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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世纪的旭日跃出东方地平线的时

候，一方乡土专业志《梁才乡教育志》面世

了。本志记载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记述了梁

才乡域历代办学的艰辛；详实的展现了建国

后我乡教育事业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本世

纪末，我乡从实际出发，艰苦创业，调整学校

设置布局，加强学校内部管理，开创了贫困

地区办学的新模式，创造了梁才乡教育史上

的新辉煌。

回首过去，倍感欣慰，展望未来，催人奋

进。我们本着详今略古着眼当代的精神，秉

笔直书，编纂了这部教育志。旨在进一步认

识我乡教育的历史，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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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教育工作的业绩再展现出来。启迪当

代，开拓教育的未来。人才是21世纪最宝

贵的资源。我们这支由人民哺育的教育队

伍深深懂得自己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民族

责任感和历史紧迫感为教育工作创新奉献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教育志从起草到脱稿历时近一年的时

间，参加撰稿的同志们为取得有价值的史

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梁才乡史志编委主

编宋国栋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至此，向

为志书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编写的时间仓

促，史料难全，本志难免存在错讹、疏漏和不

尽妥当之处，热忱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郭孟臣

2000．12．28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纪实求真，详今略古，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起1943年，下止

2000年，个别章节有所浮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为详述重点o． ．

三、本志章节篇幅长短，主要因事繁简、

材料多寡所致，按照材料的历史联系和保存

价值整理编纂o

四、采用现代语体文记事，志、记、述、

传、表、录并用，以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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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排列，选择历史

上发生的大事、要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地

教育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六、人物均属本籍，不循生不立传的惯

例；获奖名录在同一章交错互见时，为避免

重复，侧重在高层次中出现。

七、资料来源，主要采访征集，数据由乡

教委提供，还摘自《滨县教育志》中梁才乡域

的有关资料。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引文中的“解

放前、后"，系指1945年前后；“建国前、后"

系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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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国期间，马店区有小学20处，私塾尚存。

北石、瓦李2处高级小学，贾庄、东王2处女子小

学，刘口1处教会小学，西玉皇堂1处初级师范o

1943年滨东区就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到各小学

宣传抗日政策，教唱抗El歌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1944年在北石村建立了沾滨抗日第三

小学。

1945年解放，1947年马店区人民政府建立，

区政府在百业待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多种

形式发展教育事业，1947年至1949年就有4种

教师(即公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民办)并存，各

村还成立了识字班对成人进行文化教育，多种形

式办学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全区

有小学27处，公、民办教师32人，学生864人，适

龄儿童入学率达60％以上，为全区教育的发展奠

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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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初步基础。

建国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工作，经过恢

复整顿，马店区教育工作已有较大发展。区政府

配备了文教助理，工农教育辅导员，贯彻执行“教

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

方针，1952年春相继建立了瓦李完小、宋滩高级

班，初级小学基本普及。小学52处，教师56人，

在校学生2604人，适龄儿童人学率已达75％左

右o

1952年推行“速成认字法”，全区掀起了扫除

文盲高潮，各村办起了夜校、识字班，以适应农民

土改后学文化的需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政

务院提出了“整顿、巩固、全面发展、提高素质、稳

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民办小学逐步转人公办

小学，高级班并人完小，1953年8月份改宋滩高

级班建完小，马店区出现了南北2处完全小学的

局面。

1955年根据中央教育部颁发的《小学生守

则》、《小学教学计划》、《关于小学课程活动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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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件精神，完小、小学相继建立健全了各项规

章制度，将教学工作纳入了正常轨道。由于认真

贯彻执行了“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

领导”的办学方针，完小由过去的校长或主任一人

负责改成了校长主持全面工作，主任负责教学工

作的制度。教师工资大幅度提高，巩固了教师队

伍，提高了教学质量o

1957年“整风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o 1958

年教育、文化界整风“向党交心"，教师队伍受到极

大冲击，当时，有6名教师被划为“右派”，15人受

到批斗，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o 1958年

由于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高级小学

有较大发展，8月建魏家、赵寺2处完小，学校布

局遍及辖区，学生可以就近读书。是年，人民公社

成立，师生参加大兵团作战，“以小土炉”大炼钢

铁，学校长期停课，学生流失严重，教学计划无法

实行，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

大刮“五风”，在宋滩办起“红专大学”，由于一无校

舍设备二无师资，学生文化层次低下，仅维持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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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解体。是年秋，反右倾开始，有的学校干部和教

师被批斗，“拔白旗"下放劳动。1960年三年自然

灾害的困难时期，学生流失颇为严重，瓦李完小6

个高级班仅存2个班80余名学生，流失2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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