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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宁教育志》编写组

国将兴，必尊师而重教。编修教育专志，是尊师重教的一个具体体现。我们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在县教育局的具体指导下，五经寒暑，数易其稿，编撰了邕宁县教育专志，

旨在总结我县教育的历史经验，弘扬民族文化教育，增强谢尊师重教”意识，推动我县教育事

业的发展。
～

本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从晚清年代起，一直延续到1990年(少数内容延续到

1993年)，按照志书体例要求，横排竖写，据实直书；除大事记、总述和人物部分外，分述

部分共分为十三章六十二节，体现了系统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反映了我县教育的民族

特点、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成为我县历史教育的一部乡土教材。

我县自晋代建制以来，迄今已逾160o【余年。其间，教育事业随着时代的嬗变而发展。全县各

族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作为促进社会文明建设的教育

事业，我县却从未有人能够系统地为其作志，致使一些有价值的教育史实被湮没于历史长

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已逐渐认识了编修教育志的重要意义，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都重视了这一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把修志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能受命

于兴志之时，负起编写县教育志的重任，深感荣幸!但编写教育志这一工作，前无古人，缺

乏经验，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本志的编撰虽几经寒暑，但因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总的来说，

还是很粗糙的。要想使本志书成为一部较完善的志书，恐怕尚有待于后人的继续努力。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为了修好志书，我们曾用了将近四年时间专门搜集资料，先后到区通

史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以及邕宁县志办公室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同时还参阅

我县部分乡(镇)教育志和部分中学的校史，并进行了个别采访。广泛的资料来源，大大地

丰富了志书的内容，使志书能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近百年来我县教育发展的全貌，反映

了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为当前我县教育的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起到了“资治、教化、存

史”作用。

古人云：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应该重视历史研究。古往今来，重史而兴业的

例子成千成万。毛主席生前曾反复劝导中国共产党人要注意历史研究。我们想，倘若《邕宁

教育志》在诸君研究邕宁县教育历史的工作中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将是对我们编写邕

宁县教育志的最大奖赏。

《邕宁教育志》是在全国各地编写办志的潮流推动下问世的。限于编写水平，更兼资料

不足，仓促付梓，错漏在所难免，恳望同仁批评指正!



序(二)

邕宁县教育局局长李克林

(<邕宁教育志》终于能够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县教育界的一件喜事。我因为能够为之作 序而深感荣幸!

我国学校教育滥觞于4000多年前的夏代。学校，夏代称“校刀，殷(商)代称“序刀，周代称“庠”。《孟子·滕文公士》说：

“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

校，殷日序，周日庠"。所谓“校者，教也"，就是说“校”是驯马和骑马御之处；所谓

“序者，射也”，就是说蠢薹妻蠢鐾静蠹誊；币羹翼冀州；翮韭。；薹粪剐量羹茎萋蠢墓鍪

易。羹霎囊；震翼薹差三薹薹芋妻攀摹耋葫霎1卜萋亨薹引哆滞囊登姜；塞篓塞霎薹；擎辇茎

塑薹!霎薹掌謦i萎萎篓妻；霪霪霎手一囊萋手蓁i茎奏主羹薹，囊羹。霎雾。喇薹静一薹

士薹姜耋霎萋霄萋j薹羹鏊妻爹羹幕篓鎏罄羹翮重要嚏加薹孽愆鼍；张薹鋈蠹蠢i霉奏蒂

M；薹冀

物，并有“元祈通宝崇宁通宝(崇宁

重宝)、政和通宝、圣宋元宝一4种制钱( 图8—1 2)一大批，其中

有一枚搿圣宋元宝”中间尚未穿孔，带有一条长10厘米铜柄未经加工

的半成品。(图6)

宋皇朝下诏在梧州设鉴 铸钱，是因为梧州铅锡易得，附近的北流

县又是广西当时的产铜

质枪阄鞯笔钡牟���兀�由衔嘀菟�辖煌ǚ奖悖�绷兑岛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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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使

用史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牲和资料性的统一，使志书能充分反映一百多年来，特别是

建国以来邕宁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书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的体裁进行编写，由大事记、总述、分述、人

物、附录五个部分组成。“分述”部分共列十三章六十二节。采取以志为主，分门别类，以章

统节，以节统目的方法进行记述。

三、本志系属新修，一般从晚清写起，但有些章节，为了方便系统记述，还要上溯得远

一些，一般下限至1990年底。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为原则。

四、本志“事以类聚”、 “横排竖写”，力求做到横不漏项，竖不断线。对“文化大革

命”则粗写、略写。“分述"部分，一般按事物的始末过程编写，将编者的观点寓于叙事之

中。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人名、地名、单位名称、各级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当地的称

谓，必要时用括号加以注明。人物称谓，除特殊情况者外，一律直书姓名或职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般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使用文字，除人名、地名等之特殊生僻字照录外，一律采用国家公布之简化汉

字。数字及公元纪年，一律采用阿拉伯字。

七、《人物》章的编写原则：①不涉及历史名人；②只记其有关献身教育的事略，不为

立传；③以记述本县籍先进人物事迹为主，在我县从教的外籍人员，视其具体情况，亦可适

当编入；④不为生入立传。

八、“附录"部分，旨在辑录那些有参考价值而又不适合编入正文各章节的史籍以及

有关资料。

九、本志所用资料，或为旧志所载，或为史料所记，或为各乡(镇)、中学教育志所记述，

或为采访所得。虽经筛选，但仍力求保留l其资料的原貌。凡引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邕宁县历史上建制多变，特别是解放以来，县的版图曾有多次大的变动。为了便于

记述起见，文内各年代的所有数字，仍旧保留原样，不加注释、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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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邕宁全县土地面积4725平方公里(折合708．8万亩)，耕地面积114万多亩。据1990年第

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共有居民169254户、829651人，有壮、汉、苗、侗、瑶等22个

民族，(其中壮族75729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1．28％；汉族70471人，占全县人口的8．49％，

其他民族1889人，占全县人口的0．23％)。在全县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940

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有47565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169940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

423662人，文盲、半文盲(15岁以上)的有62739人。全县有二十一个乡(镇)，其中十

个属山区，十一个属丘陵。全部县境均处于北回归线以南，自然条件优越，入杰地灵。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o

(_．)

解放前，邕宁县治所一直设于南宁(详见附件：《南宁设市简况》)。南宁县城系广西

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在县城发达文化的影响下，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

相应发展。据旧《邕宁县志》记载，清末时，县城仍办有学宫三处(含文庙一处)，城乡亦办

有书院二十处(九处在南宁，十一处在乡村)、社学八处(六处在南宁、二处在乡村)。此

外，大多数村坡还办有蒙馆(私塾)。(详见附表一)
’

废科举，兴学堂，改革旧教育体系，邕宁教育面貌亦随之有了改观。在初等教育方面，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三年(1911)，邕宁县先后成立了初、高等小学堂共2l

所，其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的有6所(高等4所、初等2所)；光绪三十二年

(1906)至宣统三年(1911)成立的有15所(高等7所、初等7所、初等女小1所)。其

间，于光绪三十二年成立了县立南宁模范小掣堂，这是邕宁历史上首次创办的重点小学堂。在

中等教育方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南宁师范学堂(后改为省立第三师范学堂)成

立，邕宁县学务所附设于学堂内(注：该校系将左江、蔚南两书院改建而成，于光绪三十四

年(1908)竣工，但因筹措办学经费问题，延至宣统元年(1909)三月才开学上课。共用建

筑费银32000余两，开办费3674．15元]。南宁师范学堂的创立是邕宁县近代中等教育的开

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将乌龙寺等庙宇改建，成立南宁府中学堂，学制四年，

一年分为三个学期。附设升中学预备班，期限一年。堂长(学监)由知府兼任。至清宣统二年

(1910)，成立县立蚕业学校，校址在今之南宁葛麻岭中医院附近。同期成立的还有县立商

业学校，校址在今之南宁市一中校内。

然而，必须指出，清末，邕宁县贯彻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废除科举制，建立新的学校制度，改办了学堂，但当时各级学堂仍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教学方针，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作为培养目标，因而，这种封建主

义教育改革，实质上是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体制过渡的一种形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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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壮文文盲后，还要扫除汉文文盲。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普及业余初等教育，适当发展

业余中等教育，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创办业余高等教育。1961年还要组织75％以上的脱盲群

众进入业余初等学校学习。

同年夏，在邕宁高中、蒲庙中学等校开展了反“右候"斗争，对一些所谓“对三面红旗

有不满情绪，言论”的干部、教师进行隔离审查、批斗。

1960年至1961年，邕宁县仍处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因为缺粮少食，学校师生不得

不以“瓜、菜、代力充饥，不少师生患有浮肿等病症。但在教学活动上，除了那些较大运动

量的文体活动减免之外，其他活动照常进行。为了解决生活所需，大力动员师生(特别是中

学师生)上山开荒大种薯类等作物，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努力解决暂时的生

活困难。翌年县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区

“宣传文教工作会议护精神后，总结了经验教训，才对原教育工作计划作了适当调整。同

年，县委组织有关人员，就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情况作了检查，对过去无辜受害的干部、

教师，按党政策的规定范围给予了适当的甄别处理。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好转和恢复，

1963年，全县中小学开始执行教育部订颁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

“中教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教四十条殄)，进一

步纠正了学习苏联经验时脱离实际、“大跃进秒时师生参加政治运动过多和劳动过多的错误

做法，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教学应“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

心矽}提倡小而精及启发式教学法I落实毛主席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从而，全

县教育事业重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各级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o “学雷锋，

创三好"活动广泛深入开展，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多数师生都把“又红又专”当作自己的奋

斗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工作和学习热情。在此期间，教育改革获得了很大进展，

教育内部结构起彳很大变化。据1966年4月份统计，全县已创办中等农业技术耕读学校两所

(其中一所系附设)，在校学生8个班359人，教职员43人。社办农业中学32所，学生74个班

2857人，教职员127人。普通高中一所，学生12个班514人，教职员49人。普通初中9所，在

校生5689人，教职员246人。公办全日制小学1065所，在校生1769个班68238人，教职员2400

人。民办全日制小学324所，学生405个班12824入，教职员430人。扫盲等业余教育蓬勃发

展。全县工农大众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达47353人。

这十年，邕宁教育事业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走了弯路，但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各校共培养了高、初中毕业生4092人，高小毕业生81473人。这期间，学校通过教育实践，

积累了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初步经验，培养了大量人才，提高了全县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

与此同时，我县建设了一支三干多人的教育工作者队伍。这支队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了

锻炼和考验，他们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是办好我县教育事业的依靠力量。

1968年至197rs年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矽(简称“文革”，下同)的七年。 ‘戈革”使

党、国家的事业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林彪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

文元“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首先从教育阵地地开刀。邕宁同全区、全国一样，教育成了

重灾区，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

1966年6月后，邕宁各级学校相继掀起“文革”运动。不久，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

相继在全县各中小学校中出现。“红卫兵”以“四大"为武器，、 “破四旧，立四新刀，揪

斗所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致各级教育组织瘫痪，队伍分裂。十月份后，中学部分

师生外出搞“革命大串联矽，学校停课“闹革命"，不少干部、教师受到了冲击。直至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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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中学仍然停止招生。旧生(含66年毕业的学生)则留校协助学校搞所谓“斗、

批、改矽工作。1967年后，解放军“支左”人员进驻学校，进行“军训"；贯彻中央“七、

三布告矽，动员各派群众组织搞“革命大联合矽。 ．．

1968年下半年，邕宁各中学进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邕

高、蒲中等校还同时进驻“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蕊)，具体领导学校

“斗、批、改”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此时，各中学的旧生全部毕业离校，并同时恢

复招生工作。学校采取“个人自愿报名，群众评议推荐，领导审查批准”的办法招收新生，

原贝Ij上毕业多少招多少。高、初中的学制改为两年(原各为三年)～采用区编‘或自编教材，

仍然坚持“半天上课，半天搞运动”的作息制度。．农村小学坝Ⅱ由大队“贫下中农管理

委员会"(简称“贫管会”)负责管理。此时极“左”思潮泛滥，党的教育方针被歪曲，

正确的东西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枷锁“砸烂”。

1969年后，邕宁各中学相继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刀(简称“校革委会")，各大队小学

成立“学校革命领导小组矽。它们在工宣队、贫管会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学校的“文革”工作

和日常教学工作。此后，仍然贯彻“左矽的一套错误做法，特别是实行“小学教师调回原

籍小学任教”的做法，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1971年1月，县革委决定将蒲中、那楼、南阳、五塘、坛洛、江西、苏圩、大塘等／人所

县办中学以及原县办的蒲庙农业耕读技术学校下放给所在公社管理，同时明确提出“从今秋

起，各社要办一所高中，一所‘五·七’劳校(将现有农中改建)”，做到“读小学不出村，读初

中不出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矽8月中旬， “四人帮刀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

发地方各级政府。它抛出的“两个估计修，不仅否定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成就，而且给广大知

识分子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臭老九"等帽子，使广大教师又成了众矢之的，不少

教师被批斗、被下放劳动，被迫接受“再教育”。年底，结合批林整风，又广泛开展了所谓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八大精神支柱”(即：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第一、

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运动。一时搞得人心涣散，无心治

学。

1972年，’县党委加强对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继续组织广大师生学习、贯彻中央(1972)

第4号文件，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据3月初统

计，全县中小学共有学生50139人(次)、教职工7316人(次)参加了听讲、学习和批判会。

各级教育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普及小学教育上，自下而上地制订了普及小学教育“四·五”

规划，集中精力抓好基础教育。年底统计，全县开办学龄前儿童幼儿班140个，2674名儿

童入园学习；95·4％的学龄儿童坚持上学，在校小学生达140000多人。同时，适当调整中学

设点布局，基本完成了“每个公社(乡、镇)设一所县办中学移的任务。扫盲工作停止多年

后又开始恢复。年底，已有40％左右的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参加了扫盲班学习。勤工俭学工作

开始受到重视。各校在保证70％以上的时间内搞好课堂教学外，还利用一定的时间组织师生

开展学农、学工活动。全年勤工俭学收入达207138元，全县平均每生收入一元五角。

1973年至1976年，这四年间，在“四人帮"的肆虐下，邕宁县各级学校又相继掀起“批

林批孔矽、批“复辟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

法”等所谓“分清路线是非矽的“革命大批判矽运动。在此期间大力宣扬“黄帅精神"，查

类似“马振抚事件秒的事件，大批“师道尊严”；树立“交白卷”典型，批“智育节一矽，

鼓吹“无产阶级质量观矽；提倡“学清华"，“赶朝农”和。教育学犬寨刀，把学生培养成“头

上长角，身上长刺圹的“革命闯将"。这期间，还实行农村中小学由农村生产大队来管办，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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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由工厂、大队来管办的制度。有的大队小学还实行了“农教轮换制”(即：农民和教师

在规定时间内，互相调换工作岗位)。学校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

总之，“文革"十年，是各行各业灾难深重的十年。一场浩劫，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各条战

线的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严重地拖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当然，这十年间，

特别是自1970年以后，由于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自觉抵制、排除林彪、“四人

帮”极左路线的干扰，邕宁教育仍有一定发展。据1976年底统计，全县公、民办小学共有

1469所，学生i140884人，教职员4689人(注：1966年上半年，小学1389所、学生81062人、教

职员2830人)；县、社办普通中学132所，每所大队小学还办有附中班，在校中学生共52679人，

教职员2546人；幼儿园1333处，在园幼儿44192人，幼师1735人；师范学校l所，学生两班

80人，教职员16人。但是，当时多数学生受到“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

影响，无心向学；多数教师受到冲击，部分教师受到迫害，心有余悸，影响了积极性；加之盲

目发展中学(附中)，师资数质两欠，大多数教师不胜任教学；此外，这时候没有实行招生

考试制度，对新生没有一定的知识质量要求，起点很低，教育质量严重低下。大多数在学的中

小学生均达不到相应的文化程度，甚至相当部分的小学毕业生仍处于半文盲状态。 “中学的

牌子，小学的底子”，这就是对当时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总结和评价。

1977年至1990年，在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期间的

14年，是邕宁县教育事业拨乱反正、深化改革的十四年。

1977年至1978年，邕宁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通过揭批“四人帮”，提高了思想认识，

“左”的影响得到了初步肃清，一些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被重新颠倒了过来。

此期间我县初步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

问题。一些原来被“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一些被迫“离教”的教师也重拿

起了“教鞭"。各校党、团组织正常开展活动， “红卫兵”组织被撤销。停了十年的学雷锋

运动又得到了恢复。学校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积极

进行教职工回收工作，并对全县中小学民办教师进行政治、文化、健康状况等考核工作。

各中小学开始评选模范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调动了教师队伍的积极性。各校贯彻

落实修改后的“中教五十条"、“小敦四十条"，复办重点中小学和恢复大中专学校的招生

考试制度，恢复和制订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办法，提出了各级学校教育工作者的具

体职责、要求。中小学开始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县委制订了“扫盲规划∥，要求于1980年以

前实现“脱盲县矽。邕宁教育工作结束了“文革矽中的那种混乱状态。但此时中学超前、盲

目发展的状况还未得到很好纠正；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也未有得到改变； “以劳代学”偏

向也未有得到认真克服。

：1979年后，邕宁各级学校师生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继续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清除“左”的影响，彻底否定“文革”和

“两个估计矽，抛弃“两个凡是”。使平反冤假错案、 “处遗"等项工作得到顺利开展，教

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此时，学校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以教学为主和抓教育质量上来，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逐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不断改

革教学法，进一步加强德智体美劳的教育。“以劳代学”偏向逐步得到了纠正。各校积极开

展“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五爱”教育、纪律法制教育和劳动教育。学校加强目标管

理，在广大师生中积极开展“学雷锋、创三好矽、“五讲四美矽等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全县中小学校每年都涌现了一批先进教育工作者、“三好”学生和



傥秀学生干部。校风、校容明显好转。- 二 二

遵照中央(1980)84号文件指示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精神，我县积

极进行教育内部的改革，及时地撤销了“校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弦，按干部“四化”

方针要求配备中小学及乡镇教育组的领导干部，迸一步调整中小学的设点布局，集中精力加

强小学教育：。我县还根据实际和可能条件，采取措施，努力做好“压缩高中，整顿初中，加

强，j0学，发展职业教育"的工作。至1982年，调整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县高完中从1980

年的12所，压缩为7所；县办初中从6所增到11所，另外，还将原来的社办高中1l所全部改

为初中，并增设3所初中，总计全县有14所社办初中。各高完中附设职业班，每校试办一班。

大队附中从1980年的246处调整为104处；小学教点由1268个调整为935个。初步改变了“文革”

期间教育内部结构单一，中学教育“虚肿”，小学教点过于分散不利于教学的不合理状况。

尔后，经过继续调整，各级学校布局渐趋合理。到1985年，全县设有高中和教师进修学校各

一所；1986年，还创办了职业高中一所；县城区增建完全中学一所，连蒲庙中学共2所；蒲

庙镇中一所，完全小学3所、保育院一所；每个学区(2至5个乡镇为一个学区)设一所高完中；

每个乡镇设一所县办初中及一所或一所以上的乡、镇办初中(含附中)；每椅都设立一所或

一所以上的完全小学。至1990年上半年，仅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县办普通中学就有19所，共

249个班，在校学生13646人；职业高中l所，18个班，在校学生867人；小学(蒲庙二小，

后称城关二小)1所，27个班，在校学生1333人J教师进修学校1所，6个班，在校

学员307人。上述学校在职教职工共1178人，民办教师24人，代培裂师50人，代课教师73入。

1990年9月后，原蒲庙第一、三、四，j≮学(后分别更名为城关第一、三、四小学)和蒲庙镇

中(后更名为城关中学)等校，均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学校，中学由19

所增至20所；小学由l所增到4所。1990年7月，还在县壮文学校创办民族中学1所，该校由

县教育局管理，与壮文学校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据统计，1977年至1990年间，全县各中

学除向农村、厂矿企T业、事业单位、部队等输送大量劳动人才外，还向上一级学校——大专院

校输送1869名合格新生。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县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文

化程度的人数与1982年相比有如下变化：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161人上升为354人；高

中(中专)文化程度的由6539人下降为5733人；初中文化程度的由16724人上升为20483人；小

学文化程度的由44325人上升为51065人。1990年，全县文盲、半文盲(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

或识字很少的人称为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为62739人。与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文富、

半文盲人口占总入口的比率由12．23％下降为7．56％。

自1979年以来，邕宁成人教育也有新的发展，各级业余学校遍布城乡，广大干部、工农

大众学文化、学技术蔚然成风。1982年上半年，全县基本完成扫盲任务。1985年，基本完成了

青年干部、职工的文化、技术业务补课任务。各乡(镇)村、街相继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业余

技术学习班(培训班)，积极组织干部、职工、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了劳动素质，

扩大了致富门路。同时，成人教育还向更高层次发展。部分干部、职工、教师、社会知青等

除积极参加县以上有关单位举办的各种函授班和培训班外，还积极参加电大，刊大等各种形

式的成人专业班学习。1984年，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和举

行自学考试后，邕宁县考点每年都有不少干部、职工、教师和社会知青踊跃报名应试。1984

年9月，我区首次举行自学考试，邕宁考点参试者就有130人。

自1979年以来，邕宁师资队伍经过考核、调整、充实、培训，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高、初中各

科专任教师基本配套，具有合格学历的I教师逐年增加。1987年起，在全县各级学校教师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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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评定职称工作，教师队伍更加稳定。

自11979年以来，县采取多渠道、多形式集资办学，使审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改善。自实行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矿的管理体制后，各级政府的办学热情很高，采取

“三个一点炒的办法筹集资金，仅1989年一年，就筹集得1900多万元资金，基本完成了抢修

中小学危房任务。到1990年，全县中小学基本实现“一无两轳(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
十多年来，在县政府的关怀下，每年还将筹集得来的部分资金有计划地扩建、新建了一批教
学楼和宿舍楼，使部分学校的校容焕然一新。

上述事实说明，调整、改革的十四年(1977一1990年)是解放后邕宁县教育长足发展的
十四年。但是，全县的教育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

第一，学校办学条件太差。大部分中、小学校舍仍然很简陋，紧缺。县办中学还有三分

之一学校未有教学楼。不少学校虽有教学楼，但教舍不够用，不少学校无办公室、实验室和

图书室。连重点中学——邕宁高中也未有图书室、实验楼。县教研室教职员40人，其中高级

教师12人，因住房紧缺，有将近10户人仍住在危房中。教学实验仪器配套比侧太低。有的村

小无体育活动场地，课桌椅也不配套，教室采光差，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这些状况都很不利

于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教育经费缺口很大。全县教育经费，虽逐年有所增长，但由于学生人数剧增，教育

规模扩大，加之物价上涨；因此，增加的经费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有的学校为了解

决部分经费问题，采取多收学费的办法，致使学生的负担加重。

第三，师资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全县仍有约20％的中小学教师学历不合格(小学教师学

历达标率仅为75％)。有的中学的一些课程专任教师不配套，其所缺专业教师，急待培养补充。

第四，学生厌学辍学现象有所发展01一些学生(特别是女生)厌学旷课，中途退学，
致使学龄少儿做童工、童商、童农的数量有所增加。

附表一 明、清两代邕宁县进士、举人、五贡统计表

＼类男q

＼?＼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 武 文 武 选贡 副贡 发贡 拔贡 优贡朝代＼ 文

明 代 7 l 261 15 8 2 276 ／ ／

清 代 23 lO 18l 200 6l 3l 355 54 8

合 计 30 ll 442 215 69 33 631 54 8

注：表巾数据系由县志办、各乡(镇)教育组提供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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