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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兴仁县教育志》的问世，是兴仁县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可

喜可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我县明确了

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突出了教育在兴县富民中的重要作用，科教兴县已形成各

级领导的共识。．

兴仁素重教育，也得益于教育许多。兴仁县教育虽然经历了旧制度下政治腐败，

民不聊生的灾难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但是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全县广大教

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与拼搏，到今天，无论是办学的规模，还是教学的质量、教育工作

者的素质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和提高，办学条件逐年改善，全县实现“普六”教育，

跨入基本无盲县的行列。
。

· 兴仁县地处珠江流域南北盘江分水岭上，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山川秀丽，交通便

利，堪称黔西南的一块宝地。若干年来，兴仁人民在这决土地上艰苦创业，谱写了一曲

曲动人的诗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全县上下同心同德，

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中，兴仁城乡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近两年

来，全县上下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奋力拼搏，各项事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些成绩

的取得，教育界功不可没。在跨世纪的今天，工作的任务依然繁重，经济建设需要许多

。四化’’人才，需要许许多多热爱家乡、懂技术、苦干实干的生力军．一因此，兴仁教育任

重而道远，全社会一定要尊师重教，广大教育工作者一定要爱岗敬业，顽强拼搏，把教

育事业推向前进．

‘兴仁县教育志》历时十余年，终于成书出版。它凝结了编志工作人员的汗水争智

慧，凝结了全县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也包含着所有关注支持教育工作的各位领导

和同志们的深情厚意，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财富。本志以大量真实可靠的史

料，客观地记述了兴仁县教育发展的历程，反映了兴仁教育的经验与教训，为兴仁县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征信的借鉴和可靠的依据；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调查研究，改进

工作，提高专业化知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材料。<兴仁县教育志》的出版问世，必将为

兴仁县教育的发展，为兴仁经济的腾飞提供科学依据，发挥重大作用。

回首往昔，举步维艰，放眼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广大教育工

作者和全县40多万人民的共同奋斗，兴仁县的教育事业前程似锦．

县长曾庆忠

‘1998年12胄

叶



序 二

‘兴仁县教育志》大部史料源于1985年初稿。本志按事物性质分类编纂的要求，

几经周折，易稿纂修，终于成书问世，值得庆贺l这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的结果，是有

关部门积极配合的结果，是所有参与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I：兴仁县教育志》对1985年搜集整理的材料再次考证、增删，内容翔实；按内容性

质分块编纂，材料集’中，富于归纳，便于查阅，方法科学；文字表述简练，语言规范，符

合志书编纂要求；增添了1986年后大量史料，内容广泛、全面。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重要地位更显突出。教育，在兴仁

历被重视，历史悠久。史料表明，清代就有了相当基础，民国时期有一定发展．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教育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被提到战

略发展地位，教育经费逐年增长，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教育质

量逐渐提高，普及了小学六年教育，跨入了基本无盲县行列，职教、幼教、特教和民族一

教育初具规模，大教育网络逐步形成．至1997年底，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到429所

(点)，学生8．25万人，在职公办教职工2542名，民办教师399名，民办代课教师620．

名，兴仁县的教育得到稳步协调发展．今天，兴仁县的教育尽管还面临诸多矛盾和困

难，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自身的不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兴仁县教育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全面地记述了兴仁县

教育不断发展的历史，成书问世，对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

人才，推进兴仁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实为一部好书，值得一读。

编修志书，任务艰巨，工作繁重，谨向编纂此书给予关心支持的领导、积极协作的

部门和单位以及付出艰辛努力的人员特别是执笔编纂的郭礼中同志表示衷心的感

谢!
彳

， ， o

县教育局长杨秀金

1998年4月



序 三

‘兴仁县教育志》是我县有吏以来的第一部教育专志，它记栽了我县从清初至

1985年约300余年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这部专志的写成，对研究我县教育与经济文化

发展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建国后我县教育的发展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争作用，

有着重要的意义。 ．

‘<兴仁县教育志》的编写，遵循了实事求是、注重史德、详近略远、详今略古、古为

今用的原则，尽量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和全国一样走过曲折的道路。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拨乱反正．党中央、国务院把教育列

为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和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重点。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他强调指出：。我们国．

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

的数量和质量。”我县县委、县政府近年来把教育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对普及初

等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师资培训，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等一系列工作都很重视，从‘

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以后到1985年的9年时间，共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了大中专学生 ．

2119人，其中本科生294人，专科生322人，中专生1503人。

我县今后教育工作．主要是认真研究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从本县实际出发，认真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创我县教育工作的新局面，提 ⋯

高全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实现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

努力奋斗．

<兴仁县教育志》的编写，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得到县史志办的指导，全县教

育工作者大力协助，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经过编写组两年的辛勤劳动，

这一专志终于与广大群众见面了．由于领导修志的指导思想的局限性，加之资料残

缺，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错误争遗漏是不可避免的，望各界人士赐教，使这部专志日臻
’

完善．

(此序是为1986年编成的初稿而作)

县教育局长毛凤岐

．1986年5月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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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洞察历史，存真求实，避免政治

化倾向。

二、编纂原则：吸取建县以来档案史料精华，采用新方志体例，突出地方特点，力求思

想性、资料性、知识性统一，寓观点、褒贬于叙事之中。

三、断限：上限至清初，下限至1998年。

四、人物入志原则：生人不立传，对兴仁县教育事业有较突出贡献的优秀人物和地州

级以上模范，先进工作者，分别以简介、简表、名录等方式人志；学校负责人一般录入校长，

其余者因事叙人．

五、数据采用：一般以县教育局年终上报的综合报表为准，录至小数点下两位，四舍五

入．数字用法，按国家“语委”等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六、地名：今地名一般以1982年县人民政府编制的《贵州省兴仁县地名录》为准。

七、度量衡计算单位：使用当时习惯计算单位。
’

八、货币：解放前未注明币制的属法定货币。解放后一般以新制人民币计算。

九、注释：采用括注。本志中的人物排名一般不分先后。解放前、后以兴仁县1949年

12月19日解放为界。

十、志中的“布依”、。苗”、“回”、。彝”、。黎”等是少数民族简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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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兴仁县位于东经104。547—105。347，北纬25。16’m47’。东邻贞丰县，南接安龙县和兴

义市，西界普安县，北连晴隆县，东北与关岭县隔江相望，居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

心．全县总面积1785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占全州总面积的10．6％，居住着

汉、布依、苗、回、彝、仡佬等民族，1998年，全县人口约42万人．
’

兴仁县境地形呈狭长状，西南至东北方向长78公里，西北至东南方向宽约40公里，

西南高，东北低，中缓边峻，处于珠江流域的南北盘江分水岭上，是云南高原向广西丘陵过

渡的斜坡地带，属丘陵山区。县境平均海拔1235米，最高的西南部龙场大坡为2014米，东

北部梭江最低为493米，相对高差1521米。兴仁县气候温和，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

15．2℃l交通方便，断江和沙八公路交汇于县城，南昆铁路穿越邻县境，县城离顶效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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