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地方志丛书

019249
—————————一

民榷群旋育志



河南地方志．丛书
。

H
，

，

’

民权县教育志
。

P
1

’

．

。
．’ ‘，{ j

，

．

． ： 。-

主修王友善。
：

主编陶景云，2‘

副主编王春德

张九德

+：‘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一一
。．



’。

。 ： 、⋯一： 。．
<民权县教育志>编写领导小组

，

‘

． H
．

组长：王友善

副组长：杜开民庞士英李少峰

主修：王友善 ．

主编：陶景云

副主编： 王春德张九德j l周复初l
编辑： 刘庆祥张宗良王传仁

。赵昌鲁张凤池袁汝平

张本生马良恩袁家山

校对： 陶景云王春德赵昌鲁

袁家山 ．



●
，

，

：
。

’

，

，

● ●

‘

，

t ， 一

．
‘‘ ，

一、<民权县教育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达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科性的统一。 ．

。。二、本志体例采用多篇并列体和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横

排门类，纵列史实，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全志在卷首设概

述，大事记，下设5篇、2l章、43节，卷尾设附录。．， 。
。

三、本志断限视各篇情况而定。有的为追本溯源，保持历史的

完整性，上限定为民国十七年(1928)民权县建治，个别篇章追溯到

明清时代。下限一般断于1995年，部分内容延伸到1996年。

四、本志中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

年。中华民国年号亦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部分条目用纪事本末体。凡所记事件

有月、日可稽者，均注明月日，日期不详者附于月末，月不详者附在

季末，用“春”、“夏”、“秋”、“冬”表示。

六、为综述某项事业的发展规律，本志于各篇正文前一般冠以

“以题引斧。 ．

七、本志人物篇分传记、简介、人物表三部分。志内立传和简

介者，坚持以现代人物为主，又选录了影响较大，事迹突出的历史

‘人物。坚持正面人物为主。
’

八、为叙述方便，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建国后表示。

九、为便于阅读，对各个历史时期包括建国后各个时期的行政

建制均遵从历史事实分别用“区”、“公社”、。乡”、“镇”等称谓，注释

古地名时，则以现行的“乡”、“镇”称谓。

j十、本志的体裁采用传统的纪、志、图(照片)、表、录六种，以志

为主，图表、照片分别附入有关章节，以求图文并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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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照片作为最逼真的形象表达手段，将部分彩色照片集中

于卷首，以反映本县教育概貌和特色。j
“ 。‘

十二、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达到文字朴实、简明、

准确、流畅，文字一律采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使用的简化汉

字o_ _ ‘、，l’。 一 ，

， 十三、本志所用资料，多录自县档案馆和教委档案室及各级学

校所供资料：为节约篇幅不注明出处。主要数据采用统计局和教

委档案资料为准，口碑资料、回忆录等均经过反复考证、核实，一般

不注出处，凡需说明者以注脚的形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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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皆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尤

是当代，国泰民安，香港庆回归，人民大团结，改革开放，经济繁荣。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人才辈出，科教兴国，蔚然成风。凡此种种，当

秉笔直书，载入史册，书于志乘，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民权县建治于民国十七年(1928)，辖19个乡镇，面积1222平

方公里。境内双塔乡的牛牧岗，尹店乡的吴岗均为龙山文化遗址。

林七乡王小庄有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的葵丘会盟台遗迹。

顺河乡的清凉寺村，程庄乡的江集村分别为庄周、江淹故里。宋代

兄弟双状元宋庠、宋祁就衍育在双塔乡之双塔集。民权县建治虽

仅有69年，但这块地方古代则为文明之邦，圣迹璀璨，夕、杰地灵，

名人辈出。

新编(民权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观点，坚持详今

略古，古为今用，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民权建县以来，特别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教育事业兴衰起伏的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

就，总结各个历史阶段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7。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本志重点记述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群众，面向工农办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

的成功经验，歌颂广大教育工作者和人民教师为祖国培养有文化、

有道德、有理想、守纪律的合格建设人才，呕心沥血，教书育人的干

部和各界人士为发展民权教育捐资助学，改善办学条件。造福子孙

后代的无私奉献精神。
’

<民权县教育志>先后历经十四年，原由周复初同志主笔起稿，

因其患疾而驻笔。1992年秋，县志办公室王春德同志倡导继续，

由陶景云同志主编，方今成书出版。本志是记述我县教育战线第



一部志书，它资料丰富，内容祥实，图文并茂，融史料性、知识性、科

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是我县广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必读之

物。它的出版，将为我县教育事业的振兴和发展，为我县两个文明

建设提供诸多有价值鉴古知今的资料，为开创民权县教育事业的

新局面发挥其应有作用。 ‘’。

．， ；’、4
。，

王友善
， ，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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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民权，古为戴国、襄陵、杞国故地。秦汉以后分隶外黄、雍丘、

襄邑、考城，明清时期分属考城、雎县、杞县。民国17年(1928)3月

建治，现属商丘地区。地处豫东平原东北部，位于东径114050’一 一

· 115026’，北纬34012’一34。17’，面积1222平方公里，入口81．3900
一 ‘万．有汉、回、苗、壮等11个民族。 j。 ：

‘

．4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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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建治虽晚，但历史文明悠久，境内古迹璀璨，名人辈出。
‘

尹店乡吴岗村、双塔乡牛牧岗村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林 i
‘

七乡王小庄有春秋时期齐桓公会诸侯之所。龙塘镇寄岗村为儒家

始祖孔子讲学处。顺河乡清凉寺村为战国时期思想家、哲学家庄，

周故里。城关镇史村铺是汉良吏史弼故里。‘程庄乡江集村是南北

朝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江淹故里。双塔乡之双塔集是北宋兄弟双 ．

“状元宋庠、宋祁的故里。北关镇小底庄是明嘉靖年间进士底蕴故

里。王桥乡大凡集是清康乾问名士梁宾故里，他著有<学愚文集>、

<治河策>，影响深远。‘ ： 、， ·’ ? ，

． 元朝以后，黄河流经今民权境内，屡有水患，经济自始消落，人’．

1才由盛而衰。自乾隆43年(1778)河决考城，至咸丰元年(1851)的 ：

f‘70年间。朝廷举行会试35次，民权境内仅有王敬之、袁钟慧二人、
’

。中试。咸丰5年(1855)黄河故道北流，河患稍宁，此后60年间会
’

试24次。民权境内中进士者有陈惺驯、李子方、李效儒三人。朝廷 +．

课士之地书院，自乾隆43年河决而废，直至光绪18年(1892)才得

以重建。到了宣统元年(1909)，已酉科拔贡大选，民权出了阎召

棠、楚莱峰、金梦简、田壬四个拔贡，一时传为美谈。+， ·’

’

、

，，，
’

，光绪31年(1905)废科举，兴学堂。光绪33年(19cr7)民权境内一 ·

第一所新式私立育才两等小学堂，在伯党集建立。此后直至民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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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治21年中，仅建有人和完全小学(1918年建)、考城第二完全小

学(1924年建)、龙塘高级小学和胡集私立育英初级小学四所学1
． 校。中等学校毕业生多在外地求学，大学生仅有马振濂、马振涛、

马培杨、屈子乾等数人。， ，?，
。，， 1。

‘ ～
7

‘ “

’

： (二)√ ． 。。．。
一 。

●

，
。

中华民国时期(1928—1948)民权教育，分为建治初期，抗日战

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 ’．。

·

． ．’ 。．

。． 1，1928一一1938年为民权建治初期。， 。： ．
+．

，

1928年3月，冯玉祥划睢县北七里、杞县北五社。建立民权

县。第一任县长孙巍重视教育，下车伊始，即令取缔私塾，禁废社． 一

， 学和义学，兴建新式学校。各区乡因陋就简，以庙宇祠堂为校舍。
‘

当年8月在县城创建民权县第一完全小学，并改入和完全小学为

第二完全小学。第二年，在王桥集建第三完全小学，同时设乡村初

’级小学32处，全县共有学生1132人，教职员工50人。：由于师资

缺乏，多聘请客籍教师任教。1929年春又在县城设师范一所，为
’

民权师范教育之发端。又在县城、内黄集和王桥集各设民众学校

一所，创办民众阅读处一所，以发展成人教育，并提出在各乡村小

学附设民众班，以便失学成年人有求知的机会。‘1930年5月，蒋、，

‘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民权全境沦为战场．各级学校全部停办。10
， 月，大战结束，各学校相继开学。民权教育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

’

1931年7月。在林七乡设立民权县第四完全小学。同时全县 ’’

二

乡村初级小学增加到43所，在校学生1600人。为解决师资问题，。
“

1931年8月设立县简易师范学校。招收一年制短师和3年制初师

各一班，共80人。另外私立初级小学渐次出现，1933年达6所oJ

同年全县共有在校学生274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5％，教师多
。

为一年制师范毕业生。1934年6月。省教育厅举行1933_1934年． ，

。i‘全省会考，民权县立师范参加32人，平均成绩49．2分，丁等及格‘

者3人，不及格者13人，留级者16人Q民权教育之落后，震动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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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和各界有识之士’，是年秋招初中一班，次年改三年制简易 ．

师范为乡村师范。至1937年底，民权计有师范学校l所，完全小

学4所，乡村初级小学65所，私塾重新出现，全县计有学生4648

人(含私塾)，适龄儿童入学率14．2％。为推广社会教育，1933年4 ．

月建立民众教育馆，并附设民众夜校一班。1935年设短期义务教

育处，至1936年2月，全县共有民众教育馆、公共运动场、通俗讲

演所各一处，民众夜校40处，阅报室12处，阅报牌5处。同时教

育经费逐年增加，1935年达到30Q52元，自本年起取消教育经费独

立，混编入地方总概算，统二收支，教育经费有所减少，1936年2

月统计为25860元。一 ．。，，。，。
’。

’1：

：2、193卜1945年抗日战争中民权教育的停顿。． ‘一

’

1938年5月，日军侵占民权县城，各级学校处于停顿状态。

1939年2月开始，日伪政府开始恢复和建立各级学校。至1942年

底，共有一年制短师一班，学生50人，初级中学一所，完全小学6

所，初级小学2所，联保小学32所，在校学生1965人。另设新民

识字班6处，新民问事处，闯字处，代笔处各l所，以推行奴化教

育。这一时期民权教育在日伪摧残和自然灾害双重打击下，发展

缓慢，处于停顿状态。民权沦陷之初，一些抗日进步团体，如：抗日

游击训练班，文化协进会，抗日信义会．青年识字会等先后建立0

中共党员先后打入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抗日活动。为了同日伪争夺

教育阵地，共产党员焦萃五联络王冠群等在王桥完全小举办一年

’制短师。 一

曲
。9 ∥ j

7‘

·3、l舛5一1948年解放战争中民权教育的艰难发展。 。 -：。

‘，l舛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9月，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日伪。

时期的中小学，改完全小学为中心国民学校，初级小学为保国民学

校，实行政教合一。对县立初级中学进行整顿。次年，恢复并筹建，，

新的保国民学校，同时恢复抗战前的民众教育馆。1947年成立民

权县教育会，并建一年制短师一班。，1947年，民权共有初级中学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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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政治、生产和实际的现象，但确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民权教

育事业的发展和逐步走上新型正规化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56年，民权县立中学发展成为完全中学，同时在各乡镇建立了

36所戴帽中学。民权普通教育开始完善起来。从解放至1956年的

8年问，由于正确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民

权的教师队伍得到充实和扩大。广大教师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

进步显著。奋发进取，促使民权教育取得巨大成绩。与民国时期相

比，除教育的阶段属性根本不同外，全县学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

量上讲，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以中小学为例，1956年全县有

， 小学167所738班。在校生31095人，教职工9r72人。中学8所33

班，在校生1708人，教职工96人。 ．

· _ ·

195卜1966年，是民权教育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1957年
“左”的思想抬头，教育急剧发展，严重脱离了经济和教育本身的承

受能力，而后的整顿，又大起大落，致使从1957年以后的民权教育，

只能在曲折中前进。1958年，在当时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政治形势下，民权教育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中学增

加到20所．成人教育大发展。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和干部职工业余

文化学校，在标准化学员分别达到844人和652人。农民教育掀

起“万人教，全民学”高潮。这期间，勤工俭学列入教学计划，校办

r工厂、农场普遍建立．学制改革实验积极进行，学校教育中的“三脱

． 离”烦向得到扭转，对民权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提高均发挥了巨大作

用。但与此同时，“反右”斗争扩大化，许多教师被错划为“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挫伤了他们积极性，削弱了师资队伍o。大跃进”中
’

’； 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现象也反映到教育战线上。强调“劳动
’

．一大课堂”削弱了文化课教学，严重冲击了学校的教学常规，导致教

，学质量下降。此后三年经济因难。从1961年秋开始贯彻中央“调

；，．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全县中小学校适当压缩数量

与提高质量相结合进行调整，至1963年保留8所中学，152所小

◇
I

·5·



学。1964年遵照“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大量试办工(耕)读学

校。一．?： ．

’．

-， I，’’_ 一，

i
t、

普通中学教育质量明显提高，1965年县一中高中毕业生135

人，有110多人被高等院校录取，名列全省第二。1965年全县有中

学19所，在校生2243人；小学252所，在校生41817人，幼儿园1

所99人。另有工(耕)读中小学和小学。总的说来，“文革”前的十

年，民权的教育事业虽然受到左的影响，遇到过一些困难挫折。单

纯追求升学率的思想又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削

弱。但由于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我县教育基本还是发展的，是在

曲折中前进的。 ，j．-．．1 j。 ；．
+，-。5

，，1966年春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学生为先锋，以教师和干部

为斗争对象，在学校中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民权的教育遭到

空前破坏。，十七年教育黑线”，成为广大教师和干部的沉重枷锁，

、此后批判学校以教学为中心，宣场“白卷英雄”，大破师道尊严，致

使建国以来逐步形成和渐趋完善的教育结构、领导体制、教学组

织，规章制度被破坏殆尽。职工干部教育和以学习文化知识为目

的的扫盲工作几乎完全中断，幼儿教育中断7年之久，高等院校停

止招生，升学实行推荐制度，造成民权教育结构的单一化。同时盲

目发展普通中学，至1976年，全县中学达184所，在校生33124人，

分别为1965年的9．7倍和14．8倍，因而，中学师资严重不足，不得

不层层提拔o‘忽视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强调开门办学，甚至

取消课堂教学，致使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贻误了整整一代人，教

训是深刻的。
i

．? 。’
1“

一 。 “

19r76年10月粉碎“四人邦”以后，教育又在徘徊中前进两年。

‘到19r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民权的教育事业才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时期。随着改

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贯彻落寒．教育被提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担负着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艰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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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明确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靠教育的指导思想，赋予教育更广泛的内涵，这种质的变化成为

权教育发展史上又一划时代的里程碑。。+‘J ．。 ’ ‘

。主要表现在：1、拨乱反正，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育得到稳步提高q。． i‘二‘

，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民权教育系统，开始全面揭批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教育阵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清查与他
⋯． 们有牵连的人和事。1978年初开始。为“文革”中和历次政治活。

动中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落

实，党和政府提倡尊师重教。从政治、业务、生活诸方面提高教师
、 的社会地位。各级学校恢复了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和制定了中小

。学教学计划，规章制度和工作条例，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改革和观念

更新，调整学校布局，确定了地、县、乡三级重点学校。1983年邓

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有力地促进

了民权教育的稳步发展和提高。初等教育得到普及，中等教育得

到整顿、完善和提高，教育和经济的比例失调问题得到改善，并逐

步明确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民权教育无论从数量上、

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层次上讲，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类

学校的校舍、设备、仪器、图书及各种工作生活基础设施得到保证，+

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成绩斐然。但处在转变过程中的民权教育不

可避免的也出现一些问题，诸如教育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学校布局尚欠合理，重教书，轻育人，单纯追求升学率，政治思想工

作尚须加强等，加上商品经济观念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和

冲击，一些未解决的老问题和暴露出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有待于 ·

进一步解决。 o ．．“。

，‘．，’。

2、进行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民权狠抓了职业技术教

育。，1980年重建民权师范学校，为商丘地区西四县培养合格的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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