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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帚一早 僦．尬

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由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黄

炎培联合教育界、经济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人于

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创立，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倡导、研究和推行

职业教育，以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的团体。随之

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其实施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

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

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o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积极投入抗

日救亡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o 1931年12月创刊《救国通讯》；1941年参与

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又与迁川工

厂联合会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民主统

一战线的党派及团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

要贡献。从历史发展中，职教社是既致力于职业教育，又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性质的团体。

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其前身是中华职教社云南办事处和云南分社，

以下简称滇社)于1939年5月在昆明建立。立社之初，先后得到云南省、

昆明市教育及文化、金融、实业界知名人士的支持，龚自知、缪云台等20多

位被聘为辅导委员会委员，选举缪云台、龚自知、查良钊、王振芳、陈德斋为

常务委员。建国前先后帮助地方开办银行专科学校和银行人员训练班；为

工厂、商店开办职工教育；设立职业指导所；设立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

(即现在的中华业余学校)、中华业余中学和中华小学。帮助广大在职青

年、失业青年和失学青年提高工作能力，为就业和升学准备条件。滇社从

创办到1949年，累计招收入学青少年达三万人次。

滇社从1939年至1949年间，其所属一些学校的教师，部分由西南联

合大学、云南大学等高等学府中学识渊博的进步教师和学生兼任，其中有

些则是中共地下党员。滇社也是其他地区和昆明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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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据点和秘密印刷点；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曾设置秘密地下电台；

有16位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职教社所办事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的轨道。滇社继续开办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后改名为昆明中华业余学校)，

着重进行工农干部教育，帮助工农干部学文化，提高干部素质；开办选科班

和语文知识讲座，办理函授教育，入学学员遍及云、贵、川三省。在建国后

的十七年中，为国家培训青少年及在职干部达两万余人次o“文化大革命”

中这项适应干部和群众学习要求的工作被扼杀。职教社社务及其所属学

校的校务全部停顿，被迫停止工作达十三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滇社于1979年冬季恢复工作，并于

1980年1月恢复了昆明中华业余学校。截至1997年的18年问，开办大

学专科、中等专科及普通初、高中文化补习的各种专业及文化学科共48

期，招生4423个班，学员达294356人次，不少学员毕(结)业后得到所在单

位的提拔和重用。职业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为了协助政府推进云南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几年来，滇社先后在昆

明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地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

州、曲靖地区和丽江地区宁蒗彝族自治县等地对当地职业教育状况进行总

体和专题的调查研究，并将调研成果提交有关部门参考。

滇社还致力于各类专业人才的培训，几年来，先后与政府有关部门及

军队共同进行经济师、会计师、药剂师等资格培训以及多种职业技术培训

工作。

滇社于1985年秋，又重新创办了中华实验学校，进行普通教育中渗透

职业教育的教育实验；1992年元月，昆明市教委正式批准成立了云南中华

职业教育社培训中心；1994年又经云南省教委批准，开办云南中华职业高

级中．学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五十八年大事记

1939年

4月16日一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明召开工作讨论会。总社

常务董事黄炎培、办事部主任江问渔及杨卫玉、孙起孟、喻兆明等领导人和

各省办事处、各职业学校、补习学校负责人出席了会议o

5月7日，假昆明金碧餐室，正式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以

下简称滇社)o与此同时滇社举行辅导委员会成立大会，聘定委员，选举常

委，通过会章，核定工作大纲等。总社聘定滇社主任喻兆明，副主任徐诗

瘦、夏邦俊，着手推进各项工作。职业指导所和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相

继成立。指导所主任及补习学校校长由办事处主任兼。从15日起，在大

兴街正式办公o

5月16日，喻兆明主任应云南省教育厅聘为升学及职业指导委员兼

专员。

7月3日，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首届开学，计设8班，学生300余

人；其余升学指导班、店员训练班及报童训练班等先后开班o

8月一10月，受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委托，筹办昆明银行专科学校

和银行行员训练班，名誉校长缪云台，代校长兼校务主任喻兆明。

11月12日，滇社举行孙总理诞辰(1866)庆祝仪式和补校第一届毕业

典礼，由喻兆明主任主持并请教育部郎奎弟致词，礼毕摄影；还举行毕业生

游艺会，到会约千余人o

1940年

元月23日，富滇新银行汇兑会计人员特种训练班举行考试，由喻兆明

主任和江菊人先生主持。‘

3月4日，升学指导班开学o

4月6日，补校举行开学典礼；8日补校各班及银行行员补习班开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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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11日，银行行员训练班补行开学典礼，银行公会派农业银行蒋经理出

席致词o

15日，为庆祝滇社成立一周年作准备，编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

办事处一年来工作报告》的小册子，由查良钊题写书名，有龙云、龚自知题

词o

5月15日，滇社暨附属机关全体教职员与学生600余人，于上午九时

热烈举行庆祝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大会由喻兆明主任主持并报告开

会意义；继请职教社发起人之一黄齐生先生，辅导委员、西南联大查良钊教

授等演讲o

1941年

6月，由滇社发起组织昆明市职业指导协会并召集开会共4次，讨论

协会章则、工作及组织等。工作内容暂分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宣传研究等

项o

7月一9月，协助云南省教育厅举办大中学校招生简章的展览会、拟定

协助各省立中小学实施升学及职业指导和代教育厅拟定两所中学两所小

学实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o

12月28日，滇社在大观楼举行工作检讨会，由喻兆明主任主持并致

开会词。夏邦俊副主任作社务工作报告。秘书组蒋永春，事务股和会计股

万绮年，职补教育股隗明琛、陈文华，职业指导股王震寰，社会服务组王士

珍先后报告分管工作。工作检讨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出席的还有李鉴

等。最后摄影和开展余兴活动o

1942年

2月，喻兆明主任奉调重庆总社后，由孙起孟主任来滇主持社务。云

南省教育厅把该厅所属的中小学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设置在滇社内，由滇

社协助工作o

7月，与教育厅联办1942年度升学指导材料展览会；孙起孟主任在

《云南日报》上发表“补习教育新型刍议”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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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滇社门口电杆被军车撞倒，高压电线折断起火，有延烧房

屋危险，补校教导主任隗明琛冒险抢救，不幸触电以身殉职。他生前深得

同事、学生的敬爱，全校师生悲痛不已，纷纷捐款，曾募得国币六千余元作

为赡养费，寄给他的住在北平的母亲——隗老太太。为寄托对隗明琛的怀

念，滇社曾辟一纪念室，室内悬挂黄炎培先生亲笔题写的“隗明琛先生纪念

室”o ’一

1943年

3月27日_28日，为筹募补习教育推广费，借用华山小学礼堂举办口

琴演奏会，请口琴名手王震寰、徐守廉等演出，募集国币千元，缓解补校经

费困难o

4月4日，经补校教导主任毛仁学年初前往曲靖县筹建的第一中华职

业补习学校曲靖分校就绪后正式开学，开办薄记、英文两科，分校由贾书修

任主任，聘请曲靖各界人士包括校友共14人组成辅导委员会。前往参加

开学庆典的职教社云南办事处孙起孟主任和毛仁学、胡毓忠等先生，在会

后同分校师生合影留念o

5月1日，原省教育厅拨借的大兴街18号社址奉命归还；迁至该厅另

拨的面积较为宽阔的兴隆街109号新址，继续开展职教各项业务o

7月一9月，将原小学升学预备班正式改名为“昆明市私立中华小学”，

聘请社会热心人士梁金山、华秀升等10余位成立校董会，以梁金山为董事

长；由校董会筹款国币二百万元，添建校舍、充实设备后，九月正式开学o

12月1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办事简则》由蒋仲仁副主任

拟定、孙起孟主任签发并报总社备案，付诸实行。其内容有职务分掌、会

议、工作程序、工作时间、入事管理、文书处理、事务管理及附则等o

1944年

3月，中华小学校董会改选华秀升为董事长，朱健飞为常务校董主持

校董会。

5月15日，邀请昆明各界知名人士李一平、李培天、由道、熊庆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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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栋、查良钊、黄钰生、陈友松、朱健飞、唐英、王振芳等60余位出席，庆祝

总社成立27周年和滇社成立五周年纪念茶话会；孙起孟主任在会上报告

滇社五年来工作概要并提出创办业余中学之计划；后由省教育厅龚自知厅

长演讲。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职业指导所、中华小学和补校举办成绩陈

列展览；晚上，假民众教育馆举行游艺晚会。同时印赠一本由龚自知题名

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五年来工作纪要》o

27日和6月3日，由孙起孟主任主持召开中华业余中学第一、二次筹

备委员会，有蒋仲仁、邹世德、徐继祖、华秀升、李培天、朱健飞、李一平、杨

玉生、陈友松、周禾书、李子厚、王振芳等出席。会议通过设立中华业余中

学的计划、校舍及校址、经费筹措、校董会章程(草案)及校董人选等事项o

6月24日，在兴隆街109号社址召开中华业余中学第一次校董会。

有刘幼堂、杨玉生、李子厚、李一平、孙起孟、蒋仲仁、邹世德、金王懿清等出

席，李培天、蒋仲仁主持了会议。会议通过了《章程》草案修正案，推请李培

天、华秀升、刘幼堂三位为常务董事，推选李培天先生为董事长，聘请孙起

孟校董兼任校长。会议决定所需经费暂定国币二百万元，分请各校董认

募。

25日(星期日)下午四时，滇社孙起孟主任参与昆明市文化团体前往

圆通山“唐园”集会，欢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先生o

7月4日下午三时，滇社在图书室举行茶话会，欢迎教育部督学杨先

生。杨督学在欢迎会上致词，对滇社各单位工作作了指示o

9月18日，滇社筹设的中华业余中学在金碧路452号正式开学；校董

兼校长孙起孟在典礼仪式上致词说，选择今天“九·一八"开学，是要大家记

住“勿忘国耻，奋发图强⋯⋯o"

10月10日，滇社派代表饶博生、万国祥参加了昆明市各界六千人在

昆华女中广场举行的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

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o

11月27日，因敌军犯黔，时局紧张，昆明屡遭日机空袭堪忧，滇社特

组织防空疏散演习一次，结果秩序尚佳。



1945年

4月1日，为方便本市金碧地区职业青年业余学习，昆明中华职业补

习学校特利用中华业余中学校舍设立的“金碧分校”正式成立o 12日，中

华业余中学在金碧路校本部召开董事会o

7月2日，云南省教育厅王启瑞督学在孙起孟校长陪同下视察中华业

余中学，并对学生训话o

31日，聘定万国祥同事接任中华小学校长，原校长张英灿同事调管金

碧分校o

8月一9月，中华小学已扩办成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还办了一个实

验班o

9月3日，滇社全体同仁集会，热烈庆祝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

无条件投降o

11月11日，孙起孟主任奉调总社飞渝，由蒋仲仁副主任接替主持社

务并兼任补校校长；补校因经费困难，紧缩开支，同人自动减薪并义务兼

课，不再补聘缺员。

12月，滇社及所属单位同人参加了“一二·一"反迫害运动中被害的西

南联大潘琰等四烈士的吊唁、追悼会、路祭、出殡游行等活动o

1946年

1月1—3日，中华小学在元旦节期间举办“教、学、做”成绩展览会，分

国文、算术、艺术、自然等室，深受家长欢迎。家长、西南联大教授李广田反

复参观后，撰写《介绍中华小学一一个有理想、有办法、有成绩的小学校》，

刊于1946年1月4、5日《云南日报》o

22日，中华小学在南屏大戏院公开演出《乐园进行曲》、《胜利进行曲》

(主题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反对内战)等歌舞，其全场收入买了一架钢琴

作为教师教学、学生练习之用o

2月25日，在金碧路校本部会议室由李子厚主持召开中华业余中学

第四次校董会。会议听取孙起孟校董兼校长委托林士英先生作的1945年

校务报告；会议通过中华业余中学原校董兼校长孙起孟因公已调上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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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宝暄继任校长o

3月，中华小学创刊四开版《少年报》，由万国祥校长兼任社长主持编

辑并公开发行。学校师生参加西南联合大学周末晚会，表演揭露国民党反

动派的舞蹈节目o

3月4日，应昆明市布商业同业公会张子明理事长要求，由滇社负责

筹建和施教而设立的从业员工业余补习学校成立暨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

滇社蒋仲仁主任与杨善继等到会祝贺并和全体师生会后合影。该校经费

由公会负责筹措o

4月，中华小学校董事长华秀升因公务繁忙请辞，改推朱健飞为董事

长。中华小学参加全市学联主办的音乐比赛，名列第一o

4月10日，中华小学音乐教师黄洪因病不幸逝世，年仅22岁o 25日，

学校及滇社同人举行追悼会，赵飒、李广田、梁凡生、胡均及校董张天放等

写了文章和换联。黄洪生前曾谱写了迎春曲、升旗歌、国语运动歌、铁木儿

队歌、谁喊你小先生、儿童生活团歌、把知识带出校门等20多首，用《迎春

曲》书名内部出版。最可贵的是为筹措学校经费准备义演苏联童话剧《幸

运鱼》(主题是人民反抗暴君统治)，在临死前两天留下遗作《感谢幸运鱼》

一曲o

6月，替小朋友说话的、深受全市小学生欢迎的《少年报》仅出版七期，

就被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o

6月—7月，职教社常务董事黄炎培和总书记孙起孟曾先后来昆，在滇

社视察，发表演说并指导工作。

7月，滇社同人参加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害追悼会的筹备及其活动，还

参加了向国民党政府的抗议活动和保障人权运动o

1947年

6月，中华小学在武成路华山小学演出象征国民党发动内战，最后胜

利属于人民的儿童歌舞剧《蜜蜂的家庭》。该剧刊于云南音乐刊物《教学

唱》第四、五辑上。编剧万国祥，作曲高梁、山雨，编舞邓碧。

8月，补校同学会成立的中华图书室向同学开放。这是从2月起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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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学术股发起捐书运动，同学踊跃捐赠书刊后成立的。此后在学生中组

织读书会，开展读进步书刊的活动o

11月，经改组后新上任的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三青团负责人王政，不

批准中华业余中学立案，不验证学生毕业证书，学校最后被反动当局查封

而停办。继之又撤回省教育厅与职教社合设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名义，改

由滇社自办o

12月13日，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王政再次刁难职教社，要收回原龚自

知厅长任职时拨给的兴隆街社址，图谋使职教社、中华小学和补校陷入绝

境。为此，开明人士、学生家长马伯安、杨春洲、聂子明等33人及数百名学

生联名上书云南省政府卢汉主席呼吁，后又经总社黄炎培先生请张群致信

卢汉，才使滇社社址及所属两校校舍保留下来o

1948年

4月，蒋仲仁主任离职去香港，由饶博生副主任接替并任补校校长o

5月，滇社在《观察报》上办了“活教育”副刊，由梁凡生等撰稿宣传新

教育方针，并号召人们参加爱国民主运动o

7月，“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滇社同人及所属中华小学、补校教职

工及补校学生组成的“中华”、“职友”、“职声”等歌咏队均积极参加这一运
一I

动o

11月起，举办星期国文讲座，由补校各班国文教师轮流主讲，紧密结

合当时形势，传播民主革命思想o

12月，昆明市政府教育局派人到滇社询问后，要求向市府立案及按期

呈报补校校务；滇社复文向市府说明补校办理经过o

1949年

1月，昆明市政府来文，要求滇社所属的补校组织董事会办理立案手

续；中华小学原任校长杨冶明先生去职，经校董会董事长朱健飞先生介绍，

由司徒怀女士接任o

7月1日，为庆祝补校立校10周年暨中华小学立校6周年于上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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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举行校庆纪念会，下午5时两校师生聚餐，7时举行同乐晚会。是日，还

有所属14个单位举行壁报比赛和篮球、排球、台球等比赛。参加者1500

余人。

9月9 El，滇社被反动特务军警当局在一周之内搜查两次，捕去教师

杨国秀、孟端相及学生张凌青等人；补校和中华小学不少师生疏散下乡参

加中共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同时，中华小学校长司徒怀女士辞职，暂由

滇社总务主任谭毓鎏先生代理o

12月9 El，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滇社同人、两校教职工及

中华、职友、职声、中职等歌咏队成员大都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昆

明市义勇自卫总队，保卫昆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八军、二十六军对昆明

的进犯o

1950年

1月，在昆明保卫战中，由于敌机空袭，中华小学高、中年部改为每天

上课五节，低年部每天上课四节，课表随之更动，补校同学会更名学生自治

会，正式加入了昆明学联；由办事处、补校、中华小学负责发起组织昆明社

会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工作o

2月10日，昆明市社会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成立，滇社饶博生主任当选

总干事；22日，解放大军正式进驻昆明，滇社参加迎接解放军活动o

3月初，报载职教社在北京开展活动，滇社即去函电，向黄炎培、江问

渔、杨卫玉三先生报告滇社各情，并请示今后工作方针；于旬后接复电。从

此，滇社与总社恢复了联系o

4月，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提高财经干部接

管业务水平，义务开办高级薄记班，招收接管干部45人参加学习。

4月29日，原滇社副主任、补校教导主任邱文郁在中共新平县委举办

的征粮人员训练班工作期间，土匪武装暴动时惨遭杀害。被杀害的还有滇

社工作人员左贵、孟镇芳等。

6月，饶博生主任去首都向总社全面汇报1949年4月以来和总社失

去联系后滇社的工作情况以及今后怎样开展工作等；滇社全体同人向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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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致敬信，一致拥护关于职教社在四月北京工作讨论会通过的今后工作

的努力方向决议；昆明《正义报》28日原文刊载职教社在京召开全国工作

讨论会及所通过的《我们的方向》o

8月，参加“八·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群众大会及

示威游行。

下半年，滇社经费困难，向卢汉夫人及工商业家周润苍先生募捐900

万元而度过难关o(注：当时的老人民币与1955后的新人民币的比例为

10000：1，下同)o

12月，饶博生主任经总社同意出任昆明市文教局局长及昆明市职工

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仍兼任滇社主任。

1951年

1月起，补校改由云南省文教厅与滇社合办，更名为昆明中华业余学

校，并补助开办费1000万元，经常费每月800万元至年底o

2月27日，中华小学举行解放后第一次校董会，出席有黄炎培(饶博

生代)、华秀升、李琢庵、彭望澄、王少岩、孙起孟(赵亚民代)、饶博生、周润

苍、周体仁、白小松、陈荫生、张天放、刘淑清；中华业余学校及中华小学教

职员14人列席了校董会。会议主席白小松。会议听取了饶博生董事报告

充实董事会经过及叶芄校长报告校务。会上一致推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副总理、职教社理事长黄炎培为董事长，白小松为副董事长o

5月，中华小学获得云南省教育厅发给奖助金1300万元，为昆明市小

学校得奖中的第一名o

6月2日，为使学生对西藏和平解放有个深刻正确认识，饶校长作“西

藏和平解放的意义"演讲o

19日，总社批复同意，增聘赵亚民为滇社副主任o

10月5至7日，滇社及所属单位举行工作讨论会，传达总社第二次工

作讨论会精神和决议；检查办事处一年来的工作并确定滇社及所属单位今

后的工作任务。



1952年

4月23日，接云南省文教厅通知，自4月份起，中华业余学校由滇社

自办。

10月27日，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劳动就业委员会公布的失业人员登

记办法实施细则，滇社临时设立失业人员登记站进行失业登记、工作分配。

12月16日，在光华街福禄巷四号购得20多间房屋一幢，因距学校很

近，作为办公和同人宿舍o

1953年

3月6日，中华小学照文教局的规定正式开学。

5月，抽调学员60人义务参加昆明市税务局房地产税核算及填表工

作，校长被聘为评价委员o

10月4日，中华业余学校从本届起改行学期制，有计划地培养会计、

统计(另有语文、数学等科)人才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另办有

业余中学一班o

11月13日起，接待云南全省师范毕业生来校作一星期的教学参观、

公开教学，省教育厅、市文教局领导以及部分学校领导也来参加，还举行了

一些座谈会，在各次会上作校长工作、学校教学工作等经验交流报告。

1954年

5月6日，滇社在昆明市大众游艺园第一剧场举行立社37周年纪念

会，省、市文教厅、局及民主党派代表，中华小学董事、社员校友和两校全体

师生代表600余人出席。会上有教育厅主任秘书卢华泽、中国民主同盟云

南省支部主委苏鸿纲、中国民主建国会昆明市分会主委杨克成先后讲话祝

贺。会后请昆明人民花灯剧团演出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花灯剧《人

往高处走》o

6月7日一10日，接待全省各专区市县师范毕业生及昆明部分学校教

师120余人到中华小学参观学习，就语文、史地及自然三科教学观摩，晚上

评议座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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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根据昆明市文教局批复，昆明中华业余学校改称昆明私立

中华中学，附设高小毕业生补习班，4日，由滇社宣布正式成立，并宣布中

华中学校长由赵亚民担任。中华业余学校财产和经费结余全部移交中华

中学。该校设有校董会，成员有黄炎培(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孙

起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事部副部长)、白小松(云南省人民政府人民

监察委员会主任)、张天放(云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厅长)、陈赓雅(市文教

局秘书主任)、李琢庵(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王少岩(云南省人民政府委

员)、刘淑清(女，云南省政协委员)、彭望澄(女，云南大学工作)、周润苍(大

道生染织公司创办人)、陈荫生(市政协驻会委员)o

1955年

1月，中华小学校长叶芄调任市文教局初教科第一副科长，校长由副

校长段恩溥接任o

2月5日，中华小学教导主任马瑞麟被评为昆明市一等优秀教育工作

者o

3月4日，马瑞麟奉调昆明市第四区第三中心小学任副校长，其教导

主任由三年级主任曾淑媛担任o

5月1日，滇社全体人员及两校师生参加全市庆祝五·一节游行，接受

周恩来总理检阅o

9月1日，中华小学按昆明市统一规定日期开学，因校舍不敷分配，经

市文教局批准，幼儿园停办不招生o

lO月初，办事处全体人员及中华中学教工参加全市中等学校教职员

的“肃反"运动。运动结束后，回校立即开始上课o

1956年

1月23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滇社向总社提出所属学校申报政府

改为公立学校的意见。27日，总社复函称总社完全支持提前把私立学校

改为公立，跟上海各私立学校一道自下学期开始改为公立。

9月1日，滇社所属中华中学、中华小学交由昆明市教育局接办，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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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改名“昆明第十五中学"；中华小学校名不变，由盘龙区文教部门接管。

两校所有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及办公用具均列册清点、移交完毕。两校房

舍属滇社所有，为照顾到两校的需要，暂不收回。从29日起，滇社自兴隆

街旧址迁至云瑞东路七号办公o

12月，滇社与有关部门联系，决定恢复中华业余学校，逐步开展文化

和技术补习教育和函授教育，初步确定在1957年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初

开学o

1957年

7月31日一8月9日，为适应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和继续发挥职

教社的作用，恢复中华业余学校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校舍暂借昆明市

第二区文化馆旧址使用；经省委统战部、市教育局同意，从昆明第二师范学

校调回段恩溥(原中华小学校长)任滇社秘书主任兼中华业余学校校长。

10月3日，恢复后的中华业余学校正式开学上课。

1958年

4月16日起，响应中共昆明市委、市人民政府号召，为满足生产发展

的需要和解决历届高小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将社属中华业余学校改办为

“昆明市五华区第一民办中学(普通中学性质)”，由五华区与滇社合办o

9月，为适应工业生产大跃进和技术革命发展形势的需要，及进一步

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将五华区民办中学改称为工业中

学o

1959年

年初，五华区委与滇社合作开办的厂办工业中学，校址由青云街五华

区文化馆迁至小西I'-J#b潘家湾。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即两周学习，两周劳

动，由区属12个电机、化工工厂合办o

10月一11月初，滇社终止与五华区的合办厂办工业中学，并将原调进

五华工业中学的全部人力抽回，准备集中到云南省昆明工业学校开展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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