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乎罹膳莨、百



县教育志

平罗县教育志编纂组编



f：
翟
繇

。

：
。

1
絮

矿
：

矗
蠢

‘
”

穸

k
i

}
j萋

嘛
，
0

嚣

oI
o

工Nm卜

’
： @
一k
_
一

幻＼̂·
Jiit_
-
'

■
I-，

Z
’

L’
—

—
一

心喀丑L骤稻田A髻堇

q
‘

’
，

t
}

：_蠹鍪

j。，F：}p沁卢．．。#麝^t，．0；

、，。”n搿∥≯，、。，矿霄一铺～o；

，

、

．：囊。挚§≮，



凡 例

一、 (<平罗县教育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贝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并注意体现本地区的特色。

二，本志上限起自清朝乾隆年间，下限迄至1 9 8 6年，重大事件记到1 9 8 7年。

详今略古，以新中国建立后为重点。’

三、本志结构为章，节、目，体裁为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随附有

关章节。

四、凡历史朝代称号，一律用通称。历史纪年，均按当时习惯称谓。对各时期的称谓

用清代、民国、新中国建立后三个时期。

六、鉴于平罗、惠农、石嘴山地区的行政区域先后有过调整，本志只记现在(1963年

划定的县域)’平罗县所辖各类学校的历史和现状。

七，对人物的入志问题，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个别已故或仍健在的曾在教育事业

．h有过贡献并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分别予以立传或写出简介，现在仍从事教育工作并曾获

省，区级以上荣誉称号或奖励的人员均列入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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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李鸡勋购置郎润堂

房院一所"

“嘉庆元年"

“到1959年lo月改称文卫科"

“直到1961年又改称文卫

科。到1967年，矽

“曼卫组"

“地方人士史予继、郑子量"

“李呜勋购县城鹾大街郎润堂

房院一所作为学馆”

“打架斗欧"

正

应为口知县李呜勋修建朗润

堂书斋”

应为“嘉庆二十二年”

应为“1957年10月改称文卫科夥

应为“1961年又改为文卫科，直

多fjj967年"。

应为“教育组"

应为“地方人士史继经、郑置"

应为“李呜勋修建县域西大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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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l 7 5 l一一l 9 8 6

乾隆十六年(1751年)平罗县知县宋维孜捐资修建文庙，并将文庙房屋，学田等收

租，作为办学费用筹办学馆。

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李呜勋购置郎润堂房院一所，作为学馆，召集学生授课·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知县王世治增建校舍，将学馆正式命名为“兴平书院一．

·‘嘉庆十四年(1809年)知县王楚堂对∥兴平书院万大加整顿、捐钱营建校舍，改名为

口又新书院"。

道光五年(1826年)知县徐保字扩建书院，在江苏做官的平罗藉翰林俞德渊(渠口乡

人)赠银三百两助之。同年又建立义学三处，一在‘‘又新书院"东，一在自衣庵前清真寺

南，一在西河堡。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书院墙垣倾颓，房屋日渐破漏，知县张梯带头捐俸银二百

两，并邀地方热心公益的人士姚逢春等负责劝捐，吴元锦等负责监工。动工修建，使书院

焕然一新。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下诏决定，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止科举．

：。 民国四年(1915年)县知事王之臣在任，在“又新书院"增建宿舍厨房十余向，将书

院改为矗平罗县本城高等小学堂彦。
。

’民国七年(1918年)建立宝丰，石嘴山高级小学校。同年又建立宝丰，石嘴山清真高

级小学校。同时又建立清真初级小学校十四处，计有黄渠桥，南长渠，北长渠．东永润西

甲，渠口堡，通伏堡．灵沙下甲，本城老户，东永润东甲灵沙堡，李岗堡。惠威堡、外

红岗．清水堡。
‘

民国十一年(1922年)将‘‘平罗县本城高等小学堂纡改名为“本城高等小学校"。

民国十三年(1 924年)奉朔方道之命，将靠本城高等小学校"更名为胗本城高级小学

校矽，孟尚义任校长。
。 。

民国十八年(1929年)宁夏建省，平罗县设教育局，设局长一人，县督学一人，文牍一

人，局员二人，征协中任教育局长。
、

·

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平罗县城创办女子学校一所，校长由教育局长李冲和兼任。

民国廿年(1931年)宁夏教育厅组织了～个教育考察团，劐全国教育发达的地区进行

考察学习。平罗县有张国祯．征克欧二人参加，历时半年。，考察回县后张国祯任教育局

长，征竞欢到姚伏田州塔创办姚伏小学任校长，

‘ l ；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省府命令将县教育局裁并为县府第三科，设科长一人，科

员一人，办理全县教育行政事宦，还兼办建设事务。同年，将农村一些私塾改为公办学校．

民国=十五年(1936年)省府决议裁科，仍恢复教育局。设局长一人，县督学一人，‘’

军训员一人，书记一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将县教育局改为县府第四

科．设科长一人，督学一人，科员一人，书记一人．

同年十月问， “新安旅行团一到达平罗，驻平罗县城完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

亡宣传活动。

民国二十七年(1 938年)四月，中共党员杨一木在黄渠桥北校任教，苏文(化名陆平)

在平罗县城完小任教，李平山在宝丰小学任教，李万在石嘴山小学任教，同时进行抗日救亡

宣传活动，并秘密培养建党对象。是年将教员贺闻韶．王振纲(后改名王茜)黄渠桥北校

学生王延(原名沈存智)，平罗县城完小学生杨生桂，王学文，李发春送到延安学习，并

发展黄渠桥北校教员郭英教．李振声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二十八年(1 939年)第一学期试办中心小学制。全县划分四个联合区(以行政区

为单位)，以区长为学董，以平罗县城完小，黄渠桥小学，宝丰小学，。姚伏小学为中心学

校，各校校长为各该区的教育委员。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平罗县设义务视导员一人，四月又恢复督学。同年八

月将义务视导员改为国民教育视导员，隶属教育厅。

同年四月间，马鸿逵的特务机关一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派出特务在平罗县等地，以
共产党嫌疑，逮捕教育界雍民飞、杨天伟、童山斗．党清廉，郭铎教，蒋春芳．马兴隆．

叶松林．李如檀．雷润霖．刘振彦．高尚信，俞占魁．王振平(学生)、王福清、李翱风．

冒海珠十七人入狱。

民国兰十年(1941年)在黄渠桥设立。宁夏省立惠农中学黟．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派边振方来宁夏，在黄渠桥创设

矗国立绥宁师范黟，当年下半年即招生开课。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教员薪金以实物代替，每人每月发小米或小麦六斗至一石

(每斗15市斤)。

七月，在平罗玉皇阁设立“惠农中学附设平罗班”，有学生21人，教师3人．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教育厅批准，正式在平罗县设立以宁夏省立平罗简易师范学

校修，任命高尚信为校长．同年秋校址由玉皇阁迁到县城南门外水龙庙(即现在平罗中学

校址)·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平罗县城女子小学校改名为平罗师范附属小学．

一九四九年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平罗县城．平罗师范．师范附小和县城完小的师生在南

门外列队欢迎解放军入城。

10月25日平罗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任征克非为文教科副科长．

10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公布了建立少年儿童队的决议和章程草案．当年冬平罗

县即在各完小建立少年儿童队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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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在平罗师范举办全县教师座谈会，并吸收马鸿逵部队回家的一些知识青年参

加，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新的教育方针，方法等，学完后分赴各校任教．

一九五。年

3月，郭永胜(又名郭拴子)叛乱时，下庙小学校长张棣因向解放军报告了匪情遭杀

害．后县上追认张棣为烈士。

8月，文教科副科长征克非辞职，任命贾建儒为文教科副科长．

9月，县上建立了冬学委员会，县长刘润田任主任委员，全县各区、乡普遍办起了冬学。

下半年平罗县教育工会委员会成立，在乎罗师范和县城完小建立了两个组织员，其他

农村学校联合建立工会小组。 ．

寒假，全县教师集中在平罗师范学习，初步交代了个人厉史，历时一月。

一九五二年 ：

暑假，在平罗师范举办全县教师座谈会，继续交代个人厉史，并学习了中央教育部剐
部长钱俊瑞1951年8月17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要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

识分子·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敦育。肃清封建的．卖办的．法西

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的新教育黟。 ．

冬季，县委书记白国明担任冬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县人民政府通知各学校配合土地改

革运动，大办冬学。 ． ．

10月18日至24日，姚伏完小校长杜仲元出席了宁夏省第一次模范教育工作者会议．姚

伏完小被评为甲等漠范学校，杜仲元评为甲等模范f+ ：

一九五=年

10月，中小学教职工的工资由实物工资‘小米或小麦)改为货币工资，实行工资分

制，死分话评． 、

冬季，县上召开全县第二次劳动溪范大会，在会上奖励了模范教育工作者杜仲元等十

人．
一

一九五三年

1月25日至2月3日，杜仲元，周史彦，．马寿极．吴春章出席了宁夏省第二次劳动模

范及模范工作者代表会议。
。

·’-⋯，
4月根据政务院“关子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黟和”宁夏省整顿小学教育方案“，

开始对全县小学教育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7月2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青少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平罗县各级学

校即开展“三好"活动。

秋季，在县城一完小创办幼儿班一处，由杨鸣风负责．

·，。．一九五四年 。

6月，全县教职工实行新工资标准。

， 秋季，开学时，改“宁夏省立平罗简易师范’’为“平罗初级中学，． ，‘

一九五五年

2月26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通知，乎罗中学由省教育厅交平罗县管理，平罗县予同

年6月19日接管平罗中学．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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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平罗县人民政府第四次行政会议决定，将平罗县城完全小学改名为县城第
一完全小学，平师附小改名为县城第二完全小学．任命吴光复为第一完小校长，赵忠华为

第二二完小副校长。

3月，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守则"(20条)，全县各小学贯彻执行。 ．

暑暇，中学教师在银川师范集中学习，开展肃反运动。寒假，、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在乎

罗中学，进行肃反运动。

一 一九五六年
． 教育部(56)计劳董字第30号文件决定； “对全国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事业人员工资

实行改革"，。全县中小学教职工的工资都进行改革，普遍有所提高。

二九五七年

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t 以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

方面都得蓟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全县中，小学立即贯彻执

行这一方针。

暑假，在平罗中学举办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会，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号召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沦帮助党整风，开始了反右派

斗争。教师中有29人被定为右派分子。1979年落实政策全部改正。

9月，姚伏完小附设一个初中班，任吴光复为姚伏中学校长。同时平罗中学开始招收

高中学生50人，发展成为完全中学。

10月，文教科改为文卫科，任命韩书臻为科跃。 ．，

一九五八年

1月，在县城第J完小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继续刀：展整风运动，并进行“反右派补

课"。 ．‘

3月，姚伏中学开始建筑，师生自己动手平整地基，建成校舍40余问。

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方针。

9月30日自冶区筹备委员会发出《关于动员文教战线一切力量支援钢铁生产的掐

示》。自9月底至12月全县各级学校开展了大办农业，大炼钢铁活动，各中小学帮助公社秋

收、积肥、植树造林，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义务劳动。平罗中学带领学生上武当山建炉炼铁。

11月改文卫科为文卫部，韩书臻任部长。

， -九五九年．

春季，创办了前进农业中学，校址在小兴墩。

6月l口，在全县少年儿童中开展了六好队员，六好中队，六好辅导员活动(思想觉

悟好、努力学习好，热爱劳动好，锻练身体好，关心集体好，社会活动好)。

一九六。年 ，

3月，按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团委通知，在全县中(初中)小学开展学习刘文学．

傲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

4月15 IEI，平罗文教群英会开幕，县委副书记宋必辉作了报告。19日闭幕，选出了出席

自治区群英会的集体代表平罗中学校长夏森、灵沙小学龚克礼、通城小学王进宝，‘以及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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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代表鲍焕文，王维斗，安振民、马秀文、王挂英、严美英，于5月10日，出席了自治区文

教卫生群英大会。6月1日平罗中学校长夏森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作为主席团成

员，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6月自治区文教厅在前进农业中学召开了农业中学现场会。各市，县所属农业中学参

加了会议，交流了办学经验。

6月1日，城关二小、姚伏完小．高庄完小、灵沙完小被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评为全国

少先队工作先进单位，路国枢，张兰香．李绍援、王玉祯被评为先进儿童工作者。

8月，在宁夏全区开展了所滑反坏人，坏事的“双反一运动，平罗县的全体教师都投

入这一运动中。平罗中学二名教师被逮捕，一名死于西干渠。
“

一九六二年

3月14日至21日，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宣教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全区的八所重点

中学，平罗中学即其中之一。

12月，改文卫部为文卫科，冯清泉．贺万新，解学颐任副科长。

一九六：年

1月，全县各机关、学校进行精简人员，教育界精简教师13人，

一九六三年，

3月5日，全县中，小学开展以向雷锋同志学习万的活动。

5月，各学校组织学生进行访贫问苦、写村史，家史等活动。

10月，调整了中。小学教职工的工资。升级的条件是一看教学任务，二看业务水平，

’三看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适当照颐资历和教龄。一般只升一级，少数优秀教师及工资过

低的个别教职工可升两级。 ，

．一九六四年 ．

2月20日至28日，平罗中学作为先进集体，城关一小教师陈爱月作为先进工作者，出

席了自治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5月4日，．建立了中共平罗文教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由平中校长夏森担任，副书记

由文卫科副科长贺万新担任。

这年，农村各公社普遍办起了耕读小学，县E为每个公社配备了一名耕读教师·

二九六五年

全县开始了口四清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全县中小学教师454人中，开除公职的47

人，精减回乡的27人，送农场劳动的9人。

， 一九六六年 。

5月16日以后，全县中，小学先后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一千小组。

。 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平罗中学，举办了为期56天的“学习会黟，搞批斗，

抓“黑帮"，大部分教师被批斗。“学习会"结束后，责令所谓的矗黑帮”到农场劳动，

接受审查。 ： 、．

8月18日以后，全县各中学建立了“红卫兵黟组织，小学建立了“红小兵謦组织。学

生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停课闹革命。各学校的工作，逐步成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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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展开。全县部分中小学教师和“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俭阅，中学师生纷纷蓟外地
串连。

二九六七年

1月后，全县各中．小学相继成立了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下，县文卫科及各

级学校机构，先后瘫痪，被群众组织所代替。

二九六八年

2月，平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政治处下设文卫组，张鉴琛任组长，各学校先后成

立“三结合∥(工人或贫下中农代表、教师、学生代表)的革命委员会或领导小组。

春季开学时，各中小学先后成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参加学校管理。各学校开始

“复课闹革命黟与教育革命。 ，

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平罗中学清理阶级队伍。不少教师被打成“特务，、

“特嫌"或“反革命黟而被清除出教师队伍。

这～年，小学普遍实行“五年一贯制’’，中学由原来的“三、三制一改为。二．=

制黟，即高中二年，初中二年。

二九六九年

根据党中央毛主泽东主席“知识青年珂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中

学开始动员祝高中毕业生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5月，文卫组改为教育组，隶属于生产指挥部，组长鲁化龙。

这一年有一部分公社小学附设了初巾班，称为七年制学校。

中，小学由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改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 。

? 一九七。年

7月7日，平罗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处批复五香、六中、小兴墩、新民，惠北、兰丰，

火车站，许家桥，宝丰．高庄、灵沙．周城12个七年制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时又批准

城关(平中)、姚伏．黄渠桥．头闸，崇岗5个学校为九年制学校并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一年

春季，大，中专院校恢复招生制度。到农村插队落户或回乡劳动两年以上的高、初中

毕业生，经过推荐选拔，可升入高一级学校。办法是t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

择优录取，学校复审。

同年平罗县革命委员会颁发了“关于小学教师管理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 矗小学

教师由县上负责分配、调动，公社负责管理使用"。

这一年，对民办教师的，寺遇进行了凋整，由原来每月7元的生活费提高到15元。

7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

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是资产

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长期成为广太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o

lo月12日改教育组为文教局，设领导小组，马振江任组长．

一九七=年

1月15日开始，文教局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协同社队开展扫盲工作·到二月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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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小学教师653人参加了扫盲工作。

9月24日，文教局转发教育部重新终订的口中、小学学生守则哆。

11月1日起到73年1月24日止，举办了小学教师培训班，有公民办教师48人参加学习。

这年起为了改变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使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

域”，派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全县各中小学。

一九七兰年

8月10日口人民日报矽发表了搿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张铁生的高考答卷)。全面

否定文化考核，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各类学校统统实行开卷考试。

“人民日报"、 “光晚日报黟同时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黄帅日记)，并加

了编者按。提出把青少年培养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制的人。于是全县中，小学发动学生批

判“师道尊严秒。

一九七四年

3月，县文教局组织学习与贯彻中发(7i)5号文件，清查“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修

在本县的影响。在学习中开展了“反回潮"运动，掀起了“反潮流黟、破“师道尊严一的

浪潮。使全县中小学再度出现混乱局面，o不少教师又一次遭至c}了批斗。

7月，开始了“批林批孔舻运动，同时大批“学而优则仕"， “关门办学黟．提倡

_开门学办妒，学习“朝阳农学院"到农村大课堂去上课。

一九七五年

2月21日，县委批复文教局，同意成立口中共文教总支委员会”，刘天荣任总支副书记。

4月25日县上召开教育革命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关于积极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增加

民办教师黟和“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没黟的意见。

8月，利用暑假期间分片举办了理沦学习班。以毛泽东主席关予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为指针，以营阳大寨和朝阳农学院为榜样，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奋斗。这

次学习班全县有1300多人参加。

10825日建立“平罗县五、七大学黟，校址在前进乡沿河村。

11月29日县委任尤新华为中共文教总支书记。

二九七六年 ：

4月，全县教育战线外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o

10月，全县各校师生员工举行集会，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靠四人

．帮圩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宣布“文化大革命节结束，‘开始批判矗四人帮"制造的。两个

估计"。

一九七七年
·’

3月，根据教育部通知，全县教育战线掀起学习雷锋的新高潮。

8月，中。小学恢复秋季始业，将春季招生又改为秋季招生。

11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全县中小学教职工调整了工资(升级面占40％)· j

11月11日，恢复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二九七八年

县城第一完小被评为全区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并确定为全县重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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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团委以宁团(1973)75号文件颁发了“关于恢复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取消

口红小兵组织"，恢复“少年先锋队"组织名称。

，4月，全同敦育工作会议提出新时期教育战线的“中心环节足提高教育质跫席．口要

认真从中小’学抓起，切实打好基础”。平罗县文教局研究决定从各方面努力一贯彻这一精

神。

8月，平罗县文教局为提高中，小学教师文化业务水平，决定于8月1日至7日在

城关三小举办骨干学习班，研究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8月10日至20日，各小学以公社集

中，中学分片集中举办学习班。

根据1977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关于“工宵队黟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将各中，

小学的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宦传队全部撒出学校。

二九七九年

平罗县革命委员会以平革文发(1979)1号文件发布“关于恢复平罗县教育工会的通

知黟。1979年1月8日至9日召开教育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教育工会第三届委员会。

上半年对全具15所巾学的初中班进行了调整，学制由过去的二年制改为三年制。。+

正式成立平罗县第二中学(完全中学)。

这一年认真地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师中的冤、假、错案得到落实，撤销原处

分的115人，批准复职的78人，离退休和退职的28人。

11月起实行班主任津贴，中、小学的班主任按班内学生人数每月最低4元，最高7元。

二九八0年

6月10日；平罗中学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全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一。

自治区教育局确定平罗县城关一小为全区30所重点小学之一。

全县40％中，小学教师增加了一级工资。． ·‘

-二九八二年

县文教局对全县中小学民办教师进行考核，合格者颁发任用证书，并规定凡民办教师

转正一律凭任用证书，方能参加转正考试。

对民办教师进行亍定级，一等每月33元，二等28元，三等23元。全部发给本人。这一

规定自1981年1月1日实行。

根据自治区教育局《关于大，中，小学加强纪律教育的通知》精神，3月21日平罗县

文教局制定了矗平罗县全日制小学学生学习生活细则(试行草案．)厅，报自治区教育局备

案。自治区麴育局审阅后转发全区各学校参照执行。

8月26日，教育部颁发“中小学学生守则"，并决定1981年9月1日起执行。

平罗中学体育教师郭光沛在《光明日报》、 《体育报》联合举办的“全国千名体育教

师奖”的活动中，荣获千名优秀体育教师金质奖章。

二九A．--‘年 。 ’

3月25日至27日自治区召开全区教育先代会、平罗县城关一小，步口桥／J、学、北长渠

小学以先进集体出席了这次大会。马园林，胡催和．丁汉林，陈俊、郑学仁、赵阿珠、靳

忠华，孙天录．雷光贤、李保华以先进个人出席了大会。

5月．城关一小开始恢复升耳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后推广到全县，

· 8 ·



’7月、县文教局转发自治区全日制小学校厉。

12月6日文教局设农民教育办公室。
。

二九八三年

将各小学附设初中班一律撤销。

6月25日在县上召开了“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表彰黟大会，

并邀请25年以上教令的老教师参加了大会，颁发了“园丁纪念章黟。 ．

决定平罗中学，平罗二中，黄渠桥中学，姚伏中学为完全中学，其他中学一律改为初

级中学，并将学制逐步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5月13日，北长渠小学校长丁汉林被教育部、中国教育工会决定在。全国五讲四美为

人师表活动先进代表会议黟上表彰的857名优秀教师之一。

儿月12日，城关一小教师朱秀珍被自治区教育厅授予模范班主任，并颁发了证书·

二九八四年

1月27日，高庄中擎教师李保华在京沪七报联合举办的“全国优秀班主任”活动中被

评为优秀班主任，

2月27日，县文教局改为教育科，另设文化广播电视科，任命黄震中为教育科长，

3月，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县委书记武思谋和县长马维良在会上作了报告。

4月28日，教育科印发教育部制定的靠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征求意见稿)六条o

6月1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平罗县教师进修学校黟为中等专业学校。学制二

年，学生毕业后承认中师毕业学历。

8月22日，平罗中学教师郭光沛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光荣称号。

9月，自治区教研室，在平罗城关一小一年级一个班开始进行低年级“听说训练一实

验，探讨听说训练的原则，内容和方法。

10月26日，平罗县创办一所职业中学，校址在现在的二幼。1985年秋与二闸中学合

并，称职业中学，取消二闸中学名称。

10月，全县18所中学，l7r个学区的中小学教师普遍建立了考德、考能，考绩、考勤为

主要内容的教职工岗位责任制。

lO月平罗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平罗县黄渠桥中学改名为“平罗县回民中学"。相继将通

伏，宝丰两所初级中学改名为“回民初级中学黟。

10月平罗县成立了“回族教育促进会"，知名阿訇杨秉城，王明贵．何英祥，马成

华、郭占贵分别担任了平罗县回民中学．宝丰回民中学，灵沙中学、高庄中学、通伏回民

中学名誉校长·

在县城又创办“第二幼儿园"，园址在人民法院西坝9。

二九八五年

教育科组织检查组，对全县各小学进行“入学率黟， “巩固率黟、 “毕业率胗、 “普

及率"的检查验收工作。

教育科组织人员对全县农民教育进行检查验收，达到自治区规定的“基本扫除文盲

县万的要求。

平罗县民族宗教事务科，在1985年全年共拨给“民族教育黟经费96，000元，重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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