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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县文教局长 吴成文

资中历史悠久，文教昌明，才人辈出，县人，东周大夫苌弘，唐代著作郎李鼎柞，宋，．

清状元赵逵和骆成骧均为名儒大家。清代，县有书院10所，乡学和私塾遍布城乡，文风甲

川南，邻县青年多负笈来资中求学。民国31年(1942年)，四川省教育厅确定资中县为国民

教育示范区，县的教育事业发展达到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县

教育事业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其问几经波折，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哆的

十年浩劫，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失。“文革"结束后，县教育事业逐步恢复生机，

持续稳步地向前发展。到1985年，不仅全县实现脱盲，达到普及教育标准，而且拥有各级各

类学校840所，肩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纵观我县教育事业的轨迹，其中有成功的经验和失

误的教移ffo今天，我们欣逢盛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保存县教育事业的遗产，借

鉴前人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规律，鉴古知今，达到存史，资政、教育的目的，

我们编写了《资中县教育志》。

编写《资中县教育志》是一项崭新的浩繁工程，难度大、困难多，几易其稿。值此志书

付梓之时，我们向为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写组全体同志，向关心支持本志的各级领导，

省，市教育部门修志办、县志办和向本志提供资料、给予帮助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谨以此书敬献给战斗在全县教育战线上的辛勤园丁们!

一九八八年六月



氏 例

一，本志为《资中县教育志》。

二、本志上限自1911年，下迄1985年。少数章、节可上溯，但不下延。

三、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坚持新观点、新材料、新方

法，注重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充分运用史料，反映县教育事业七十多年的历史和现

状，突出特点。

四、本志体例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文。

六，数字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为准。

七、本志尽量采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使用特殊规定：在一节中首次出现用“民国，，年

号并加注公元纪年，尔后不再用“民国"二字，也不加注公元纪年。例，第一次使用民国纪

年， “民国23年(1934年)"，第二次出现则表达为“23年"。

八，本志人物均直书其名，地名以县地名普查后的地名为准，使用古地名时，加注今

名，机关，学校及其它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尔后用简称不加注。

九，本志资料向省、市，县档案馆、文教局及社会有关知情人士收集、经过考证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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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04。277至105。077，北纬29。14 7至

15．9万，其中农业人口100万，汉族

占99．98％以上。成渝铁路，公路横穿境内，水陆交通便利，矿藏丰富，农业开发较早，工业

发达，形成以农业和工业、乡镇企业紧密结合的大县。

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素有“文化县"之称。秦时县属蜀郡，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

元前135年)始建资中县。县2100多年的历史上，历为隋、唐、五代，宋，元末，清、民国

各时期的州，郡专署治地达900余年，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县人东周大夫苌弘精通天文，

地理，音乐，孔子曾师苌弘，唐代著作郎哲学家李鼎祚著有《周易集解》刊行于世J宋代状

元赵逵、博物学家李石、史学家郭元蹈均有著作行世，元代理学家黄泽一生著述颇丰，清末

状元骆成骧终身热心教育事业，前后创办北京大学，主持成都尊经书院，任山西提学使，积

极发展教育，并著有《清漪楼诗存》。在近代当代科技、文化、教育领域里，县人林如稷、

郑拾风，康式昭，傅天琳等终身于文学殿堂的大家行列，县籍在外工作的教授，研究员以上

高级知识分子达400多人。这都得于县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
。 一一

清代县文教倡明，州学林立，邻近各县学生多来县求学，曾“文风甲川南"。培养士子

的州学书院有3所，私家书院2所，乡学(义学、社学)最多时33处，私塾遍布城乡各地。

“珠江书院"(后改为资州中学堂)已创办100多年。学院中讲学的多才子名儒，为远近学子

推崇。这虽以儒学教育为主，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为科举制度造就人才，选拔人才，但也把我

县的教育事业在封建社会阶段推到鼎盛时期，同时也为我县学校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我县

后来的学堂、学校就是在书院的基础上改建的。开初是一些贡生、举人等学子担任新式学校的

教师。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学堂不断发展。早在光绪一十八年(1892年)，

美国人满里(音译)夫妇就在重龙山魁星阁创办华美小学。六年后，美国基督教会在后西街

创办华美女子小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县高楼乡出现县人所办的高楼蒙养学堂。废科举

后，县内已有官立中，小学堂。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全县有66所学堂，学生2856人。

中华民同时期，县教育事业逐步发展。从1912年到1938年期间，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抗

日战争时期，县学校教育推到又一个高潮。随后渐趋下降。民国初年，先后建立县立女子

小学等3所女子小学校，县立女子中学校，在清末停办的师范学堂旧址上建立资州联立师范

学校。民国8年(1918年)始建职业学校，先后共建4所。这期间小学发展较快。到1929

年，全县已有高级小学26所，初级小学126所。1935年，川政统一，全县高，初级小学共179

所。1940年四川实行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县内每乡(镇)设立一所中心国民学校

(完全小学)，每保设立一所国民学校(初级小学)。全县有中心国民学校47所，国民学校

290所，学生36249人，教师893人。同年，县人痛心国难，切望办学育才，3所私立中学校相

继建立，即建于县城北门外的资中县立初级中学校，蔡家场建立私立龙江初级中学校，(后

来招女生，增设高中班)，骝马场建立私立资北初级中学校。次年，又建立私立琴山初级中

学校、私立天叙初级中学校、私立陇西初级中学校、资中四维初级中学校。1942年，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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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确定资中县为“四川省国民教育示范区"，按其标准发展学校教育，各级各类学校

又有增加。到1945年有45所中心国民学校，lO所中心国民学校分校，私立小学9所，共64

所，国民学校429所，私立初级小学1·2所，全县达到一保一校，共有公私立小学生50437人。

当年，县又有私立峤海中学校、私立华菁初级中学校：私立岭南女子中学校相继建立。全县

私立中学达10所。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崩溃，全国内战爆发，经济萧

条，县教育事业也受其影响，渐渐下降。到1949年县解放为止，县有幼稚园14所，入园儿

童574人，教养员19人；公私立小学441所，学生28535人I中学13所，学生5318人。职业学

校．师范学校各一所。其问，国民党政府始以“党化教育"，继以‘‘三民主义教育"作为宗

旨，把学校作为其培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信徒的工具，用国民党训练党团分子的方法

训练学生，向他们灌输法西斯毒素。随着社会矛盾、政治斗争的发展，中共资中地下党组织

利用学校这个阵地，在学校教师中发展党员，教师党员在地下党组织中占主要成份，并且领

导群众、组织学生进行无数次政治斗争。县内各级学校教师在条件艰苦、待遇菲薄的情况

下，一面尽心尽责教书育人，探求教学方法，另一面也数次开展反饥饿斗争，为争取自己的

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抗争。 ．．

1949年】2月8日，资中获得解放，县教育事业开始揭开崭新的一页。县人民政府接收和

改造县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并将原来实行聘用制的教师纳入国家编制，由政府统一分

配，并逐步增加师资，增大教育经费投入，增添器材、设备，使县教育事业持续稳步发展。

五十年代初期，县有幼儿园10所，入园幼J[,660人，幼教人员21人，各级小学516所，其中区

中心学校14所，完全小学52所，初级小学377所，民办73所，小学生782’72人；中学12所，学生

3212人。1957年，县内各学校贯彻毛泽东制定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

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以此为教

育宗旨和目标。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全县中学骤增到153所，学生20387人≯

小学校增加到1163所(其中民办小学增加到747所)，在校生达126290人。由于勤工俭学和

过多的生产劳动，导致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到1962年以后，通过逐

步调整，得以恢复正常。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学校首当其冲，各学校开

展红卫兵运动，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大串连，学校工作被完全搞乱。次年，毛泽东又提出“教

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学校产生极大影响。1968年，学校开

始“复课闹革命”，中断两年后方始招收初中新生，高中直到1972年才开始招收新生。学校

刚刚恢复，还没有进入正常秩序，1973年， “四人帮"又炮制“朝阳农学院经验”、“马振

扶事件”和“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学校的各项工作再次受到干扰，学生中“读书无用论"

的思想又滋长。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县教育事业才从“波谷”中走出来。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及一系列措施，教育工作又逐步发展，推向新的高潮。当年，全县有各类小

学830所，其中公办224所，民办606所，在校生171834人，中学26所，在校生63126人。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经济建设情况的好转，县教育工作迅速发展，教学设

备、条件、质量都不断提高。1981年6月，中共中央把教育宗旨规定为“坚持把德，智、体

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

针”，使教育工作进一步明确方向，使教育事业得到全面发展。1985年，全县有幼儿园555

所，入园幼儿13733人，全县98％的幼儿受到学前教育I有小学806所，其中村民小688所，

入学人员达17558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7％，达到基本普及初等教育标准，有中学27

所，高初中学生45732人；职业学校5所和师范学校1所。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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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全面发展，在抓智育的同时，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一系列的正面教育，帮助学生

树立革命人生观，涌现出大批优秀学生，同时注重学生的身体锻炼，在省、市多次学生运动

会上取得优秀成绩。同时，把教育和实践相结合，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即对学生进行热爱劳

动的教育，把书本知识同生产实践相结合，又增加办学经费。通过全县从事教育工作的辛勤

劳动者不断探索和改革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条件，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为国家输送大专院校

新生3802人，学生张大信和任放先后获得全省高考文科“状元”I资中二中被列为省、市、

县重点中学。不少教育工作者被评为全国，省，市优秀教师和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综观我县教育事业的轨迹，呈现出波浪似的发展，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

彭fJ，为今后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坚实的基础，我县教育事业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一九八五年资中县学校分布图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知州戴三锡建立“{JfI导署”于大东街。

清道光三年(1823年)，知州靳章绅建立“考棚”在“学正署”附近。

清道光九年(1829年)，知州张海澜首倡集资将文庙迁建于北门外洗墨池(即今文庙)：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知州舒冀于北关外状元祠建立“栖云书院”，于西关外建立

“凤鸣书院”。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美国人满里夫妇在重龙山魁星阁创办华美女子小学校。

光绪二十四(1898年)，美国教会在后西街创办女子小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高楼乡上街创办高楼蒙养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改“儒学署，，为“学务局”，推广新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资州．于成都东大街创立“旅省资属中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州宋联奎改“珠江书院”为。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70年)，知州宋联奎改“珠江书院”和“训导署”为“资州中学堂”(今资

中一中学校)；同时将大东街文棚西文场改建为“资州初级师范学堂”。 。

民国2年(1913年)，改劝学所为资中教育行政公署。资州中学堂改“资中县立中学校”。

民国8年(1919年)，创办资中县立初级职业学校和私立进德女子中学校。 ．，

民国9年(1920年)，资中私立盘石中学成立。

民国14年(1925年)改劝学所为教育局。

民国15年(1926年)，在大东街创办。资中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校”。

同年，资中县立中学校改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校”。

同年，资中县初级农职校改为资中职业学校。

同年，资中县私立华美中学校成立。

同年，实行新学制，小学六年毕业(即“四、二制)。

民国16年(1927年)，省六中师生捣毁学校附近城隍庙神像扩为校舍。

同年秋，中共四川省委派省团委书记刘成辉来县罗泉井建立党组织，在小学教师中吸收

党员。

民国17年(1928年)12yJ刘成辉在罗泉小学召开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中共资中特别支部。

同年，县女中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

民同18年C1929年)，资中私立岭南中学校成立。

民国21年(1932年)，资中县教育会成立。

民国22年(1933年)，资中县立初级女子中学校增设高中部，学校更名为“资中县立女子

中学校”。

同年，资中职业学校改名为“资中县立初级普通农作科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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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4年(1935年)，资

同年实行专署、县合署办

县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

同年，县女中招收简易师

校舍。

同年，省六中更名为四川

民国25年(1936年)，将

民国26年(1937年)4月

学生，历时20余天。

同年，资中县政府制订整

民国27年(1938年)，资

克扣学生伙食。

同年，专署与县府划分，

同年春，资中农职校更名

同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发展党员。

民国28年(1939年)资中

同年，资中地下党组织遭

同年，江西九江私立儒励

同年，因避日机空袭，二

寺，文江渡。

民国29年(1940年)11月

高待遇与省立中学同等。

同年，资中县立中学校、私立龙江初级中学校和私立资北初级中学校先后创办。

同年，四川省第二区联立简易师范学校，改名为四川省立资中师范学校。

民国30年(1941年)，私立四维初级中学校、私立琴山初级中学校、私立天叙中学校、

私立陇西初级中学校先后成立。

民国31年(1942年)，四川省教育厅决定资中县为“国民教育示范区’’。

同年，将附设于县女中的幼稚园，迁大东街民教馆，改名为资中县立幼稚园。

同年，资中县国民教育巡回辅导团成立。

民国32年(1943年)，省立资中中学因学校当局有贪污行为发生学潮，校长和军事教官

被迫离校。

同年11Y]2 7日，县各机关法团学校一万余人欢送县各公、私立中学学生44人参加远

征军。

民国33年(1944年)下期，省立资中中学学生倪烈光、熊应武、宋万志等被政府当局逮

捕，关押于成都行辕监狱。

民国34年(1945年)私立华菁中学校、私立峤海中学校成立。

同年5月，四川省政府赠给省立资中中学国文教师邓佛向奖匾一块。

同年私立岭南女子中学校成立。

民国35年(1946年)底，私立岭南女子中学校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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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36年(1947年)秋，资中师范学生发现学校当局贪污学生伙食费，群起轰走校长。

同年，县各中，小学奉令停止举行纪念周活动，改为每周举行周会一次。

民国37年(1948年)，全县小学教师于10月12日至11月18日，举行反饥饿的罢课斗争。

1949年12月8日，资中县获得解放。
7

同年，12月资中县人民政府设教育科。 一．‘

2月，人民政府接办县女中和县立中学两校。

5月，在城区开办工人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教育科负责业务辅导。

8月，改教师聘任制为人民政府统一分配，纳入国家编制。

8月，县男中和县女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

年底在广大农村中开展冬学学习活动。
一

1951年2月，省立资中师范由球溪河迁至城关北外武庙。

3月，资中县男中和县女中合并，改名为“资中县立中学校”。

4月，在资中县立中学校首批建立少年儿童先锋队。

9月，县人民政府先后接收了各私立中，小学校。

10月，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县中校有188名学生报名参军，由学校选送43人，军干校录

取27名。

1952年2月，根据教育部“废止对学生施行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指示精神，我县作出了

相应的规定。 c．：一．

8月，执行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暂行规程草案》。‘。 。：． ·．‘

7月，全县中、小学教师实行统一的以“工资分’’为单位的工资标准。‘j。‘一．．

7—8月，全县绝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分别集中于泸县、内江，参加思想改造学习。

资中县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 ．

全县、中小学开始逐步废除“百分制记分法’’，试行苏联“五级分制记分法”。

11月，县一中、二中，推行苏联的“劳动与保卫祖国的体育锻炼标准制度”(简称“劳

卫制”)。

1953年12月，私立天叙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球溪中学校”。

县部分冬学改为常年民校教师，属义务性质。

2月，内江专区召开第一次小学教师代表会，县有85名代表出席。

3月，中，小学教职工实行公费医疗，自本年元月起执行。

8月，县97名小学教师代表出席内江专区第二次小学教师代表会。

’川南资中中学校改名为“四川资中县第一中学校”。

资中县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二中学校”。

资中县球溪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三中学校，，。

资中县私立岭南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四中学校，，。

资中县私立进德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五中学校"。

资中县私立全心初级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一初级中学校”。

资中县私立琴山初级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二初级中学校，，。

资中县私立四民初级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三初级中学校，，。

资中县私立资北初级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四初级中学校”。

资中县私立新华初级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五初级中学校"。

罩



资中县私立龙江初级中学校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六初级中

资中县县级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成立。

1954年2月，内江专区召开小学教师代表会，我县代表215人参加。

8月，县人民政府确定水南中心小学校，城区中心小学校、资中师范附属小学校为县重

点小学。

7月，资中四中校高中部合并到资中一中校，资中五中校高中部合并于资中二中校。四

中校舍拨给县委办党校，五中校舍拔给省干部疗养医院使用。

9月，资中第二初级中学校由太平场迁至银山镇。

10月，县委在教育系统首批发展党员。

确定资中二中为县和专区重点中学。

12月，县各中学选派代表参加四川省首届教师代表会。

1955年3月，改工资分为货币工资制，并调整中等学校教职工工资。

5月，评选26名优秀教师，县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县文教科要求中，小学领导和教师，在社会上和学校里继续深入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劳

动教育的宣传。

12月，根据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开展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精

神，我县要求师范校的师生要带头学好和推广普通话。

1956年7月，县部分学校建立了生物实验园地，气象站。

7—8月，县中学教师集中在内江参加肃反运动和审干的学习。

资中县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成立。

寒假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在县城开展肃反运动的学习。

10月，中共资中二中支部成立。

1957年5月，中共二中支部首次在高中毕业班学生中发展了三名党员。

县文教科改为文教局。

7—8月，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在内江参加整风反右学习。

寒假中，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在城关参加整风反右学习。

1958年2月，发出支持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的通知。全县各

中，小学开办工厂、农场、饲养，手工等活动。

7月，成立“资中县文化革命指挥部”，区成立文化革命指挥所，乡成立文化革命指挥

站。全县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

9月，中、小学教职工和高小以上学生，投入大炼钢铁和大战“四秋”运动。

资中县初级业余进修学校成立，不久即停办。

各中学响应“全民武装，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实行军事化，进行军事训练。

各中、小学教师开展“交心运动”，制订“红专规划"。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办教育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发展

民办教育，并挑选一批中师毕业生参加民办教育工作。

同年下学期取消“五级分制记分法’’， “恢复百分记分法"。

1959年1月，资中县第二初级中学校，更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六中学校”。

调整中、小学教职工工资偏低人员的工资。

10月，资中一中教导主任刘思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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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月，部分中学校更换校名：

资中三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球溪中学校”。 ．

资中四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金带场中学校”。

资中五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第三中学校”。

资中六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银山中学校"。

资中初一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罗泉镇初级中学校”。

资中初三中改名为“四JiI省资中县甘露初级中学校"。

资中初四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骝马初级中学校，，。

资中初五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铁佛初级中学校"。

资中初六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蔡家场初级中学校”。

资中初七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大井坝初级中学校"。 ，

资中初八中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太平场初级中学校’’。

资中县发轮乡初中班更名为“四川省资中县发轮初级中学校"。
7

资中县马鞍乡初中班更名为“四川省资中县自林桥初级中学校"。

12月，在中、小学教职工中开展“反右倾"运动。

在“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各校提出“赶福建、超成都，，的口号，形成1960年上期各

中学“保高三”、‘‘包高三"的突击运动。
。

文教局在罗泉中学召开节煤现场会，《四川日报》作了报道。

1960年2月，资中县人民委员会召开优秀教师代表大会。

各中，小学广泛开展“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黟活动。

同年夏，二中教师陈国柱，走马农中邓文虎出席全国群英会。

7—8月，在资中一中、太平初级中学教职工中开展“三反运动’’(试点)。

8月至1961年8月，全县公办中、小学校压缩家住农村的超龄生18582人，回家生产。

同时撤销三中，金带初中、发轮初中，公民初中、马鞍初中、白林初中I停办甘露初

中，罗泉初中、太平初中、龙江初中、骝马初中。农中除保留重龙和走马农中外，其余全部

撤销。多余教师，小学以区为单位集中在生产队劳动；中学以县为单位，集中在县农场劳动，

一年后在甘露巾学集中进修。

各区办福利小学，解决孤儿的学习和生活。

8月，二中高中应届生参加高考获专区总分第一名，作文考试第一名。该校应届生张大

信作文(语文)成绩获100分，为四川省第一名。

1961年9月，文教局在球溪中学校召开生产生活会议，有七所中学的领导和总务主任

参加。 ·

11月，文教局制订《关于对小学以教学为主，建立正常教学秩序的意见》。学校实行教

材固定，课程固定，班主任固定，会议时间固定。

11月，召开函授教育工作汇报会，参加函援学员733人。

撤销文教局，成立资中县文教科。

县人民政府对1959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干部、教师共34

人，进行了甄别，恢复荣誉。

1963年8月，全县中，小学普遍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活动。

7月，中、小学教职工调整工资，升级面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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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改文教科为文教局。 -．

7月，为贯彻毛主席减轻学生负担过重的指示，各中，小学从学习时间，活动

业考试等方面进行一定的控制。
‘

资中县中学生田径队参加内江专区中学生“三好杯”田径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下期，城区各小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

’， ，，‘

对1960年不应压缩的大，中专毕业生，收回安排了工作。

资中县城区中心学校改为资中县实验小学校。

1966年5月，以资中二中为点，后又在太平、龙江、双龙，水南，归德、银山等六个区

的中，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7月，资中一中、师范，罗泉，球溪、铁佛、公民等中学和进修校的教职员以及少数学生

集中在内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学习(即“七月集训”)“火烧”干部，教师两个100％。

。9月，全县中、小学纷纷停课闹革命，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10月，资中县组成师生937人赴京代表团，接受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检阅。回县后，红卫

兵运动风起云涌，各中学学生开始到处搞大串连活动。

1967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权》发表后，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先后被“造反派’’夺了权，同时出现了打，砸，抢的

行动，学校处于瘫痪状态。

2月，四川出现“二月镇反"。资中一些中、小学教职工被捕。至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

“十条”下达后，始释放。

7月，资中县文教局革命领导小组接管文教局全部工作。 ．j

1968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县中、小学陆续复课。

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简称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各

中，小学。在工宣队、贫管会的领导下，中、小学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j7月，全县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职员集中学习，贯彻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12．25”批示。

11月，县革委批准恢复发轮初级中学校。

1971年，资中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工组，政工组设学校组，管理全县学校和教学

业务工作。

同年，大、中专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县高、初中招生也采取推荐的办

法，直至1976年止。

7至8月，在中、小学中开展整党运动，中学集中在县，小学分区进行。

中央拨80万元专款给我县作扶持民校用。

1972年9月，中、小学普遍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0月，改学校组为教育局。

对中，小学教职员工的低工资进行了调整。

内江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资中县中学生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1973年6月，文教局召开班主任专业会议。

8月，内江地区中学田径运动会，资中中学生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大、中专招生，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考试。

1i．,eJ，城镇初中二年制改为三年制。

1974年1月，“马振扶事件"公布后，我县太平区荣胜乡小学也出现类似情况，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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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视为“管，卡，压”。

8月，召开县文教战线先进代表会，出席代表832人。

8月，四川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我县举行，同时确定我县为内江地区和四川省两级的

田径运动基地。

资中文教局改名为四川省资中县文教局。

共青团资中县委员会号召全县中、小学生向英勇抢救两名触电儿童而光荣牺牲的公民区

麒麟公社小学生王菊英学习。

1975年3月至4月初，召开县文教战线先代会。先进集体496个，先进代表336人。

各中学学习朝阳农学院只办一个专业的“经验"(即办工厂、农场)，对学校影响很

大，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内江地区举办少年儿童田径运动会，资中县少年田径队获第一名。

1976年7月，中共资中县委建立县委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领导

小组，同时派工宣队进驻城区各中、小学。

10月，在太平区召开农村政治夜校文化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

1977年6月，中央资中县委召开政治夜校工作会议，以龙江区为现场。

7月，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废除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制度。

9月，对教龄长、工资低、表现好的中，小学教师调升一级工资。

10月，在中，小学中学习和贯彻“抓纲治国"，“抓纲治校’’的方针，掀起了教育战线

上的拨乱反正和大办教育的热潮。
。

对152名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进行复查改正，落实政策。 ．

11月，进驻各中，小学的“工宣队”、“贫宣队"全部撤离学校。

我县中学生田径队获内江地区田径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

评选出先进集体304个，先进工作者代表752人，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1978年1月，我县确定资中二中，重龙镇东路小学为第一批办好的重点中，小学。

6月，文教局表彰红小兵先进集体、优秀红小兵和优秀辅导员。

8月，撤销各中，小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组长等名称，恢复校长职称。

撤销中、小学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同时恢复少先队组织。

对全县民师进行整顿，对合格民师发聘用证或代课证。

1979年1月，召开工农教育先代会，奖励先进集体16个，先进个人150名。

4月，我县选出工农教育先进代表7人出席地区工农教育先代会。

6月，中共资中县委、县政府表彰优秀少先队先进集体、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少先队辅

导员。

8月，资中水南初级中学校正式批准成立。

我县公办中、小学普遍实行班主任津贴。

1980年1月，文教局召开“三好学生"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

3月，我县中学“三好学生乃代表20人，出席地区召开的中学生“三好学生力代表会。

9月，文教局正式成立勤工俭学领导小组。

lo月，县工农教育委员会对全县业余高小、初中和各种专业技术班进行检查评比。

11月，文教局召开中学教导主任会议，制定了中，小学教导主任工作职责。

内扛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资中县少年甲组获第一名I少年乙组获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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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二中学生徐大勇被输送到国家棒球队。

资中县进修学校高师本科函授站被评为先进函授站。

1981年1月，文教局对全县中，小学校进行检查评比。

6月，资中一中体育教师曹根源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7月，在特大洪灾中，县教育战线经济损失达500万元。

10月，给中、小学教职工调整工资，采取先补后靠再升级的办法。

11月文教局举办中、小学自制教具作品展览。

12月，文教局在新桥区兴隆街小学召开教学改革现场会，推广蒋德明的教改经验。

内江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资中少年甲组获第一名，少年乙组获第二名。

资中二中体育教师李运龙被评为四川省模范体育教师。

文教局电教站被评为内江地区先进单位。

资中县召开中、小学电化教学先代会。

1982年2月，县文教局被评为“文明礼貌月”先进集体。

4月，文教局表彰，奖励“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

、5月，我县中学“三好学生"98人，优秀学生干部42人，出席内江地区中学、中专“三

好学生"代表会，受到表彰和奖励。

8月，马鞍乡小学少先队辅导员殷茂芸被评为全省、全国优秀辅导员。

．10月，召开教师进修提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

改小学五年制为六年制，并在茅店子小学和东路小学为试点学校。

10月，县人民政府为了维护学校教学的正常秩序，作出六条规定，布告于众。

中共内江地委、中共资中县委号召中、小学生向发轮初级中学学生、少先队员徐海云英

勇抢救车祸儿童的先进事迹学习。

内江地区行署领导在新隆街小学召开教学改革现场会，号召全区各类学校学习，推广蒋

德明老师的教学方法。

同年，根据全县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看，12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有24万多人。

文教局召开巾、小学勤工俭学先代会，县委和县政府表彰和奖励先进集体27个，先进工

作者35名。

1983年1月，文教局成立(<资中县文教局志》编写组，开展局志编写工作。

2月，中共资中县委召开县．、区，乡三干会，传达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开展“集

资办学’’。 、

2月，资中县教育学会成立。

资中县茅店子初级中学校和资中县骝马初级中学校成立。金带“五七学校"更名为“资

中县鱼溪农业中学校"。

3月，县工农教育委员会，文教局，对全县社办农技校进行检查。

8月，二中校应届毕业生李丹高考外语成绩得i00分，为全省第一名。

9月，自贡市，荣县副市，县长，人大常委副主任，政协副主席，文教局局长和中学

校领导30余人来我县交流工作经验，并去二中校参观。

太平中学高79级毕业生吴盛菊回到农村大搞科学实验，取得很大成绩。她先后被评为县、

市、省先进工作者，出席县、市、省的先代会，并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2月，文教局对全县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进行评比，表彰和奖励优秀班主任47名。

8



陈智鉴，东路小学教师孙乾熙被评为四川省模范班主任。孙乾熙又评为全国

的内江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我县中学生代表队分别获甲、乙两组团体

1984年1月，

部部长。

。

●

县进修学校教师葛碧君任副县长，龙江中学党支部书记苟荣贵任县委组织

2月，举行小学教师教材统一考试，及格率为98．63％。

双龙中学更名为“资中双龙农业技术中学校"，发轮中学更名为“资中发轮农业技术中

学校"，鱼溪农业中学校更名为“资中县鱼溪农业技术学校”。

3月，文教局1983--1984年度的文书，信访、档案三项工作被评为县先进单位。

4月，内江地区集资办学办公室召开经验交流会，并在金紫乡、黄家乡参观。

中共资中县委批准文教局成立党委会。

5月，评选和表彰“三好学生"418人，优秀学生干部58人，文明班44个。

我县“三好学生’’96人，优秀学生干部39人，文明班10个，受到内江地区教育局和共青

团内江地委的表彰。

6月，文教局集资办学被评为四川I省集资办学先进单位，受到表彰和奖励。

全县中、小学评选优秀教师131人，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7月，资中籍女科学家李华梅向县级机关，中，小教师作关于南极考察的报告。

8月，我县高考录取368人，占上体检线400人的92％。高考工作中的“文考"、 “政

审"，被评为内江地区先进单位。

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作出“授予奋不顾身救护学生的球溪小学教师杨碧君以模范班主任"

的光荣称号的决定。

8月，原一中学生，旅台人士林X X决定在一中校设立“朱昭英’’奖学金。

资中二中和东路小学的体育，卫生工作，经地区检查验收，均评为优秀，受到表彰和奖

励。省教育厅、卫生厅颁发给荣誉证书。

10月，发给本县退休教职11064人生活补贴，金额9311．13元。

11月，县文教局举行初中教师教材统一考试，及格率为90．9％。

12月，文教局在银山区搞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我县被评为内江地区1984年小学，初中教师教材考试的先进单位。

文教局计财股统计报表工作被评为内江地区先进单位。

县中师语文广播教学，被评为四川省先进单位。

县川剧团参加省调演节目《杀端方》获演出奖、音乐奖、字幕奖。

文教局校办企业公司，集资办学工作和成人教育工作，被评为内江地区先进单位。

集资办学开展以来，共集资347．1万元，比计划集资数超出15．7％。

文教局校办企业公司总产值达144．3)／元，比1983年增长20．3％。

文教局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办理中、小学教师106人的家属352人的“农转非，，手续。

1985年1日，内江地区集资办学检查验收组来我县抽样检查，并评选出银山、太平、鱼

溪，球溪等四个区为先进区，出席内江地区集资办学先代会。

中共资中县委和县政府召开老教师代表座谈会。

2月，我县获内江市陈毅杯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总分第一名，并获精神文明队称号。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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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农教育委员会与农民广播学校联合召开表彰大会。

3月，四川省物理学会、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对在第一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的资中二中学生蒋大斌和二中物理教研组给以奖励和表彰。蒋大斌免试升入四川大

学物理系学习。

县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全县农民教育工作》的文件，要求各区、乡遵照执行。

我县教育行政部门实行“一级定一级，一级奖一级”联系奖惩的岗位责任制。

内江市“妇联授予我县扬碧君等30名教师为“内江市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4月，文教局党委开始全面整党工作，于当年lo月底结束。

6月，我县参加内江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文教局表彰中，小学“三好学生"436人，优秀学生干部66人，文明班48个。同时，内

江地区表彰我县“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41人。

县文教局建筑工程队改名为“资中县文教建筑工程公司"，实行独立核算。

7月，内江市政府办公厅奖给县文教局集资办学人民币2万元。

县参加高考学生被录取302人，占上体检线人数的88．6％。二中文科生任放总分585分，

为全省文科第一名。

8月，我县中学生参加省田径运动会，获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6枚。

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厂矿、企业单位交纳办学经费》的规定和通知。

9月，对全县中、小学教职工进行工资理顺工作。

在庆祝第一届教师节会上，县委、县政府表彰我县优秀中，小学教师369人，尊师重教

先进集体21个，受内江市委、市政府表彰的我县优秀中、小教师67人，尊师重教先进集体8

个，受四川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我县中、小学教师4人，给予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尊师重

教先进单位1个。

省政府对我县教龄30年以上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县文教局向全县教职工赠送园丁纪念

章。

9月，内江市政府工农教育委员会检查金紫、石庙、黄家场等三所农技校。对石庙乡农

技校发奖金1000元。

10月，我县参加川南片区协作赛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获金牌4枚，银牌1牧。四人共破

县纪录10项13次。

10月，县举行三干教育工作会议，落实教育体制改革。

文教局检查验收普及初等教育工作。

11月，省、市、县三级联合检查我县普及初等教育情况，全县已达到普及标准的要求，

市教育局发给奖金三万元。

在继续推广蒋德明教学经验的同时，还组织讨论、试验魏书生的教学经验。

县中，小学教改论文获县奖的有55篇，上报内江市的2l篇(其中12篇获二，三、四等奖)。

曹根源、韩勇、周志超、林家秋被评为全国优秀裁判员。

全县中学、小学完小开展勤工俭学的面达100％，全县总产值为202万元。

全县130名高中教师教材学习考试，及格人数为117人，及格率达90％。

进一步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查处理了39个案件，按政策收回安置18人。

文教局全年集资256万元(含地方财政拨款)，用以改建危房、维修、扩建校舍、添置

课桌、木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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