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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_．

日

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

韵社会历史阶段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不同，教育也就

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I

教育是上层建筑，受政治经济所制约，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为政治经济服务。人类

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和理想、道德、情操的继承和发展都需要教育来进行。历代的统治

阶级无不通过教育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服务。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振兴教育是关系列

人类社会的进步，关系到国家、民族兴旺的宏伟大业。

根据旧县志记载，我县素有“敬教劝学"的传统。置学产，建书院，兴义学，设考

棚，“科第仕宦，绵绵继继，甲子蜀都"。宋、明以来，举人、进土，达j百四十五人。这

对传播知识，增进文明有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由于社会制度的的制约，终不为劳苦大众

所享有。

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县教育战线不少仁人志士、进步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

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参加辛亥革命，投入“五四”运动，赴法勤工俭学，兴办农民

夜校，宣传抗日救亡，进行索薪斗争，用生命和鲜血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我县教育史

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营山的教育也和全国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工农大众开门，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先进的思

思和科学知识为教学内容，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教学原财，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一

代为教学目标。三十多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全体人民不懈的努

力，教育己普及到人民中间，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通劳动者，遍于全县

千家万户，各条战线，同时，也输送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

化艺术的专业人才，创业于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营山的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尽管

有过较大的失误和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但从总体看，

主流仍是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在拨乱反军中，实

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和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随后9邓小平

】

。



同志指出在新时期内“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矽的发展方向。教育成为

适应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根本环节，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改革教育

已成为全党全民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

要改革、振兴营山的教育，就必须从研究营山教育的历史发展中寻找科学理论和实际

的发展规律，应用这些规律为现实构教育服务。因此，编写一部营山县教育志以“述往
，

事，告将来～示鉴戒”，是时代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历史赋于我们的光荣任务。

《营山县教育志》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在县志编委会的领导、帮助下，在全县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支持下j编写组经过近一年多的努力工作，现己正式脱稿，即将付印。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将它献给奋战在营山教育战线上的园丁们，献给全县八十万人

民，献给营山未来的教育工作者，为不断开创营山教育的新局面服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服务。

张兴仁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志按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横陈事项，纵述历史的体例安排结构层次。除“序

言”、“凡例”、“大事记’’、“人物传”、口附录”外，各项事业按“章黟、“节"的类

属，以时间为序进行记述。共分十章、=十八节。

=、时间断限，上溯至明朝隆庆五年(1 5 7 1年)，下限至公元1 9 8 4年底。

三、资料来源，除查阕县、地，省档案馆所藏有关教育的档案资料及采访口碑资料

外，还参阅了《中国教育年鉴》、《营山县志》(明、清版本)及民国时期蒙文通教授编

篡《营山县志》的采访稿和县图书馆所藏各种报志、文献资料、县属各单位有关教育资料。

四、关于内容详略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详写，清末、民国时期略写，具有

地方特色的详写，一般略写。各项事业，力求如实陈述现状，反映规律，多按事业自身发

展的阶段性综合记述，重点从详，一般从略。

五、各章、节引用数据，均以国家报表为准，有关“大跃进"、“文革”期中的虚浮
●

数字一般不取，仅用文字简述。

六、“引文"保持原文，“简称"在括号内加以注释。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朝代年号，在括弧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历年号。

八、建国后历年来大、中专升学人数统计及人才统计，均以各区、乡、县城各街道、

县属各机关普查报表为基础，经查证核实后进行统计的。“人才统计表"上歹I]名按文教界在

副教授以上、学术界在副研究员以上、科技界在高级工程师以上、军政界在地师级以上的

人员为标准。

九、“中小学简介”以老(建校历史悠久)、大(成绩显著，在推动全县教育事业上

有一定影响的学校)、特(办学有显著特色)为取舍标准，其他中学及区完小则以歹lj表方

式简介。

十、本志有关图表，除全县中小学分布图及各区学校分布图集中处理外，其他图表坶

随文付印，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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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人物立传的原则t l、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成绩显著为社会所公认，2、品德高

尚，言传身教，为学生所爱戴，8、在教育工作事业中有重大改革，推动了全县教育工作

向前发展。凡具上述三条标准2．-'-者韵已故人物，即可立传。

十二、凡属较有价值而未直接写进章、节的资料，重点选择部分载“附录一内，以资

存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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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营山县历来敬教劝学，文风淳厚。元有学宫，明建庙学，前清县学日盛。历代科甲鼎

盛，人文蔚起，入庠殿翰不绝。仅清代科举，中进士者2 6名，其中有8名翰林。

明隆庆年中，知县王廷稷毁佛建西林书院。其后，翠屏、近仙、朗池等书院相继建

立。其中推云凤书院历史悠久，于清道光丙戊年创建。县建书院之同时，乡镇兴办义学。

私垫普及全县。至清末兴新学。书院义学与科举乃废。光绪三十年(1 9 0 4年)，云龙、

云凤合并，刨营山高等小学堂，增设经世之学，教学内容亦开生面。

民国元年(1 9 1 2年)至民国十二年(1 9 2 8年)，不仅县城建高、初级小学、

女子小学、教会学校等十余所，各区场镇两级(高、初级)小学也相继建立。民国十四年

(1 9 2 5年)秋，营山县立初级中学开办。接着，县女中、私立晋德、明镜初级中学先

后创建。至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全县已有中学4所、中心小学8 0所、保国民

学校4 8 8所。至此，营出的教育事业初具规模，学糊及课程等也逐步走上正轨。其间，

1 9 3 3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营山，予县城和黄渡乡办列宁小学，招收工农子弟，传播革命

理论，虽时仅两月，但对营山的教育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营山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耐期。解放初期，整顿改造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学校面目一新，师生

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 9 5 6年至1 9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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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山教育事业大有起色。这期

间，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反右派斗争、“拔白旗"等“左”倾错误的干扰，但在党中央的

领导下，经过对教育事业的调整，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的贯彻，营山教育事

业稳步发展，教育质量逐步提高。至“文革，，(’即“文化大革命"，以下同)前夕，全县

有公民办中学l 7所，学生3432入，公民办小学7 7 6所，学生70，169人。“文革"期间
‘

(1 9 6 6年至1 9 7 6年)，十年浩劫使教师受迫害，学生受毒害。特别是张春桥、姚文

元等人炮制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给广大教师戴上“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极大地挫伤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使教育质量大大下降，教

甫事业遭到严重摧残。1 9 7 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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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教育结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教学秩序、规章制度逐步恢复，教育

质量不断提高，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教学方法的改革也向纵深发展。党的十二大确定了教

育的战略地位，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气，激发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

极性，营山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营山也多次被评为省、

地幼儿教育先进单位，1 9 8 3年1 2月南充地区文教局授予营山县矗农民教育先进县，，

的称号。至1 9 8 4年，全县有中等师范学校1所、完全中学4所、全日制初级中学7

所，每个乡附设了初中班，共计学生30，054人l全县共有公民办小学1，493所，学生112，082

人。此外，还有全日幼儿班6 1 5个，入园幼儿18，970人。与1 9’4 9年相比，中学生增加

31．8倍，小学生增加1 5倍。

民国时期，教师的地位很低，待遇微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至1 9 8 4

年，先后1 2次调整教师的工资，不断改善和提高教师的生活福幂lj待遇。政府又多次采取

措施，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教师的思想业务水平，使教师受到党和人民

的尊重。

建国后三十五年来，营山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

是教育体制和国民经济基础不完全适应，需要进行改革。目前，在党中央《关于教育体翩

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下，改革的浪潮正在兴起，预示着教育改革的辉煌前景即将展现在人

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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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j 1道光六牟(1SZ6簧：；)‘

设考棚，建云凤书院。

：
。

光绪二十八年(1902氧：’)

清政府颁发《钦订小学堂章程》。

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

光绪二十九年(1903)

颁布《癸卵学裁》，规定高等小学堂学制四年，初等小学堂学韶J五年。

颁发≤奏订高等小学堂章程》、《奏订初等小学堂章程》，饬令废止体罚。

光绪兰十年(1904年)。

云凤、云龙书院合并为“营山县立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改儒学署为学务局，教谕改称视学(相当现在的教育局长)，设在考棚内，

9月，又改学务局为劝学所，视学改称所长。

民国二年(1'913年)

改劝学所为教育公所，所长改称主任。

部颁《小学教令》，规定高等小学校长由县知事委任，呈报省政府备案。

民国四年(1915年)

部颁《教育纲要》，规定初等小学堂学制四年l高等小学堂学制七年。

民国五年(1916年)

教育都公布《检定小学教育规定》，规定小学教员必须经过检定(按规定办法进行检

定)合格者，发给证书，有效期四年。 。

民国六年(1917>

改教育公所为劝学所，主任改称视学，下设劝学员数人，指导全县教育工作。

lt



民国十一年(1922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将高等小学七年制改为“四二制，，。

民国十二年(1923年)

营山县知事杜伯乾开办了一规师范讲习所，学员8 0余人，学习时间半年。

民国十四年(1925年)

秋，营山县立初级中学开办，学制三年，校址在县城东门外二里许的大平桥。

改高等小学堂的学制为“四三制”。

改劝学所为教育局，设局长，废劝学员，改设视学员。

民国十五年(1926年)

中共地下党员杨伯恺回营山，在骆市乡鳌鱼嘴创办模范学校，以此为掩护，开展农民

运动。
， ．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农历八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进军营山，在县城磨子街和黄渡乡三古庙分别建列宁

小学各一所。同年十月，红军撤离营山县境，两所学校停办。
、

。

改教育局为县政府第三科◆设科长。人，督学三人。

’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营山县长邓虎章委托营山中学校长邓拓夫开办』朔为期四十天的寒假小学教师训练

班，对象是全县小学校长和教员约5 0 ok人掌

营山中学、城守镇中心小学建立童子军、开设童军课。

四川省政府颁发《聘用中小学教员规定》，规定小学教员应为专科毕业、师范学校毕

业、高级中学或旧制中学毕业、简易师范毕业，人格高尚，学识丰富，无不良嗜好，而又

经县检定合格者a

、 民国二十五(1936年)

国民政府颁令规定中学校长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者，由省政府任命，小学校长资历应

为师范学校毕业或高级师范毕业。经检合格，并服务两年以上，有成绩者担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秋，。营山中学校长邓拓夫领导全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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