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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大江东去，跨越千年；

盛世修志，开来继往。

教育是阳光下崇高的事业，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产业，是提高全民族的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威信县地处滇东北之隅，文化教育基础薄弱。20世纪初期，威信才设

立学堂，开办新制教育；民国时期约半个世纪，全县仅出过10名大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教育事业得到不断发

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为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欲晓大道，必先知史”。要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必须总结研究

其历史和现状。编纂《威信县教育志>是威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填补

了威信教育历史的一项空白。编纂工作自1993年12月组建班子、落实人

员、收集资料、编写总纂历时5年整。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秉笔直书，记述了至今一个多世

纪以来全县教育兴衰起伏的历程和丰富的经验教训，展示了威信教育的面貌

和特色。全志编排得体，资料翔实，行文规范，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具有

科学性和时代性的教育文献。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全县教育工作的昨天和今

天，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它必将对21世纪全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

“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有益当代，垂鉴后世。

历史的车轮已隆隆驶进崭新的21世纪，科技和人才将日益成为国家繁

荣和民族振兴的决定性因素和最重要的资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知识

经济时代的严峻挑战，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已成为紧

迫的历史使命。让我们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崭新的姿

态，走改革创新之路，树开拓求实之风，认真贯彻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谱写出威信教育改革和发展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威信县教育委员会主任冯天学

2000年1月8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求真存实、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原则，记

述威信县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1995年，总述、大事记延至1997年。

三、本志所用资料，以文字资料和经过核实的口碑资料为依据，一般未

注出处。

四、本志横排门类，竖写史实。志、记、传、图、表、录并用，力求用

规范语体文。



目 ’录

序言⋯⋯⋯⋯⋯⋯⋯⋯⋯⋯⋯⋯⋯⋯⋯⋯⋯⋯⋯⋯⋯⋯⋯⋯⋯⋯⋯⋯⋯o⋯⋯⋯⋯·。(1)

凡例⋯⋯⋯⋯⋯⋯⋯⋯⋯⋯⋯⋯⋯⋯⋯⋯⋯⋯⋯⋯⋯⋯⋯⋯⋯⋯⋯⋯⋯一?⋯⋯⋯⋯(1)

总述⋯⋯⋯⋯⋯⋯⋯⋯⋯⋯⋯⋯⋯⋯⋯⋯⋯⋯⋯⋯⋯⋯⋯⋯⋯⋯⋯⋯⋯⋯⋯⋯⋯⋯(1)

大事记⋯⋯⋯⋯⋯⋯⋯⋯⋯⋯⋯⋯⋯⋯⋯⋯⋯⋯⋯⋯⋯”“⋯⋯·⋯一”?⋯⋯⋯⋯·(13)

一、清代⋯⋯⋯⋯⋯⋯⋯⋯⋯⋯⋯⋯⋯⋯⋯⋯⋯⋯⋯⋯⋯⋯⋯⋯⋯⋯⋯⋯⋯⋯(13)

二、民国时期⋯⋯⋯⋯⋯⋯⋯⋯⋯⋯⋯⋯⋯⋯⋯⋯⋯⋯⋯⋯⋯⋯⋯⋯⋯⋯⋯。⋯(13)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8)

第一章旧制教育⋯⋯⋯⋯⋯⋯⋯⋯⋯⋯⋯⋯⋯⋯⋯⋯⋯⋯⋯⋯⋯⋯⋯⋯⋯⋯⋯(40)

第一节科举⋯⋯⋯⋯⋯⋯⋯⋯⋯⋯⋯⋯⋯⋯⋯⋯⋯⋯⋯⋯⋯⋯⋯⋯⋯_⋯．．一．(40)

第二节文庙⋯⋯⋯⋯⋯⋯⋯⋯⋯⋯⋯一⋯⋯⋯⋯⋯⋯⋯⋯⋯⋯⋯⋯⋯⋯⋯⋯(44)

第三节义学⋯⋯⋯⋯⋯⋯⋯⋯⋯⋯⋯⋯⋯⋯⋯⋯⋯⋯⋯⋯⋯⋯⋯⋯⋯⋯⋯⋯(45)

第四节私塾⋯⋯⋯⋯⋯⋯⋯⋯⋯⋯⋯⋯⋯⋯⋯⋯⋯⋯⋯⋯⋯⋯⋯⋯⋯⋯⋯⋯(45)

第二章幼儿教育⋯⋯⋯⋯⋯⋯⋯⋯⋯⋯⋯⋯⋯⋯⋯⋯⋯⋯⋯⋯⋯⋯⋯⋯⋯⋯⋯(50)

第一节概况⋯⋯⋯⋯⋯⋯⋯⋯⋯⋯⋯⋯⋯⋯⋯⋯⋯⋯⋯⋯⋯⋯⋯．．．⋯⋯⋯⋯(50)

第二节保育管理⋯⋯⋯⋯⋯⋯⋯⋯⋯⋯⋯⋯⋯⋯⋯⋯⋯⋯⋯⋯⋯⋯⋯⋯⋯⋯(52)

第三节教学⋯⋯⋯⋯⋯⋯⋯⋯⋯⋯⋯⋯⋯⋯⋯⋯⋯⋯⋯⋯⋯⋯⋯⋯⋯⋯⋯⋯(54)

第三章小学教育⋯⋯⋯⋯⋯⋯⋯⋯⋯⋯⋯⋯⋯⋯⋯⋯⋯⋯⋯⋯⋯⋯⋯⋯⋯⋯⋯(57)

第一节概况⋯⋯⋯⋯⋯⋯⋯⋯⋯⋯⋯⋯⋯⋯⋯⋯⋯⋯⋯⋯⋯⋯⋯⋯⋯⋯⋯⋯(57)

第二节学制课程⋯⋯⋯⋯⋯⋯⋯o⋯⋯⋯⋯⋯⋯⋯⋯⋯⋯⋯⋯⋯⋯⋯⋯⋯(65)

第三节思想政治教育⋯⋯⋯⋯⋯⋯⋯⋯⋯⋯⋯⋯“．．⋯⋯⋯⋯⋯⋯⋯⋯⋯⋯”(74)

第四节教学教研⋯⋯⋯⋯⋯⋯⋯⋯⋯⋯⋯⋯⋯⋯⋯⋯⋯⋯⋯⋯⋯⋯⋯⋯⋯⋯(78)

‘第五节体育卫生⋯⋯⋯⋯⋯⋯⋯⋯⋯⋯⋯⋯⋯⋯⋯⋯⋯⋯⋯⋯⋯⋯⋯⋯⋯(81)

第六节学校管理⋯⋯⋯⋯⋯⋯⋯⋯⋯⋯⋯⋯⋯⋯⋯⋯⋯⋯⋯⋯⋯⋯⋯⋯⋯⋯(82)

第七节普及初等教育⋯⋯⋯⋯⋯⋯⋯⋯⋯⋯⋯⋯⋯⋯⋯⋯⋯⋯⋯⋯⋯⋯⋯⋯(83)

第八节部分小学简介⋯⋯⋯⋯⋯⋯⋯⋯⋯⋯⋯⋯⋯⋯⋯⋯⋯⋯⋯⋯⋯⋯⋯⋯(86)

第四章中学教育⋯⋯⋯⋯⋯⋯⋯⋯⋯⋯⋯⋯⋯⋯⋯⋯⋯⋯⋯⋯⋯⋯⋯⋯⋯⋯⋯(91

第一节概况⋯⋯⋯⋯⋯⋯⋯⋯⋯⋯⋯⋯⋯⋯⋯⋯⋯⋯⋯⋯⋯一⋯⋯⋯⋯⋯⋯(91

第二节学制课程⋯⋯⋯⋯⋯⋯⋯⋯⋯⋯⋯⋯⋯⋯⋯⋯⋯⋯⋯⋯⋯⋯⋯⋯⋯(96

第三节思想政治教育⋯⋯⋯⋯⋯⋯⋯⋯⋯⋯⋯⋯⋯⋯⋯⋯⋯⋯⋯⋯⋯⋯⋯⋯(101



2 威信县教育志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教学教研⋯⋯⋯⋯⋯⋯⋯⋯⋯⋯⋯⋯⋯⋯⋯⋯⋯⋯⋯⋯⋯⋯⋯⋯⋯⋯

体育卫生⋯⋯⋯⋯⋯⋯⋯⋯⋯⋯⋯⋯⋯⋯⋯⋯⋯⋯⋯⋯⋯⋯⋯⋯⋯

学校管理⋯⋯⋯⋯⋯⋯⋯⋯⋯⋯⋯⋯⋯⋯⋯⋯⋯⋯⋯⋯⋯⋯⋯⋯⋯⋯

部分中学简介⋯⋯⋯⋯⋯⋯⋯⋯⋯⋯⋯⋯⋯⋯⋯⋯⋯⋯⋯⋯⋯⋯⋯⋯

03

06

10

12

第五章师范教育⋯⋯⋯⋯⋯⋯⋯⋯⋯⋯⋯⋯⋯⋯⋯⋯⋯⋯⋯⋯⋯⋯⋯⋯⋯⋯⋯(114)

第一节概况⋯⋯⋯⋯⋯⋯⋯⋯⋯⋯⋯⋯⋯⋯⋯⋯⋯⋯⋯⋯⋯⋯⋯⋯⋯⋯⋯⋯(114)

第二节教育教学⋯⋯⋯⋯⋯⋯⋯⋯⋯⋯⋯⋯⋯⋯⋯⋯⋯⋯⋯⋯⋯⋯⋯⋯⋯⋯(115)

第六章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节概况⋯⋯⋯⋯⋯⋯⋯⋯⋯⋯⋯⋯⋯⋯⋯⋯⋯⋯⋯⋯⋯⋯⋯⋯⋯⋯⋯⋯

第二节教学⋯⋯⋯⋯⋯⋯⋯⋯⋯⋯⋯⋯⋯⋯⋯⋯⋯⋯⋯⋯⋯⋯⋯⋯⋯⋯⋯⋯

第三节威信县职业高级中学简介⋯⋯⋯⋯⋯⋯⋯⋯⋯⋯⋯⋯⋯⋯⋯⋯⋯⋯⋯

第七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农民教育⋯⋯⋯⋯⋯⋯⋯⋯⋯⋯⋯⋯⋯⋯⋯⋯⋯⋯⋯⋯⋯⋯⋯⋯⋯⋯

第二节职工教育⋯⋯⋯⋯⋯⋯⋯⋯⋯⋯⋯⋯⋯⋯⋯⋯⋯⋯⋯⋯⋯⋯⋯⋯⋯⋯

第八章民族教育⋯⋯⋯⋯⋯⋯⋯⋯⋯⋯⋯⋯⋯⋯⋯⋯⋯⋯⋯⋯⋯⋯⋯⋯⋯⋯⋯

第一节概况⋯⋯⋯⋯⋯⋯⋯⋯⋯⋯⋯⋯⋯⋯⋯⋯⋯⋯⋯⋯⋯⋯⋯⋯⋯⋯⋯⋯

第二节半寄宿制高小⋯⋯⋯⋯⋯⋯⋯⋯⋯⋯⋯⋯⋯⋯⋯⋯⋯⋯⋯⋯⋯⋯⋯⋯

第三节民族中学⋯⋯⋯⋯⋯⋯⋯⋯⋯⋯⋯⋯⋯⋯⋯⋯⋯⋯⋯⋯⋯⋯⋯⋯⋯⋯

第九章教育行政管理⋯⋯⋯⋯⋯⋯⋯⋯⋯⋯⋯⋯⋯⋯⋯⋯⋯⋯⋯⋯⋯⋯⋯⋯⋯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工作概况及主要职责⋯⋯⋯⋯⋯⋯⋯⋯⋯⋯⋯⋯⋯⋯⋯⋯⋯⋯⋯⋯⋯

第三节视导⋯⋯⋯⋯⋯⋯⋯⋯⋯⋯⋯⋯⋯⋯⋯⋯⋯⋯⋯⋯⋯⋯⋯⋯⋯⋯⋯⋯
●

第+章党群组织⋯⋯⋯⋯⋯⋯⋯⋯⋯⋯⋯⋯⋯⋯⋯⋯⋯⋯⋯⋯⋯⋯⋯⋯⋯⋯⋯

第一节党派⋯⋯⋯⋯⋯⋯⋯⋯⋯⋯⋯⋯⋯⋯⋯⋯⋯⋯⋯⋯⋯⋯⋯⋯⋯⋯?⋯一

第二节群众团体⋯⋯⋯⋯⋯⋯⋯⋯⋯⋯⋯⋯⋯⋯⋯⋯⋯⋯⋯⋯⋯⋯⋯⋯⋯⋯

第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教育经费⋯⋯⋯⋯⋯⋯⋯⋯⋯⋯⋯⋯⋯⋯⋯⋯⋯⋯⋯⋯⋯⋯⋯⋯⋯⋯

经费来源⋯⋯⋯⋯⋯⋯⋯⋯⋯⋯⋯⋯⋯⋯⋯⋯⋯⋯⋯⋯⋯⋯⋯⋯⋯⋯

校舍改造⋯⋯⋯⋯⋯⋯⋯⋯⋯⋯⋯⋯⋯⋯⋯⋯⋯⋯⋯⋯⋯⋯⋯⋯⋯⋯

勤工俭学⋯⋯⋯⋯⋯⋯⋯⋯⋯⋯⋯⋯⋯⋯⋯⋯⋯⋯⋯⋯⋯⋯⋯⋯⋯⋯

(120)

(120)

(123)

126

126

128

129

31

3l

37

56

(163)

(163)

(164)

68

68

73

78

第十二章师资⋯⋯⋯⋯⋯⋯⋯⋯⋯⋯⋯⋯⋯⋯⋯⋯⋯⋯⋯⋯⋯⋯⋯⋯⋯⋯⋯⋯(181)



日 录 3

第一节队伍⋯⋯⋯⋯⋯⋯⋯⋯⋯⋯⋯⋯⋯⋯⋯⋯⋯⋯⋯⋯⋯⋯⋯⋯⋯⋯⋯⋯(181)

第二节待遇⋯⋯⋯⋯⋯⋯⋯⋯⋯⋯⋯⋯⋯⋯⋯：⋯⋯⋯⋯⋯⋯⋯⋯⋯⋯⋯⋯··(188)

第三节培训⋯⋯⋯⋯⋯⋯⋯⋯⋯⋯⋯⋯⋯⋯⋯⋯⋯⋯⋯⋯⋯⋯⋯⋯⋯⋯⋯⋯(195)

人物⋯⋯⋯⋯⋯⋯⋯⋯⋯⋯⋯⋯⋯⋯⋯⋯⋯⋯B OI g．．．．1 01⋯⋯⋯⋯⋯⋯⋯⋯⋯⋯

一、人物传略⋯⋯⋯⋯⋯⋯⋯⋯⋯⋯⋯⋯⋯⋯⋯⋯⋯⋯⋯⋯⋯⋯⋯⋯⋯⋯⋯⋯

二、人物简介⋯⋯⋯⋯⋯⋯⋯⋯⋯⋯⋯⋯⋯⋯⋯⋯⋯⋯⋯⋯⋯⋯⋯⋯⋯⋯⋯⋯

三、人物表录⋯⋯⋯⋯⋯⋯⋯⋯⋯⋯⋯⋯⋯⋯⋯⋯⋯⋯⋯⋯⋯⋯⋯⋯⋯⋯⋯⋯

附录⋯⋯⋯⋯⋯⋯⋯⋯⋯⋯⋯⋯⋯⋯⋯⋯⋯⋯⋯⋯⋯⋯⋯⋯⋯⋯⋯⋯⋯⋯⋯⋯

一、逊清鉴分四川直隶绪钦先生德教碑铭⋯⋯⋯⋯⋯⋯⋯⋯⋯⋯⋯⋯⋯⋯⋯⋯

二、教建会告全县教建界同志书⋯⋯⋯⋯⋯⋯⋯⋯⋯⋯⋯⋯⋯⋯⋯⋯⋯⋯⋯⋯

三、威信县小学区一览表⋯⋯⋯⋯⋯⋯⋯⋯⋯⋯⋯⋯⋯⋯⋯⋯⋯⋯⋯⋯⋯⋯⋯

四、校歌选录⋯⋯⋯⋯⋯⋯⋯⋯⋯⋯⋯⋯⋯⋯⋯⋯⋯⋯⋯⋯⋯⋯⋯⋯⋯⋯⋯⋯

五、勖前方将士努力抗战书⋯⋯⋯⋯⋯⋯⋯⋯⋯⋯⋯⋯⋯⋯⋯⋯⋯⋯⋯⋯⋯⋯

六、威信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发展我县教育事业的决议⋯⋯⋯⋯⋯⋯⋯⋯

七、县人民政府致昭通行署招生办公室的函⋯⋯⋯⋯⋯⋯⋯⋯⋯⋯⋯⋯⋯⋯⋯

八、拟建之“二幼修建纪念碑”碑文⋯⋯⋯⋯⋯⋯⋯⋯⋯⋯⋯⋯⋯⋯⋯⋯⋯⋯

九、中共威信县委、威信县入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

贯彻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十、忆秦娥⋯⋯⋯⋯⋯⋯⋯⋯⋯⋯⋯⋯⋯⋯⋯⋯⋯⋯⋯⋯⋯⋯⋯⋯⋯⋯⋯⋯⋯

十一、庆祝威信一中建校五十周年楹联选录⋯⋯⋯⋯⋯⋯⋯⋯⋯⋯⋯⋯⋯⋯⋯

修志始末⋯⋯⋯⋯⋯⋯⋯⋯⋯⋯⋯⋯⋯⋯⋯⋯⋯⋯⋯⋯⋯⋯⋯⋯⋯⋯⋯⋯⋯⋯⋯

197

19r7

199

202

(225)

(225)

(226)

(228)

(233)

(234)

(234)

(236)

(237)

237

246

246

250



{中一l

总 述

威信县位于云南省东北之隅，僻处滇边，界连黔蜀。东与四川省叙永县接壤，西与

彝良县连接，南与镇雄县、贵州省毕节县毗邻，北与四川省珙县、筠连县、兴文县相

依。全县总面积l 400平方公里，辖2镇9乡、84个行政村(办事处)、1 624个农业社。

1997年末总人口337 453人，其中少数民族42085人，占总人口的12．47％。

威信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县，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谓和滇东北“绿色宝石”之

誉。

威信县有光荣革命传统。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率军路过此地。1935年2月，中

央红军长征途经威信，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红军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

留给威信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使命。1987年，县城所在地扎西被确定为省

级历史文化名城。 ·

威信历史悠久，明清时代隶属镇雄，明嘉靖五年(1526)，置威信长官司(卫靖司，

今三桃乡新街村)和安靖长官司(今旧城镇)；清雍正六年(1728)，设威信州判署(分

州)，署址在今旧城；民国2年(1913)，设威信行政公署，民国10年(1921)，行政公

署署所迁到扎西，民国21年(1932)改为设治局，民国23年(1934)立县。

“古者乡有序，党有塾”。据<镇雄州志>记载：明洪武时，陇氏尝遣子人成均始立

儒学，嘉靖时初设教官⋯⋯土司皆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以作“安边之道”。明嘉靖五

年(1526)，“改土归流”，外地人氏迁人威信，对文化的开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

末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农民起义，蜀乱，川民向云贵逃窜，有避难蜀士在威信

境内设学。清雍正六年(1738)，再次“改土归流”，大量外地移民定居威信(发给移民

“杠山照”即土地证)，私塾随之林立于境，仅扎西周围就有七八处。

清雍正七年(1729)，长官司(旧城)在金华山修建文庙。光绪初年，拆迁到分州

衙门对面复修，同时建奎阁楼书院，设馆教学，也供文人研讨文墨。

雍正九年(1731)，州判许燮捐设威信(长官司，今旧城)义学。

清代末年，国是日非，外侮日烈，戊戌变法，西学东进，逐步改革教育。光绪三十

一年(1905)五月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威信

(长官司，今旧城)、扎西两所学堂，此乃威信新制教育的开始。 ·

宣统元年(1909)，开设上东三甲初等小学二堂：灵鸠(今麟凤乡斑鸠村)和芭蕉

窝(今庙沟乡马河村)。同年，曾鲁光(石坎乡院子村人，“同盟会”会员)考入日本秋

田矿业专门学校学习。系威信县第一个留学生，也是最早参加革命的先驱者。宣统三年

(1911)，镇雄州报请省表彰威信、扎西两校。

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威信县有文举1人，武举2人。贡生、监生34人，廪生、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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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附生9人，文生73人，武生25人，外出就学者10多人。三桃乡环房牟氏家族叔

伯仲昆牟培之等7人相继考中文生、贡生，被乡人誉为“书香之家”。

民国元年(1912)，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学堂改称为学校。民国

3年3月，威信创立扎西高级小学，陈俊元任校长兼充劝学所员长，这可说是威信旧制

教育与新制教育的真正转折点。至民国5年，威信小学教育初步发展。学校增至9所。

民国6～16年，军阀混战，匪患迭起，小学教育停滞不前，时办时停。其间，民国12

年。基督教会在牛坡坎开办光华小学。

民国17年(1928)，内战渐平，社会稍趋稳定，云南省政府成立，教育情况好转。

次年，<云南省实施义务教育大纲>公布，指令从民国19年起实施义务教育，恢复停办

的学校，大力增设初级小学。民国19年，威信改劝学所为教育局，胡志铭任局长，派

员宣讲义务教育，造册登记适龄儿童，清理学校财产，‘举办师资训练所，扩旧城小学为

高、初两级小学。民国21年，光华小学添设高小。这期间，教育有所发展，新增7校，

11个班级，仅上东区就有9校，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上东区(黄水河、麟凤、斑鸠、

芭蕉窝等)处于南丝绸之路线上，商业较兴旺，经济较发展，教育也随之兴起。

民国23年(1934)10月，威信立县。

民国24年(1935)，为实施义务教育，威信县将21所私塾改8所为普通小学，增设

罗布坳等小学3所。次年，教育局举办小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培训教师38人。英国基

督教设立牛坡坎联区中心学校．相继开办天池等6所光华分校。

民国27年(1938)，在镇雄县城创办镇威联立初级中学，张人文(威信马河人)任

校长(1941年，由镇雄县单办，改名为镇雄县立初级中学)。

民国28年(1939年)，云南省推行新县制，省政府令各县裁局改科。次年3月，威

信县按规定建设、教育合并为第三科，直属于县政府，原任教育局长李雨任科长。9

月，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乡(镇)设立中心学校，各保设立保国

民学校。威信县政府根据<纲要>，制定<实施国民教育计划>，拟分三期(1940—1944

年)办理完毕国民教育，当年将县属扎西、旧城、麟凤、长安等小学改为乡(镇)中心

完小。民国30年，又创办高田乡中心学校及一些保国民学校。

民国31年(1942)1月，县长陈开先召开全县教育、建设大会，形成了有关教育发

展、建设等方面的决定，发布<告全县教建界同志书>和《教育建设会议宣言>，号召

教建界同志苦干、实干，努力办学。对教育发展的认识提到一定的新高度：“建设生产，

民生充裕，方可谋教育普及；教育普及，民知增高，建设事业始能创兴。”此次会议，

对威信以后几年的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年底，全县小学发展到64所279个

班级，在校生4 824人，其中女生602人。教育行政机构也有所加强，区署设教育委员，

乡(镇)设文化股，保(村)设文化干事，全县教育行政人员达184人(多系兼职)。

民国35年(1946)初，省政府令各县“撤销第三科，迅速改设教育局”。威信只将

第三科分为教育、建设两科，王楷任教育科长。同年，遵照省教育厅令，成立县立简易

师范学校，李太银为筹备主任。次年春，并入县立初级中学。

民国36年(1947)3月，创办威信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张人文。开办伊始，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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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人才，提高教育，振兴地方，造福桑梓，追赶时代潮流”为办学宗旨，克服困难，

因陋就简，到1950年春，共招学生4个班200人，毕业两班73人。

至此，全县8个乡(镇)有中心学校7所(包括光华小学)，保国民学校57所，教

职员304人，在校学生6 620人，学龄儿童12 700人，砍掉在校超龄生，入学率约为

30％，有幼稚班3个，在班幼儿101人。

1934—1947年，威信教育向前发展。其原因：1．立县后，政府重视，加强领导；

2．商贸交往频繁，经济有所发展；3．抗战文化输人，民风有所开化；4．外地人才流入，

师资得到加强，除中共地下党员陈季伯(中共云南省工委镇彝威党小组组长)、廖林生

(中共川南特委书记)等来到威信县扎西、旧城的学校边教书边进行革命活动外，全县

学校聘请外地人士任教累计达七八十人。

民国37年(1948)，县政府奉命恢复教育局，刘行高任局长，下令整顿和发展教

育，但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溃，货币贬值，教学秩序受到严

重影响。全县学校除扎西小学较有生气外，其余大都旋办旋停。威信解放前夕，匪首陇

承尧盘踞扎西，时局动荡，教育主管人员出走，威信初中停办，只有5所完小(扎西、

旧城、长安、麟凤、光华小学)和8所初小勉强坚持教学，在校生锐减，仅600人左

右。

民国时期，威信县私塾继续大量存在，尽管政府曾采取“整理”、“改良”、“限制、

“取缔”的做法．但收效甚微。

民国时期，威信县教育经费来源于学产收入、地方自筹、省地补助等。民国23年

(1934)，全县教育资产为学田551亩，收谷163．05石。民国36年(1947)，全县教育公

租约1 400余石。总体看来，这期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民国时期，威信县大专生可说寥若晨星，仅10人，中学生300多人(包括中专生

53人，高中毕业生17人)，小学毕业生1 000多人。

，1950年7月，威信县人民政府成立，贯彻省临时军政委员会提出的“暂维现状，

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开展接管恢复工作。原教育局改名为文教科，刘行高续任科

长。9月，扎西、旧城、长安、麟凤4所中心学校、8所保小及光华小学先后开学。有

在校生688人，仅占适龄儿童20 119人的3．42％，教职工49人，扎小办幼稚班一班。

县立初级中学改名为云南省威信初级中学，县长冯憬行兼校长，但未开学。同时，清理

原有一切教育公租(计3 121公石)和各学校财产。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信

教育的起点。

1951年，县政府为整饬教育，举办了师资训练班，将中心校、保小更名为完小、

初小。全县公办小学17所，学生增加到1 680人；民办小学发展到59所，学生1 448

人；幼稚班3班，幼儿180人。 ，

秋，中学招生一个班36人，县长刘海明兼校长，王安尧任副校长。

1952年，县政府将全县划为6个区，学校也随之划为6个辅导区，由区完小负责全

区教育工作，区、乡级开始有教育行政机构抓农村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全县学校一

律改为秋季招生，并试行五年一贯制。光华小学被接收，转为公办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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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县政府通知，每村至少办一所农民夜校。到12月，全县开办230所，学员

16934人。

关于私塾，1951年，县政府制订<管制私塾暂行办法(草案)>，并办理私塾登记，

全县共有私塾67所。1952年，私塾大部分转为民校，但各地仍零星存在，一直到1968

年罗布乡黑龙村砂埂私塾停办，私塾在威信境内才消失。

1953年，随着农村各项运动的开展，较有文化知识的民师被吸收干其他工作，加

之“文教部门对民师没有很好领导，基本上放任自流”等原因，民校由125校减少到19

校，学生641人。

1954年，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县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后

为工会代替)。遵照教育部通知，停止“五年一贯制”试改。扎西小学被确定为重点小

学。

年底，贯彻政务院指示，县政府拟订“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工作计划”，成立整顿

工作队，于寒假(1955年1～2月)召开整改会议，全县小学教职工108人参加。会议

以党的方针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为指导，以提高教师的思想政

治觉悟，克服学校混乱现象，建立学校正常秩序为中心内容，总结了四年多来教育发展

的情况，讨论了文教科拟订的《改进小学教育方案(草案)>，对教职工的政治历史认真

清查，进行处理，并调整学校领导。会后，县政府拟发<关于改进小学教育工作的意

见>，文教科召开学校行政会议，要求各校应以教学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

1956年1月，县委发出《关于扫盲的指示>，文教科、团县委集训扫盲教师250人，

到3月，全县52个乡都办起扫盲夜校，共250多所，学员13 643人。7月，县成立扫盲

协会，区设扫盲领导小组，乡长任冬学校长，从而加强了扫盲工作的组织领导，改变了

过去的“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的局面。

1957年，全县贯彻“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

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以及省委“提高质量，加强领导”的指

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劳动教育摆到了重要位置，配备8个辅导区负责人、中学及

12所完小的校长、教导主任，动员11名文化水平过差的教师回家生产，新增教师53

人。寒假，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县城开展整风反右斗争运动，1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中

学教师3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5％。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威信县出现全民办教育热潮。县

委、政府提出“苦战40天，实现文化县”、“乡乡有完小，社社有初小，队队有民校”

的口号，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共有38614名青壮年文盲参加学习，非全日制

学校增达309所，扎小开设幼儿班，各公社普遍建立农村托儿组织。同时，贯彻“教育

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师生走出校门，支援

农业生产大跃进，下乡参加劳动，投入兴修水利，大干钢铁、小春大革命之中。中小学

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有的学校办起了工厂、农场，但普遍存在劳动时间过多的现象。

1959年，县文卫科下发<贯彻教育方针方案>，纠正过去只重视劳动，忽视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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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性，对教学、劳动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强调普通中小学不得随意停课和抽调教师。

县委指示：除党委、人委外，任何单位不得向学校布置任务，让学校保证教学时数。教

学秩序有所恢复。

此时，全县有公立小学60所(完小为22所)，在校生10 758人，民校发展到69

所，在校生3 149人。由于小学大量发展，教师需求量增加，县人委决定由威信中学举

办一年制短期师资训练班，招生39人(次年又办一班)，学生由公社保送与考试录取结

合。各公社还自行吸收大批民办教师。

本年。全县进一步掀起扫盲高潮，并在金星(麟凤)公社召开扫盲现场大会。

1960年．贯彻省委提出的“人人有课本，做够劳动日，课程习题全学完，考试都

及格”的指示。全县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威信中学提出“学昭一

中，赶昭一中”的口号。新城小学、大河小学被专署定为重点小学，恢复五年一贯制试

改。县在示范农场开办“三合一”农业中学。

“大跃进”期间，在“浮夸风”影响下，急于求成，盲目求快，不顾主客观条件，

违反了教育规律，致使相当多的学校秩序不正常，学生流失，教育教学质量下降。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省教育工作会议“民办

小学应撤销或合并，不能加重社员负担，由国家包下来，逐步调整及建设”的精神，全

县民校转57所为公校，其余的撤销。接收103个民师、代师为县办教师。1962年，贯

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又将公校转16所为民校，调整布点，精减教师54人。中学

将不合格学历教师8人作了调整，师资力量加强。1963年春，民校曾自发发展到136

校，民师队伍混乱。秋，进行全面整顿，调整为80校，民师由137人减为80人。通过

整顿，布点趋于合理。县人委并下发<关于民办学校管理的意见>，将民校纳人计划管

理，对民师报酬统一采取民办公助。1964年，文卫科分设为文教、卫生科。新城小学

附设幼儿班单独办为“新城镇幼儿园”。冬，贯彻“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全

县试办了一批半日制、隔日制、巡回小学，发展耕读学校。1965年3月，县人委决定

由县良种场开办半耕半读农业中学。国民教育出现了全日制、半耕半读、业余教育三种

形式。

这段时期，威信县中小学分别贯彻<中学50条(草案)>、<小学40条(草案)>，

肯定“以教学为主，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合理地

安排生产劳动时间，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全面恢复。中小学各校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

阶级教育为核心，开展学毛泽东著作，学解放军，学传统，坚持“三好”方向。特别是

1963年，开展学雷锋活动后，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校风、学风普遍好转。1964年，根

据毛泽东“春节指示”及中央提出的“精雕细刻，又红又专，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精

神，对“少而精”、“启发式”以及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同时，总结

“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许多教

师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全县教育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教

育教学质量明显上升。威信中学1964年初升高统考语文成绩由1959年全地区的下游跃

到第二位。新城、麟凤、长安、莲花、田坝等一批小学也办得较为出色。

至1965年底，全县有中学1所，8个班，学生415人；半耕半读农中4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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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人；耕读小学288所，学生5 075人；巡回小学55所，学生1 426人；公办小学99

所(完小33所)，学生9 424人；民校66所，在校生1 820人。小学生共计墙731人，

占适龄儿童23 317人的76．4％。16年来，共计毕业学生小学8 416人，中学698人，中

专105人，大专34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7月2月，威信中学停课，全体教师和学生代表在

县委工作队的领导下，赴昭通集中学习，抓“牛鬼蛇神”。各小学相继停教，“红卫兵”

组织兴起。随后，文教科瘫痪。1967年1月，中学大部分师生离校到外地进行大串联。

此后部分中小学教师、中学红卫兵卷入社会派性斗争。

1968年10月，威信县革委会成立。不久，在庙沟乡召开教育现场会，落实贫下中

农管理学校和办附设初中班两项任务。12月，发出<关于威信中学革命师生立即返校

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军代表进驻中学。1969年1月，威信中学革委会成立，2月，在

校学生一律被宣布“肄业期满，准予毕业”，家庭属农业户口的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城

镇居民学生组织“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县开展划线站队，教师再次

受到冲击，有的致伤致残。9月，中小学复课，县中招收3个初中班，3个专业班。高

田、旧城、麟凤、长安小学贯彻“办附设初中班是个好办法”的指示，相继开办附设初

中班。1970年8月，全县中小学教师406人集中在麟凤搞“一打三反”运动。

1971年，成立文教、卫生革筹组(后文卫分设)。9月，威信中学招收首届高中班，

正式办成完中。

1972年以后，威信县一方面贯彻周恩来“普及教育是一个大政”及邓小平“全面

整顿”的指示，教育出现好势头。县革委把普及小学教育作为主攻方向，提倡多种形式

办学，群众办学积极性高涨，社、队积极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捐资献料，新建扩建校

舍，全县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学校数量大发展。威信中学更名为威信县第一中学，

旧城、长安开办二中、三中。1973年，文教革筹组改为文教局。次年，威信一中附设

师范班。麟凤、石坎、罗布先后也办起中学。几年间，在“读小学不出村，读初中不出

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下，附设初中班在全县“遍地开花”，大量涌现。另一

方面，江青一伙在这前后进行干扰破坏，提出“两个估计”，全盘否定17年来的教育工

作，给教师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掀起“反潮流”、“破师道尊严”浪潮，大搞“批林批

7孔”，叫嚷“同十七年对着干”。1976年初，又反击“右倾翻案风”，叫嚣“走资派还在

走，大批判不停留!”学校处于动荡局面。

这一时期，1．附设初中班为农村学生就近人学和以后中学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

用，但不少地方不顾客观条件。高寒边远的凤阳小学，在师资校舍方面就连办高小尚且

困难的情况下，也办附设初中班。扎西小学为普及中学教育，小学一、二年级中断招生

两年，由各系统、街道居委会、生产队自行办班。小学数量虽多，但效益差，平均每校

仅47人。2．教师奇缺，小学教师拔高去教普通中学和附设初中班，造成两败俱伤。3．

教育结构单一，耕读学校、农中一扫而光。4．农村学校建立贫管会，实行贫下中农参

与管理学校。威信一中于1974年进驻工宣队。各中小学以“五·七”指示为纲，开展

“教育革命”，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实行学校与社、队挂钩，搞“开门办学”，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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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农场，建立学工、学农基地。5．取消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与选拔结合。推

荐读大专54人，中专255人。

到1976年，全县有小学792所，在校生37320人，毕业生15156人；完中2所，普

中4所，附设初中班56所，高中在校生436人，毕业生701人，初中在校生5 745人，

毕业生2 790人；师范班在校生22人，毕业生50人；幼儿园1所，包括学前班共6个

班，在园(班)幼儿221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威信教育迎来了春天，开始迈向辉煌。县委拨乱反正，正

本清源，积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教育工

作。

1．领导重视，县委书记亲自抓教育，以战略的眼光，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

位，“以教兴威促发展，造福乌蒙求振兴”。提出“育人育林”的战略治县方针，加大教

育投入，把发展教育事业列人县、区、乡(镇)干部的岗位责任制，作为考察干部和年

终评奖的重要内容之一。

2．加强充实教育战线的领导。1978年，任命王长积为文教局局长、邓廷楷为一中

校长、马成祖为扎西小学校长。同时，任命103位骨干教师为其他中小学校长、教导主

任。这是振兴威信教育的一项重大举措。 ’

3．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总共落实110件，件件复查，件件有结论，均作了妥善处理。弘扬尊师重教传统，提高

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全县实行农业四大指标奖，教师与行政干部等同享受。

1981年调资，全县剩余的40多个指标，全部划给教育系统，为一批骨千教师在增资之

外，多增加一级工资。对在高寒边远民族地区工作离家30里的教师发放特殊津贴。

1982年暑假，县政府拨款奖励一中近两年来作出成绩的教师33人和小学、民办教师代

表4人到北京、杭州等地旅游。1983年，县委、政府、人大组织春节慰问团，深入山

区慰问教师。

4．贯彻以“调整”为主的八字方针，进行“消肿”0 1978年，将76所附设初中班

(134个班)压缩为23个点。后逐年调整，至1982年，裁至5所11个班。小学由792所

调整到552所，民师通过整顿裁减到835人。中学至1983年为10所，其中完中由5所

撤并为2所(一中、麟凤)。教育结构也进行了调整。1980年，成立威信县教师进修学

校，一中师范班改由教师进修学校附设。同年，创办民族中学。1983年，开办威信县

第一农业中学(1987年改名为威信县职业中学)。

5．狠抓精神文明建设。1981年，县委批转宣传部等九个单位<关于广泛开展“五

讲四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并提出“拒腐蚀、树新风、尊师长、守秩序、

求上进”的要求，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这期间，响应“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的口号，许多教师“时

间加汗水”、“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栉风沐雨，夙夜匪懈，无怨无悔，

无私奉献，努力搞好教学工作。大批中小学都办得红红火火，生气勃勃。县一中校风学

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直线上升，因而声名鹊起，口碑载道。1980年，该校提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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