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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镇中心小学志》蕴酿、起草于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编纂

写作于跨世纪之交，可谓盛世修志，势在必行。

．此志记述了学校近百年的成长、发展、壮大的史实。其目的在于

以史为鉴，为今后学校加强两支队伍建设，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师生

素质，促进学校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办好教育，让人民满意。

校志重点记述了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政策，坚持学校的办学方向，沿着党指引的道路向前发展。

校志记述了学校行政全心全意依靠广大教职工，发挥教职工在学

校建没中的主人翁地位，教书育人，教研教改的累累硕果。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师成为工人阶段中优秀的一部

份，广大教师甩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包袱，积极投身教

研、教改的热忱空前高涨。学校教育教学享有“罗老三"的美誉(除

犍为一小或犍师附小外)。学校既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摇篮，也是青年教

师锻炼成长的熔炉。

校志记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以后，党以重教为先，政

以重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师以从教为乐的新气象。学校两个文明



建设得到史无前例的迅猛发展。

校志记述学校德育为首，少先队工作、工会工作，国旗下系列讲

话教育、法制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特色。

纵观学校近百年来的风风雨雨，要办好一所学校，没有党的领导

不行；没有一支坚强、团结的行政班子不行；没有一支高素质，热心

奉献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不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大力支

持不行；没有良好的、文明的，优雅的校园环境不行；不依法治校，

不行。

盛世谱春秋，热血照丹青。

执此，向为罗城镇小学教育事业献出毕生精力和宝贵生命的老前

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为现在默默耕耘在讲台上的教师们致以衷心的

谢意!

社会在前进，教育改革在发展，科教兴国战略在实施。真诚地希

望《罗城镇中心小学志》，能激励广大教职工再创辉煌的未来发挥应有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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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唐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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