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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岑溪县的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蒸

蒸日上。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得更为迅速，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1980

年，成为脱盲县；1984年普及了初等教育；1988年，全县人民投入抢修中小学危房的伟大战

役，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育质量。

“盛世修志”，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美德。一部老志书可以为当今施政提供借

鉴；一部的教育新志书是当代党政领导、人民群众和教育界的志士人仁共同努力奋斗的智慧

结晶，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是未来施政的历史依据；是激励人们、教育后代

发扬成绩吸取教训，认识教育的地位作用，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而重视教

育，振兴教育，发展教育，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兴岑需兴教，兴教为兴岑”，

“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思想的依据。

《岑溪县教育志》是记述自从废科举立学堂，直到1988年岑溪县的教育事业的兴衰起

伏，发展变化的专业志。

1983年，在各级党政大兴修志的形势推动下，教育局组成了编写《岑溪县教育志》领导

小组和编写小组，具体领导和开展这项工作。编写小组的同志，学习修志知识，制订编写计

划，按照“横排门类，纵写始末”的原则。进行搜集，鉴别，考证，筛选，整理资料等工

作。1986年5月，把试写初稿印发全县中小学校及教学点，征求各界人士意见。

1988年，教育局要求全县各乡(镇)教育组，各中学及重点小学编写乡镇教育志及校

志。到1989年b月，各乡(镇)教育志及各校校志的编写工作基本完成，并由各单位翻印成

册。县教育志编写小组把过去征求的意见收集上来，著在各单位编好志书的基础上，重新进

行修改《岑溪县教育志》的工作。
'

、；- 一
‘

《岑溪县教育志》(初稿)，在县委、政府和县志办的领导和重视下，经过编写人员和

全县教育工作者的努力，现在与大家见面了。由于我们编写水平有限，错漏是难免的，为了
、

进一步修改好《岑溪县教育志》，热切地希望读者不吝惠赐宝贵意见，使它发挥其“资诒、

教化、存史”的作用。

李士浩

1990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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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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

原则，记述本县自l 905年废止科举建立学堂以迄1988年教育事业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以

为“资治、教化、存史”所用。

二、篇目的编排，原则上采取“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纵写始末”。但科举制度下的县

学、社学、义学、书院、私塾，与废科举后所立的普通中学、小学，性质迥异，没有继承延续

的关系，而且叉限于资料，特立专章，作简单的、一般的记述，亦即“宜横则横。宜纵91Il
}。一

纵”之意。 ‘”

、

三、本志的限断，基本上始自清光绪31年(i905)废科举，立学堂，迄于l 988年底。但

是，有些地方为了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作适当地上下延伸。

四、糯垌、三堡、安平、波塘等四个乡(镇)在解放前隶属于藤县。因此，本志所记解

放前全县的学校、教师、学生等的统计数字，不包含上述四个乡(镇)的学校数、师生数。

五、人物姓氏、一般直书其姓名。但在民国时代，一般人只知道其别字，对其正名则颇

为陌生。因此，本志在一些人的姓名之后，用括号注出其别字，例如：陈树勋(字竹铭)，

李曦(字子殷)，黄炳桐(字桂丹。)

六、各厂矿、各系统、各单位主办的学校、培训班，如河三矿主办的中、小学校，党政

部门主办的社会主义建设学校、党校，卫生系统主办的卫生学校护士学校等等，都由主办系

统在各自编写的专业志中去写，本志从略。

七、本志所列数字，主要根据本县统计局所编《国民经济统计》的数字。建国前的，则

根据广西教育厅所统计的数字，或者当时学校所记数字。

八、为了叙述方便，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体育、卫生教育等项，分别

在“中学教育”及“小学教育”两章内记述。

九、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只对已故的本县教育界知名人士记述其传略，至于

当代的教育优秀工作者，只简单地列出其姓名及称号蓝以自治区级和国家级为限。

十、文艺志，专记各学校校门对联及其它有关教育的诗词杂文。

1．



2

岑淫县幼Jt,N游乐场的一角

岑溪县幼儿园游乐场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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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k程柱倦柱普及初等教育会议I+仆报{i

普及初等教育检查验收工作团的一个工作小组在

水泣核算“四率”

『¨q■嘲j。■，+。Ⅻ10强q。1

想q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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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育厅满逛琛剐处K，县敦育硒党组书记乍七浩

君：检推学生作业。

嘲

区教Jr?徭逆琛刚处K县教育J而党组书|己乍士浩

与蝓田村土fil：B沁在小学听课。



r【治区教育厅普教处潘逆联剐处艮干¨县教育J曲领导认

A小核四牢

丰ff州地区教育局^6睦潘祆培(右)，党组I删书记张光|5；；f(左)

县教育J．j|圭李士浩在研究丁=作



水波华侨巾学

一个宴验小组



触关tI，学校f

麟

城笑中学教学楼



岑溪中学校门

时冲中心小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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