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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周启亚

<绵阳市教育志》记叙了绵阳市全区，898年以来教育事业发

展的概貌，是一本有价值的教育史书。

]898年迄今已经九十多年，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国家发

生了几次革命性的变化。教育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队

绵阳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可以清晰看出绵阳近百年社会政治，

经济历史性变化的脉络。在几经风雨之后，绵阳现已是一个璀聚

的新兴工业城市。这在九十年以前，甚至在四十多年以前，都是不

可想像的。可以十分肯定的说，绵阳今天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都是绵阳

市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奋斗的血汗的结晶。

这中间自然包括着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劳动和出色的贡

献。完全可以相信，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和正在为绵陌

的教育事业，作出过默默奉献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教职员工同志

们。

现在，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战略结构量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教育和科技。历史证

明，任何国家与社会的进步，都是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的。特别在目前国际风云变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

教育事业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地显得更为重要了。在党的领导下，如

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按照教育事业盼客观规律，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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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使之更有成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服务，送是时代赋予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一个极其艰难

复杂而又必须胜利完成的历史任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

攀’’，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绵阳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职员工和教

磨工作者，一定能够坚韧不拔，继续奋勇前进，谱写出新的动人
心弦的裁育诗篇。 ’

1956年3月至1983年lO月，我一直长期在绵阳地区文教局工

作。这期间我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是领导管理教克工作。因

此，我和绵阳的教育事业有着长期不解之缘。现在，回忆往事，

许多学校的校容校貌和无数教职员=1：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

我对他们寄以深切怀念和遥远的祝福。然而，从总结历史经验上

谈，又颇感内疚和不安。毛泽东同志讲过，一个正确认识的形

成，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形

成。在绵阳28年文教工作的实路我深感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
断，是完全正确的，非常经典的。在过去教育工作的实践过程

中，正如《绵阳市教育志》所总结的那样，有成绩，也有教训。

教育战线诸多矛盾，概括起来，最根本的还是三个问题。

第一，必须要有正确的教育思想，

第二，必须具有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t

第三，必须保证有一定的教育经费。

同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其它工作一样，发展

教育事业，同样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因

此，我们应该长期不懈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感想。用马

列主义，毛泽东恳想指导我们教育工作的实践。建国以来，教育

成线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感想的胜利，教

育工作方面的某些失误，无一不是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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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才可能全面

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地创造性地加以贯彻执

行。斯大林讲得好，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

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在目前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

时期，教育战线同其它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出现了许多过去从

未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只能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合教育工

作的实际，才可能找到解决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正确方法和途

径。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工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开戗

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是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

质量，实现教育工作造就人才的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

之一。毛泽东同志远在六十年代中期就说过，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

员问题。所谓主要是教员问题，当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仅是教

学人员的问题。实践证明，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教学改革的进

行，从教育系统内在因素分枷主要矛盾自然是直接从事教学工
作的教学人员，但又不单纯是教学人员，它还涉及学校干部及职

工等所有教育工作人员。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深化

教育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建设一支包括学校教师、干

部，职工在内的，思想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教师队伍，并采取

积极措施使之长期稳定下来，是教育战线一项长期的具有深远意

义的战略任务。 ’

教育是一项全民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

利，人人都有支持教育事业的义务。教育经费的投资，国家应该

是主要的，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投资亦不可忽视。根据我国目前

国民经济发展才cI平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律，我们应该逐步建立健全



一种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的与社会集资，学校自筹、个人负担相

结合的，拓宽外延结构与提高内涵能力相结合的教育经费投资管

理的新的机制·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刨造、积累了许多宝贵经

验，但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认识或认识不足的问题。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我相信这些问题都将逐步得到合理解决。

绵阳，肾占以来就是川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名城。今天

它更以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兴工业城市屹立在涪江

之滨。它坚忍不拔地走过坎坷不平的历史途程，现在，它正以巨

人般的步伐走向未来。绵阳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过去为绵阳的新

生和建设，为党的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写下壮丽的诗篇，今后定

将继续艰苦奋斗，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荣誉永远属于那些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贞而拼

搏不息的人们。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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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教育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是绵阳市教育科研

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绵阳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财富。

它的问世，标志着绵阳的教育科研上了一个新台阶，对绵阳教育

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极大的推动力。
‘

绵阳，这块堪称人杰地灵的土地，自汉在这里建制以来，

名人雅士，各领风骚，戊戌之后，新学兴起，不少维新志士，

为绵阳地方教育的发展历尽艰辛，抗战爆发，国内许多大学内迁

四川，_些教育界巨子汇聚绵阳，莘莘学子，亦步亦趋。从而使

相对稳定的大后方的绵阳的教育事业初具规模。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四十年，绵阳教育的发展虽多有曲折，但

随着绵阳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了发展进程，逐步建立了与

搿中国西部科学城"的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系，这是几代绵

阳人为之奋斗的巨大成果。 +．

叶年树木，百年树入力是中国的古训， “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弦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从搿教育救国"的呼号，到搿教育兴

国黟的反省，教育在它的发展史上刻下了它特有的轨迹。
· 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修，人们不会忘记大批献身教育，在

教育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也不会忘记那些为绵阳教育的发展

，f．_。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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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余力给予支持的人。
‘

。

愿绵阳广大教育工作者都来谱写《绵阳教育志》的珍贵续

篇，让它的新篇章放出夺目的异彩。

我想，这不仅足我个人的愿望，也是广大绵阳人的愿望。

一九Jh--年九月



凡 例

一，《绵阳市教育志》是根据“立足市县，突出典型，宏观

综揽"的原则编纂的一部具有综合性的专业志书。

二、本志根据存真求实的原则，对历史事实作了考证】【有关

数字亦经核实，为节省文字，不作考证说明。

三，本志除《大事记》和《人物传略》外，其余章节皆采用

横陈项目，纵述历史，纵横结合的方法进行表述，以利读者使用

资料，研究史实。 ．

四、在对史实的记述中，坚持详今略古，详地方性略普遍性

的原则，除《概述》外，其它章节均直书事实，一般不加评论。

五、本志上限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限1989年，但为

了保持事件的完整性，个别章节在叙述上有所突破。

六、本志按章节目三个层次表述，目只在表述时标出。附录

设于章节之后。

七、对历史上各种名称，皆以当时称谓是称，但对今市辖县

(市)在历史上除府，州称谓外，一律直呼其名，以免混淆。

八，本志表述范围，即今市辖区县。在1985年建市之前属市

区的资料用“市境劳一词，但因少数资料无法分割，所以使用了

留专区，地区帮称谓。为了避免和各县教育志重复，本书除个别

地方外，一般不列分县数字。

九、民国前之历史纪年，用公元作注，民国则不再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绵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

488万，辖安县、三台，盐亭，梓潼、平武、北川六县及江油

市、市中区和省人民政府科学城办事处。绵阳置县巳有二千一百

多年历史，古为川西北的政治军事要地，而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具

有现代工业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中等城市，有中阳两部的科学

城、电子城的美称。 ．

(一)

绵阳历来为名流荟萃之所，文风淳厚。戊戌之后，不少有识之

士怀着“教育救国黟的理想，兴学办教，到抗日战争时期，市境巳

初步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以下简称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

展，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现已由过去单纯的文化知识教育

发展成为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特殊

教育、各类成人教育结构比较合理的综合体系。在普通教育方

面l有幼儿园278所，39614人，小学3735所，473587人，普通

中学296所，189735人。职业教育方面l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8

所，5298人，中等师范学校6所，2777人’各种职业中学37所，

9951人，技工校27r所，5541人。在高等教育方面l有全日制高校

4所，5323人，成人大专5所，4895人。此外，还有乡办农民技术

学校215所，34730人，以及职工中专、职工技术学校与各种职

工岗位、技术培训班，函授、广播学校，大中专自学考试等，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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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网络。 ．

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瑰象，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

治，经济形态之中，其发展必然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特别是

为经济基础所制约。从我市教育的发展轨迹看，清末新学开办以

来一直是以三台——绵阳——江油为中轴线展开，向周围地区发

展，‘这是与以上三地原为府州治所和具有比邻近地区较为发达盼

经济分不开的。到四十年代前期，三台、绵阳的地位更显得。突出z

特别是三台的东北大学，集中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事实上成

为川西北教育文化的中心，这正是抗日大后方政治经济影响的结

果。到五十年代后期，轴线由两端向中心收缩，随着城市经济的

发展，逐步形成以绵阳市区为中心的辐射状网络。现在市区集中

了全市大中专的100％，技工校的75％，这正是城市工业发展与

政区设置的表象。再从发展速度看。从1908年到1949年的41年问

．平均年递增小学生2100人，中学生100人，而1949到1989的40年

中，年递增小学生11152人，中学生4534人，是前半个世纪增长

速度的几倍和几十倍。每万人中的在校学生人数由1949年的初中

9人，高中2人，中等职业学校6人，上升为初中334人，高中

49人，中等职业学校38人。”这种增长速度，恰好是绵阳市经济发

展速度的反映。现成的教育体系和规模也正是建立在绵阳已成为

全国重要的工业、粮，油生产基地，科研基地的基础上，并适应

这种经济发展需要的。

(=)

绵阳市兴学办教历史久远，唐贞观年间正式建立学宫，宋，

：元『之后书院日显。清代有府学二所，州学一所，县学七所，书院

60多所，义学200余堂，加上城乡林立的私塾，学校教育具有一

定规模。当时绵州的左绵，治经，三台的草堂，江油的匡山等书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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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都影响周围城乡，搿旁近郡邑，闻风亦来造焉万。

戊戌之后， “废书院，兴学堂矽，市境小学由城市而至乡 ，

村，职业教育首推师范，普通中学开始发展。从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开劬安县官立高等小学和三台私立华英广益小学，三

十二年(1906年)龙安、潼川两府建立中学，宣统二年(1910

年)绵州中学堂开办，到宣统末年短短的十年间，不仅政府办

学，而且教会，甚至私人都纷纷捐资兴学，出现了一次办学高

潮，有小学1100多所，中学3所，实业学堂7所，师范学堂或传

习所平均每县1所，打下了新学发展的基础。不过这时的所谓

新学实际是中西合璧的书院式学堂，仅在“尊孔读经”为中心的

躯体中注入了西方科学的新血液，是清政府“忠君、尊孔、尚

武、尚实’’办学宗旨和地方人士维新主张的混血儿。

民国伊始，随之军阀割据，地方人士继续兴学办教，驻军中

的有识者也时有支持，特别是各县通过斗争相继取得教育经费独

立，使教育事业仍能缓慢前进。与此同时，地方军阀推行“尊

孔”、“修身"，加强学校的思想统治，但事与愿违，师生革命

情绪高涨，特别是省二中和龙绵师范。民国24年实现“川政统 ．

一"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唤起民众"，“抗日救
‘

国力呼声的高涨，国民政府为普及教育制订的一系列法令的实

施，抗El大后方经济的相应发展，东北大学，国立六中等大中学

校的内迁，促进了市境教育的发展。到1945年，小学达到2509所， 。

15．5万人，普通中学22所，0．5万人，在校生分别为清末的6．5倍

和13倍，并有中等职业学校(含师范)9所，1150人，大学两所

800人，登上了民国时期绵阳教育发展的高峰。特别是处于市境

之南的三台，盐亭二县(当时属第十二督察区)，达到了每乡一’

所中心校，每保一所保国民学校的要求。在思想教育上，一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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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行搿政教合一一，提倡搿四维i八德黟I另一方面是抗日救

国教育的加强，这时抗战呼声成为了各级学校的主旋律。抗战

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内战需要，加强了对学校的统治，但广大师

生争民主，反饥饿斗争不断高涨，特别是Jll：It大学，绵阳师范和

国立六中更为突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成为当时学校斗争的焦

点。同时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育经费拮据，农村小学多

次裁员减班，到1949年市境仅有小学1810所，学生10．2万人，教

职13362人。中学虽由于私人办学和向农村延伸，所数有所增加，

但在校人数反比1945年减少16％。
。

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

时期，在发展进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曲折和失误，其

速度虽前所未有，但有时也步履维艰。

1950—1956年，对旧学校接管改造，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改造塾师，结束了几千年的私塾历史。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

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使农村小学的发展如雨后春笋，扫

盲运动轰轰烈烈，到1952年小学在校生达到21．5万，出现了建国

后第一次办学高潮。随之开展学习苏联，教改全面推开，提倡搿三

好缈、“五爱"，学校面貌为之一变。在改造原有师资的同时，

．大量吸收社会青年从教，到1956年，六年时间教职工增加一

倍，小学生超过26万，中学生1．3万，分别为1949年的两倍半和三

倍。

1957m--1966年的十年是成绩突出同时也存在严重失误·经

历了曲折发展的十年。

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端正了办学方向。贯彻

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的工作方

针，在教育观念上也是一次深翊的革命·师生走向社会，接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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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把。又红又专一作为奋斗方向。劳动正式列入教学计划，勤工俭

学的大规模开展j促进了教学内容的变革。搿两条腿走路修办

学方针的贯彻，加快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二个

办学高潮。但遗憾的是这次教育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左倾感潮和

舅大跃进"形势的影响。首先是搿反右斗争斗扩大化作了思想铺

垫，接着是“教育方针大辩论"、“拔自旗’’，“反右倾"，接

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不仅给教师带来思想创伤，而且助长了狂热气

氛。于是在各行各业的“跃进"声中出现了1958年4月开始的

“教育大跃进"。反映在教育事业上先是上得过快(短短三个月

全区小学普及到97％，新办民中330所后又转为农中)，缺乏必

要的师资和设备，后又压得过猛(1960年冬_至1961年底小学在校

生减少37％，入学率一下子降到50叻，砍掉全部农中和新办初

中．中学生减少近40％)浪费了一些人力和物资，扫除文盲搞高

指标，大轰大嗡，脱离了实际，一度忽视教育教学规律，先是劳

动过多， “大炼钢铁，，， “大战三秋第一个接着一个，后又“分

数排队一，打“人海战"“保高三"，由突击劳动到突击教学。

1961到1962年的甄别平反和对被划为“右派"的多数人摘帽，

左的错误有了初步纠正。1962年之后，中小学等各项“暂行工作

条倒"的贯彻，纠正了偏差，．肯定了成绩，从而提高了教学
’

●

质量。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业中学开始恢复，中小学逐

步回升。1964年提出“两种教育制度"打破了中国历史上长期轻

视职业教育的旧传统，半工半读迅速兴起，1965年农职业中学发

展到近200所，lyY多人，耕读小学4400多所11万人。这时普通小

学和职业学校的在校人数都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

1966·一1978年， “文化革命"首先从教育开刀· 崩停课闹

{写



革命黟，膏大串联秒；各级学校相继瘫痪。斗“走资派一、“技术

权威彦，抓“牛鬼蛇神糟使不少知识分子受屈含冤。教学仪器遭

破坏，校学设备被砸烂。但在此期间，广大师生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抵制，有的偷偷恢复教学，有的冒着危险保护公共财产。1969

年中学生全部下乡落户。1970年开始，教育事业又盲目发展，三

年时间在校学生猛增四倍多，不仅小学‘‘戴帽”办初中，而且有44个

乡办起高中班．还有的办起“共产主义大学劳，与此同时，又批

判“双轨制，，，削弱职业教育，造成教育内部结构的比例失调。在

教育领域内从批矗智育第一"， 搿分数挂帅弦片面强调“学工，

学农、学军"到抬出“自卷英雄"；利用“马振扶公社事件黟，

开展“反回潮矽斗争，其目的是否定学习文化，鄙薄知识。但广

大师生在这场斗争中利用一切机会坚持“以学为主"，同时建立

了生产基地。 ．

·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开始驳乱反正推倒。两个估计"，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冤假错案，从而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

性，恢复原有的教学制度，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为新时期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9——198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落实知识分子

政策，提出Ⅸ尊重知识，尊重久才一的口号，在改革开放的洪流

中，教育事业步入了八十年代的春天。

首先是调整学校布局，消除虚肿现象，加强中等教育结构改

革，在控制普高招生的同时多形式、多渠道发展职业教育，使职校

学生由1976年仅占高中一级在校生的8％上升到47％，改变了“文

化革命一造成的比例失调现象。二是重新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

、针和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特别是响亮地提出“教育要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的奋斗方向之后，促进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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