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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有赖于教育

的成功．这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春风化雨．‘欣逢盛世。编受修急．意茬认识过去’，，总未妄羞，展望未来．它是一项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功德无量的千秋大业。

《新昌县教育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志。它以马列主义、毛誓。东思想为指导，
一 、 ， 、

’’。

遵循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与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原则，系统汇集了从唐至

1‘9 8 9年新倡教育的史实，’t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新昌教育的发展?‘演变和兴衰：7

《新昌县教育志》是在县志办的关：心和直接指导t，由编纂组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
～

‘．’ ．

一

．
：

料，走访了上百位教育界的老前辈和同仁，召集了五次专门会议，摘抄、征集了7 O O O余

张卡片约l 4 o余万文孛资料的基础上，经反复斟酌、『数易其稿、编纂而成的。这对于总结

经验，保持史料、开拓未来，得以正镜旁鉴，有其重蓦的参考价值a：对熏“存史、资政、教
。‘

·-一 t、、 r

育”将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条件限制．某些详略失当．瑕瑜互见之弊端或拾遗补缺或推陈出

新，尚有望于来日，监恳请读者阅后不吝指教。
·。 ． ’j t 、

最后，我代表教育局向三易寒暑0：．为编纂教育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 向关

心、支持这一工作的各级领导和部门，向积极提供资料．大力协助编写的教育工作者和同志
’：。

：i

们表示衷心感谢。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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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新昌县教育局局长：梁启芳
． ‘ ●

1 9 9 0年3月1 7日

一予。■●，



， 』、本志编纂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存史、资

治为目的，按照实事求是，’尊重史实，详今明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反映时代和地方特色，
j ．．

-- 、
··

’ ’ ’‘‘

琴统地全面地霉录新昌墨熬市发犀的历史和现状t．述而否议。 ．，，：

，。二、．本志以志为圭体．，兼用记、．传i．图、．表、录等。．图放在卷首，表列在各有关章节

中。概述i大事记以纵述和编年体顺序编纂I．正文采取以“事"为“横”， 以，“时"为

厶纵，，，‘纵横结合的编写方法，6‘全书约4‘5’万字。分1’5’章6 1节，按章：节、．目、项四个

层次排列叙写，内容根据现存史料，自古至今，力求完整。

三、本-心Jc"上限自唐．YP元--'．-t。九年．(．7 4+1)始。下限至1 9 8 9年底，重大事件延伸至

1 9 9 O年。人物立传本着“不为生人．立传"的惯例，按卒年排列次序。对生人事迹用以事

系人方式表达。‘ ，

， 四、本志解放前以朝代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i。解放后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用一般通行的书面语言；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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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昌是浙东一个山区县，八山半水分半田。东邻奉化、宁海，南接天台．西南与东阳，

磐安交界．西北和嵊县毗连。全县总人口42．3万人，面积1200平方公里．行政区域分8区9

镇39乡16个居委会，777个行政村，3518个村民小组。1989年，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9．05亿

元。农村人均收入649元，城镇177 2元，平均746元。

梁开平二年(908)，新昌建县。

宋代．县内知名义塾3所：石溪义氆．桂山西塾．桂山东垫。天祷中(i0 17一lo 21)，

石待旦创办鼓山书院。绍兴十四年(1144)，知县林安宅主持重建县学。宋代200余年，全县

中文进士127人，武进士5人。 “民俗朴厚．文教昌盛，取科第达官显赫于时者众。"

明洪武初年(1368年起)，按照行政区划．县内设社学．每里一所，共42所：
。

+请乾隆十六年(1751)，创办南明书院，光绪二年(】876)创办沃西书院．光绪二十五

年(1899)；创办第一所女子小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知新学堂。光绪三十二年

(1906：，清政府宣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邑令苏耀泉创办县劝。学

所。翌年，+根据《浙江教育官报》记载：新昌县有高等小学堂2所，学生63人，两等小学堂

5所．学生137入，初等小学堂3所．学生100人，合计小学堂lo所，学生300人。同时期，

较大的村子都办私垫。宣统元年(1909)，县色lj设简易识字学塾。为民众教育之始。次年，

简易识字学塾增加到7所．学员317人·清末停止科举·推广学堂，为创办小学的萌芽时期。

自唐代至清束，全县先后中文进士183入， 武进士9人，文举人278入，武举人55人。

民国元年(1912)·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s “注重道德教育J以实利教育，辱国民教育辅

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学堂改称学校，全县有小学37所，学生王姆§人。

民国4年(1915)’·袁世凯颁定教育宗旨t ‘‘爱国、尚武、崇实、_法孔盂、重自治，戒

贪争、戒躁进。，，新思潮流入县境，殷富子弟外出就读中学人数日增。清朱民初，全县毕

业予外地中学，师范和各类专业学校者123人。民国7年(1918)．县劝学所设立小学教

育研究会，为全县最早的教学研究机构。民国8年(1919) 6月‘，省教育厅通报学校教育

状况称： “新昌县社会教育虽不发达·而全邑学校竟达百三十余所，入民重视教育远过他

邑。’’

民国元年(1912)至10年(1921)，兴办学校，改良私塾。小学由37所发展到l拈魇，，：

学生由1386人增加到4890人。 、 |．．．。

’民国l 4年(19 25)，创办县立初级中学。

民国18年(1929)，国民政府公布教育宗旨。 “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持

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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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世界大同。’’县成立民众教育馆，主办民众学校和社会教育。全县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

总数78％·是全省的中点，小学女生入学率占学生总数1l％。全县小学师生比为1·l 3。

次年，县立小学附设幼稚班．为全县幼儿教育之肇端。

民国24年(193 5)至28年(1939>，’县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举办一年制短期小学，在偏

僻山区开设流动学校，采取全日，半日、混合二部制等巡回形式进行教学‘学校由221所增

至274所，学生I妇9927人增到17304人。民国24年(1935)金县教育经费由16499元骤增到

45683元·是三十年代最高的一年。民国28年(1939)，根据季乾一的《实习报告》调奁记

载，全县受高等教育叭数104人，受中等教育人数1512人s

民困29年，(1940)至37年(q9480。推行新县制，全县划分为三个学区，所有乡镇均设立

中心／J、：。≯i短期小学和流动小学改保凰民学校‘-实行强迫教育。随着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开始重视小学教师的培养。先办一年制师训班'后办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民国30年(1941)，．各：

级学校普设男女成人班·实施成人与儿童合校制的国民教育。．全县162"所学校举办成?人二班88

班，学员3579人，妇女班105班_t学员4193人。合计193班“，学员7790人。专职教员81人，兼
职教员123人。j年瘊÷统计：·全县12厨岁至60周岁中的文茸130712人，其中男59 L 7 L人．。．史

71541人。：+
．

民国3】年沁19 )愎；．县城沦陷'乡间兵匪庇灾i学校由 所减到273所，学生由·．．42 360

14’400人减到．1100’I烛，民国32年(1943)∥根据《新昌县三十二年统计概要))记载：全县学
龄儿童就学19289地’小学程鏖39967：人，中学程度1931人，大学筐变161人·其泡识．字人
1307,12儿。 ’．，

．民国06年(19'47)··全县小学发展到385所，学生23956人，是民国时期小学生最象的一．

年。：是年：，县立初级中学力r高中呈凇立案-校名改新昌县立中学。
。

．民国元年．(’19'12 7)莹38年(-1949)全昌出国留学共24人。国民教育与清末比较有’所．进．
展，但出二F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贫困，教育经费埔据等原因，，各校?
的凋零景象j一终未得到政变。 ．

1949年5月t县人民政府成立·对教育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由国家接管．县立中学，筒师和城乡40所完全小学。年底统计： 全县小学318

所，学生13019人，·学龄儿童入学率52％，教职员656人；中学3所，学生551人，教职员64

人。1Z月‘，．学校师生参加减租，反霸运动。中学组织工读团。县成立冬学运动委员会，全黾．
办冬学50多所2，学员2000多人。

1950年至195]年，贯彻叫学校lalq-_农大众开门，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5。个班．

级-以上学校实行校委制·各区设文教干事t县成立教育干会。各级学校组织师生参加蟹产劳

动和社会活动，紧密配合中。L,32作，对学生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

公麸财物班教育i、跨出校门开展社会宣传t抽调县、区、镇、乡校部分教．师直接参加土地改

革工作。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工农子女迫切要求入

学·小学增加到514所。人民政府对校舍建筑采取重点建设和局部维修相结合的办法，．经费

实行民办公助·发动群众助工助料，各区出现群众办学校高潮。1951年3月份统汁：全县开

办冬学607所，学员43579人，其中妇女12475人，冬学教师796人。 同年6月，全县70个乡



(镇)以区为单位举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员239人。暑假，中学教师在华东革命大学浙

江分校参加镇反学习。9月，开始纠正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中小学春季始业逐步改

为秋季始业。年底，各区镇职工业余教育相继发展起来。『
1 952年1月，小学教师进行镇反学习。5月份统计；全县有农民业余初等学校540所，．

学生49885人·教员2352人-8月，，中学教师去杭州，小学教师去嵊县进行思想改造。9月l

小学全部由国家接办t改为公立。从小学一年级起始招五年一贯制新生。对偏僻山区学龄儿

童少的小村，推行隔日或半日二部制巡回教学。小学生由14049人上升到24264人。11月，

学校教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12月，县成立扫除文盲委员

会?， ．．． 、
一。．． ．?

：1953年，贸Ci-彻《人民教育))三月号发表的((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社

论精神·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和普希金教学方法，采取“五个环

节"进行教学。5月开始，县文教科根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

教：【作方针．对小学进行整顿。‘通过整顿．小学由475所合并为426所，教师由995人减少

到938人。同时取消校委制，恢复皎l乏制。9月，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使青年身

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j、-- 、

1954年， 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抓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在中学招生工作

中，进一步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优先录取工农子弟入学。次年秋，高中新生工农子女由

55．2％提高至-5]73％，．剥削阶级子女曲23％降低到9％。195。5年，贯彻《小学生守则》和((中学．

生守Flq》。‘教育部颁发((小学教学汁划)>1，强凋学校以教学为中心。对毕业班学生进行“一

颗红心，。两种准备"教育，动员组织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投入合作化运动。

1956年暑假，-中学教1职员集中到宁波参加肃反学习。南明、天西、知新、新北4所私立中学

由国家接收，‘改为公办中学。县委设文教部，．县文教科设立小学教育研究室。县文教科改文

教局。对中小学教职：【进行工资改革，实行货币工资弼准制度。小学教师工资增长30．86％。

中学教师：亡资增长18．7％。

】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

方面都{导到发股，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习、推广代苏联校长和教导

主任怎样领导教师做好教!’#工作))．和《苏联学校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途径》两个经验。贯

彻施行《浙江省中学生守则(草案)))、《浙江省品德评定试行办弦(草案)))、《浙江省

中等学校社会垂义思慰教育课成绩考查试行办法(草案)》。暑假，小学教师集中进行肃反

学习。寒暇，中小学教师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开展反右派斗争。教育工侮开妗辈到·“左”的
干扰。 2·：翟基宰莩_

’‘

、1953年至1957年．‘r争／J-,学以“三好"为培养目标，以英雄人物为榜样，采取多种措施提，

高教师政治业务文化索质．教学理论联系实际，质量稳步提高。从冬学、?民校中培养了一大

批农村基层干部。 ’一
’

1958年，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两

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实行多种形式办学，．为教育发展开拓新的途径，3月，藕岸乡办起

全县第一所农业中学，作为典型全面推广。至年底i农业中学猛增到111J折：，学皇辩§措拶掺j
． ～’囊誓掣

。 ．』’，。



农民业余教育掀起“万人教．全民学，，的热潮．4月，宁波地区在黄泽镇召开扫盲现场会

议。5月，新昌实现基本无盲县。受到省人民委员会奖励。是午，幼儿园由2所增加到33 6

所，入园幼儿13535人，小学由4ll所增剜499所，学生3404’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5．9％，

新昌被省列为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县之一。中学由6所增到28所，学生3883人。澄潭、

大谁聚、黄泽中学改为完全中学。此外，7办农民业余大学8所，职工业余大学3所，干部红

专学校43所，还有新昌大学，新昌师专，林业技校等。这类学校未经上级呈准立案，条件极

蓉，虚有其名。

同．年，国务院副t总理陆定一在《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中提出t “在金旧制中小学教育

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力的指示，作为开展教育

革命的行动纲领。全县批判学校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联离生产劳动、脱

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觉的领导等错误。中小学教师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

想的基础上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开展红专辨论i锚订红专规曳Ij。学校普遍开展勤工

俭学活动，大办工厂、农场、畜牧场，大炼钢铁，大战，双夏"，“三秋’’．正常教学时间

得不到保证。冬，新昌、嵊县合并。

1959年．第一初级中学并入新昌中学，原校舍开办嵊县师范学校，后移至啄县甘豫显净

寺。整顿农业中学，整顿14周岁以上的小学超龄生。16周岁以上的农中学生和部分教师回农

村支援第一线。1960年}一中小学掀起“学福建，赶建福，趔福建"高潮，提出鼍千方百计、

挖空心思提高知识质量”的口号。在中学招生工作中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指出工农子弟只

要经过努力能跟得上班就优先录取的原则。是年，中等专业学校新生中工农子弟占95％，公

立中学新生中工农子弟占9i．6％，民办中学新生中工农子弟占88；6％。中小学都配备党员校

长，。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1961年，县文教局以g抓好生活!、促进教学”为题，在大甫

聚中学召开现场会议，贯彻延领导下伙房：政治进食堂万的指泰。重‘点研究劳逸结合问题，

具体安排好师生生活。国家经济遭到暂时困难，各级学校流生情况严重。lo月恢复新昌县建

制．调整学校布局，更改校名。

1958年至1961年，开展教育革命，、摘帮犬跃。进”，实行多种形式办学，。事业有发展，入
。 学率迅速提高。但由于“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各项工作出现浮夸风，片面追求高指标，

高速度。；脱离实际．违反教育规律，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过多，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和教育质量。农业中学盲目发展，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和农村幼儿园相继停办，农村文盲率回

玑。在?“整风"、“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错误批判、处理了部分教师。挫

伤了教师的积极性，给教育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212所公办小学转为民办。保

留8所公办中学，7所民办中学。大专院校教师下放到新昌县当中学教师25人，中学教师下

放到小学任教94人精简公立学校教职]3622人，其中458人直接回农村参加生产劳动。

1963年，贯彻执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50条和((全口制小学暂行工作

条铡(草案)》40条。各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合理安排教学、生产劳

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提倡教师认真教，4学生勤奋学，逐步恢复学校正常教育秩序，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对学生的基础知识教育和基本技能司n练。下半年，给中小学教职工调整

4



工资．小学教职员每人月平均工资由37．64元提高到40．63元，．中学教职员每人月平均工资由

48．53元提高到51．87元·。 ．．：．．

7
。

1964年，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记载：全县总人口317580人。其中大学386人，高中3197人；．

初中13841人．小学105335人-。12周岁以上文半盲】09044人j占总人口的34．34％。同年，贯

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至1965年底．全县耕读小学发

展388所，·学生11414人。全县学龄几童入学率由1964年的81．7％上升到91．．9％。同时发展一

批公社,Jj、耕读中学。1965年j J力、夏学158所j学员5016人。年底，有各种形式的民校907所．：，

学员25353人。 j

1962年至1965年．教育按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办事，学校稳定，各项工作正常开展，抓

提高教育质量初见成效。 ．．．

1966年1月．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七三指示Ⅺ和《八八指示))，减轻学生负

担，保证学生健康，提倡校长和教师为学生服务。9月开始，各中学普遍建立红卫兵组织，’

学校络续停课，师生外出串连；学校陷于混乱：次年，学校搞“斗、批、改”教师横遭迫

害，学校领导处于瘫痪状态i正常教学活动无法进行。t968年．工宣队进驻新吕中学。全县

学校了F始“复课闹革命"，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制。学校以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

产阶级代替课堂教学，强调以社会为课堂，实行开门办学。】969年，提出“高中不出社，初中术

出队”的办学口号．初中由12所发展到52所，至1976年，发展到194所， 完中由3所发展到

197,6年的l’3所；师资校舍、设备：教育经费极度紧张，超越了经济基础的现实可能性。全县

小学下放到大队,Jj、，由贫下中农管理。公办小学教师报酬实行工分加补贴。1972年仍改国家’

办。各中学人民助学改为工农子女困难补助费。 ，：

1971年i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中“两个基本估计"全盘否定“白

革"前17年的教育成果；各级学校及教师深受其害。】973年暑期，江青反革命集团宣扬。“文

卷英雄，，，鼓吹。‘‘读书无用论，，j学校中出现一股p反潮流”、轻视文化学习的浪潮：7：

月，传达贯彻省中小学教育工作会泌精神， 研究部署教育战线进一步深入批林整风和“五

四”期问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制教育等问题。在校小学生超过．6

万，’达到历史高峰。1974年，批潮f‘师道尊严”提倡“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江青反肇命；．咚
集团利用．《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迫害教师。中小学大搞厂校挂钩，从校挂钩，办小工厂、。哥≯j1

小农场，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劳动为中心，教学计划经常变动，文化学习没有严格要赫师
生进进出出搞开门办学。1975年，‘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把教育纳入为农业服务轨道；

使学校更好地为普及大寨县的簪命群众运动服务÷1976年，组织中小学师生看《决裂))电影。‘·
全面否定教育规律。loft，粉碎汪青反革命集团取得胜利，‘‘。卜年动乱”终。

1966年至1976年，教育是重灾t区．。学校全面停课，校舍校具悉遭打砸抢破坏，损失渗重j

教研工作和成人教育停顿，．半农半读学校被污蔑为资产阶级教育的“双轨制”；全部停办或

改办，，耕读小学逐步改为全日制小学。全县577名、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走

资派"和“牛鬼蛇神"，挨批斗；受处理。6名教师被迫害致死。中学畸形发展。造成中小学、

骨干教师层层拔高，民办教师．大量增加．，设备严重不足，蟪资政治业务文化素质明显降低。各造t

反派组织对立情绪严重，教学无计划，考核无标准，．谖满莳间就毕业，学校一片混乱。教育质}



晕低劣，毕业文凭与实际文化水平名不符，实。
’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党的十J弱三巾全会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羧乱反正，‘彻底批

判．“两个估计?，开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教育被

；提到了重要地位。．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文革"；巾进耻学校附工宣队金‘部撤．
离。．197年。恢复校长创，开展校容、棱貌、校风、校纪大检查。·初中逐步收复三年制Jo贯
彻执行教．8育部新修订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

侈条例‘试行草案)》。被错划为右，派的i12名中小学教师，全部得劐改正， “文革"中遭受迫

害的352名教师得到平反昭雪．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73件老案．分别得到落实，。

1979年，根据“调整、改革、整顿、提痛"韵方针，县文教昂将作出。定贡献的民办教

师转为公办教师，对做出优异成绩的公办教师晋级。各公社五七学校改’为农业中学。，爨期执

行教育郊重新公布的《中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和．((小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幼儿教

育进入渐的发展阶段，由19所增到q4质，入圄幼J乙审郇9人瑙烈；§09人。
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题词： “希望全国盼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方

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成立新昌县敦育学会，建立电规大学新昌县工作

站。新昌县五七师范学校改为新昌县敦师进修学校。
’

，

1 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咀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央议》中重申，、

P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J界观和共产主义遭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

德智俸全面发展，又红叉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捃结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

育方针。各级学校开展碍五诺四美刀、“三热爱"活动。：调整小学布局，高小点减少!o个，学

校由678所调整为6499i：。高中馏生逐步恢复三年制。县衷载昂分为县文化局，教育局。 ，

1．982年3月，开展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略昏，连，凑三年开展第；、第三个文明礼税月

活动。贯彻执行《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澡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报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
查记钱：全县总人口400 357入，其中火学毕·Ikss2人，．大学律业127入，高中z9 37 3f人，初中

81046人，．小挲153 人}l三周岁以上半文宫82； 人，占总入口妁2J．53％，每万人中拥．324 79

有大学生24人．高中生731人．初中生202 4艏、小学生38 30人。

． 1983年，贯彻试行《中小学敦师岗位责任翩))，实行奖金浮动。贯瓠执行教育部《关于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顺向的十条规定))。1984年，贯彻．<(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要求(试行草案)))。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从乡镇企业销售收入中提取部分经

费用于敦育事业的凑窟》。1．985年．贯彻中共中央岱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调整中等

载育结构，施行浙：江省颁布的((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条例》 条。经省、地检查验收合格，．27

由省人民政f箭给新昌县颁发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和扫余文盲合格证书。各区乡创办成人教育。中

心．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县人民政晦印发((断昌县教育集资会淡纪要))。1936年，全县中小

学、武行教育经淡包于。县教育局作出(c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五项规定))，贯彻执行

岱浙江省中小学敦师专业合格考试试行意见j》飞城关镇试行九年制义务敦育。贯向Ⅸ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举办教学成果展览。一1987年，开展评比“育入新秀"活动。县教育

局规定； “凡被评为省、市级优秀(先进)党员，教师(工作者，班主任，其工资向上浮动

一级，浮动时间为一年。’’

B：



1989年．全县有高级知识分子77人，中级知识分子1328人。经省、市高，中级职务评委

会审定，全县有中专高级讲师5人，讲师6人，中学高级教师38人．一级教师289人J小学

高级教师298人，幼儿园高级教师6人，高中专任教师大学本科毕业以上90人，占50．27％，初

t'j专任教师专科毕业以上384人，．占54．26％，小学专任教师中师毕业以上829人，占53．8％。

校舍建筑面积由1949年的3．92万平方米扩展到32．35万平方米。体育场地3．113万平方米。学

龄儿童入学率98．6％．在校生巩固率99．4％．毕业率99．2％，12至15周岁学龄儿童普及率

97．89％。中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确定县管中学4所，各区(镇)乡共管完中6所，各

乡(镇)初中由乡(镇)人民政霄管理。县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

级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稿)》，提出“农村中小学经常性公用经费，应逐步达到省定基本

定额，即小学生每生每年10元左右，初中生每生每年20H左右，其中国拔部分按核定基数包

干．不足部分由乡(镇)．筹措。经济贫困乡(镇)可略低于上述定额，经济富裕乡(镇)可

适当提高。”校办工厂从1984年的34个发展到71个． 产值从132万元增长到leoo多万元，年

利润从31万元提高到116万元。县教育局被评为浙江省勤工俭学先进单位。

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记载：全县总人口419496人。其中大学本科778人，专科1766人。，

高中33610人，中专4842人，初中108226人，小学163694人。12周岁以上文半盲58186人，占

总人口的17．1l％。

新吕县的教育虽经历了曲折的里程，但与民国时期相比，无论是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一个

大的飞跃。1949年至i989年，完中由1所增至10所，初中由2所增至46所，小学由318所增至520

所。共培养高小毕业生233237人．高初中毕业生】41152人。大专录取生3279人，中专录取生

2396入。为国家输送飞行员27人。出国留学生16人， 国内外博士研究生16人， 硕士研究生

79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

育和成人教育，筹集教育基金等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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