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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正德元(1506)年，王阳明在修文举办龙岗·

书院后，县境从其学者回乡办学，息烽即始有教育，并由此逐年发

展。仅从康熙二十六(1687)年至清末220年间，县境先后便出进士

9人，举人23人，贡生14人。至民国年间，县境新学迅速兴起并形

成燎原之势，无数学子为国家兴亡，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奋斗，

谱写了不朽的历史篇章。然而，息烽教育真正发展壮大还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各级党政重视教育，我县基础教育迅速

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广大教育工作者为振兴息

烽教育，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留下了不可湮灭的足音。编修《息烽，

县教育志》，记述他们的业绩，讴歌他们的贡献，早已成为我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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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息烽县教育局从八十年

， 代中期起就开始为编修《息烽县教育志》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9然

而，因为诸多原因，出书未能成愿。1 997年10月，教育局重新成立。

《息烽县教育志》编修领导小组，并抽调专人组成编写组，接着，全

体编写人员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高度责任感，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投入紧张的编修工作，他们搜集整理了

上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广泛征求学校、教师、各界人士及有关专家

的意见，三易其稿，历时一年又7个月，《息烽县教育志》终于辑成。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华诞，出版此书，以作为光辉的五十

周年国庆献礼。

本书内容时段，以息烽立县为上限，下限至1 998年。它记述了

清末和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梗概，但浓墨记述的仍是新中国半个

世纪教育发展的辉煌篇章。除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状况外，新中国

教育史分为三个阶段记述：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教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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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主要反映息烽教育恢复、发展的史实；第二阶段，记述“文化大

革命"十年息烽教育所遭受的严重破坏情况；第三阶段，记述改革

开放以来息烽教育快速稳步发展的实际建树。本书全面、真实、客

观地再现了我县教育百年发展的历史，特别是重点突出了新中国

成立后我县的教育发展史。‘ 一 ’

《息烽县教育志》的出版发行，是我县教育史上的二件大事。它

是全县教育工作者百年心血的结晶，它真实地记录了息烽教育百

年兴衰的历史，并为传播人类文明的教育工作者铸下历史的丰碑，

它预示着息烽教育美好的未来。
。 一

，

、

编修《息烽县教育志》，是一项复杂、浩繁而又艰巨的工程，我

们做的是前人所未做过的事业；元经验可以借鉴。编修组全体人员

团结奋进，任劳任怨，克服种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四十余万

字著作，为我县教育做出了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本书成绩卓

著，但鉴于历史原因，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如部分历史资料

残缺，造成断代或缺陷，影响了全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成为不可

弥补的遗憾等。望读者择其善者以畅其流，弃其不善者亦畅其流。

在本书的编修过『程中，得到县志办、档案馆等单位大力支持，

许多学校、教师、各界人士和各级领导也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大

量珍贵资料，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

息烽县教育局局长皮世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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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_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求实求真，

全面记述息烽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以存史、资治、育人为目的。

二、本志上起息烽置县的1914年，下迄1998年，跨度85年。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录为主，类及其他，按内容

分篇章节目。

四、民国时期纪年，采用当时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因本志记述都在20世纪以内，文中

凡20世纪某某年代者，多省去20世纪字样，只提某某年代。

五、人物中相续三代或三代以上从事教育事业者列入教育世

j家记述。个体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息烽教育有较大贡献

和影响为准。

六、志中个别简称以约定俗成为准，例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

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简称人民共和国时期或共和国时期，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或政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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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二 概 述

(一)

息烽教育，不自县始，亦不始自民国。清康熙二十六(1687)年至清末220年间，县

地先后有贡生14员，举人23员，进士9员，足见息烽很早就有教有学，更不乏奋发学

子。这类先期教育和学子先贤，对于息烽文明，起了传承和激励作用。

清末废科举倡新学而后，全国响风，人无异志。很短时间内，各省府州县市镇乡村，

大中小学的设置，有如雨后春笋。其时，息烽犹统之修文治内。然直面新学浪潮之大势，

息烽1914年置县前后，自创小学，复设女校，新学亦迅成燎原之势。嗣则举私塾改良，

立短期学校，开展民众教育，同时又创立了初级中学。 ．
， ’一‘

。 小学教育。清宣统----(1910)年，息烽、九庄各举两级小学1所，继则底寨士绅华之．

鸿和养龙司乡绅吕光长、马庆之等，于1913年倡办了慈兴小学和飞越联堡小学。息烽

置县后，各地绅首倡率，养龙站、潮水、黑神庙、流长、竹花坝、石硐等地小学亦次第设

立。新学风气既开，而因“五·四"反封建浪潮影响的女孩亦纷纷要求上学。20—30年

代，息烽女子学校兴起，息烽、九庄、底寨、养龙司等地女子学校相继创立。女校做为争

男女平等的第一步，既设之后，又高举反封建旗帜而前行。养龙司淑德女校创办伊始，

就“剪辫子’’、放“小脚"，她们追求时尚，奋然于自身的解放，既导之以乡里轰动，又赢得

了开明时人赞赏。学校开始创立后民国十(1921)年，由于省教育厅拨款，民国息烽县政

府方有专项教育经费，县始接收、扩充和完善私立小学，私学遂为官学，校舍和设备渐

次得到改善。民国二十}k(1939)年，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合校，时全县设完全

小学10所，初级小学6所，私立初级小学13所。民国三十(1941)年实行新建制，强化

学校控制，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保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以乡镇命名，规定中

心国民学校校长由乡镇长兼任。民国三十四(1945)年，控制办学规模，规定永靖镇中心

国民学校设7班，附设幼稚园一班，其他中心国民学校设5—6班，保国民学校设1—2

班。这一年，是民国时期息烽小学教育最好的年份，全县学龄儿童9071人，在校3689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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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学率40．67％，小学毕业生636人。民国三十七(1948)年，国民政府朝不保夕，息

烽县政府大肆裁减学校，至解放前夕，全县仅存中心国民学校5所，保国民学校10所，

在校生1874人，学校数、在校生数、入学率都比1945年萎缩一半或一半以上。

初级中学教育。县内小学兴起和发展，各界要求县设中学以满足小学生人中学深

造的呼声日渐高涨。民国二十九(1940)年春，县长邓匡元遣教育科长张福波往请贵阳

周村华来县协办，在底寨创办了县立初级中学，1942年校址迁县城北门溪流锁(今息。’

烽中学处)。息烽初中创办时，邓匡元兼任校长，周村华任教导主任主持校务。1942年

养龙站简忠颐、孙儒超等创办私立毅行中学于今养龙站小学处，旋因经济不济停办。息．

烽初中成立当年，春秋二季各招新生1班，继后连年招生，其间1946年招简师新生1
‘

班40人。自创办至1949年，息烽县立初级中学办学规模由两个教学班发展到6个教

学班，在校生由80人发展到280人，教职工由3人发展到19人，共培养初中毕业生

222人，简师毕业生40人。 ．

私塾改良。新学兴起并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息烽“尚孔读经"的私塾依然存在。30．

年代前后，全县尚有私塾200余馆，学生3000余人，县内实际是新学与私塾两种教育

形式并存。此间，民国息烽政府曾提倡私塾改良，主张古书新课兼教；1937年且将32

所私塾改为民众学校，但无法予教师以知识更新；继而又提出禁止私塾，但政府无力全

面推行小学教育。总之，由于时代和时局的限制，民国息烽政府对私塾的改良软弱无

力，收效甚微。解放时，全县尚有私塾21所。 ．

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主要是成人教育，它是国民政府教育工程的组成部分。为开启、

民心，布发文明，民国息烽政府曾开办社会民众学校。30—40年代，息烽有永靖、飞越、

养龙站、九庄、鹿窝、复兴、德兴、光明等8所扫盲性质的短期学校。短期学校由学校统

发课本，农民农闲学习两三个月，有巡回教师负责教学，时有成人学员436人：1942

年，县设民众教育部，全县办高初级成人班20班，男女都参加学习，1600名学员中，女

性314人。1945年，全县中心国民学校增设成人班和妇女班，保国民学校设成人班。成

人班学制1个月，由教师义务教学，每天下午学习30分钟。1948年时局动荡，成人班

停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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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解放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这17年的息烽教育，经历了一个恢复振兴

的过程，探索前进的过程，曲折发展的过程。 ，．‘
一

，

’

1949年至1957年的恢复振兴阶段，息烽教育首要任务是建立人民教育事业。

1949年12月，县成立学校接管委员会，宣布并接管全县旧学校。人民教育事业的初步

建立，为息烽教育的恢复和振兴提供了前提。接下来动员师生复校复课，贯彻为工农服

务的方针，强调重点动员工农子女，特别是动员少数民族子女入学。1953年统计，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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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占入学总数的80％以上。这一阶段，改造整顿旧学校、旧教育和巩固发展新教育

是重要内容，主要办了5件事：①1950年对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21所私塾强行并转9

所停办12所，学生分别转入附近小学就读；②加派学校领导，调整扩充学校班级，充实

班级学额，建立课堂教学和学校常规管理制度；⑧废止填鸭式教学和体罚教育，倡导启

发教育并推行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方法；④通过辅导学区、星期学校、教研室等培训和改

造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政治业务水平；⑤贯彻执行“国家办学与全民办学相结合"的办

学方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巩固提高公办学校，加速发展民办学校。人民教

育事业建立后，经过努力，息烽教育得到振兴。1957年统计，全县公民办学校108所，

在校生12312人，人学率80％，和解放前夕比，学校数增加3倍，在校生增加6．5倍，入

学率提高4．7倍。与此同时，城镇职工余业教育和乡村农民业余教育兴起：城镇干部、

职工、市民参加扫盲学习和高小初中学习的先后有200多人；农民读翻身书更加踊跃，

单是1955年，青中老年同窗共读者达7357人。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一批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受伤害，教育事业蒙受不良影响。 ‘： 。‘

： 1958年及此后几年，紧随全国形势，县内教育“大跃进"，增设27所民办学校，14

一所初级小学升格为完全小学，增设两所初级中学，息烽中学办高中部升格为完全中学。

同时多种形式办学，凭热情一轰而起，兴办半耕半读农业中学6所，中等师范学校1

所，城乡业余教育大办“红专大学’’、☆红专夜校’’，农村扫盲取得突出成绩，被定为安顺

地区“第二个无盲县"。．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方针，勤工俭学一涌而上，校办厂场应运而生，师生投入厂场劳动，投入“大炼钢铁一

全民运动，参加“三秋’’，大搞无限度的“深耕密植一。“大跃进一大办教育的各种赏试，对

教育内外矛盾的揭示和解决，对教育革命的实践，对教育与实际脱离现象的克服，做了

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受“左倾"路线和“大跃进”形势影响，息烽教育严重脱离实际，违

，背客观规律，有重大失误，以致各种办学狂起暴落，出现严重挫折。1961年调整，“大跃

进’’时兴起的农业中学、普通初中和师范学校一律下马，城乡业余教育中断，普通小学

大量精减。统计表明，全县小学在校学生由1959年的19628人减少到1961年的6346

人，减少62％，民办小学由86所减到2所，适龄儿童入学率由95％降到45．6％，全县

中小学教师由591人减到336人，减少44％。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被克服，1962年起，

党政重视，各方努力，息烽教育由低谷回升。由于群众渴望文化，办学热情格外高涨，民

办小学从1961年的2所猛增到182所，适龄儿童入学率恢复到80．5％。稍后又恢复和．

创办农林中学9所，办速师1班。这段时间，毛泽东号召学雷锋，学生道德风尚明显向

好。但另L方面，“左倾"思想在阶级路线上日渐偏颇，非劳动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员有历

史问题的学生被歧视的现象日渐严重，唯成份论愈演愈烈，造成消极影响。这一阶段，

农民业余教育恢复并有提高，“文革’’前夕，农民学校发展到100余班，就读2184人，其

中高小班2054人，初中班132人；扫盲班300余班，学员74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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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清集团利用，全国揪斗

“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全国停课停产“闹革命”搞大串连、全国夺权、全国打派仗，

造成全国内乱，百业俱废。息烽教育在“文革"中是重灾区，遭到空前浩劫，主要表现为：

①17年教育被彻底否定，教育教学秩序被彻底破坏；②“斗批改"阶段盲目办学，教育

虚肿现象严重，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1966年6月工作组开进息烽中学，县内“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息烽普通教育秩

序遂被破坏，农业中学停办，业余教育荒废；学校干部教师横遭迫害，被残酷揪斗，写不

完的交代过不完的关。“三反一粉碎"、“清理阶段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制造了大批冤

假错案，广大干部教师身心遭受严重损害，一些人致伤身残，有的甚至被迫害身亡。

1968年“复课闹革命’’开始，逐渐深入。斗批改"，但复课限于读《毛主席语录》、“老三

篇”和毛泽东随时发出的“最新指示"，同时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军队进校“支

左”、工宣队、贫宣队进校j‘参砂子’’领导斗批改，目的有二；一是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统治学校"的一统天下；二是批判17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改变所谓“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批判“师道尊严"，控诉“臭老九"传布“封资修"的罪恶。大

批判开路是“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立；

学工学农学军是立，学“白卷英雄"．、学“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学生也是“立"。人们被

抛进野蛮年代的罪恶深渊，他们分不清鱼龙混杂，辨不明是非黑白。

恶梦醒来，对昨天的荒唐还没有来得及审视和清理，人们又一头扎进渴望文明的

狂热里。这时候，50年代批判马寅初人口理论造成的人口大爆炸首先对教育形成灾难

性威胁。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读小学不出大队，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中不出

区”的口号。1968年“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读小学不出大队已经实现。接下来便

是众多的小学生要读初中，初中毕业生要读高中。1969年起，公社小学相继附设初中

班，谓为“戴帽初中"；1971年秋，养龙司：九庄、流长、底寨同时设立完全中学。1972年

49所小学已发展“戴帽初中”61班。这样，读书“三不出”已成现实。中学教育的高速发

展，导致教育内部结构严重失调：办学经费不足，教学设施简陋，师资队伍奇缺。读书

“三不出’’成了虚肿教育。为缓和中学教师奇缺的燃眉之急，只好从小学教师中拔充，为

补小学教师之空，又从社会上拉扯填塞，这种挖肉补疮办法，使中小学教育两败俱伤，

教育质量直线下降。“大学牌子小不底子”的说法，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虚肿教育的实

际。1973年，全县维持大量初高中的同时，决定从小学开始克服虚肿，各区社在普及小

学工作中把重点放在教育薄弱的高寒边远地区，二年间县境边远地方设教学点20余

处，青山乡花老山，苗汉杂居，高寒僻远，文化落后，10里方圆无学校，公社党委书记七

上花老山，终于办起了那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使那里的儿童入学率第二年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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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2％。1974年恢复建立师范学校为小学充实师资。同年安顺地区普及小学教育现场

会在息烽召开。此后数年，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稳步发展普小教育，适龄儿童人学

率维持在94—96％之间。但整个教育的虚肿现象依然严重。
“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息烽教育战线解放思想实事实求

是，在拨乱反后正中百废俱兴，同时抓住机遇，历尽艰辛，努力进取，开创了良好的发展

局面。 ．一 ’1 4，
，_。， ·，。．

(1)调整普通教育结构。1980年前后，县内教育进行调整。1978年教育局提出调整

中学布局、整顿初中，压缩高中的方案，1980年县委、县政府批准实施；除保留息烽中

学、城关中学两所完全中学面向全县招生外，规定70年代初建立的养龙司、九庄、底

寨、流长4所完全中学悉改为初级中学停招高中新生，49所小学附设初中班只保留5

所，其余一律取消“戴帽"停招初中新生，新设长岭岗、石硐两所初级中学。由是，初中布

局不合理状况得以改善。中学结构和布局调整后，从中学调回小学教师165人，小学师

资得以充实。同时整顿民办教师，经过考核、考试，分别发放任用证书和试用证书，民办

小学师资状况有所改善。中学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小学师资的充实和部分改善，使“文

革"中造成的教育虚肿现象得到初步克服。
‘

． ’．

(2)教师社会地位改善。“文革’’后，批判否定了对17年教育的“两个错误估计’’，为

教师正名，确认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错划的21名“右派一

昭雪，纠正其他冤假错案119起，教师入党、参政议政、评优受奖方面得到公正对待，同

时国家规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倡导尊师重教。在劳动报酬方面，教师工资几度

调高，1987年教师职称评定后，实行受聘职务与工资挂钩，并且中小学教师工资比其

他行业提高10％，显示出教师的社会劳动受尊重已落到实处。随着教师政治待遇和劳

动报酬的逐步改善，教师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人们对教师的歧视与社会对教师的偏见

日渐消隐，教师自身的自卑与抱怨亦迅速烟消，广大教师心情舒畅，乐业敬业者日渐增

多。
。

。

一t
、

13)努力提高教师素质。教师是教育事业的中心。提高教师素质是教育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迫切要求。息烽积极开办师范教育和每年分配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

生，给学校输送新鲜血液，以充实和改善师资队伍，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机构不

懈努力，采用离职进修和在职业余进修办法，多种形式培训和提高教师素质。1977年

至1981年，利用暑假培训教导主任30人，培训初中和小学各学科教师2522人次，使

适应“文革"后教学转入正轨的需要。1980至1985年，办培训班帮助教师过“教材教

法"考试关和教学能力考核关，使718人获“双合格’’证书。’此外，通过教师进修学校组

织教师读函授、读电大、读“三沟通’’、读成人高考、读自学考试。90年代初，人教版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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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材试验教学在县进行，参加各级培训的教研员、校长、教师近1500人次，探

索总结了新材料教学的宝贵经验。同期教研室推广“三为主"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教师们在各种培训和进修中刻苦学习和钻研，并在实践中不断吸收和创新教育教学经

验和方法，多数已达到了必须具备的学历，业务能力进一步提高。

(4)趋时步势，全方位办学。新时期改革浪潮兴起后，治穷先治愚渐成共识，提高全

民族科技文化水平成了时代的重要内容。息烽不失时机全方位办学，显出勃勃生机。幼

儿教育公办民办并举，兴起后步入正常发展，普通教育虚肿现象克服后健康发展。稳步

实现了普及小学教育，编制了九年义务教育规划，1989年省教委定息烽为九年义务教

育试验县，九年义务教育起步。高中教育向高一级学校输送了大批生员并向社会培养

了一批人才。少数民族教育重点关照出现新局面。1986年息烽“基本无盲县’’达标后，

农民教育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文化学习，广泛开办的农民学校成了农民学习实用科学技

术追求脱贫致富的源泉。中等职业教育多渠道探索前进，发展势头良好。职工业余教育

迅猛发展，电大、函授、自学考试、成人中高考、各种培训方兴未艾。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面向二十一世纪，已成为教育发展的趋势。 一 ’j‘ 。
、．

’

(5)章法确立，管理日渐规范。人们尝够了十年浩劫中无政府主义泛滥一切无章可

循的苦楚，也看到了人治社会的悲哀。教育战线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可谓积重难返。

因此，教育战线对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秩序井然的局面的渴望和追

求尤为强烈。息烽教育行政部门因势利导，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率领学校广大干部

‘和师生鼓足勇气，扬帆前进，一个正规化、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教育管理体系正在

形成。1977年，教育局制定《息烽县中小学规章制度(试行草案)》，规定了校长、教导主

任、班主任、教师、党团干部和后勤人员的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提出了对学生的十条要

求，作出了入学转学休学退学：成绩考核、升留级、评语鉴定等规定。这是“文革’’后息烽

教育向正规化管理迈出的第一步。此后为了开创和不断完善教育管理新局面，息烽县

党政和教育局陆续制发一系列关于加强学校管理的办法和规定，关于深化教师职称改

革的办法和规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办法和规定等等。这些办法

和规定，对学校常规管理、党团队工作、人事管理、学校干部教师和学生管理、思想品德

教育、体育卫生工作诸方面提出了具体详细的要求，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布置、实施、

检查、监督都有系统的制度。80年代中后期，国家又颁发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县及

时贯彻，并制发相应的实施细则保障执行，使息烽教育驶入了法制化科学化的管理轨

道。 ～ _

’

j ，

，{

这一时期，前进中的息烽教育，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有：(1)办学经费严重不

足。贫困县财政，县给教育经费支付比例过大；而教育拨款1980年人员经费就占去

71％，以后人员经费逐年扩大，1990年已达到89％。所剩11％，却有众多的开支项目，

例如基建、教学设备、教学研究、助学金、农民业余教育、奖金福利等等。因受经费制约，

教学基本设施严重短缺，息烽中学实验楼久拖不建，危房改造工程屡改屡多，教育情势

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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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海大潮和社会某些腐败

亲、行业不正之风、黄赌毒泛滥等)

现象(例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权钱交易、任人唯

，在学生中造成负面影响，“读书无用’’思想沉渣泛

起，学生厌学，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问题突出；素质教育工程难度大，广大教育工作者

任重道远。 ．· 。

‘
“

。。j。

(3)成人教育迅猛发展，探索领域多，在管理的某些环节和层面上缺乏严密性和科

学性，办学方和求学方主观因素的某些局限，例如某些“创收"性的办学，某些单纯追求

文凭的求学等等，成人教育名实差异客观存在。7 ．

j (五)
‘，

+．

． {
1， {

90年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息烽教育驶入快车道，’

发展迅速，成绩喜人。发展迅速的原因：外部①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政策倾斜，息烽实

惠丰厚；②社会各界扶贫帮教，息烽受益匪浅；③世界银行贷款帮助息烽办教育；④

1996年息烽划属贵阳市后，息烽是贵阳市唯一的贫困县，受到特别扶持。内部①中共

息烽县委、县人民政府科教兴国认识深化，领导意识加强i制发了《中共息烽县委、县人

民政府关于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像抓经

济那样抓教育，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的战略地位，切实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明确指出党政一把手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责任人，规定把加强对教育的领导、重视

人才培养、保证教育投入、为教育办实事作为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目标的重要指标和政

绩考核的重要标准；②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尽力争取上级政 ，

府和社会各界支持；③地方干部群众积极投工投劳捐资集资办教育；④学校干部教师

乐教敬业，积极投入教育改革，尽心尽力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

由于外部和内部条件明显改善，90年代的息烽教育战线，在职业教育和“双基’’工

程上都广泛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 一-

，

．·[一]职业教育 -' 一：’ ? n。

1995年4月，县职校迁县城西门新建，1997年新校舍投入使用，1998年县教师进

修学校和电大工作站并入职校，成为息烽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承担职业教育、教师培

训和电大教育任务。新校园占地28．5亩，其他设施500m2，现代化教学办公大楼使用

面积2847m2，设有微机室、电教室、电工仪器室、形体练功房、阶梯教室等。校园绿化基

本成型，有宽敞的活动场地，整齐的围墙和雄伟的校门。学校拥用固定资产总值140多

万元。。教育培训中心常年根据实际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灵活招生办班，现有学员300余

人。同时，经省人事厅和省教委批准，息烽教育培训中心为息烽县微机培训点，承担全
．

县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微机初级培训任务。教育培训中心已发展为培训县内现代

实用建设人才的摇篮。 一 一’·

[二]青壮年扫盲工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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