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面面

蘼黛豢案篆
襄荟载誉惑馥攀雾翼套畿

兰!≯太学。鑫惹棼



甘肃省地方志丛书

主 编 李广仁

副主编 丁善章 王廷俊

兰州大学出版社



《康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黄俊武

王守智

朱仁康

郑子斌

桑明礼

罗鹏吉

黄俊武

雍维铭

《康县教育志》

编 李广仁

编 丁善章

辑 卯风云

员 龙晓云

(1 990．5～)

(1 988。9～1 990．4)

张治国

王继尧 朱俊德

孙继德困
吕长霖 李广仁

李争楠

编纂办公室成员

王廷俊 ．

张红妍 崔珍康

黄康宏

任

任员

审问



《康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黄俊武

王守智

朱仁康

郑子斌

桑明礼

罗鹏吉

黄俊武

雍维铭

《康县教育志》

编 李广仁

编 丁善章

辑 卯风云

员 龙晓云

(1 990．5～)

(1 988。9～1 990．4)

张治国

王继尧 朱俊德

孙继德困
吕长霖 李广仁

李争楠

编纂办公室成员

王廷俊 ．

张红妍 崔珍康

黄康宏

任

任员

审问



序

’康境四千年人类生活之历程，亦是教育起源发展之历史。岁

月悠悠，历程艰难，教育事业兴替更迭，发展缓慢。溯古探源，其

萌生西汉，徼发唐宋，兴起清中，滞于民国初，振兴于当代。清

末邑内始有进士举人，民国后期出现了大学生乃至留学生。但屈

指寥寥，且多为富豪巨户之子弟。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教育迅速

发展。各级各类学校逐年增加，现已四百余所，全县195969入，

在校学生数万余，年年岁岁都有一批人才涌出，开了一代教育兴

盛之纪元。为载其发展之足迹，以继往开来，启迪后世，县教育

委员会决定编纂《康县教育志》。经编辑和全体工作人员勤奋努

力，数载耕耘， 《康县教育志》已编修告竣，它全面，系统、真

实地记载了康县教育的历史史实，裨今世而惠后代。填补了康县

历史上教育无专载的空白。属康县教育史上的一大喜事，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

《康县教育志》溯古通端，依时为序，门目齐全，归属合

理，层次简明，观点正确，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

是一部具有康县地方特色的专业志。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选取

资料，综合概括，分类编排，详略得当，文字通俗筒睨。

几年闻，编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远赴省城，近涉乡村学

校，寻访调查，翻档摘抄，广征博采，摄取大量资料。他们以对

历史高度负责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笔耕三个多春秋，终于撰就三十

余万字的专业志稿，在康县教育史上树起了第一块著述的丰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志书从本县私垫学堂的起源到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从学校

全面管理到教学质量，从课堂教学到第二课堂活动I从幼儿教育

到成人教育，从普教到职教，从学校领导班子到教师队伍建设，

从教学研究到督导评估，从国拨经费到社会集资办学，从历代兴

学重教功臣到当代从教英模名人等，都作了足够的记述，可谓康

县教育的一都百科全书。它必将为推动康县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发挥其借鉴今人，垂范后世的作用。

我们为《康县教育志》的出版问世深感高兴，特作此序以表

祝贺l

王守智黄俊武

1992年2月



凡 例

一，本志远溯公元3年，着重记述1870年后百余年康县教育

情况。园发展不一，上限不等，下限断予1990年。

二，本志撰述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四项基

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和厚今

薄古原则。

三，本志结构为章，节、目三层，力求“事以类聚，类为一

目万，横分门类不缺项，竖叙发展不断线，逐类纵写，不划时

段，一贯到底。

四、体侧：以志为主，述，记、志、传、介、图，表，录，’

照片诸体并用。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文字，标点、称谓，计时、计数，图表均遵循1986年甘

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市(州)县志指导处关于《甘肃省地方志

行文规定》。纪年，沿用历史习惯通称。首次出现“民国黟时，

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其后用公元。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遵

循“事可互见，文无重出彦的精神，选记了公元3年至1990年的

460条大、要、新事，提纲挈领，为金志之径。

七，人物入志，采取立传、简介，列表三种形式。坚持“生

不立传万原则，只对7名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作了详述，对地．

委、行署以上树立的教龄在15年以上和任中心小学、学区校长20，

年以上的以简介，余则列表。立传，简介时康籍人物只注明乡、

村址，外籍更4注明省、县址·



． ．全、资料采摭于各种有关历史书籍、文献，档案、方志。虽
苎辱复考证，科学处理，个别数据仍有存异．为避篇幅冗奚未作．
赘注·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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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地处甘陕川三省交界之地，南北长84．9公里，东西宽

64。2公里，面积2958．46平方公里，境内由东西走向的牛头山和万

家大梁将全县切为南中北三片。南片为深切中低山地，崇山峻

岭，群峰突兀，河谷深邃，道路羊肠，森林葱郁，覆盖率迭

55．6％，野兽出没其间，农户散居山野，开发较晚，教育起步迟

缓，中部地区为中切中低山地，有小面积川坝谷地，植被良好，

土石沟壑地貌，农户聚居于川道，坡台，谷地，教育发展比南部

稍早，北部地表起伏小，地势稍缓，森林覆盖率14．7％，为浅协

中低山貌，土石山地，黄土沟壑地貌，河谷开阔，日照充足，土

地肥沃。农户居住集中连片，4000年前就有先民生息，．教育早有

萌芽，且发展稍快。

康境历属武都、郡，州、县辖，教育沿其制而属之。据考，

现有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古文化遗址lo多处，收获文物203件，大

型汉代墓群11处，故城遗址5处，寺庙84座，可见康地文化古已

有之。但有文字记载的学校教育极少，仅在《武阶备志》、《阶

州直隶州续志》、《新纂康县县志》，《康县要览》中一鳞半爪

有所提及，尚无法完整考察康县教育的历史渊源。但从这些资料

得知，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苏衡首任武都郡搿学官祭

酒黟(今康县境属汉武都郡所辖)，初有郡级教育地方官，宋仁宗

景裙二年(1035年)六月“许阶州立学黟，给立学者学田五顷。

其后相继在犀牛寺、迷坝同县坝、大南峪、云台崔家阴坡设学．．

同治年间设义学多处，清末改义学、私垫为学堂，民国三十年



(1941年)后达到了乡有中心学校，保有国民学校。解放后，在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拨乱反正，注重了普及初等教育，重视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教育的兴衰，乾隆、同治年间境内稍

宁，教育颇兴，涌现出了“陇右奇才"“振兴文教的乡贤志仕”，

兴办了义学、书院、学宫、私塾等地方学校，正是“授读者济

济，课艺者断断雳“桃李争妍，人文蔚起"之时。其后、地方不

宁．，学校几近空白。清末受变法影响，废科举兴学堂，教育复

苏。1918-,一1935年间政治腐败，土豪割据，官兵骚扰，自然灾害

频繁，“连年来天灾人祸无岁无之秒，学校停办。中央军一师一

团二营长邓洪义驻康后复又泰然。抗日战争时期，康处偏村僻

壤，干扰少，教育兴。解放后政局稳定，但政策多变，教育虽无

大起大落，仍是起伏不止。纵观40年之大势有三起两落，即第一

个五年计划、1963～1965年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旺，1958一"

1962年和“文化大革命黟十年很不景气。 ．

康民以农为生，解放前由于农民缺田少地，加之频繁的自然

灾害，粮食产量极低。据1934年朱贯三写的《康县社会调查纲

要》载；全县9300多户农民，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占99％，

地主占l％，但地主拥有30％的土地。亩产量上等岁收62．5公

斤，中收45公斤，下收32．5公斤，广大劳苦民众食不裹腹，衣不

蔽体，严重地制约了教育。占1％的地主虽高度地聚集社会财

富，但投资兴学者少，官办、民办学校更少，偏僻山乡无一学

校，绝大部分农家子弟不能入学。解放后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

农业迅速发展，工业、商业及其它各业日益崛起，人民生活蒸蒸

日上，据《康县志》载，仅农业收入由1949年的人均36元增加到

1985年的216元，1990年人均纯收入287元，人均国民收入420．66

元，教育得到长足发展。 ，’

教育造就了人才，人才促进了教育。乾隆嘉庆年间康境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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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任州县教谕多年，他们振兴教育，勤奋施教，选贤荐才，成

绩卓著，乡贤志仕捐资献地督修学校，热心咨教，多任州判，县

长以兴学为己任，大力提倡办学，亲自督工查校，推动了教育的

发展，’康籍不少教育工作者，呕心沥血，桃李芬芳，有口皆碑，

来康任教的外地知识分子默默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有的终生

从教康县，“春蚕到死丝方尽黟；献身外地教育的康籍儿女们不忘

故乡落后，，投资家乡，教化后世。总之，这些康县教育培养的人

才又使康县教育焕发了勃勃生机。
’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康县教育多不平衡。一是南北不平衡：

历代州、道，县、驿址在康北，北临文化发达的成县，武都，西

和，礼县，解放前的五条驮道全在康北，解放后的主要公路干线

亦在康北，交通较为便利，农户居住北密而南疏，北部每平方公

里107人(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南部29人，粮食亩产北高

南低。二是教育起步不平衡，1870年设的关山书院比南部学校的

始建早68年。三是学校分布不平衡，中等教育到1990年底止，南

部(包括岸门口等12乡镇)有职业中学2所，附设初中3所。北

部(包括城关等16乡镇)有普通中学2所，职业中学l所，初级

中学4所，附设初中7所。四是对教育的认识不平衡。书香门弟

多书生，农家子女少入学，官宦家庭重读书，普通农户重放牧。

这些原因造成了康县南北两地教育的差异。

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教育注入了活力，自此教育事业开始振

兴。首先拨乱反正，清理了“左万倾错误：一是恢复了正常的教

学秩序，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二是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提

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三是加强了管理机构，设立了县教育委

员会，专理教育事宜，各乡(镇)，村亦建立了教育管理机构，实

行了分级管理，在县教委设了督导机构专行督检事宜，四是恢复

了幼儿教育，五是恢复了升级、毕业、升学等会考、统考制度。其

次进行了七方面的改革。一是调整了普通中等教育，增加了两所



农职业中学和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增设了一所成人大学(电大工

作站)，改设了一所成人中专(教师进修学校)，=是改革了

管理制度，使学校由常规管理向现代化的目标管理转化，三是调

整了初中结构，使其分布更趋合理，四是重视了教师队伍业务素

质的建设，使教师队伍的文化层次不断提高，五是改革了人事制

度，解决了大部分教师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问题，评定了业务职

称，实行按职称定工资制度，六是改革了干部制度，一中为剐县

级建制，其它中学和城关一小为正科级建制，中心小学为副科级

建制，七是大抓了集资办学，几年来共集资300多万元，基本改

善了办学条件，使百分之九十的小学实现了搿一无两有(校校无危

房，班班有教室，生生有课桌凳)。黟现在，口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劳的道理已成为全县人民的共识，各级党政领导也十分重视

教育，广大教师安心从事教育。全县教育的形势愈来愈好，前景

十分喜人，大有希望．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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