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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

编史修志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在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社会主义教育

事业日益发展的今天，编纂《天峨县教育志》，对天峨县教育历‘史的渊源、演变及

发展规律，进行一次全面地、系统地探索和总结，析成败，明得失，为当前教育改革

和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制定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本志成书，不

仅起到鉴古知今，启迪后人的作用，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四化的需

要，也是全县各族师生共同的心愿。不言而喻，本志其。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往

往比之其他专书更富有魅力和现实意义。

《天峨县教育志》是天峨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专业志。从1987年9月开始，县

教育局组织人员进行编纂工作。编纂人员不辞辛劳，搜集了从清雍正五年(1727年)

到公元1990年共263年的教育史料200余万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解

放后天峨教育的发展变化，尤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

类教育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写法上，尊重史实，体现时代精神，并写出

地方特色，民族特点，如实地反映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天峨县教育志》成书不易，前后经过五年的努力，反复分析，筛选、整理写成

初稿，由编纂领导小组审核、几经评稿，再进行修改送县志办审稿，定稿出版。本志

共18章50节，近40万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一部严谨的、朴实的科学文献。然

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史料短缺，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

本志的纂成，凝聚着全县教育工作者，各界仁人志士的集体智慧，是编写人员

辛勤劳动的结晶。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怀和指导，并

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教委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天峨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罗秀成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本志按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天峨县教育的兴衰起伏，尤其详记

解放后的40年。力求体现天峨教育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色，尽量做到资料性、思想

性，科学性的统一．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相结合，以志为主，其层次为

章、节、目。横排门类，纵写始末，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四、本志上限追溯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个别事件延仲

至书稿发排前。末附1991--1994年教育发展概况。
’

五，本志用。解放前”，。解放后”以灭峨1950年元月20日解放划分．机构名称第

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历史纪年用习惯称呼．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

国24年(1935年)。记数记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六、。大事记”按编年体记叙，所载大事，重点足天峨解放以来县教育发展具有

较大影响的事件。
‘

七、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解放后以国家现行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

为如实记录历史，解放前使用的计量单位照录。行文巾的计量单位用中文符号，图

表中的用字母符号。

八、人物略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人传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对教育有贡献

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人志．

九、本志资料，以口碑材料为线索，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反复核实，材料翔实可．

靠。

十，本志用语体文编写，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各章均用记叙文体，不加政

治评语，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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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民族教育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极大重视，先后在中堡、龙茶、甘洞苗瑶聚居的地方

办起了民族小学，在壮族地区增设壮文初小班．1965年以后。天峨中学断断续续招收民族初巾

班，1988年9月办起了l所民族中学．国家对民族教育实行特殊政策，学校招生时，照顾一至两

个分数段录取，还安排一定名额定向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每年都优先录取一些少数民族学生人

大中专院校．在教育经费方面，困家逐年增加教育投资，增设民族补助费．同时还根据民族地区

语言习惯，实行。双语教学’．一系列的民族优惠政策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1990年与1953{F

相比；少数民族小学生由2953人增到10048人，增加2．4倍；少数民族中学生由60人增至2581

人，增加42倍．

40年来，成人教育方兴未艾．农民教育方面，1990年全县开办扫宵班155个，参加学习人数

3392人，94个行政村中有68个村开展扫盲教育，开展面达72．3％．经验收，脱盲人数有888人，占

学习人数的26．2账；脱盲村街50个，3个乡镇实现基_本脱盲．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问．各乡镇农民

技术学校，县直有关部门共培训了41500人次．机关干部职工业余文化教育方面，50年代至70

年代办有扫盲小学(初小班、高小班)、政治文化夜校；80年代以后，办有职工初、高巾文化补习

班、大巾专(师)函授班。此外，还组织巾等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成人考试，形成了成人教

育体系．

40年来，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文化素质．不少

教师参加到地方务级领导机构与各界代表共商囤事，提拔了不少中青年骨干教师担任学校领

导，正副乡(镇)长和党委书记、县级机关正副局长，部长、县长．1977年至1990年政府多次给公

办教师调升基本工资，并实行班主任津贴、技术津贴、工龄和教龄津贴以及其他补助工资．每年

选送一批教师到县、地区、自治区各类学校进行轮¨lI或进修．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教师队伍的

稳定和发展，也造就了一批忠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1990q二与解放初相比：小学教

师由1951年的26人增到1017人，增加28．I倍；中学教师由1953年的9人增加到337人，增加了

36．44倍；幼儿教师由1957年的2人增到51人。增加了24．5倍．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优秀教师、模范

教师、模范班主任、优秀保育员，得到人民政府的表彰和嘉奖．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

育、民族教育，成人教育得到全面发展．构成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和多渠道办学的教育

体系，不仅有利于天蛾各种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更有利于天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素

质的提高．

天峨教育不可低估，培养出来的人才群星灿烂，有长期服务他乡和桑梓的县市领导人，有

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有正在深造的研究生，有从事翻译工作的翻译人才，有在教坛上耕耘的

讲师，教授，有长期为人救死扶伤的主治医师。还有一批批知名的文化人物等．这些成就，都与

天峨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要振兴天峨，必须企Ifl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总结经验，展望未

来，大力发展功在当代，福及千秋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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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教育行政机构

第一节县教育机构

民国时期，县政府内没有教育科，配科长和督学各1人。督学负责巡视和督导学校的教育教

学工作．

1950年1月20日天峨解放，3月将天峨县临时政府改为天峨县人民政府，内设文教科，由县

府秘书代行科长职务，科员2人负责日常教育事务．1953年开始配有专职副科长1人．

1958年将文教科改为文教局，设局长、副局长各1人． 、

1963年8月20日撤销文教局，改没文教科、文化科．文教科主管教育，文化科主管文化馆、

电影院、新华书店及体育工作．不久，文教科又改为教育科．

1968年6月。教育科并入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1971年3月改设革命委员会文教小组，配备

正、剐组长各1人．1972年5月撤销文教小组，改设文教局，配备正副局长各1人．1974年2月文

化、教育管理机构分设，成立教育局，下设教研室、人事股、财会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机构进行整顿。1981P,F1月撤销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县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机构随之改称天峨县教育局．

1989年5月，为了适应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经县委、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撤

销教育局成立天峨县教育委员会，简称教委．教委是县人民政府负责全县教育事业的统筹，规

划、监督、协调和服务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其主要任务和职责是：组织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

针、政策、法令；制订并实施全县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协调和统筹全县各部门和社会力

量办学工作；部署和指导全县教育改革工作；监督、评价、帮助和指导下级各类学校的教师队

伍；会同计划、财政部门管理、监督、指导教育事业费的使用；完成县人民政府和上级教委交办

的有关事项等．县教育委员会机构组织，暂按教育局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1990年，教委设有主任1人，副主任2人。教委党委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教委内部设有行

政办公室、教研室、督导室、勤工俭学办公室、基建办公室、教育志办公室(临时)、招生办公室，

职称改革办公室、人事股、普教股、成教股、监察股、保卫股、计财股、电教站。各股室设股I∈或主

任1人，大的股室还配副职1人．行政编制6人，事业编制41人，共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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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天峨县教育委员会组织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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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90年县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人一览表 (表一)

机构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任职时问
名称

文 科‘长 (缺) 1 950．3—1953．5

教 副科长 寇时英 男 汉 北京 1953．6—1957．5

科 副科长 黄寿芳 男 壮 忻城 1957．10—1959．1

文 局长 韦乃高 男 壮 天峨 1958．4—1960．7

教 副局长 陆德佑 男 壮 武宣 1959．1—1969．8

局 副局长 覃正先 男 壮 都安 1 960．2—1961．

教 科长 韦乃高 男 壮 天峨 1965．5—1967．3
育

科 科长 李家茂 男 壮 柳城 1965．5一1967．3

组长 韦锦尤 男 壮 都安 1971．3—1971．9。
文

教 组长 罗继仁 男 ．壮 天峨 1972．2—1972．4

小 副组长 梁启位 男 壮 都安 1971．10一1972．1

组
副组长 陈乾富 男 壮 南丹 1972．2—1972．4

局 长 梁俊 男 壮 武鸣 1972．9—1973．10 ．

文

副局长 陈乾富 男 壮 南丹 】972．4—1973．10
教

副局长 罗继仁 男 壮 天峨 1972．4—1973．10

局
副局长 尹俊 男 汉 湖北 1973．10一1974．9

韩明春 男 壮 南丹
1973．10一1976．10
1981．1—1983．1 2

教
’

局
海滤汰 男 回 四川 1983．12—1984．7

育 罗炳科 男 壮 天峨 1984．7—1987．12

傅波 男 汉 天峨 1988．3—1989．1
局 长

罗秀成 男 汉 天峨 1989．3—1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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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机构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任职时问

名称

陈乾富 男 壮 南丹 1973．10—1978．

教 副
’

1981．3—1985．
●

奉迸顺 男 瑶 富川 1975．8一1981．

韩明春 男 壮 南丹 1976．10—1981．

育 局 海滤汰 男 回 四川 1 978．一1983．12

傅波 男 汉 天峨 1981．1—1987．2

罗秀成 男 汉 天峨 1986．5—1989．2

)

莫国恩 男 壮 忻城 1987．9—1989．4
局 长

-

甘应发 男 汉 天峨 1987．9—1989．4

主任 罗秀成 男 汉 天峨 1989．5一现职
教

副主任 莫国恩 男 汉 忻城 1989．5—1994．4

育 副主任 甘应发 男 汉 天峨 1989．5—1994．8

党委书记 黄朝相 男 汉 天峨 1989．7一现职

委

党委副书记 索文言 男 汉 天峨 1989．7—1994．4

员 党委副书记 冉景山 男 汉 天峨 1995．5一现职

副主任 莫魁伦 男 壮 天峨 1994．4一现职

会
副主任 李金德 男 仫佬 贵县 1994．1l一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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