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予巴J

刷丁刷刷j阳U 队SHIJI

开原县教育志编委办公室 编



/ 



编辑说明

《开原县教育大事记( 1948一 1985) >>是为编篡《开原县教育志》 与教育领导机

关、教育科研工作以及各类学校和有关教育工作者而编写的一本内部参考资料。经过多

次修改补充，先后二次征询和送审，现已定稿付印。全书共收录714条 10万余字。 基本

上反映了开原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与规模，工作中的得失及经验教训，为改革与发展

开原县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本《大事记》采用编年体F 按年、月顺序·事 .ì己，必要时辅以记事本末体，记述

1'-11948年开原解放以来至1985年末38年全县教育方丽的大事。 选材、内容标准为E

1 、教育领导机关的机构沿军和领导成员 (刑股长办公宅副主任以上)的任职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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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县内各类学校的创办及其变迁。包括学校全称、建立时i间，校ill: ， 第一ff学校

领导人姓名(中学主任，小学副校长级以上的人员)。

3 、贯彻执行上级党政机关，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庄、 r/.划、规划，我

县所采取的措施，落实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果。

4 、县以上党政领导部门， 所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 做 :1\ .的重要决议、决定、];f，(I.

远、指示、计划、规划。各有关业务部门、学术团体，所召开的现场会，经验交流会，

就学研究会，学术报告会以及其他有较大影H向的教育活功。

5 、有关业务部门和学校在教育、教学、 学术研究以及文体等教育币功中所取得的

成绩，经验教训。包括局、校以仁领导开11软师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的论7月:或在市级以上

有开的会议上交流的重要经验。

6 、市以上党政领导来县视察教育工作，所做的指示。

7 、历年市(地)以上领导机关命名的先进单位，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以及获

得其他荣誉称号的教师与领导。

8 、历届县以上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在其他群众网休， 学术团体，

担任委员以上职务的人员。

9 、对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有所建树的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情况以及教

育系统发生的个别事件，友好往来等。

本《大事记》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献，报刊杂志，以及极少数口碑资料。在

编写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记述， 一般 i己而不议，只对极少数条 F'I 略加l评议， I斗的

是让读者尤其是后人对历史上的某盹事件有个正确理解。全部资料是 111 教育志办公屯的

全体同志搜集整理的。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原教育局灿长于庆;豆、副 foH二左中卿、黄

智文、刘惠卿、原民主小学校 l乏李俊贤等同志的市助指导和 1 ;敦市界的许多老领导、老教

师给予多方的关怀和协助。县档案阳、教师进修 ~\r:校资料'卒 ， J~r 我们呢11~ '61: ，f'↓提快了 ]'j

便条件 。 在此并致以诚挚的讲I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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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国后 17年的历史资料有限，十年浩劲中教育资料无存，加之编写水平有限，

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有待今后再行补充修改 。 恳请各级领导、教育界同志以及广大读者

给予批评指正。

开原县教育志编委员办公室

1989年 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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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

4801 3月 开原县铁路以西的庆云堡、八宝电、古城堡、 三家子等各村屯的小学

已开学上课。上述各村于1948年曾一度被划归吕罔县七、八两区。 1948年11月又划归开

原县，为开原县十一区，部分村电为十区。

4802 3月 开原县政府先后举办三期青年训练班内容为E

第一期，办班目的z 是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指出青年的正确出路， 争取

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到后方受训或参加工作。 训练对象是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的青年知识分

子和贫苦的小学教师。 训练时间为十天。学习内容为形势教育、 土改政策、知识分子政

策。受训人数181人.

第二期是训练全县小学教师，改造他们自觉不自觉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观点 、

方法。培养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训练时间15天 。 学习内容比第一期增加了新民主主

义的教育方针及教员思想鉴定。受训人数241人。

第三期是为本县各机关培养工作人员，受训人员是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并吸收部

分未受过训练的在职教员 。 学习内容，除前两期的学习内容外，还参加一些实际工作P

如在城内进行登记户口工作，下乡进行生产救灾及学校教育工作调查。 受'训11 时间为两个

半月 。 受训人数60人。

总计三期受训人数为482人 。 通过学习受到了党的政策教育，初步认识了党的主张

和将来的前途，除部分在职教员外，有250人参加了工作，占受训人数的52% 。

4803 4月 开原县一区(老城)有文店、扶余、 线河三所小学开学。二区 (开原

镇)有花园、育才、孙台、石台、义和等五所小学相继开学上课。

4804 5月 开原三区(柴河堡)、四区(松山堡)、五区(下肥地)、 六区 (八

棵树 )七区(尚阳堡)、八区(汪哆罗束)和九区(威远堡)的大部分小学开学上课。

4805 6月 开原镇朝鲜族小学开学， 6 个教学班， 学生200名，教师 7 人， 校长

芮云海。 校址在后石台哈大公路西侧 。

4806 8月 开原县政府始设教育科，科员、办事员各 1 人，对全县小学教育实行

统一领导。同年11 月 22 日 王德宏任教育股股长。各区设文教助理 1 人 P 负责全区的教育

工作，发动群众办学，为工农子女入学开方便之门 。

4807 11 月 15 日，开原中学E式开学，校址在开原老城。 这是开原解放后成立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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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完全中学，有高中 5 个班，学生246人 F 初Jl'Þll个班， 学生544人，计16个班，学生

790人，教职工36人 。 县长孟宪民兼校长，教育科王德宏兼教导主任， 主持校务。代理

教导主任杨树东主持教学工作。该校即为现在开原高中前身。

4808 11 月 15 日，开原县师范班开学，地址在开原中学东校院内。在县政府直接

领导下，承担师资培训任务。

师范班先后办了两期z 第一期1948年11月 至 1949年 3 月，两个班 96人 F 第二期

1949年 9 月 至1950年 3 月， 一个班50人。经过培训其中有25人参加了县、区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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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

4901 1 月 23 日，王德宏任教育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0 7 月 31 日，王德宏任教

育科氏。乖|内工作人员 3 人 。

4902 2月 辽北省政府为加强开原中学的领导。 从老解放区调来阎逸民为校长

( ü委委员) I珠海涛 (女) 为副校长 (县「委委员 ) ，教导主任杨树东(原在校人员) ~ilJ 
牧导主任徐虹，总务主任毕景春。

4903 2月 开原县第四完小(现开原锁中心校)成立，校址在原义恒达粮站旧jJI :

吨 12个班，学生600名 ， 教师 154气，工友 1 名，炊事E1 1 名，校长刘汉拙 。 19 5 1年 2 月

4名为和平完小。

4904 2月 开原县委开办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组织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到

优 ill 传。 有小学凹、五、六年级各一班F 初中一年三个班，学员300余人， 每天利用早

民上班前的两个小时进行学习。校址设在第四完小(即现在开原镇中心小学)。县委宣

传部目IJ 部民金维江兼校长、 第四完小校长刘汉带!兼教务主任 。 教师由中小学和机关内选

时， 均为兼职教师 。

4905 2月 开原县教职员联合会成立(简称教联)。其宗旨是z 团结教职工及文

化教订工作者，从事新民主义教育事业，办理会员的福利事业及辅导政治、业务学习 。

JF展社会教育，以保证新民主义文化教育任务的完成。

会员条件:凡在本县中小学工作的教职工不分民族、性别、年令。赞成本会章程自

.j;S入会，经本会会员介绍，均可加入本会为会员 。

教联会设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苏青睬(花园完小校长)副主席为张子忠(光明完小

校长)秘书 1 人 。 下设学习部， 宣传部 、 组织部 、 女工部等组织，各区设教联分会。 fU

1 95 0年 10月教联解散， 组建教育工会。

4906 3 月 后石台初小成立， 3 个班， 学生约 100名P 教师 4 名， 工友 1 名，负

1: 人张万广 。 1 9 50年校t11: 由后石台路西迁到路东，班级增到 4 班，学生120名， 教师 5

名，负责人王海山 。

490ï 3 月 县敦白·科召开完小校长会议， 传达了辽北省文教厅教育工作会议精

ì"/1, t足，'1 \ 实行新型正规化教育任务。这次会议之后P 全县小学经过整顿，按要求建立健

乍 -系列规市制度，制定学校敦市工作计划、教导工作计划、教师备课、批改作业、吁:

'!:成绩考核、'~(庭访问、家长座谈会、班会等制度，开始了以文化课为主的新型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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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4908 3月 开原九区(威远堡)的剩余部分小学和十区(小湾电) ，十二区(腰

在子)所有各小学都相继开学上课。

4908 4月 12 日 ----5月 12 日，举办开原县第一期教师训练班。主持人教育科副科

长王德宏。地址在原道德会(现为红旗小学〉院内。招收社会知识分子71人，结业后录

用 38人。

4909 5月 县公安局在社会上开展了反动党团登记的活动，对中、小学教师高中

学生也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动员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人，要主动地进行登记。

4910 6月 10 日 ----30 日举办开原县第二期教师训练班。主持人王德宏。 地点， 在

原道德会 (现红旗小学)院内。 受训人员有未参加过训练的在职小学教师232名，伪中

学教师38名 P 社会知识分子11名，汁2811气 。 结业后除原在职的以外，录用为中学教师的

18名，小学教师 9 名，共为27名。

4911 6月 从本年 6 月，开原县政府教育科改为开原县人民政府教育科。

4912 7月 7 月至 8 月，举办开原县第三期教师训练班。 主持人王德宏。地点，

仍在原道德会院内。受训人员有城镇在职的小学教师91人，社会知识分子26人，省中学

学生28人， 共145人。结业后除原在职人员外，均录用为小学教师。

4913 8月 开原县朝鲜族中学班成立(即现址〉。本年12月，铁岭县沙蛇子朝中并

入该校成为辽西省开原朝鲜族中学校。全校有高中 1 个班， 初中 5 个班， 学生336人，

教职工20人，校长金成淳、教导主任李寅涉、副主任金秉柱。 后任校长南一.

4914 8月 23 日，根据县人民政府教字第四号通知确定全县完小校名排列如下z

第二完小(原县立花园完小)

第二完小(原县立育才完小)

第三完小(原县立光明完小)

第四完小(原义恒达粮站旧址，新建校)

第五完小(原县立文庙完小)

第六完小(原县立扶余完小)

第七完小(原县立线河完小)

第八完小(原三区柴河堡初小)

第九完小(原富山堡完小)

第十完小(原下肥地完小)

第十一完小(原八棵树完小)

第十二完小(原新边完小)

第十三完小(原尚阳堡初小)

第十四完小(原汪哆罗束初小)

4 旷



第十五完小(原威远堡初小)

第十六完小(原小湾屯初小)

第十七完小(原庆l云堡完小)

第十八完小(原八宝屯完小)

第十九完小(原古城堡完小)

第二十完小(原中固完小)
第二十一完小(新城朝鲜完小) I 

第二十二完小(原郎屯朝鲜族完小) , I 

4915 9月 开原第二初级中学成立P 校址即现二高中地址。初二、初三各2个班
(老城开原中学拨来的本镇或附近的学生γ，新捅初中一年 6 个班，另有予备班 2 班、
农干班 2 班、工人班 1 班P 计15班，学生750人， 、 教职工50人。 校长陈海祷，副教导主

任李放，总务主任毕景春。

4916 9月 中学开始实行人民助学金P 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解决经济负担。助学
金分为三等z 一等七万元(旧币，下同)二等五万元，三等三万元， 享受而占学生总

数的20% 。当 时学生的伙食费标准为每月 7 ，，-， 8 万元 。

4917 9 月 开原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成立。 该校属于铁岭铁路职工子弟小学 的分
校。 校名为"铁岭铁路职工子弟小学开原分校"。校址设在开原车站楼上。 有学生122
名， 3 个班(一、 二年级复式，三、四年级各一班)教师 3 名， 教导主任韩佐国主持分
校工作。 1950年改为开原铁路职工子弟小学。独立办学， 学生301名七个班， 教职工12

名 ， 校长赵顺宣。 1951年由车站迁到现校址。

4918 10月 开原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0月 26 日 -30 日召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

æ8人。教育系统代表王德宏 (教育科长) ， 出席会议 。

4919 12月 23 日 《辽西教育通讯》 以《开原县冬学试点工作初步介绍》为题p 发

表了署名 "项冶"的文章。文中提到"教育厅为总结冬学工作经验，准备明年开展群众性

的识字运动，组织冬学工作组到卉原县八区张相屯、二台子、货郎屯等三个村进行冬

学试点工作已有二十三天。 "试点工作组分析了这三个村的政治、 经济、文化情况，芳:
从建立冬学委员会、做好动员工作、分班及建立制度、 提高冬学教师教学能力、 密切与

村小学的联系等方面总结了具体经验。

.('920 本年全县中二 小学教育基本情泪如下z

,>g. -1>'< *h :r.Ir .G.1t ~ r 在岳+1J J.l-*ff ，~一一一|学校类别| 学校数 i 班级数 l i 招生数 !毕业生数|教职工数! "r TÄ :>9. ~/-'-，""，，' ~:<. j 学生数 I nl= W\. I ~r-=.=:AA ! 

合 计 3 1 2 652 h3 , 2'72 1 10 , 682 I 4 , 12 5 I 882 

小学 309 ' 6"07 1 31 ,'1 89 1 1川60 I 3 ， 7 18 1 阳
中 学 3 45 I 2.083 1 822 I 407 I 129 

抄白，开原县计划委-员会统计资料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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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0年

5001 3月 张杰山任教育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任期至1'153年 4 月 。 科内工作

人员 5人 。

5002 3 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开原县二区小学联合支部成立。有团员 8 名、

支部书记安长春、 支部设在第四完小，属中国新民主义义青年团开原县二区工作委员会

领导。到1951年冬，开始以校为单位建立团支部。

5Ó03 3月 二区(开原镇)内 4 所完小相继建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 在二区团工

委领导下，开展队的工作。各校建队后， 集中到开原二中举行入队仪式。

1951年一区(老城镇)各小学亦陆续建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 到1952年全县初中、

小学普遍建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

按政务院规定，将 4 月 4 日儿童节改为 6 月 6 日 。

5004 6月 15 日 -17 日， 开原县第一届模范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在花园小学召

开， 会议交流了教育经验， 表奖了43名模范教育工作者 。

5005 7 月 15 日((辽西教育通讯》刊登了《六六征文评选揭晓》。在160篇征

文中有开原小学 5 篇，中，学 3 篇。经辽西省教育厅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科共同评选，开

原二中教师刘承志写的《我是这样认识教育王作的》文章评为二等，奖金80万元(旧币〉

5006 8 月 辽西省第一届模范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在锦州召开。 我县出席会议被

选为模范教育工作者的有s

中学模范教育工作者二等张伯群(开原二中教师) ， 三等， 高子平 (开原中学教

师) ，韩圭东(开原朝中教师)。

小学模范教育工作者z 二等p 周兴武(开原上肥地中心小学校长)

二等，闻宝山(开原第十完小教导主任)

三等，韩库(开原汪家沟中心校长)

三等，理赫文(开原第六完小校长)

5007 9 月 本年秋季开学起，中学执行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教学计划 (草

案 ) >>。 课程设置为政治、语文、 数学、 自然(初中包括植物、 动物、达尔文学说基

础、生理卫生)生物 (高中)化学、物理、 历史、地理、外国语、 体育、 音乐、 美

术、制图(高中)。数学的教学程序为z 初一算术、初二代数、初三平面几何， 高一平

面几何、 三角、 立体几何，高二立体几何、大代数、 解析几何F 高三大代数、解析几

何。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的总教学时数为7 ， 200学时。

本年秋季开学，中学自然科学各科，开始使用东北教育部编译的苏联十年制中学教

科书。

5008 10月 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后，辽宁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发出《关于加强对全体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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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领导下，开展队的工作。各校建队后， 集中到开原二中举行入队仪式。

1951年一区(老城镇)各小学亦陆续建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 到1952年全县初中、

小学普遍建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

按政务院规定，将 4 月 4 日儿童节改为 6 月 6 日 。

5004 6月 15 日 -17 日， 开原县第一届模范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在花园小学召

开， 会议交流了教育经验， 表奖了43名模范教育工作者 。

5005 7 月 15 日((辽西教育通讯》刊登了《六六征文评选揭晓》。在160篇征

文中有开原小学 5 篇，中，学 3 篇。经辽西省教育厅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科共同评选，开

原二中教师刘承志写的《我是这样认识教育王作的》文章评为二等，奖金80万元(旧币〉

5006 8 月 辽西省第一届模范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在锦州召开。 我县出席会议被

选为模范教育工作者的有s

中学模范教育工作者二等张伯群(开原二中教师) ， 三等， 高子平 (开原中学教

师) ，韩圭东(开原朝中教师)。

小学模范教育工作者z 二等p 周兴武(开原上肥地中心小学校长)

二等，闻宝山(开原第十完小教导主任)

三等，韩库(开原汪家沟中心校长)

三等，理赫文(开原第六完小校长)

5007 9 月 本年秋季开学起，中学执行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教学计划 (草

案 ) >>。 课程设置为政治、语文、 数学、 自然(初中包括植物、 动物、达尔文学说基

础、生理卫生)生物 (高中)化学、物理、 历史、地理、外国语、 体育、 音乐、 美

术、制图(高中)。数学的教学程序为z 初一算术、初二代数、初三平面几何， 高一平

面几何、 三角、 立体几何，高二立体几何、大代数、 解析几何F 高三大代数、解析几

何。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的总教学时数为7 ， 200学时。

本年秋季开学，中学自然科学各科，开始使用东北教育部编译的苏联十年制中学教

科书。

5008 10月 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后，辽宁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发出《关于加强对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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