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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机构人员名单

陆川县教育志历届编纂领导小组和撰写人员名单

第一届
组长：罗威

副组长：冯应忠钟庆贤

成员：周纪荣丘少龙吴国胜丘育琼黄祖纯温良江

《陆川县教育志》编写小组
主编：罗威‘

副主编：钟庆贤冯应忠叵固
编 辑：匡固 陈科瑞丘镔何炳芬(后期)

审稿：丘少龙李茂生李恕

第二届
顾问：卢达敏

组长：李德胜

副组长：冯应忠周培恩周玉恩冯旦升罗国能

成员：周纪荣吴国胜黄祖纯陈勇李亦祥

黄汉彬陈健柱尤绍锋罗狲刘普荣

陈俊权李业鹏黄经柏

《陆川县教育志》编纂人员
主编：卢达敏

副主编：李德胜冯应忠周玉恩周培恩罗国能冯旦升王玉清(女)

编辑：谢文成刘桂新吴益宁(女) 黄敏(女)陈健柱尤绍锋

总纂：冯旦升

摄影：李志炽刘钦明刘桂贤林孝全李瑞强

第三届
组长：韦运雪马朝龙

副组长：罗威徐顺松丘兆权冯旦升

成员：江泉陈有章麦祖文王玉清(女)。李业鹏黄经柏 吕其辉刘钊

罗国能吴国胜周纪荣黄祖纯陈健柱尤绍锋李亦祥黄汉彬

罗种陈俊权陈勇吕辉



《陆川县教育志》撰写人员
主 编：马朝龙 ．‘

副主编：徐顺松麦祖文J罗国能冯旦升王玉清(女)

编 辑：陈健柱尤绍锋黄敏(女)吴益宁(女)冯旦升王玉清(女)

总 纂：冯旦升

摄 影：李志炽林孝全李瑞强刘钦明刘桂贤

封面题词：李德胜

审定出版：蓝日基晏源源苏锡贺廖盛春韦春芳(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陆川县教育志>书稿已经通过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审查验收，即将出版。这是陆

川历史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在阅读志稿时，心生许多感慨，记在这里，就当作序吧。

世有“刘项从来不读书”的传说，但更有“宰相须是读书人”的遗训。兴学育人．传道授业，

才能上强邦国，下振乡邑。我们应该以古为鉴，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精心推进“科教兴县”战略。

非但今天如此．而且到21世纪中叶以后，经济高度发展，科技突飞猛进了。更须如此。因此．我

特别希望陆川县的教育事业。在政府的议事日程里、在百姓的心目中．都真正成为一项“千秋伟

业”，上下同心，官民一气。优先发展。

建国四十多年来，陆川县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县教育体系逐步完备，规模不断

扩大，质量也不断提高。1986年全县普及了小学六年义务教育，1996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如今，全县已成长起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师资队伍。而且形成

了包含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年人教育以及党

校干部教育在内的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这些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曾经为陆川县的

文化应试教育立下过汗马功劳。随着世纪之交的到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现代教育又提

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全县教育界又开展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新～轮教育教学

改革。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种不断顺应历史潮流，不断顽强发展的精神。才使陆川县的教育有

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充满了迷人的发展魅力。

是陆川人民创造了陆川县的教育历史。我们永远缅怀历史上为陆川县的文明进步而付出

过不懈努力的教育界前辈。他们的成败得失，都将成为身处历史长河中的后人向文明彼岸摸

索前进的“过河石”。一志将成，让我们把目光越过历史的时空。向古圣前贤们深情致意!

历史不会特别偏爱成功者，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我们将坚持历史发展的

阶段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将站在历史所能赋予的时代制高点上点评历史，贤者褒

之扬之．不肖者贬之抑之，直至史迹清清白白、泾渭分明而后已。因此。青史留芳者自当含笑。

而遗恨后世者亦当宽颐。“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伟人的感慨之由。也许正在于
此吧!

<陆川县教育志)的编修成功，凝聚着修志人员夜以继日的艰辛劳动。也饱含全县教育系统

教职员工们的智慧和心血。值此志书即将面世之际，谨向辛勤的全体编纂人员、资料收集人

员，向热情支持、精心指导志书编写工作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

‘

我衷心希望全县教育界的同志们，与全县80多万人民一道，竭思奋力，披荆斩棘。继续开
创陆川县教育事业的崭新境界，给陆川县的教育史再添一笔亮丽之



例

一、本态以马刭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瞌州

县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图体现事物发展规律．做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
相统一。

二、志书贯串古今，记述详今略古，上限溯源事物发端，下限至1996年，重大
事件有所突破，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接章、节、基排列，嚣设墨片、概述、大事记。中设王9章87节，后置附
录。

四、该志运魇记、志、慧、表、录等体裁o l冀志为主。叙蔼不论。行文以第三人

称。 ，

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

括号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中的“解放后”是指1949年11月30日陆川解放之后。

七、计薏单位。解放莆藤当时酌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

八、入惠资料，耀统计蔚、县教委、档案局、霉书馆、电讯传真、报刹、l器史志及
调查核实的资料。

九、书写格武，以广酉壮族喜治区地方志编纂委曼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
定>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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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陆川县位于广西东南边陲，县内有6条河流发源于境内而得名。主要河流九洲江从北至

南流经广东的廉江安铺人海。玉陆、马盘公路，黎湛铁路，纵贯南北j邑内有闻名的陆川温泉、

谢鲁山庄、龙岩风景区。陆川历史悠久，南朝宋齐置陆川郡。梁陈降为县，迄今已有1400多

年。现隶属玉林地区，1996年土地面积1560．04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80．22万人．工农业总

产值133612万元(可比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709元。

陆川很早便有私塾。及至清代，私塾颇盛。宋淳化五年(994年)。陆川创办县学。明洪武

二年(1369年)，颁布县学规则，县学建置完备。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创办陆川县义学。

尔后，县内陆续创设了4所民办义学。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知县石崇先偕绅士捐资创

建三峰书院。清光绪年间先后建亲睦书院、陆阳书院。明代中举者29人，清代举人85人，进

士8人。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翌年，陆川始设学务公所，是县新教育行政机关之首

脑。同年，将三峰书院改办官立高等小学堂，并附设简易师范班。这是陆川开办近代小学及开

创师范教育之始。此期间，县内各地绅士，踊跃集资，陆续设立19所高等或两等(有高等初等)

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在县考棚成立蚕业学校，是年全县兴办学堂21所。次年，由清

朝改为民国，新旧交替。停办了18所学堂。

民国时期，改造私塾。推行国民教育。创办中学，确立中小学教育体制，县内教育缓慢地发

展。
。

民国初年，县蚕业学校改办为农业中学，学堂改称学校，采用新编教科书。民国2年(1913

年)，在县考棚创办陆川县立中学堂。民国4年(1915年)，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令>。县内开

办国民学校。或将私塾合并改称国民学校。至民国12年(1923年)。全县有小学校158所。后

由于军阀混战，财政紧缺，陆续停办了20余所。民国13年(1924年)创办县立女子小学。民国

16年(1927年)，县立中学始招女生，开男女生同校之先河。民国17年陆中建立第一个团支

部，团支部书记李仁祥。民国19年(1930年)6月。广西省政府以“管教无方”、“赤化”罪名迫害

进步师生．县立中学被迫停办。翌年春，陆川县立中学复办。并建立了陆中党团联合支部。同

年9月，南平区、南兴区分别创办私立南平、南兴初级中学。民国21年(1932年)秋。桂系军阀

白崇禧多次指出：陆川是第二个东兰。下令再次停办县立中学。次年秋县立中学复办。民国

23年(1934年)，广西省政府不准南平、南兴两所私立中学备案成立而停办。当年全县有中心

国民基础学校17所，学生1444人；初级国民基础学校304所，学生9116人，入学率占全县人

口的4．5％，占学龄儿童的34％。民国24年(1935年)，女小并人陆川关厢中心校。民国25

年(1936年)，在县城关厢中心校(今县政府招待所)附设一个幼稚班，招收幼儿26人。同时陆

川贯彻广西省政府修订颁布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按规定。各乡设立l所

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各村设1所国民基础学校，实行“三位一体”制．乡、村长分别兼任中心校、

国民基础学校校长、乡村民团后备队队长。民国29年(1940年)，陆川49个乡，556个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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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都有1所中心校，村村(街)有l所国民基础学校。民国30年(1941年)春，取消“三位一

体”制。恢复小学校长专任制。同年夏，北安有龙乡清秀村钟姓拨祖尝田租，改建一所钟姓旧宗

祠为校舍。开办清秀私立初级中学。其间南兴区各姓拨祖尝田租亦复办私立南兴初级中学。

同年秋，陆川县立初级中学改为完中，并改名为“陆川县立中学”。民国31年(1942年)秋，南

平区于乌石街西侧宾兴祠复办私立南平中学。易名“私立合平初级中学。”民国33年(1944

年)，是陆川中小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峰年头，全县20个乡，205个行政村，有县立中心国民学校

20所。私立高等小学25所，国民基础学校406所。在校学生2．07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51％．小学教师967人。初中42个班，高中6个班，师训2班。在此期间。陆川部分青年学生

赴广州、上海高等学校就读。10余人到日本、美国、苏联留学。民国32年(1943年)，全县受过

高等教育698人。民国36年(1947年)，由马坡知名人士捐资，创办私立北安初级中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军费开支颇大，中小学生学费加重，学生入学人数

日减。1949年，全县在校学生24347人，学龄儿童入学率47％；中学在校学生28班1870人。

陆川人民素有光荣革命传统，陆川县立中学享有“革命摇篮”之称。早在民国8年(1919

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陆中第四班学生宁培英发动组织“陆川全县学生救国联合会”，

随后他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民国15年(1926年)秋，陆川学生联合会会长

李仁祥发动陆中、一小、三小和亲睦等学校学生代表700多人，到乌石街游行示威，反对增设陆

南税厂。民国18年(1929年)，陆川县立中学创建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民国21年(1932年)

上半年建立了南兴中学党支部。

抗日战争初期，陆中组织宣传队、话剧团，深入县内圩镇、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民国26年

(1937年)8月，陆川12名青年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70多名青年学生弃笔从戎参加广西学

生军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县内部分学校成立读书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学

习社、抗日同盟会等组织，在校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校师生

陆续离校，参加地下工作队、武工队，粤桂边纵队。 ：

1949年11月30日，陆川解放，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县内中小学校。解放初年，贯彻“教育

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废除封建、买办、奴化、法西斯教育，确立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52年学校面向工农。小学适当放宽入学年龄。于

是，小学在校学生由1951年的3．1万人增至4 9850人。尔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县内私立中

小学。对中学的布局作了调整，把清秀初中并入北安初中，把南兴初中并入合平初中，并改称

为第一初级中学、第二初级中学。同时幼稚园改名幼儿园。县成立扫盲委员会。1953年，县

内各个区办扫盲夜校，9个区人民政府均设工农教育辅导员。1954年。各区设扫盲校长，县设

扫盲办公室。是年。县贯彻政务院确定“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

方针，县委、政府派党员干部到各中学任校长，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同时。整顿小学，调整小

学布局，充实班级。整顿教师队伍．健全学校规章制度。’利用假期集中教师学习．提高教师政治

思想觉悟和教学水平。随后，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普希金教学法。

1956年复办良田初中，增设米场初中。当年县有中心小学29所，村街小学375所，在校学生

4934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89．2％，中学5所，在校学生3436人，比民国末年在校中小学生增

加90％。

1957年冬至1958年夏，中小学教师进行整风反右斗争，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全县有

246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出教师队伍。1958年，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陆中附设高中级工农技术班2班。各公社、大队办起农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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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40所。44个班。学生实行半工半读．教师由各社、队自聘。同时各校大办工厂、农场。由于

师生参加劳动过多。上课时间少，教学质量一度下降。 ，

1959年后出现连续3年暂时经济困难。但各中小学仍扩大招生人数，扩充班级。1961年按

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学校规模，对超龄学生动员其离校回乡，减少校办

工厂、农场劳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对在政治运动中被错划“右派”的教师进行甄别。

纠正一些错案、冤案。给一部分被错划为“右派”教师脱帽，恢复工作。

1963年。党中央颁布<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

案)>，在学校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1964年贯彻“两种教育制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县内陆续举办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改变了单一普通教育结构，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

全日制与半日制并举。 ；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继而各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学生组织“红卫兵”、有些

人外出串连。1967年，各中学“红卫兵”、“红小兵”组成“革命造反派”。批斗老师。1968年3

月．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各中小学分别成立“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在县内中小学中开展清

理阶级队伍。一些老师被批斗、吊、打。同年秋．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精神，全县中

学改为“二．二”分段制教育，并取消升学考试制度。1969年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教育，并

在“读小学不出村(自然村)、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口号下，村村办小学、各大队办

初中、各公社办高中，造成严重校舍、经费、师资不足，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与此，幼教、业教、扫

盲教育曾一度中断。1974年后，邓小平视察大寨时，发现学校学生纪律涣散现象，发出“严是

爱，宽是害。不管不教害了后一代”指示。县内教师以高度责任感，努力工作，教学质量有所回

升。

1977年恢复考试招生制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

被迫害教师的冤假错案和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共533人。随后调整了教育结构，

把县高中定为重点高中，面向全县招生，1979年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逐

步裁减大队小学附设初中班，改为联队办片中，将办学条件较差的公社高中改办初中。1986

年，初中由原来154所调整为35所，高中由原来12所调整为5所，有县教师进修学校l所，县

农业高中l所。是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把教育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教学质量和

普及六年义务教育上来。当年全县有幼儿园164所．入园幼儿14073人。小学157所2777

班，适龄入学儿童78743人，入学儿童76785人。入学率97．5％，普及率98．8％，巩固率99％，

毕业率97．6％，“四率”均达部颁标准。此后，全县各校一直坚持做好巩固提高工作。1992年

6月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给陆川颁布(普及初等教育合格证书)。

1993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90年代在保证必要的教

育投入和办学条件的前提下。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

年文盲降到5％以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步伐⋯⋯到2000年。全区基本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县于1993年制定

了“陆川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草案”，制订各乡镇适龄儿童少年接恶初中教育规划。1996年12

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县内“两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进行

了评估验收，验收结果：1996年到1997年初7至12周岁儿童入学率99．84％；初中阶段13到

15周岁毛入学率为112．15％，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98．05％；15周岁人口文盲率为0。1995

年至1996年在校小学生辍学率0．44％，初中生辍学率1．77％；小学、初中完成率分别是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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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7．85％；校长、教师合格率100％，专任教师合格率小学99．43％，初中93．83％。中小

学毕业生合格率分别为99．42％，98．18％；中小学毕业生体育合格率分别为99．03％，

98．52％。各校已形成校风正、教风严、学风浓、纪风好新局面。1996年上半年县教委、县劳动

局、县土地局联合投资1200万元，兴建了陆川成人教育培训中心和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全县

村级农民技术分校156所。

陆川县委、政府对教育事业极为重视。解放以来，教育经费逐年增长，1969年教育经费

120．4万元，1979年321万元，1989年为1227．3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25．9％。1993至

1996年。地方财政拨款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分别为2828．8万元、3289．6万元、3561．5万元、

4744．8万元。

陆川县人民对桑梓教育历来鼎力赞助。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县内各地捐资办

小学堂45所，1988年到1990年。全县捐资千元以上34人，单位、群众集资共2234．6万元。

近几年来。利用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广泛发动单位、群众集资办学，特别鼓励经济能人捐资办

学。3年来。全县经济能人共捐资6000多万元。1996年，县内中小学校舍总面积85．8万平方

米．其中砖混面积70．62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75．73％，各中小学校校有教学楼，部分分校也

有教学楼，全县没有危房校舍。

县内尊师重教早已蔚然成风。解放后．教师被尊称为“人民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历

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都有教师代表参加，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反右斗争和“文

化大革命”中虽有些教师蒙受不白之冤，但1978年，县委和各战线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为教

师平反冤假错案共533人。给他们补发扣减工资8．83万元。1988年，教育局复查纠正教师历

史错案48人。1983年，教育部给满25年以上教龄中小学教师颁发“荣誉证书”。1985年起对

符合农转非条件的教师给予家属户口迁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历年来不断提高教师工

资和各种补贴，从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起，每年教师节，县城和乡镇均举行庆祝活

动，各级派出领导到校慰问。1987年，实行<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评定教师职称并与工

资挂钩。至1996年，全县有中学特级教师2人．高级教师303人，一级教师787人；小学特级

教师3人，小学高级教师2554人，被评为全国先进教师23人，自治区先进教师1lO人，1996

年中小学教师10418人，中共党员1060人。全县小学专任教师共3160人(不含代课教师)，其

中中师毕业及以上2302人，高中毕业470人。取得专业合格证360人．初中专任教师1653人，

其中大专毕业以上986人，取得专业合格证书366人。

纵观陆川教育有可喜的一面．亦存在不足。教育经费虽逐年增加，但所占比例不高。教师

生活水平与其他行业相比偏低，队伍不够稳定。

富有信心和勇气的陆川人民，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乐育英才，使陆川

教育事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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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

陆川县学宫，建于县城东南一里。

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

知县张子翼于陆城北街(今新州北路50号温泉粮所)倡建学宫。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

知县石崇先偕绅民捐资于县南万丈坡创建三峰书院(今陆川县第一中学内)。

清道光元年(1821年)

知县彭庆昭偕绅民募捐创建考棚(现县政府招待所)。

清同治元年(1862年)

以广西捐输军饷，增加陆川县学额4名。

光绪元年(1875年)

陆川亲睦书院在清湖圩背(现清湖一中)建成。

光绪二十年(1894年)

陆阳书院在北流平政圩底落成。(由原籍陆川人刘斌良、陈经祥提倡创办，入学读书的也

是陆川迁居北流的人之子弟)。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三峰书院改办中西学堂，初班招生60人。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正月在县宾兴馆(现县档案馆西侧)成立陆川县学务公所，设所长I员。管理县内学务。同

年三峰书院右侧创办陆川县立高等小学堂。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奉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将县学务公所称县劝学所。由提学司委总董兼县视导。

清宣统二年(1910年)

在县考棚设蚕业学校(今县政府招待所)。同年陆川县教育会成立(1916年冬停办)。

中华民国(1912—1949年) j

·

民国元年(1912年)

陆川县蚕业学校更名陆川县官立农业学校(1914年停办)。

2年(1913年)

春，废考棚，在考棚成立陆川县县立中学堂，学制4年，并开始招生。

4年(1915年)

陆川县立中学堂。更名为陆川县立中学。

5年(1916年)

陆川三峰书院改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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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坡、乌石、良田分别成立第二、第三、第四高等小学。

8年(1919年)

陆川县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县立中学学生宁培瑛当选为会长。他带动全县中小学学生

游行示威，并发出<代电>、<宣言>。声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10年(1921年)

陆川县教育会于九月恢复。会长吕瑞范，副会长黎祖莹。

14年(1925年)

秋，陆川县女子小学成立。校址设在黎孝祖祠(今县政府办公大楼处)。1936年停办，与

关厢小学合并。 e

15年(1926年)

秋，县内中小学代表700人，在学生联合会长李仁祥的领导下，发起了反对李楚凡、吕丝

如、黎德明在乌石增设“陆南税厂”的斗争风潮。

17年(1928年)

夏，陆川县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陆中团支部成立。支书李仁祥，团员

罗英寿、罗梓元、罗奉琛。

18年(1929年)

秋，在上海政治大学读书的庞永光(庞耀辉)回到陆中任校长，庞聘任共产党员唐任、张济

福、胡学林、李一尘等到校任教。

同年。陆川中学体育教师吕天龙。训练的一支篮球队，主力队员李钧章、蓝家珍、李祖良、陈

茂三、罗烈光、宁家、吕祖冠等人，到玉林、梧州、广州等地比赛都取胜，还赛胜了岭南大学和广

东体专。

冬。庞永光为陆中校长，在陆中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一中共陆川中学支部。
19年(1930年)

夏，广西省政府以“管教无方”撤了陆川县教育局长吕瀚璇。陆中校长庞永光的职，并以“赤

化”为借口，下令陆中停办。

20年(1931年)

春，陆川县立中学复办，李祖坤任校长。

春，私立南平初级中学在乌石宾兴馆成立。

春，亲睦小学中共党、团支部成立，支书李钧彰。

春，私立南兴初级中学在亲睦书院成立。．
广 21年(1932年)

’

夏。在育元小学建立中共南兴区委。书记陈岸。

上半年，南兴中学建立中共党支部，支书李业勋。

冬，育元小学成立中共陆川县委员会。书记陈岸。

冬，广西省府第二次下令停办陆川中学。

22年(1933年) ．

秋，经过陆川党组织和各界人士的斗争，广西省府又派黄继伯任校长．复办陆川中学，学校

统一招生。党组织又派黄挺机、林继茂考试入学为学生骨干。 ·

同年，陆川绅士倡修学宫。

23年(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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