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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的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地方性的相统一，为庄

河市(县)教育的发展，将会提供咨询服务。

本志在编纂进程中，得到各级领导、学校和有关单

位、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表谢意。由于编修力量和水

平所限，不当之处，诚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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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的有市委书记毕锡埴、副书记林庆民、副市长

吴明熹，市教委、计委、财政局等主要领导，各县区党

委书记和苜批9普九。合格乡镇党委书记。

q 1987年庄河县向阳小学学生壬华姓参加

上海举办的应用文竞赛。举办单位将此信

转给李鹏总理，李鹏总理复信在<少年报)

发表

q原大连市委书记、政协辽亍省主席、国家顾

问委员会会员宋黎来庄河高中视察并题

词。左为王有山校长

△1995年10月。省人民政府督学在庄河币尖山乡山头

小学自然室看教学设施。左：国家教委替学郭健夫

右：辽宁省政府副主任督学李国臣



睁前排左起

贾聚林(大连市教委主任l

冷相发(庄河市委书记)

吴明熹f六连市g师长)
林厌民(大连市委副书记)

黄淑唧(大连双盛同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b教委领导成员

左一主任兼书记鼍戚章

左二副主任吴胜杰

左三副书记肖淑琴

左四副主任肖文厚

q 1995年4月，大连市写字教学工

作会议在庄河市黑岛镇山甬头小

学召开。市教委主任贾聚林同与

会者在看教师的写字教学。

q 1995年3月庄河市委市政府召开庄河市教育
工作会议。

左起昌0市长管殿河在大会上作<庄河市1995一本

世纪末教肓发展纲要)的报告

人大主任孙永文

市 长张天普

副书记李金孛



△向阳小学。我能行。主题大队会

△1994年实验小学。脑珠算’班参加全省竞赛，获团体

第二名。肖波女教师前为户新璞，右二刘溅穆校长．

右：刘贵元主任

△1986年，庄河高中学生参加大连市高一学生星海杯数

学竞赛获市团体第一名，中排中同为王有山校长。

△庄河市第一职高服装专业电化教学 △庄河市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学农基地一蔬菜大棚



△ 1994年中小学文艺汇演明星小学获最佳演出奖斗牛士舞

△新华路小学六年级学生在上电子计算机活动课 △ 1995年庄河市中小学田径运动大会

△中学劳技谋现场教学在庄河二十一中召开 △大营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在学农基地上实践课

一妇



△庄河币人民政府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图：庄河禹中学生祭扫烈士墓。下圈：匪河六中学生到琵园口，听取老干部

讲诉1894年10月23—24日日本侵略军在此登陆的侵华史。右圈：甲午海战中，林永升带领经远舰士兵同敌舰(日

本)激战于黑岛外，因舰中弹．经远舰将士抗敌殉国。黑岛镇中小学师生瞻仰林永升将军塑像，并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衣瑞菜



△庄河市幼儿园新园剪彩仪式

△新华路小学建校庆典

△农村小学一尖山乡嚣争小学

』

△山区中学一庄河第十八初级中学

△乡村幼儿园一石山乡磨石寅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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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述

1986年是发展国民经济“七五”计划

的头一年，至“八五”计划末共10年。在这

10年里，庄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7年，国务院批复：庄河县为边境县。

1992年，国务院批准庄河撤县设市。大连

市委市政府把庄河市作为大连市经济发展

的又一个战略重点，拓宽了庄河x寸夕t-开放

之路，促进了庄河经济再上新台阶。1994

年，庄河市被列为辽宁省农村经济综合实

力十强县之一。这一年，庄河由一个落后的

农业县跃入全国200个强县行列——名列

120位。到本世纪末，要力争跨入全国百强

县的行列，并要把庄河建成地区中心城市。

这一历史性机遇，极大地鼓舞了庄河人民

的斗志。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发扬庄河人

艰苦奋斗，勇于拼搏，敢于争先的精神，为

实现这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共

认。在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里，庄河教育

事业在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精神指导下，

认真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义

务教育法》和国务院、省、市确定的方针政

策与指示决定，促进了庄河各级各类教育

事业协调发展，深化了教育教学改革，继续

完善了各种教育制度、县(市)、乡(镇)、村

对教育施行“倾斜”政策，全面推进普及九

年制义务教育，学校管理不断地得到加强，

教师队伍素质得到提高，稳步地提高了教

育教学质量，为发展庄河经济培养了大批

实用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

【概况】10年来，庄河的各级各类教育

事业协调发展

一、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是庄河教育

的主体，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石。教委常抓

不懈，促其发展。-

幼儿教育。坚持以社会力量为主发展

幼儿教育事业。1995年全市有幼儿园375

所574个班，比1986年增加236所，在园

幼儿总数为16665人，3—6周岁幼儿入园

率达38．7％，比1986年增长了5．6％；其

中农村3—6周岁幼儿入园率为35．9％，

比1986年增长了5％；幼儿教师632人，

比1986年多140人；全市(县)有16个乡

镇办起中心幼儿园，庄河市幼儿园为示范

型幼儿园。

小学教育。全市346所小学，比1986

年减少5所，在校生数高峰期是1985年，

因实行计划生育，小学生数逐年下降，1986

年在校生数为105253人，比1995年多

27066入，小学7周岁入学率每年均在

100％。教师由1986年的4420人，到1995

年减少了236人。

初中教育。由1985年的28所发展到

1995年为34所，增加6所；在校生逐年增

加，由1986年的36122人，到1995年上升

为43551人，初中发展仍处在高峰期。自

1991年实施“普九”以来，初中升学率每年

均在98％以上(含职高、中专)。

普通高中教育。1986年，高中1所，完

中9所，1990年后相继调整了高中布局，

到1995年，9所完中的高中部并于邻近高

中，全市有5所高中；在校生逐年增加，

1995年为6141人，比1986年增加了316

人；初中和高中教师由1986年的2170人，

到1995年升为2873人，增加了703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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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高中毕业生为19754人，其中考入高

等院校的9743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

人才。

特殊教育。庄河市聋哑学校，为使聋哑

儿童接收义务教育，招收不超过14周岁的

聋哑儿童，入学率达100％，1995年在校生

154人，比1986年增加92人，教师52人，

比1986年增加22人。向阳小学在1989年

9月设弱智班，12名儿童；1992年又招12

名弱智儿童，现在分两个班4名教师上课。

二、职业技术教育。为使职业技术教育

适应社会需求，不断地增强办学活力，办学

规模逐年扩大。并进行了结构体系、管理体

系、专业教学和实习等方面的改革，取得较

好效应。庄河市第一职业高中被列为辽宁

省重点校。全市(县)3所职高的在校生，由

1986年的1182人到1995年升为2849

人，增加了1667人；教师128人，比1986

年增加了21人。1994年，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招生与普通高中招生达到了国家规定的

1：1的标准要求。

三、师范教育。庄河市教师进修学校，

1986年附设6个中师班，245名学生，到

1995年共有1125名中师毕业。1986年参

加函授和业余学习的1781人，到1995年

先后有2709人中函毕业。中学师资培训，

有245人取得“专业合格证书”，有701人

获大专函授学历。在职干部的岗位培训和

后备干部的岗前培训达1252人次，在岗的

中小学领导干部培训率达100％。对中小

学骨干教师也进行了培训。

四、成人教育。我市的成人教育，以岗

位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为重点，开展了多

种形式办学。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适应了

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扫盲教育。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抓扫盲

工作，于1994年11月，经省、市扫盲验收

小组的检验，超过国家规定的基本扫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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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文盲的标准，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

二批实现“双基”单位(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成人职业技术教育。我市农民教育已

形成新的教育体系。即以纵向结构为主的

县(市)农民中专和农广校，乡(镇)办职业

技术学校、村办职业技术学校或培训班；以

横向联系为副的县(市)、乡(镇)、村各部

门、各企业之间联办。现有庄河市中等农业

技术学校、辽宁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_

庄河分校、成人高等教育——庄河市电视

大学各1所，全市(县)31个乡(镇)办起了

建制的乡(镇)职业技术学校、全市(县)353

个行政村，也都建起职业技术文化室。成人

职业技术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庄河农校

在校生，1986年130人，1995年617人，是

1986年的4．7倍。庄河农广校在校生，

1995年的1281人是1986年的784人的

1．6倍。庄河电大在校生，由1986年的446

人到1995年为824人。

职工文化技术教育。几年来，加强了职

工教育的宏观调控，调动了各业务主管部

门和社会力量办学积极性，办学条件不断

地得到改善，通过各种办学形式，对职工和

从业人员进行适应性、规范性的岗位培训，

使职工教育做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继续完善制度，深化教育改革】几年

来，我市认真地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不断地完善各种教育制度，有

力地促进了教育发展。

继续完善教育管理体制。为适应庄河

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1988年5月28日，

经庄河县政府批准：庄河县教育局改称庄

河县教育委员会。从此，庄河县教育委员会

成为县政府综合管理全县教育工作的职能

机构，扩大了机构职能。1992年5月7日，

庄河县编制委员会批示：同意教委设立督

学室，编制暂定5名。督学室建立岗位责任



制和督导制度，积极开展教育的监督、检

查、评估、指导。

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

革。1989年，我县32所中小学首批推行校

长负责制，1990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都实

行校长负责制。学校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党

支部由过去的领导作用转为起保证监督作

用。校长的主要职责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

办好学校，抓好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落实了《大连市中小学教师职务任命

(聘任)试行办法》，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

改革中招办法。为进一步端正初中的

办学方向，改革我县教育发展和人才分布

不平衡状况，县教委下发(1991)3号文件，

对我县中等学校招生办法作了如下改革：

1．将我县重点高中招生计划的2亏％，作为

各乡镇初中学校定向招生计划。2．市下达

给我县的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数(不含中

师、技校)，全部以各乡镇初中应届毕业生

数为基数，按比例分配名额。3．市下达给我

县的中等师范学校的招生计划，针对城乡

和偏远山区对师资需求情况，采取部分定

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4．县教委根据中

等学校招生考试情况，确定重点高中和中

等专业学校定向招生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自中招办法改革之后，我县中学教育，从

“应试教育”向国民素质教育转轨。

改革考试制度。随着我县“普九”的全

面实施，1990年教委印发了《关于庄河县

小学毕业(升学)统一考试的通知》，废除了

过去毕业、升学重复考试的做法，减轻了学

生学习与心理负担，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

迎。

办学体制得到深化。几年来，我县贯彻

落实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

民”的方针，坚持谁的学校由谁办，谁办学

谁负责的办学原则，切实贯彻《乡(镇)办初

中，村办小学，中心小学由乡(镇)和村共

办”的办学体制。在这种新的体制运行过程

中，加强了监督、检查，促进了依法办学。在

教育投入上，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还发挥

群众办学积极性，捐资、献物、出工，参与本

地的“普九”工作，表现出人民群众的执法

觉悟和教育意识，从而加速了我市(县)“普

九”的全面实施。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鉴于振兴和发

展教育的根本是教育经费的投入。我市

(县)自1991年全面实施“普九”以来，市

(县)乡(镇)对教育采取倾斜政策的同时，

发动全社会支援教育事业，使教育投入不

断地得到增加。到1995年末统计：市(县)、

乡(镇)两级财政共投资4000多万元；教育

基金会共筹集的教育经费为7018万元；扶

贫的“对口帮”单位、厂矿企业和致富带头

人的捐资为578万元(详见附表)。

1995年教育事业费的预算内教育经

费收入为63828干元，支出为63828千元，

比上年增长16％；预算外教育经费收入为

40051千元，比上年增长23．8％，支出为

39725千元，比上年增长44．3％；财政收入

为105880千元，比上年增长37．7％；财政

支出为201160千元，比上年增长20％。实

现了“三个增长”，即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

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为

1．28％；按在校生人数平均教育费用增长

了9．4％；切实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

经费增长了6．3％。8年来，由于教育经费

得到了缓解，全市(县)中小学共新、翻、扩、

改建校舍面积为13万m2，其中教学偻共

48幢，农村险校舍基本消灭。34所初中基

本上建起“五室”；各乡镇中，bd,学和条件

较好的小学，也先后建起“三室”。按“普

九”标准，购置了教学仪器、教学设备、图书

资料等。办学条件不断地得到了改善，促进

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我市自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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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部分乡镇开始进入“普九”，根据庄河32

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分批滚动实施“普九”。

8年来全面推进“普九”工作，市委、市政府

履行了政府行为，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

措施。1．层层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主管领

导具体抓；2．层层落实“三级办学，两级管

理”的办学体制，各级法人代表承担责任；

3．层层落实包干体系，建立了五大班子包

片、乡镇干部包村、村包校、屯包班的网络

化包干体系；4．层层建立“一把手”负责制，

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一级抓一级。

一抓到底；5．层层签订“普九”责任状，市长

同乡镇，乡镇同村。教委同校长，校长同工

作人员都签订了责任状，做列相互督促、制

约；6．把“普九”成绩列为干部任期目标责

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

部使用与奖惩的依据；7．层层树立典型，以

点带面。推动“普九”工作步步深入。在庄河

市、大连市督学室分批分期验收的基础上，

1995年10月，省人民政府督学室4人来

庄河抽检3天。副主任督学李国忱说：“抽

检了庄河的‘普九’，觉得庄河人在‘普九’

工作E，谱写出一曲凯歌，认定庄河市‘普

九’是基本合格”(1996年2月27日(中国

教育报>刊载：庄河市是全国第二批实现

“两基”县(市、区)。

进入“普九”以来，全市中小学相继建

起义务教育档案，加强了校舍、设施、师资、

普及率、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的管理，逐步

提高学校内部设施的使用率，进而转向提

高教育质量上来，使学校向高标准高层次

发展。

【强化德育工作】我市(县)中小学德育

工作制度日臻完善，从市委和市政府、教委

和乡(镇)形成了德育工作的指挥系统和工

作系统，确立了德育工作的首要位置，效益

性愈加明显。首先，建立“三级”德育管理体

制。1988年为继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

一正——

“创新经验”活动指导，县教委成立了德育

工作协调指导小组。1990年县委决定：成

立庄河县中小学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各乡

(镇)、村都有1名领导分管学校德育工作。

学校确立党支部的政治核心地位，校长是

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责任者。中小学都建

立了学校、班级的分级负责工作系统，层层

落实，为深入开展德育工作起到保证作用。

其次，加强对德育工作的科学管理，制定德

育工作规范性文件，规范了中小学的德育

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等。落实德育工作的

重点，贯彻德育纲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法制教

育和中小学生Et常行为规范教育、‘‘八八

二”教育，为培养学生的正确人生观和世界

观打下基础。几年来，学校始终把德育工作

贯穿于各科教学和各项活动之中，坚持思

想教育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相结合，坚

持灌输和疏导相结合，坚持示范和正面教

育相结合的原贝日，使中小学德育工作逐步

走上了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的

轨道。

【深化教学改革】几年来，我市中小学

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指导，先

后贯彻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教学工

作的若干规定和要求》和《大连市中小学教

学常规》等三个文件，整顿了教学秩序，加

强了教学管理，优化了育人环境。诸多学校

建立了教师备课、讲课、批改、辅导和学校

领导的检查、总结、评课等常规，并形成制

度。坚持抓教学常规建设，既改革了课堂教

学，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又提高了教学指

挥系统的教学指导能力。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堂教学是

贯彻落实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渠

道。举行全县性的教学观摩活动，每年都要

结合我市(县)中小学教学实际，有针对性

地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八十年代后期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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