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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

实事求是地记述桂平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内容主要毒教育活动(一至八章)、教育条件(九至十四章)两大部分构成，

以总述作为总纲，辅以大事记介绍之，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体裁进行编纂。

三、本志断限，上趋宋代初年，下至王§§3年。

四、本志所写地名、度量衡名称一般使用时代惯称，有的注明当代名称。历史纪年

用时代年号，有的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一诞，系指羔949年12胃5墨桂平解放之
、

后。

五、本志遵循志书“生不立传’’的原则，给对桂乎教育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者

立传，其他重要人物的事迹采取以事系入的方法叙写。 ．

六、本志所用史实、数据等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及口碑、回忆录，经有关部门审

核，力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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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设点，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初步清理教师队伍，撤销私立中学，在东南西北四大区增办4

所公办初中。至1956年，全县有小学395所，学生7．8万人，中学8所，学生4400多人，师范1

所，学生180人，教师总数2500多入，小学生、中学生、教师人数分别比1949年增加62．9％、

、89％、95％。还在学校建立了中共支部，加强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结合政治运动组织教师学

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苏联专家的教育理论，加强业务培训进修，教

学质量显著提高。

人民政府对成人教育也很重视。1951年开始，各乡镇、村街普遍成立扫盲识字班，城厢成

立职工业余学校，各区成立干部文化班，大批干部和工农群众脱盲，提高了文化水平，促进了经

济建设发展。

1957年以后的十年，是桂平教育曲折发展的十年。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县实行“两条腿

走路”的办学方针，大力发展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至1960年，共有公民办小学940所，学生

10．6万人；公民办中学77所，学生1．6万人；入园幼儿4．4万人。还办起师范学校、卫生学校

各1所。由于发展速度过快，教育经费、师资、设备跟不上，加上长期停课参加大炼钢铁、兴修水

利、大办农业等劳动，降低了教学质量，也影响了师生的身体健康。这几年，各行各业大办成人

教育，开展扫盲大突击，成立不少业余小学、中学、中专、大学，因受浮夸风影响，多是徒具形式，

没有扎实内容的虚假数字。这几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接着1958

年开展反右派斗争，1959年又开展反“右倾”斗争，一大批教师受到错误打击。

1961～1962年，为渡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县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压缩办学规模，停办了部分公办中等学校和大部分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职业教育、成人教

育也停止下来。 ‘。

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桂平教育重新走上有计划稳步发展的轨道。县贯彻《全日

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即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即小学四十条)，调整干

群关系，加强学校中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学雷锋运动，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恢复

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逐步回升。

1964年，县继续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在抓好全日制中小学的同时，发展民办耕读小学、农业中学和成人扫盲、业余

中小学。至1965年，全县有小学628所，小学生12．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6．8％；公办中

学10所、农业中学63所，中学生6900多人；参加业余学习的干部和工农群众1．6万人。但其

时开展的“四清”运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使一批教师受到错误斗争。

四

1966年6月开始至1976年10月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使桂平教育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

大浩劫。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革命”中，教师首当其冲，被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横扫的对象，备受摧残。1966年暑假，地区、县分别对中小学教师集训，互相揭“毒草”，揪

“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之后，学生组织“红卫兵”，对教师贴大字报，批判斗争。1968年

清理阶级队伍，刮“阶级斗争十二级台风”。1970年以后，搞“一打三反”，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回潮”，批“师道尊严”，检查有无类似河南省“马振扶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些接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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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厢开办桂平县中学堂预备科

光绪三+四年(1908)

桂平县中学堂正式成立。

在罗播开办中都里卫靖小学堂。 ．

在大湾天堂开办养正学堂。 ．

美国基督教宣道会在城厢万寿宫办培英小学堂。

宣统元年(1909)

在城厢开办桂平县塾师研究所。
． 宣统二年(1910)

秀一、秀二里在罗秀旧地山合办高等小学堂。

在城郊桂山建成桂平县蚕业学堂。

宣统年间(1909～1911)

全县各里独办或合办一批高等小学堂、女子学堂。

民国元年(1912)

撤销桂平县劝学所，成立桂平县教育公所(后复称劝学所)。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中、小学堂改称中、小学校。

民国2年(1913)

在大湾耀团办崇山两等小学校。

在勒竹盟真寺办高等小学校。

民国3年(1914)

9月，城绅黄寅五开办城厢中学校。

年内，留日学生、国会议员卢汝翼在罗秀贤堂村办光华小学校。

民国5年(1916)

秋，黄日葵于桂平县立中学校毕业，即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后归国，入北京大学继续读书。

曾参加和领导“五四”运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广西最早的中共党员和广西地下党领导

人。1930年在上海病逝。
。

民国8年(1919)

浔州中学校改名广西省立第八中学校。

桂平县立中学开始实行童子军训练。

民国9年(1920)

在有理太平寺办小学。

民国10年(1921)

撤销桂平县劝学所，设置桂平县教育局(后复称劝学所、学务局、教育局)。 、

民国11年(1922) ·，

东区土豪薛扬波(东区三里总局局长)以办东区高小、初中为名，截留合邑宾兴田租，致使

桂平县立中学办学经费来源中断，被迫停办。
‘

民国12年(1923)

2月，何锡禄于石龙开办武郭两里高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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