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蛰2¨14肾呵喜<翦目’1萄吧瓢亏q’量玎11≈刘邑苘更瓢1
帮、

泸霍县教有豫焉文他志

炉霍县教育体育局编



佥面 寥一榔鲢
拗杆弘铉龈

≯、孚劈

；痧p六舞下一日旧守



炉霍县校点布局图
(2003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滢”习1嘶荨<暂。1哥q目芎q全11气N§酉通“1

朱倭藏文初中部藏雕刻课

p霍县教育体育月提供摄f2m4年

小学自然课

”霍县教育体育局提供，掇f2∞4年

新都小学多媒体教学

"霍*教育镕育自提供，榧f2㈣4年

新都小学语音室

p霍#教育体育局提供，撮f|Ⅲ4年

教
育

●

教
学
活
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Ⅷ旧听弘驴1哥即芎q’却1叩@’吨81

甘孜H小篮球n决赛炉霍县代表n

?“?”57’””“+

甘孜州第二届运动会篮球炉霍赛E赛

i±延提供．撮flu#佴

两州三县第二届桥牌联谊赛

p霍*鞋育体盲自提供，掘taml年

“两“六县”第六届篮球联谊赛开幕式

5％峰#供．掇十2⋯14年

甘孜州第二届《动会妒霍县目径n

‰孝康提供掇十1986年

炉霍县第二届农牧R运动会拔河比赛

p霍B教育体育自提供，撮十lqw年

“两州女县”第六届篮球联谊赛女子赛

％孝康提供，掇十2㈣4年

康北多功能体t场外景

**提供．撮十2nn4}

体

育





序

时序轮转，岁月不居。不知不觉中，离开炉霍已有三十年了。静夜伏案，家乡

小镇直入脑海，那山，那水，那瑰丽，那凝重⋯⋯尤其是生我养我的家乡父老，争

相浮现：是那条奔流不息的鲜水河哺育了我，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今天的炉霍已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民族体育也得到

迅速发展。遥闻家乡变化，自然是喜不自胜。

我多年从事藏族历史研究，自然对历史上家乡教育概况有所了解。应该说除了

传统的寺庙教育外，炉霍清末即有官话学堂，但入学者屈指可数，很难称得上现代

意义上的教育，仅于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正是新中国的成立，给炉霍民族教育事

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州县领导提出了“科教兴

县”的口号，而西部大开发和四月l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的实施，

更是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家乡教育史上出现的几次大的跨越，颇为振奋人心。

炉霍教育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应该说是初等教育的普及。1990年全县率先在

新都镇完成初等教育的普及(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接着各乡相

继开展普初工作。1997年，全县中小学基本达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

人有木质课桌凳”的“一无两有”的办学条件，普初工作比原计划提前一年通过

省、州验收。

成人教育的发展，是炉霍教育史上的第二次跨越。据我的了解，’解放后，党和

政府十分重视扫盲工作，在脱盲人员中培养了很多基层干部，我的母亲就是这样成

长起来的。我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幸目睹了几次扫盲学习，。当时感到很新鲜，大

人们的学习劲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0年县里在巩固成果的基础上，扫盲

工作全面铺开，经省、州验收，非文盲率为97％，达到现阶段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的要求。

第三次跨越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这就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三次跨越，何其壮哉!据我所了解，到2000年初为止，我们甘孜州的青壮年

文盲率仍然高达34％，还有近半数以上的县和乡镇没有普及初等教育，只有人口



覆盖率13％的乡镇初步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相比较，炉霍教育的发展势头

令人可喜可贺!这历史性的飞跃发展，包含着多少领导和老师们的心血呀!这一牡

举，这一伟大的成就必将载入历史的不朽篇章。我为此向家乡的各位领导和教育工

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某种角度讲，我是炉霍教育发展的见证人之一。炉霍教育的许多个第一与我

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虾拉沱小学建立的第一个戴帽初中班；炉霍建立的第一个县中

学；炉霍第一个参加甘孜州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中学生代表⋯⋯。许多特殊事件，我

也都经历了，如在罕见的地震灾害面前，在油毛毡棚中坚持复课，那琅琅的读书声

至今萦绕耳边。

．我是在炉霍县上的小学和中学，和我的同学一样，得到了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

和帮助。没有炉霍的教育事业，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我已从高原山城走出来，

在全国著名大学、少数民族最高学府——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担任副校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到过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

术访问和客座研究。．忙碌之余，我难以忘怀老师和同学们；难以忘怀家乡教育事业

发展的坎坷和曲折，更为家乡教育事业辉煌的成就激动不已。是的，炉霍的一切都

在我的关注中。

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家乡教育发展问题提出一点希望。

在全球性知识经济浪潮正在迅速推进的今天，民族地区的教育也正在经历巨大

的现代化冲击，总体上看，民族教育的发展还落后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

展。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的人才还不能适应当地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教育发展

的质量也满足不了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迫切要求。而在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

心的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

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显然，

发展民族教育，对于提高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增

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衷心地希望家乡的领导和教育主管部

门能充分认识到这种挑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充分认识到发展教育是百年大计，在

已有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同时，还要注意在工作中把贯彻党和国家统一的方针政策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相结合，把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因地因民族制宜，在教育的发展规

划、改革步骤、目标要求、办学形式、教学用语、课程设置、学制、培养目标等，

都要从藏族的特点和炉霍的实际出发来确定，不能搞“一刀切”。学习、借鉴其他

地区的经验，也必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万不能照搬照抄。

另外，志中还涉及到体育，我在此也想谈几句。当年，作为炉霍县中学篮球队

(替补)、排球队(主力)成员之一，我们曾经几次参加全州运动会。毛泽东同志提

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们最喜欢的话。至今，我都常常想起当



年县公安局球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场面。那时候，生活单调，没有电视，电影也少，

这就给群众体育活动发展提供了广阅的空间，那可真能用如火如荼来形容。现在，

家乡人民的体育活动一定更加丰富多彩。这里，我也希望教育体育局领导，尤其是

县里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重视群众体育运动，为炉霍县各项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值《炉霍县教育体育文化志》出版之际，蒙县教育体育局之邀，盛情难却，自

不敢不黾勉从命，特撰此文，是以为序。搁笔之际，浮想联翩，千言万语化作一句

话，衷心祝愿家乡建设更进一步，祝愿一切关心着我的家乡父老扎西德勒!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卫平(喜绕尼玛)
一 2006年6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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