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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莒南县教育志》是莒南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也是莒南新编地方志的有机

组成部分。编纂这部教育志，旨在认真回顾莒南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研究教

育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探讨、认识教育规律，为当前教育的深化改革和今后教育

事业的发展提供依据和借鉴。

莒南的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教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教育和由新民主主义教育过渡到社会主义新型教育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莒南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而落后。近代莒南的教育，虽经几次

新旧交替和变革，但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和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发展起伏不定，至抗

日战争爆发，每区仅有几处小学，而且劳动人民子女入学甚少。莒南县抗El民主政

府成立后，莒南的教育事业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刘家莲子坡“庄户学”的创建，树

立起抗El根据地教育为战争胜利服务、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一面旗

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莒南的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改革

开放，莒南的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幼儿教育从起步到遍布全县城镇农村；九年

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中学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逐年发展提高，向高一级学校和

工农业战线输送合格新生和专业人才年年增加；成人教育和农村业余教育，在完

成扫除文盲历史任务的基础上普及技术教育，成绩卓著。50年代高家柳沟村从自

己的实际出发，创办“记工学习班”，促进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毛泽东主席为之写

了按语，指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高家柳沟村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在全国农

村开花结果，为中国农村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莒南县农村业余教育进一

步发展、提高指明了方向。

教育的发展是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的。莒南的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有

经验不足产生的失误和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严重损失，但都没有改变莒南教育

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莒南的教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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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基本观点，遵照详今略古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晚清至1997年间

莒南县教育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为保持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对部分内容的记述

做了适当上溯或下延。

二、本志述事范围以莒南县现行行政区划为准；对于某些在过去曾属莒南县

辖区的和上级党政军机关在境内的教育史况，尽量收录，不列入章节详述，作为大

事记或附录；1958年县以下行政区，设置仅几个月的，其教育史况一般不单作记

述。

三、所收资料主要来源于文档与口碑，经反复考证核对，力求准确、翔实。

四、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写，以横为主，设章、节、目三级，分概述、

大事记和19章67节，共80余万字。大事记取编年体，间用记事本末体；照片

311帧，其中277帧按11个题目和18所县直学校、25处乡镇排列。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等诸种体裁，以志为主。使用语体文，记叙

体，必须引用文言原文时，加引号注明。对字数较多的全称，第一次出现时加注简

称，如中国共产党莒南县委员会简称县委，莒南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及以前的历史纪年加注在括号内。年代前不

冠世纪的，指20世纪之年代。

七、各级行政区和行政机构名称，均用当时称谓。

八、志中涉及到的人物，一般直书姓名，必要时加职务。

九、本志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了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贡献卓著的已故

者入传。某些对教育贡献颇大，且有一定影响的健在者，在有关章节中取以事系人

的笔法。

十、本志中度、量、衡单位均用各个时代的惯称。

十一、行文直书客观事实，寓褒贬于史实之中；个别事件有所点评。

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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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同一事实，几个章节都要记述时，各取不同的阶段或侧面，或详略不同，

避免重复。

十三、“文化大革命”等较大的历史事件，其对县内教育的影响，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简要记述。

十四、引用和收录有关规定、规章、文件等，内容、格式原文照录，文言文改简

化字横排，数码运用和标点尊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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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沿革

概 述

莒南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大部境域在

沭河之左，马警山之阳；东连日照市，西傍临

沂市河东区，南接江苏省赣榆县，北依莒县，

西南与临沭县接壤，西北同沂南县毗邻，东西

长55公里，南北长40公里，总面积1752平

方公里；辖25个乡(镇)，989个自然村，98万

人。

据《莒南县志》第64页载：“1940年3

月，莒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莒南地域的大部

属莒县抗日民主政府，西南部仍属临沂县第

五区。1940年5月，设莒县抗日民主政府莒

南行署，在莒南地域代行莒县抗日民主政府

职权。同年9月，莒南行署撤销，改设莒南视

导处。”

“1941年1月1日，莒南县抗日民主政

府建立，隶属于滨海区各县联合办事处。”

(《莒南县志》第64页)此后，先后隶属予滨海

区专员公署，滨海区专署第三行署，滨海区行

署第三专署，滨海专员公署，鲁中南区第六专

署。1949年7月隶属于滨海专署。1950年4

月滨海专署撤销，莒南县划归沂水专署；1953

年8月沂水专署撤销，莒南县划归临沂专署；

1995年4月临沂地区撤销，设立临沂市，莒

南县隶属临沂市至今。

建县以来，县内政区几经变革。建县之

初，辖7个区，以驻地命名：路镇区、大店区、

汀水区、洙边区、i皎山区、壮岗区、坪上区；区

以下设乡。1942年1月，撤销乡，实行小区

制，时辖18个区，2个镇，以驻地命名：汀水、

许口、宣文、沟头、良店、仕沟、陡山、扁山、埠

南、洙边、fl度山、柳沟、坪上、壮岗、辛店、筵

宾、址坊、相邸18个区，十字路、大店2个镇。

9月，汀水、许口两区划归莒临边县，莒中县

的城子、涝坡两区划入莒南县。根据滨海地委

和行署决定，将原小区合并为大区，时辖12

个区。

1943年5月，薛庆、址坊两区划入日照

县，时辖10个区。1945年春，壮岗、团林两区

划入卢山县。10月，卢山县、莒临边县、沐水

县撤销，壮岗、团林、许口、汀水、板泉、兴云、

新建等7个区和日照县的薛庆、址坊两区均

划归莒南县、时辖17个区：路镇、大店、沟头、

洙边、筵宾、陡山、新建、兴云、板泉、团林、壮

岗、许口、汀水、蚊山、涝坡、址坊、薛庆区。

1947年5月，调整为10个区，以驻地命名：

路镇、涝坡、大店、汀水、岭泉、板泉、洙边、桑

庄、坪上、壮岗区。下辖60个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内政区也频

繁变动。1950年，辖10个区，以序号命名为：

一区(路镇)、二区(涝坡)、三区(大店)、四区

(汀水)、五区(岭泉)、六区(板泉)、七区(洙

边)√＼区(桑庄)、九区(坪上)、十区(壮岗)。

1952年，划为13个区：增加十一区(朱芦)、

十二区(文瞳)、十三区(相沟)。1956年3月，

临沐县撤销，将青云区、夏庄区、蛟龙区、玉山

区划入莒南县。时辖17个区1个镇(十字路

镇)，以区公所驻地命名。1958年1月，撤区

改乡，撤销17个区1个镇，划为23个乡，以

驻地命名：原17个区驻地改为乡驻地f增设

筵宾、道口、相邸、团林、周庄、白旄6个乡；汀

水、桑庄、三义区分别改为石莲子乡、坊前乡、

相沟乡。是年8月，撤销乡建制，成立20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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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七个时期加

以简述。

清末至辛亥革命(1911年)，莒南境内多

有乡村私塾，培养效忠封建王朝的官吏和俯

酋听命的顺民。

自清末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而后至民国

建立、抗日战争爆发，县内十字路、大店、坪

上、汀水、板泉等大村镇相继建立新式学校，

乡村私塾也改为学堂(校)。由“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培养效忠王室”的新式官吏，到按

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要求，重视三

民主义教育和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到

蒋介石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

法西斯主义教育。

1941年1月，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后，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把提高根据地

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文化素养放在首要位置

上，在日本侵略军(简称日军)对莒南县实行

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办

学。到1943年，全县有抗日完小、初小277

所，抗属小学1所，在校学生9745人；儿童团

班230个，妇女识字班290个，青年班142

个，进入各类学校学习的人数达10万以上。

全县70％以上的少年儿童和青壮年参加冬

学学习。

这一时期，滨海行署在莒南境内先后创

办滨海中学和滨海建国学院等。

1943年秋，省和行署派工作组来莒南县

进行教育改革实验。洙边区青年教师张建华

创办“庄户学”，很好地解决了学校教育长期

以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弊病，受到广大干

部群众的拥护，得到省教育厅的肯定与表彰。

“庄户学”经验在全省各解放区推广，对发展

根据地教育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到1945

年，全县“庄户学”发展到177处，学生达

7745人。普通教育改革带动了社会教育发



概 述 3

展，当时莒南县青壮年学员也加入“庄户学”

行列，全县形成空前的学习热潮。由于推广

“庄户学”经验中采取了“一刀裁”的做法，使

一些本来办学条件不错的学校，也搬掉课桌

凳，师生背起粪筐，到村外树底下上课，搞了

形式主义。

1944年5月，莒南县县学(莒南党校前

身)成立。1946年，莒南县办起青年农民文化

补习学校(简称“青校”)。同年，华东军区在莒

南境内创办华东军事政治大学。1947年春，

全县各区区学相继开学。

从1946年秋到1947年上半年，莒南县

实行土地改革，并推行变工互助组，经济形势

好转，各种群众团体进一步健全。这一时期文

化教育空前发展，小学、夜校、冬学竞相开办，

出现了庄庄有学校，处处读书声的生动局面。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

放区，战事紧迫。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

胜利”的号召下，教员有的参军，有的“支前”，

加上水涝自然灾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度

中断。1948年1月，全县宣布教育停办。

1948年秋，鲁中南行署在莒南县坊前区

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全县学校教育恢

复。1949年春，莒南县县立师资学校(莒南师

范前身)、莒南县机关业余学校成立。至新中

国建立前夕，全县有小学209处，在校学生

5307人。

新中国建立后，百业待兴，急需人才。“人

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

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

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为主要任务。”从1950"-1956年基本完

成社会主义改造，县内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

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在各类学校加强热

爱新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教育

质量稳步提高。1951年莒南县青年农民文化

补习学校重建。1952年小学教育大发展，学

校处数和学生人数比1950年分别增加71％

和190％。同年，山东省莒南中学(今莒南第

一中学)、莒南县速成师范学校建立。洙边区

刘家莲子坡村幼儿园创办。1955年，莒南县

机关干部学校建立。1956年莒南县第二中学

(坪上)、莒南县供销干部学校、莒南县初级函

授师范学校相继建立。县文教科开始设立教

学教研室，进行教学指导。从1952年起，成人

教育以民校为阵地，大力推广“祁建华速成识

字法”，全县扫除文盲掀起高潮。同时，随着全

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1955年高家柳沟

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识字班”的经验得到

中央肯定，毛泽东主席为此写下光辉按语。从

此，高家柳沟记工识字班的经验在全县全国

推广，莒南县以农民识字为中心的成人扫盲

再一次形成高潮，全县参加学习的青壮年达

80％以上。农民业余教育取得的成绩在全省

乃至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人

民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

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县内的教育虽然

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

1957年，莒南县已有中学3所(其中完全中

学1所)，完全小学、初级小学644所，师范学

校1所，机关干部全日制文化补习学校1所，

机关业余学校1所、供销干部学校1所、教师

函授学校1所，其他各类学习班、组，繁不细

述。是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按照毛泽东主席

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的培养目标，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文

化课、体育课的教学，教学质量迅速提高。

1958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开始“大跃

进”，受其影响，莒南县教育也搞“大跃进”。从

夏至冬，在半年多一点时间里，莒南县先后建

立大店、洙边、板泉、岭泉、许口、涝坡、文瞳、

壮岗、相沟、筵宾、坊前、大山、蛟龙、韩村、朱

苍、道口16所公社中学。同时，农业中学，红

专学校和业余大学也一哄而起。据年底统计，

全县中学19所，在校学生3677人；小学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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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半工半读班212个，在校学生共78936

人；红专大学2所、农业中学(又称农民红专

学校)355所，在校学生16305人。莒南县机

关幼儿园(莒南县中心幼儿园前身)建立。各

公社、大队还建起一批托儿所、托儿班、托儿

组。由于“共产风”的影响，“人民公社吃饭不

花钱”，大龄生涌进学校，使学校处数与入学

人数成倍增长，大大超过了实际承受能力，违

背教育发展规律。许多中小学和幼儿园(所)

没有固定场所，难于坚持。同时，由于受“左”

的错误影响，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

斗争扩大化，一部分教师受到打击，挫伤r工

作积极性；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理解片面，师生

参加政治运动多，劳动多，造成学校秩序混

乱，教学质量下降。

1959年，由“大跃进”带来的随便拉学生

参加劳动、学校无秩序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

遏制。此后，认真贯彻山东省烟台教育会议精

神，强调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逐步明确学校以教学为主，恢复正常

的教学秩序。1959年，相邸中学建立，大山中

学并人坪上中学。1960年，道口中学并入岭

泉中学。全县农业中学、红专大学纷纷下马，

至年底农业中学仅留15处，学生千人左右。

因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为减轻农民和学校负

担，根据上级部署，全县下放超龄学生6447

人。

1961年，临沭县恢复，夏庄、韩村、蛟龙、

朱苍四处中学划回临沭县。
’’

1962年，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方针的过程中，先后撤销莒南师范、筵宾

中学、坊前中学、相沟中学、相邸中学，撤销公

办小学70多处、民办小学175处，下放教师

297名。全县农业中学仅保留3处。是年，十

字路第二小学建立(县第一实验小学前身)。

县文教局贯彻落实省烟台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学校以教学为主的思想开始明确，师生参

加政治运动多、劳动多的现象得到纠正。

1963年，莒南县继续落实山东省烟台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县文教局在认真总结“大跃

进”以来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全

县各类学校的布局、管理体制以及师资配备

等进行了调整。是年，贯彻《全日制中学暂行

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

例(草案)》，全县教育开始回升。

1964年，根据山东省第二教育厅的指示

精神，发展半工(农)半读教育，建起半工(农)

半读小学(简称耕读小学)920处，参加学习

的小学生达57913人。同时，县文教局深入贯

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先后在高家柳沟、北

店、淇岔河、下河、王黄所、将军山前、莱沟等

大队办起一批农业中学；到1965年底，全县

农业中学又增至51处，在校学生达1793人。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莒

南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是重灾区之一。“文化

大革命”初期，学校一片混乱，“打、砸、抢、抓、

抄”事件不断发生，学校门窗桌凳、图书仪器、

档案资料及其他教学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广

大教育工作者欲教不能，欲罢不忍。部分教育

干部和教师被游街示众、批斗不止。特别是

1970年冬，莒南县曾发生骇人听闻的所谓

“国民党大案”，全县有数百名教育工作者受

牵连，被迫害。

10年间，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

判“师道尊严”、“反逆流”、“反复辟”、“批林批

孔”、“批儒评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

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接连不断，无休

无止，给莒南县一代青少年造成无法挽回的

损失。10年间，莒南教育事业也在各种风浪

中艰难曲折的发展。1968年大山中学、相沟

中学、筵宾中学重建，高家柳沟中学建立。

1970年，厉家寨中学、团林中学建立，相邸中

学、筵宾中学重建。1971年，坊前中学重建，

路镇四小(实验二小前身)建立。1972年起，

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县教育组通过组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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