 人 。

民国 36 年 (1947 年〉

l 月 ， 县长潘宗武向全县各界人士发出兴建平南中学高中校舍捐款倡议书。

春，开始招收高中新生一班 ， 校名改为"平南县立中学"。自此， 平中成为六年制完全中学。 3 月 ，

简便高中教室、宿舍两间建成。

民国 37 年 (1948 年〉

冬，高一班学生杨周上化学课试验炸药，不按教师指定的操作程序被炸断手掌，因伤口感染身亡。

次年，校门门楼落成不久 ， 即行倒塌，女学生李丽芳被压伤 ， 得洪泽波老师送往医院抢救脱险。校长

李景鸣命工人将原文昌宫门匾镶在原文昌宫内墙， 想借此镇邪桂灾。

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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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高中部罗马式大楼初步建成。

是年，学生梁家汉、吕泽荣等十余人，在 《平南报》社吕杏荣组织和影响下，开始阅读革命书刊 ，

组织"乐谊壁报社"宣传革命道理。

民国 38 年 0949 年〉

春 ， 县政府拨给稻谷一万市斤，由校派人往广州购得《中学生文库》 一套，实验仪器、药品一批。

春夏间，高一班进步学生把校友寄来的革命传单贴在钟楼墙上，全校轰动 。

夏秋间，学生黄文杰、陈雨萍、梁家汉、卢运筹、汤泽宗、陈清杰、吕婉玲 、 郑宗临 、 吕映韬和

女教师陈晓颖等十余人， 参加解放军桂中支队第十大队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

11 月 ， 校长李景鸣驱迫全校师生参加反共宣传 ， 桂平专署电令区内中学一律疏散。 12 月 3 日，人

民解放军四六 O 团进城，平中在校师生列队鸣炮欢迎。学生纷纷离校参加革命工作。

霍布扬奉命接管平中 。 未几 ， 校务委员会成立，林名骥任主任委员，周崇实、韦益钧为副主任委

贝。

12 月 15 日复课 。 废童子军训练， 取消公民科，设政治课 ， 清算原校长李景鸣经济帐目，清出贪污

挪用稻谷万多斤，仍留他为教师。

公元 1950 年

l 月 ， 平南县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县长罗克明到校作形势报告 ， 对师生鼓舞极大。

同月，林名骥去职， 霍布扬接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

2 月，国民党残留在县内的武装和地主武装暴乱，破坏革命秩序，阻挠学生回校接受革命教育。

4 月， 梧州专区行署专员骆明到校指示，师生随即下乡逐个发动学生回校 。

5 月 1 日正式上课 。 初高中 10 班，学生共 189 人 。

为配合剿匪反霸，教师江金昌 、 张以珍与县城文艺界人士合力演出古装话剧《林冲夜奔儿

端午节傍晚，学生杨统超在大石角溺毙。

暑假 ， 全校教职员工集中梧州专区学习土地改革法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文章。教师叶瑞尧获选

送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深造。

8 月， 霍布扬调任苍梧中学 ， 袁肪任校长 ， 校务委员会自行消失 。

9 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平中支部成立。

10 月 ，抗美援朝运动兴起， 师生于课余时间积极上街 F乡进行宣传。

11 月 ， 县委组织部长凌惠元来校指导平中师生召开任粥时同志追悼会。

12 月， 县长罗克明来校作动员报告 ， 高中和部分初中学生离校参加清匪反霸工作队 。

同月，前校长李景鸣向梁桐股匪密送军事情报，策划袭击六陈村， 罪行败露后，在平中公开审判，

伏法受诛。

公元 1951 年

高中停办， 学校改名为平南县第-中学 。

梧州专区文教局长李镇带领工作队到校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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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

暑假，教职工集中学习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文件 。 批判《武训传》。 秋季开始，设立人民助学金，

初中名额为学生的 10% ， 高中名额为学生的 20 % 。

公元 1952 年

1 、 2 月，学校文工团下乡演出歌剧 《白毛女))，教职员参加甘莲乡土改试点工作。

春，招收速成师范和师资训练各一班 : 秋 ， 招收初师班一班 。

同期 ， 学校配合县土改工作 ， 开展反分散封建财物活动。"三反"、"五反"开始 ， 平中有财务人员

2 人受隔离审旦。

暑假 ， 全校教职员集中容县专区进行思想改造，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是年，高中大楼东边鱼塘高地、罗{r~l坑西岸旱地划归为平中农场 。 1955 年在此建造教师宿舍。

是年 ， 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 ， 学校组织教师学习《规程》及凯洛夫的《教育学)) , 

开始成立各科教研组，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着手改革旧教学 。

，吕乡"
7 。

土地改革完成，平中迅速恢复发展 。

公元 1953 年

春，根据教育部关于学校名称要体现领导权归属关系这一指示精神，学校改名为"广西省平南中

是年，根据中央指示，每年招生一次，秋季始业。 初中新生由县统一招收，高中新生由专区统一

招收。招生要贯彻阶级路线。

秋 ， 高中复办， 招收新生两班共 92 人 。

同期，初师班拨梧州师范， 班主任随调 。

八月，建成平房教室 6 间，教师住宅 8 间 。

是年，平中初中毕业生 167 人参加梧州考区高中统一招生考试，平均成绩居第二名。

公元 1954 年

建成平房四间，作图书、 实验室用 。

共产党员吕杏荣来校任第二校长，次年开始在师生中发展党员。

县成立中小学毕业生劳动和升学指导委员会 ， 平中亦设立相应组织。

公元 1955 年

是年，建造简易教室 2 间，办公室 9 间，会议室 l 间，女生宿舍 1 栋。自 1953 至 1955 年，国家

拨给平中实验仪器共 712 件 。

秋，师生合力开辟大操场，次年夏竣工。

秋 ， 平中党支部成立，吕杏荣任支书。

公元 1956 年

2 、 3 月，全校教职工集中容县专区肃清暗藏反革命，有教师五人受隔离审查。

7 月，高中新第一 、 二班毕业，高考成绩为广西当年参加考试的 35 所高完中第 9 名。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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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学校改名为广西省平南第一中学 ， 学校团总支改为团委会。

10 月 ， 省教育厅副厅长余明炎带领工作组到校调查总结办学经验。

冬，吕杏荣因犯错误被撤职。

公元 1957 年

夏 ， 莫世岳来校任党支部书记，兼任副校长。

夏，全国整风运动开始， 6 月，民盟广西工委派员到校筹建该盟基层组织， 因形势变化，不果而终 。

9 月， 全校教职工集中容县专区扩大"反右派斗争"校长袁航 、 教师廖文衡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78

年袁获平反复职，调任玉林高中副校长) 。

11 月，区教育厅直接派区文教办公室副科长潘守胜为平中副校长。

是年 ， 毛泽东关于教育方针谈话发表，中共中央 、 国务院正式制定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从此， 学校进一步重视生产劳动。

同期，建成科学楼一座，共有图书、仪器室 2 间、实验室 4 间 。

公元 1958 年

2 月，本校教师韦鸿获选为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连任) 。

寒假期间， 全校教职工再次集中容县专区扩大"反右斗争"教师韦益钧被错划为右派 。 此次大集

中还开展了以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

夏，师生在盆塘七里围及小桥等处开荒近百亩，种植农作物 ， 并为附近厂场从事各项运输工作。

8 月 ， 莫世岳调任平南二中党支部书记，潘守胜兼代平中党支部书记。 招收高中新生 5 班 ， 师资严

重不足， 安排广西师院实习生数人专职上课 9 个月 。

秋冬 ， 师生走出学校，大炼钢铁、大办农业。

冬 ， 开展大编教材活动。

公元 1959 年

贯彻国务院《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 ， 及时纠正学生过多劳动偏向 。

学校改名为平南县中学。

公元 1960 年

春季招收高中新生一班，秋季又招高中新生 4 班、初中新生五班。校舍不足，师生与工人合力建

校。暑假期间 ， 高蔚文、潘柱贤、朱健全等老师率领学生分别深入大鹏、 马练 、 六陈三地伐树运木 2000

余条 ， 历经整个暑假 ， 备极辛劳 ， 满足建设饭厅兼会堂所需木材，使其得以建成。

秋， 在初中一年级开始试用九年一贯制教材 ， 初中二三年级教材也向九年一贯制过液 ， 引起很大

混乱。

是年 ， 平中荣获县运动会田径总分冠军 、 乒乓球男女团体冠军;地区四好学校评比第一，自治区

文教先进单位。高中应届毕业生高考 ， 数学科为地区第一名 。

冬 ， 平南师范迁往赤泥塘新址 ， 罗冲坑校舍拨给平中使用 。

1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 )) ， 学校开始注意劳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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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设法改善师生伙食，教师每周可吃上一顿木瓜、黄豆合煮的饭菜。

数。

公元 1961 年

春 ， 玉林地区中学数学教研会议在平中举行。

6 月， 广西区党委重新确定，县中学由地区、县双重领导。平中被确定为县重点中学 。

初中一学生星期天由家返校 ， 当晚暴卒。

教师张振寰设计安装抽水船， 结束学生下问担水烹饪的历史 。

是年，教师患肝炎、水肿病的达十多人， 学生患贫血、水肿、肝炎、肺结核、且经不调的不计其

秋，高中应届毕业生高考体检有二十多人不合格。

公元 1962 年

贯彻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精神，有关部门给本校韦益钧摘除右派帽子，给潘守胜、韦鸿、

关应侯等老师特需待遇 。

夏，平中有十多名教师、 干事下放农村中小学或回家务农。

秋季起，农业户口学生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全部改为供应部分。

公元 1963 年

《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开始试行 。

是年， 高中应届毕业生高考升学率降至 7% ，为历年最低 。

秋，地区教育局派工作组到校视导检查 ， 帮助总结学生质量低的原因。

罗冲坑原师范部分教室借给平南镇中使用 。

公元 1964 年

潘守胜校长抽往玉林搞四清工作，教导主任梁子祯代理校长职务。 教职员十多人开始分批参加"四

清"工作。

是年 ， 高中应届毕业生高考成绩有较大提高 ， 164 人应考，获大专院校录取的 100 人，升学率为

60%左右。

是年，教师徐积敬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合条件的，开始上山下乡务农。

公元 1965 年

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率继续提高。是年 ， 121 人毕业， 考上大专院校人数超过百人，占 80 % 多。

高中某班集队往赤泥塘上游泳课， 学生卢某不守纪律被淹死。

公元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6 月 19 日县工作组进驻平中，发动师生写 "大字报"、开会"大批判"教

学秩序被破坏 。

暑假， 全体教职工集中玉林地区进行大批判、大斗争 ， 来势凶猛，惶惶不可终日。

10 月， 全国红卫兵运动暴兴，平中学生红卫兵杀向社会，抄教堂、焚书籍，拘押神甫、教师游街。

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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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 平中教师 2 人被逮解回原籍劳动 。

冬，大串连带来脑膜炎流行，平中有女生 2 人患此病而死。

公元 1961 年

4 月，军训小组 3 人进校工作 。

广西两派斗争开始，迅速影响各地。平中学生组成对立的"抗大"与"五 · 一六"两大派，教师

也相应建立了两派组织。残酷的派系斗争从此不休。

11 月 10 日晚，造反派学生编造"牛栏塘黑会"谎言，诬陷校长潘守胜等人图谋炸毁钟楼、杀害学

生，使被害人长期受残酷迫害。

是年 ， 学校图书、报刊在动乱中被窃去一批。

公元 1968 年

春 ， 平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两派斗争变本加厉 。 夏，平中 32 名教工被诬为"牛鬼蛇神"陆续

押进"牛栏"长期劳动，残酷斗争。

6 月 23 日， 平中革委会成立。

7 月 5 日，教师江森昌在学校上操场被造反派学生活活打死。

8 月 11 日，被指为牛鬼蛇神的平中教职工被拉上街游斗，在西街口登台示众， 不少人被打得血流

如注，教师卢炽扬在游街时被打倒后抛入西江淹死。

8 月 15 日晚，有十多名指望造反起家却不得一官半职即将回家的学生 ， 于恶饮之后，对 20 多个所

谓"牛鬼教工"轮番毒打泄愤，其中 3 人被打至休克，连夜送医院抢救。

9 月，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共同领导平中斗批改运动。

秋 ， 招收高中新生 6 班，初中新生 4 班 ， 取消入学文化考试，逐级推荐入学，初、 高中学制均改

为二年制。

秋冬间，创办旺官岭农场，有田地二百多亩，挂名为"平中抗大红卫兵战校"派性昭然。

公元 1969 年

是年，县有关部门对平中被批斗对象陆续作出处理，有的获"解放"、恢复工作，有的留校监督劳

动，有的被遣送回乡。在这些处理中，有 3 人被定为叛徒， 3 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1 人定为地主分子。

8 月，本校骨干教师大部分调到农村中学任教。

是年，曾拨给平中使用的原师范罗冲桥校舍全部借给平南镇中使用 。

公元 1910 年

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 ， 到处"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教师 5 人以"特务嫌疑 " 罪被残酷斗

争， 其中 ， 教师冯儒元被迫自锚身亡。

夏秋间 ， 李兆发来校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革委会主任，抗击逆流，整顿学风，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

常。

公元 1911 年

1 月 ，师生参加修筑官成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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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采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办法招生，实际仍以"推荐"为主，文化考试只不过装点门面而

己。

是年，学校文艺宣传队、女子篮球队异常活跃。翌年 1 月 ， 文艺宣传队参加县中学生文艺会演获

好评 ， 后曾到罗香、宁康等地演出 。

公元 1972 年

学校教学秩序日趋正常 ， 不少教师开始恢复"双基"教学，考勤和考试逐步严格。夏，县办高中

统一举行学期考试 ， 平中总分第一。

公元 1973 年

"交白卷英雄"和"一个小学生日记" 震撼全国， 学校初步恢复的教学秩序遭到冲击。

公元 1974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 《阿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 平中教师管教学生的积极性受到

了严重打击。

3 月，学校开始贯彻中央五号文件， 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接着又是"评法批儒"、"评《水浒》批

宋江"等运动 ， 但都是抄抄"两报一刊"的文章而己。

9 月"朝阳农学院经验"冲击学校，普遍开办带点专业班。

公元 1975 年

2 月，推行浦北、臼石水中学经验，把旺官岭农场改办为分校， 常驻学生一班，半农半读。

4 月，于 1973 年冬动工兴建的榕荫楼竣工。

6 月，贯彻"教育学大寨"指示，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从此随意抛开课堂教学，

以"开门办学"为名，进行各种生产劳动。

"八榕"遭虫害越来越严重，以甘草水灌注根部，除一株枯死外，余复秀茂如前。

东部校区大部分借给平南镇中使用 。

公元 1976 年

2 月(寒假)，全校教职工与全县中小学教师一起，集中县城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人人

奉命颂扬"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光辉成就"。

暑假 ， 全校教职工到同和妙客参加修建燕滩电站劳动。

10 月"四人帮"倒台，师生欢欣鼓舞，参加县城各界庆祝活动和宣传活动。

公元 1977 年

春夏，按自治区教育厅关于纪念《五 · 七》指示发表 11 周年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旺官岭农村分校

工作。

10 月，正式恢复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校园自此复闻读书声。

公元 1978 年

l 月，教育部颁发 《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平中恢复为县重点高中。

春 ， 潘守胜从县师范调回平中任党支部书记、校长，有经验的骨干教师陆续回平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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