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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举国上下欢庆。教师节"之际，《托克托县教育志》在县委和政府的关

怀与支持下，由于教育局领导十分重视和编辑人员的艰苦努力，积极工作，终于
。

刊行问世了。她的问世对全县各族人民，特别是对教育战线的师生员工，无疑是

一件十分有益的并为之庆幸的事情。
‘

’-t《托克托县教育志》客观地反映了托县地区教育事业的古往今来；反映了鸦

片战争以来教育事业几经沧桑最终迎得曙光的历史，反映了四十年来广大教育工

， 作者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于教育事业的欣慰和惆怅，反映了教育犹如阳光之普

，， 照、雨露之滋润，在托克托这片中华民族国土上培育出多少民族英豪，科技精英

和各行各界建设人才。没有教育即没有文明，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有赖于教

育，《托克托县教育志》揭示了这一客观事实。

《托克托县教育志》总结了我县教育战线贯彻执行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一系列

一’ 方针政策，特别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所出现的大好形势。初等教

育达到自治区验收标准，中等教育硕果累累；成人教育成绩斐然， “二无两有"

{ 成绩卓著，双双荣获自治区嘉奖。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师生员工精神振奋。教师

j 的物质生活较大改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所有这些将更加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

； 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奋发图强，与各行各界携手并肩，为建成自给有余并

?
’

对国家有所贡献的繁荣、富裕、文明的托克托县而奋斗。

． 《托克托县教育志》具有志书所应有的史料翔实，观点明确、叙述通畅、文

。 图并茂、．装帧精美等特点。不啻有。存史，资政，教育”之作用，且使人读之兴

。 趣盎然，颇有所得，不失为一部好书，可谓案头不可或缺之读物。是为托县各族

。

j 人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献上了一份厚礼。因此，应向为编篡本志付出辛勤劳动

或给予支持帮助的所有同志和朋友表示敬意。当然，她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 甚至有不妥之处，正如编者所求，敬请各方批评指正。

鳓 。 张军王搌义 19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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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体例横排书写。

二，本志断限上起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开设归化厅学伊始。下迄1987年，有的

章节延至1988、1989年。

三，本志以志为主，按类设章，以章统节。有关图表多附在章节之后，无适当章节可归

者，另列图表专章，附在志书最后，以资参考。

四，书中所用地名，职称均以时代称谓出现，有的注明当代名称。

五，历史纪年、时期称谓。清末以前用皇帝年号，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括号注明公元

时间。丑伪时期及以后均用公元纪年。

六，度、量、衡单位均用时代惯称。如清末两等小学堂每年修费钱九十六千文，系指清

代铜钱硬币，民国年间教师月薪普通16元，系指民国早期通用之银元。

七，本志文中所用数字，均按国家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除少部分使用汉字外，其余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志中语言为语体文。

八，本志凡涉及到人物一律直书其名。“人物”一章是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收编

已故者。对教育有较大贡献且有一定影响的健在者，有关章节采取以事系人的笔法记述。

九，本志有关数据主要来自档案资料，历年统计数据以《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个

别数据是由编辑人员到各乡、校及有关单位调查汇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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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遗址。进入战国时期，赵武候在县

境古城村筑云中城。武灵王时设云中郡。秦统一后(公元前221年)，云中为全国三十六郡

之一。汉因之。领县十一，今县境有沙陵、阳寿、云中三县和桢陵的部分。建安二十年(公

元215年)并诸县为云中一县，内徙县废。北魏增修云中城。并于城中起官室。隋开皇三年

(公元533年)，复置阳寿县，又置榆林郡及榆林总管于县界，寻改云州总管，十八年(公

元598年)改阳寿为金河。隋末(公元618年)突厥入，县废。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

突厥阿史德部居于此。永徽初(公元650年)置云中都护府，旋改单于大都护府，徙治定襄。

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筑东受降城于今县城南。元和中，移于县城北。辽置东胜州，金、

元因之。明改置东胜卫，今县为左卫地。嘉靖中，蒙古西土默特恰台吉驻牧，名脱脱城，亦

称托克托城。清乾隆初(公元1736年)，设托克托通判厅，属山西归绥道。民国元年(公元

1912年)改厅为县设知事，三年(公元1914年)山西绥远分治，改属绥远特别行政区绥远道。

十八年(公元1929年)改为绥远省后，道废，直属省管，易知事为县长，仍沿袭托克托县名。

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日寇入侵后，属伪蒙疆巴彦塔拉盟。公元1945年光复后仍归绥远

省管辖。公元1949年“九一九弦和平起义后，始获解放。1950年属绥远省包头专署，后改为

萨县专署。1952年11月撤销萨县专署，又划归集宁专署。1954年3月绥远和内蒙合并，撤销

省建制，集宁专署改为平地泉行政区。1958年4月划归乌兰察布盟领导，1971年又划归呼和

浩特市管辖。从设托克托厅开始，至1989年，共有254年的历史。

现在全县有2镇9乡，44510户，171051人。由11个民族组成l汉族195610人，蒙族4324

人，回族802人，满族262人，藏族18人，苗族10人，朝鲜族11人，土家族9人，达斡尔族3人，

彝族1人，壮族1人。辖地总面积为1416．8平方公里，合2125157亩。工农业总产值6615万元，

国民总收入7932万元，入均收入486元。

托县早期教育，见诸史志者有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兴办学校。边郡也不独

外。北魏天安初(公元466年)立乡学，郡置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北齐诸郡并立

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唐盐，胜、丰3州都督府学生各50人，上县40人，中下县各35人。辽清

宁元年(公元1055年)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1人·金大定二十九年(公

元1189年)，有镇学23处，防御州学21处，云内州，东胜州各设学1处，学生皆10人。元至

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县设教谕1员，云内，东胜州各设学正1员。明初以来，地属元

l



裔，畛域自封，载籍沦散，立学之制无稽。

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始设归化厅学，兼管萨，率、宁，托、和，清6厅。二十

三年奉准部议分作两学，归、萨、托、和、清5厅为1学i从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一年，共举行

岁科考试7次，托克托厅取进文生19名。 一’
1、

本县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创设学堂，当时仅有6座启蒙学堂，托城3座，河口

．3座。三十年奉归绥道学务局批准，改为官立两等小学堂1座、初等小学堂5座。每座学额31

人。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学堂为学校，当时县内有县立小学两所，回教办清真小学

l所。六年，河口商会办商业学校l所，十五年改为县立职业学校，十九年改为县立第三小

学，清真小学改为县立第四小学，并新设县立女子小学l所。至民国二十三年全县有县立小

学lO所，区立小学3所，乡立小学3l所，有教学班63个，教职员67人，在校学生2461人，学令

儿童入学率为15％。

日本侵华后，全县学校停办。1938年部分学校勉强复课，县立第三小学并入第--=4,学，

女子小学、第四小学并入第一小学。至1942年全县城乡仅有小学30余所，在校学生2995人。

由于日寇法西斯统治，推行奴化教育政策，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学校，师生没有人身自由，

使学校教育成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

抗战胜利后，县内小学在原有基础上略有发展。1946年增设县立回教小学l所，军．1947年

县内有省立学校1所，县立小学4所．乡中心国民学校11所，保国民学校52所。1948年后，因

时局动乱，保国民学校停办。至解放前夕，县内有完小5所(包括私立明德小学)，乡中心

国民小学9所，教学班72个，教职员工111人，学生2786人。连私立小学，私塾学生1218人，

全县总共有学生4004人，占学令儿童总数的3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4月，县人民政

府成立，开始对原有小学进行接收和整顿，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坚

持“教育为工农子女开门"的办学方针，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至1952年全县有完小9所，初

小1lo所，在校学生12265人，教职工353人，学令儿童入学率为65％。

1953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县文教科遵照中央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

教育的指示》精神，对全县小学进行了整顿。明确了教学是学校的中,b-r：作，初步克服了各

种混乱现象，建立了必要的教学制度，许多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注重了教学

质量的提高。

1954年3月，绥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省建制，本县北的力兔等4所小学划归土

旗管辖，土旗管理的章盖营蒙族小学划归本县，和当地初小合并。春季，托克托中学开始兴

建，秋季开学招收初中3个班，学生162人，教职工23人。1955年9月，新增完小4所。1956年

秋季本县完小增至27所。本年燕山营乡民办中学成立，首届招收1个班，70名学生，3名教

师。1957年秋，黑城，五申又各设民办中学l所。 ，

‘．

1958年，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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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很快。托中增设两个高中班，民办农中发展为5所，并新增伍十家林业中学和民办师范

学校各1所。小学增至125所，其中完小30所。至1960年，全县共有普通中学2所，教学班33

个，学生1642人，教职T92人，中等技术学校2所(工业，林业中学)，教学班4个，学生161

人，教职员12A，中等师范学校2所(县立师范、工农师范)，教学班6个，学生288人，教职

工15人，民办农职业中学6所，教学班16个，学生689人，教职133人，小学151所，其中完

／]、36所，教学班399个，学生14817人，教职工490人，学令儿童入学率为88．1％。与此同时，

幼儿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函授教育都有较快的发展。 ·

1959年至1960年期间，由于“大跃进"、“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

政府撕毁合同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暂时困难。1961年按照党的“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方针，压缩了普通中学班次，撤销了工业学校、林业学校、合并了两所民办农业中

学，停办了两所师范学校。这一时期，城镇中学的农村学生实行带粮入学。住校起伙师生的

生活极为艰苦，中途辍学者较多。教师工资平均不足40元，受社会上“工作不如割草，割草

不如瞎跑黟，“车子一转，成千上万"的影响，有的教师退职回家。但绝大多数职工，战胜

困难，坚守岗位，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托中首届高中毕业生71名，有67名升入高等

学校。

1963年以后，由于贯彻中小学《工作条例》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加强全日制

中小学管理，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发展了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卒_1966年“文化大革命"

前夕，全县有全日制中学2所，教学班24个，学生1239人，教职T100人。社办农业中学31所，

教学班56个，学生1356人，教职176人，并新增耕读师范1所，学生50人，专任教师3人。全

日制小学160所，其中完小73所，教学班454个，学生13642人，教职1570人。耕读小学89处，

教学班163个，专任教师163人，学生4207人。

这一时期，各中小学都加强了党团领导，经常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学习空气空前高涨，

为我县十七年来教育发展之高潮。， ， ，

四

1966一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黟时期，1966年lo月托一，二中学“红卫兵’’组织搿红

色造反团’’，矗红色造反司令部矽等群众组织相继夺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全县中学师生及

部分小学教师随即进行“大串联"，陆续成立各种组织。从此，全县停课达两年之久，教育

事业受到严重破坏，中小学畸形发展，中等教育结构失调。

“文化大革命"期间，首遭灾难的是各校领导和广大教师。有的长期被揪斗，有的被监

督劳改，t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武斗致伤致残乃至身亡。全县教师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

受压抑，经济上受限制，人格上受侮辱，被社会上称为搿臭老九’’。人民教师这一光荣而崇

高的职业，竟成了全社会最低贱的工作。 ，

；
，

，

’。

这二时期，在极“左秒路线影响下，尽管学校骤增，但教学质量很差，学风不正。经过

夺权斗争，反“逆流”，“回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学朝农’’、叫开门办学一，

矗推荐选拔黟，靠工、贫宣队进驻学校"，“小学生日记"、“马振扶事件，，．等干扰，使教

育工作终日动荡不安。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学生受“读书无用论"影响，缺乏远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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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学文化知识，不少高中毕业生尚不会写简单的应用文。十年浩劫，教育事业受到极大

的破坏，在／．民群众心灵上留下了严重创伤。

五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托县教育也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力及

以前的“左殄倾错误，对十七年教育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落实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平反教

师中的冤假错案，恢复了高考及其它考试制度。本县各级党政都把教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恢复了县、乡教育管理机构，建立了完整的中小学管理制度，逐步充实、加强小学，整

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也在稳步发展。1981年，全县有普通中学

49所(其中完中4所，初中4所，十年制学校2所，八年制学校39所)，教学班260个，在校学

生9477人。小学149所(内有14所附设初中班)。教学班639个，在校学生19461人，适令儿童

入学率为97．6％。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42人。幼儿园2所，小学附设学前班7处，教学班22

个，入园(班)幼儿662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教育工作愈来愈受到党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教育的风气在全国形成。国家采取一切措施，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

地位和生活水平，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1987年，全县有完中3所。单设初中7所，八年制学

校23所，教学班高中25个，初中184个，在校生高中1432人，初中3544人，中学生总数为1954

年的61．5倍。职业高中7处，职业初中l处，教学班12个，在校学生280人·教师进修、卫生

进修学校各1所，教学班3个，在校生111人。小学164所(内有教学点62个)，教学班719个，

学生21080人，比1949年增长近6倍。幼儿园12所。教学班25亿保育员76人，入园儿童636
人，小学附设学前班52处，教学班59个，入班幼JLl468人·此外．还有成人技术培训学校

处，教学班4个，学员145人，成人初等学校1处，2个班，学员60人·全县有教职-I"-2411人，

是1949年的22倍，其中普通中学892人，职业中学72人。进修学校47人。小学1212人，幼儿园

78人，其他112人。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到1989年，本县为高等院校输送新生1411人·为中等专业

学校输送新生3006人。

—L
／、

本县位子内蒙古自治区土默川平原，是一个蒙，回、满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县·文化教

育是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共同需要．教育事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建国前。代表统治

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无视各族人民对文化教育的需要，只

管搿设官扶绥弦， “独未议及学校，，．但县内各族人民，尤其是蒙回两个少数民族的有识之

士．冲破各种阻力和困难，或是自办民族学校，或是送子女在本地普通小学和外地民族学校

上学，为培养民族人才，做出积极的贡献。

早在清宣统年间，县内回族即自筹经费创办清真小学。后因无款停办，民国十；年恢



复。十九年，校董吴耀商准县教育局归为县办。二十六年搿七七’’事变后，又因时局动乱停

办。抗日胜利后虽勉强复课．但因学生人数较少，1950年5月整顿小学时撤销。该校从创办

箩脓销，虽延续了近40个春秋，但时办时停，未能长期坚持，足见当时兴办民族教育之艰难。
在旧中国，县内仅有的—所清真小学，仍为初级小学。所收学生多为回族子弟。因此，

县内蒙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只好在本县普通小学就读，但也为数甚少。以1949年为例，

全县有少数民族学令儿童148人，上学的仅有11人，占学令儿童总数的7．4％。民族学生和汉

族学生和睦相处，1共同探讨人生前途，寻求革命真理，出了一些知名学生。如蒙族学生李裕

智，在归绥中学读书时就领导学生运动，入北平蒙藏学校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过

中共包头工委书记，是内蒙地区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回族学生吴桐，以武术见长，北平体

专毕业后，任绥远一中体育教员，1928年去南京参加全国武术比赛，名震全国，后任绥远国

术馆长，解放后任内蒙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我县进入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相互发展的新时期。党和政府

对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评定助学金等方面，均给予优先照顾，学生人数逐年增多，至

l 958年全县有少数民族学生322人，比1 949年增长29倍。

1958年秋。为满足蒙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要求，在南街小学开设民族班，加授

蒙语文，面向全县招收蒙生，发放助学金，鼓励民族学生入学。

1974年筹建民族中学，1975年开始招生，首届入学新生171名，其中蒙生64名，组成两个

蒙语班，加授蒙语文课，开辟了蒙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新课堂。与此同时，将永圣

域乡蒙族聚居的满水井村普通小学，改为蒙族小学，增派蒙语教师，开设蒙语文课程。1978

年，又在黑城乡南营村增设蒙族小学l所。1987年秋，在城关镇新办民族幼儿园l所。至此，

全县有民族幼儿园I所，民族小学2所，民族中学1所·初步形成了从幼儿园至普通高中上下

衔接的汉语授课加授蒙语文的民族教育、教学体系，截至1987年统计，全县各幼儿园有民族

幼儿124人·小学有民族学生580人，其中蒙族456人，所有适令儿童全部入学。中学有民族

学生347人，其中蒙族256人。全县中小学共有民族在校生927人，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6叻。，

建国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一批优秀的民族干部和教师，把自己的心血和精

力无私地奉献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如民中副校长王秀珍(蒙族)，

自1957年8月参加教育工作以来，曾多次出席托县，乌盟宣传教育先代会，被评为先进个人、

优秀教育工作者，l983年荣获内蒙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南坪小学教师吴秉花(回族)，

1958年参加本县教育工作，曾多次荣获县，市两级“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三八

红旗手"，“劳动模范矽和“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1989年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进修学校教师张湘洁(回族)。1958年参加教育工作，1960年被评为乌盟宣传文教先进工作

者，1984年任呼市第六届政协委员。

七。

本县自清光绪末年兴办学堂以来，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

民．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酷爱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子女上学的优良风气，代代相传，因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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