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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沈京文

《贵港市教育志》是贵港历史上编纂的第一部地方专业志。】．987年成立编写组．从开

始收集资料到编写、评稿、修改，历时六年付梓成书，奉献于世人，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

可喜可贺l

贵港市位于浔郁平原中部，被誉为“黄金水道”的郁江横贯其间，古代郡治多建于此，

是桂东南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之地，教育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自秦设郡治，中原文化随之

传入。隋唐开科取士后，于宋庆历年间创办县学，随后书院、义学、试院相继而立，募馆、

私垫、学堂进一步发展。正如浔州府志所载： “贵县风土温厚，民尚朴素，士多志学，虽

贫亦延师教子，以故科名独盛焉!”

时至民国，学堂普遍改为学校，并改革学制，推行国民基础教育，成效颇著。然而，

由于社会制度的决定，制约着敦育事业的发展，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内战继起，

致使贵县教育走过兴衰起伏的历程。直至解放前夕，学校教育仍处在困境之中。

新中国建立后，教育为工农开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前进的道路上虽遭曲折，

但四十年来，在普及初等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扫除文盲、扩建校舍、完

善设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实为前代所不能企及，至于教育科研、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成

果，更是过去所不能比拟。

《贵港市教育志》，记述我市自来以来将近Iooo年的教育史实，略古详今地反映各级

各类教育、行政沿革、经费收交、师资状况等等。((费港市教育志》的修成，将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服务于当代，显益于后世：热心教育改革者，、当可从中鉴出兴

衰之由，得失之道，成败所因，从而开拓一条更利于培育人才的坦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服务，促进贵港市更加繁荣昌盛。

《贵港市教育志))在编纂过程中，编写组的成员不辞劳苦，‘把心血和汗水倾注于全书

的字里行间，诚然堪嘉．还有全市教育老前辈以及热心教育的人士鼎力支持，为志稿提供

宝贵的资料。更得到自治区、玉林地区教志办的领导悉心指导，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沈京文现任贵港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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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f建因以来党的若二1．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贵港市教育的历史和现状，面向未

来。

二，本志详今略古，叙事溯源。下限】．990年。

三，本志以类系事，从章到节，横排纵写。个别章节，以横写安排。与章的内容有关又

不宜立章立节者，附子章宋。除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后记外，全志分为15章57节。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除引用原文外，均用语

体文，记述体。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五，本志纪年方法，解放前采用原历史纪年，并注明公元，解放岳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依据的资料，一为文字资料，包括各种档案、图书、报刊；二为口碑资料，

包括面访，信访、回忆录，三为图片、实物资料。

七，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姓名，职务不加褒贬之词。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采用以

事系人的笔法。

八、地名以现用名为准，使用古地名时，加注今名。度量衡单位均用时代惯称。

九，1988年底由县改市，故志文i988年前称谓县，1989年后称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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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进驻全县各中、小学，开展“清理阶级

队伍’’和“斗批改"。秋季期，中学恢复招生，采用推荐入学办法，初、高中实行“二二

分段捌”。
‘

19 69年2月，响应山东省“侯(振民)王(庆余)建议”，全县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

办，小学教师回原籍(大队)任教。之后，在“上小学不出村，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

不出公社”的思想指导下，公社赫芭薜癸薹型蠢理。蝠；骟稳涮、，1建崩摧翰；写确芊雾藿面调

整襦倍话1捌薛涔妹；艮翘养洲簸矾矗毁估犁强毫；咩诸埔肇淄奏跺；瑜耸健箝羚笠奏；

鳍楼堡一萋爹善羹。￥薹；!篇拦曜巍；赋蕾E瞠爵墨耋豢烈器釜兰暴双簧蒌弦谴迮闻碹琶舜淡

蕊熏射新卧≤磁晓罐雀薹；辫捆曩墨簦洱萋罾挽每；皇崔葶辆誊瓤≯稀非骈韩蓟Ⅳ譬蠹；=

裂象垒誓H譬讣埠限≤，§萋i妻釜；篓

自治区介绍。还采取特殊政策，对古樟、

中里、奇石 三个壮乡的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币，使少数民族教育，得到更好发展。

l 985年，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县、乡镇党委、政府派出慰问团，由党政主要领导率领，

分别深入学 校慰问教职工，尊师重教逐渐成风。

1986年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制订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依法沁．竽。

同时，各级 学校开展建设文明学校活动。是年“月，县教育考察团一行n人，在县政府副

县长刘杰清 的率领下，到山东省平度县考察教育工作。学习该县办好教育事业的经验回来

后，商讨改 善办学条件的对策。对全县中小学校舍进行检查鉴定，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关

于解决学校危房问题议案的决议》，县政府作出贯彻执行《决议》的意见，全县掀起集资

办学热潮， 进行抢修中小学危房。同时，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发展职业技术

教育，在中 小学开设劳动教育课，办好农民文化技术学校，逐步向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双普

及转轨，为振兴经济培养人才。l 989年，开展“整顿校风教风，严肃校纪校规”的教育活动，

学习中共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联系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事件及本

地实际，认真进行反思，自觉地与中央保持一致；贯彻I|1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

德育工作的 通知》，贯彻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小学《德育大纲))、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进行综合治 理，有效地对中小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学校加强教学常规管理，建立教育视导

和评估制度。教改实验活动，中学的‘“数学自学教材”、 “英语语音”；小学的“拼注

提，，、“口 浯”、“数学目标教学”等项目试验均有成效。不断充实教学仪器、推广电化

教学。．是年，全市普及初等教育工作，经地区验收， “四率”标准达到部颁规定，批准为

普及初等教 育市。同时，评出市级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569人，地区级的l 76人，自治区级

的2b人， 全国的16人。贵港市高中教师党开裕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市教育局长沈

京文评为全 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区世亮、黎明正、龚炎光、谢日光荣获自治区特级教师称
号。

l 99 o年，全市有中等专业学校3所，高完中16所，初中86所，职业rlj学6所，小学429

所，已实现校校无危房，普遍新建教学大楼、实验室、师生宿舍，充实体育卫生设施j美
化校园 ，较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983年至1990年，全市集资9106．4方元，回建和新建校岔
向移{ 79．3万平方米，全市校舍面积达124．1万平方米，比l 980年增加82．8％。自治区人民政府
授予“ 抢修中小学危房工作先进市"称号，荣获一等奖。全市高中、职中、师范专任教师，

具有大 学本科毕业学历的占88％；初中专任教师，具有大专毕业学历或考取《专业合格

证书》 的占56％’小学专任教师，具有中师毕业学历或考取“专业合格证书》的占6l％。

教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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