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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盲工作奎查团在鸟拉民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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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召开小学教师经验交流会

。

●省实验室工作检查组在永宁中学

检查工作。

卜关索区龙洞小学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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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89删节县委、县人民政府表彰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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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幼儿固小朋友表演节目。

◆中学生运动套隆重召开。

●墩贡未趟村布依族姑娘学文化。



一县西北边陲的盘江民族小学。

◆关索镇一小庆1六一_J团体操表演。

●县教育工会组织教工书画

作品评选。



A1990#-普农教检查验收合格，省地领导与我县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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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育

教育是兴国富民的根本大计。古今中外，凡是兴盛发避：的国

索。都彝常重槔教富的发晨，，誊玲世赛，概莫能外。教育的发展已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标志。

关岭自治县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文化

教育源远流长。早在清朝道光年间，永宁州就曾出现过“汉苗生童

成入学诵读，苗疆文风大兴，，的盛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关岭

创办了省立师范学校，城乡曾一度掀起国民义务教育的高潮；一九

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尤

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积人民的教育事业，成效更为显

著。一九九。年，，全县已实现了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扫除文

盲。今后，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认真地全面地贯彻和执

行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教育

事业，积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大力提高全县各族人民的素质，

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优势，把文化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为当地经

济建设服务，那／z,，振兴关岭，造福于人民的愿望定能早日实现。

·．盛世修志，编篡志书是为了“资治、教化、存史"。《关岭布

依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志》遵循“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

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本着“详今略古、纪实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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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以翔实的史实，．记述了从公元一六九九年(清康熙三十八

年)至公元一九八八年其间约,t-一-一百九十年我县教育的历史；认真总

结了建国四十年来关岭教育工作的经验．及教训，供教育同行参

考、借鉴，从而推动关岭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谨此为序’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王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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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时限：本志从清康熙十四年(i675)，永宁步l：l城设立问学

为始，下迄1988年，历史跨度314年。

二，内容：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及正文16章组成。’

三，体例：本志按照横排竖写，事以类从，以事为经，以时为

纬的方法编写。
、

四，行文：本志除引文中的文言文仍按原文照录外，其余部分

均使用现代语体文。 J-

五，文字：本志除引用古籍原著和少数特定含义的字用繁体字

外，其余均用现行规范简化汉字书写。

六，数字：根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本志纪年，民国以前用旧年号

括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年号。大事记及教育

灭j物章，无论何时均用公元年号。纪年所用数字，清代以前使用汉

字书写，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使用阿拉伯字书写。文中表示

科学计量和统计数字的地方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七，人物：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于在世有影．晌的人

物0则按因事系人的办法分别记尺有关章节中。立传人物，‘则按本

籍人为主：客籍人为辅的原贝lj，搜集对关岭教育有较大贡献和影响

者。立俄’列表者，一般以卒年先后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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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志

编纂领导小组编写组及审稿人员名单

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王祖荣

副组长卢胜义 邹朝刚 罗应周

编写组

主编戴大用

编辑黄友谊

资料员 田景华

审稿人员

刘烈炎王良佐

雷政和 曹光武

田景华左庆忠

石金明 张汉文

卢廷才段盛东

黄友谊王宣桐

张玉平王逢斌
／‘v 4-／-。

黄定兴旱登学

李昌云 陈良富 谌洪海 罗仕勋

吕洪库

周仲陶

陈良富

覃登学

杨贵瑜

邹朝f94

陈宗元

罗先泽

史启麟

赵宗秀

产姓叉

谌洪海

吴切明

何家国

柴仕国

黄定兴

熊泰麟

李俊峰

李昌云

陈兴龙

胡真珍

伍玉文

王祖荣

王国柱

杨述章

戴大用

沈宽仁

罗万忠

王锡堂

黄宝珊

张家瑾

李灼霖

任桐君

杨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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