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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金堂教育，历史悠久。自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 01 2)创建书院以

来，文风渐开。清末兴学堂，民初创新学，教育得以发展。新中国建

立以后，废除了旧的教育制度，历经改革，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

义教育体系。金堂教育，面貌一新。 ．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教育是延续

社会生命力的重要手段，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是关系

到国家民族能否繁荣昌盛的宏伟大业．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决议中，把教育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要

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予以高度的重视。教兴而国盛，已被世人所公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地观察历史，

科学地对待历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探索

规律，少犯错误，。‘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一，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今天，尤为重要。然而，金堂旧志对金堂教育的

历史记述不多。清同治五年县志和民国i 0年续县志中虽然有所记述，

但均内容不全，语焉不详，实难窥其全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

社会处于不断变革时期，教育上除旧布新，其变化之深刻，内容之广

泛，实为前所未有。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却无志记述，实为憾事·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1 981年，金堂县建立了县志编篡委员会和

县志办公室，1984年10月，金堂县教育局建立了金堂县教育志编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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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和教育志办公室。12月底，办公室人员返回学校，修志工作一度

停滞。1986年，教育局重新抽调人员，着手进行编修工作。编写组的

同志们五易寒暑，数更其稿，历尽辛劳，终于写成此书．，《金堂县教

育志》的问世，填补了金堂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空白，当是教育战线

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j

鉴古观今，古为今用。《金堂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使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完整统一，既符合金堂实际，又体现金堂特色，

以期在资政，教化、存史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本书较为全面系统

地记述了近百年来金堂教育的发展变化及经验教训，为当今的教育改

革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建议同志们读一读这本志书，或许能受益其中，从而更加

了解金堂教育，热爱金堂教育，并为它的兴旺发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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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原则上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即大类一一小类一一条目

(篇、章、节、目)层层相辖；然后各项内容从头到尾，一述到底。

各篇目内容尽量分工合理，力避重叠遗漏，做到相互照应，浑然一体。

二、所记历史范围，上限一般定在清末，下限断至1985年。力求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

三、城厢、太平两地，虽于1980年底划归青白江区，但鉴于它们

在金堂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因而撰写范围在1 981年前一直包括在内。

四、本志包括志、记、传、图、表、录等部分。其中志为主体，

图表录附于有关章节，卷首有序言、概述，大事记，卷末有人物传和

编后记等。

五、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叙事信实，是非显然，不空发

议论。引用资料，力求核实无误，必要时注明出处。

六、概述力求抓住志书主要内容，提纲挈领，总摄全书。大事记

按时间顺序逐条记事，力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人物传的原则是生

不立传，凡对金堂教育卓有贡献，影响较大者即可入传。

七，对历史政权，不加政治评语。对历史纪年，沿用习惯通称．

对清代以前的纪年，加注公元年号；对民国纪年，不予加注，可用

“民国纪年+1 9 1 1=公元纪年打的公式推算。(如民国元年，就是：

1十1 91 1；1 9 1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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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立中学校门

金堂县立女子小学礼堂

绣川}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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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副

省长康振黄检查师

范棱学生的实验操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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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t■嘲皇，嚏蕾■豳■中嘲矗■r

省教厅副厅长周宗京视察三里职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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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育局机关办公楼(1|【}；衔面】

一九一＼一午小字载 出．
1 98d年，宣传部长

医’吕系明在高板区教育
“

体制改革试点大会上

讲话。

A一很捌盘≯臣謦



检查工作

I，l，、 鹌鼍

教育股与教研室的同志

一起研究如何提高教育质

量的问胚。

教育局召开局务会议

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1980]

84号文件。



①教工休养所外貌。

②1983年，教趼室电教

组绘制的幻灯片《三味怕屋》

荣获教育部电化教育局的二二

等奖。

③1989年，赵镇--／J、少

先队荣获的．=-／i“‘全国创造
杯”．

④1956年，文教科编印

出版的《金堂县小学教育经

验选集》一书。

进修学棱和县教研室共同编写出版的《进修与教研》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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