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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兴宁县教育志》的初稿。我生长在兴宁，从
、

； 小学到中学，。都是在老家度过。我这辈子又是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小 ，

．卜 学、中学，大学，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都教过书，后来又在教育行政

部门工作过。因此看过后，很愿意写点什么，就叶回顾与前瞻吧。

兴宁人最早的祖先，是从北方南下的，经过江西和福建到兴宁定
’

居，生息和繁衍。南钞的祖辈虽有中原文化传统，在科举时代也出过

探花罗少柳(宋)和几十个进士，但由于生活贫困，绝大多数的平民百

姓依然是文盲和半文盲。这是兴宁教育落后的时代。
’

进入民国以后，兴宁教育兴起了。我读小学时，全县各地的私

。’ 塾、蒙馆已逐渐为新学所淘汰。村村都有初级小学，高小则集中在区

镇和县城。城内还设立了一所女子学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i

城里已有一所高中，个别区镇设有初中，已逐渐实行男女同校。这时

； 期兴宁涌现了一批教授、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家在外地工作，而大

‘批优秀知识分子则在本县各级学校执教或其他部门就业。抗日战争时

期，兴宁教育迅速发展而且从单一的国民基础教育向多类型的教育体

： 系发展。初，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相继出现，此可谓兴宁教育发展的时
，

代。 一

，、 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宁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从幼儿园，小学，‘

中学，大专，扫盲，基础教育、技术专业教育，成人教育都有了，智

? 力资源优势开始显露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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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兴宁每年被录取到中学、

中专，到本省或外省去升学的人数是较多的。以县为单位计，在省内

名列前茅，有几年名居首位。迄今为止，扫盲已基本完成历史任务，

九年制义务教育逐步实施。此可谓兴宁教育繁荣的时代。智力资源优

势比较突出了。

从整体论，当代世界已不是武装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是和平、发

展、竞争的时代，特别是智力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

至一个县，对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知识价值观念的树立和提

高，对智力竞争的重视程度，决定着社会未来发展的速度。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依靠教

育，依靠知识的普及和提高。现今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把越来越多的

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教育和科研中去，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

视教育的价值观念深入到人民思想中去。我县也不能例外。兴宁应充

分发挥智力资源优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家乡社会经济

的发展，做出努力。国家寄予极大的希望，全县人民亦热切关注。兴

宁的前途展示着光明。为此，我认为主要应做好：

第一、争取早日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向高一

级层次发展。提高全县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为上一级学校输送更多

人才，使兴宁的教育更好地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第二、前不久兴宁多种稀土元素的发现是件大事，可能是一个自

然资源优势。必须花大力气去开发它。这就不单要投入资金，更要投

．入人才和高技术，把发挥与发展智力资源优势和开发自然资源优势结

合起来。

第三、兴宁的乡镇企业，包括土木建筑行业有一定的基础，应大

力发展。这就特别需要为数众多的、各方面的初、中级经过特别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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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才。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初、串级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

来，使之互相促进j加快发展。．
“

’第四，办好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兴宁县分校。电视大学是我县目前

唯一的高等教育基地。几年来苦心经营，在中央和省广播电视大学领

导下，在香港曾宪梓、刘宇新先生等知名人士大力资助下，已经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已做出成绩。电大有多门类，多专业．，重应用、’讲需

要、省经费等特点二只要县领导重视，对它严格要求，抓紧贯彻落实

所办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对必要的日常经费加以

支持，教育质量是有保证的。它是国家为全国各市，县送上门来培养

高级专业人才的最好阵地。。县可根据目前和长远需要，选办专业，、使

这一高等教育阵地不断线，‘长远办下去。这就必须有“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一的长远眼光和战略气魄对待它，发展它。
’ 。

‘

《兴宁县教育志》的编撰是兴宁教育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创

举·必将引来兴宁教育事业的更加繁荣，使兴宁人才辈出，百业兴

旺，社会主义现代化可期。

最后，我以贺教师节的一首打油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葱葱芳草

地，郁郁绿树林．谁育优良种，谁栽栋梁材?后来必居上，功归我园
，

、丁．”
。

．

7 一 、

原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李又华．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写于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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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强国教育为本

⋯写在《兴宁县教育志》出版之前

《兴宁县教育志》是兴宁县教育史上第一部专志．编写工作在县

委、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在兴宁县修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四度

春秋，数易其稿，终于成书出版，这是兴宁教育事业上的一件大事。

《兴宁县教育志》记述了从清成丰六年(1856)到1985年，共一百

多年兴宁县的教育历史和现状。在整个修志过程中，我有机会几次参

加工作汇报会议，看过初稿，了解到编志人员的艰苦精神和严肃认真

的态度。他们深入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摘抄资料，广泛发动群众，内

查外调，积累史料，反复核对，力求翔实。当然也难免有缺漏和不完

善之处，但毕竟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志书，从中可以了解过去，认识现

在和展望将来，无疑会起到资治教化的作用。

兴宁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向比较发达，素有“文化之

乡一的誉称，其中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和有识之士的倡导是根本原因。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事业，并在巩固基础教育的同时，逐步发

展各级各类学校。近年来，幼儿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得到

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普通教育方面，计划将在1992

年开始，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我们必须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和省市有关教育改革的规定，紧密结合兴宁教育的实

际，认真总结研究兴宁教育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努力探索

4



j‘

’
●

』，
．4

、

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种意义上，《兴宁县教育志》的出版，必 ．n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邓小平同志指出：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

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是教育一。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把教育

和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无疑教育事业关系到高度‘，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强弱和盛

衰．‘。
·

’

纵观中外古今的历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富民国强，教育为

本，这是必然的规律。 ．．“，
』

’‘

一，

_

。．

．

’

。5

兴宁县副县长刘尚珍
’

一九八八年冬r
‘

5



以史为鉴振兴教育

～一祝贺《兴宁县教育志》出版

编纂志书，乃盛世之举。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经过教育志编写

办公室全体同志及广大教育工作者三年多的努力，《兴宁县教育志》

终于问世了。这是我县第一部教育史志，是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

这部教育志根据档案资料并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召开几次“三

老”(老教育工作者、老干部、老乡贤)会议，反复核对史实，对纷繁

的资料进行科学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几易其稿完成的。它比

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

训，在当前深化改革中，如何开拓前进，它将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海。这部教育志辑录了我县从戊戌维新、

废科举至现在百多年的教育史实。自创办第一所新学兴民学堂至解放

前夕，我县教育工作者为发展兴宁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矢志不渝，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县教育事业由于党政领导的重

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普及和提高方面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

期。十年“文革"，对我县教育事业是一场浩劫。自1977年起，我县

教育工作在拨乱反正中逐步走向正轨，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教育质

量不断提高，平均每年为高校、中专输送合格新生800多人。1 984年以

来，由于中央对教育重要战略地位的确立，教育事业有了更大的发

展。遵循教育改革的方向，逐步落实结构改革措施，增办了九间初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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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改办了四间职业中学。1 987年全县已全面完成了小学六年、初

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改制任务，重新普及了小学教育，向九年制义务

教育过渡。在校舍建设方面，采取多渠道集资办法，除政府拨款外，

深入发动华侨、港澳同胞和干部、群众捐资，共集资1764万元，’解央

“一无二有”问题，新建和维修校舍27万多平方米，使学校面貌大为

改观。我县还积极发展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与此同时，教育质量也

有显著的提高，．1984年至1987年为大中专学校输送新生平均每年一千

多人，1987年我县被评为广东省初等教育先进县、特级县、成人教育

先进县。
’

现在，我县教育事业已初成体系，学校布局已渐趋合理，师资队

伍日益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义务教

育法》，结合我县的实际，从今年起，实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把教

育的管理权、人事权、财政权下放到各乡镇，，实行分级管理，分工负

责。 ．J

+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新的历史时期， “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振兴我县的教育事业作出不懈的努
，

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

兴宁真教育局长陈风春

一九八八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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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则，充分运用资料，反映兴宁县百多年来的教育历史和现状。详

今略古，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始于清成丰六年(1 856)，下限断于1 985年，为不割断历

史和使读者有较完整的了解，有些部分的内容适当上溯和下延。

文中所称年度系指教育年度，时间范围始自当年8月至次年7月。

为使读者对1986至1988年的教育有大致的了解，篇末附有“续

记一。

三、兴宁县于1 949年5E 1 8日解放。文中“解放前片、 “解放后"以此

为时间分界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为“建国后”。对历

史纪年，沿用习惯通称，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1 949年后用公元

纪年。

四、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引用资料原文概加引号，一般不注

明出处。名词术语一般均用全称：需要缩简的在第一次出现时注

明简称。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

五，本志包括志、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录分别

附于有关章节。学校简介中现己不存在的均作附录。

六、本志按章、节，目、项四级排列。编写方法以“事”为横，以

“时一为纵，横排纵写，贯通古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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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秉史家通例，生不立传；因事系人，则不限生卒。入志人物

以出生时间先后为序。 ．、 ’t

～ +‘

八、本志所列统计数字大部分采自档案资料，其中建国后数字大部分

引自兴宁县统计局编《兴宁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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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师生民主运动与革命斗争⋯⋯⋯⋯．．．⋯⋯⋯·-⋯⋯⋯⋯⋯⋯⋯⋯⋯⋯(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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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农业中学综述⋯⋯⋯⋯⋯⋯．．．⋯⋯⋯⋯⋯⋯⋯⋯⋯⋯⋯⋯⋯⋯⋯⋯⋯(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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