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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地处祖国南疆：；，古称安州}≥翻开历史，。钦州得名已有：1400'年。在往昔：

那漫长的岁月i中弓．我们钦州火的祖先，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辛

勤劳作-；，、创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谱写孑美丽动火的教育篇章o?自隋开皇嘶七

年(公石597年)桂州j总管令狐熙“弘示恩信j，，开设学校以教化其民；”之始：。钦

州教育得以逐步发展。唐宋以来j，开教馆；，，兴儒学‘，，办书院，广育火才，使英

杰辈出气+贤达如流二：．教育之功彪炳千载0

民国初立，，改革旧教育7，推行新学制j有志教育之士致力于教育改革：迎i

来了教育的曙光。。 1一． ．

解放后j，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罨擎，．不断扩大办学规模j使教育事业获得迅：

速的发展：1956．年，。钦州地区中小学从1950年的1600。所发展到j1200所j。在校

学生从6万人发展到22万人，．教职工从不足，2000吠增加到i7000。余人。．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田眦位，加大对：
教育的投入，，使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0高等教育获得前

‘所未有的发展i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1999年，，全市中小学在校学生已达。56万

人，教职卫达‘2：14t万火，，分别为i1950年的，9倍和。12倍b．1987。年；全地区在广

‘西率先实现普及初等教育毛1982：～，1999，年，全地区(市)集资办学，．多渠道筹样’

教育经费达’7亿元，改建旧房，。，兴建新房面积000，万平方米j，逐步实现中小学。。

校舍楼房化。，1997：年‘，，全市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0。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j，灵。

山县被评为全国实现‘!两基”先进县o。1997绰‘，全市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

生人数达2：万余人，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的、1：3倍o：1996年’，。浦北县第一职校-

被国家教委定为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高级屯学乞．1988；年，。合浦师范跻身于国家：

教委首批表彰的全国百所师范学校之列0，1996，年；钦州民族师范荣获，：“自治区’

文明示范窗旧单位∥1称号o，1950。1999．年这两所师范培养普通中师毕业生近



2万名，为培养合格的小学师资做出了贡献。自恢复高考招生以来，1977～

1999年，钦州师专、广西电大钦州市分校共培养大专毕业生8 000余人，培训

初中教师2 400人。钦州市获自学考试大专毕业2 Ooo余人。钦州市的高等教育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办学成绩显著o 1977～1999年为自治区内外高等院校培

养输送大学生2万余人，其中，取得广西高考理工类“状元”3人，外语类

“状元”、2人。纵观1950～1999年的钦州教育，硕果累累，成绩辉煌。这些成

绩的取得，是各级党委正确领导，广大人民关心支持教育，全体教育工作者辛

勤耕耘的结果。； ‘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v，不朽之盛事”’，，修志亦然。，《钦州市教育志》。将

钦州教育发展的实况载人史册、，既可服务于当代，又可启迪子后人，．起着“资

政，，教化，?存史7：之功能。，

《钦州市教育志黔由概述之，教育大事记：，教育行政等-lli章5z节组成’，：讳

50余万字；，遵循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j以时序为经j．。以史实为纬‘，、事以类从，

按类设章，，以章统节，。将钦州自隋唐至当今千余年教育发展史展示出来；、以期：

帮助今人了解过去钦州教育的历史j。以史为鉴；。做好当代的教育工作o．

《钦州市教育志》’的问世j．对乇推动钦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振兴钦州的经!

济；，促进改革开放，，弘扬民族精神；。将起着应有的作用：，

《钦州市教育志》?从编纂提纲章目的草拟；，+到全书文稿的完成l，，历时三

载，，几易其稿j其间修志人员奋力笔耕0焚膏继晷j．工作之辛劳，．不言而喻。

全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文风朴实；值得一读o，

藉一《钦州市教育志》付梓之际，谨向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衷心祝愿钦州教育明天更加美好!

是为序。

钦州市教育委员会主任赖每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旬



凡

一、本志取事上限为隋朝，。下限到1999 5年。，时间跨越，l 400年二遵循j“详?

今略古●‘的编写原则j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钦州教育发展实：

况二

二_、，本志采用述二记≮志、、传、录i．图：表等体裁，以志为本体’o．本志均r

用语体文进行记述，必须引用文言文叙述时0用引号注明。

三。古代地名、官府．、官职等，?均用当时当地的称谓：必要时用括号注明’
●

今名。

四乙清代及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一，，加括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字书写，加括公元纪年；解放后一；一律用公元纪年j， ．

五：较长的名词术语■般使用简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缩简为自治’
区。新出现的缩简名词术语j则用括号加以说明j，如j “普九”‘(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育)：； “普实^，，’

(普及实验教学)0 。

六、钦州地区自．：1950牟1‘；月建立至j1994．年6月撤地设市～。曾几度易名o。

1950年‘1’月’～1951年5”月；，称为钦廉专区；；1951’年6月：～1955绰5月称为钦，
州专区；+1955．年6月～1958，年12月，，称为合浦专区；，1959年1i月’，合浦专区

并入湛江专区；1965年67月；，成立钦州专区，辖钦州l灵山’、合浦、浦北、防；

城、上思’6个县和北海市；1970年改称钦州地区，．1994年6月：，改称钦州市j’

七、关于钦州市的名称，1994年6月以前的钦州市是指县级钦州市，+写作

“钦州市(县级)”或“县级钦州市P‘o．1994年6月撤地设市‘钦州市是地级钦

州市，钦州市辖灵山、浦北2个县和钦南、．钦北、。钦港、．钦城4个区o．

八、，本志使用的“解放前j“、．“解放后，‘时间记述，。以：1949年12月。7日，，

前、。后为界二，。’ ．

．

九、本志对健在的教育人物，以简允作介绍；。已故韵教育人物；．’以传记传

略作介绍0荣获全国：。自治区先进的人物，，获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以列

表作介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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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钦州市地处卢西壮族自治区南部：东。

连北海市与广东省毗邻。；南临北部湾j西。

。与防城港市相连，，北与南宁市接壤j 1999：

年辖2县’4‘区(灵山县、，浦北县t，钦南区、钦，

·北区、钦港区、钦城区)：；总面积i108，427公

．顷；总人口，311．4万人。 ·．

．
．．

先秦时期，这里属r百越!：，‘之地，，远

离中原：开发较晚_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

‘前。214：年)统。岭南·，在岭南地区设立南?

海、．桂林、．象三郡；，钦州属象郡地。；。

钦州的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汉朝。。汉
初，赵佗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建

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在他统治期．-

问； “稍以诗书化其民”。汉元始三年(公‘

元3年)j朝廷颁布地方官学制度5。要求从

郡国到乡村按行政区域设立学校。．汉末三，

国时期‘，吴国著名学者虞翻·；在交州收徒

讲学(钦州此时辖属交州)10余年；“门徒常

数百人?’，影响颇大。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令狐熙被

朝廷派．为桂州总管，并统领十七州诸军’
事’，他对钦州采取团结j．开导政策‘，。“弘

． 示恩信·，开设学校以教化其民：，。。；这是钦。

州开设学校教育见于史籍最早的记载j，。．
。 到了唐代，；钦州的教育有曩进÷步的i

发展·。原因有j第·，这期间。，、国家统：

一一，。岭南地区比较稳定，，农业和手工业比．

前发达，。教育事业得到发展}o；第二，科举

考试选士制度进二步完善；大大地刺激z’

士子读书求学的风气。．第三，。南北朝时’

期；．中原地区战争频繁’，一批士族避乱南；

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推动孑岭南i

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第四；。一些历史名i

人，如韩愈j柳宗元等先后被贬到岭南：

张说、宋之问被直接流放到钦州j，他们对、

钦州的文教事业有一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

用；从唐永昌元年(689年)到户德二年(764 o

年)的’70多年间f。钦州相继出现t了宁原‘

悌：娄公辅两位进士。并且都进入朝廷做、
官(宗为谏议大夫j一姜唐至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摄宰相职务)。被时火称为j，天涯海；

角”、+经济文化落后的钦州j竟然出现宁

原悌、姜公辅这样的大无、大官7，可见当。

时影响是很大的j钦州也因此提高了知名。

度。宁、姜二人的事迹后来写入旧、新．

《唐书》j和·《资治通鉴》j等史籍，成为对，

后世有影响的钦州籍人物；

宋代j朝廷实行；“兴文教j：抑武事?

的重文政策，钦州的地方官员把兴学育火，

列为施政要务，知州余靖≮陶弼1、。岳霖(岳。

飞之子)等几任州官都重视教育；，史书记载i

他们“‘拓建学宫’，兴学造士”，，岳霖还把。

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周去非请来钦州当教授

(学官名)。，因此：．钦州教育在宋代有较大。

发展j史书记载当时钦州是。?“家弦户诵；．，

民族风气大开⋯。，

：宋朝在兴学的同时：，还大力提倡科举‘

考试“。增加科举名额，；．提高及第者的地位



和待遇。宋代钦州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先

后有邓式、郑与权、黄帅、宁宗乔、宁宗

谔、邓大周、黄世谦等7人考中进士。宋

代是钦州考取进士人数最多的朝代。

元朝采取民族歧视政策，教育发展速

度减缓，官学与私学变化不大。

明朝继承唐、宋的办学遗风，太祖朱

元璋重视教育：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

教育以学校为本”的方针，诏令天下府、

州、县皆立学。属于中等教育性质的有廉

州府学(当时廉州府辖钦州：灵山、合浦等

州县)、钦州州学：灵山县学和各地新建立

的书院j，属于初等教育性质的有各地的社

学、私垫等：。嘉靖年问j；合浦建有了斋i，．

海天二尚志、和融等四所书院：灵山建了

海北书院+；：万历f年问j钦州建有鳌州书；‘

院。至于社学1、私塾_，也在各地城乡创j
办。钦州先后办了中和‘、，城南二。孟俑等，18 7，

所社学；·灵山办了养正、有造、。风珍等^4：

所社学；，
。

在清代，，最能体现钦州教育发展状况：

阿标志，是各地城乡创建了L批具有电等．

教育性质的书院。钦州有逼澜书院、东坡?

书院(移子镇龙楼后改称绥丰书院)等：15．

所；灵山县有西灵书院、三宁书院等7

所；今浦北县境内有归德书院、福江书院

等1l所。这批书院的建立，提倡读书讲学

风气，培养了地方一批中等治术人才，储

藏了一批儒家经典(书籍)，为后来钦州教

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至清光绪年间，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兴

民国初期，蔡元培为教育总长，着重

进行学制改革。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

2

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

派，，极力主张通过变法维新改变中国的落

后面貌。这场“戊戌变法”后来虽然失败

了，但其改革内容及其精神，对全国却发

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主

张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考试策论，选

拔“体用兼备”、“通经变济”的人才；

改各省、府、州、县的大小书院为中西学

兼习的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府郡设中 ．

等学堂，州、县设小学堂；地方自行捐办t
的义学、．社学。，一律兼习中学西学，并奖．

。励绅民办学；：积极筹办高、中、小等各级，

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同时设立翻译局及：

编译学堂；：派人出国留学j游历，．增长见
识；j各省挑选学生分送日本大学堂|、中学。

堂及矿务学堂学习j m设立铁路j，矿务、。，农

氖、．茶务：、·蚕桑j、。医学、．师范等专门学
堂毛。此外，。还建议设立幼稚园，招收，3—5；

。

岁的儿童入学；j实行男女平等；妇女人学≥

受教育等等to，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随着“戊戌变j

法一的失败而不能实施j．但是j，，它的改革’

精神；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废科。‘

举j兴学堂_。已成势不可挡；，迫：于形势和：

压力，清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通令

全国，着“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

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

校”；光绪三十年又向全国宣布“立停科

举以广学校”。至此，中国实行了-千多

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宣告废止，新的近代教

育制度随之产生。

暂行法》，规定从前的各类学堂均改为学

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接着又颁



布《壬子癸丑学制》’j，规定各类学校的学

制：，小学为义务教育I’：可男女同校0。中学

．为普通教育；。整个学校系统为17。。一18年

．(初等教育7年，中等教育’4年，大学教育÷
连预科6～7，年)苦儿童由7岁入学到t24’·岁

左右大学毕业j此外’，．还有师范学校和实；

业学校两介系统。， ．．

·1”

民国初年还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

<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i《大学令》：《师。，

，范教育令》和《实业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

校的办学目的、任务、课程设置1、学校设备、

招生条件j教职员7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都

作了规定：， j

这个时期，在今钦州地区范围内的各‘
级学校；大致依照上述规定执行，计有小’+

学60多所j，中学校；3’所。，师范讲习所i2‘

所j，实业学校。2 4所。， ．

’

·． 民国t11{年(1922：年)一，。教育部公布毫+

《壬戌学制净÷，’，’明确规定教育宗旨沩’：

．。“注重德性教育，以实利教育o．军国民教
育辅之，更以美德教育完成其道德”。’并；

·规定各级学制为o，初等教育j，．儿童77岁入
’

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前四年为初级小

学，为义务教育，后两年为高级小学‘，即．

‘小学。“四i·二”分段制：。幼稚园收64岁以；

下儿童入学。，中等教育，修业年限为六

年，．分初■高两级一，各’为三年-即中学
。三·。三”：1分段制_o，这种1初+气电等教育。

． “六。·三·三”分段学制基本沿用至今二。

民国初期在改革学制的同时’，也进行

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毛民国j12年：。今二
钦州各县的劝学所陆续改称教育局：。

至民国，24牟(1935年)；灵山县有公私’
．立小学共‘239，所0学生：14 013‘人。教师’

’

512’人。，民国。27：年，钦县有公立小学”120：

所，，学生15 000j人，。教师700叭(私立小学。

未见统计)。．民国29年，．合浦县(含今浦北

县)有公私立小学共393所(学生：。教师火．

．数未见统计)鼍

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受形势影

响和爱国精神的驱动j一些爱国人士和地

方±绅倡导’j．筹措经费兴办学校。中共地

下组织为孑推动抗日运动，，也秘密派出党

·’员知识分子及进步青年到各地学校任教，．

有力促进了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个时
期成为整个民国时期钦州教育发展最快的

时期。(一)增加了一批中等学校，，如钦县。

‘二中(在小董)；，三中(在陆屋)：四中(在大

寺)1、。五中(在黄屋屯)乇。六康(在那彭)、，钦，

县县立农业学校、灵山县师范学校I、，合浦。

县四中(在今浦j哄福旺)i。七中(在今浦北‘
‘县小江镇)等都是这个时期创办的j钦县～一

中’j。灵山中学j。、合浦四中先后增设高中J一

．班0．(二)开展j“国民义务教育，。活动j：抗。

战前夕，j j国民政府公希r《义务教育暂行办。
法大纲》i，．提出普及初等教育要求。将小。

学教育j，义务教育及民众普及教育统二t

国民教育之电，要求在中j厶国民学校和保：、

．国民学校中分设月≮教部和民教部+，。推行成；

人、．儿童合校的。“国民义务教育⋯活动。，

民国：34年，，今钦州市辖区范围内；，有公立一1

小学386所；+私立小学’141；所；；公立初申7：

所；私立初申4 lO所，，公立高，中”4j所i j中等’

师范学校；3：所j，农业职业学校2t所，，基本．
达到·保L校j．一乡L校0；(三。)私立学校，

发展较快0。民间办学由私塾、，小学发展到-f

办中学，也是这个时期的。个显著特点。．

灵山县先后办了武利一、化龙、，太平、新

灵、、伯劳、．亮卿等，‘6．所私立初级中学；钦：

县办了荣华私立初级中学；二今浦北县境内；



办了正成、文德、屯英3所私立初级中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急于打内

1950年初，各县人民政府接管学校，

遵照上级“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指示

精神，．对学校原有的教职工，照常供职，

公、私立学校一律要求开学上课。废除国

民党设立的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童子

军训练等课程j中学开设《新民’主主义

论》。、《社会发展史》一等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新课程：，学校实行向工农开门的：

方钍，，采取种种措施，，为正农子女人学创：

造条件j，解决工农子女入学问题吾。同时，

结合清匪反霸’i．土地改革。抗美援朝X

“三反”、，“五反’，“等政洽运动，对广大

师生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教育；

事业获得恢复：o， ．·

‘’

1953：年贯彻执行电央的’，‘：整顿巩固‘，．

重点：发展j：提高质量1．0稳步前进?一的方!

针：；．破中小学进行调整‘。加强墨党对教育，
的领导o。调整学校布局乙压缩校数一。班

觌j。充实班额j加强对学校的管理：．使学

校朝着正确韵方向发展‘。同时；在中小学

教学中，开展学习苏联的经验，建立健全

学校的规章制度、，改革课堂教学，运用教·

学的?“五大原则”(直观性、自觉性、：系统

性、．量力性、巩固性)和“五个环节”(组
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

课、布置作业)进行教学，试行5级记分

法，课堂提问、平时作业、测验考试等，

均采用5级记分。

1956年，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大力发展

中学教育的指示精神‘，各县采取“戴帽．

4

战，无暇顾及教育事业。因而教育停滞不

前，至民国38年没有多大变化。

子”的办法发展初中和高中，在一些基础

好的初中，增设高中班，、办成完全中学。

如灵山县的化龙中学、武利中学，浦北县’

的浦北中学、福旺中学，就是采用初中

“戴帽子”的办法，增设高申班：逐步办j

成完全中学的。对于一些办学条件较好的

中心小学也是采用．“戴帽子，的办法j逐t

步过渡发展成为独立初中．o，钦县的大寺．、

长滩、那思、康熙岭、．黄屋屯’j大直÷．犀：

牛脚；灵山县的檀圩、．那隆、、乎南、丰：

塘、，新圩：，太平，浦北县的龙门、北通I。

平睦等■批初级^中学，．就是从小学～戴帽j

．乇”发展成独立初中的；，到’1957，年j、’钦县i

普通：中．学‘发展到：10所(：其电完全中学2：

所)：；、在校学生’3’205人；，灵山县发展到?14’
所(=其中完全中学：3‘所)j在校学生珥’’38li

人；；浦北县发展到，7，所(其中完全n中学2’

所)j。在校学生’2’134叭∥
1958V年春j．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在

学校领导和教师中错划了一批4“右派分

子”1，造成了不良后果。1958年下半年，

全专区中小学贯彻“‘教育必须为元产阶级’

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4

的教育方针，围绕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进

行讨论。1958～1960年，，开展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学校

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劳动过多，打乱了

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导致了教育教学质

量严重下降。 ·

1961年，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j对各级各‘ 转机，．学校恢复了较为正常的教学秩序。，
’

类学校进行调整、充实j使教育得到恢复 1975年，学习辽宁l省朝阳农学院和山；

和发展：教学质量也逐步提高。 西省大寨一教育革命”的经验，采取，“走．

1964年j，贯彻中央。：“两条-腿走路}，的 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实行“开门办一

办学方钝，j推稼，“两种教育制度”，各县．学”，课堂教学备受影响。．

．先后办了二批半工半读j+半农半读的中等。 1977-年秋；全国恢复高考．，同年。11‘

学校和L批耕读小学。． 月；，，《人民日报》，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

+1966．年下半年， “文化大革命，’全面·． 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r两个
． 爆发’，校园内?“红卫兵：’组织和各种?“战．．估计L"》，，解除强加在教师头上的精神枷，

斗队，。“应运而生。红卫兵冲向社会，大破 锁j．1979年，。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四旧，(旧思想、，旧文化j旧风俗、．旧习j ‘神≮，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

惯)k师生外出进行，’“革命大串连”，．学校 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j尊重人尤，极，

停课～闹革命”，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 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我国教育“

． 秩序： ‘一 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j，进入20世纪80，

1967．年春，_中共中央发出关子复课鲋， 年代以后，党和政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

《通知》．，各地中小学“复课_+闹革命j。 的战略地位，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加强，；

取消电小学原有的课本，一用毛泽东语录代，。 了教育基本建设；增添了教学设施1改善‘
替、教师上课教读j“语录”·，．学生学‘“语j 了办学条件，使本地区的基础教育f：职业+

录一、背“语录”；。学习“老三篇?。?
‘ ‘教育I。成人教蓖、。师范教育、高等教育都：

1968年底，王宣队、贫宣队进驻审小 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学，实行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搞：
‘

基础教育发展迅速?成果显著a1999年，

⋯斗、。批、敢”、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期j 全市有幼儿园289所：，人园幼儿55：318人，

间，。中小学部分教师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 教职工2 399r人。1999年在园纺儿为·1950
， ．罪名受到批串，有的还被迫害致死。．同i

一年，在“教育革命”浪潮中’，全地区在

“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的，

口号鼓动下，，中学发展骤然增加；到々1976：

年j。本地区钦州、灵山、浦北三个县在校?

初中’学生达93：900人，。高r中学生达、39”

211j人，分别为r文化大革命”前r1965年．

在校的初，电≮高巾学生人数的’5倍和n23，

倍台，由于申学发展过快”教学设备≮．师资!
．力量不足0造成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

1972年，贯彻周恩来总理对教育工作

．“要重视基础理论_”的指示；。使教学有了
●

●

●

‘

年的800’多倍b 1999”年全市有小学1．092t

所，占地面积13 078窟，建筑面积l 630 354二

平方米，。每个学生平均有．4平方米，在校

学生400j723；人，。教职工15 7833人。。1999

年在校学生j教职工分别为1950年的：7r倍，

和。9．4倍。1999．年，，全市有中学138所，

占地面积5 653盲，，建筑面积726 532平方’
米，。每个学生平均有5．‘7i平方米毛，．在校学。

生140。348二人：，教职工81748人。二1999年在?

校学生1、‘教职工分别为。1950 7年的20：8倍”

和20．’4倍：。1950—1999‘年，，钦州地区(市)4

先后培养小学毕业生：200余万人，。初：。。高i

一

‘

5j



中毕业生40余万人，考上自治区内外高等 2 000余人。钦州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专

院校大专生3万余人。 毕业生3 985人。全市高等教育已形成多体

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势头良好。至1999‘ 制：多形式、多层次并存的格局。

年，全市有各类职业学校33所，全市职校 中等师范教育稳步发展o 1999年，钦

占地面积875亩，建筑面积86 853平方 州市有合浦师范、钦州民族师范2所。占 ．

米，每个学生平均有面积3．28平方米，在 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在

校职业高中学生26 500人，全市教育部门 校学生3 100多人，教职工285人，其中高

办的职校教职工有813人。浦北县第一职 级讲师21人，讲师85人。解放以来，先
‘

校．1996年被国家教委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重． 后为国家培养普通中师毕业生近2万名，

点职业高级中学。钦州农校1991年被国家 为钦州地区(市)培养合格的小学师资作出

教委、。计菱‘、农业部、．财政部、，人事部、‘ 贡献。．

劳动部授予1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成绩斐然。
位”。钦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1995年被 1988～1990年，全地区奋战3．年。先后集w

自治区教委评定为省级示范职业高中；， 资6 677，万元j．抢修中小学危房47万平方，

成人教育取得新的突破苦1994年j．钦。 米，，新建校舍25万平方米j，1992年，‘。全地t：

‘州地区实现扫除青壮年文盲，～非文盲率达’ 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7’023万元一新建钢1．

9976％，。成为广西第■个基本扫除青壮年． 混结构校舍：416。幢‘，?建筑面积：30，万平方

文盲的地市。同年，．全地区乡镇级单门独‘ 米。由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成绩显著j。

院的成人教育中心从1992一年的。36所发展’? 钦州地区获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励多渠道筹：

到‘42所j共有专用教室268问：，建筑面积．． 措教育经费奖金?200。万元j．有．747人获自治：i

14：2万平方米：1999年全市有单门独院乡： 区先进个人称号lo，19930 1997，年，．全地匠
镇成人教育中心发展到’52j所l开展科技培： (市)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社会集资共述，

训’l。万期；．、受训农民达‘45万人次。?乡镇成’ 6j51亿元，。新建钢混结构教学楼t．宿舍楼：

人教育中心发挥科技指导作用：全市成人。 ’1147万平方米二．至此，全市钢混结构校舍占、 ．·

教育实现“三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 全市中小学校舍总面积的刀5％’，逐步实现

乡镇办有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百分之百行 校舍楼房化；小学“6室1场”(办公室j

政村办有农技学校，百分之百乡镇、行政 图书资料室、仪器室、体育器械室、’卫生

村举办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提高文化技 室、少先队活动室，体育运动场)和中学

术，走科技致富之路。
‘

．“10室l场”(办公室、会议室、仪器室、
。

高等教育不断发展。1977年秋，全国 实验室、图书资料室、阅览室、体育器械

恢复高考，钦州地区师范开办大专班，首 室、卫生室、劳技室、团队活动室，体育

届招收9个班学生361人，为钦州地区高 运动场)齐全。全市中小学基本建设、教学

等教育正式起步。1999年，钦州师专在校 设施逐步步人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学生l 800多人，．教职工308人。广西电大 勤工俭学成绩突出。1990年，钦州地

钦州市分校1987～1999年先后培养大专生 区认真贯彻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发I(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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