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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泉水中心小学校志》于世纪之交问世，与读者见面，旨在存史、

资政、育人。

《泉水中心小学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导，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为原则。因年代

久远，资料无处寻查等因素，采取详今略古，详近就远的编纂方法，

用采访老人的口碑和有据的资料，朴实的文风，洗练的文字，合理的

框架，全面而系统地记载了泉水中心小学的过去和现在。充分展示了

泉水小学历代教职员工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发扬红烛精神，辛

勤培育桃李的光辉历程。反映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教育部门对教育的关心，一代又一代的泉水人民和社会有识之士为泉

水中心小学的创办和发展壮大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以志为镜，可鉴后人。此《校志》是检索泉水小学教育的基本资

料和研究泉水教育的史料工具，可为泉水小学教育事业的持续、快速

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

愿《泉水中心小学校志》在科教兴镇、以德治镇的历史进程中，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校长沈成贵
二o o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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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二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对教育

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为原则，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

法，进行编纂。
’

二、本志上限1913年，下限1999年。。

三、本志采用记、传、录、考、图、表、照融为一体的志书体例。

全书设章、节、自然段，有关表格随文附后。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教育局、县志办办公室、本校档案和采访
。

口碑。

五、以1949年10月1日为准，此日前行文中所书解放前，此日

后书解放后。
‘

六、本志文字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数据用阿拉伯数字，年份用公元纪年。

七、校名第一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人名直书其名，不加称谓。

八、人物已故者以卒年为序，在世人物作事迹简介，获奖人物列

表记录。凡入志人物，以育人为标准，均经学校党政领导集体研究决

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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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乡在民国时期辖有康跃溪村、泉水村、三块田村、陈家螃村、周家沟村、

黄家山村、苦竹林村，西南面与沐川县海云乡连界，北面与沙湾区福禄镇接壤，

东北濒临五通区西溶镇，是一个三不管辖的边远山区小乡，因而教育事业发展较

慢。

民国2年(1913年)，当地人民利用泉水场东头的禹王宫作为学堂，并筹定

常年经费143元，经上级核准开始办学，校名为第十区(石板溪)区立初级小学，

即现在的泉水中心校的前身。

本乡小学有地理环境和历史关系而形成的一些特色。 ·

本乡由于距县城较远，地处僻静，交通不便，形成与三县(区)犬牙交错地

界，因此地方人士自动集资兴办小学，设立校董会管理学校校产和人事。’

1940年以前，除泉水公立完全小学外，其余村的小学都是由某一姓办的私

立初级小学，学校就设在某姓的祠堂内或庙宇里，校长(教师)由本族中人担任。

在1940年以前，全省教育经费没有统一管理，各学校因地自筹自理，条件

好就丰裕，条件差就欠缺。本乡教育经费来源颇为庞杂：第一、省(中央)拨款；

第二、县地方财政拨款；第三、学校校产，如庙产；第四、各学校地方筹款；第

五、学费收入；第六、‘各学校临时筹款。筹款的款项很多，如斗息、房租、祠庙

捐、猪市牙行、肉税附加、炭户乐捐、学食费收入、体育费收入、杂费收入等。

1940年，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各乡镇办中心校，各保办

保校。民国30年(1941年)本校更名为泉水中心小学，出现了四所保国民学校，

即第二保国民学校、第四保国民学校、第五保国民学校、第六保国民学校，保国

民学校都办的是初级小学。没有办保国民学校的保仍延续着私学教育。
民国时期，学校学生的入学率和巩固率都很低，入学率最高年度也超不过

40％。至于要读满毕业的学生就极少了；一百个中仅有一、二人，读满初小毕业

的位数也并不多。 、

学校毕业出来，谋职业难，教书也不易。要有人推荐，要校长下聘。旧时说

“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是指当官的而言，但学校也有这风气，一个校长一批教

职员，而且保国民学校的校长常由保长担任，中心小学校长多由乡长或副乡长兼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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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师在当时是不大被人瞧得起的。所谓“家有三石粮，不当孩儿王”，地位

低下，生活清苦。

在本乡学校中，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教书，保持自己的清誉，以教书作

为一生事业的人是不少的。而滥竽充数者也不乏其人，这往往是裙带关系造成的，

学校校长因为“来头”(推荐人)太大，推不脱，推不得。以致1946年10月2

日四川省政府针对这一问题下训令：“⋯⋯而玩忽功令，滥聘人员充任教职员者

亦复不少，甚至地方官吏及地方人士利用职权，介绍教员，强迫任用，已属不合，

更又擅荐不合格之人员充任教员，不特破坏学校用人行政，抑且贻害教育事业进

展殊非浅鲜。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各县市局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及各公私立小

学之教职员任免均应一律慎遵各项法令规定，慎重办理”。由此也可见当时教育

事业遭受破坏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12月本乡解放。临近解放时，旧县政府通令

中小学停课，放假。12月底，县军管会通知中小学一律复课，行课一月，正式

放假。根据“维持现状，立即开办”的精神，本乡小学于1950年2月末照常开

学。

解放初，对中小学采取保留和部分调整的办法。小学实行中心学区制，由泉

水中心小学校长负责本乡内小学的教学工作。过去的保校改为民办公助的初级小

学，称为村小，由当地农会组织校董会办理。私立小学停办，由农会吸收，改为

村小。1951年西南行署颁布《初等教育计划草案》，对学制、课程、考试、寒暑

假、学校组织、教职员之聘任、学校经费与教职工待遇等皆有规定。

1952年下期起，学校教职员工就由政府调派，废除聘任制。

解放初，社会活动很多。1953年上期，提出“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刀，结束

了混乱的状况，学校教学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解放后，废止了过去学校的一些管理方法和教学方法，教育部提出学习苏联

的教学方法和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1953年4月，本乡教师到县上听取了普希

金教授教育学的传达报告。

1955年，教育部制定《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四川省教

育厅制定《四川省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犍为县文教科制定了

《犍为县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

几年间，一系列的改革和措施使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变化，学校设备改善了，

学校壮大了，学生人数增加了，师生思想面貌更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学风纯正、

学生守纪律、尊敬老师、努力学习、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

的崭新局面。这是本乡教育事业解放后第一个革新和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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