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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河县教育志

序
高占先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建设高度文

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千百万有政治、技术和文化教养的人才，人才

的培养靠教育。经济贫弱是教育落后的集中反映，它同时也说明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 ／

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特别是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今天，学校教育肩负着培养有‘l’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建设人才的光荣使命。随着历史的变革，经济的{

发展，教育也在不断地发展。解放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越／
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把教育视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工程，列为战略／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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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重视教育．t

的领导是没有远见的领导、不成熟的领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振兴中华，4

已为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所共识。 f。·

，梁河教育历史，道路漫长而又曲折，经历了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历程。解放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与“左”的路线以及传统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作斗争。

在。读小学不出村，读中学不出大队，．县上自己办大学”的错误Id号影响下，违反了教

育规律，致使梁河教育倍受摧残。粉碎“四人帮”之后，梁河教育获得了新生。经过贯

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拨乱反正，结合梁河实际拟订并认真贯彻落实了

《梁河县教育系统岗位职责》，各级各类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迅速建立，提出了。收缩高

中，调整初中，提高质量，大力普及初等教育一的明确要求。本着“积极发展量力而行，

因地利宜讲求实效，实事求是明确宗旨”的指导原则，调整了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了各

方面的积极性，端正了办学思想，坚持为社会服务，坚持改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

向现代化，使全县教育恢复了生机。教学秩序明显好转，教育质量迅速提高，师资素质

增强了，教育事业稳步地向前发展。 ； ，

．广大教职工和全县各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探索前进。目

前，改革教育已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加强科学管理，教育思想

和教育方法不断得到革新；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已在全县范围内得到了贯彻落实，一

个群众性的办学热潮正在兴起；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改革正在全县顺利进行I

一个全党办教育，全民支持学校，人人关心教育改革的新局面已经出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鉴现实，洞察过去，预见未来。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历史

就是前人的实践，因此，认真总结梁河教育历史，促进、推动现在和将来的教育事业，实

为振兴梁河教育的当务之急。

让我们共同阅读这部《梁河县教育志》从中吸取改革教育、推动教育的精神和力量，

为振兴梁河经济，改革梁河教育，进一步开创梁河教育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1993年4月

＼’ 。



序 二 ～

戽 一
，J 一

岳品勋

；《梁河县教育志》是一部记载着上自清代嘉庆年间，下至20世纪90年代，跨越近两

个世纪的文献。它汇集了梁河教育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史料，纵横交错，信息宏大，编

排合理，资料翔实，记述得当，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不失为资治、存史、

教化的辅治之书，对于“服务当代，借鉴未来，惠及子孙”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它

既可以作为研究梁河教育历史、教育发展规律的宝贵资料，也可作为将来制定梁河教育

发展规划和教育决策的依据。这本由红烛的光和热凝聚而成的志书，足以慰师魂，叹古

今，励后人。

然而，在梁河的历史长河里，不要说没有一本专门记述梁河教育发展演变的著作，就

连成篇的资料也难以找寻。所以，《梁河县教育志》的问世，可以说，又是梁河教育史上

的一件大事。 ·

《梁河县教育志》于1985年组建写作班子，经过广泛征集资料，反复推敲和订立篇

目试写，1988年形成初稿。后又延长下限，革新志体、精简内容、压缩篇幅，几经增删、

修改，使之达到新方法、新观点、新体制的要求。在编写过程中，编著者运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理论，反复考证、比较、概括、提炼，集中突出了社会主

义时代特点、教育改革特点和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地方特点，起到总结教育的历史经验，

反映教育的发展规律的作用，并使之臻于完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梁河县教育志》的问世，应当说是为

梁河教育史志填补了空白，可以说是一部价值较高的资料文献，是梁河广大教育工作者

必读之书。不了解梁河教育历史发展的教育工作者，是难以搞好梁河的教育改革的。我

衷恳地希望全县教师、教育工作者认真读一读这本书，以之达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使梁河教育更好地为梁河经济建设服务，更

加圆满地共同写好未来梁河教育志书的续篇。

199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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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 龚运麟

县教育局编篡的这部《梁河县教育志》要我作序，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几

年来．虽分管教育，毕竟不及教育第一线的同志对梁河教育有真知灼见。这部书的珍贵

之处，就在于它是梁河唯一的一部反映和记载梁河教育文献史料的著述，更不待说书中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编排合理，足见编著者的用心良苦。

地方志是科学资料的宝库，是民族文化的遗产，所以受到科学家们的青睐，也受到

历代达官的重视。据传：唐朝韩愈南行，过梅岭先借阅《韶州图经》，宋人朱熹知南康军，

下车之始首先访问志书。这也充分说明志书在政治上的意义重大。

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和观点，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这是志书政治标准，也是灵魂之所在。{：梁河县教育志》按照“详今略古”、。存

真求实”的原则，既考虑梁河人民在教育史上的贡献，也客观地体现历史上土司、设治

局对教育的是非功过，各界有识之士对教育所作的努力，更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梁河教育飞跃发展的历史业绩。

总之，志书力求做到贯通古今、门类齐全、纵陈一地教育的启始、发展过程，具备

部门志的体例。字里行间，倾注着梁河古今教育工作者艰苦创业和教书育人的苦乐观。这

都志书既可以为本县各级领导提供教育决策的科学依据，也可以作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还可供专家、学者研究一地教育科学的基本情况，以及在全

国各地工作的家乡人，以及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了解本县教育情况之用。 一、

观后掩卷，使人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思，作为一个梁河人，作为一名梁河的于部，应

当为造就梁河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做些什么? t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教。梁河教育志笔端止于1990年，今后的教育志要靠全县人民

和全县教师、职工、尤其是各级领导去续写。我们希望今后的志书内容比现在的《梁河

县教育志》所载内容更充实，教育成就更加喜人。

1993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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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万世祜

盛世修志，《梁河县教育志》正是逢此机遇而问世。

梁河教育发展到今天，有据可查的历史近200年，但此端历史的发生、发展、演变、

兴衰、得失都从未见过专门的系统的史书记载，这不能不是梁河教育史上的一件憾事。

《梁河县教育志》的编写和出版正好做了这一空前的工作，为梁河教育办了一件大好事，

是梁河教育史上的重大成果，其贡献价值将随时问的推移更加显见。

教育给人类社会以文明。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可以说是教育的发展史，没有源远流

长的中国教育历史，怎会有今天如此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给国人以自豪。教育的重要在

于保存和发扬文化“火种”以传递文明，在于培养各种人才以致国强民富，这是人类社

会发展中的一个永恒的历史过程。世代师生的传道授业使这一过程得以薪火相传，继往

开来。中华民族的国民教育如此，梁河县的地方教育同样如此。《梁河县教育志》基本展

现了梁河教育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过程，记述∥粱河教育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

育活动历史，是一部研究梁河教育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的资料性著述。要想办好梁河的

教育，必须懂得梁河教育的历史，要想懂得梁河教育的历史，不能不读这部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的《梁河县教育志》。凡志立于梁河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一定会珍视这部教育著

述，并从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

有幸参与这部教育志的编纂领导工作，是一大荣幸，是历史赋予的责任，也是历史

的机遇。梁河县教育局三届领导，承前启后，协同编写人员经8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

一历史重任，可以说是无愧于梁河这块热土，无愧于梁河各族人民，无愧于历代致力于

梁河教育事业的先辈，无愧于梁河的子孙后代。在此志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最后一届

编委，对为此书付出心血的各届领导，编纂人员和关心支持编写出版这都志书的各界人

士以及为梁河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历代教育工作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即

此写了以上难尽衷情之言，权当作序，实难为序。 ，

、 j·

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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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指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史观进行编写。编写中力

求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期实事求是地反

映梁河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起到保存地方文化遗产，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决策的依据，

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资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为梁河县首部教育志。按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实事求是的原则追溯上限，

上限起自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下限截至1990年，个别事件的下限略有延伸。

三、本志坚持秉笔直书，所用史料宁缺存疑，不主观推断臆造，缺疑之处留待后考
补正。 ’-··

t
·

二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体形式，以章统目，横排门类，竖写始末，分类立目，以

类系时，贯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于全志，以志为主，图表分附于有关章节之中。

五、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明，杜绝一切假话，空话、大

话、套话。引用和记述文献资料。档案史料，口碑材料忠实无误。

六、本志‘大事记》力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取粗舍细，反映梁河教育历史发展

轮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教育的政治运动，亦载入《大事记：}中，．不另立章

节。《大事记》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 一

七、清朝、民国年号、纪元按历史习惯记述，并在其后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年代

均书以全数，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八、使用时间代名词，如。当年”、。是年、。是日”、。翌日、。当时”、“同时”、。之

后”均承袭上文时间而言。。解放前”、“解放后”以1950年5月6日梁河县和平解放为

中界。。文化大革命期间”指1966年5月"'1976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

1978年以后。 ． ，

‘·

，，

。 九、地址、乡村、学校、机关名称、行政官佐职务名称按当时当地历史习惯称呼。志

书中所涉及的“组织上”、。领导”、“上级”等，均指负责教育的有关党委、行政长官。专

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云南省教育厅”简称“省教厅一，。文化

大革命”简称。文革一，“梁河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中国共产党梁河县委员

会”简称“县委会”，。招生办公室”简称。招生办”或“招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简

称“党的领导”等。 t

十、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对梁河县教育历史发展有贡献、有影响的过世人物给予立

传或简介；在世的教育先进人物反映在有关章节中。 ， t一

十一、本志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以现属梁河县管辖的学校为主，原属梁河而现已划

为外县的学校，只记其原属梁河时的情况。 t．
一

r。·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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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居滇西之边，原属南甸土司，旧隶腾越，而统属于永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归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管辖。地理位于东经98。067～98。317，北纬24。31’～24。58’

之间，县境南北纵距49公里，东西最大横距45公里，总面积1 159平方公里，居腾冲、

龙陵、潞西、陇川、盈江5县之中。境内汉、傣、阿昌、景颇、德昂、傈僳、佤等多种

民族杂居。1990年底，全县共有人口141 565人，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30．，1％。

梁河历史晚开，凡方志所关之事，仅散见于腾越、永昌各志或南甸司刀龚氏家谱，具

体自成史册者至今还未发现。至于梁河古代文化教育历史的记载，更是凤毛麟角。据明

初钱古训，李思聪所著《百夷传》记述“金齿(指保山、德宏地区)百夷(指少数民

族)，记识无文字，刻木为约。”可见明朝时期当地文化教育状况的原始程度。

清朝嘉庆年间，梁河始设义学馆，而民间早已办有私塾，数量甚少，发展缓慢。清

朝末年，废科举办新学，学堂教育制度产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梁河始办初等小学

1堂，嗣后渐有发展。宣统1年(1909)又筹建土民学塾2校，此为梁河少数民族教育之

始。民国初年，改学堂制度为学校制。至民国23年(1934)，全县办有初、高等小学各

8校(南甸司呈《云南南甸地志征集资料》)。此外，还有法国传教士所办教会小校1校。

民国24年(1935)，云南省教育厅设立省立梁河小学，对梁河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

推动作用。民国34年(1945)，梁河设治局创办各乡镇国民学校，次年，全县计有国民

学校5l校，学生3 300余名，到民国38年(1949)，除原属腾冲的九保、河西、曩宋地

区外，全县有初等小学31校，两等小学8校共计小学39校，在校学生2 013人，教师71

人。 t
‘。 ．，

‘

综民国期间梁河教育事业的发展，大体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情况。．一是原属腾冲的九

保、．河西、曩宋地区，因地处大盈江沿岸，交通便利，生产力水平相应较高，经济条件，

相对较好，加之受腾冲影响，办学较早，基础较好，师资力量雄厚，教育事业相应发渤
二是遮岛、萝卜坝、小陇川等土司直属地区，由于产力水平较低，经济贫困，再加上土

·司长期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发展比较落后；三是大厂，河东、平山、杞木寨等山区；半

山区，设治局权力直达，且多为汉族居住，教育发展情况介于上述两类地区之间。可见

全县教育发展极不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边疆民族教育的发展。在

1950---,1990年的40年间，中共梁河各届县委及其人民政府为迅速改变本县教育落后面

貌，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作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其间，虽经受1957"-'

1960年和1966"--"1976年。左”的错误思想干扰，使梁河教育事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从历史的总体角度来看，毕竟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经过40年(1950---1990年)



梁河县教育卷 7

的艰苦奋斗，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梁河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t 々、

一1 950---,1 966年是梁河教育稳步发展，排除干扰，奋力

‘j筘进，卓有成效的16年

1950年5月6日解放大军进驻梁河，5月成立梁河各民族行政委员会(相当于县人

民政府)，随即设立梁河县教育科(后改文教科)主管全县教育工作。县文教科配合各级

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整顿、改造旧学校和发展创建新学校。1951年底，云

南省教育厅拨专款在傣族聚居的萝卜坝芒东成立省立梁河小学，为发展梁河民族教育作

出示范并奠定基础。同时，县人民政府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地方群众团体和个人开设民办

和私立小学，以满足全县各族人民在解放后迫切要求子女入学的愿望。1952年，县文教

科对现有的小学进行了初步调查，将其中的22所小学接收合并为公立小学，33位教师接

收为公办教师。1953～1954年间，县文教科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

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通过调查研究，对全县小学布点作了进一步调整，先后

开设了罗岗傣族完全小学、丙介阿昌族中心小学、勐来民族联合小学等一批少数民族学
校。接收了一批民办、私立小学为公立学校，撤销合并了部分初级小学，增设了完全小

学布点。1956年，创办梁河县初级中学，结束了梁河县无中学的历史。县入民政府文教

科在恢复、接管、改造和整顿旧学校创建新学校的同时，对学校的政治领导和业务管理

工作更为重视。动员组织教师参加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等政治运动，接受思想改造，利

用假期召集全县教师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业务培训，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

和文化水平，使教师明确祖国的发展前途，安心于边疆民族教育事业，学校为工农开门

办学，优先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取消训育主任制度，废止体罚教育I改革旧的学校体制，

废除。党义哆、“公民’’等课程和。童子军”组织，增设。政治常识”、。手工劳动”等课

程，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观点，学校领导和教师职

责分明、互相支持，领导关心教师，教师尊重领导，全体教师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全

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学生尊敬教师、学习刻苦努力，社会尊师重教，群众办学热情空前

高涨，一大批新型学校办得生机勃勃，教学秩序井井有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事

业稳步发展。到1956年底，全县有中学1所，小学57所，在校小学生5 553人，，工农子

女占学生总数的82％，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3．5％，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

前的20％增长到40％略强，教职工数由解放前71人增加到220人(包括民办教师)。

1957年底，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真诚的建议，工作中不

同的见解和争执被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而划为“右派分子”，程

度不同地毁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而又愿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人才，使梁河的教育

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j

1953～1960年，在贯彻“教育为无产级阶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

育方针的过程中，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

／f
C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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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革命”，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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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创办了一批半工(农)半读学校，各类学校普遍建立

了校办小工厂、小农场、小饲养场，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师生在劳动中受到锻炼和教育，

为全县后来教育改革的发展开拓了一些新途径。但是，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干扰，当

时的“教育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突出政治为中心，忽视教育发展规律，加之

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对党的教育方针不是全面贯彻执行，而是片面理解，

大搞形式上的“服务”与“结合”，要求全县各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都必须服从于社会上

的中心工作，即大炼钢铁、支援农业“三秋”、兴修水利、开展“四化”(思想革命化、组

织纪律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致使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师生劳动

时间过多，重劳动，轻学习，以干代学的现象被错误地认为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具

体体现，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最好方法。结果课堂教学、基础教育被忽视，教育质量

急剧下降。在“教育大革命”中，为了体现“教育大跃进”，县委还提出“书记挂帅，全

民动手，苦战一个月，实现文化县”的口号。之后，农业中学、农村幼儿园、各类型识

字班如同。雨后春笋”遍布全县。为了实现文化县，扫盲工作突击进行，中小学师生全

力以赴投入办夜校、设识字岗的扫盲大会战中，这对扫盲工作和社会教育虽起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但学校基础教育被忽视，形成本末倒置的恶性循环。

1961年以后，通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梁

河教育基本克服了教育革命中出现的任意发展，比例失调，重劳轻教的盲乱现象，学校

教育工作逐步走上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1963年中央制定的《全日制小中学暂行工作条

例(草案)》公布以后，梁河各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有章可循，教学秩序明屁好转，教育

质量迅速提高。1964---'1965年，梁河县委、县人民政府积极贯彻中央。两种教育制度，两

种劳动制度”的指示，学习原阳县普及教育的先进经验，着力普及教育工作。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对全县的办学布点作了统筹安排，采取了多种办学形式，办起了一批城乡

职业中学、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组织了一批“自愿兵”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去

开办学校，担任民办、耕读学校教师，大大推动了全县边远山区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

发展，为普及小学教育奠定了基础。原梁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匡大一为贯彻“两种教

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发展梁河教育事业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至今在广大

教师中仍留下深刻印象。到1966年上半年，全县有普通中学1所，学生444人，职业、

农业中学5所，学生293人，各种类型小学253所，学生13 44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

高到93．6％，至此梁河教育体系初具规模。。 ，

二 1966年6月"-'1976年10月是梁河教育惨遭破坏的10年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梁河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梁河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停课闹革命”，各种

“造反组织”应时而生。“扫四旧、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代替了学校教学

工作；学校领导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统统“靠边站”；广大教师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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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牟鬼蛇神”而关进“牛棚”，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青少年的心灵完全被扭

曲，成了受害最深的牺性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被践踏，广大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和摧残；前16年行之有效的学校教学制度、良好的教学秩序完全被否定和搅乱f继之而

起的是盲目发展、办学升级、不顾客观条件和教育规律提出了鼻读小学不出村、读初中

不出大队(相当于村)、读高中不出公社”，使教育呈现数量剧增、质量剧降的状态。

三．1976年10月"-'1990年是梁河教育的复兴和改革发展时期
} ● ，●‘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全国上下百废待

兴，梁河教育迎来了春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

错误，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批判、全面否定了林彪、。四人帮”两个

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其。两个错误估计”，解除

了广大教师的精神枷锁。为复兴梁河教育事业创造了前提条件．各级党委、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激

发了教师的积极性，国家增加教育投入，群众集资办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I恢复统一考

试择优录取新生的招生制度；重视教师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学

校管理，改进教学方法，教育质量迅速提高，梁河教育事业迅速恢复发展． r． ，++

1978年，县文教局从实际出发，针对本县中小学比例失调虚浮臃肿的状况．提出了

。小学要普及、初中要调整、高中要压缩”的办学方案。通过对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比例

调整和合理布局，腾出了一批初中教师加强了小学教育．一批高中教师加强了初中教育，

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比例大体协调，全县教育均衡发展。1980年，全县民办教师分批转

为公办教师．为普及小学教育创造了条件，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稳定上升．1981年3月，

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贯彻调整方针、尽快普及小学教育>的决

定；同年5月，县文教局向全县教师发出了“为在八十年代普及小学教育而努力一的号

召；9月，中共梁河县委作出了《把农村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普及小学教育上来》的决定，

同月，县文教局制定了《梁河县教育系统岗位职责》．为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1982年，梁河县被评为云南省普及小学教育的先进县，1983年3月3日，

《中国教育报》刊登了《县委重视、措施具体、云南省梁河县基本普及小学教育：l的文章。

是年8月梁河县委书记张国龙出席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84年，全

县有完全中学3所，初级中学7所，农职业中学及教师进修学校各1所，中学教职工426

人，学生4 902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 407人，占中学生人数的28．70％I小学268所，

小学教职工1 098人，小学生18 644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6 046人，占小学生人数的

32．40％；幼儿园1所，小学附设幼儿学前班20个，幼儿教师28人，入园儿童616人I

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30％，毕业率达91．50％，普及率达96％．基本达到国家

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普及初等教育标准。1985年1月，经省、州检查验收合格，由云南省

人民政府发给了第一批普及初等教育的合格证书。《中国建设》杂志1985年第11期(英

文版)以<一个边远县普及了初等教育》为题，向国外报道了梁河县普及了初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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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梁河县各级政

府认真贯彻《决定》的精神，对梁河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了梁河教

育的发展。1986年3月1日，梁河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了《梁河县教育改革问题的决议》。3月12日，县委、县政府批准了由县教育局拟定的

《梁河县教育体制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全县教育实行学校分级管理(分县、乡、

村三级管理)、校长选举任命、教职工定编聘请、教育合同、岗位责任等一系列新的管理

制度。1987"---1988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职称改革工作，有1 345名

教职工获得了不同级别的职称，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985,---1990年间，为巩固和发展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职

业技术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办好县农职业高中的同时，先后在曩宋、小厂、河西、

芒东、九保等乡中学开办了“三加一”(初中毕业后再加学一年的职业技术课)职业技术

班，推进了梁河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为了改善办学条件，采取多渠道集资办学。据不

完全统计，从1986,'--,1990年，群众集资93．4万元，大批危房得到排除。校舍不足，课

桌凳短缺的情况初步得到缓解。办好半寄宿制高小，为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巩固普

及小学教育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师资，几

年来，通过教师离职进修、函授、电大、自学考试等方式培训，到1990年，全县小学专

任教师866人中，具有中师、高中学历的586人(1980年453人)，占67．7％，比1980

年增加29．4％；中学专任教师347人，大专学历的195人(1980年50人)，占56％，比

1980年增长290％。教师学历达标率的提高，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奠定了基础。自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到1990年，全县已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大专生351人，为解放前20人的

17．6倍，其中还未包括1950"-'1966年考入大专院校的47人在内。此外，从1977"-'1991

年还有1 900人考入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历年中专学校录取生数居德宏州各县市榜首。

．到1990年止，全县有小学260所(其中民族小学90所)，为1950年的6．7倍。在

校小学生26 2：38人，为1950年的13倍。适龄儿童14 632人，已入学14 499人，入学

率达99．1％，年巩固率达97．4％，毕业率达94．5％。有普通中学10所(其中完全中学

3所)，农职业高中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幼儿园2所，填补了解放前梁河中等教育

和幼儿教育的空白。在校中学生5 489人，其中高中学生1 027人(包括农职业高中241

人)。全县中小学教职工1 519人，是1950年的21．4倍。梁河教育，通过几代人的辛勤

耕耘，铸成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现有规模。梁河教育今非昔比。凡献身于梁河教育

事业的历代英灵若能地下有知，定会欣然慰藉。有志发展梁河教育的后来之士，将继往

开来，迎着21世纪新的挑战，为梁河的文明昌盛谱写更新更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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