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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时代在发展，祖国在前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华夏神州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精神指弓f

下，各行各业锐意进取，开拓前进，进入了空前昌盛繁荣时期。盛世

修志，永传后世，是我们应尽的职责。现在《塔河教育志》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教育党委、教委会的关怀指导下，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以翔实的史料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塔河县教育史

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向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奉献的一份礼物。

大兴安岭开发建设较晚，边陲的塔河教育开发也较晚，但是在

各级政府的关怀下，教育发展很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

育事业更是不断发展壮大。为了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为进一步开

展教育科学研究，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

养“三个面向"、．“四有’’“五育’’并举的建设人才，《教育志》

将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塔河县的教育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正以崭新的面貌，在

祖国边陲起步腾飞。在这一万四千零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

一千二百多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辛勤园丁，矢志边陲，努力工

作。相信在党的十三届五中金会路线精神指引下，一定能够谱写出

更加灿烂的篇章。

塔河县副县长：张武

．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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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呼玛林业局由呼玛县迁至十八站，改名为“呼
1959

林业局"，职工子弟就读于十八站民族乡小学。

呼南林业局与十八站民族乡合并，原十八站民
1960

族乡小学派进林业职工任教。

呼南林业局与民族乡各自独立，分别自建一彦
1961

学校。四月，林业职工子弟校迁到林业局所在地9

大兴安岭建设“下马"，呼南林业局留下“坚

1962
， 守阵地”，改名为富饶林业局，学校随之改为“大兴

安岭富饶林业局职工子弟校秒。

富饶林业局被撤销，成立了东北林业总局十八

1963—1964 站林业办事处，学校也改名为“十八站林业办事处

职工子弟校矽。

从省内外调来十余名大中专学历的教师充实至，
1965

职工子弟校。

文化大革命，学校动乱。12月成立了红卫兵鲑
1966

织o

十八站林业职工子弟校迁至塔河闹革命，学校

1967 改称“塔河中学"。年底，成立革命委员会。



I 塔河各校实行教学连队，学生继续造反盆六
1 968

。

i月，塔河中学学生周玉敏含冤投河自杀。

1969．8

农村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林区工宣队进驻学

校。贫下中农和工人任兼职教师。清理阶级队伍，矛

头再次指向教师。

全区首批十二名教师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到
1969．3—9

生产单位下放劳动。

各校正式上课。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塔河中学
1969．9

工人黄宝河自杀。

东方红小学(塔河县第二小学前身。)五年级学

1970 生到粮库盖房子，因质量不过关，往房顶上锯未时

房架倒塌，砸伤数人。

塔河中学搞．“理化"竞赛，遭批判，初中七年
197 1—1972

级和八年级学生一齐毕业。

“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各校学生大闹课
1973

堂，教师被迫下放劳动和检查交待问题。

塔河中学所属八个班的高中学生采取自愿方法
1974 提前毕业口

“四人帮"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广“朝农力
1975 经验，塔河中学所有学生放下书本，分期分批拉出

学校到"107"农场劳动。小学生也走出课堂，到社
会参加各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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