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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教育局

一中阅览室(原孔庙大成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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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文山州剐州长，州教育局剐局长，

由广南县剐县长和教育局局长陪同看望城区二小魄生

文山州八县评审《广南县教育志》参审人员合影



县教研员在紧张工作

县幼儿园小朋友在教师指导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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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教师节，县党政领导和优秀教师座谈

一中美术兴趣小组活动室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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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县体委组织的少年集体操比赛



文山州教师进修学校数学校际教研活动在广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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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民族职业中学



民国时期县城莲花小学教室(现为县医院所用曾多次整修

珠琳镇新寨村群众集资新建的校舍



广南县教育局：

《广南县教育志》送审稿及报告收悉。 ． ．

经审查，我们认为，志稿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供

完善，有自己的特点，同意出版。望在付印过程中，认真

校对，把好质量关。

此 复

省教委教育志办公室

(云南教育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印章)

1 99 1午8月1 3日



序

广南地处祖国南疆。在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六十五万勤劳、朴实的

汉、壮、苗、彝、瑶、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的素质如何，对广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要提高这六十余万人口的素质，责任又在教育。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

广南教育历史较晚，清康熙四十四年始设义学，其后二百年间，教育也主要作为善

施义举，靠民间兴办，发展甚慢。民国以后，教育作为政府的一种职能，得多I一定发

展。但教育真正受到重视，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冬广南解放，人民从封建专制

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迫切需要接受教育。人民政府面对旧社会留下的满目疮痍，百废待

兴，却一举接收了原来残破不堪的教育，使之成为人民的事业，着力发展。以后虽然经

历过失误和起伏，但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是旧社会不可企及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党全民重视教育，党的十二届代表大会把教育列为社会主义

建设的战略重点，教育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方面更开辟了新的天地。现在，广南的教育已经形成从幼儿园到高中，从普通教育到职

业技术教育门类较齐且有一定规模的体系了。全县人民，当为此而高兴。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发展教育与经济的指导思想，用这一指导思想来检查广南

近四十年的教育，我们在欣慰之中也感不安，看到广南的教育事业与广南经济，社会的

发展不适应。我们是在一个穷县办大教育，无论在对教育的认识上、投入上，还是在教

育本身的结构上、质量上，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历史可以作为借鉴，为了总结过去，

思考未来，我们在广南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办的帮助下，在广大教师的支持

下，编写了这本《广南县教育志》。

本书所记上限1705年(清康熙44年)，下限1987年，分大事记、志书正文、人物传

略、附录四部份。编志本在于“存史、资政、教化，，，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目的未必

能完全达到，敬请读者指教。

黄保兵

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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