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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报告，

情况，
、

2月，黄碧芬(女)任文教局

副局长代局长职务

是年，黄群(女)任封开县教

育局局长

巡回

简称教育办

县革委决定

邦派 ’

撤消

教育学会匿⋯⋯制订⋯⋯大会
收到⋯⋯

(1982年缺漏)

乡镇政府所在地O

莫罗，上莫，新地、大田，赤

黎，汶塘，双枧、蕾炭、蕾良、

三洞、溶村，永和、思平

新地O侯村。开明0

’两广总督

徐少华(右二)、黄应华(右一)

许任之(右一)

县教师进修校学员

建立与发展

梁欣然、熊理深

上溯⋯⋯前32年
、

邓小平理论

32万字

民国29年(1940)

科教兴国

乾宁三年(896)．

《壬寅学制努。e

(⋯⋯高中3年)．

彭介眉

质量的报告。

情况：

4月，黄群(女)任封开县文

教局局长职务。

是年，黄碧芬(女)任封开县

文教局副局长、代局长职务．

巡迥

简称教革办

县革委会决定

帮派

撤销

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暨⋯⋯大会

制订⋯⋯收到⋯⋯

是年，江口中学被评为省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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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优秀集体。南丰中学被评

为省勤工俭学先进单位．

初等教育巩固

是年，江口中学分别被评为省

普教系统先进集体、省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台洞

吉宝蛹

是年，南丰中学被评为省普教

系统先进单位。

是年底，中共肇庆地委发

出《关于在全区教育系统开展

学习肇庆中学，江口中学办学

经验韵通知》．

9月，县职中校长吕志强荣获

省首届“园丁，，奖。‘

小学洪灾后重建

中小学生运动会

巡遛 。

“四项基本原则?

1991年⋯⋯

9月29,---30B

宣传及教育部门

榜上有名

‘‘十佳书记(镇长)"
‘

基金会

教学楼

1995年年会

(1)督导室，教育工会

科长(58年后改局长)

1962～1968

删去

1961----,1962

封开县教育局

～1982．g，1982．10．---

黎燮民，新兴县

补上t且大光、
“

拥U蒂

舳

2

5

6

9眦强”肌M"卧啪酿3
4

5



重

40

42

47

48

52

66

70

74

90

96

100

114

116

125

134

136

142

147

148

150

鼓介眉

加强红与专走又红又专道路的

教育

(今杏花圩321线公路旁)

陈直胶

朱颖原 ．

副主任

(缺漏)

英语职业技术教育

活动课每日l节

跳远初级中学以队列

常务理是 ·

按人均年总收入的5～10％

⋯⋯按所得税的3％征收

倒14 计有-⋯⋯

倒8

倒4

2

1972年全县有完全中学13所’

宾汉欣

全县开设13所(最多时16所)

彭介眉

加强红与专教育走又红又专道

路

今杏花镇水谷线公路旁

陈且交

朱颖螈

负责人，主持筹建工作；

李凤池，革委会主任

(1967--1968)

英语、职业技术教育‘

删去

跳远，初级中学以队列、 。

常务理事

农村人口按人均每年3～12元、

城镇人口按人均5---,20元⋯⋯

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

2～3％征收。 ：

计有；1982年香港同胞王琦捐

赠江中．南中电化教学仪器价

值港币2万多元⋯⋯

1972年全县有完全中学3所

宾汉折

全县开设中学最多时18所，内

3

3

龇5

5“M

3

5

l

3

4

l

H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页

152

153

156

157

行

倒12

倒lO

17

17～18

10

误

完全中学和⋯⋯

806年

珠海等特区

开建及各中心小学

共5校lO班300多人

(缺漏)

倒3 (第4届缺漏)
178 1 曾思俊

倒7

182 倒3、2

184 倒8
185 7、11、

13、15

208 10

．209 9

4

侯汝琨

明友桂，黎寿坦

杨宪斌

宾汉欣、梁炳坦

罗伟坚，区仲

财政避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倒12 期间

正

含完中3所，另有⋯⋯

806个

珠海等地区

开建中心小学

共5校18班7'00多人

⋯⋯1991年底成立共青团教育

系统委员会，加强对学校团队

工作的指导。首任团委书记聂

相联。 ’

(简称“民盟移)盟员 i
望塘村人 j
钱维柱、王健麟、林月华， l
莫炽民，侯品松 l
侯汝煽，林月华 ．

1

补上：黄保华、侯品松、沈洁如】

侯品松、侯汝煜

补上t区启康、黄保华、朱锦

丽(女)、曾恩俊、叶桂湘(女)

侯汝炮、林明逵(女)，朱锦

丽(市政协委员)

补上．叶桂湘(女)

补上：潘泽钧、叶桂湘(女)，

罗伟贤
9

侯汝煜 {

明有桂，黎寿垣 ．1

杨宪彬 。

宾汉忻、梁炳桓
。

·罗伟贤、区仲廉

财政局
一 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

其间

～

华

丽

员

日

锦

盟

林

朱

，

瞵松华)昆，

达

盟

俐昌日漏汝漏

风

剐

．五侯林缺侯缺

林

“人

，

，

，届、届

，．

称村垣民坤二松三

昆

简蛹维帜以第昌第

汝

(岜钱莫侯0侯0

侯

4

一-

0

3．

4

7

q

1

7～8

4

倒1卜

孔l

9倒

钆

倒1舻

m

l肿咱

№，

_．

■．：～

产；¨j{¨：：

。

¨M

"



· 1 ·

l

2

3

4

6

········36

········36

f钐

1

3

3

3

4

4

5

6

6

6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目录

第四章幼儿教育

第一节发展概况⋯O O O O O⋯⋯⋯⋯⋯⋯⋯⋯⋯⋯⋯⋯⋯⋯⋯⋯·58

第二节学制与教育内容⋯⋯⋯⋯⋯⋯⋯⋯⋯⋯⋯⋯⋯⋯··O O Q O 59

第三节幼儿园选介⋯⋯⋯⋯⋯⋯⋯⋯⋯⋯⋯⋯⋯⋯⋯⋯⋯⋯59

第五章小学教育

第一节发展概况⋯⋯⋯⋯⋯⋯⋯⋯⋯⋯⋯⋯⋯⋯⋯⋯⋯⋯⋯61

第二节学制课程⋯⋯⋯⋯⋯⋯⋯⋯⋯⋯⋯⋯⋯⋯⋯⋯⋯⋯64

第三节教育与教学⋯⋯⋯⋯⋯⋯⋯⋯⋯⋯⋯⋯⋯⋯⋯⋯⋯⋯65

第四节普及小学教育⋯⋯⋯⋯⋯⋯⋯⋯⋯⋯⋯⋯⋯⋯⋯⋯⋯67

第五节小学选介⋯⋯⋯⋯⋯⋯⋯⋯⋯⋯⋯⋯⋯⋯⋯⋯⋯⋯⋯89

第六章中等教育

第一节普通中学教育⋯⋯⋯⋯⋯⋯⋯⋯⋯⋯⋯⋯⋯⋯⋯⋯⋯91

一、中学的建立与发展⋯⋯⋯⋯⋯⋯⋯⋯⋯⋯⋯⋯⋯⋯⋯91

二、学制课程⋯⋯⋯⋯⋯⋯⋯⋯⋯⋯⋯⋯⋯⋯⋯⋯⋯⋯93

三、教育与教学⋯⋯⋯⋯⋯⋯⋯⋯⋯⋯⋯⋯⋯⋯··D O g O B O O O O O 95

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97

五、中学选介O O O O O O O O O O gg⋯⋯⋯⋯⋯⋯⋯⋯⋯⋯⋯⋯⋯⋯⋯98

第二节职业教育⋯⋯⋯⋯⋯⋯⋯⋯⋯⋯⋯⋯⋯⋯⋯⋯⋯⋯⋯120

一、职业中学的建立和发展⋯⋯⋯⋯⋯⋯⋯⋯⋯⋯⋯⋯⋯120

二、师范教育的建立和发展⋯⋯⋯⋯⋯⋯⋯⋯⋯⋯·I o e 6 6 o o o 120

三、学校选介⋯⋯⋯⋯⋯⋯⋯⋯⋯⋯⋯⋯⋯⋯⋯⋯⋯⋯⋯122

第七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成人教育机构⋯⋯⋯⋯⋯⋯⋯⋯⋯⋯⋯⋯⋯⋯⋯⋯⋯126

第二节农民业余教育⋯⋯⋯⋯⋯⋯⋯⋯⋯⋯⋯⋯⋯⋯⋯⋯⋯126

第三节职工业余教育⋯⋯⋯⋯⋯⋯⋯⋯⋯⋯⋯⋯⋯⋯⋯⋯⋯129

第四节其他教育⋯⋯⋯⋯⋯⋯⋯⋯⋯⋯⋯⋯⋯⋯⋯⋯⋯⋯⋯130

一、自学考试⋯⋯⋯⋯⋯⋯⋯⋯⋯⋯⋯⋯0 0 0 0 0 0⋯⋯⋯⋯⋯130

二、中共封开县党校⋯⋯⋯⋯⋯⋯⋯⋯⋯⋯⋯⋯⋯⋯⋯⋯130

三、县广播电视大学⋯⋯⋯“⋯⋯⋯⋯⋯⋯⋯⋯⋯⋯⋯⋯·131

wjjiiH¨iijjj¨1●—__日ⅢHⅢHH_IJIl{i“pi●i-_，-i月



目录 ·3·

第八章教学研究

第一节教研机构与活动⋯⋯⋯⋯⋯⋯⋯⋯⋯⋯⋯⋯⋯⋯⋯⋯132

一、‘教研机构⋯⋯⋯⋯⋯⋯”o o o·l oo#⋯⋯⋯⋯⋯⋯⋯⋯⋯”132

二、教研活动0 0 0 0 0 0⋯⋯⋯⋯⋯⋯⋯⋯⋯”0 0 0 0 0 0 0@0 0 0 0 0 0@g 0⋯一132

第二节4教育学会⋯⋯⋯⋯⋯⋯⋯⋯⋯⋯⋯⋯⋯⋯⋯⋯⋯⋯⋯133

第三节教研成果⋯⋯⋯⋯⋯⋯⋯⋯⋯⋯⋯⋯⋯⋯⋯⋯⋯⋯⋯134

’一、教具制作创作⋯．．．．⋯⋯⋯⋯⋯⋯⋯⋯⋯⋯⋯⋯⋯⋯⋯134

二、教育论文⋯⋯⋯⋯⋯⋯⋯⋯⋯⋯⋯⋯⋯⋯⋯⋯⋯⋯⋯134

三、教学专著⋯⋯⋯⋯⋯⋯⋯⋯⋯⋯⋯⋯⋯⋯⋯⋯⋯⋯⋯135

第九章体育卫生

第一节学校体育课⋯⋯⋯⋯⋯⋯⋯⋯⋯⋯⋯⋯⋯⋯⋯⋯⋯⋯136

第二节体育课外活动与业余体校⋯⋯⋯⋯⋯⋯⋯⋯⋯⋯⋯⋯137

一、体育课外活动⋯⋯⋯⋯⋯⋯⋯⋯⋯⋯⋯⋯⋯⋯⋯⋯⋯137

二、业余体校⋯⋯⋯⋯⋯⋯⋯⋯⋯⋯⋯⋯⋯⋯⋯⋯⋯⋯⋯138

第三节体育场地建设⋯⋯⋯⋯⋯⋯⋯⋯⋯⋯⋯⋯⋯⋯⋯⋯⋯138

第四节学校卫生工作⋯⋯⋯⋯⋯⋯⋯⋯⋯⋯⋯⋯⋯⋯⋯⋯⋯139

第十章教育经费学校建设勤工俭学

第一节教育经费⋯⋯⋯⋯⋯⋯⋯⋯⋯⋯⋯⋯⋯⋯⋯⋯⋯⋯⋯140

一、政府拨款⋯⋯⋯⋯⋯⋯⋯⋯⋯⋯⋯⋯⋯⋯⋯⋯⋯⋯⋯140

二、学费收入⋯⋯⋯⋯⋯⋯⋯⋯⋯⋯⋯⋯⋯⋯⋯⋯⋯⋯⋯140

三、社会捐资⋯⋯0 0 0 0 0 0 0⋯⋯⋯⋯⋯⋯⋯⋯⋯⋯⋯⋯⋯⋯“141

第二节学校建设⋯⋯⋯⋯⋯⋯⋯⋯⋯⋯⋯⋯⋯⋯⋯⋯⋯⋯⋯142

一、校舍建设⋯⋯⋯⋯⋯⋯⋯⋯⋯⋯⋯⋯⋯⋯⋯⋯⋯⋯⋯142

二、教学设施设备建设⋯⋯⋯⋯⋯⋯⋯⋯⋯⋯⋯⋯⋯⋯⋯144

第三节勤工俭学⋯⋯⋯⋯⋯⋯⋯⋯⋯⋯⋯⋯⋯⋯⋯⋯⋯⋯⋯144

第十一章教师队伍

第一节队伍概况⋯⋯⋯⋯⋯⋯⋯⋯⋯⋯⋯⋯⋯⋯⋯⋯⋯⋯⋯147

第二节教师培训⋯⋯⋯⋯⋯⋯⋯⋯⋯⋯_⋯⋯⋯⋯⋯⋯⋯⋯149

一、脱产进修⋯⋯⋯⋯⋯⋯⋯⋯⋯⋯⋯⋯⋯⋯⋯⋯⋯⋯⋯149

二、函授学习⋯⋯⋯⋯⋯⋯⋯⋯⋯0 0·0 0 0 0@0 0⋯⋯⋯⋯⋯⋯··150

i，了



·4· 目录

三、短期培训⋯⋯⋯⋯⋯⋯⋯⋯⋯⋯⋯⋯⋯⋯⋯⋯⋯⋯⋯150

第三节教师待遇⋯⋯⋯⋯⋯⋯⋯⋯⋯⋯⋯⋯⋯⋯⋯⋯⋯⋯⋯151

一、经济待遇⋯⋯⋯⋯⋯⋯⋯⋯⋯⋯⋯⋯⋯⋯⋯⋯⋯⋯⋯151

二、政治待遇⋯⋯⋯⋯⋯⋯⋯⋯⋯⋯⋯⋯⋯⋯⋯⋯⋯⋯⋯152

第四节民办教师⋯⋯⋯⋯⋯⋯⋯⋯⋯⋯⋯⋯⋯⋯⋯⋯⋯⋯⋯154

第十二章党群组织
第一节党组织⋯⋯⋯⋯⋯⋯⋯⋯⋯⋯⋯⋯⋯⋯⋯⋯⋯⋯⋯⋯155

一、中国国民党⋯⋯⋯⋯⋯⋯⋯⋯⋯⋯⋯⋯⋯⋯⋯⋯⋯⋯155

二、中国共产党⋯⋯⋯⋯⋯⋯⋯⋯⋯⋯⋯⋯⋯⋯⋯⋯一⋯·155

第二节团队组织⋯⋯⋯⋯·。⋯⋯⋯⋯⋯⋯⋯⋯⋯⋯⋯⋯⋯⋯··156

一、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156

二、中国童子军⋯⋯⋯⋯⋯⋯⋯⋯⋯⋯⋯⋯⋯⋯⋯⋯⋯⋯156

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6

四、中国少年先锋队⋯⋯⋯⋯⋯⋯⋯⋯⋯⋯⋯⋯⋯⋯⋯⋯157

第三节教育工会⋯⋯⋯⋯⋯⋯⋯⋯⋯⋯⋯⋯⋯⋯⋯⋯⋯⋯⋯159

一、组织机构⋯⋯⋯⋯⋯⋯⋯⋯⋯⋯⋯⋯⋯⋯⋯⋯⋯⋯⋯159

‘二、性质与任务⋯⋯⋯⋯⋯⋯⋯⋯⋯⋯⋯⋯⋯⋯⋯⋯⋯⋯159

三、活动简况⋯⋯⋯⋯⋯⋯⋯⋯⋯⋯⋯⋯⋯⋯⋯⋯⋯⋯⋯159

第四节民主党派⋯⋯⋯⋯⋯⋯⋯⋯⋯⋯⋯⋯⋯⋯⋯⋯⋯⋯⋯160

第十三章人物

第一节人物⋯⋯⋯⋯⋯⋯⋯⋯⋯⋯⋯⋯⋯⋯⋯⋯⋯⋯⋯⋯⋯161

第二节先进单位⋯⋯⋯⋯⋯⋯⋯⋯⋯⋯⋯⋯⋯⋯⋯⋯⋯⋯⋯167

第三节先进个人⋯⋯⋯⋯⋯⋯⋯⋯⋯⋯⋯⋯⋯⋯⋯⋯⋯⋯⋯169

附：封开县教师历届县政协委员名录⋯⋯⋯⋯⋯⋯⋯⋯⋯⋯⋯177

封开县教师历届县人大代表名录⋯⋯⋯⋯⋯⋯⋯⋯⋯⋯⋯178

1994年满30年教龄荣誉教师芳名录⋯⋯⋯⋯⋯⋯⋯⋯⋯180



重要教育文件选辑⋯⋯⋯⋯⋯⋯⋯⋯⋯··

中共封开县委封开县人民政府关于

规定⋯⋯⋯⋯⋯⋯⋯⋯⋯⋯⋯·⋯⋯⋯⋯·

封开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小学校舍

封开县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九四年我县

意见⋯⋯⋯⋯⋯·⋯⋯⋯··：⋯⋯⋯⋯⋯⋯·

封开县人民政府关于采取紧急措施控

中共封开县委封开县人民政府关于

快我县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

封开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县中小学

封开县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省教育

若干政策⋯⋯⋯⋯⋯⋯⋯⋯⋯⋯⋯⋯⋯··

编后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1 ·

《封开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潘泽钧

副组长：黄云棣

组 员：吕志强

卢森荣

梁君筹

主 编：潘泽钧

编 纂：梁君筹

编 审：黄云棣

志稿审定：林志雄

资料搜集：陈挺

莫世强

张业斌

-张法炼

伍杰新

校 对：李志坚

图片选辑：梁君筹

黄保华 固匿囹 黎其娣

黄志贤 沈大焯 伍浩源 梁旭金

梁北南 莫世强 陈挺 陈裕扬

伍杰新 黄志贤 陈鸿森 黄佳贝

黎其娣

梁旭金

李志坚

陈 浩

梁圻然

吴荫随

梁北南

董志佳

熊理森

何耀清

潘宗汉 戴金章

李志坚

陈留养

梁君筹

麦少芬

梁翘兴

陈万辉

唐世植

伍庆江

李超良



·2· 序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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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封开教育志>是我县出版的第一部教育志书，它记述我县教育兴衰起伏的历史，对

教育工作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

封开教育历史悠久，“汉代已是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是岭南文化古

都。

封开地灵人杰，人才辈出，文明日进。本县历史名人陈钦、陈元、士燮和莫宣卿等闻

名于世，至清末，县境科举高中者583人。民国年间，推行国民教育，废科举，兴学堂，

实施新教育。于民国二十年(1931)创办初级中学。解放后，改造旧教育。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办学体制，不断变革旧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初步建立

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新体系。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

人教育蓬勃协调发展，培养出一批批有用之才，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合格新生。全县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基本上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了

青壮年文盲。教学仪器设备、设施建设成绩裴然。封开从此摆脱教育落后的历史。这应归

功于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归功于全县各级党政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教育的重视支持，以及

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教育

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标志着全县教育工作进入全面依法治教的新时期。教育之花绚丽绽

开。

值<封开教育志>出版之际，谨向参与本志资料搜集和辛勤编纂的同志。县志办公室

的同志，以及支持此项工作的单位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条件与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潘泽钧黄云棣

1996年10月

(潘泽钧，原教育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棣现任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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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封开教育志>断限，上朔到汉朝公元前32～前7年，下限至1995年底。1949

年10月1日前称解放前，1949年lO月1日后称解放后。

．二、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封开县教育的历史兴衰起伏的情况。

三、本志编写采用横排纵写的方法，以“时”为纵，以“事”为横，按章、节、目排

列。全志设十三章43节约”万字，力求前后连贯和完整。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所出现的数字。

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有关缩写的词语，一般加注说明。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7种体裁，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所列优秀教师、先进集体名录，均为受市级以上机关表彰的。

七、本志采用资料，来源于省市有关单位以及旧县志、县档案馆。教育局、各镇教育

办、学校及有关人员提供。

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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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开汉称广信，唐谓封州。封开县是解放后由封川、开建两县合并而建置的，以两县

原名首字相合而得名。位于广东省的西北部，地理坐标北纬23。13’～2硝9’，东经111'2 7～

11227之间。与广西梧州市毗邻，是岭南文化古都。全县辖江口、江川、大洲、封川、长

岗、平凤、罗董、杏花、渔涝、莲都、白垢、七星、南丰、都平、渡头、大玉口、金装、

长安共18个镇。总面积为2723．29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1．9万人。

封开教育源远流长。汉代已是“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交流的重心”，兴办儒学，

哺育岭南最早的名儒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人精通经学，陈元被誉为“岭海儒宗”，

誉满岭南。陈氏祖孙三人称为儒林之英。三国时雄踞岭南的政治家士燮，也是广信人，学

问渊博，精通<左传春秋>，其弟士壹，士徽、士武是当时名人，被誉为“四士”。唐大中

五年(公元851)莫宣卿少年及第，为岭南首魁状元。史有“封在汉以明经首出，唐以高

第先鸣，掀揭一时，照耀千古”之论。

县境学宫、书院、社学，历朝兴办培育士子读儒书，行孔孟之道。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始提倡废科举，兴学堂，宣统三年(1911)至民

国初，县境始有高级蒙学堂2所，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推行<壬子癸丑学

制>，改学堂为学校。本县办学起步较晚，直至民国20年(1931)县境首办高级小学和初

级中学。民国29年，全县有初级中学2所，高等、初等小学148所，在校生11976人，

教师355人。1944年9月，日军入侵，学校被迫停课，光复后复办学校。民国38年

(1949)县内有小学164所，在校学生8832人。初级中学公办2所，私立2所，学生共

485人。

解放后，封开县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彻底摆脱了旧教育制度的束缚，对旧学

校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造，改革旧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对教师采取“团结、教

育、改造”的政策，组织教师参加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提高思想觉悟；二是贯彻“向工

农兵开门”的方针，办夜校，扫除文盲，积极发展基础教育。1956年，贯彻中央关于

“加强领导，加快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的方针。是年，全县有初级中学两所，小

学131所，在校学生20030人，是1949年在学人数的1．67倍。

1957年，全县中小学开展“反右斗争”，一批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

年，教育“大跃进”，是年，县境封川中学首办高中部，全县有中小学202所，在校生

26180人，教职工952人。各公社还办起一批农业初级中学。由于脱离客观实际，人力、

物力和财力都超过承受能力，不久，停办了农业初级中学。在“大跃进”期间，师生参加

过大炼钢铁、深耕改土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严重挫伤教师的积极性，致使

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61年，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

压减部份教师和超龄学生。1963--1965年，全县中小学执行中共中央颁布的<全日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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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课堂教学为中心，

精讲多炼，文道结合，教学工作得到稳步发展。1966 197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

动，十年浩劫，给教育带来严重的灾难，教师被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

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不少教师遭到揪斗、迫害。“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解放17年来的

教育工作。在这lO年中，全县开展所谓“教育革命”，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学屯昌、学朝阳、学大寨，大办农场，大搞甘蔗上山，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

课。致使学生学不到知识，文化水平低。1976年lO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王

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束长达十年之动乱。1978年，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

会，各级党政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来抓，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恢复受害者名誉。提高教师的工资，增加生

活补贴，改善生活条件，吸收优秀教师加入党组织，按政策给教师家属_农转非”，在教

师队伍中进行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全县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80年代以后，县政府确立优先发展教育的方针，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1995年，全县各类学校学生5．47万人，是1949年的6．5倍，平均

每万人口在校生数，由1949年的437人增加到1695人。全县教职工队伍3708人，其中

专职教师3071人，分别是1949年的6．7倍和5．2倍。同时，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

教育和成人教育均得到很大的发展。1983年，县委作出<关于改善和加强全县教育工作

的十项决定>，全县学校基本实现“一无两有”，1985年被省政府评为学校建设先进单位，

1994年12月，全县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验室和教学设备设施建设及高标准扫盲，

通过省市验收，确认达标。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时代在前进，教育在发展。科学兴国，科教兴县，已为人们所共识，而教育是科学兴

国的基础工程，广大教育工作者为促进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懈努力，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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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

大 事 记

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邑人陈钦被举茂才，成为京师著名的经学家，教授皇

家子弟及皇戚王莽等学习<左传>。

永平元年(公元58)，明帝诏立左传博士，太常寺选博士4人，陈元(陈钦之子)名

列第一。

东汉末建安中，士燮中察孝廉又被举茂才，成为有名的经学家，注有<春秋经>11

卷，撰<士燮集>5卷。

唐朝

大中五年(851)，莫宣卿廷对(殿试)第一，为岭南首魁状元。

乾符二年(875)，陈万言登进士第。

乾宁三年(876)，王国材中式进士。

宋，朝

建隆元年(960)，在封州城东山下(离城半里处)建造学宫。

皇佑四年(1052)，封州学宫毁于战祸，迁至城东北距城约80米处。

嘉佑三年(1058)，封州州守田开，以学宫地狭，迁至城西三丫岭。

熙宁五年(1072)，创建开建学官，于城东半里之荒山大岗。

熙宁六年(1073)，封州学宫因屡遭水患，复迁于东山故址。

熙宁九年(1076)，莫宗尧被选为春秋博士。

元佑六年(1091)，莫宗舜登进士第。

嘉定四年(1211)，莫天佑殿试一甲进士。

咸淳七年(1271)，撤销封州州治，学宫毁。

绍兴十年(1141)，复州治，重建封州学宫并置田产。

元朝

至正三年(1343)，

至正末年(1368)，

重修封州学宫。

开建学宫毁于兵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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