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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一．◎水电管理

全厂职工的生活用水用电由行政福利处管理，维护由该处的管道班和电工班

负责，1992年两班合并为水电班，统一管理。1987年行政处改变单一的专业管理，

走专业管理与群众性管理相结合的路子，制订了《八二锰矿生活用水用电管理规

定》，在全厂范围内安装水、电表，维修、加封、更换、运迁等均由行政部门负责，不

准私自改线、启封和表外用水用电，禁止生活用电炉、烧水器；各单位的月生活用

水用电量实行定额制，凡超过指标者，超出部分每吨水收费O．1元，每度电收费

0．2元；生产用水全收费o
。

．’

1987年和1988年，行政处在每户职工的住房和公共场所安装上水表、电表，．

加强维护和管理。电炉片生活用水泵原由12号井泵的一台180千瓦的水泵机抽

水，1987年改用75千瓦的水泵机，当年降低了电费6012元。管道班对厂部片的供

水设施进行了改造，既提高了水压，使厂部片的楼房和较远住区的供水正常，又停

用了加压泵，每年可节省电费770元。随着水表、电表陆续安装，水电节约显著，一

些长明灯、长流水、家用大瓦灯泡等浪费现象得到遏制o 1988年节电37．23万度，

节余水电费13．04万元o

1989年由行政处实施，把全厂家居住房内的电表移到各栋房头总装箱，以便

于抄表和用电管理，共移装94栋住房的852户电表。原为厂部片供水所用的10号

井泵。1991年以135千瓦的水泵机取代原80千瓦的水泵机，改善了厂部片的供水

状况。随着各式家电的增多，职工生活用电激增，超负荷问题日益突出o 1995年，

城建处在厂部增设一台变压器，保障正常的生活用电。同时，住区的部分路灯改

用声控开关，节电达50％o 1987—1996年间，厂区共安装水表2694个，电表5637

个，装修(电)线路123317米，安装灯泡(管)、插座等17175只(件)，铺设、维护管道’

15433米，修换水龙头、阀门达4193件，堵漏42处o 1987—1991年，厂内营业性用

水电的价格几经提高，但生活用水用电价未变，水价为O．2元／吨，电价为O．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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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创编新志，不是续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有些章节上溯至中唐，一般

从清末写起，重点则在柳州解放后这一历史新时期。下限至1989年前后一=年，主要事

实和统计数叙述至1990年。

=、本志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竖写始末，力求横不缺顶，竖不断线，兼用记，图，

表，录。编者观点，寓于选材、叙事之中。

三、建国前，‘柳州地属柳江县，解放后，始建置柳州市，为广西省(自治区)辖市，

建国前的资料与现编《柳江县教育志》相关。柳江县，柳城县于1984年划归柳州市管

辖，这两个县以及柳州市郊区教育局均现编各自的教育志，除一些统计数字外，一般不人

本志。凡涉及与这些地区有关的统计数字，行文中均有说明。柳州铁路局已自编教育志，

也不入本志。 ‘·

四，有些内容涉及各章节，为避免交叉重复，前面一次出现后，以后各处或只略写，

或注明“详见×章×节气凡盈大历史事件，见《大事记》，或在全书《概述》中述及，各

章各节在相同时间的史实一般不再详述其历史背景。

五、名词、’术语一般使用垒称，“中华民国”则简称为‘‘民国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为

搿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表述“1日社会一、“新社会"，简称为“建国前”，“建国

后一·柳州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解放的，表述为“柳州解放后％

六，涉及的人名除引文名一律直书其姓名，不加褒贬词，必要时冠以当时的职务、职

称。

七，清及清以前的历史纪年，．一般用I且纪年，括号内的公元纪年，省略“年"字，地

名，校名，各级政府官职等用当时的称谓，必要时用括号注明令名。中华民国时期用其习

惯纪元，不再注明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八，文中疑难词语，用夹洼或脚洼酌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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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取消纪念周和公民、童子军、军训等课程。学校实行向工农兵开门的方针。各

级各类学校普遍设置政治课，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五爱教育，中学生以《中学生守

则》作为教育学生的行动准则，结合“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活动，推动学生德智体

全面发展。从1953年起，中小学系统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对改造旧教育，建立社会主义

教育，起到积极作用。但存在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当时由于从政治和社会制度考

廖过多，对西方国家的教育，持排斥态度，未能博采众长，英语课也被停授，从1957年

下半年开始，由于反右派斗争，有一批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严重摧残了教师的积极

性。在1958年“大跃进"中，小学从45所发展到899所，中学从7所发展到19所，高校

从无到有，一年间也发展到6所。且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不恰当的批判以“教学为主"

的原则，师生参加社会活动过多，教学秩序混乱，课本知识掬置一边，教育质量严重下

降。1959年又检查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情绪，1960年，还在号召“反透右倾，鼓足干

劲继续实现文教工作的大跃进黟。由于教育事业发展过快，超过了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受

到办学条件限制。进入60年代后，不得不予1962年进行大调整，大专院校又全部砍掉。

1963年贯彻各级各类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恢复和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明确学校必须以教

学为主，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质量

得以恢复和稳步提高。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增长局面，柳州教育事业也出

现了好的势头。中央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刘少奇又亲自到邕作了专门报

告，因此，柳州市办了一批职业学校、农业中学，这为柳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

途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小学在校生增加1．4倍，普通中学在校．生增

加14．8倍，中专生增加3倍。可是，1966年开始，为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市各级

各类教育均陷入了这场严重的灾难。大部分学校领导干部及部分教师，先后被当作“走资

派"或“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而被批斗、靠边，劳动。学校党政机构陷入瘫痪。校

舍被占用破坏，有的成为武斗据点。教学设备、图书仪器损失殆尽。i968年，工(军)

宣传队进驻学校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所谓“大批判”、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教育为主课。中学历史课停开，政治和语文合拼。一职业技术教育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货色全

部被撤消。师范停止招生，市区中小学由工厂按办，或搞“厂校挂钩’’。普通高中则恶性大

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师资，校舍、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只有

初中甚至小学程度，小学普遍附设初中班，削弱了小学，初中也办不好。“文化大革命”10

年的教育工作，由于违背教育规律，忽视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学生文化素质严重下

降，教育事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

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中央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

策指导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平反了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假

错案1136件，其中“文化大革命”5lO件，使占教师总数37％的人卸掉了思想包袱，提高

了工作热情，柳州市的教育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增加教育投资 多渠道集资，教育投资逐年有所增加。危房重建，校舍有较大改观，

教学设备得到充实，电化教学手段逐年提高。

教师队伍 由于教育投资增加，新建柳州教育学院，并采取多种措施多渠道培训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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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人民政府命名柳州市为“体操城，，。

勤工俭学始于50年代中期，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市场条件所限，发展缓慢，在

∞年代开放改革中，得到迅速发展。市区65所中小学，校办各种企业149个，100％的

学校办企业。产品20多个大项，250多个规格品种，‘1979年至1990年实现总产值31518

万元，总收益5107万元。1979年产值仅186万元，收益40万元，到1990年市区产值

9057万元，收益123I万元，分别增长47．6倍和29．7倍。按市区学校计。平均校创税利

16．55万元，按学生人均计，每生212．29万元。(全国生均23．5万元，全区生均17．63万

元)，按垒市(含郊、县)计，总产值1012I万元，税利1614万元，生均70．63元。改革

开放12年来，开始形成了一批有较强竞争能力的骨干企业，龙钦，龙化、教育大夏三大

骨干企业1990年：总产值4711．3万元，税利490．8万元，占垒市校办企业总产值的

46．55％，校办企业已逐步由粗放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格局。

校办企业重视科技产品的开发，以适应多变的市场经济。在搞好“三金一(即生产发展基

金、职工福利基金，承包奖励基金)安排，用好、用活政策，采取多种联合，充分运用外

来资金、技术等因素结合下，自1987年以来，校办企业以40％以上的速度发展。校办企

业的发展，补助教育经费的不足，逐年有所增加，1980年至1990年补助2205万元，有

力地改善了办学条件，成为全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可靠后盾。柳州市被评为全国勤工俭学

先进市。

城市教育改革为探索教育体制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两个文明建

设0 1987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柳州市成为广西城市教育改革实验区。为合理调整教

育结构，理顺教育内部、外部关系，柳州市人民政府和市教育局先后发布了《关千深化校

内管理体制搞活内部机制的决定》、《柳州市属学校校长负责制试行条例》、《中，小学、幼

儿园、职业高中办学水平基础评价方案》和班主任工作、教研组工作、各学科教学质量、

学生质量等评估办法。对市属学校实行定员、定编、校长负责制，明确校长、中共支部、

校委会，职代会的职责和权力。全面试行校内结构工资制，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

伍。实行结构工资后，教师的平均工资比改革前，中学平均提高26．7％，小学平均提高

17．6％，在评定职称的基础上，对幼儿园，中、小学，职高实行聘任制，改革学校的用人

制度。并按评价方案开展对市内学校(含企业办学)进行办学水平评价，加强对企业办学

和郊县农村教育改革的领导，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实行监督、检查，指导作用，改革

实验已取得初步成效。为加强宏观指导，使教育改革适应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打下

基础。根据柳州市到2000年总体规划对人才需求的预测，已制订教育发展规划，教育改

革实验正逐步深化。柳州市教育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定的现实环境，并取得独特的业

绩，展望未来，发展的方向是，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体制，

在加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加速发展和提高职业教育，更好地为柳州经济和社会

发展服务，把未来的柳州建设得更光辉，富饶。
‘ (秦滋松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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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六年(1527)，十六年(1537)，三十一年(1552)，四十年(156I)，先后增建重修，明

末兵毁。

康熙五年(1666)，重建县学校舍，复经褒正，乾隆年间增建修葺·光绪兰十二年

(1906)废科举后，县学建筑一度用为广福庙和鲁班庙。

清嘉庆初年，马平县学额。文生12名，糜生201名，增生20名，武生20名。其中

文武生名额为每届招生名额。文生岁科两试均招收新生，武科只在岁考才招生。康生，增

生名额，为在学生员补廪和补增名额，非招生名额。

社学、义学，明代柳州设有社学，社学在城东。柳州义学始建于清雍正11年之间，

义学在城内。
一

·第二节书 院

柳州历史上先后有四间书院·驾鹤书院、龙城书院，周仁书院，柳江书院。

驾鹤书院，在城东驾鹤山。创建于宋绍兴=年(1 132)。宋赵师邈Ⅸ三相亭碑记》。。绍

兴初，三丞栩暂驻水南僧寺，因观岩石屏立，上有空洞数处，遂建芳庭=所，日·驾鹤书

院，日·三相亭。"驾鹤书院之名始见于此。 -‘

同仁书院，明成化丁未年(1487)，巡按御史李廷珍建造·在旧县址。清康熙时已

废。 、

龙城书院，明嘉靖=十五年(1546)建置，在城北(今市人民医院一带)。

柳江书院，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提督张朝舞捐款在东门城外创建，后来荒废，

．成为兵营。乾隆七年(1742)，左江道周人骥指令学官，每月在柳宗元，刘贾：公祠(即

现在柳侯公园内的柳侯祠)，对学生举行考试，并挑选优秀儒生，在祠内学习．乾隆十年

(1745)，左江邈杨廷璋置修祠庙，设备稍具规模，文风渐有起色，但是后来废弛，书舍侦

塌。乾隆=十七年(1762)，‘’右江道王锦和柳州知府等官员重建，有教室7闾，校舍20

间。选拔品学可资深造的儒生，到书院学习，每月考核学习成绩·嘉庆年阆，柳州书院院

长聘金4两，盘费4两，束修银120两。每月薪水银4两，馆酒席费2两，节礼银12

两。

清末，柳江书院迁往龙角街(位于龙城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i马乎知事将该院

改为马邑两等小学堂。 ·-

以上各书院都设有学田，这些学田分散在县属四都(令百朋乡)、下伦，扬柳和六都

(今穿山乡)，木团、四方塘村等地。

第三节私

清末废科举办学堂后，直至民国初年，柳州还有许多私垫，对当时的儿童教育起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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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私垫也称为书馆。清代末年由地方上有声望的老士子开办的叫团馆，‘由热心学务的±

绅主办延请有声望的老学究授课的，叫东馆。书馆一般都是招收附近的学童就学，没有规

定的学制和修业期限，一般为四五年左右，退学则由家长经济情况来决定。学童在学的年

龄悬殊很大，有六七岁的，也有十岁的。

书馆按照学童的年龄大小，程度高低，’家庭贫富，议收全年学费。民国初年的书馆学

费，一般是每童六、七元银毫左右，丞头和赞助者要多付至十元左右。程度高的学童，要

交较多学费，因为塾师要开讲和批改文章，工作加重，收取的学费也就增加。

私塾一般是由一个老师在同一书馆，教一=十个年龄不同程度不周的学生。有读完

《四书》、《五经》的，也有刚破蒙的，同窗读书，分别教授。学生一般先读蒙书(识字教

材)l《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按程序读以下课本l《(大学》、《中庸》．《论

语》，《孟子》，《诗经》，《易经》，《左氏春秋》等。识字课本还有((增广贤文》(汇集格

言、谚语)、Ⅸ千家诗》、《《幼学琼林》(解释词语典故)，(<女几经》等。

垫师教学，没有教学计划，根据惯例，由浅而深，对初入学处于蒙昧状态的学童，进

行启蒙知识传授。教认字、写字、读书，主耍作业为t识字，背诵、习字，进而教学造．

句，一串句、做兰五字的对联等，更进则教学八股文、试帖诗，时务文，以应付科举考试，

学写书信及其它应用文以应付1某生。民国初年，有些私垫为适应当时商贸市场计算等知识．

的需要，加讲珠算，如斤求两、加减换位进位等买卖计算方法。在各个学段，一律是先生

讲，学生听，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并对学生采取体罚。 ．

光绪=十八年(1902)，《钦定蒙学堂章程》第五章规定t“凡家垫招集邻近儿童附就瀑

读及塾师设馆招集幼徒在馆肄业者，均应遵照此次蒙学课程，一律核实改办，名为‘自立

蘩学堂’。"但当时柳州城府及备乡镇的私塾，均未照办。 。7

民国初年以后，小学开办虽多，私垫仍不少。清束至民国初年，柳州有私垫104间，

学童约2000人。

清末柳州私垫一些塾师，注意开展女子教育，蓑收女学童，男女同窗。女塾师胡淑

援，专设女垫教女学生。 。．

，龙城求是学会，清光绪卅年(1904)，清廷停止科举考试，筹备开办学堂’中学堂组

成前j柳州秀才邓承绪(子恢)原在西门细柳巷设馆教学，于是年秋闻，结束私馆，在北

大路=巷仓沮二公祠内，创办“龙城求是学会"，招集柳州青年约30余人，选用有维新革

命意义的文章为教材，传教薪知，启迪革命，并设体操一科，聘革命党人刘古香担任教

员。后来学生多人参加辛亥革命。

第四节科 举

清末柳州的科举县试、府试，都在城厢举行。当时的读书人要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

的资格，必须先参加童生试。柳州府的考试，在柳州考棚街(令中山西路)学院衙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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