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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绵竹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地处东经1030 54 7—1040 20’，北纬300 09
7

～31 o
42 7之间。幅员面积1245．3平方公里，其形状如一支金笔尖，自西北向东南

伸展，东西宽约42公里，南北长约61公里。西北部属龙门地区，东南部为成都平

原的一部分。东临罗江县，东南靠旌阳区，西南和什邡隔河相望，西北跟阿坝茂县

接壤，东北与绵阳市安县毗连。绵竹市人民政府驻地剑南镇，位于境内东南部平原

地区，南距成都市83公里，东、南距德阳市31公里，西南至什邡23公里，东北至

安县49公里，东至绵阳市74公里，成兰铁路、成绵高速复线贯穿全市境内。1996

年全市辖26个镇(乡)，2004年区划调整，镇乡行政建制由26个调整为21个。

绵竹古为蜀山氏地，西周为蚕丛国附庸，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绵

竹县，属广汉郡，三国属分置阳泉县，西晋初废阳泉入绵竹。晋太始二年改属新都

郡。东晋隆安二年分置晋西郡，领苌阳、南武都、晋西三县。刘宋建元年废晋西郡，

属南新巴郡，梁天监元年复置晋西郡，领南武都、苌阳，属潼州。北周废晋阳县入

阳泉。隋开皇元年废晋西郡，阳泉该署梁州，开皇十八年，改一阳泉为孝水。隋大业

二年(公元606年)复名绵竹县，并徙治于剑南镇，属蜀郡。以后虽江山易代，县

名因之。民国时，绵竹属四川省川西道。民国24年(1935年)，属第十三行政督察

区。1949年12月25日，绵竹和平解放。解放后，属川西区绵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81年属绵阳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8月改属德阳市。1996年10月，经国务院批

准，撤销绵竹县，设立绵竹市。

建国前绵竹市绝大多数场镇交通不便，工农商业不发达，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困

苦，教育事业亦相应落后。

绵竹市自废科举兴学堂迄今已有百年。它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经历了

两个伟大的转折：从封建科举到旧民主主义教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到社会主

义教育。

清末民初，留学生回乡兴办教育，创建学堂。民国时期，绵竹市也有一些教育

工作者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绵竹市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

以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教育内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为国家

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它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有过较大的

失误和挫折。然而主流是好的，它体现出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

“文化大革命”对全市教育事业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它全盘否定17年教育

工作的成绩，严重摧残教师队伍，对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不

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水平严重下降。同时校舍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给教育

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困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十年动乱。在贯彻“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方针中，党和政府对教育加强了领导；尊重教师，吸收合符党章要求

的教师入党，三次调整教师工资，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加速普及

小学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成人教育，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全市教育事业

迅猛发展。多方面集资办学，改善了办学条件。到1984年，绵竹范围内小学教育已

基本普及，中等教育按比例发展，成人教育质量稳步提高，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管

理制度在改革中逐步建立。

1983年8月绵竹改属德阳市，这一时期，教育持续发展。

落实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责任o 1986年，中共绵竹市委、市人民政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基

础教育实行分级管理的试行意见》，决定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绵竹范围内的学

校除城区中、小学、幼儿园及汉旺中学、土门中学、富新中学由市教育局直接管理

外，其余镇(乡)小学和初中实行市教育局和镇(乡)共管。

完成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历史任务。1984年11月，绵竹市通过省、市普及

初等教育验收之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的要求，根据省、市政府的部署，把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

一定时期内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加强宣传，依法治教，

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大力增加投入的办法，使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学校内部管

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4年11月，国家教育督导团一行三十人到绵竹市检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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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基”工作，绵竹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各项指标达到国家教委公布的标准，提

前完成了中央提出的九十年代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历史任务。

初步建立了成人教育体系。1985年底，全市各镇(乡)建立了农村成人文化技

术学校(简称农校)，开展扫除青少年文盲和短、平、快实用技术培训。1989年，各

镇(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达到市合格标准。1993年5月，经省市验收，圆满完成

了高标准扫除青少年文盲的历史任务。

幼儿教育发展良好。全市发展幼儿教育事业主要依靠部门、单位和集体、个人

等方面的力量。绵竹城区示范幼儿园除抓好本园工作，作出示范外，还担负起了辅

导区内社会力量办幼儿园的业务辅导工作。农村幼儿园实行“乡村办、学校管”的

体制，镇(乡)中心小学担负起了镇(乡)内幼儿园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1996

年底3—6岁幼儿入园率大大超过省政府的要求。

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

伍，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根本大计”，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中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通过吸收师范院校毕业生和在职函授、脱

产学习、自学考试、委托培养等多种途径，经过多年努力，师资不仅从数量上满足

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学科结构较为合理，教师的学历层

次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有教师都评定了专业技术职务。民办教师占小学教师总数

的比例大幅下降。民办教师通过报考师范和直接转为公办教师，有利于提高小学教

师学历达标率和稳定农村小学教师队伍。与此同时，加强了对学校领导干部的培训，

提高了学校领导干部管理学校的水平。

加强了学校管理和教学研究，教学质量不断提高。1986年，各直属中小学和镇

(乡)中心小学在“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下成为中小学的骨干，

起好带动作用。中心小学发挥了教学研究、师资培训、图书资料和实验中心的作用，

带动村小学，使村小学教学质量有较大幅度提高o 1990年，各学校在“加强管理，

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办出特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又提出学校要在

“创名校，争一流、上水平，出特色”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写好“办好教育为人民”这篇文章。与此同时，加强了教学管理、教学研究和教育

科研，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小学各年级学生都能按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掌握

所学知识和技能；初中毕业班学生参加四川省、德阳市会考，各科成绩、及格率、



优生率均处于领先地位，2006年，绵竹市中考全部五个学科平均成绩均居：德阳市第

一名。绵竹市高中教育教学质量位居德阳市前茅。

勤工俭学稳步发展。根据中国的国情，国家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和扶持学校开展

勤工俭学。经过多年的努力，勤工俭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勤工俭学一方面为学

校开展劳动技术教育提供了场地，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点、劳动习惯和一些简单的

劳动技能；一方面创造了财富，产生了经济效益，增强了教育自身的“造血功能”。

勤工俭学纯收入的40％用于扩大再生产，30％用于改善办学条件，30％用于师生福利和

奖励，减轻了国家负担。从事勤工俭学的职工，除不到1％是正式教职工外，其余全

部是招聘的城镇待业青年，教职工子女、家属和农村青年，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

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不少岗位和机会。

绵竹市委、市政府始终将教育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实施“科

教兴市”战略，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到2007年底，全市有各级各类公办学校62所。

其中有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各1所、省级示范性高中2所、省级示范

幼儿园3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35所(含特殊教育中心校1所)，村级办学点57个。

有民办、院校(含幼儿园)36所。全市布局调整基本完成，“两基”成果进一步巩固

提高，“普九”四率和扫盲巩固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高中阶段教育规模

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居全市前茅，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稳步发

展，教育为县域经济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幼儿教育稳步发展。全市3—6周岁儿童入园率达97．18％，学前一年教育普及率

达99．6％。2006年6月，绵竹市三所省级幼儿园复查全部通过省级示范幼儿园验收，

是德阳市地区唯一一个拥有三所省级示范幼儿园的县市。20个镇(乡)的幼儿园均

为“市规范乡镇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已达20所。

“两基”成果不断巩固提高。2007年，小学辍学率为0，初中辍学率为0．47％，

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100％，迸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率100％，“普九”各项指标均达

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2006年11月，绵竹市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义务教育示范

县验收，位居全省六个“义务教育示范县”之首。

普通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质量稳步上升。高中阶段入学率逐年递增，

普通高中教学质量连年位居德阳市前茅。

职业教育迅速发展。近年来，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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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不断改善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数千万元修建了教学综合楼、学生

公寓、学生食堂，添置了实验设备和图书，学校校舍等硬件设施得到彻底的改善。

2004年10月，市职业中专学校顺利通过“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验收。

成人教育特色突出。全市有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20所。绵竹市各镇(乡)的

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以全面实施“2112”教育富民工程为切入点，认真搞好“三

教统筹”，促进农、科、教更加紧密的结合，切实服务于“三农”，初步形成了县、

乡、村三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以不同形式建立了实验

示范基地。结合市场需求和当地实际，坚持“一户一特色”的原则，、全部挂牌落实

了平均一村一户以上的帮扶示范户，并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帮扶；坚持“实际、实

效、实用”的原则，通过集中培训、下乡进行科普宣传、到院落田间指导、科技赶

场等形式，全面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小示范，大推广”、“三高”农业服务扎实

有效，特色成校省内外小有名气，国家、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现场会相继

在绵竹市召开。

教育经费得以保障，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保证了教育经

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递增；相继新建或改建了绵竹中学实验楼、综合楼、运动

场、市职中综合楼、二职中学生公寓等；修建了“教师新村”、“广厦工程”等一大

批教师住房。

十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总支出近10亿元，用于改善农村办学条件的总投入

达到2亿元。改造校舍危房44935平方米，新建和维修校舍42626．6平方米。共投

入排危资金2526．8万元，基本消除了学校D级危房。

到2007年底，按照绵竹市布局调整的学校实验设备，音、体、美、卫、劳器材

和图书资料，达到四川省教育厅2000年配备标准，电教设备达到2001年配备标准，

普通小学、普通中学、职业高中学生生均图书分别为14．28册、24．03册、42．91册。

同时，投资450万元，更新农村学校学生的课桌凳，改善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办学的基本条件，全市所有学校无债务，生均占地面积中学为25．71平方米，小学

为26．75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中学为12．68平方米，小学为8．67平方米。

2003年以来，绵竹市共投资4200万元，率先建成了西部一流的县域教育城域网，

铺设了覆盖全市所有学校的千兆光纤网，被国家教育部命名为“信息化标准应用示

范区”。2006年，又投入500万元，购置了中、小学教育资源库，校校通管理平台资



源，实现了城乡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

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稳步进行，教育资源配置得以优化。适应城市化和农业现代

化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以县为主进行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教育资源的配

置。一是在不影响适龄儿童入学的前提下，撤并村小，全市村小已由96年的205所

调减至2007年底的55所；二是将部分规模小，效益差的学校与效益较好、质量高

的学校合并；三是将部分乡镇的小学、初中和农校实行“三校合一”，组建九年一贯

制学校。同时，通过经费倾斜、智力扶持和评优倾斜等措施，加强对薄弱学校的改

造和建设。通过努力，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使教育投入更加集中，充分发挥了

有限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益，也使一批弱势学校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推进了全市

教育的均衡发展。

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切实落实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以县

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大政府对教育经费、教育事业发展、教师管理等方面的统筹权，

理顺政府与部门办学、条块办学的管理体系。按照省、市统一部署，认真开展企业

剥离学校工作，全市唯一两所厂办学校一东汽中学、东汽小学于2006年1月顺利完

成剥离。

进一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

的方针，强化扶持措施，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1995年12月，剑南学校在我市

新市落户，2004年4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剑南学校升格为“四川警安职业

学院”o同时，加强对全市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引导和监督。

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

施意见》，严格执行《四川省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八条规定》，搞好宣传解释和公示工

作，搞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加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激励竞争、科学合理的校内运行机制，健全

对教职工科学、规范的考核体制，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2004年，按照定编、定

员、定岗、定责的原则，顺利完成全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

全员聘用合同制。强化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加强对学校干部的管理体制的改革，严

格校长的考核制度，实行学校干部的公推公选制度。

改革招生考试和评价制度，充实和完善了中小学素质教育评价办法和学校办学

水平督导评估细则，建立了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学校、教师和学生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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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2003年秋期，在全市中小学起始年级启动了

新课程改革实验。2006年秋期，全市所有学校进入新课程，教师持证上岗。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严格执行《四川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实施素质教育八条规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干部教师队伍建设迸一步加强。全面实施“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为主要

内容的干部聘用制度。大力开展以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市青年骨干教师为重点的

“1234”工程。积极开展以课程改革为核心，以适应素质教育要求为主要内容的全

员培训，教师学历层次大幅度提高。加强师德建设，严格执行省、市关于规范教师

从教行为的“八条规定”，教师的竞争意识、敬业意识、服务意识和关心、爱护学生

的意识普遍增强，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

到2007年底，绵竹市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均为100％，其中高中教师研

究生(含课程研修)学历占12％，初中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68．9％，小学教师中绝大

多数达到了专科以上学历。

到2007年底，绵竹市有特级教师5名，特级教师后备人选9名，省级骨干教师

培养对象38名，德阳市学科带头人36名，德阳市骨干教师141名。

教育教学科研水平有较大提高。积极开展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研究，加强教法

研究和学法指导，全市共有在研科研课题102项，其中，国家级5项，省级4项，

市级47项，县级46项；2008年已结题科研课题17项，有多项科研课题分别获得“四

川省政府奖”、德阳市科研课题成果奖。2007年度德阳市第四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优

秀成果评选活动，绵竹市选送的23项成果全部获德阳市一、二、三等奖。获奖等次

和个数位居德阳市第一。

安全王作常抓不懈，安全责任制进一步落实。切实做好学校安全工作，建立健

全学校安全防范的长效机制，落实安全措施，强化安全责任，加大监管力度，建立

学校安全工作通报制度，强化对安全工作的责任追究和考核。同时加强学校安全规

范化、制度化建设，制定了《绵竹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评估办法》和《绵

竹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评估细则》，对学校(幼儿园)的安全管理状况进行

量化评分，纳入督导评估。加强部门协调，积极参与各项整治行动，切实抓好学生

校内外安全责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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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国家、省、市、‘县级“绿色学校”、“绿化示范学校”、“园林式单位”

的创建工作。绵竹市一大批学校先后获得“绿色学校”、“园林式学校”。

切实建立捐资助学长效机制，绵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特

困家庭子女入学资助工作的通知》。从2005年起，绵竹市财政每年列支100万元，

设立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的“政府济困助学基金”，各镇(乡)和市慈善会还建立

了济困助学机制。2003年至2006年，全市社会各届的捐助资金达300万元，共资助

贫困学生9000余人次。全面落实“两免一补”政策，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不仅享

受了国家规定的“两免”资助，也免除了其它的所有费用，并给予了寄宿制贫困学

生生活补助。从2006年春期开始，全市学校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杂费。从2007

年秋期开始，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书费。

加强师德校风建设，广泛开展“让学生成才，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树文

明新风”活动，市教育局作出了“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八项承诺，认真开展民主评

议行风工作，切实树立了文明窗口形象。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已创

建省级文明单位1个，德阳市级文明单位19个，绵竹市级文明单位20个。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绵竹地区发生了里氏8级，烈度高达11度

的地震，使绵竹市教育系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地震造成了我市教职工、学生巨大的人员伤亡。据统计，地震造成我市教职工

死亡105人，重伤42人，伤残56人；学生死亡970人，重伤344人；因灾致残96

人。

全市教育系统各学校建筑均受到严重破坏。灾前共有建筑面积591361平方米，

各类办学点226个(其中小学144所，初中21所，高中3所，特校1所，幼儿园49

个，职业中专2个，民办高校1所，其他教育机构5个)，地震倒塌房屋6435间，

面积161689平方米，占总面积27．3％；形成危房405559平方米，占总面积的68．6％；

经鉴定需加固的24113平方米，占总面积的4．1‰

教育教学装备普遍被损。全市学校各种教学仪器设备损毁74176台(套)；课桌

椅损坏63610套；损毁图书679183册；教育系统的城域网破坏十分严重，电脑、网

络交换系统、信息接受设备等几乎遭到彻底破坏，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教育局机

关、教育后勤服务中心、教师培训中心等直属部门的设施设备破损严重，无法正常

使用。



“5．12”地震造成教育系统直接经济损失14．12亿元。

在市教育局、相关学校及人民解放军、武警、消防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共搜救被埋、被困师生2000余名，成功获救的800余人。尽最大努力减少了

人员伤亡。

地震发生后，绵竹市教育系统以学校为单位，利用学校操场、厕所和可使用的

水源，建立了20余个临时集中救助点，使滞留在学校的学生(以及赶来的一些学生

家长)、教师和教师家属以及附近居民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各学校临时安置点管理规

范，生活组织有序，卫生防疫工作落实。

地震发生后，绵竹市全市教育系统先后接受帐篷909顶、矿泉水10095件、牛

奶5621件、食品8546件、粮食59323千克、药品2609盒(瓶)、发电机40台、电

脑32台、黑板500面、课桌椅10500套、电视机6台、DVD351部、收音机4990台、

电风扇808台、猪肉53块、菜油5004千克、消毒液9327瓶、书籍149270册、文

体用品100982个、日用品34114件、衣裤帽104692件、鞋子7771双，同时还接受

了一些雨布雨篷、果蔬、喷雾器等其它物资。(不含学校单独接受社会、团体个人及

当地政府捐助捐赠)

绵竹市全市共修建板房学校59所，共25．11万平方米，其中集中搭建17．97万

平方米，社会援建等其他途径搭建7．14万平方米。板房的场地平整及水电、排水设

施的建设基本完成。各学校通过抢运、调配、社会捐助和少量添置等途径，实现了

学校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基本到位。其中，接受社会捐助的电风扇、收音机、电视

机、打印机、电脑等6947台，黑板500面，课桌椅10500套，图书、音像资料109927

册(套)。为实现9月1日正常、全面、安全开学的阶段目标提供了基本条件。

2008年5月下旬，绵竹市开始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全市过渡板房的建

设规划，并积极引进援建单位进行援建，

金会等爱心机构共计援建板房56277 m，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仁爱慈善基

在遵道建起了全国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

市教育局安排教育后勤服务中心牵头，对各学校(单位)板房建设进行协调，对学

校复课所需设施设备需缺情况进行调查，并积极引进爱心团体进行捐赠或采购，接

受电风扇、收音机、电视机、打印机、电脑等6947台，黑板500面，课桌椅10500

套，图书、音像资料109927册(套)。目前全市复课所需的课桌凳、黑板、电风扇

等教育教学设施已基本到位，为9月1日全面安全复课提供了基本条件。



2008年6月5日，绵竹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公布学校复课计划及实施步骤。要求

全市学校的复学复课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

多方努力实现复学，全面完成春季教学任务。按照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

复课工作要求，结合全市实际，制定周密复课计划：

第一阶段：6月12日一7月12日，除金花、清平、汉旺等几个山区、沿山重灾

学校外，全市其他学校按照“一校一策”原则复课，保证了每周每生学习时间不低

于15学时；

‘第二阶段：8月1日一8月25日，随着学校过渡板房建设的全面到位，全市各

级各类学校均在8月上旬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按照预定时间完成了春季教育

教学任务。

其中，高三2017名学生分别在德阳三中、七中和衡山路中学实现了异地复课。

并成功组织了在四川工程技术学校、重庆市新桥医院、德阳市人民医院旌南分院等

三个考场异地高考。本次高考，全市有3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

第三阶段：9月1日起，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按新学年教学计划全面复课。2009

年9月1日上午九时，绵竹市各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鲜艳的五星红旗在69所板房学

校同时升起。

根据汶川灾后恢复重建相关规定和《2006—2020绵竹市教育设点布局方案》、《绵

竹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意见》，结合“5．12”地震灾后给绵竹教育造成损

失的具体情况，经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批准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专项规划》中对绵竹市教育系统的灾后重建，规划学校共105个项目(含警

安职业学院和教师培训中心、教育信息中心、教育后勤中心各1个)，其中异地重建

的12所。根据测算，全市学校重建共需资金23．22亿元(含设施设备、附属设施等)，

计划重建校舍建筑面积882000平方米，预计投资21．07亿元(含附属设施投入)。

规划重建学校中，民办学校25所，规划总投资3．37亿元，重建校舍127400平方米。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由万科集团捐建的遵道学校主教学楼率先于2008年12月

26日竣工投入使用。尔后，由江苏徐州援建的富新中心小学教学综合楼、连云港援

建的什地中学综合楼、什地中心幼儿园分别于2009年1月23日、2009年4月30日

竣工交付使用。到2009年8月底，全市76个实施项目学校，除城区部分小学、中

学、汉旺学校以及个别镇(乡)村小未完工外，其余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到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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