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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纵观人类历史，在不同的

社会历史阶段，Hj子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不同，教育也有着不

同的性质和特点。 一
·

．．
。．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直把教育作为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立国之本”·在不同时期，又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因此，我国教育事业得到很快的发‘

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但是教育工作也出现过严重失

误，走过一段曲折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了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

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拨乱反正，使我国教育事业重新-走上健

康发展的道路。
．

‘ 一‘ 。‘

欣逢盛世，为记载我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变迁，为现在和未来提供真实可靠的资

料，编此石家庄市《郊区教育志》实有必要，可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项壮举。

我区教育志编写组，1989年7月成立，全体人员积极搜集资料，设计写作框架，确

定篇目，笔耕舌织之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并经省，市，区主管部门评审后再次修订，质疑

之处，认真核对，辨伪存真；定断之处，查缺补漏，以求所志内容真实完善，历时两年，

石家庄市郊区教育史上第一部专志．终于公诸于世。这部教育志基本上反映了我区教育

事业发展变化的基本历程，具有郊区的特色。其中反映教育事业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

训。可资今后探索教育规律的借鉴；资料汇集与数字统计，可用以“存史，资治”’，发．

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但由于条件所限，编者又多为初涉，虽竭尽心力，仍有一些湮没

散失资料无处可寻，而当事者又多不在，难寻口碑，因而本志内容难免存纰漏粗略之

处，望读者斧正。 I
。 9’

’

石家庄市郊区文教局局长武达昌

i．1991年7月10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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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根据《河北省地方志编撰工作细贝JJ》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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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绳l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基本要求；力求做到完

备．翔实，可靠，使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得到统一，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之作用。

二．本志是创编新志，一般狄石家庄解放初写起，个别章节上溯得远些，下限至

1989年底。
。

．三．本志本着“事以类聚，横排竖写，横不块项，竖不断线”的原则编写．

四．本志文体为语雄文．采用纪。志、述，图表．简介．附录等体栽，以志为主，

观点寓子叙事之中；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或职称；摘录及引用古文，均断句并标

点．

五，本志历史纪年，地名．校名，各级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当地的称谓，必要时用

括号注明公元．今名。中华．民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概念，术

语．简称等·予以必要的注明．

六，本志分概述．大事纪．志文．附录四部分共分“章(下设节)约30万字。排列

顺；≯，先教育及与教育有关方面。后为教育行政及管理．

七，本枣的资料来源子省．市及I有关县．．区，局档案馆．室以及由各学校或当事人

口头提供。

八，本志内数字及公元纪年，凡适于用阿拉伯数字且得体者．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内选编的文章，本着保留基本内容的原则，对其中文字有所修改或压缩。

编者

1 991年7月

本志简称附注： ．。

1．解放前后：指石家庄1947年l J月解放。

2：建国前后：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8、中共中央。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4．教育部：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务院教育部。

5，教委：教委前冠以国家、省，市名称者指该级别政府教育委员会。

6，省，市，区：专指河北省，石家庄市及石家庄市郊区。

7，．××初级中学(乡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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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郊区，环绕整个市周，总面积17654平方公里，人口24万，是二个典型的

城郊区。 ，．．

五十年来，郝．区区划频繁变更。最初村镇系由获鹿，正定两县划归石家庄市，日伪

统治时期，石家庄市共分6个区：市区为一、二区，郊区(包括振头，．赵陵铺两镇及，57个

村)为兰、四，五，六区。石家庄解放后，1948年元月石家庄市又将三、四，五，六区

改为五，六，．·七、八区；-，1950年四个区合并为五．六两区l 1954年2月两个区合并，

‘成立郊区人民委员会，区址设在振头镇，1955年改为振头区人民政府。i958年9月撤销

振头区，又先后建为四个人民公社(简良，兆通。-廿里铺，柳辛庄)，t1960年3r月由于

地市合并，这四个人民公社被撤销，分别归属桥西，桥东、，长安三个人民公社领导。19s2

年1月．设立东，西两郊区(共17个公洼、15 1个村镇)，1965年1月东，西郊区合·并

为石家庄市郊区，区政府设在留营村，后迁至市中山西路至今。

据考证，自明，‰清起郊区人民在这块±地上，辛勤劳动，．繁衍生息，发展了文化教

育事业，清代大部分村镇巳遍设私塾。中华民国期间，多数村镇创办了学堂，个别村镇

由县(区)开办高等小学。解放前市郊共有7所高级小学，43所初级小学．有学生4700

名，教师16 9名。

1947年“月12日石家庄解放，，市人民政府接管全部小学，开始创建人民教育事业。

1948年春，市集中全体教师开展“三查”(查历史、查立场，查思想)运动，部分

有问题和思想落后的1日知识分子受到批判，被．“挤”回家去。为了补充教师的缺额，市

政府从社会、农村中招录部分有一定文化的人，进行短期培训，分配到小学任教勺到

1949年10月，市郊四区已有完全小学9所，·初级小学49所，在校学生约8100名，．教职工

253人。

中华人民共租国建国后，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盼同时，也强烈要求文化翻

身，他们积极地把子女送进学校，自己则参加识孛班学习文化。．市郊两区有48个村镇开

办冬学识字班，学员2904人。农村妇女，也渴望学习文化，参加生产，16个村首先办起

了幼儿组，便242名妇女脱开家务劳动走进识字班，参加了农业生产。

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市、区领导强调工农干部学文化，

举办各种形式识字班，要求每个于部能识1500字，达到能读书、一看报，写简单应用文的

水平。市郊村镇都举办了速成扫盲讽字班，参加学习的干部，⋯工农青壮年约，12000多人，

其中高小班2000多人。 ．；
，

，，，
，，，

1954年根据中央指示，石家庄市认真地整顿了学校教学的混乱现象，强调教学工作

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各校利用政治课．周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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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多种形式，向学生进行“五爱”教育，并针对当时学生想想特点，加强劳动教育，

培养良好的校风、学风。为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市教育局利用寒、暑假举办“教t于、

教法训练班”， “凯洛夫教育学”学习班，改进教学。在教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统一规定时间，内容，组织教职工学习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适时

进行考评。此外，市委领导还不断给教职工作形势报告，进行形势教育。对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的教师，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编班，参加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学习，提高他们

文化水平。

1955年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振头区(郊区)649名教职工分两批参加学习，有115

人交待出大小问题137件，其中有重大政治嫌疑问题的6人，经过落实给予了实事求是

的政治结论，极个别的给予处理。

1956年前后，振头区管辖范围不断扩大，有17-I"村镇建起完小。同时石家庄市将获

鹿二睁l、正定二中(现在七巾，十三中)接管，并在振头区范围内新建五中．八中，十

巾，在于底、西三庄小学开没初中班。广大农民群众片自筹资金，自聘教师，另办起了

lI所农业中学(民办中学)，以满足子女就学要求。 ·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集中全区736名(包括两所国办初中班)教师学习揭发，

有37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校长3人，教师34人)，动员了42人回原籍劳动。

1958年市郊人民公社扩大，共有130舍时旗。+根据全面大跃进的形势要求，要乡乡

办中学(包括农中)，村村办小学，中。小学学生猛增至4万多名·业余教育也提出：

“八一”实现文化市， “十一”实现无盲市的跃进口号，市郊公社各村镇有83 68名肖壮

年参加扫盲和业余小学学习。中．小学生停课参加“大炼钢铁”， “深翻土地”，频繁

M一℃治运动，过多的生产劳动侵占了教学时间，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

’

1961年为了纠正大跃进的“冒进”错误，又对教育进行调整，压缩学校，下放教

师。到1963年，在市东、西郊区共保留中学六所，下放636名国办中．小学教9ili固乡务

农，有的转入财贸战线工作。由于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各校教学实行“劳逸2Iii

合竹，减少课时，压缩副课。同年，教育部公布了《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市郊东。西两区在贯彻执行条例中及时纠正了五十年代初期学习苏联经验时脱离实际；

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倾向，也纠正了大跃进时学生参加劳动和政治运动过多的做法。明确

学校必须以教学工作为主，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基本形式，教师在敦学活动中起主导

作用。提出： “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三中心。反对注入式

教学，提倡启发式教学；反对讲课添油加醋，提倡“少而精”。各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教

学改革，两区委对过去在政治运动l扣无馨受伤害的教师作了甄别，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

极性，各中．小学又扎扎实实开展教学工作，并获得一些成果。

经过建国后十七年的努力，市郊的教育事业基本上是建康，稳步发展的。至1965年

市郊已有完中7所，在校学生3245名；初中(农l扣)16所，在校学生1790名；小学87所．

在校学生19851名，小学入学率达94．16％，升学率68．68％。工农业余教育，经过多次

调整．整顿，仍断续举办了各类业余文化学>-j班，扫除了一大批文i：f。多数f』．镇坚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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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托儿组)入匿率达79．6％。

1966年，各中，小学师生全都卷入“文化大革命”浪潮中，学校停课，教学设备．

图书，仪器被破坏。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期间，郊区中，小学教师共参加过大，小

型批斗会654次，有19名教师被定上罪名，2名致死于运动之中。‘

1968年8月，463笛。‘贫下中戈毛泽尔恩想宣专队”进击中，小学，其中I 13名迸驻七

所中学，350名进驻8I所小学。Io月在报刊宣传“一f-小学不出队(村)，上初中不出

片，上高巾不出社”的影响下，市将七所中学移交郊区管理，绝大多数小学都戴上初中

班帽子。12月按“侯王”’建i义，郊区将小学下放大队(村)来办，有491名国办教师下

放回原籍，由生产犬队(村)记工分加补贴，吃农业粮(1 97 1年这部分教师又转工资

制，吃商品粮)。 ．

1孕71年郊区在留营，杜北，西里，槐底公社新建四所中学。因中学教师不足，小学

教师被拔高教由学j另选派350名农村知识青年，补充小学任教师。校舍紧张，有的小

学被挤进民房上课。同年， “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了“两个基本估计”： “一是教

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泽东的无

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导到贯纫执行；二是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

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后，又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和“张铁

生交白卷”、“马振挟公社中学事件”，批判“师道尊严”，提出要和十七年“对着

干”，要求把学生培养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闯将”。郊区中，小学一度好转

的教育形势又卷入动乱的旋涡。’

1975年Io月，郊区召开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传达中央，省，市教育革命经验交流

会精冲，提出落实“五·七”指示均具雏措施．从此，．“反潮流”、 “反复辟”， “开

门办学”、 “教育学大寨”等政治活动，搞解波无宁日，师生无所适从。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搞乱了中，小学我碲队伍。毒害了学生思想，破坏了教

学设施。工农教育被迫停止，幼儿教育也受到冲击，郊区的各类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

失。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郊区组织教育战线教职工，批判了“两个基本

估计”，停止了“开门办学”‘之后，相继撤出了“贫宣队”，解散了“贫管会”。撤

销了中、小学革委会，恢复了校长制。撤销了公社文教组，改设中心学区(中心学校)。

调整了中，小学领导班子，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同时郊区区委为57名(包括从外地转

来)错划成右派分子(坏分子)的教师做了改正，并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2 1

名教师平了反。还审查并处理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充分调动了广大教职

工的积极性。 ．

，

1978年以后，郊区文教蜀抓紧了教师的培¨I|工作，先组织中，小学佼长、主任学习

了“学校管理”、各科教学大纲。同时，组织具有扔，高中文化程度的教师过教材；教法

关；对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小学教师，分批到郊区教师进修学校，进修中师课程，许多

中．小学教师还参加省．市院校，业余电大，刊大等进修，提高自己文化素质。到]989

年，已获本科结业的教师有139人．专件结业的5 I 3人，中师结业的a85人。小学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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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达标占80．23％；初中教师达标占75％；高中教师(包括职中)达标占85％。教师索

质得到相应的提高。
。

’。’
．。

1979年开始，各校开展“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法制教育，开展了“学雷锋，创三

好”、 “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各中，小学涌现出许多遵守纪律，尊敬师长、

刻苦学习的好学生，对拨乱反正，清除精神污染，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导下，郊区把五所普通高中转办农职

高中；摘掉小学初中班帽子，学生分别到Il所完巾和浙建12昕初级中学上学；·为加强小

学教育，将全区小学五，六年级集中至1J43所完小L课，使中，小学办学条件得到初步改

善。同时对国办教师进行了适当啊整，对870凫民办救师的文化，业务进行了考核，不称

职的363名，安排到乡镇企业和幼儿园工作。郊区t氍蚕制定了《关于改善民办教师生活

待遇七条》发至社，队执行，稳定了民办教师向啄i!l【『青绪。n可时对工农教育．幼儿教育

也进行了整顿，撤销“七二一”人学fJI伙民久学。农比心教，以扫除文盲为重点，组

织“学文化，学政治，学技术”的三学活动；干部，职：I：教育以对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

人以补课为主，结合进行业务，技术教育。

1983年贯彻执行教育部的《关于酱及；刃等教育壁本要求的暂行规定》。郊区制定了

《教育工作三年规划》。为落实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同志《关于办好农村中．小学的意

见》，于I 984年底，郊区将12所初中、89所小学划归乡，村来办，开始实行集资办学，校

长，教师(国办)一律实行由乡，村招聘。 ，

1984年，经省、市验收，郊区小学入学?各99．44％、巩固率98．71％．毕业率99．38％，

普及率99．04％，均达教育部颁发的．际准，并顺芡了“普及’叨等敦育”合格证。初中敦

n【f：在普及，高中教育按市规定，高中招收阳中毕业生的70％(其中高中60％，职中

40％)。同年，还贯彻了市教育局“关于中、小学教师任课量的规定”，各学校调整了教

师任课节数和工作量，实行教学责任制，郊区文教局初步确定中，小学人事编f|；!J。为进

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中，小学校广泛地开畏了创“文明学校”，“文明班级”：

在教师中开展评优秀课；在学生中开是“学雷锋、创三好”活动。每年评出的“文明学

校”、文明班级(集体)和三好学生给予表彰，调动了广大师生教和学的两个积极

性。南高营小学教师何玉玲先后被评为区、市，省模范班主任，全国优秀班主任．少儿

先进工作者。几年来郊区中、小学被市洋优秀课数十节；教育．教学院秀论文数十篇。

柏林庄小学教师李秀花数学课被区，市、省评为优秀课；第十六中学教师饧春英地理课

被区，市评为优秀课，并制成教学录像得剑省好评。初中数，理，化，英语及语文、政

艇等科中考成绩居全市初巾d寸列。中、小学校的雄育、卫生工作也有加强和改善，自推

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中．小学学生达括率逐年增长，至1 989年中学达标率91．6％；

小学达标率9I．4％．在卫生方面，坚持了每年一次检查身体的制度。臼1979年开展勤工

俭学以来，到1989年全区中，小学校共有校办企业摊点87个，其中，工厂68个，农场4

个，第三产业15个，年产值达1320万元，利润165万元。第十三巾学办均电焊仉厂，年

产仇125万元，年利润28．9万元，曾多次被评为市、省勤工俭学先进啦位。淡固学区联

办的“迎春绣花厂”，创建于1980年，到1989年产值，利润分别增长y20詹和3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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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翳、效益均居全省周行业之首，产品还出El美国．加拿大等国，曾两次被评为全国勤

工俭学先进单位。．办学条件也有很大改善，至1989年郊区已有42所中，小学新建教学楼

45栋；10所学校翻新了平房校舍，实现了“一无二有”(无危房，有桌凳)，并增添了

一部分教学图书．仪器、电教设备。 7． 。

工农教育自1981年被省政府确认为“基本无盲区”之后，及时转向以技术教育为

主．郊区制定了“多渠道办学”规划。区，乡(镇)，村都举办了各种类型业余技术学

校(班)，已形成三级技术教育网，至1986年全区参加各类技术学习的有56670人，占

农村劳力的58．45％；职工参加各类学习的有1223人，占职工总数的21．55％。同时，郊

区在1981年创办一所农业广播电视分校．已招收7期学员，毕业4期共166名学员。还

举办了第一期民师班和电大班，这是郊区历史上第一一次自办的中师和电大敦育。西里乡

柏林庄村，子1984年自筹资金办起郊区第一所农民电大班，招收本村高中毕业生26名，

三年全部毕业。同年6月郊区政府与河北省合办工业管理学校招收学员160名，其中郊区

两个班学员81名，二年全部毕业。全区经过几年自培，自学．代培等形式。干部、职工

(乡镇企业)素质不断提高，已有千多人获得高．中．初级技术职称。幼儿教育也有很

大发展，全区68个村建立幼儿园，入园儿童达11109名．

1984年以来按照省评选“园丁奖”要求，四年共评出85名“园丁”。并为第一次获

“园丁奖”的10位同志召开全区中，小学教职工发奖大会，给予表彰。1985年9月10日

定为第一个教师节，区、乡(镇)，村都召开不同类型庆祝会，以示尊师重教，

为了进一步加强教职工的思想教育和民主意识，1982年底，建起郊区文教工会委员

会，负责组织领导申，小学基层工会，开展各种有利子教职工权益活动，发挥教职工当家

做主人的作用。1985年6月，文教局建起中共党委会，相继建起青年团和妇联组织，负

责文教战线教职工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基层党支部的监督，保证作用和党、

团员的带头骨干作用。

1986年1月，郊区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传达省、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区教育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制定

了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加强教师

队伍的意见。

1987年开始，经过两年职称评定工作，在1676名教师中，，共评出高级职称51名；中

级职称493名；助理职称851名；员级职称201名，共1596名教师评定了相应职称。此外

对301名民办教师也评定了相应职称，并按级追补工资，提高了广大教师的：生活待遇。同

时在中，小学开展了“艺术节”活动，促进了各学校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活跃了师生

的文化生活。

1988年4月，为了落实国务院．省，市教委《关于实施燎原计划》的意见．郊区成

立了“实施燎原计划”领导小组，提出“实施燎原计划”的功步意见，确定示范乡的试

点工作和推广计划的具体实施要求。各乡(镇)都建立了以乡(镇)技术学校，村业余

技校，职业中学，普通中学和小学组成的培训中心，为本乡(镇)经济发展培养和培训

“实用，实际，实效”的技术人才提供了基地。一“燎原计划”的实施，把全区中．小学教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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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工农教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建国四十年来，郊区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终于完成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普及

初中教育的任务，高中(职中)教育入学率已达70％以上，幼儿教育入园率已达63．33％，

其中学前儿童入园率巳达100％。成人教育已实现“基本无盲区”，以学习专业技术为

主要内容的技术业余学校普及全区各乡(镇)，村，企事业单位。各类教育事业的发

展，为郊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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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民国4，年)：获鹿县第二国民高小在振头(今振头村)成立。1924年增女生
。班一个。 、 ．

，

、 、．：

1916年(民国5年)南高营建国民学校。．1924年改建为正定区立第一高级小学。

1922年(民国l‘1年)北洋军阀政府公布了“新学校系统改革令’：，制定“新学制(称

壬戍学制．)，睨定为六年(初小4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这
个学制·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 ，、．

1924年(，民国13年)获鹿县第二高小分校，在今郊区于底村成立。 ，

．1928年(民国17年)正定县谈固村办女子小学一所，招收学生40名，后与该村原来
的男校合并。

1929年(民国18年)李明祥在今郊区于底村办私立女子小学一所，有一至四年级复
式教学班。1934年停办。 ·

‘

1932年(民国21年)何子居、何筠亭、何蔚岩、何淮周，何政忱等人筹资在南高营

建立法文馆。何筠亭为校务董事长，；何蔚岩为校长，聘有福尔干贝(法国人-)和马×X

(‘正定人、)任法文教员．第一期招生5 o各，’办了两年，‘因局势变化而停办．

1939年(，1日伪时期)10YJl3日石门市扩大，从获鹿．正定两县划65村，、力Ⅱ原4村共

69个村，一，二区为市区，其余为郊区。当时划入市的村多数村办有初小。柏林庄村当

时的初，J、，有4个年级，二个复式班，，学生100余人，、校董一人，教师二人，由村供给教

师薪金和经费。同年12月，市立各校按所在地的地名更换校名。

二，．1940年(日伪时期t)市第四区(郊区)设立妇女夜校，，对妇女进行文化(识字)

教育．

1941年(R伪时期)10月4，日，西三庄，槐底创设高小，、并招收学生。。同年10月24

H，柳辛庄高小成立．

i J943年‘日伪时期)暑期后，由周围村庄集资扩建柏林庄初小，改为高小，并招收

新生一个班5 oX．． ，一

1944年(日伪时期)夏，’由周围村庄集资扩建赵陵铺初小，改为高小，蛔收学生一

个班，5D名学生。．。 ， ．．’．：．．i．．： ：

1944年(日伪时期’)夏，石门市民男子中学在郊区振头村，(原警察分局旧址)加

t以扩建而成立。定名为“石门市立中学?’，‘校长匡明山、招收小学毕业生三个班15 o名学

生，教职员工20余人。后迁市内。 ．．
．’

．

：t947年(民国36年)石穿庄解放前夕，河北省教育厅国民教育五年计划：‘关于小学

设置意见’'中提出：每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一所，每村设国民学校一所。每一中心学校军’



少设儿童部六个班．民没部两个班；每一国民学校至少设儿童部两个班；民教部一个班。

1947年(t民国36年)石彖庄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积极开展城市工作，开展对敌

·斗争，在中共石门市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市内先后建立了党组织，当时在柳辛庄小学任

校长郝凌霄同志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据石党史资料第6辑《冀中区在石门的地下斗

争》>。
’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市(当时称石门市)解放，市政府宣布。石穿庄市各区仍维

持原有区划．市郊为市属三’四，五。六区。1948年元月分别改丸五，六．七．∥＼区。

11月21日，第六区召开小学教育会议。市教育局领导在会上作了发言，与会同-袁讨

论了今后办学的有关问题。 ．

，t9,垂8年3月，29日，第七区西里村举办妇女识字班，学员有驼人。

、4月4日，市郊小学为纪念“四四”儿童节放假一天。

4月21日，第八区十四完小(现槐底小学)教师宣传共产党政策，动员适龄儿童上

学，由原来的319名学生，增加到519名·

一6月4 ia，五区，八区教师，青年代表及学生代表f100多人，在槐底游行集会，纪

念“五四”青年节。 。
，

．&月28日，为迎接“六六”教师节，各区学校自．今日至六月三日、，开展“尊师爱生

活动周”活动。
。

， ．，

10月26日，：市教育局召集学校教师开紧急备战会议。29日午夜命令在校师生紧急转

移。1 1月。6日各校胜利复课。 ．

1949年Io月1日，市郊各区193名小学教师参加教育局组织的“秋假讲习会鼍。

。10Yt23日，五区在柏林庄小学进行“复式”示范教学。

J1月，市郊四区农民冬学教师8 5人，参加市教育局集训。 ，．

，1 1月，市郊四区48个农村冬学班歼课，学员共2904人，其中男班25个，呜63人。

女班18个，819X，男女混合班32个．1370A．。学员多数是文富。

．1950年3月，市郊各区贯彻执行石穿庄市人民政府制发的农村常年民校暂行办法

(草案)。 。

R ，9月19日，市郊两区教师开始秋假整风学习。 ．。

10月“抗美援朝”开始，在此期间，各校对学生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弹 ．[951年1月增日，市政府在工人剁院召开全市工农业余教育奖摸大会。奖励模范共

698名；市郊模范冬学(范村，大马村，党穿庄、方北，城角庄．玉村．赵陵镣，东古

墉)等八所。，模范个人谢振亚，王殿功等。 ，‘ ．

11月10日，市召开郊．矿区，区长，文教助理员联席会议，布置冬学计划． 。．

。1．952年10月，市决定在工农成人教育中推广，“祁建华速成讽字法坤。

1953年2目，市文敦局决定：学习苏珙凯洛夫敦育学，举办五段教学法训练班．

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1953年伙季序始，一年级新生实行五年一贯制．
，

6月，市郊五、六区建立了扫盲工作委员会。各村建立扫盲协会，举办兼课教师集

·训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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