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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辽宁省的普通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守，下， 36年间有了巨大的改

革与发展，成绩显著，经验丰富。为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教育

科学体系做出了一定贡熬。

"前事不忘，后才t之蹄。教育夫才二，岂可忘之。"主视并有计划地研究与，巴结正

反两个方面的经捡，总:阵主11 ;主今后汗通教育事业的改革步伐。为了起到"资洁、教化、

存史"的作用，注编寨《辽宁省志·教育志》、 《辽宁省普通教育年鉴》与各结领寻机

关、教育行政部口、基层单位有学校以及有关研究人员等提供基本资料，我们编辑了这

术《辽宁省普通教育大事记》。

水书以 1985年底辽宁吉行政区主IJ为准， 1l1d茸的普通教育史实与各种数字 1954 年 3

月以前，贝IJ按辽东、 .i1四两者分剧记事， 111年末统计fJ1IJ为全辽宁地区的数字。

本书采用编年体，按年、月、自 )1\iJi}于一事 '1己，必要时辅以记事本末体，记述了自

1949年建国以来至 1985年年末为止辽宁全省普通教育战线上的大事、要事、新事。 同时

对某些重要的方针、政策、指示、决;豆、草程、条例等文件，以及重要会议，主要领导

豆、讲话都作了梢洋的捷泣，以，使突出<<:1("手记》的资料性。

本书的资料，主斐;未必;\T辽宁省人民政府档案馆、杳关报l习:IL

直属各单位、各 11)教育行政部门、各 dr教育志办公室，以及沈阳扶路窍习东立电业管理

同、辽 fí口石油化纤'公司、辽河石油勘探昆等部门的教育处。共收入 1796 条50余万字@

为了便于查!窍，的有索引。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上述各有关部 n、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谨致诚挚

的谢意。

由于资料不足及编苦水平r*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有f电广大读者给 f1tt汗揭

iE 。

辽宁省教曹志编篝委员会办公室

1 98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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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9 年

4901 10月 288 江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发出《关于儿童生活捂导上的几点;在

兑>)0 <(意克》针立于各市、县学校出现的体罚与变相体罚或用强迫命令的方j去"教育改造"

JL童的问题提出要求1.教9市更多学业务， 用各种方法(谈话、 现察、 家庭 ìjj 问

等〉了解儿童心理及社会环境，找出学生犯错误、不守规则的原因，有针对挂地而￡、地

进行教育。 2. 妥善于掌握儿童心理，利用儿童好奇心、竞争心、爱美，心、事仿性、好

动柱等特点，有计划、有组织地从积极方面指导儿童的生活。 3. 以民主集中的原则建

立儿童组织，开展各种竞赛，启发儿童自治，把学生吾成学校的主人。 4. 要制定儿童

生活指导计划，教师要为实现这个计如尽一切努力。

4902 10月 31 吕 jL四省人民政商发出《关于开展今年冬学运动的指示>) 0 <<指

习功要求各取县遵照执行东北人民政府 10月 20 司适令规布的《东北仁至 1949 年冬学实施

办法》。并作出如 F指示1.今年冬学，必须与今冬本省农村中心工作密切结合。 2. 学

习期限，可定为3个月，基本上可自 12月 1 日起， 明年3月中每以前全部结束。 3. 冬学

经费，要响应本省节约救灾的号召，各市县要规定较严格的开支标准。 4. 9哥资由

县、区举办冬学教员训练班解决。 5. 学习内容，应根据群众需要，进行识字教育与学

习算术。同时教育群众普遍知道中华人民共扣国诞生的意义，热爱祖国，爱护国旗，会

Ii吕国歌，拥护人民自己的政府，爱护国家财产，遵守政府i~令，了解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的意义，巩固贫雇农优势与贫雇中农团结，镇压地主翻妃，提高警惕，防好防特等。要

使群众了解今后经济建设任务的立在巨，必须改良工具与经营方法，发展生产， 二百约接

荒，准备好明年春耕 6. 为巩国与发展冬学成果，要和农村黑板报、广播等配合起

米，以结合当前农村中心任号， 广泛深入开展农村立教工作。 7. 各市县妥注意掌握重

点，句:豆 ~~J选一重点村，县 ilJ选择2至3个重点材，培东典型，交施经验以推动、领导全

县冬学运动的开展。

4903 10月 辽东省敦白: J了出刊《汪东教育》。

4904 10月 ii ptj省人民政府教育J1'召川L弟一次中等教育会议 e 会泣的中心内容

址:在H切东:lt 人民政府教育部第四次教育会议精神，认真执行新型正规化的方针，如强

学校摸导，改进教学工作，提远教学服量。

会议对:ìlr--' 步搞好 "1/;号:教育提出以 F:ill:JÆ!..: 1. 主fl 强思想政治教育。 2. 加强文住

(仆'二)敦白。 :1. }JII ~!& Il!li ~巴敦窍。 4. 圳强贺'f: 1". {L [} . 1m 强校 Kít''.i寻 l}f 1f. 
6. 加强在阳、教员的政 JfI予 >J 手n 业务于:斗。

此外， jEi义赴中莘学校的结iH~锅制、经费和工去班等问题都提出解决}i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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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5 11 月 48 辽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在甲、中小学教职员学习的指示)) 0 

《指示》指出:我省中小学教职员学习都度，一般的是建立起来了， {旦方针还不够明

确，学习内容、重点还存在铺差，特别是坚持下去、探持经常的学习制度，还是很差

的。组织与领导教职员学习，在吕前应以业务学习为主，结合业务，学习政治，实行

"教什么，学什么首先教师学好、学适，再去教学生。从理解教材内容到教学观点

方法的认真研究，便能比较正确地掌握、处理教材进行教学，逐渐达到精通业务。其

次应重视各科教学小组，使之成为准备教学及制定教学计划进度、精籍教材、交流教学

经验的经常住组织 e 第二，各校校长、教导主任，要切实负衰，亲自动手，组织与霸导

这一学习，把它当作领导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教职员学习成绩应列为考绩及评模

条件之一。(<指示》还附发了《中、小学教职员学习计支吟，明确规定了中、小学教员

业务学习、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时间、方法和有关的规章靠自度。

4906 11 月 198 辽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 ，并要求各

市县将东北人民政府《关于冬学实施办法》与本指示一并执行 o {(指示》的主要内容 z

1.开展冬学运动必须正确执行群众路线。要贡拇"干部积极分子带头，坚持自愿原

则，反对强迫命令"的精神。冬学的组织%式，必须棋擂群众生活、居住和生产条件，

可以组织正规班、炕头教学与家庭教学等各种形式:并可自愿结合组成读报盔、 通讯

组、文娱组、助产组等进行专题的学习，反对千篇一律的形式主义 2. 冬学时间.一
段定为两个半月。从本年 12月 5 日开始至明年2月中每结束. 3. 学习内容。应根据群众

需要，着重教育群众识字和记帐。冬学结束，要求纯文盲能识二、三百字，并能记工怅

及日用胀吕:科学知识教育，应着重教育妇女懂得卫生常识，反对封建迷信:生产教

育，应结合当地群众的生产活动，着重教育群众搞好副业生产，办好供销合作社，实行

城乡互动，工农联盟，生产节约，互踌合作，准备萌年大生产:政治教育，应从群众思

想出友，着重教育群众懂得人民共和国涯生及各县、区、村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的

重大意义。同时，深入进仔爱国主义教育，巩固贫雇农和中衣的团结，镇压地主翻担，

提高警惕，反奸反特。 4. 冬学教员从三方面求得解决 z ①小学教员。这是冬学教育的

骨干。②有相当知识的村干部积极分子。③民间知识分子，放假回家的那范生、中学生

及小学生等。 5. 冬学经费。可按本村制定的开支标准，以行政村为单位应群众筹募，统

一分配，厉行节约。 6. 冬学的组织。应由各级政府教育部门负主要贡任，并很好地运

用冬学委员会，经织一切有关部门，利用一场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参加冬学运动。

490t 11 月 辽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召开第二次教育科长会议， 38人出窟。会议肯
定了6月第一次教育科长会议以米的工作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会议讨论了 1950年

的工作计划，布置了冬学工作。

4908 11 月 辽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召开市、县教育科长会议。会议员翻了整

顿、巩固、提尚 llil 民教育的方针。在震量上提高现有学校，使之;走上正轨，安求政函、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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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并重，如强业务领导.培养典型:提倡多开专门研究会，组织教学研究和公开教

学，少开行政会:如强在职教员学习:加强乡村小学的作用:对部分小学和教员进行器

整:建立教师考核和升降级制度.逐步健全行政领导系统:充实教育部门，建立请示报

告与会议制度，等等.

4909 11 J:I 辽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提出 0日强师范教育意是>> .指出:办好J1ijî

范教育是提高国民教育的主要环节.入学考试要严格，程度不要过低，要改善师范学校

的教学条件，提高教员素质，改善教学设备，中9甫一般不分释，教育课嚣无教材，可先

讲《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 .师范学生毕业后，必须做两年教育工作，才能转业.

全省划为 4 个师范区，即:国乎、铁岭.新民、费;+1.

4910 11 月 汪东省冬学委员会于11月 141.:1成立.教育厅厅长苏庄任主任，省委

宣传部长蔡黎等 8 人为委员.

4911 1211 18 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rlj 汪东省教育厅发出《揭示信)) 0 对进行

实物教学、 1克擎教学:中等教育工作的领导方式:教学工作中的期中捡查 z 各科教学计

到与教学自的、教材敦法的运用等，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

4912 12月 10日 辽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召开第二届教育科局长会议.市长王新

华作总结报告。 。员告》总结了原辽西、辽北两省春季分别召开的教育科长会议以后半

年的工作情况:提出了今后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任务。<(报告》指出=文化教育工作

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要进行扫捻文盲运动，搞好今年冬学:国民教育是重要的政

蔚任务之一，要加强辍导，健全国员教育的部门工作，改造镜寻方法:加强教9哥学习提

高敦蝉震量:解决好办学经费.

4913 J草草 握年未统计 z 辽宁地区普通中学90Ji}f • 毕业生6572人， 其中高中

436人，如中6136人:招收新生28928人， ι其中高中 1704人， 初中27284 人: 在校学生

52659人，其中高中4084人，初中48575人:教职工4231 人。

小学 14448所。毕业生38035人，招收新生130227人.在校学生 1853371人. 教职工

40408)、.

幼儿国 25所，在菌幼儿1129人，教职工1妇人。
中等师范学校9所，毕业生2111人，招收新生3403人，在校学生7472人，敦职工643人，

1 950 年
每

5001 月 18 .<<辽东大众》发表短汗《把学较中建党工作开展起来》。短ìf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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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并重，如强业务领导.培养典型:提倡多开专门研究会，组织教学研究和公开教

学，少开行政会:如强在职教员学习:加强乡村小学的作用:对部分小学和教员进行器

整:建立教师考核和升降级制度.逐步健全行政领导系统:充实教育部门，建立请示报

告与会议制度，等等.

4909 11 J:I 辽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提出 0日强师范教育意是>> .指出:办好J1ijî

范教育是提高国民教育的主要环节.入学考试要严格，程度不要过低，要改善师范学校

的教学条件，提高教员素质，改善教学设备，中9甫一般不分释，教育课嚣无教材，可先

讲《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 .师范学生毕业后，必须做两年教育工作，才能转业.

全省划为 4 个师范区，即:国乎、铁岭.新民、费;+1.

4910 11 月 汪东省冬学委员会于11月 141.:1成立.教育厅厅长苏庄任主任，省委

宣传部长蔡黎等 8 人为委员.

4911 1211 18 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rlj 汪东省教育厅发出《揭示信)) 0 对进行

实物教学、 1克擎教学:中等教育工作的领导方式:教学工作中的期中捡查 z 各科教学计

到与教学自的、教材敦法的运用等，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

4912 12月 10日 辽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召开第二届教育科局长会议.市长王新

华作总结报告。 。员告》总结了原辽西、辽北两省春季分别召开的教育科长会议以后半

年的工作情况:提出了今后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任务。<(报告》指出=文化教育工作

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要进行扫捻文盲运动，搞好今年冬学:国民教育是重要的政

蔚任务之一，要加强辍导，健全国员教育的部门工作，改造镜寻方法:加强教9哥学习提

高敦蝉震量:解决好办学经费.

4913 J草草 握年未统计 z 辽宁地区普通中学90Ji}f • 毕业生6572人， 其中高中

436人，如中6136人:招收新生28928人， ι其中高中 1704人， 初中27284 人: 在校学生

52659人，其中高中4084人，初中48575人:教职工4231 人。

小学 14448所。毕业生38035人，招收新生130227人.在校学生 1853371人. 教职工

40408)、.

幼儿国 25所，在菌幼儿1129人，教职工1妇人。
中等师范学校9所，毕业生2111人，招收新生3403人，在校学生7472人，敦职工643人，

1 950 年
每

5001 月 18 .<<辽东大众》发表短汗《把学较中建党工作开展起来》。短ìf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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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一、妥捏学校中的建党工作开展起来，必~l继续反对关门主义。第二、更反对关

汀主义，同时又要防止拉夫凑数，降低党员标准。第三，学校中建党工作必须与建因工

作密切结合起来。革四、只有充分发展教与学中优秀分子入党，才能提高党在学校中的

威信。

5002 、 2月 258 中国长春铁路营理局、辑州铁路管理局、 吉林铁路管理局转友

快逗部《关于取工子弟中小学人民助学金暂行办法}。并责令各铁路职工子弟中小学校

认真贯街执行。

5003 2月 汪东省人民政府发出《辽东省农民识字运动实施办法)) • ((办法》茹

出 z 翻了身的农民迫切要求识字学文化，作为生产建设与人民民主专政重要力量之一的

在员，必须识字。掌握这一武器，才能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

示从80%人口中扫除文盲是建设新中国的必要条件"。自此，要把冬学转成经常性

成人补习教育，在冬学基础上开展农民识字运动。((办法》还对学习对象与要求、学习

期限与时间、教师与教材、组织与形式、领导机持与日常工作以及经费等做了具-体兢

/..t.。

5004 41'1 58 东北人民政府发出通知 z 为适应文化教育工作发展的需要，经本

府第六次行政会议决定，各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改为文教厅，各市大提政府教育局改为文

教局，主管各该省〈市)内文化教育工作，在业务上分别接受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

二部领导。

5005 4月 20 日 辽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教育工作必须与生产结合的指示》。

《指示》指出，今年是解放后的第一年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争任务"。因而，

教育工作必须与生产运动柜结合。其具体数注是1.学习革命知识，学习经济建没的

政策。 2. 教育工作更为群众的生产建设服务。全省各学校及社会教育部门，应该充分

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挂动群众的生产热情: 0 应根据自己的条件为工人举办工余补习学

校、夜校，为工农开设民敦信(后改为文化馆) ，为农民开办民校等。 3. 学校j陌生安

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

5006 41'1 24 吕 放大行政公署文教厅为推功 :td 苏联学习， 邀请苏联中学校长f1ô

《天 r- rjJ 学校长的任务布经常工作》的报告。辽东;辽 IFi 跨省摆出代表参加。

5007 5月 辽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召开第二次教育科、局长会议。 会议总结了

1949年开展冬学运功的情况，提出了 1950年办好昨众识字教育的具体措施1.建立强

有力的识字远功吸号飞机构。 2. 1'\(1'4" 也须与生产朵白，与 11 1 Jl~、工作f占 it" 3. iÇ{ 宁=ì骂骂j

f也当í~)主群众路线 j 使之成为盯众自己的事。 4. 加强民校拉姆的技巧支边主立学方 j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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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长王新华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

5008 6月 .-7月 )1.西省人民政肃文教厅召开第二次中等教育舍议-各市县中等

学校校长、教导主任50多人参加。会议总结了半年来贯韧东北第吕次教育会议精神所取得

的成绩，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具体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交换与研究了解决问题租飞

克服缺点的经验和意见。

会议提出，要克服教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过分萦张现象:加强按此学习，搞好新编译

课本的研究工作:整顿工作作风，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铜导。

省人民政府主菇杨易原歪IJ会并讲了话。文教厅副厅长巩绍英做了会议总结。

5009 、 7月 2 吕 辽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工表文化补习班凡辛具钵问题的规

定)) 0 <<规定》要求1.工农文化补习班暑期不放假，如学员在特殊事情者，可酌

情准假供给经费按月发放 2. 学员治病的大宗在药费，告不予报销，由黑县或原机

关负寰。 3. 女学员的卫生费，在60分之外，允许另造预算飞，按标准发给。怀孕的女学

员，不能学习可动员回家或吕机关休养。 4. 荣军在该班学习不安心，可以介绍到省荣

管处处理。个别实在不安奋学习愿意吕家的，经县政府讨论决定送其回家，并嵌省岳

查，路费允许报错。

5-()1 0 7月 15吕 《辽西教育通讯》刊载辽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挂锄期间j开展民

技工作的指示)) 0 <<指示》指出:今年4月初，各地冬学结束时，省府曾指示捷冬学转为常

年民校。 3个月来，有 13万多吉、壮年男女农民参如了学习。在农民中， 开始转变"年

年上冬学，年年重新学"的认识。

《指示》继续指出=现在农村铲趟接近完成，一个半月左右的挂锚期间农事较间，

各级领导应抓紧这一季节，进一步开展民校工作，普遍推动农村识字运动，并使民校学

习同生产和中心工作密切结合。

《指示》进一步指出 2 民校的学习时间，早到早散，并争取逐步引向学习时间固

定。民校的教学方j去，要提倡三勤〈间、念、写〉团会〈念、洪、写、.用) .适当的开
展学习竞赛，应发挥村小学的基点作用。

《指示》最后指出， ~互寻安:注意掌握， 1:t: i主锄转入秋收时，民校学习不能自流停

顿，丽应使民校适应生产，成为推动生产的教育者和组织者。

5011 7月 辽东省人民政府文软厅厅长苏庄到海城县提察学校教离工作，‘并在

全县小学教师表奖大会上讲话。

5012 7F1 应毛泽东主席邀请，东北地!王组织少年儿童放行医去首都北京旅行矿

锦小时市 9 名少年同，意队白、汽衷~iL两省参加了旅行闭，在北京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周里来，且

理眨j接见。在首都旅行期间， ì}j rl '.l r 着，:fi 作家赵树埠，并丰~l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举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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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参加了青年园中央举办的鸡尾酒会e

号。13 8月 178~208 辽西省人民政府在锦州市召开了模范教育工作者代表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全省25个市、县的模范教师、教育工作者代表和教育科长等共214人.

会议总结交混了全省教育工作经验.通过总结交流经验，进一步明确以后努力的方向.

会上向 15 名一等、 50名二等和94名三等模范教育工作者发了奖。省政府主席扬易辰出

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文教厅厅长王新华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辽西省教育的发展道路与

我幻的责任》的摄告.

8月 17 日， <<辽再日报》发表了社论《光荣属于人民教师)> 0 

5014 8~ 21 吕 辽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发出通知， 下发 1950年 F半年中等教育

工作主十划。工作计却提出1.要改进教学方法，克服敦学中的形式主义，制订具体的

教学工作计划，加强领导教员学习，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2. 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根据学生文化程度适当编班，以利教学:加强教员的教学研究工作，创造对工农教育的

经验和方法:树立学生长期学习思想，防止急于求成，好高莺远的锦 ιtJ ;继续办好短期

工农班。 3. 加强对重点学校的领导，及时交流重点学校在教学上的经验，使重点学校

的工作与一般学校的工作相结合。 4. 加强对其地工作的具体领导。

5015 9月 16 目 中央电影制片厂到海城县八里秀牛路小学拍摄"民办小学经验"

纪录片，并在全国放映推广。

5016 9月 辽宁地区各中学自然科学各科开始使用东北教育部编译的教书书并

采用?五级分"记分j去.

5017 9Jij 辽宁地区开始举办工农速成中学。

5018 10月 1 日 中共辽东雀委书记高扬亲自蚕豆海城县第一中学(gp原同泽中学〉

娘对事报告.号召全县广大师生积极参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5019 10月 218 辽西省人民政指文敦厅发出《关于加强对全体师生时事形势教
育的指示)). ((揭示》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并拒战火引向我国的罪行，

同时分析了国际形势。<(指示》要求，要对全体j陌生进一步加强关于时事形势的-教育，
使全体那生了解1.美帝国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 2. 我们热爱

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也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以提高反佳路保和平的决心和信

心. (<于旨示》还又才向!陌生进行时事彭势教育的学习内容和时间安排作了具体规定。

5020 1 OJij 238 汪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发出《根据目前形势，疏散部分中等学



5021-23 7 

校，延期开办王农速成中学的通知》。其中规定=省立安东那范中的拐师学生分别介绍因

本县中学附设贿范班或中学内借读:中师及简y市迁至西安部范〈现吉林省辽裙、市师芭〉。

5021 10月 27 日 辽西省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1'950年冬学运动的指示)) 0 ((指

示》指出:冬学是目前·农民业余教育主要影式之一，是一斡规模假广的农民群众学习运

动。同时，也是树立农村常年学习的基陆，应认识开展工农识字运动，是今冬与今后长

期内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

《指示》根据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试行开展农民业余教育实施办法》的原

则，结合我省当前情况。特作下到规定1.在对象上，应着重农村干部、各种积极分

子，其次为一般青壮年男女农民。 2. 今年冬学的学习时间，一般规定由 11月中旬开

始，到明年3月中旬结束。保证学习三个月，争取四千月， 每天学习二小时。 3. 凡已

建立的县、区、村三级"识字运动委员会" (县可合称"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 ) ，除

领导冬学外，并继续领导农民常年学习。 4. 冬学的学习安排与组织形式土，必须善于

利用农民生产空嚣，抓紧业余时间，并与在民生产情况及农民生活需要结合，要 f乍到

"学习、生产商不误"。

12月 25 日，辽西省人民政府发出《进一步开展冬学运动的补充指示>>0 <<指示》指

出 z 经过各地普遍的冬学教师训练和县、区冬学试点等准备工作，目前我省的冬学已

经开学，今特作如下补充揭示1.各级政府应如强对冬学工作的领导与掌握，健全

县、区、村三级冬学委员会。担寂导与掌握冬学工作，作为目前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中

心工作 2. 加强冬学中的时事政治教育，使文化课与时事政治课密切结合。 3. 动员

村干部参如学习。 4. 在教学上培养与领导冬学群众教师，使教邦的政治文化学习和教

学研究逐步走向经常。 5. 开展冬学的奖模运动。

5022 10月 江西省人民政府文软j了召开中等学校校长临时联席会议。会议提

出，抗美援朝时期的教育工作基本上有三方西1.服从战争需要，为战争且是务，为生

产服务。 2. 站稳教育工作岗位，完成教育工作任务:站稳学习岗位，完成学习任务;

3. 时刻准备着，当祖医需要的时候。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

5023 11 月 10 目 江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今年冬学工作的指示>>. {(指

示》指出:今年我省群众迫切要求学习时事，加以冬季工作十分繁重，息:患教育异常重

要.为适应这一特殊情况，今冬的冬学必须组织起来，在方针上冬学应以时事政治教育

为主， I句广大农民群众沁人细致的解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其次要深入进行有关

功员和各项工作的宣传解释，把明年的春耕大生产准备好。这是抗美援朝的重要任务之

一，丝毫不能放松。关于今年冬学对象<<指示》指出，应力求广泛，最好能使前述内

容作到家除户晓，造成群众性的抗美援羁运动。<(指示》还对今年冬学的教材、学习形

式、组织留导等做 f 规í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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