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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一{

序言

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志更是我国人民的

热切愿望，也是我国史志工作者所热心致力的事业。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进入

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崭新时期。修志工作也随之提到了各级党委政

府和各部门的议事日程上。

近些年来，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州广大教育工

作者的热情关心和积极支持下，在州、县史志专业人员热诚帮助和

指导下，经过州、县教育系统修志人员这些年的不懈努力，<迪庆藏

族自治州教育志>现在问世了。这部志书是在搜集、整理我州教育

史实资料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

法令，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本着严肃认真、客观求实，审慎下笔，注重质量的科学态

度，经州、县多位修志人员多年辛勤劳作、精心编写，并广泛征求意

见，进行了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研究、审定才编纂出版的。她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我州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史实，具有资政、教化、

存史的功用；她既服务现实，又惠及子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历史价值。“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

(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志>将“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在我州

今后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积极作用，促进我州教育事业

更加顺利地蓬勃发展。为此，我们谨以此志书献给为推动迪庆教

育事业不断发展，默默耕耘、无私地奉献了知识、智慧、青春、热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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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迪庆的幼儿教育是一片空白，解放后才逐步兴办起来，到1996

年全州有6所幼儿园，在园的各民族幼儿达1208人，农村小学学

前班123个，各民族学前生3576人；解放前仅在江边河谷地区有

为数极少的小学校和学生，但到1996年全州小学校达949所，星

罗棋布地分布在迪庆的村村寨寨。在校小学生达36798人；解放后

中甸和德钦才开始兴办中学，到1996年全州共有普通中学27所

(完中6所，初中21所)。在校中学生达9302人；解放前迪庆根本

无中专学校。现在我州有中等专业学校3所，在校生892人。到

1996年底，全州每万人口中有大专生55人，中专生(含高中生)

446人，初中生1290人，小学生4242人。这部志书的翔实资料使

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感叹、振奋、欣慰、鼓舞。它既是历史，又是现

实，既属当代。也属未来。在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形势下，她将为我

州依法治教，实施“普六”、“普九”，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贯彻教育

方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我州教育发展的宏伟目标，起

到历史的推动作用。

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迪庆州的教育事业必

将继往开来。步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迪庆州教育委员会主任王境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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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编修的

社会主义新方志，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根据<新编

地方志暂行规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迪庆州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体现迪庆州民族教育

的特点，反映教育的客观规律。

二、本志记述的事实，所用材料和数据，皆经反复核实，绝无主

观臆造。

三、本志体裁，述、记、志、图、表、录体并用，以志为主。图、表

不另列章节，分散于各有关章节中。

四、按照地方志“通典不录”的原则，本志一般不录通典材料。

五、本志上限溯至史料所涉的记事年代，下限止于1996年12

月。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略述古代，详述近代。

六、本志分概述、大事记、正文十一章、附录、照片等部分。正

文十一章共四十三节。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个别事项为了保持其历史完整

性，则用纪事本未体记述。

八、本志章、节、目序码和年代名称使用汉字，年、月、日和数据

书写用阿拉伯字。
’

l

九、本志资料来源取材于丽江地区、迪庆州及所属三县档案馆

和迪庆州、县教委(局)、州县学校档案室提供的资料，同时得到部

分老教育工作者提供的资料稿(笔记)，并通过大量调查访问而得

到的口碑资料。 ＼

十、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迪庆藏族自治州教＼

育委员会，简称迪庆州教委，或州教委。 ·、

4



大事记

’

清至民国时期
． 雍正九年(1731)，通判陈权在维西永安村设义学馆。十二年

(1734)，通判孙光禄在西维其宗、康普、叶枝等地设义学馆，次年，

由通判郭治捐修。

十三年(1735)，州判辜文元在中甸“五境”(大中甸、小中甸、格

咱、尼西、江边境)开办义学五馆。

乾隆元年(1736)，署通判郭治、汤涵在阿墩子(今德钦升平

镇)、奔子栏设义学馆。

乾隆二年(1737)，由知府在维西树苗、小．IfI设义学馆，每年束

修银各12两。

乾隆二十二年(1757)，裁撤中甸义学格咱、尼西二馆。乾隆三

十年(1765)。维西永安村赵国盛参加武举乡试，中第二十四名。

，嘉庆二十三年(1819)，维西县境内设义学五馆。

J光绪五年(1879)，中甸、维西始设学额，暂分配各2名。从此
“旧劂有夷童2名附入丽江县学应试，得到官墙有五、六人”。

’光绪七年(1881)。奏准中甸厅、维西厅新设文、武学额各2名。

设学五届后，设廪生4名，五年一贡。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甸、维西奉文停科举办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甸同知阮大定在中甸县城创办蒙养

古宗学堂。

宣统二年(1910)，中甸蒙养古宗学校改办为高、初等小学。

／， 民国元年(1912)，中甸、维西、阿墩子均成立劝学所，均设劝学

员长、劝学员。中甸知县冯舜生在县城设“中甸县立高等小学”，称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6年12月

1950年

维西、中甸、德钦三县相继建立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内设教育

科，管理县内教育事务。

1951年 ．

根据省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关于“个别离专署较远的省立小学

可委托县人民政府办理”的决定，中甸、维西、德钦三县省立小学恢

复建校。

1956年

9月，云南省中甸初级中学在中甸县城开办。

： 1957年

9月，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州人委下设文化教育科。

1958年
r』

／／德钦中学(原名云南省德钦初级中学)开办。
／7维西中学由初级中学升格为完全中学，招收第一班高中学生

25名。

10月，迪庆州与中甸县党政机关合署办公。州人委文教科即

是中旬县人委文教科。 ·

是年，维西中学举办教师训练班。

1959年

中甸中学、德钦中学各举办一个教师训练训练班。

同年，丽江专署文教科一次分配给迪庆中、初师毕业生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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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州、县革命委员会下设教育革命组，管理教育工作。
， 1969年

州内各中学复课并招生，开展“斗、批、改”运动。

1970年

贯彻“五·七指示”，全州中小学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

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同年，州、县革委派“工宣队”进驻各中学。

1971年

2月，中甸中学改名为中甸“五·七”一中。

3月恢复维西中学高中部。

9月，德钦中学复办，称德钦一中。

是年。迪庆州开展大专院校招生业务，实行开卷考试、群众推

荐、领导批准的办法选送“工农兵”大学生。

1972年

迪庆州党政机关与中甸县党政机关分设。

1973年

10月，迪庆州革委会直属省委领导后，成立迪庆州文教局。

三县革委会也相继设立文教局。

：同年筹建迪庆州民族师范学校。
i

1974年
，

迪庆州民族师范学校成立并招收学生两班60名。
f 是年9月，迪庆州卫生学校在维西县卫生局成立。

1975年

： 昆明师范学院与迪庆州师范学校联合举办昆明师范学院迪庆

普通班。(欲称“迪大班”)。

1976年
， 撒销全州农村小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和中学工人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全州中小学校恢复校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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