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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教育志》经编纂同志数年不懈的努力，终于面世了。，

‘这部志书上限于灌云建县的1912年，为追溯灌云建县前的教育源流，部分
．1 ’。章节上溯至明清时期，下迄于1993年。本书以志丰事，是灌云教育工作一部较好

， 的史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诸多功能。，．。 ．。，。’．，．． 。

l o。 长期以来，灌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起伏多变的过程。在明清时期及建县以

1．， 后，灌云教育以板浦为中心，曾有过闪光的一页，以。名士许乔林、许桂林兄弟二

『。 人"为代表，曾涌现过不少人才。但解放前，由于社会政治腐败，时而兵荒-5乱，

l 时而灾害发生，人民生活困苦，极大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灌云。

f’·。 教育方走上发展轨道，特别是党晦十_届三申全会以来，灌云教育更步入坦途。

}‘ 近几年，由于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群众大兴集资办学热潮，已完

【‘，’ 成了五年义务教育实施纲要的任务，并向八年义务教育实施纲要的目标迈进，‘
}‘ 灌云教育面貌为之一新。-，．，。 一。。，。 。。‘． ；。一，．．_t

“‘

“一卷在手，稽古察今”，志书的出版，可以使我们了解灌云教育发展的历
?4 。史；学习前辈、先烈们在困难情况下兴办灌云教育的奉献精神；总结前人办学的

I．，· 经验与教训，从而继往开来。 ． ‘

， ： ．

．

4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然而，教育事业

I 发展了，则必将又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灌云地区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是个好．

‘、地方。今天，作为一个沿海开放县，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大发展，灌云县教育事

．， 业定会进一步腾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服务于灌云经济的振兴，，

历史赋于我们办好教育为人民的使命。我们应不负灌云人民的厚望，不负先辈
一． 们发展教育事业的遗愿，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中发挥突出作用，为培
。

养。四有一新人作出新的贡献。 。

，I， 一

’：．
“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编纂人员为搜集教育史料，调查研究，不畏寒暑，多方

a．。奔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字斟句酌，去伪存真，几易其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P，‘’倾注了他们的心血。本志得以付梓，还承蒙省、市教育局编志领导同志和省内外

I、 。 兄弟县同行们的热情关怀与精心指点，借此机会深表谢意。盛世修志，惠及子
，一 孙，我们应珍惜这一成果，并运用这一成果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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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倒

凡 例
“ ，

一、本志书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为准绳，详今略古，存史求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书上限为1912年，下限为1993年，为了保持事件的完整性，有些章

节适当上溯。 ，：≯√ ‘：’

三、本志书结构为章、节、目三层，横排竖写，力求横不缺目，竖不断线，采用

以志为主，记、传、图、表等诸种体裁相配合。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

四、。大事记一所载大事，重点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对灌云县教育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的事件，突出成就和主要机构变更等。 i
。

五、本志书所用数据，统一用阿拉伯数字，为尊重历史，某些计量单位，沿用

历史上通用单位。 j‘， 一 ‘- ‘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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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小学教育⋯⋯⋯⋯⋯⋯⋯⋯⋯⋯～Oe O···OO O,460‘⋯⋯⋯”厶⋯⋯⋯⋯．．．·：·(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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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临黄海，西接沭阳、东海二县，南以新沂河与灌南县交界，

北枕云台山与连云港市区毗邻。地处东经119。3，"-'119。48’，北纬34413’^_34。36’之闻。广78

公里，袤40公里，总面积1851平方公里。全县耕地面积128．7万亩，总人口87．5万人。绝

大部分为汉族，回族、高山族只占总人口的0．1％。，一 。礼 2．
!’

． ．，灌云民国前为海州辖地．民国元年(1912年)废州设县，取灌河、云台山二地名苔字得

名；县治板浦，属徐海道。1933年后为东海行政区辖地，解放战争时期，属苏皖边区第六行

政区。1949年，属苏北人民行政公署i 1953年，属江苏省淮阴专署．1983年市管县后，改属

连云港市．全县现辖6镇、19乡，另有两个省属农场(东辛、五图河农场)在县境内。

。灌云地区历史悠久，教育事业源远流长。 ’， -；√、 。

o r明清时期．， ～．f_’⋯：： 。⋯’一一1 j一 。一一 ～‘?’’
·

一， 1523年(明嘉靖二年)，海州知州廖世昭，指挥张瀛，于伊芦山旧石佛寺址建伊芦书院，
。 廖公亲题匾额，板浦诸生云集。伊芦书院直至清嘉庆九年始废．‘：．

t， 1796年(清嘉庆元年)，板浦盐商盐场豪富，为课灶籍子弟，于板浦创建都州书院，海州

运判主持事宜j时板浦名士许乔林任山长，并亲自讲学。其弟许桂林亦博学多才，成为名震

．朐海内外的板浦。二许”．许乔林曾主编《朐海诗存'、‘海州文献录》等文集。许桂林曾撰写

‘易确》、‘说文后解>、‘算牍》等文集，加之许氏姻亲李汝珍在板浦著的《镜花缘)先后出版，一

时板浦文人茎萃，教育事业之鼎盛，可见一斑．同年海州知州卫哲治于大伊山主建卫公书院，

嘉庆十年，大伊市理向街、王学道等重修．．继任海州知州唐仲冕重题匾额，大伊山举人杨钝、

秀才马荫墀及地方名士周绍文、丁熙生、丁禹生、方小兰、王陶斋等皆系该书院出身。1906年

‘因废科举而停办。j，一．‘?； 一。。
i二-． 、 ．． ：’一

， ’i

。 。1798年(嘉庆三年)，板浦又创建天池书院．t’’ +。

。
。

“

，

， 1837年(道光十七年)海州分司童濂于扳浦后街再创敦善书院．清末民初灌云名士邵冶

田、陈白川、江问渔、张伟如、吴翔甫、章沦清等皆出身于此．1905年，敦善易名为。北鹾学

堂一。”’
，

’，

-

。． 1， ；
’·+⋯；

．， ．．

?
，

：。1899年(光绪二十年)海州正堂鲍毓东，淮北盐运使彭家骐、中镇场大使陆汝芬于板浦

北中正街建精勘书院。1906年改为精勘学堂． 2：”
．．： ‘．1。，‘。’7 ，

E．’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废科举后，灌云地区学堂纷起，其中有名气者为张锡庚创办的

乐群学堂、丁连蜂创办的权舆学堂及北鹾学堂、精勘学堂等．后北鹾学堂曾改名北鹾中学数

年，学制5年，时有校产盐滩12份，由板浦汪举人管理，约毕业两届学生后因经费困难而停

办。’。。 ．．．4 _-· ， 一，、～，； 。。”一“j‘¨r
。‘ 民国前期 ∥、。 吨 ? √，‘一：√‘ ’．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废州改县，灌云从原东海县划出，独立建县．建治子板浦，后区

划内分6市14乡。此时地方开明绅士与灌云籍外地(包括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相结

合，大兴办学热潮．除清耒时书院改成的几所学堂外，又在今板浦、伊山、杨集、宁海、四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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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新创办小学堂10余处。如邵冶田之“尚义”，陈白川之“三育一、张汝忠之。三星等。课程设 ‘二

置为“修身弦、“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学”、“体操纾、“图画”等。未久，学堂”
。

j

均改为小学。 ‘：
，

1913年，时有小学23所，学生741人，教师亦由教习改称教员，教员多为地方知识名流

充任。
4‘

，

，

．-|，

时灌云乡村仍存在一批规模很小的“私塾”，一般是一个先生教授一、二十个不同年龄、 ．

不同程度的学生，没有固定的修业年限和教学进度；课程内容一般为《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塾师多为年老家贫，借教读来敷衍生计．。私塾一

这一形式在灌云县未设小学的偏僻地方，起到了一定启蒙、识字的作用．”‘。，一。 ’*’

N

’。1914年，江苏省第八师范学校在灌云县城板浦陶公祠创立，这对当时灌云教育促进很

大。。八师”学制5年，其中预科1年’，本科4年，这所师范直至1927年合并于东海中学方停

办，共招收13届学生‘，毕业本科生9届，为当时灌云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合格师资． 。一

同年，在灌云县城板浦创建2所高等小学，伊山1所高等小学。 ．，。 ．，

1

1924年，经省批准，在“灌云县第一高等小学”的基础上创建了建县后的第一所初级中

学，名为“灌云县立初级中学”，。一高”校长汪宝成改任县中校长，校址在板浦国清禅寺内，初

期收一个班，学生40人，1926年完成初中单轨制，学生120人0 t r．．、。：，‘ 7：

1930年前后是灌云教育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一．．． ．9-，·一’’： 。

县城板浦有省立实验小学、板浦小学2所。完小”，以及尚义、关帝庙、百子堂i仓房、导

浦、碧霞宫、新美等“初小”，全县小学共101所，其中初小45所。划5个学区管理：一区24

校，二区21校，三区11校，四区20校，五区25校，共计215班，学生5400名，教职工182

人，并设立中心小学制。局长蔡甫光有强烈事业心，任期内还创建了灌云县第一所幼儿园名

为培真幼稚园，收幼儿30名。接着在大伊山中心小学附设一个幼稚班，收幼儿20名．其时

民众教育亦有新的发展，办民众学校15所，实验民众学校1所，招收对象为30岁开外的成

年人，每校l班45人，学习时间多在晚上，大多设在当地小学内。“1931年又在原有民众学校

基础上增加25所，增加学生约4000人，时全县新建带有指导性的‘‘民众教育馆”与。农民教

育馆”各一所。职业教育亦见雏形。1929年9月，在板浦“导浦小学一内，成立’。所“灌云县商

人补习学校”，学生40余人。办学宗旨为：。灌输商人必须之常识，并增进其技能。”课程8科t

国语、党义、商业常识、珠算、简单簿记、尺牍、常识、服务道德，学制1年。师范教育亦有发展，
‘·

。八师”撤销后，1928年，在板消设江苏省立东海中学灌云县乡村师范科，1932年，经省批准

更名为。江苏省立灌云县乡村师范学校”，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学生总数为4个班180人，

教职员工30余人。该校于1934年7月因从板浦迁徐州地区改名为运河师范而告止j、，一

1939年，全县小学发展至220所，并开展了4年制义务教育，其中“完小"15所，鼻初小"

205所，这是抗战前夕灌云教育的二一个极盛时期。一t j：
。。

：’：V：．‘一

这一时期学生运动也逐步兴起。i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八师”学生

成立筹备追悼大会自治会，向群众宣传“五卅”惨案经过，影响很大。1930年前后，中共地下

党组织也逐步在学校建立，在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也更加高涨。1931年7月’，灌云乡村师范

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会同灌云县立中学学生组成日货检查队，并闹起学潮。其时，三星小学 一

师生也开展“不做亡国奴打、“抵制日货”运动，烧日制。五洋一货：洋油、洋火、洋布、洋袜、洋烟，

使国民党灌云县政府大为震惊。 ”。．“、·．j ．j。’，，。
。!’．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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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虽有生搬硬套的弱点，但对提高当时的办学质量是有一定贡献。1956年为缓解小学毕

7。} 业生要求升初中的压力，又创办了杨集、同兴、南岗三所初级中学。1957年公办小学增至480

． 所，学生5万余人，民办教职工200多人。这一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
’． 。 的教育方针，使全县教育质量有了稳步提高。但1957年底在整风反右斗争中，有少数教千、．

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一些不幸后果。 +．1

+j一 ·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灌云教育也出现了发展跃进形势，全县基本普及了小学教 ．

’

。，5 育，绝大部分公社办起了普通中学和农业中学。是年，经省、地批准在灌云创办了灌云县师范

’． 。 学校，在小教轮训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教师进修学校。幼儿教育事业也相应得到发展，各地区
·。。 出现了不少乡办、村办幼儿班。但学校却常常以放“卫星”为13号，组织学生大炼钢铁，参加劳

h

动，劳动冲击教学、代替教学，违背了教学规律。其时灌云县还摘。双百分”运动，提高分数指

标，排升学名次，掀起一阵浮夸风。大跃进时，群众积极办学的热情在普及普通教育方面，确

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新办了龙苴、陡沟、小伊，树云、东王集、白蚬、下车、四队8所初中，板

浦、杨集2所初级中学又增办了双轨高中，改为“完中PJf,各收新生100名，加之1956年形成

．。： 的第一所。完中”灌云县中学，初步形成。完中”、“初中一的合理布局。 ：

． ， 1960""1965年是灌云县教育先调整、紧缩、后稳步发展时期。1960年后三年，灌云县与
， 全国一样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的方针，停办、合并了-些学

校。1962年撤销了灌云师范学校，农业中学也砍去了16所。至1965年底，经过合并调整，尚

有小学432所，学生114450余人，小学教师为4200余人。从1963年起全县中小学分批试行

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金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使学校工作逐

步纳入正轨．在教学方面，开展以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双基”教学，质量亦大有

提高。在师生中还大张旗鼓地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一活动，使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其时

I 还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耕读小学也在农村涌现f在农业中学调整后的基础

上，又在杨集、四队、龙苴、下车、东辛等公社办起了。农中”，新老农中共13所，学生1036人。

1965年又在县城伊山南侧创办大南农业技术学校，收了。卫生一、。兽医”、“农知”三个专业。

班，学生165人。 ’． ，，
：

文化大革命10年 。．

s’
，

’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后lo年闻，灌云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破坏。1966年10

，．月，灌云大部分中、小学停课进行“大串联”，不久各级学校成立各种名目的。红卫兵一组织，通 ·

。

过“夺权一，使教育行政机构被冲击而瘫痪。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大字报铺天

． 盖地，几乎所有学校领导被打成“走资派”，教师被贬为“臭老九”，还有不少教师被打成“牛鬼

蛇神”，横遭批斗。在1967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中，又有不少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遣送
’，、 回乡监督劳动。不久，全县学生与群众一起，形成两大派组织，他们由小摩擦而发展到大型武
2． 斗，竟有部分师生被打死和迫害致死。此时学校图书仪器、门窗都遭受严重损失，无政府思潮

泛滥。接着“工宣队”、搿军宣队”进驻。灌中”、。板中”、“杨中一等几所较大的中学，贫下中农宣

传队进驻。初中”、“小学”管理学校0这在当时对学校的稳定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在。复课闹

革命一中，学校搞“斗、批、改”．1969年中学学制由“三三分段”改为。二二分段”，小学由6年

制缩为5年制。此时学>---j。侯王一建议，小学下放给大队办，公办教师回籍。1970年提出上小

学不出村，上中学不出公社，上大学不出县的口号，这在全县对普通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起了．一定作用。但小学戴初中。帽子”，还有戴“高中帽子”办起了高中班，而造成教育事业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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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肿‘．1971年的深挖“五·一六一运动，又严重波及学校，使不少教师蒙受不白之冤，惨追迫

害．是年，。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出笼，全盘否定建国后教育。17年”，又

造成教育界思想大混乱。中学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推荐选拔’’制。1974年由于鼓吹。tt

卷英雄张铁生”，和提倡“读书无用”、“学生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使青少年一代受到了毒

：： 害。其时还大批“师道尊严一、。智育第一一，实行。开门办学"，频繁地下乡i下厂劳动t学工、学

农、学军等．1975年，又大搞。评法批儒一、“批林批孔”．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灌云

教育得以拨乱反正； 一
：-’：4、’ ’。“

一
～。，

：，

～：

7改革开放14年j．。7～4
‘

。‘ ’、

一

+‘．

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灌云县教育进入拔乱反正时期。灌云县委首

先把教育列入主要议事日程，通过调整各级学校领导班子，恢复“文革”前17年的管理制度，
。

．

’使学校逐步由乱到治，教育质量稳步提高。1978年起，县委组织部与县文教局分别成立落实
’

政策办公窒，平反昭雪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制造的冤假错案，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补发了工资，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经济地位，调动了广大教

职员工的积极性．经过恢复整顿，小学发展到442所，2400个班级，共有小学生124333人，

：小学教师6200人，小学入学率为87％。中学有“高中”36所、“初中一27所，学生44037人．
， 此时，各级学校也加强了组织建设，不少教师加入共产党，学校相继建立健全了教育工，．

．会，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群众团体。思想政治工作得以加强．由于招生实行考试办法，

学生学习刻苦、良好的校风也逐步形成。县委把“灌中”、。板中一、“杨中一定为重点中学，抓好

教育教学质量。淮阴地区又把。板中，，列入地区重点中学，板浦中学因办学成绩突出，于1980

年荣获江苏省政府嘉奖令。 7，

r～。。，
，

。～ 、 ‘7．．： ‘|，+

“

1981年后，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灌云教育步入新的发展坦途。为了进一

步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县教育局制定一系列规章条例。调整中、小学结构，使之提高办学

质量。。完中”由36所压缩为13所，。初中什为53所，在校学生为30404人。小学由442所压

缩为408所，学生101300余人。从这一年起，全县中学逐步恢复“三、三?学制。

．1984年后，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灌云县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师招 。．

‘

聘制，岗位责任制，并按其办学规模，实行县、乡、村分级管理。后因师资、经费，房子得到落

t，实，幼儿教育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村有幼儿班，乡有中心园，全县幼儿园36所，入园幼儿

20468人，入园率达43．5％。小学入学率达98．6％，超过了省政府规定的95％标准。至1986

年，入学宰为98。6％。巩固率为98．6％，普及率为97．8％，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普及初等教育

的指标要求．这几年在全县范围内，还大兴群众集资办学热潮，使全县中、小学基本实现。一

无两有一(即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此时，职业中学也有大的发展，在板浦建立了q工”字

头的灌云县职业中学，设立。家电节、!!‘纺织”、。建筑”等专业班。另在几所。普中”内招“农”字头

取业班，使之逐步成为农业职业中学。与此同时，其他系统如卫生、粮食、供销、商业等部门与

’教育部门挂钩办起了灌云县卫生学校、灌云县粮食学校、灌云县商业学校、灌云县供销学校

．等．每年招收学生600人左右。在学习外地经验后，有不少中、小学开展了动工俭学活动，办

，起了校办工厂，校办农场10余处。 。1

1988年后，随着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贯彻落实．全县教育面貌发生巨大变化．1989年

春，灌云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制订县实施八年义务教育规划方案，计划在

。1992年完成。五年义务教育并，在1995年底完成。八年义务教育”。接着在全县开展更大规模

'-＼卜(，，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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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集资活动。1989年底首先是鲁河乡、板浦镇、穆圩乡通过验收，完成“五年义务教育”

的实施计划，鲁河乡被省命名为“江苏省基础教育先进乡”．11990年底又有宁海、东辛、四队、

白蚬、向阳、陡沟、龙苴、杨集、果园、洋桥农场等十个乡镇通过验收，实现了。五年义务教育一

的实施计划。1987"-1990年底，全县共集资1425万元，全县所有中心小学通过验收，都成为

合格的中心小学，合格“村小一190所，合格。初中一10所，并建立实验中心20处，改建新校舍

142277平方米。有10余所农村中，小学盖起了教学楼，城乡中、小学都实现“一无多有”，有

三分之二农村中、小学拉起了围墙，校容校貌有了根本性交化。通过加强学校管理，灌云师生

的素质也大为改观。在德育方面，开展“两德”教育活动，进一步学雷锋、学赖宁，深批。资产阶

级自由化一，在智育方面重提。双基一，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I在体育卫生方面，执行“两项规

定”，中、小学生体育达标分别为98．7 o／和97．5％。党与国家教育方针得到了深入贯彻。 ．,0

1990年底，全县有普通中学63所，这一年新建了小伊第二中学，圩丰第二中学和穆圩一

第二中学，在校学生30989人，小学446所，在校学生109826人，幼儿园58所，949幼儿班，

在园幼儿33119人，入园率为72％。有电视大学灌云分校1所，学员250人。全县中学教职

工2795人，小学教职工5668人，幼儿园老师979人．另有私办聋哑学校l所，有学生30余

人，弱智班1班，学生20余人。 。． 。

1991年底，又有圩丰乡、伊芦乡、小伊乡、伊山乡、南岗乡、侍庄乡、东王集乡、沂北乡．同

兴镇、伊山镇、燕尾镇等11个乡镇通过验收，完成了五年义务教育，在美籍华人宋汉卿先生

的资助下，在白蚬乡兴建一所光裕中学。 』 一

-

1992年底，下车乡、界圩乡最后通过了实施五年义务教育。在经济较落后的灌云县，通

过了几年的艰苦努力，实现了五年义务教育，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在实施五年义务教育的

同时，各乡镇都在为八年义务教育创造条件。1992年有板浦镇、宁海乡、东辛乡率先通过了

实施八年义务教育的验收。 。： 、

“

．。。，‘，．

1993年，县教育局狠抓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在实施义务教育工程中，既巩固

。五年一制成果，更着眼于。八年”制，年底前经验收又批准了圩丰、白蚬、同兴、鲁河、燕尾、向

阳6个乡镇，完成实施八年义务教育。
‘

．．

，’．‘。，

在灌云县的东北部是国营东辛农场，旧制嘱灌云，在建制分开后，但在教育方面与灌云

联系紧密。建国后在“普教一与“职教”方面均有很大发展。至1993年止，计有中学4所(其中

“完中”1所)，有36个班，学生1716人，小学20所，有138班，学生3168名，教职工540余

名。职业教育有很大发展，东辛农场职业中学已属省级职业中学，随着农垦经济的发展，目前

农场教育事业欣欣向荣。 ．’

t j i

建县81年来，特别是建国44年来，灌云教育虽有起伏，但走了一条不断发展的路。经过

反复实践，总结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科学的教育体系已基本建立，各级各类学校已形成合

理分布的网络．日前罐云教育由于受灌云经济的制约还较落后，教育经费较为拮据，还有不

少困难。’但通过。八年义务教育”的逐步实施，在坚持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开创灌云

教育新局面方面，前景十分光明，教育事业的振兴必将对灌云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作出新

的贡献．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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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一～ 。 t’t ；，：

，．
j

。 ．i- ⋯ ’： ． ： 二．

精勤书院改为“精勤学堂”．当地开明绅士刘松舟先生，捐赠大南庄耕田2顷为学田，并

捐赠白银一万两作为办学经费，自任名誉堂长P第一任堂长为夏屋渠。 。．：

?： “一j ’一 ’·

‘‘ ’‘

．．．一
一

。
．一，+，

。。 i。7、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一

。：√ ，

’?，4 、
· “ ，。。 ‘。1 。’7‘’

张锡庚在板浦东街私宅内创办“乐群学堂”。同期，板浦学界名人丁连峰于板浦西大街创

建。权舆学堂”． 、，，

l，：·．_．．，。t! j√．。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 ? ，7

}：‘、 t ⋯ 置· ．． ‘，

i邵冶田自筹经费创办“尚志学堂”，并自任堂长兼国文教员。 ，

‘

，。一 。《·÷。。 r．．?
v o ．。：’ ：．。 ～ ，。：

“

、j 1909年(清宣统元年)，．。。，，|．．。
．?一⋯√：“? ，，．。+p

。
，．。． t， ；

。，。 ’、i 。，

．、，+大伊山秀才方小兰占用前卫公书院院址、院产创建大伊镇三育小学堂，方氏出任堂长。

蓑习有：丁禹生，秀才，伊山人；章沦清，秀才，板浦人，北京国音传习所毕业生，留学日本，周

绍文，秀才，精通中医木；王陶斋，伊山人，精通算术科；杨化龙，体专毕业，通武术。学校学制‘

8年，分初小4年，高小4年，男女学生不得同校。三育小学堂起初为初级小学堂，2个年级4

个班共计学生100人左右； ‘，。 ’=．t。?， 。：． ㈠
-．

。
．。

：?∥_，．”，．：’}。·。j-一 ‘。． 。，k ，、，_‘⋯．- 。0
，“．。

‘

’

1912年(民国元年)4 -一一．． 。：

；?：：‘、
j l：；’， ?；‘f， ⋯．^ ’．|

’一，．

’

一：；

： 灌云县建立，县治板浦。撤销清代劝学所，县设教育科，掌握全县教育事宜。；． ，-

是年．灌云县教育科转发教育部颁布的《学校管理规章>，是各学校管理学生的准则，对

女学生的管理尤为严格，有“五不准”：不准剪短发，违者斥退，不准缠足，违者斥退}不准无故

’‘请假，结伴旅行，违者记过两次，住校学生不准超14岁，如有隐匿冒混者记过l不准自由结

婚，违者斥退，罪及校长． 。，∥4， ·。’，f： 。．。

一 _。：． 。·j 7+

，

“

一。 7|， _√一；?1913(民国2年)”，．“ _
‘。

，。

● ．t

“- ●

’

．．{

’ ，
一

●’

’

t

．省议员陈百川回乡与方小兰合作，将辛亥革命没收前清遗留的田产作为校产，在原“三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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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小学堂”的基础上扩建，定名为。大伊市立三育小学校”，陈百川为第一任校长。
。

●

■t 1914(民国3年)

6月，据省派来灌云视察汇录记述：

灌云全境，分六市十四乡，板浦有高等小学2所，有板浦市立初等小学1所，北鹾公立初

等小学2所，私立初等小学1所。其余十九市乡，为大伊市，苍梧乡、新安市，中正、三星市各

有高1等小学1所，各市乡立初等小学14所，全县学校总数为24所，女子学校仅大伊l所。

秋，江苏省第八师范学校创建，校址设在板浦陶公祠及崇庆院。初，学制5年，分预、本2

科，预科1年，本科4年。时还设有讲习科l班，1年毕业。

10月，据“江苏省60县附税额与3年分实征数一览表”统计。民国3年征数用于蓑育的

地丁收入1363．003元，漕粮1638．893元，包括其他经费在内，共用于教育有13729．214元。

本年，县府决定将“尚义静学堂(原为权舆学堂)改建为“八师附小一。 ’．

，

’· 、‘

1915年(民国4年)

2月25日．省长饬令灌云县知事：呈悉该县东辛乡农民王长山等拟征收亩捐维持学校，

既拟呈称业经招集本乡人士公议妥协，仰候情转呈．

一

／，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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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
，

。

q! ．，，
卜 ‘一

：

． 1916年(民国5年) 1． 一．

^’， √ -；
、．- ．·o ：7，；：， ．- 4。

‘。

：． 1月，据。江苏省立学校等五学年新生籍贯人数表”统计，灌云考取政法学校1人，第八

师范23人．全县共考取学生1984人(包括高中)。．

2月，省长给灌云知事令l灌县教育费常年收入不足万元。可每亩作足饯一千文，计地

467顷42亩S分3厘4毫。
‘

，

’

，

～+r，7．

_ 一
／

’

． 1917年(民国6年) ：

’

： 6月，省长令灌云知事：第五届检定小学教员共分十路分路试验地点。第十路灌云、东

·． 海，沭阳，赣榆。以上四县试验地点在灌云陶公祠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内。
：． ．：‘|

， !； 。： j。
+，

●’ ，

1918年(民国7年)． T，

。

。

一 j ’， 、．|．： ．： 一．
，

一：
’

’j ，．+：，
’t

，+ o 秩，全省第三次运动会上，设在板浦的省立第八师范代表队获混合操银质奖j j。

。．。．’

：’ 一+，一，
’

?，．+、。， ：t 。．
‘’ ’

。：

“ 。⋯1919年(民国8年)㈡1|。；．4， 。 ，“一，

，一。o ‘．。，， 、’ ·；‘．。，．·：。j
“

一

， ·是年，张敦浦于小柴墅河西张庄创办私立普义小学。张氏自任校长。后由县府加委．
。

。 ，。 ； ．．．一一n
⋯ ’’’●r 。‘

一
⋯‘

．|

，

‘．。 1920年(民国9年) ， 。，
：．’。．·

‘’

7．一-，-’， 。 ’!?j#’：．，I 二-‘．t“一·：!。p

‘

1一‘3月，经省厅任命由钱正居(字竹樵)担任灌云县劝学所长，县视学由李献三担任．’。
’

8月，在省第七次体育通信比赛中，引体向上一项比赛，灌云县。八师附小”每人平均成

绩32．7分，受省表扬。 ．

‘。，’·’ ’

’ 9月．据江苏省各县学龄儿童统计表统计，灌云县在本年已入学的儿童男10814人，女

?7
．? 1629人l未入学的儿童，男33001人，女35276人．学龄儿童总数80720人，未入学儿童占 。

：85％． ∥ ：。、-：．：i
’

’．。 年底，省教育厅批文于灌云县知事，令其批评。学年报”疏漏，虽据称陶前所长为之，但现

。一 任任事伊始，亟应振刷精神，将地方教育应行扩充及整理各端，积极进行，毋负厅长之期望。

，『、。-，。

j
。‘

t’
． j’：：’j‘’ n、+I’·’ +一

。‘
‘。 。：’：

：， ，‘

，。? 1921年(民国10年) ⋯ “-。‘一一
’口 ， 一

i々

●

●

：一 畚，任二庄创建了。灌云县第"-Ig．新开沟小学”．’一．
，

-1 ‘‘

‘。 一t 卜： 一．‘1922年(民国11年)√t √‘

，． ～·0．． 。+。，

。

‘?t，
，．

．⋯一 一

， ‘

‘7月，省立冀八师附小竹学生罢课，阎学潮，反对校方限制学生活动和教师无故体罚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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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久省立“八师”学生闹学潮，反对校长陈大雅，陈因此被迫辞职，暑后校长由灌云籍教育名

流江问渔担任。 ，1一

秋，。八师附小”1名小同学因采摘荷花被县府警备队逮起殴打，为此“八师”和。附小一学

生联合闹学潮，砸烂县长公案堂，以表抗议。后以县府把被打学生用黄包车送回并赔礼道歉

告终。
’

-，：： ． 、}。 t，。
，。． ．。

t

是年，白蚬宋庄村创建1所国立普通小学。名为。五育小学耳(取“仁、义、礼、智、信一五字

之意)，校长宋球。
‘

”

；， ’。．?一9‘‘

‘、．’． 1 923年(民国12年)
●

：
，

，_～ *

是年，大伊山创办卫公小学，校咎在今伊山镇西长街武姓私宅内，校长徐海清。
．’ 0 ；‘‘? 讲，‘，

1

·。二，，

‘|

’

??：，一

· 1924年(民国13年)
， ◆t；：·一：．，．

春，灌云县立初级中学在县第一高等小学的基础上创办。校址设于板浦国清禅寺，首任

校长汪宝成，教务主任方兰，训育主任胡世魁。； o，?， 一。o． t、- o‘’

暑假，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刘鼎元校长病逝，各机关和地方绅士以及本校师生多送挽

联，以示哀悼。后印有《哀悼录》。． ， ．，、，÷+

是年，灌云县在教育行政机关设督学机构，开始实行督学制度。
一 ，一、‘

．．，

-、’ r‘j ‘t·，

1925年(民国14年)
，‘i：： ■

+

6月，针对孙中山先生逝世，和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八师”学生自治会负责筹备了追

悼大会。城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一律参加大会，各单位及部分学生送了悼文、挽联，后结集印

了t哀悼专录》，向群众宣传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事迹和“五卅"惨案的经过以及日、英帝国主义

侵华罪行。
’

- ，
’．

是年，吴朝聘在三星市创办第二所小学——。五三小学修。一t÷；。 “j。1|。； j

，·二 ：，

‘h
， 。、

L
+、： t i

。

’?，

1926年(民国15年) ．o
‘。 j： ?：． ： 、，· 。．

： t．々一’
’；

．暑，丁云鹏在大伊市创办了伊山海云初级中学．’m“’ L’一： 、。·“0’：。

是年，江苏省教育厅颁布《学校应注重军事训练》和《教育宜注意民族主义》两个训令，灌

云县各中小学认真贯彻执行。 ．一，：。．：‘ ；
’t。

1”。

，’

，

1927年(民国16年) ‘? ，一．．麓，j

8月，江渐两省试行大学区制，江苏教育行政划归第四中山大学，县教育局直接隶属中

山大学．灌云县教育局增设学校教育课、总务课和社会教育课，各课设主任1人。县视学改

称督学，并兼任学校教育课主任。 ：、一．t： 。^_7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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