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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宏业职业中学

■佛山市张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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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99日．石湾区教育局长陈维良与省教厅厅长许任之交谈教育问题

■1990年石湾区委书记甄灿球等领导参加青少年学雷锋讲奉献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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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石湾区人民政府区长霍锡淮在教育工

作会议上讲话



■1988年12N石湾区委书记区达辉等领导参加普殛九年制义务教育表彰会

■2000年11月石湾区普殛高中教育达标验收会

■信息技术教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98年5,9佛山市宏业职业中学学生钳工操作竞赛

■校外辅导员翟尚东和同学们谈心

■陶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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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华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天安I]广场表演

■石湾区首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石湾镇第一小学管乐队在香港表演

■张槎中学醒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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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区于1984年6月区域调整中诞生，于2002年12月按照国务院和广东省关于

佛山行政区划调整部署与原佛山市城区、南海市南庄镇组合成禅城区。历时18年。

为了准确记录石湾区18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禅城区教育局决定编修《石

湾区教育志》，遂于2004年7月成立“石湾区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及“编修小组”，

局领导亲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主持组织编纂工作。7月，编修小组成员开始

志稿的编修工作。在编修过程中，编纂人员深入各镇及相关单位，走访专家及各中、

小学和街道教育站，搜集到大量原始资料，反复筛选考证、核实甄别，精心撰写。历

时两年半，在专家悉心指导下，数易其稿，终于成书。

《石湾区教育志》，上限自1984年6月石湾区成立之日起，下限至2002年1 2月

31日止。分十章，共1 3．8万余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石湾区建区18年间教育

事业由弱到强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顺利完成“一无两有”、“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进入教育现代化轨道等重大史实。资料较翔实，分

类较明晰。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纂《石湾区教育志》，其宗旨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传统，将石湾区的教育发展史再现于读者面前，希望能起到“资治、存史、教化”

的作用，给关心、了解和研究石湾区教育史的同行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可借鉴的史料。

《石湾区教育志》时间跨度达18年之久，涉及教育事业的方方面面，所要记述的

内容很多。限于编纂者经验水平，时间仓促，修书方志，所选内容难免有所遗漏，阐

述观点难免有失谬误，不足之处，敬请广大教育工作者、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予以指

正。

佛山市石湾区教育志编篡委员会

二o 0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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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佛山市石湾区教育事业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起讫年限为1984—2002年，上限为佛山市石湾区成立的时间，下

限为石湾区撤销的时间。

三、本志记事的地域范围，为佛山市石湾区的行政区域。记事范围不受行政系统

限制，记述全区教育事业的史实。

四、本志采用志、记、述、图、表、录等体裁，综合论述石湾区教育事业。大事

记所记内容为该时期石湾区教育事业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人物采用录、表两种

体裁，论述断限内在石湾区任教并受佛山市人民政府以上(含市政府)级别表彰的人

物。

五、本志除概述外，其余章节恪守“述而不论”的编志原则，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六、本志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所定的规范书写。

七、本志中简称均在各章或节第一次使用全称时予以注明。志中凡简称“党”均

指中国共产党，凡称省委、市委、区委、镇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

构。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佛山市禅城区档案局、教育局、财政局、人事局、劳动

局以及原石湾区各镇教育办公室、各中小学、幼儿园。



概 述

石湾区成立前，其所辖地区属佛山市郊区，教育事务由各镇教育办公室根据佛山

市教育局的部署完成。1 984年6月石湾区成立，为佛山市属下的县级区。下辖石湾镇

以及环市、张槎、澜石三区(注①)，同年8月石湾区教育局成立，对辖区内中、小学

进行规范管理。其时，石湾区从佛山市教育局接管学校43所，其中完全中学2所、

初级中学5所、小学36所。石湾镇的4所小学属镇办，张槎、澜石、环市三个农村

镇，除个别村没有开办学校外，基本上是“一村一校”。中学规模较小。

区委、区政府充分认识教育事业的战略意义，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认真贯彻、执

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改革办学体制和学校管理体制，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使石湾区的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改革办学体制，教育经费大幅度增长。1 984年，佛山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普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有关精神，

对石湾区实行“教育经费包干”，核拨经费95万元，新成立的石湾区政府拨款245万

元，使建区初期石湾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基本的经费支持。

1987年，石湾区对所属镇实行教育经费包干。1988年，区政府发布《贯彻广东

省委、省政府<关于普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几点意见》，全区形成“区办直属中

学，镇办镇属中(小)学，村办小学”的“三级办学”体制，调动了各级办学的积极

性。教育经费基本做到“三个增长”(“教育投入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生均教

育经费的逐年增长，教师收入逐年增长”)，对教育的投入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1984年至2002年的18年间，石湾区对教育的投入总额为92359．4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为55737万元。1 987年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后，石湾、

张槎、澜石、环市四镇对教育投入总额达到53356．2万元，全区19个自然村对教育

投入总额为19363万元。张槎、澜石、石湾镇的生均教育经费1997年为2200元左

右，至2002年均超过4000元。

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建区前，郊区学校由于教育经费不足，校舍陈旧简陋，

设施设备落后。石湾区成立后，区、镇、村各级政府对改善办学条件十分重视，1985

年投入28万元改造旧学校，使全区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

课室，学生人人有桌椅”)，被广东省评为“一无两有”优秀县级区。此后，用于校舍

建设的经费逐年增加，1985年至2002年，全区新建学校19所，另有22所学校都得

到不同程度的改建或扩建，部份学校改建或扩建两次以上。至2002年，全区中、小

学校校园总占地面积达到576．8万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达到214．5万平方米。



-9此同时，石湾区不断改善教学实施设备。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重视教育手

段的现代化，推广信息技术教育。1999年2月，区教育局制定《关于石湾区教育信息

网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教育网络建设的目标：到20世纪末，中小学校要-9中国

教育科研网联网，并跟省、市信息管理系统接轨，-9国际互联网连接。至2002年，

有1所中学设置卫星接收天线1台，全区中小学有34所学校建立了“校园网，，(其中

较完善的14所，)，4所学校实现“班班通”，电脑室47间，电脑多媒体室22个，计

算机3328台，电教大、小平台分别是96个、52个。

教师队伍素质有了较大提高。1 984年8月，佛山市教育局移交给石湾区在册(公

办)教师677人，民办教师223人。专任教师中，小学577人，学历达标率75％：

初中207人，学历达标率45．4％；高中教师仅13人，学历达标率61．5％。

由于当时学校简陋，环境艰苦，待遇偏低，许多教师设法调往城区，也不乏脱离

教师队伍者，严重影响石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区委、区政府于1985、1986年，先

后提出《关于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合格而稳定的教师队伍的意见》和作出《发展教

育事业，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生活待遇》的决定。各级政府全力办实事。至1986

年底，石湾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基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教师队伍中较大的

冤假错案，表彰先进教师，培养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各级政府拨款新建教师住房，

改善了教师的居住条件；增加教师津贴；按政策给教师家属办理农转非手续；各镇村

逐步提高民办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为优秀民办教师办理转为公办教师手续。石湾区

教师得各级政府关怀，心情舒畅，安教、乐教。

1990年，全区推行以“两聘两制一包一奖”(聘任校长、聘任教师，校长任期目

标责任制、教师岗位责任制，学校经费包干，浮动工资奖励)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内部

改革，激活了办学机制，调动了校长管理学校的积极性、教师的积极性以及办学单位

的积极性。

石湾区还通过选送教师脱产进修，鼓励教师参加在职函授、自学考试，吸收录用

师范院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及调入省内、外有经验优秀教师，吸收素质较高的民办教师

转为公办教师等措施增强教师队伍力量，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石湾区教师队伍平均每年增加80～100人，至2002年，全区公办教职工总数为

1952人，专任教师中，小学1022人，学历达标率为99．4％，初中373人，学历达标

率为95．4％，高(职)中202人，学历达标率为88．4％(其中职中89．7％)，比建区

初期分别提高了近24、50、27个百分点。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

其中有6位国家级优秀教师和3位特级教师。

经过1 8年的努力，石湾区各级各类教育健康发展，构建了一个由幼儿教育、九

年制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成人教育组成的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



幼儿教育。区成立初期，幼儿园仅13所，保教人员200余人，入园幼儿5000

多人，入园率88％。

1991年，区、镇、村各级拨款及港澳同胞、社会各界捐款共10337．2万元，投

入幼儿园基本建设，至1992年，全区新建幼儿园6所，扩建、改建幼儿园5所。全

区共有幼儿园26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石湾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外来人口增多，为满足外

来工子女入园需求，私人办幼儿园及中外合资的冠华幼儿园应运而生。

至2002年，全区有幼儿园60所(含私办幼儿园24所)。入园幼儿14060人，

入园率97．1％。

小学教育。1 982年佛山市郊的石湾镇及张槎、澜石、环市等三个农村公社实现了

普及小学教育。1985年，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为7周岁，全区有298个教学班，在校

学生1151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82％。各项指标均符合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普

及初等教育基本要求暂行规定》。从1988年开始，逐步把小学生的入学年龄提前至6

周岁，至1 990年，全区6周岁儿童基本全部入学。1 997年，石湾区贯彻执行国家教

委课程计划，推进素质教育，并逐渐取消中小学留级制度。

石湾区的民办小学从1 999年开始起步，至2002年发展为5所，共有11 3个教

学班，在校学生5546人。
。‘

2002年，全区共有小学38所(含民办小学5所)，教学班496个，在校学生总

人数为2285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毕业率、升学率均达到1 00％。全区小学中，被

评上等级学校的有21所(其中省一级1所，市一级7所)，占小学总数盼63．6％。

初中教育。1 984年石湾区成立时，初级中学共7所(含5所初级中学及设在完全

中学内的初中2所)，在校学生3226人。 。

石湾区成立后，认真抓好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中心的初中教育工作。1987

年9月全区达到普及初中教育的指标要求：小学毕业班学生升学率96．4％，初中学生

巩固率98．4％，毕业率96％。1988年1月，石湾区通过广东省教育厅暨佛山市教育

委员会联合检查验收小组的普及初中教育验收，成为广东省首批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的县级区。

1988年开始，对初级中学进行了布局调整：一是根据学生的分布情况，改建和扩

建莲大中学、环市中学；二是撤并部分初级中学，青海中学并入张槎中学，鄱阳中学、

深村中学并入澜石中学。1 991年，佛山市第二中学、佛山市第十四中学划入石湾区，

使石湾区的初中教育阵地得到进一步扩大。

1993年，石湾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复查合格。至2002年，经过布局调整后有21

所小学和张槎中学、澜石中学、佛山市第十四中学等学校成为等级学校，在校学生61 52



人，毕业生1826人，毕业率99．8％。其中升学1741人，升学率95．4％。

高中教育。石湾区1 985年在校高中学生仅377人。1 988年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后，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在45％～50％之间徘徊。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1993年明确提出“力争1998年前实现全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1995

年将普及高中教育列为教育事业的重点工作。区、镇两级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张槎镇

投资近1100万元兴建张槎中学科学楼及完善内部设施、设备，澜石镇投入713万元

兴建澜石中学综合楼和改建旧宿舍。1 995年宏业职业高级中学建成投入使用，原来分

散在各镇中学的“戴帽”职中班集中到宏业职中办学。

1995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开始缓慢回升；1996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上升至

87％。从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均超过97％。

1 997年9月，全区达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指标要求。2000年，佛山市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验收小组对石湾区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行验收，4所高中阶段教育学

校各项指标基本达到省的标准，100％达到高中阶段教育办学的合格要求。

2002年，全区有高级中学3所，其中省一级学校1所，市一级学校1所。普通

高中班45个，职业高中班18个。普通高中学生2453人，职业高中学生636人。石

湾区教育进入全面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为主的新阶段。

成人教育。1984～1985年，全区相继完成了青年职工初中文化补>-j任务和初级

技术补习任务，1990年完成干部文化达标任务。1993年通过了高标准扫盲合格县(区)

验收，成为广东省第一批高标准扫盲合格单位。1 996～2002年的四次“两基”(基本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复查，石湾区顺利通过。为了配合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石湾区还在各企、事业单位组织了颇具规模的各类业务技术培

训，累计培训总数达到近1 3万人次。

建区18年，石湾区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与之相应学生综合素质也普遍提高。初中

毕业生参加升高中考试，各科平均成绩及升学率逐年提高，1998～2000年升学率分

别为97．1％、98．8％和97．2％。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人数逐年增加。1988年全区高

中毕业人数1 04人，升入大学仅26人，升学率25％；1 996年361人毕业，171人

升入大学，升学率47．37％；2002年有511人参加高考，4仃人被录取，升学率为90．25

％。建区18年，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全区为高等学校输送了2526名合格大

学生。中、小学生参加各项竞赛，累计获奖共14898人次，其中获国家级奖项2771

人次，获省级奖项1269人次。

2002年1 2月，石湾区按照国务院和广东省关于佛山行政区划调整部署与原佛山

市城区、南海市南庄镇组合成禅城区，石湾区教育局工作移交禅城区教育局后，在禅

城区教育局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下，石湾教育定会迎来更大飞跃。



大事记

1 984年

8月6日j石湾区教育局成立，陈维良任局长，齐江兰任副局长。

1 0月22日，区教育局设立教育股、行政股。

1 985年

9月，区教育局机关党支部成立。

9月1 0日，石湾区大力开展尊师重教活动，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教师

节。

10月5日，区教育局增设人事股、教研室、勤工俭学办公室、电教站4个科室。

1 0月22日，区委、区政府召开区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佛山市石湾区关于

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1 0月，学习和宣传《义务教育法》。

10月，石湾区学校实现“一无两有”，在广东省校舍建设评比中被评为优。

1 986年

5月，石湾区因校舍建设成绩优异获佛山市政府奖励。

5月，召开区教育工作会议，原则上通过“发展石湾区教育事业，提高教师地位，

改善教师生活待遇”的决议。

7月中旬，召开石湾区首届“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

10月，石湾区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区直属中学由区教育局管理，镇属

中学由镇管理，村小学由村委会主办，镇、村共同管理。

1 987年

2月1 0日，区政府决定将石湾镇第一小学定为石湾区中心小学。

2月20日，在石湾镇一小开展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试验，以及思想

品德课、少先队工作、班主任工作“整体工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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