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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鼓中心小学校志 序言

序 言

<榨鼓中心小学校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

服务教育为目的。旨在存史、资政、育人。

在编好校志的要求下，确定了几条注意事项：明确校志范围，不旁涉蔓引；

注意历史发展，记叙演变经过；反映全貌，突出重点，抓住特色；实事求是，求实

存真；选取典型、摘要附录以存实况；不文饰，求通达。

所查资料不尽详细，有的照实转录，不加改述，让后人溯流探源，体察榨鼓

乡小学教育事业创兴发展的经过，同时了解榨鼓乡小学教育事业由落后状况今

天蓬勃发展的曲折过程o j

榨鼓中心小学创办至今已95年，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半个

世纪以来，榨鼓乡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值此跨世纪之际，出版付印，实在

来之不易。

本志书是榨鼓乡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榨鼓乡人民了解家乡教育事业的

变化和发展历程从而热爱家乡教育事业。同时，也是榨鼓中心小学校史的教

材，它使学生们了解前人在这所熔炉里打下文化知识基础，从而热爱学校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为校争光。

希望<榨鼓中心小学校志>能提供历史借鉴服务于教育。望本志中所录的

资料，能供人查阅探讨。志、镜也。照照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使我们在教

育事业上谱写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校长余水华



榨鼓中心小学校志 凡例

凡 例

一、校志编纂以中国共产党一、二、三代领导人的重要思想理论为指导、实

事求是为原则。

二、校志上限自1950年、下限断至2000年，有的史料上溯记述，以保持资料

的完整性。

三、采用章节体，以志、记、图、表、照，录融为一体的框架组合．并以志为主。

四、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注明清朝．民国年号。

五、称谓：本志行文中第一次出现的用语用全称，后用简称。如：“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简称“普九”；“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o 1949年10月1日为时限，

此日前，行文中称解放前．此日后称解放后。

六、本志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简化汉字，使全书文字规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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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鼓中心小学校志 概述

概 述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废科举，行新学，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犍为县奉

诏令，在全县境内创办新式小学堂。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隶属犍为县第

九区的榨鼓镜内出现第一所小学——区立初级小学。校址：榨鼓场禹王宫。常

务委员办事处设在铁路场。设3个教学班，教员2人，学生38人。常年筹定经

费银元280元。 ．

1912年至1927年(民国元年——十六年)／b学教育事业在清末创办的基础

上有所发展。公立小学和私立小学并存。私立小学多由一姓祠堂兴办，也有两

姓合办的，校长多由本姓人担任。学校办在祠堂内，经费都由祠堂清明会款(祠

堂田地产或房产)支拨．校名叫“私立某氏初级小学”。本姓子弟入学不交学费，

个别经费丰裕的小学，还免缴书费。。
’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各乡镇办中心

校，全名是“某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各保办学校、全名是“某乡第X保国民学

校”。在这以前学校都以所在地命名，保国民时期学校多是保长兼校长，中心校

校长也由乡长兼任。保校都是初小，校长就是教师，多采用复式教学。，保国民

学校极不稳定，有的中途停办，有的两保联办的。其时榨鼓乡共设中心校国民

学校一所，保校6所。

1949年12月15日犍为解放，临解放时，旧县政府通令中小学停课、放假。

12月底，乐山军事管制委员会犍为办事处通知中小学一律复课，行课一月，正式

放假。榨鼓乡小学于1950年4月复课。
‘

解放初，对学校采用保留和部分调整的办法。小学实行中心学区制，由区

所在地的中心小学校长负责本区内小学的教学工作。过去的保校改为民办公

助的初级小学称为村小。由当地农民组织董事会办理。私立小学(祗园寺车氏

祠)由当地农会接收，改为祗园村小。

1952年下期起，学校教职工就由政府调派，废除聘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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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鼓中心小学校志 概述
●

‘，解放初，社会活动较多，1953年上期，提出“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结束混

乱状况，学校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解放后，废止一切陈旧的学校管理方法和教学方法，提出学习苏联的教学

方法和老区的教学经验。1953年10月，榨鼓乡派出教师代表到犍为，听普希金

教授的教育学的传达报告。

1958年，教育事业盲目发展，追求数量，不求质量，发展半农半读中学。榨

鼓小学(现榨鼓中学校内)改为带帽初中，芭蕉村小已办成带帽初中，从小学抽 一

调教师。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学校学习的循序渐进的方法被视为右倾保守。

搞“四高一大”，突出提高学生的成绩。在学校中。则插红旗，拨白旗，反右倾，损
’

伤一些教师，也有损教育的发展。

1957年整风运动，学校有的教师被划为右派，有的撤职送农村劳动教育。

1961年颁布了<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教学秩序有所好转。1962年调整精

简，本乡2名教师被精简下放农村。

1962年后，学校走上有计划稳步发展的道路，注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注意

提高质量，加强对学生德、智、体的培养；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和经验的总结，由

此到1966年四年间。是本乡教育事业又一次稳步发展。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先是混乱，继而瘫痪。

1968年12月18日成立榨鼓乡小学革命委员会。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

进驻学校，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正式成立榨鼓乡初级中学，小学迁至永丰二组(马鞍腰)。

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职工受到审查，运动中，校长、教师受批斗、校舍被破 ．

坏、教学器材损失，学校图书档案被洗劫一空。

1980年是教育事业百废渐兴的时期，四川省委<关于当前整顿教育的几点
’

意见>中提出撤消各级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党对知识

分子的政策，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同年对中小学进行整顿。元月发出通知，调整

学校布点．公社建立中心小学。11月，永丰小学正式更名为榨鼓公社中心小学。 ：

承担辅导管理双黄小学、塘口小学、回龙小学、塘沟小学、芭蕉小学、百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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