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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杨文彬

“九五”开局之年，《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志》问世了，作为曾在小凉山这块故土多

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也曾在县从事行政、党务工作多年的我，倍感高兴。在此，聊寄

数语，以表祝贺，并权以为序。

记得，我为《宁蒗彝族自治县志》作序时写到：。宁蒗自西汉元鼎六年就纳入了中央

王朝的统治范围，迄今己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在解放前仍孤悬江外，交通cjl塞，一地瘠

民贫，文化落后，居住在境内的各民族人民深受奴隶主、封建领主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和

压迫，各族人民处于苦难的深渊。”确实如此，直到解放前，宁蒗教育尚属空白，各族群

众普遍以石子、玉米粒记数。1950年宁蒗解放，1956年宁蒗彝族自治县成立。小凉山实

现了跨世纪的历史飞跃，各族人民昂首步入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宁蒗教育的春天随之

到来。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执

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中，宁蒗县委、县政府深深感到，宁蒗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教育落后、人的素质低下是主要原因。为此，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采取特

殊的政策吸引人才，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大教育的投入，制定八月教育宣传月，培

养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求全县教师苦练“两功一法”，创办民族中小学和女子班，鼓

励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读高中，开办职业中学和开展大规模的实用技术培训等等。由于全

县各级班子的重视和广大教师的无私奉献，自1992年以来，中小学教育一年一个新台阶，

中考连续三年在全区夺冠，高考应届毕业生大专录取率连续两年居全区第一，大规模、全

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训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宁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宁蒗教育史上的辉

煌时期。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宁蒗教育的发展为编纂教育志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志》紧紧围绕国家的教育方针，突出了小凉山民族教育的特色，

内容丰富翔实，文字流畅，语言朴实，尽管还不够完善，甚至会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

一部较为系统地记述宁蒗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志书，还将起到“资志、教化、存史”的作

用。希望宁蒗县各级领导和广大教师借鉴《宁菠彝族自治县教育志》，以《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为指导，进一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上来，继续研究和探索依法治教和科教兴县的新路子，为宁蒗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

的贡献，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跨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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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蒗彝族自治县县长 罗学军

《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志》的出版问世，是我县教育史上的一件大喜事。解放前，宁

蒗处于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状态，社会发育程度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教育、科技、

文化一片空白。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县

委、政府在重新认识县情的基础上，探索出“治穷先治愚，经济开放与智力开发相结

合”的发展路子’，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来抓，通过努力，宁蒗的教育历

经艰辛，从无到有，从差到好，终于走出低谷，从1992年以来连续几年创历史最好水平。

其中蕴含着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常抓不懈的治教方针，凝聚着全县广大教职员工辛勤的

汗水。我曾经从事教育工作，曾经分管教育工作，现在，教育仍然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对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听到从教育战线传来的喜讯，便不胜激动，感到由衷的高

兴，因为，它说明我们的工作至少在教育上是有所成就的。

，盛世修志，《教育志》是我县40年来教育成果的客观记载，又是我县教育新纪元的

开始。回顾过去，初结硕果，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历史的车轮将以最快的速度驶入21

世纪，我们很清楚，新的世纪无疑是高科技的信息时代。它要求我们精益求精，继续加

快基础教育步伐。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加强成人教育，深化改革，建立一套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结构合理，协调发展．具有活力的教育体制。我坚信，只要全县21万各

族干部群众艰苦努力，团结奋斗，新的目标一定会在我们的手中变为光辉的现实!

是为序
、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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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吉宏·龙佳

值此喜迎宁蒗彝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凝结着编写人员辛勤汗水、反映我县教

育从实现“零”的突破到取得辉煌成就艰辛历程的教育志编纂问世了。这是宁蒗教育史

上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喜事。真乃盛世修志，倍感欣慰，谨作小序，以示庆贺I

忆往昔，教育兴从。零”。公元1950年前的宁蒗，有原始共耕、奴隶、母系制等多

种社会形态并存，人们大多在游耕游牧、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下过着衣不蔽体，食

不果腹的悲惨生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教育事业一片空白，文盲率高达99％。“一唱雄

鸡天下白”，1950年，宁蒗和平解放，次年党和政府在我县创办了3所小学。从此，在小

凉山这块6 025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教育实现了“零”的突破。 ．

看今朝，欣欣向荣景。建县4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在如何实现教育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上，宁蒗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与实践。在广泛调查研

究和深化对县惰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终于找到了贫困落后的症结所在——教育科技落

后，劳动者的素质低，缺乏内在的活力。于是，一股有的放矢而前所未有的兴教热潮掀

起了：采取不要户口、不要组织介绍等“五不要”而只要一张1966年以前的大学毕业文

凭即可前来我县任教的特殊优惠政策引进师资}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投入

占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群体引进江苏海安县的教职员工来宁兴办宁海中学；实行学

校分级管理，深化教育内部“三制”改革，切实开展督导评估；在狠抓基础教育的同时，

发展职业教育并大力开展人才培训⋯⋯通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走出了一条具有宁蒗特

色的发展道路：“治穷先治愚，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合”。1990年在我县召开的全省

民族贫困山区经济教育现场会上，省委、省政府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今，。宁蒗模

式”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92年以来，教育成果捷报频传，中考连续三年在全区

夺冠，高考应届毕业生大专录取率连续两年名列全区榜首，开创了宁蒗兴教以来的历史

最佳成绩。

抚今思昔，宁蒗教育确应大书特书。反映时代特色，记述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宁蒗

彝族自治县教育志》应运而生了，其。资治、教化、存史”的意义和作用极其深远。殷

切希望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士通过研读这部志书，从中得到

教益和启发，坚信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一如既往地重视、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创造小凉山教育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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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 金克鲁史

《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志》的出版，是宁教育系统二千四百多职工的共同心愿，是全

县支持、关心教育的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我由衷的高兴，以作短序：

．u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解放前，宁蒗境内曾断断续续地设立过义学、私塾、国民小

学，因政局腐败、混乱，土司头人各霸一方，当地群众经济极端落后，民族与民族之间

的纷争，所办学校不到三年而自行消失，可以说，宁蒗解放前的教育是一片空白。

1951年3月，在大兴镇三棵树五省庙内成立了省立小学。从此，宁蒗的教育在党和

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学校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全县6 0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办了

小学校点445个，16个乡(镇)，21万人口的县就有2所完全中学，15所初级中学，1所

职业中学，1所教师进修学校，2所幼儿园。12个民族的后代都可以就近入学，入学率直

线上升。80％的小学毕业生可以进入中学学习。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宁蒗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同时也深深感到：‘从奴

隶制、封建领主制、原始共耕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共存的宁蒗，人口文化素质十分低下，科

技人才极为匮乏。1984年以后，县委政府提出：“治穷先治愚，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

合，教育为本，科技兴宁”的战略口号，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省地政府给

了一系列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及教育经费的倾斜，使办学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教育

内部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依据宁蒗经

济发展需求和社会进步的实际，大胆改革创新，大力推进深化。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

制、岗位责任制”的三制改革；任人为贤，把有才能的教师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不遗

余力，培训教师；从外地引进高质量的初、高中教师，从江苏海安县团体引进高、初中

教师，以形成激励的竞争机制，启动内部活力，挖掘内部潜力；强化中小学生的德育教

育，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教育教学质量有了质的飞跃，1993年至1996年的中考成绩在丽

江地区连续四年夺冠；高中教学质量迅速提高，1994年至1996年三年的大中专录取率为

全区之首。教学质量大幅度的提高，大大缩短了与内地的差距，创造了宁蒗教育史上的

奇迹，谱写了小凉山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以此同时，教育教学管理正向科学化、制度

化、网络化迈进，全县民族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并有一支奋发向上，勇于拼搏的教职工

队伍。
。

宁蒗的教育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并推动着宁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宁蒗教

育的快速发展，博得了全县各界人士的喝彩，教师受到了社会的激励和鞭策。1996年8

月27日高严书记来到宁蒗视察，对宁蒗的教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宁蒗从江苏海安招

来了56名教师，把学校水平提高了，质量提高了．县里重视教育，支持教育，所以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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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果，在丽江，在全省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春风得意马蹄疾”。如今，全县的教职工正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基本普及

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狠抓全面贯彻方针，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从普及中求提高，从提高中促普及。以本地优势产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

提高全县人口文化素质而无私的奉献着。我将以1994年9月10日在全县优秀教师颁奖

大会上的题词“改革开放，春风无限。科技兴宁，教育先行。园丁豪杰，业绩辉煌j茫

茫林间，凤凰腾飞。育才之士，雄风再现”与全县教育工作者共勉。



尼 例

一、《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客观地反映宁蒗的教育历

史实际，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体现“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

二、本志上限自民国7年(1918年)，对各项事物的记述尽量追本溯源，下限至1994

年止，重要事件延至1996年．根据“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要求，清代、民国时期从

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详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重点。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建国前用旧记年，内注公元纪

年，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四、行文中“建国前”、“建国后”、“建国初”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初

期，“文革”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他必要的简称，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明全称或

加文内注。
。

五、全志按照横排竖写，事以类从的方法编纂，共十六章，以章、节、目为记述层

次。为了述事的需要，运用志、记、图、表、录、照片等形式编纂。

六、人物部分，因我县教育起步晚，解放前小学仅有个别私塾和个别小学，1957年

以后才有中学，因此教育战线首创人物基本健在，为了准确地反映出宁蒗教育发展过程，

体现“资治、存史、教化”的目的，又不违反“生不立传”的原则，因而对人物不写传

而只用较简略的人物介绍，并按出生年月先后为序。入志范围：几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

的教育局长；历年来受国家级表彰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及优秀教师}被认定的特级教师。对

受省军级、地师级表彰的优秀教师及优秀教育工作者I历届校长，1984年实行乡教办主

任制以来的历届乡教办主任，1994年在任的各乡中心完小校长均列表入志。对县级表彰

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和在“小凉山”从事教育工作30年以上获得荣誉证书者，

以名录入志。

七、本志资料来源：一是档案部门及各校提供的资料(档案资料因教育局1981年失

火，档案被焚毁，县档案馆的教育资料零星有点，均已查阅)；二是通过面访、信访、社

套调查，搜集12碑资料，对1：2碑资料和回忆等均加以缜密筛选，反复核实，方慎重录用。

八、行文中的地名采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叫法，对“文革”时期扫“四旧”的更名一

律不用。加注部分少数民族语称的地名。。小凉山”为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代称。

九、数字书写，凡公历年、月、日，人物的年龄，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行文中的

分数以汉字表示，如四分之三。百分数用阿拉伯数表示，如30％。统计数字根据数字大

小，分别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如单独使用个位数字及连续使用的数字一律用阿拉

伯数字表示，凡引用文献，其数字保留原书写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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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蒗的学校教育，始于清乾隆年间，乾隆十六年(1751年)前，永宁、蒗蕖有义学

二馆。这是宁蒗教育的起点。

-民国时期，宁蒗包都街、大兴街，辣子洞、皮匠街、金棉、碧源、坝尔勺、陈家湾、

荔枝河、拉都河、潘家湾等汉族居住地办有私塾，但时兴时废，为期不长。

宁蒗的私塾，有塾师设学馆收取学费的，也有村民集资办学聘请塾师的。学馆一般

设在家中或寺院，每馆学生4,---10人，学生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塾师待遇微薄。

民国7年(1918年)客居兴化乡的川1人胡翠安取得地方豪绅同意，借包都五省庙作

校舍，创办宁蒗第一所私立小学，后改国民小学．接着大村街、皮匠街、坝尔勺、新营

盘、荔枝河先后办起五校。民国9年(1920年)，宁蒗共有公立国民小学6校，在校生148

人。 、

民国23年(1934年)沙力坪黑彝余国栋创办凉山第一所私立学校，主要招收黑彝和

富裕土诺子弟，其它有云南村、三棵树、辣子洞、南宝、碧源等私立小学校。

民国24年(1935年)，皮匠街、包都两所国民小学改为省立边地小学，每校4--．5个

班，在校生百人左右。 、

民国28年(1939年)永胜设立彝务小学在战河、沙力坪、波罗、药草坪四地设立分

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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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0年(1941年)，保长和吉仁在皮匠街筹办保立国民小学1所。

民国35年(1946年)，按照省教育厅的安排，包都边小办了一期30余人、历时3个

月的师训班，培训了宁蒗兴学办校的第一批本地教师。

上述学校因1947年前政局动荡，经费无着、教师领不到工资返回内地而先后停办。

建国前宁蒗的教育大抵如此。

1950年，宁蒗和平解放，宁蒗县人民政府成立。在白废待举中，立即进行恢复、整

顿教育事业的工作，贯彻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教育为人民服务，学校为工农开门”的

教育方针，对民族教育的发展给予特殊照顾，1951年3月，在三棵树设立省立宁蒗第一

小学，八月，在羊坪设立省立凉山第一小学校，1952年，在翠依老街子设立省立第--Ij,

学校，在跑马坪二村设立凉山第二小学校，上级从丽江、永胜、鹤庆、剑川等县派来教

师；对学生实行“三包两免”政策(即衣、食、住公费包干，书籍、文具用品免费供给，

毕业后择优保送到丽江、昆明被指定的中学就读)。宁蒗四所省小，办学执教正规，学生

待遇优厚，教学质量较好。
“

，除省立小学外，从1951年起还开办了乡镇小学，1952年，全县有小学21所，31个

班，教职工34人，在校生1 281人。这些小学仍然设有人民助学金，免费供应笔、墨、纸

张。以后小学不断发展，在小学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成立了宁蒗初级中学。

60年代贯彻中央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1965年1月，宁蒗创办了第一所农业中

学——永宁农业中学，同年10月永宁平静村办起了一所民办农中，以后曾先后开办过三

岔河农中，工读学校、战河农中、昔腊坪农中、大拉坝农中、石费山农中和干河子林校

等。 o ’，

在1950年至1966年的17年中，宁蒗教育事业虽然经历几次调整，但总的趋势是发

展的。1966年有小学226校354班，学生7 048人，与1951年相比小学校数增长了113倍，

班数增长14．1倍，学生数增长6．9倍。 ．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0年间，。四人帮”把建国17年来的教育战线污蔑

为。黑线专政”，是复辟资本主义。学生停课闹革命，一些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受批

斗，正常教育秩序被破坏，。军宣队”、“工宣队”、“贫下中农代表”占领学校校阵地，领

导“斗、批、改”，学校招生废除文化考试，实行推荐制度，在教育事业发展上，盲目提

出学生读书要“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的口号，全县大量地发展小学民办教师，大

办小学附设初中班，至1971年，发展为17校19个附中班，有在校生657人，在永宁成

立了第二中学，跑马坪成立了第三中学，并将宁蒗中学改为完中称宁蒗第一中学，中学

发展，但质量下降。， ，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两个估计”，教育

又迎来了春天。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一L-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教育被列为

重点之一。中共宁蒗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建国以来，教

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昭雪；对小学附设初中班作了调整j合并，积

极开办区镇初级中学，截至1994年已发展到17所。‘积极创办宁蒗民族中学，力求把他

办为宁蒗的窗口学校，生源择优，给生活费，教师择优，设备优先，为解决民族中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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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师资紧缺的问题，县委政府组织招聘小组，到内地招聘教师，条件是文革前毕业的大

学本科生，有教学能力，身体健康，愿到宁蒗任教的，可以解决四口之家的农转非、安

排家属工作，工资浮动一级。招聘了20余名解决了民中的高中教师，也充实了一中的高

中教师。1987年又和江苏海安合办“宁海中学”群体引进初中教师，5年一轮，第一轮

期满后，又向海安群体引进高中教师21人，承担民族中学高中部教学。，

在抓中学教育的同时，着重突出了普及小学教育；对发展山区和少数民族教育给予

多方优待，免收学生学杂费，发放山区教师补贴，积极动员女童入学，争取到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加强贫困地区小学教育实验项目”及“解决女童入学问题”等项目，对女童

升中学降低20分录取；将民办教师500余名转为公办教师。在山区校点开办全寄宿制或

半寄宿制小学I在民族中学开办女子班，加速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

于1982年开办了“宁蒗县农职业学校”，该校由于办学方向正确，成绩显著，被国家教

委评为“国家级先进学校”。’ ，

～

为提高教师素质，1974年3月开办教师进修学校，以长短结合的方式，对小学教师

进行培训或系统进修中师课程，鼓励教师参加大专函授、自学考试，并向丽江教育学院、

云南教育学院、云师大、西师大、中央民族学院等派出一批批教师脱岗学习，每年由丽

江师范成人班招收定向师范生。利用假期积极选派教师到外地参加各种讲习班、研讨会；

为促进教育教学研究，教育局设立教研室，各乡设置教研员，开展县、乡、村三级教研

活动，对抓好“双基”教学，改革教学方法，学习。九义”教材，搞好全县统考等进行

研讨。．
一

“

在“尊师重教”方面，教师在政治地位上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政协委员会中都有教师参加，参政议政。每年教师节，县委政府都要表彰先进教

师，给在边疆工作30年以上的老教师颁发荣誉证书。解决教师家属农转非，安排他们的

工作。在经济待遇上多次调整，提高了教师工资，1987年教师职称改革后，进行了职务

聘任，兑现了职务工资，教师的经济待遇得到了提高。

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1986年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办学，成立乡教育委员会(下设

办公室)。调动了各级行政办学校的积极性。

县委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投资，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 占全县财政支出的30％，各

乡镇也积极发动群众集资建校办学。特别是争取到了世界银行贷款建盖中小学校舍，配

置设备，使全县砖混、砖木结构校舍面积从1991年的41％提高到60％。办学条件得到

很大改善。截至1995年，县属3所中学、农职业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和城关-d,都兴建

了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全县16个乡镇，除蝉战河和永宁坪外，其余都新建了初级中学校

舍，很多小学也建了教学楼，1995年，上海徐大宏先生来跑马坪捐资搞希望工程，香港

邵逸夫先生捐资建盖民族中学教学楼。中小学危房由1991年的13．68％降至1994年的

9．23％。从1991年起添置图书106 525册、仪器25套，桌凳4 670套，全县基本实现了班

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的要求。

由于上述诸方面的积极因素，1979年至1994年期间，宁蒗县的教育事业出现了欣欣

向荣的局面，据统计，1994年全县有完中2所，高中15个班，学生678人，初级中学15

所，共131班，学生5 074人，有小学435所1 257班，学生27 139人，全县入学率为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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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率为90％。全县中小学教职工已达2 340人。
“

全县教学质量逐步得到提高，特别是1987年以后，一年一个新台阶，高中中专招生

考试从1993年至1995年，三联丽江地区冠军，1994年丽江地区中考状元钱万寿(580

分)，1995年丽江地区中考状元于浩(599分)均出在宁蒗，1994年和1995年高考应届

生录取率居丽江地区第一名，学生马白华以513分的成绩获1994年丽江地区文科状元。

1995年会考高中合格率100％达历史最好水平。一个过去教育位列全地区倒数第一的边

疆民族特困县一跃而成了全地区的高、中考冠军县。

县农职业学校开办11年来，共招生32个班1 256人。农民业余教育也有很大发展，

1979年以后，扫盲工作得到重视，1982年以来，扫盲工作重点转移到民族语文扫盲至

1989年底全县共举办402班次，参加扫盲人数10 600人，脱盲7 373人，1989年底举办傈

僳文扫盲班5班，学生185人，脱盲121人，全县还开办了人才培训班，对农民进行当

家理财、科技培训。

‘宁蒗县自然资源丰富，但文化教育较落后，人才较缺，要振兴宁蒗经济，必须提高

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出大批具有专业技术的“四有”新人，存在的问题一是中小学

校舍破损房多，危房率高，据1994年统计，全县中小学校舍中重损房达37 720平方米，危

房17 839平方米，这些危房校舍85％在农村小学，二是由于经济困难中小学流失率高，特

别是乡中学。三是中小学教师数量不足，特别是小学教师差额大，中学教师学历合格率

低。要发展宁蒗的教育事业，还要增加教育经费和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

“科技兴国”，教育是基础，要使宁蒗教育事业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

振兴宁蒗经济服务，任务是艰巨的，但有县委、政府的领导和关怀，有人民的支持，宁

蒗未来的教育事业前景广阔。今后在为“四化”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有待全县教育工作

者继续努力奋斗，开拓前进。
’

t、

jj
l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