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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教育立国，科技兴邦”这巳成为当今不少发达国家的强国之道，“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党的十三大已把教育当作治国之本提出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事业的应

有位置和作用已为愈来愈多的国人所认识。

融安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北接三江，南连柳城、西邻融水，陆通襄樊、桂林、柳州、水

达梧州、广州。县城长安镇解放前属广西四大名镇之一，是桂东北农副土产品的重要集散

地，为历代商埠要地，也是历史政治文化的中心。

《融安县教育志》取材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知县唐右祯发倡扪建五峰书院

起，至1987年止。个中风云变幻，人事浩繁，不乏有识之士立塾创学之举。四十年代中期，

以莫可量、韦克、黄爱邦等革命志士，以乡校为基地，以校长、教师身份为掩护，率先秘密

建立发展共产党组织，从事革命斗争之举，更是融安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

我县教育志编写班子，自1987年3月组建以来，至1988年底拿出初稿，在近两年的时间

里，编写组的同志，立定脚跟，一鼓作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进行查阅、研究、分析，去伪存真，宏观精

取。编写组在广泛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搜集了明清时期、民国时期、解放后各个时期的资料

170多万字，上下走访了100多人次，得了不少口碑材料，然后按试写——评审——初稿——

评议——修改稿的程序进行编写，力求做到观点正确、体例完善、资料翔实，文风端正。

已写成文的八篇廿八章四十一节，二十万字的《融安县教育志》，对不同时期，各级各

类教育的变迁与发展，兴衰起落，形式规律，都作了系统的记载，读完《融安县教育志》，

便知教育事业在各个时期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对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促进当今的

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我县教育志属于首次编修，经验不足，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有限，文中疏漏、错误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知情人士，不吝赐教。

《融安县教育志》承蒙区、地教志办、县志办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指导，

得到广西通志馆、图书馆、博物馆、桂林图书馆、广西师大图书馆、柳州地区档案馆、县档

案局，以及社会上各方面人士、教育]：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韦启科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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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同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

编篡，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上限公元1895年，下限公元1987年。部分篇章下延至1991年。

三、本志采用按时代横排竖写的体例，以篇、章、节为记述层次，运用志、记、传、

图、表、录诸体裁充实内容，以志为主。表随文附于各章‘宵。

四，本志人物称谓，直书其名，必要时则列其职务。

五，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按当时习惯用法，朝代或民同，用括号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地名、校名、术语，按各历史时圳的不同称谓记述，均用全称，如要简称，第一次

用全称。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广西图书馆、通志馆、桂林图书馆、融安县档案局和融安县各乡教

育办公室资料，以及老教育工作者口碑资料，经筛选核实，慎隶录用，在行文中不注出处。

八、本志采用记述体、i吾体文。文字以规范为准，数字用阿拉们数字。

· 2 ·



教育大事记

清光绪21年(1895)由融县知县唐右祯发起清流镇绅者以捐资而建成五峰书院，招生

30人。

光绪32年(1904)清罢科举，限令州厅县办学堂，融县的东，南、北区先后办同青学堂

五峰书院、同育学堂、长安兴义学，苏田学校平寨学校，坡伟学校、学常学校等。

光绪3t4年(1906)、县设劝学所，司管全县教育事务，第一任所长唐虞世。

民国7年(1918)，长安成立女子小学，第一任校长罗纫芳，招生3班。校址在今长安

一小右侧。办至1935年与北区公立小学合并。 ．

民国11年(1922)北区安石区立小学办女子班一班，招生40人，两年后停办。

民国16年(1927)县劝学所改称教育局，设局长1人，督学3人，书记(文书工作)1

人，第一任局长曹授章。

民国17(1928)长安兴义学改为北区公立小学。

民国18年(1929)增设学区观察员，负责司管学区教育业务。融县设7个区，现属融安

县区域有二，三、六学区。总共有小学89所。

民国22年(1933)，撤销县教育局和观察员，在县政府设第三科，专管教育，第一任科

长莫承曾。

民国23年(1934)，省厅规定，每乡(镇)办一所中心小学，每村(街)办一所初级小

学。实行政教合一，乡长兼中心校校长，、村长兼村校校长。属融安区域计有中心校19所，村

校17l所。

同年春，融县于融乐镇南街广东会馆。成立民众教育馆，由教育局拨给开办经费。

民国24年，(1935)北区公立小学附设幼雅园，第一任主任余鉴刘。

民国25年(1936)，黄治邦在大巷办“治基补习社"一所，至1949年停办。

民国27年(1938)，路蕃到北区浪保小学任教，与共产党员黄吉士等发展六个党员，建

立北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领导当地群众抗日运动。

民国28年(1939)国民政府定这年为“成人教育年”，县成立“融县成人教育推行委员

会"，设委员9人，县长李达能兼主任委员，第三科长为视导员兼总千事。

同年4月，在全县中小学推行“新生活运动"。

同年7月13目一·8月1日，县举办中心校教师讲习会，到会40人。

民国28年(1939)8月26日，省府“决定今后每年8月27日为教师纪念节。"

民国29年(1940)，政教分离，当年全县设专职校长190人。

民国30年(1941)成立私立长安中学，校长潘明澜。同年7月，学校成立中国童子军组

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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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3年(1944)8月，滞明洞在鼎安乡龙妙衡成立P1j维中学，招生3班。当年11月因

战乱停办。

同年lo月10日，长安中学因无理处罚学生，由该校学生冯继福(冯果)陈义、房自强等

tO人，在校内发动罢课学潮，历时一周。

同年冬，因日寇入侵县境、全县学校停课，

民国34年，(1945)8月中旬，日本投降、全县学校复课。

同年7月，中共融县北区支部建立，支委荧可量(隅西小学校长)、韦克(鼎安小学教

导主任)、黄爱邦(长安区立小学教师)。西隅、长安、鼎安三问小学都有中共党小组、党

员各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活动。

-同年12月18日，融县“教商会”改组成立，到会人数54人，选举出路一匡、欧阳蕃、王

建吾、范楚善，曾得全等五人为干事，会址在瘫：县初中今(融水)。

民国35年(1946)春，县政府将长安私立中学改为县立长安初级中学，校长曾梅先。

同年春，湖南省在长安镇的旅长同乡会，组成湖南旅长同乡会小学，校名简称“湘小，，

招收学生3个班120人。

同年秋，西隅乡学治会发起敬师运动，j苗级生每人_乐捐大米20市斤，教师补助费2000

元(国币)，初级生每人捐大米10市斤，补助费looo元。一≯生家长如数捐送，解决教师生活

困难。

民田36年(1947)元月3l口，陈帧琳、叶馥荪、梁 徐、龙运章等四人到美国留学。

民囝37年(1948)夏，莫可量第二次到西隅乡小学任校长。在学校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

爱国青年会。并发展“爱青会刀员。(“爱青会"是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民国36年(1947)4月，由苏健行莫玉，夏青，粟息梅、莫运梅、何边、夏春梅等八

人，在潭头北山村组织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后因故于秋季停办。

民圈37年(1948)10月，潘德怀受巾共地下党组织派遣，转移到北山：E作，到北山后，

立即恢复妇女识字班，同时还发动莫玲、龙映、苏火姣等】．0多位妇女也都参』)|i了识字班。

民国38年(1949)4月，北I_【j村妇女谚：掌黟f扩大到loo多人，分3个班，分别存3个屯

上课。该村的妇女识字班一直办到1950年。

1949年】o月22日氏安中学教师张一民、肖#松、肖泽昌、黄金装、邱光汉、农奋、张佑

民等七人在学校做了一些有益革命的一J二作。

】9；49年12月28日融安县人民政府成立文教科，负责人蒋学伟。

1950年元月，县人民政府接铃各乡(镇)中心小。≥30所，li司年8月各乡(镇)人民政府

先后接管村校85所。

1950年3月，长安区人民政府代表县人民政府，接管长安中。、≯。当时在校学生8个班，

学生342人，教职工35人，建围后，第一汗校长余瑞芝。同，{i底余凋庀，由谢祖宦接替校民。

1950年冬，在氏安镇、带安乡、安东乡、安江乡始办工狄夜学班，有学员655人参加学习。

同年11月20口，融婪廷4分为融霞县帮犬肖山璺。融’奠县第一任文教科长}}{4科长路聪。

1951年2 JI：致育科举办小学教师、文教助理讲习跚、参加人数205人，为期一个月。

l司qi春，长安中学师生25人，参加4，互租退抑和清"反霸运动，同年又组织：连传队到沙子

泗等乡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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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lo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新学制"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融安县未实

行。

1951年7月，全县小学教师350人集中县城参加小学教师暑假讲习班，接受形势教育、

人生观教育，树立教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专业思想。

1952年春，县人民政府贯彻“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抽调400名中

小学教师到各乡(镇)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

同年夏，全县小学教师400多人，集中县城，中学教师34人集中宜山专区参加思想改造

学习。

同年9月23日，县政府保送大巷区安宁村大袍屯苗族青年风世民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学

习。

同年秋，长安成立民办新华街小学，和平街小学。1953年春，两校合并，改名为私立培

建小学、名誉校长章立英、主任罗庆培，学生12个班，校本部在福建会馆，分部在董家园。

1953年秋合并于长安一小。

1952年10月，因师资不足，县人民政府批准，吸收一批知识青年在融中培训，后分配当

教师。

1952年12月13日全县成立少年儿童队组织。总辅导袁再勋。

1953年长安镇将原长安镇私立联小，改为长安镇第二小学，原长安一小改称长安镇第一

小学。

同年，秋。中共融安县委派党员陈允健到融安中学任党支部书记。这是解放后，党在学

校建立党支部之始。
’

同年试行小学学制改革，实行五年一贯制。
‘

同年秋，改原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招生制。各中小学贯彻教育部指示， “学习老解放区

和苏联的教育经验”。提倡启发式，废除注入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同时学习

、 了以凯洛夫的教育学为主的苏联教学经验。是年部分中小学试行“五级记分法’’。

1同年秋，按宜山专区指示，将长安中学改称融安中学，并始办高中，招收二班，学生92

名，学生来源于融水、柳城、三江，来宾，融安等县。

1954年，保送12名小学行政人员到柳州师范轮训，时间半年。

同年春，融中教师成永泰用月光花嫁接红薯苗试验成功，结的果实最大的一个红薯有33

市斤。同时，他又分别利用外地水稻优良品种“三九三”及南京中央农业研究所培养的“中

农三四号”水稻品种和本地品种杂交，创造了“融中一号矽和“融中二号"高产水稻品种。

“融中二号"出米率达百之八十以上。“融中一号’’在柳州地区长期推广使用。

同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扫除文盲决定》。融安县设扫盲专干4

人，分别到各区培训民师，当年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扫盲运动。

1955年融中成永泰用稗草与“融中二号"水稻杂交试验，创立了一粒谷子中有两粒米的

新品种“融中三号"。

同年秋，创办长安镇第一幼儿园，第一期招收大、中、小班幼儿共90人，主任杨静萍。

同年冬，在全县中小学教师中开展肃反运动，小学教师589人集中县城，中学教师38人

集中宜山专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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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县文教科始设融安县中小学教研室。成员有余济均，袁再勋、马昌荣。

同年秋，增办长安镇第二幼儿园，招收大、中、小班幼儿90名。主任李菁华。

同年秋，增设融安一中(第一任校长吴周南)、大良中学(第一任校长吴世芬)、板榄

中学(第一任校长韦鼎革)，共招生400入。

同年秋，县文教科分为教育科和文化科。教育科长黄汉勋，副科长罗祖光。

同年秋、宜山专区在县城河东兴办融安速成师范(一年制)一所，这是融安县有师范教

育之始。该校面向全专区招生，第一届招生5班240人，第一任校长金星，办校一年后停办。

同年秋，全县各中小学推广五级记分法。

同年各小学贯彻《小学生守则》

同年秋，县建立扫除文盲办公室。成员有：韦松柏、廖素亘fj、张法元。出版“扫盲小

报’’。

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

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同年秋，中小学教师839人，参加整风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5人。

同年秋，撒区拼乡后，全县设21个乡，各配专职或兼职扫盲校长一名。

1958年，柳州地委赠给融安县“扫盲先进”锦旗一面。

同年，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

作方针。七月，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共3000人，停课大炼钢铁，历时三个月。

同年九月，自治区在平果县召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场会：融安中学作了经验介

绍。接着，柳州专区在融安中学召开勤工俭学现场会。(当时融中办有木工厂、机修厂、校

办农场、百头猪场等)，由融中做办厂(场)经验介绍。

同年秋，掀起全民办学热潮、全县始办民办中学22所，共28班，学生1284入、1969年底

撤销。

1959年春，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插红旗、拔自旗”的“反右倾’’运动。在大巷村大板

桥插细株密植时，教师黄志权因对这种栽培方法有怀疑而发出议论，当场被梁久林副县长宣

布开除公籍。1960年经平反后已收回。

1960年春，融安县在河东恢复融安速成师范。学制一年，共办两期五个班、培养小学师

资190名。校长韦鼎革。该校于1962年9月再次停办。

同年秋，县增办泗顶中学，招生2个班lOO人。第一任校长刘洪状。

同年秋，各级学校贯彻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各校师生上山下乡开荒种地，争

取粮食、蔬菜自给。当时有18名小学教师因体弱病残不能自给，被动员退职回家。后于1979年

已回收。

1961年春，融安一中与融安中学合)午。分设高中部和初中部。高中部设在原融安一中，

初中部设在原融安中学。

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全县精简了1958年来自农村的中小学

教师350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3年10月，全县各中小学贯彻中央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初稿)

《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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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秋，县委抽调55名中小学教师参加四清运动试点工作队，到各乡(镇)进行四清

工作。

1965年，贯彻教育部“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指示后，县教育局、农业局联合

创办融安县农业中等技术学校一所，招收中专班一个班，学生48入，初中班2个班，学生96

人。同年，教育局在浮石、大良、潭头、沙子、大坡、大将、泗顶，板榄、桥板，大巷、雅

瑶办起1l所半农半读农业中学。共招收22个班，学生1100人。

．1966年7月16日，全县中小学教师被调集县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互相出大

字报、设专栏，群众斗群众。

同年9月中旬，全县中学生红卫兵代表120人赴京“接受检阅’’。回县后，各中小学先

后停课闹革命，师生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外出串连，学校秩序陷入混乱。

1967年秋季学期，因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激烈武斗，全县中小学停课，学校处于瘫痪状

态。

1968年8月，第一批毛泽东思想工宣队进驻融中，接着各公社革委会亦派遣贫下中农宣

传队进驻各中小学。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学校斗、批，改。

同年冬季，各公社(镇)撤销原有农中，全县共成立“五七中学’’13所。

同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山东省侯振民、王庆余提倡“知识分子便于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必须把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的倡议。于是全县农村小学都下放到大队办。

取销教师领国家工资、到生产队领工分。实行不到半年即取消，恢复原来工资制。

1969年9月，各公社(镇)成立“教育革命办公室”，领导全公社的教育教学业务工

作。

1970年，全县各级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活动。斯时，在教学上以

政治代替业务，以劳动代替学习，大砍现行教材，理化课改为工基课，生物课改为农基课。

对毕业生进行“三机一泵"训练，学生学不到应有的基础知识。

同年，由县革委政工组教育小组组长欧庆生带领各中学革委主任15人到江西省“共大"

学习参观。回县后，提出“学共大，赶黄茆”的口号，走“赤脚教师，背篓学生、山沟学

校”的道路。事后，融安中学首先搬到沙子公社南弃屯。接着，东起中学迁到露白山、长安

中学迁到畜牧场、大巷中学迁到江口村盘马岭，大良中学在太平寮设分校，以后各中学纷纷

将学校搬迁到远离村镇，没有人烟的山沟里，不久又搬回原校。

1971年废除各级学校招生文化考试制度。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

复审"的招生制度。这时全县各级学校招生都实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76年。

1972年元月，经县劳动局，文教小组审批，将历年来的长期代课教师159人，转为正式

教师。

同年2月，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县城，学习中央《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纪

要》中提出两个估计：即“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

阶级妒。 ‘

同年，所谓中学教育大发展。这时，融安县办有融安中专一所，还在大良、泗顶，板

揽、长安、大将，大巷，浮石、桥板等8个公社(镇)办起高中，初中发展到45所。

同年秋季，融安师范(附设在融中)恢复招生，采取推荐办法，招收90名新生，学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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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73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和《一个小学生的来信

和日记摘抄》以及1974年2月县革委领导传达中共中央(74)5号文件(马振抚公社中学事

件)后，全县中小学大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造成学校秩序极端混乱，师生关系紧张。

1974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县城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大批所谓“三中心’’(课堂中

心、课本中心、教师中心)。回校后，学校大搞开门办学、大办工厂、农场。当时、全县学

校共有工厂ll间，纯收入22loo元，农场有田1169．4亩、产粮64950公斤，林场774亩，果园

97．5亩，养猪94头、羊20头，各中学毕业班学生分期分批到大良公社石门水利劳动半个月，

接受劳动锻炼。

1975年，潭头、东起、沙子，雅瑶、大坡等公社中学以及和南、龙妙、红岑、东江、新

寨等大队也办起高中，全县有高中20所(其中5个点)，初中由45所发展到78所。

1975年，推行“朝农”经验，融安县师范招收社来社去中师班一个班45人，毕业后回乡

当农民。尔后已陆续安排为公办教师。

1976年7月16日，东起中学女教师房放。因抢救落水学生谢春玲光荣牺牲，1980年自治

区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977年，中共中央I司务院下令撤销1971年“全教会纪要"和1974年“关于马振抚公社中

学事件"文件，学校工作得到拨乱反正，开始走上正轨。

同年，县教育局定大良中学为农村重点中学，浮石小学为农村重点小学。

1977年秋，恢复招生文化考试制度，全县各中小学招生也实行文化考试，贯彻德、智、

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同年将融安中学改为融安高中，长安二小定为城镇重点小学。

同年，各级学校试行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同时，各级学校先后

制订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教学秩序逐渐趋于正常。

同年，全县小学推行桂林市笔珠结合的数学教学方法。试行一年后即停止。

同年、教育局恨据中央指示，给过去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中小学教师35人平反，恢复名

誉。

1979年，贯彻教育调整方针：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控制训整高中，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办好重点，带动一般。全县由14所高中调为9所，撤销大坡、东起、沙子、雅

瑶、桥板等高巾。

同年9月，始办函大中文班，电大数学班，共54人。

同年11月，全县中小学实行班主任津贴。

1980年，各公社成立教职工代表会。

同年秋，在县城小学开设英语课，一年后停止。

1981年秋，全县小学各年级开设思想，W。德课。

1982年舂，为适应多种形式，多渠道办学方法，大力普及五年教育，全县办起简易小学

8个班，学生148人。秋季学期增至14班，学生329人。是年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6％。

同年上学期，对试用民办教师326人，进行思想文化业务考核，辞退不合格教师11人。

同年，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幽幻灯教学会议，鬲虫I窜敫师谢庭柳出席这次会议。

同年9月，全县再次贯彻中小学学生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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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季，继续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全县撤销40所附中，保留13所附中。9月，在

浮石公社试办浮石农业中学一所，，招收初中毕业生54人，学制3年，开设高中课程，增设农

业基础知识专业课。一． ’一

同年8月，融安县勤工俭学公司成立。由副局长张福全兼任公司经理。

．_’同年lo月，．县工会和教育局联合召开首次敦职工代表大会。

1983年，再次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撤销大将，板揽、泗顶、大良四所高巾。保留融

安高中、长安一中，长安二中的高中。同时撤销6所附中，保留18所初中。

同年秋，在县城新办融安县职业中学一所，招收新生50名，学制3年，开设农牧专业

课。 -，二

1983年，桥板乡拨款lO．7万元支持办教育，被评为积极支持办教育好典型。

．，。?1984年7月，全县高中再次调整，长安一中停止招收高中。融安高中停止招收初中，

1985年又恢复招收初中。

同年8月，县师范从融安高中搬出，新建校舍于融安高中南面菜地。

√，同年，县教育局给299名教师平反冤假错案。
一

同年冬，大良乡太平辽小学教师莫宗雁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同年冬，区教育厅韦善美厅长一行六人到大良、浮石、大将、雅瑶等乡检查教育工作。

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县人民政府召开教育战线先代会，县城附近教师集中县

城隆重庆祝。其余各乡也分别举行庆祝大会。

同年秋，融安高中在一年级305名学生中，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增没军事课程。尔后在

每届高中一年级学生中都进行。 ； ， ，

：7．：同年，一撤销各乡(镇)教育办公室，成立乡(镇)学区，全县共分14个学区。

同年秋，融安高中在一年级学生中进行微型电子计算机教学，使用自治区编的“微机"

教材。 j ．

，·。．．

．
。一、

同年11月，经柳州地区行署派员到县检查验收，全县脱盲数基本达到脱盲标准，宣布为

基本扫除少青壮年文盲县。

1986年4月，全县成立家长学校65间。长安一小、大巷小学、长安二小被评为自治区家

庭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一

-；

同年暑假，教育局举办中小学学校管理工作学习班，历时8天，学员80人。聘请广西教

育学院教育系副主任黄焯，区教科所研究员张文伟、吴宏太到会讲课。

同年8月，中央讲师团孔群等5人到我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87年7月1日任满回北

京轻工部。

同年9月20日，柳州地区教育局在融安高中召开军训现场会，总结军训结业情况，到会

领导七人。

同年秋，全县高考录取大专人数103人，是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同年9月21—23日柳州

地区在融安县召开全地区高中毕业班工作会议，总结交流毕业班工作经验。

同年9月10日，全县庆祝教师节一周年纪念活动。全县共评出文明学校14所，先进教师

84人。

同年11月，J“西军区、区教育厅联合在融安高中举行军训：学校现场会，检阅融中军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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