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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地区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马明华

成员：尹懋禧李世柏吴少雄马兴忠袁庆光

《思茅地区教育志》编纂人员名单

主编：袁庆光

提供、收集、整理资料及其他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兴忠 马丕显 牛锐跃 王庆余王德志 王桢明 史松泉

’刘幼卿 许文玉 杜爱群李启贤 杨开茂 罗承祥 陆雯

柳安华 高桂馨唐林 常自知 温源松蔡永烈谭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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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一定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

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

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统治阶级都要通过教育的手段，

巩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维护其统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

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有力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这一重要决策

和卓识远见，已经并且将继续给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以很大的启

示和鼓舞．要振兴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发展教育，改革教育。因

而也就需要了解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吸取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这就是编纂

缌茅地区教育志》的出发点和目的。
教育同社会共存、共发展．思茅地区的教育事业，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也有着

它对思茅地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发挥其作用的历史记载。《思茅地区教育志》依照。详今

略古”的当代修志的精神，搜集整理了思茅地区开始有了近代教育以来。即自清光绪二

十五年(1899)至今90年的史料，并着重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

发展和演变的史实。今天。振兴经济，渴望人才，正是教育事业的希望所在．展望未

来，前景光明。我仅以此同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同全区教育工作者共勉。让我们坚定不

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化改革，多出人才，出好人

才，为我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而共同

努力，谱写思茅地区教育史的新篇章．

尹懋檀

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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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恩茅地区教育志》是反映思茅地区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

二、本书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按章、节、目横排竖写。依据收

集到的史料，在经过核实的基础上，力求做到志书。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要求，使之

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思茅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现状．

三、在本志成书之前，思茅地区还没有一部地方教育的专业志。为了能够说明思茅

地区教育事业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情况，依据。详今略古”的原则，上不严格断限，设置

专章略述明、清时期旧制教育的概况，较详地记述中华民国时期，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重大发展情况。下限至1989年底止。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今思

茅地区开始出现近代教育的时候写起，根据占有的资料，记述有关思茅地区教育事业方

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以及对教育事业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运动，详志书中所无，略志书

中所有，尽量避免重复．地方教育事业的兴衰变化，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地方经济息息

相关．概述和大事记在记述上采取以本地区为主，以本行业为主，兼顾全局的写法。避

免偏隘而不能真确。

五、。志”是本书的主体。采取纪事本末体，按照教育内部的结构，分列13章49

节，横排门类，竖写史实，力求做到主线清楚，详略得当，文约事丰，反映特点．

六、图表和照片分别插入有关章节，以补文字之不足。

七、附录专收不宜归人正文或正文没有反映而又有必要记载的人和事。

八、本书使用年号时，凡历史纪年均先以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并在括号内用阿拉

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必要处注明干支纪年；中华民国时期及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

字书写．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均用汉字书写，百

分比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九、地名用字以新编《地名志》为准，古地名在每章第一次出现时译注今地名．各

个时期的机构名称、职称等一律按当时的称谓人书．

十、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历代均有变动，本书所列历代学校设置和统计数字，都只包

括今思茅地区区划内的情况，如记述中涉及其他地州，则在括号内加以说明．

十一、本书资料主要来自省、地档案馆和恩茅行署教育局档案材料以及旧志书记载

的人和事。一般不注出处．

十二、本书引文及专用词语，必要时均用括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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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教育学术组织⋯⋯⋯⋯⋯⋯⋯⋯⋯⋯⋯⋯⋯⋯⋯⋯⋯⋯⋯⋯⋯

第二节教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试验⋯⋯⋯⋯⋯⋯⋯⋯⋯⋯⋯⋯⋯⋯⋯⋯⋯⋯⋯⋯⋯⋯

二教学研究和经验交流⋯⋯⋯⋯⋯⋯⋯⋯⋯⋯⋯⋯⋯⋯⋯⋯⋯⋯⋯

三专业培训和专题会议⋯⋯⋯⋯⋯⋯⋯⋯⋯⋯⋯⋯⋯⋯⋯⋯⋯⋯”
第三节 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

一知识竞赛⋯⋯⋯⋯⋯⋯⋯⋯⋯⋯⋯⋯⋯⋯⋯⋯⋯⋯⋯⋯⋯⋯⋯⋯

=演讲、展览和参观活动⋯⋯⋯⋯⋯⋯⋯⋯⋯⋯⋯⋯⋯⋯⋯⋯⋯⋯

三科技活动⋯⋯⋯⋯⋯⋯⋯⋯⋯⋯⋯⋯⋯⋯⋯⋯⋯⋯⋯⋯⋯⋯⋯⋯

第十章勤工俭学⋯⋯⋯⋯⋯⋯⋯⋯⋯⋯⋯⋯⋯⋯⋯⋯⋯⋯⋯⋯⋯⋯⋯⋯

第一节 沿 革⋯⋯⋯⋯⋯⋯⋯⋯⋯⋯⋯⋯⋯⋯⋯⋯⋯⋯⋯⋯⋯⋯⋯⋯

第二节 活动形式⋯⋯⋯⋯⋯⋯⋯⋯⋯⋯⋯⋯⋯⋯⋯⋯⋯⋯⋯⋯⋯⋯⋯

一校办工厂、农场⋯⋯⋯⋯⋯⋯⋯⋯⋯⋯⋯“⋯⋯⋯⋯⋯⋯⋯⋯⋯

二种植、养殖，零星采集⋯⋯⋯⋯⋯⋯⋯⋯⋯⋯⋯⋯⋯⋯⋯⋯⋯⋯

第三节 效益及分配⋯⋯⋯⋯⋯⋯⋯⋯⋯⋯⋯⋯⋯⋯⋯⋯⋯⋯⋯⋯⋯⋯

第十一章教师⋯⋯⋯⋯⋯⋯⋯⋯⋯⋯⋯⋯⋯⋯⋯⋯⋯⋯⋯⋯⋯⋯⋯⋯

第一节教师来源⋯⋯⋯⋯⋯⋯⋯⋯⋯⋯⋯⋯⋯⋯⋯⋯⋯⋯⋯⋯⋯⋯⋯

第二节教师培训⋯⋯⋯⋯⋯⋯⋯⋯⋯⋯⋯⋯⋯⋯⋯⋯⋯⋯⋯⋯⋯⋯⋯

一教材教法考核⋯⋯⋯⋯⋯⋯⋯⋯⋯⋯⋯⋯⋯⋯⋯⋯⋯“⋯⋯⋯⋯-

二中师自学考试⋯⋯⋯⋯⋯⋯⋯⋯⋯⋯⋯⋯⋯⋯⋯⋯⋯⋯⋯⋯⋯⋯

三专业合格文化科学考试制度⋯⋯⋯⋯⋯⋯⋯⋯⋯⋯⋯⋯⋯⋯⋯⋯

四离职进修和函授学习⋯⋯⋯⋯⋯⋯⋯⋯⋯⋯⋯⋯⋯⋯⋯⋯⋯⋯⋯

第三节教师待遇⋯⋯⋯⋯⋯⋯⋯⋯⋯⋯⋯⋯⋯⋯⋯⋯⋯⋯⋯⋯⋯⋯⋯

一经济待遇⋯⋯⋯⋯⋯⋯⋯⋯⋯⋯⋯⋯⋯⋯⋯⋯⋯⋯⋯⋯⋯⋯⋯⋯

二政治待遇⋯⋯⋯⋯⋯⋯⋯⋯⋯⋯⋯⋯⋯⋯⋯⋯⋯⋯⋯⋯⋯⋯⋯⋯

第十二章教育行政管理⋯⋯⋯⋯⋯⋯⋯⋯⋯⋯⋯⋯⋯⋯⋯⋯⋯⋯⋯⋯⋯

第一节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第二节教育督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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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教育经费⋯⋯⋯⋯⋯⋯⋯⋯⋯⋯⋯⋯⋯⋯⋯⋯⋯⋯⋯⋯⋯⋯⋯

一国家拨款⋯⋯⋯⋯⋯⋯⋯⋯⋯⋯⋯⋯⋯⋯⋯⋯⋯⋯⋯⋯⋯⋯⋯⋯

二集资办学⋯⋯⋯⋯⋯⋯⋯⋯⋯⋯⋯⋯⋯⋯⋯⋯⋯⋯⋯⋯⋯⋯⋯⋯

第四节·校舍基本建设⋯⋯⋯⋯⋯⋯⋯⋯⋯⋯⋯⋯⋯⋯⋯⋯⋯⋯⋯⋯⋯

第十三章人物⋯⋯⋯⋯⋯⋯⋯⋯⋯⋯⋯⋯⋯⋯⋯⋯⋯⋯⋯⋯⋯⋯⋯⋯

j|‘一节人物传⋯⋯⋯⋯⋯⋯⋯⋯⋯⋯⋯⋯⋯⋯⋯⋯⋯⋯⋯⋯⋯⋯⋯⋯

刘钟华传略⋯⋯⋯⋯⋯⋯⋯⋯⋯⋯⋯⋯⋯⋯⋯⋯⋯⋯⋯⋯⋯⋯⋯⋯⋯

赵家珍传略⋯⋯⋯⋯⋯⋯⋯⋯⋯⋯⋯⋯⋯⋯⋯⋯⋯⋯⋯⋯⋯⋯⋯⋯⋯

左自箴传咯⋯⋯⋯⋯⋯⋯⋯⋯⋯⋯⋯⋯⋯⋯⋯⋯⋯⋯⋯⋯⋯⋯⋯⋯⋯

徐劲传略⋯⋯⋯⋯⋯⋯⋯⋯⋯⋯⋯⋯⋯⋯⋯⋯⋯⋯⋯⋯⋯⋯⋯⋯⋯⋯

张清宇传略⋯⋯⋯⋯⋯⋯⋯⋯⋯⋯⋯⋯⋯⋯⋯⋯⋯⋯⋯⋯⋯⋯⋯⋯⋯

聂赓余传略⋯⋯⋯⋯⋯⋯⋯⋯⋯⋯⋯⋯⋯⋯⋯⋯⋯⋯⋯⋯⋯⋯⋯⋯⋯

徐明栋传略⋯⋯⋯⋯⋯⋯⋯⋯⋯⋯⋯⋯⋯⋯⋯⋯⋯⋯⋯⋯⋯⋯⋯⋯⋯

杨应贤传略⋯⋯⋯⋯⋯⋯⋯⋯⋯⋯⋯⋯⋯⋯⋯⋯⋯⋯⋯⋯⋯⋯⋯⋯⋯

张振民传略⋯⋯⋯⋯⋯⋯⋯⋯⋯⋯⋯⋯⋯⋯⋯⋯⋯⋯⋯⋯⋯⋯⋯⋯⋯

高善士传略⋯⋯⋯⋯⋯⋯⋯⋯⋯⋯⋯⋯⋯⋯⋯⋯⋯⋯⋯⋯⋯⋯⋯⋯⋯

彭景然传赂⋯⋯⋯⋯⋯⋯⋯⋯⋯⋯⋯⋯⋯⋯⋯⋯⋯⋯⋯⋯⋯⋯⋯⋯“·

胡振华传略⋯⋯⋯⋯⋯⋯⋯⋯⋯⋯⋯⋯⋯⋯⋯⋯⋯⋯⋯⋯⋯⋯⋯⋯⋯

第二节 先进人物名录⋯⋯⋯⋯⋯⋯⋯⋯⋯⋯⋯⋯⋯⋯⋯⋯⋯⋯⋯⋯⋯

一全国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二全省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三思茅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

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_付录⋯⋯⋯⋯⋯⋯⋯⋯⋯⋯⋯⋯⋯⋯⋯⋯⋯⋯⋯⋯⋯⋯⋯⋯⋯⋯⋯⋯⋯

普洱府建学碑记⋯⋯⋯⋯⋯⋯⋯⋯⋯⋯⋯⋯⋯⋯⋯⋯⋯⋯．I．⋯⋯⋯⋯·

对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及普洱道小学教员讲习所学生之训词⋯⋯⋯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闰红彦在西盟县视察工作时对教育工作的插话⋯⋯

思茅行署副专员吴坤仪在思茅地委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思茅行署副专员朱永贤在思茅地区教育先代会上的开幕词⋯⋯⋯⋯⋯

云南省思茅地区教育先代会倡议书⋯⋯⋯⋯⋯⋯⋯⋯⋯⋯⋯⋯⋯⋯⋯

修志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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