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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建县于民国元年(1 9 l 2)，辖境自遂宁、蓬溪两县分出。民国三年

(1 9 l 4)，县知事王安镇集县内耆旧谋修潼南县志，延县人夏璜(清举入．河南新

蔡知县)、杨澄楠(清庠生，湖北远安知县)主其事。于次年(1 9 l 5)一月开馆，

凡八阅月，书成，计六卷。于是潼南始有县志。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国家于十年动乱后重现安定团结局面。一九七八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国事蒸蒸直上。潼南为适应新

形势需要，促进本县建设。便于鉴往知来，于是着手重修潼南县志。 ．

潼南置县迄今，虽不称邈远，然数十年来，世事繁衍，文明增进，其间兴造变革，

至多至大，宜有记述，以备久长，今承古人“盛世修志’’传统，重修潼南县志，可谓

“时宜”。

潼南旧志，由于昔人囿于时代，观念陈腐，往往不惜楮叶．备载忠孝节义，祭典墓

坊．而于国计民生最关紧要事，或缺漏无记，或粗略不详。至如教育，旧志仅列学校名

称、地点、筹建人员及时间，别无记述。一国教育，关系一国盛衰。一九八五年，中共

中央决定改革教育体制，指出：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

靠教育"，可知教育为国家紧要事。潼南教育事业，解放以来，有长足发展，近年完成

普及小学教育及扫除文盲两大历史任务，更为前代所不可企及。今重修潼南县志，列教

育为专志．可谓“事宜刀。 ．

是为序。

陈元钦 于潼南文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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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起子一九一二年潼南建县，下限止于一九八五年。为明史事渊源，问

或上溯于清末。

二、本志按事类横列纲目。按时序纵述始末，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时期

不截然分割。 ，
：

三、本志系年。中华民国时期概以民国纪年，注以公历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期，概以公历纪年。 一．

⋯

．。

四、本志所书乡镇地名，概用当时称谓，加注今名。
’

五、本志使用材料大多摘抄自政府档卷或各种历史文献，间或采用足资征信的今人‘

追忆，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注明出处。 ．， 。。

六，本志“大事记黟。志中已见者略，志中未见者详。，

。?七、本志所附“人物篇，，，仅收录今已辞世，但对潼南教育事业毕生尽力，在群众
中有较高声望与较大影响者九人，其余未能一一胪举，时人概不收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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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事记

· 民国元年(1 9 1 2>

二月，潼南建县，初名“东安"，一九一四年奉部令改称“潼南"。辖境自遂宁，

莲溪两县分出，今潼南县城，即遂宁县原梓潼镇。

潼南建县之初，仿各县例，设置劝学所。主管全县教育事务。

城西鉴亭书院改办高等小学堂。全年经费一千九百元由劝学所拨支。

民国二年(1 9 1 3)

县劝学所奉文改名教育公所，未几，仍复旧称。

柏梓镇初小校改办公立高等小学校。至是全县共有高等小学四处(城关、塘坝、古

溪，柏梓)，两等小学四处(米心、复兴、三汇、玉溪)。

民国四年(1 9 1 5)

龙德场(今新华乡)初等小学设立。至是县辖五区，共有初等小学校六十六所。

民国九年(1 9 2 0)

私立光华小学设立于城内福音堂，由外国教会(耶苏会)创办。

民国十年(1 9 2 1)

县劝学所奉令改称教育局，局设局长，视学等人。

民国十一年(1 9 2 2)

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学校系统改革令》，规定小学为“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

二年)，中学为“三三制"(高初中各三年)。潼南长时期奉行此种学制。

民国十三年(1 9 2 4)

八月，潼南县立初级中学成立，就原书院坡高等小学改设，首任校长杨鼎新，为本

县第一所中学。 ，

民国十五年(1 9 2 6)

潼南县成立通俗教育馆，后改称民众教育馆。

民国十七年(1 9 2 8)

l



潼南县因修建过境马路，提取裙堂，庙宇、会馆公产充作经费，各公产把持者为维

护自身利益计，纷纷申报开设学校，于是，私立学校骤增。据统计，本年全县共有小学

一百六十三所，其中私立达四十所。 ．，

潼南县成立。留学贷费委员会”，‘对留学外国与国内大学留学生家境寒困者予以贷

款助学。‘
。

●

，。
· 民罾十八年(1 9 2 9)

女子师范成立子县城南华宫，收学生三十余人，次年并入女子初级中学。
， j

’：． 民国十九年(1 9 3 0)

秋，潼南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成立，首任校长为杨聘兰o_’

．‘ 民国二十年(1 9 3 1)

潼南县立第二初级中学设于塘坝乡，以办学条件过差。旋于次年停办。
，-

，

+。。．，． ，’f 民国二十一年(1 9 3 2)．4

潼南县工会成立，兴办工人夜校，以识字为主。
”

民国=十：年(1 9 3 3>

潼南县教育局改称教育科。 ．： ．．-，

’

秋，潼南第一个幼儿园成立于县城福音堂光华小学内，为遂宁人王耀清(女>刨

， 办。
+

，．

? ’

，

‘

●， ．’
一

‘

，’i
，

一
民国=十四年('9 3 5)

潼南教育科与建设科合并，称第三科。，：-’
一

，1

秋，潼南县立女子初级中学与潼南县立初级中学两校合一，分设男生部，女生部。

十二月一日．憧南县义务教育委员会成立，创办一年制短期小学，实行强迫入学。
’

，，_
：，

， ．。 ．．’民国=十五年(1 9 3 6>．， ⋯． 7．

四月十九日，澶南县民众教教育委员会成立，各乡遍设‘‘民众识字处"，扫除成年

文盲。 ．

秋，中国佛教教会潼南县分会于犬佛寺设义务小学一所，僧俗并收。

，．‘本年成立“免费公费学额审查委员会力。照部令规定j中等学校设置公费免费学

额，以奖励家境清贫，资禀颖异，成绩优良之学生。 一．¨ ‘，··

●
●

．
· {

。

’‘-

’

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笼 ．，， ．

一月。潼南县第一次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学员·百六十人，学习一个月．·

本年，抗战军兴，国民政府提出“前方抗战。后方建国"口号。四川省政府颁发

‘小学抗敌教育实施法》，洼南县政府遵令转发各学校照办。并强调对学生加强精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诩练及体格iJli练．

民国=十七年(’9 3 8>

秋，潼南县立初级中学裁撤女生部，女生插入男生相当班次上课。

本年，潼南教育当局整顿小学教育；在城区设中心小学一所，废除小学以序数为名，
改以地名名校，增设初级小学三十九所。

民国=十九年(1 9 4 0)

三月，教育部制定《国民教育实施纲要》，通令各地实行。潼南县遵令设置乡镇中
心小学校及保国民学校。

八月，私立潼光中学创设于城西南禅寺，首任校长谢成纲。为本县第一所私立中

学。

本年，县政府第三科撤除，恢复教育科建制。

民国三十年(1 9 4 1)

四月，潼南县初级中学发生学潮，师生联合驱赶校长倪文穆。

八月。倪文穆罢去，县中校长由谭季卿继任。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

春，潼南县立初级中学男女生分班上课。

秋，潼南县第二所私立中学；“正德中学"成立于柏梓乡，首任校长夏建侯。

民国三十三年(1 9 4 4)

春，潼南县立女子初级中恢复，校址定在城东凉风垭唐氏大院。

八月，河北保定原私立志存中学校长沈鸿溪来县，于塘坝乡创办私立中学一所，校

名仍称“私立志存中学，，。

本年，潼南县完成《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学校设置规划，计全县设置乡镇中心小学三

十六所，保国民学校三百一十三所。

九月二十日，潼南县立初级中学举办创校二十周年纪念会，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

颁赐题诃， “潼南县中，实为儒林。济济髦士，克广德心。念年追琢，既多谬琳。缉熙

无欷，俾成国琛"。

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

春，潼南县立初级中学开办高中班，当年春秋两季各招新生一班。

冬，塘坝私立志存中学停办。因河北籍教师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归故里。

民啻三十六年(1 9 4 7)
。

春，私立宏毅中学成立子双江。学校为中共地下党员及地方民主人士兴办。

3



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

潼南县立初级中学开办高中班至今巳七学期，本年获得省上批准，更名“潼南县立

中学校’’。

民国三十八年(1 9 4 9)

春，潼南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新校舍建成，位于潼南县立中学之侧。女中由凉风垭迂
。

居新校舍。
‘

十二月五日，潼南全县解放，成立新政权， “潼南县解放委员会一．下设文教股，

、接管旧政府教育科事务。 ～ 、 ·一’· j-．- ～

截至潼南解放之日止，全县存公立男子女子中学各一所，私立中学二所(潼光中

学，正德中学)，中心小学三十五所，保国民学校二百四十三所。．·’．

o。。 一九五O年，- ：i j，i

‘

一月，潼南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县设文教科．区设文教助理员，掌管文化教育事

。业。 、

?

·

三月，县人民政府决定，县立潼南中学，县立女子初级中学，私立潼光中学，合并

办理，称潼南县中学校，私立正德初级中学在柏梓，由政府补助经费，照旧办理。全县

三十五所中心学校仍如数设置，改称完全小学I原设保国民学校减为九十所，改称初级

小学。
，

‘～

．一九五一年

、 一月，中、小教师实行“实物工资制力。按级别领取大米。

． 九月，潼南中学高八班学生五十七人转入遂宁中学寄读至毕业。
●

一九五二年

’

一月，全县中学教职工赴南充(月I北行署所在地)参加思想改造运动。

四月二十二日，潼南中学成立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

七月，小学教师分期分批去遂宁(专区所在地)参加思想改造。．、

八月，成立“扫除文盲速成识字委员会”，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教学法。．’

-‘九月，试行小学五年—贯制，取消小学高初两级分级制。五年一贯制入学年龄为七

，足岁。 ．

’
，

．．

潼南中学重新招收高中新生。 (高九班)

十月，各级学校教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

十二月，奉遂宁专员公署指示，私立正德中学改为公办，定名为盘四川省潼南县初

级中学校"。 t

、

：
{ ．·’一九五三年， ～-

二月，本县部分中学教师赴成都参加思想改造，并听苏联普希金教授讲课。1

。 4 ，

“

．

·



十二月，筹组全县小学教师联合会。

本年，全县各级学校教师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课堂采取“五个环节”教学
法，和实行“五级记分法"考核学生成绩。 ．

一九五四年

一月，停止推行速成识字运动。

八月，各中小学推行“少年广播体操黟。

十月，全县教师在校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九五五年．．

九月，潼南县第二初级中学兴办于古溪乡，招初中新生两班。

一九五六年

一月，中小学教师开始集中进行“肃清反革命力运动。

三月，开办“速成师范学校"，招生一百人，借潼南中学校舍上课。

五月六月，潼南县小学教师联合会正式成立。 、

七月，全县中小学教师按照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评定工资。工资等级中

小学各分十级。

八月，中国教育工会潼南县委员会成立。 ．

一九五七年

’七月，全县中学教师集中遂宁专区学习，进行“反击右派”斗争。

八月，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县城“反右’’。

九月，潼南县第三初级中学兴办于双江乡。

一九五八年

夏，全县中心小学教师集中学习，进行“红专辩论”、“向党交心’’，“拔白旗"。

并对中学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八月， “红专学院"成立于双江，以短训小学教师为主要任务。

九月，潼南县第四初级中学兴办于太和乡，第五初级中学兴办于柏梓乡。

十月，全县各级学校奉行国务院关于教育方针的指示。 “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同月，全县中小学教师无分日夜，大炼钢铁。

本年，全国处于“大跃进"时期，潼南小学数量惊人上升，由五百九十九所，增至

一千一百三十八所。
●

一九五九年

三月，县总工会举办职工业余教育班，分扫盲，高小、初小三个班，共学员一千六

5



百九十一人。
’

7‘

：·秋。“红专学院黟一分为二．1。矗潼南县敷师进修学校一、“潼南县初级师范学校-·

两校仍共处一地。 r-’

。
‘

·’。

、九月，潼南县复兴初级中学成立。其余初级中学均废序数，改以地名命校。．
’

●● ●

‘

．．’

‘

一九六O年

本年自然灾害严重，国家实行粮食定量，副食品短缺，潼南各中学大办养猪场·以．

改善师生生活。。 ．

‘

：，。 ’、

n·

‘+

f

．，

．i r’ “一九六一年

五月，潼南各中学嵬“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动员学生返乡参加农业

生产，先后计有学生三千八百八十四人停学回乡生产。
’

，

， 七月，以自然灾害故，双江、太和，柏梓、复兴四所初级中学停办。

-．八月，潼南县初级师范裁撤。 一 ‘

4

．～ ．

’ ㈡

‘‘，‘一· 』’‘ ，⋯“一九六=年．，
’

·+九月，柏梓中学复课。 }一

本年，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失调，潼南裁并一批小学，下放小学教师二百

三十八人。 ’
，

，

，

； ：，． ． 一九六三年 ．
，

．’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公布《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及《全日制小

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潼南各中小学自此长期奉行两《条例》。。， ’

四月，全县中小学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学生纷纷组成“学雷锋小组"，走向街头，

奔向农村，“学雷锋，做好事’’。·

五月，教育部公布《中学生守则》八条及《小学生守则》八条。潼南各中小学均各

认真贯彻执行。 一

一
一 九月，太和、复兴两所初级中学复校。

：⋯ ·

、

一
．’

f

一九六四年

，。．本年，全县中小学大张旗鼓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以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黟故。

、 一九六五年
’

七月，毛泽东主席号召；岛要使全国军民，尤其是广大男女青少年学会游泳参。潼南

中学响应号召，组织学生在涪江开展游泳活动。同时由财政局拨款一万六千元于潼南中

学修建本县第一个游泳池。
． ．●●

，，’’j一．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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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五月，潼南中学游泳队在教师刘明德率领下参加绵阳地区游泳比赛，获全地区团体

总分第一名。

六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县普遍开展。潼南中学由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在

学校教职工中“横扫牛，鬼、蛇、神"，大揪“黑帮分子舻。

十月，全县中学师生执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五七"指示： “学生也是这样。以

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纷纷开

荒种地。潼南中学全体师生开赴太和乡，开垦河滩地二十余亩，塘坝中学在附近小仑山

开垦荒地四十余亩。

十月，潼南县各中学师生组成代表团去北京，十八日参加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

“红卫兵”典礼。代表团返县后，各学校仿照外地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一九六七年

二月，上海“一月风暴妒， “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吹到潼南，县文教科

与全县其他机关一样，被“革命造反派"夺权接管，原领导“靠边站"。

一九六八年
．

一月十二日·潼南中学两大派“东方红"与“十·一八"在学校发生武斗。嗣后武

斗蔓延，由城到乡，由学校到社会，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潼南中学图书、仪器、文书、

档案及其他设备毁损一空。

一九六九年

春，各“革命组织力实行“大联合’’，各中学成立“革命委员会”管理学校。

五月五日，为执行上年十二月毛泽东主席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

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黟，潼南县组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抄，安排高初中学生上

山下乡安家落户事宜。

秋，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潼南中学。全县其余各中小学或进驻“工人宣传

队’’．或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实际主持学校工作。

九月。各中学复课，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

一九七O年

各中小学教师学生大演“样板戏’’。

自本年起，工农兵陆续退出学校，校务由学校“革命委员会"主持。

一九七一年

二月，全县代课教师一百余人集中子潼南中学学习，学员学习后全部转为正式教
师，为本县首次大规模补充教师队伍。

五月二日，三汇小学总务员陈永富(中共党员)奋身下河救助溺水女童，不幸牺

牲。中共潼南县委宣传部除从优议恤外，并向全县通报表彰。

7



．，

．。 ． ：。’
’

．?p：‘
： ’。 ．I ‘一

一九七=年 ．r．。：’。“ 。

。t2。卑．I，．．．．
．

、

。
‘

．-：

，本县文教科改称文教局。‘
～

’．

‘江七月，大、中专及高初中实行“推荐与选拔力相结合的招生办法，潼南设“招生委、．
员会"主持其事。． 二

，

√． ：． ．，．·

： 八月，双江初级中学于停办十一载后复校。’
一⋯。 4

j
’

． 九月，塘坝、古溪、柏梓三所初级中学增设高中班，以近年初中毕业生人数猛增

故·．． ． ；
． I一， ji．0：、：t-j，’

．． ‘， 。 ‘ J

’“!，

“

， 、：，’ o，一一九七三年
”

．‘ ．+‘ ．

。

’

九月，新办初级中学两所：三汇初级中学，玉溪初级中学。
⋯1’ ’’

’、j十-'Yl，《人民Et报》刊载《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

树小学生黄帅为反“师遭尊严”标兵。潼南各中小学学习和讨论《人民日报》报导，大．

’。破“师道尊严扩。于是教师不敢管学生，学校秩序陷于混乱。 · ，

、

一 ， ：
．r

’一

·
’

一’． 一九七四年 ．

·

’．， 。三月，各中小学教师学习江青等人所泡制的《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县上并组

织工作组到各学校检查所谓“教师迫害学生致死事件”。检查结果一无所获，而教师惊

惶无已。 t

’．

’ r 。。‘ 一 ’ ‘‘

．．。 九月，各中学执行中央指示“开门办学”，到工厂去学工，到农村去学农，到部队

去学军。潼南中学师生先后到茶店、高升等公社边劳动，边采访，撰写模范人物事迹。

．十--Yl，农民政治夜校现场会在玉溪向阳大队召开。会后，全县农民业余学校均仿

照向阳大队经验改办为政治夜校。． ．7．“

。～

．、’ 一，。t． ≯
”

r’一．，：、f’：．+ ：。。『； 。：。一·’： 一九七五年 ．：‘。，：一j，矿。。”．。．． +，j。二_’～

．。 五月，国务院公布《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以代替过去的劳卫制锻炼潘动。潼南。

：-县各中小学自此按照《条例》开展体育锻炼o
’ 一 ¨

，，．
， t j．

九月，潼南县卫生学校成立。．··
·‘

一 ’。

1：’ ．，：‘

．
太和初级中学增设高中班。 -‘、i。 ·。”‘。：， 。、‘’：。。， j

● 。

‘

‘

， 一九七六年
一J -

．
、

。 ·月，塘坝中学师生三百余人食物中毒。学校教师伙食团及学生伙食团误以白砒为
烧碗，煮食豌葫豆，：中毒者严熏头疼、呕吐．腹泻。事发后，潼南医院及绵阳地区医
院派来大批医务人员，幸抢救及时，无一死亡。．

：‘ 七月，正式成立“潼南师范学校，，：学校设于书院坡原女中校旧址。 · ．c。

．、 八月，双江，玉溪、三汇三所初级中学增设高中班。至是，全县各公立初级中学均‘

办有高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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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月，潼南大埝农业中学成立，后经重庆市行文批准为正式职业中学； ． _：

本年，潼南县由绵阳专区划归江津专区。 ．；’ ‘．， √ ，· ．：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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