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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一

会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崔茂乔

会泽，这块拥有5 854平方公里的热土，西汉时期，史称“堂琅”，唐朝成通年间号称

“东川”，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开始了会泽历史上有名的改土归流，基本结束了东川

土官制度。就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建寺庙、办义学、定科举等这些新鲜事物，从

而开启了会泽教育。《会泽县教育志》以一方教育事业为主，记载了会泽教育的发展过

程。它的成书，记载了当任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的远见卓识，再现了全县教职员工的

勤奋业绩。统览全书，主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全书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不避暗，不就明，从康熙六十年(1721)建文庙时开始，连续

记述了会泽教育的发展。对明清时期的官办书院、义学介绍，力求客观真实；对民国时期

的国民教育发展，不抹功掩过；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发展，不一味歌功颂德，而是本着

“立志”的原则，客观记述。所记内容，均为会泽教育历史的真实写照。

二、体例安排合理，内容设置全面详实

记述遵循“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原则，横向突出会泽教育的特殊性，纵向体现会泽

教育发展的创建性。内容涉及教育性质的方方面面，独辟“乡镇教育简介”、“特级教师

简介”、“希望小学”等内容，以便横向突出会泽教育发展的特殊性。

三、体现思想性、知识性、资料性、指导性

对专章教育方针的设置，明显地反映出各个时期的办学指导思想，为教育的发展指

路引航。对会泽各时期的教育内容，有则客观记之，一些边沿性的教育内容，查阅资料，

引伸记述，以便让人们除了了解会泽教育外，也能对教育的相关知识有所感知；辑录重要

文件、文献，可供查阅；对各项工作的做法，不存偏见之心，实录之，以供人们学习借鉴，发

挥其指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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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详今略古、详独略同、民族平等、生不立传"的原则

随着历史的前进推移，过往教育发展已成为历史，但本志书并没有全部删减，而是选

其大事，寻其择要，以明轨迹，突出“略古”原则。对明、清时期所设社学、书院、义学、私塾

等，只作概括简略的记述。从民国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教育均作

了逐年记述，对一些做法也有所突出，力求使会泽教育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对改革开

放以后的教育发展，突出“详今”原则，记述更加详细。内容涵盖地方教育的诸多方面，如

党校、农广校、厂矿技校等。设“希望小学”，显示捐资助学义举，体现“详特略同”。对进

入2l世纪以来，会泽在以“巩固‘两基’、扩大规模、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为工作思路下

的教育，作了重点详细介述，这在纵向历史上绝无仅有，横向发展上自主独创。主要体现

在以倡导教师发扬“苦字当头，实干兴教”的拼搏精神与“扩大高中办学规模，打破高中

教育升学瓶颈”的做法上。设“民族教育”章节，对教育行政领导及特级教师列入简介或

表录。

五、图文并茂，行文表格相行

在志书的篇首，精选教育发展各类图片，依不同的内容，逐序排列，反映内容直观具

体。在文章内容之中，根据行文需要，插入相应的表格，力求准确，反映全面。

总之，《会泽县教育志》的编纂，站在尊重历史，尊重客观的立场，对会泽教育作了全

面的综述，可以说，它是会泽教育史上的“百科全书”。将起到“资政、教化、存史、育人”

的作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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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二

会泽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加明

编纂出版《会泽县教育志》，是会泽教育史上的经世盛事。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

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教育志书为载体，记述历朝

历代教育发展史实，将起到“资政、教化、存史、育人”的作用。

统览《会泽县教育志》全书，内容博大，专一真实，记载了会泽从古至今的教育发展概

况。会泽虽然于康熙六十年(1721)建文庙时才设儒学，远远晚于云南腹地其他府县的办

学时问，但由于康、雍、乾时矿冶业的兴办，清铜的京运，铸钱局的建盖，使得各省商民蜂

拥蚁附，从而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明、清时期就

呈现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宏伟场面。到清末民初，已是人才辈出，这其中有“护国

元勋”唐继尧，被孙中山誉为“乾坤正气”的黄毓英；科举方面，有会泽籍状元骆成骧，一

门三举人的汤氏家族，有录为国家监学正学录候补的张莹；文学艺术方面，有“云南第一

个放眼看世界”的刘盛堂，曾任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刘尧民，编著《中缅交通史》的

夏嗣尧，云南第一个举办画展的女画家张虞宾，云南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女词人施莉

侠等。

在办学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明、清时期，兴办义学、书院、私塾，教育的

发展始终伴同科举取士一道，为朝廷培养人才；民国时期，大办国民学校；建国以后，共产

党接管国民学校，大力发展普及教育；改革开放以后，会泽教育步入改革发展的正轨；进

入21世纪，各类教育全面提高，学校硬件、软件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办学规模进一步扩

大，高中教育突破升学“瓶颈”，开始步入全市前列。

概括而言，会泽教育主要取得了以下成绩和经验：

一、加强领导，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教育，乃立国之根本，强国之基础。古往今来，重视发展教育的领导其功勋卓著、功

绩不朽。会泽解放后，共产党接管国民学校，因情势所需，大力推行普及教育；1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党委、政府把教育摆在各项_Y-作发展的首位，“为官一任，兴教

一方”，全盘规划学校建设，斥资扩大办学规模；定期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准确锁定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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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整顿校园周边环境秩序，营造全县人民“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与此同时，会泽

县委、政府响应上级要求，全面规划会泽教育，1990年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

1996年，全县实现了“普六”；2000年，全县实现了“普九”；2005年，全县实现了“普实”；

2006年，会泽县顺利通过省政府“两基”复查年审。进入新世纪，加强领导，发展教育，已

成为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只有抓好教育这一基础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才能推动其他各

项工程不断向前发展，才能又好又快地构建会泽和谐、文明的小康社会，已成为各级党、

政领导的共识。

二、依法治教，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治教者，必以涉及教育的法律法规为准绳。会泽教育在

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到施教的合法性及规范性。《教育法》明确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全体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自觉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的教育标准，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教育方针的核心是“全体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教育标准是各门

学科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教育教学质量的目标是高素质化。要达到这些目标要

求，必须加强培训，提高教师素质，提高学校管理者的水平，努力达到学生素质的提高与

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同步。要营造依法治校的良好氛围，极力推进依法治教。

近几年来，会泽教育依法治教的意识明显加强，教育主管部门以司法部门为依托，定期对

学校领导及教师进行法制知识学习培训；学校以法治副校长和校外辅导员为依托，定期

召集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专题讲座，以行政会议和支部会议为依托，经常性地组织教师学

习《义务教育法》和《教育法》，并规范了各种规章制度，理顺了学校工作关系，为会泽教

育推进依法治教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全面统筹，建立良性互动发展的循环教育机制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教育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良性互动发展的循环过

程，各阶段教育的发展互相拉动，互相推进。小学阶段全面打牢基础；初中阶段综合提高

学生素质；高中阶段培养高、精、尖型人才。小学阶段打不好基础，其他各阶段的发展便

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初中阶段抓不牢，自然难以为高中阶段出高、精、尖型人才作铺

垫，反之，高、初中阶段抓实、抓牢，也为小学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会泽教育在处理各阶

段的发展过程中，做到小学阶段严格把关；初中阶段开足开齐各门课程，达到综合提高学

生素质；高中阶段细化管理，采用分层辅导，分层管理的方式，细化到学生的学习内容，学

习时间的“微格”式监控管理。从而形成了会泽教育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各阶段之间良性

互动发展的循环机制。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受不同时期社会条件，用人质量规格的影

响，也曾特殊性地加强了某一环节的教育而放松了对其他环节的教育，但抓牢小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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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中，形成良性循环发展的这条主线却从未动摇。

四、综合提高，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会泽教育自创办有学堂起，便重视了普教、职教、成教的共同发展。其起步进程为：

普通教育先于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始于1929年，先为民众教育，后发展为成

人扫盲教育和“职工双补”，再发展为职工在职教育；职业教育始于1936年，建国后，曾陆

续开办过一些职业学校，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体制改革的变化，规划为所在地中学，施

行中学教育。至2007年，全县只有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普通教育的发展，为成人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为地方

输送了更多人才，为普通教育阶段毕业的学生提供了一条就业谋生之道，带动了普通教

育的发展；成人教育的发展，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育人规格要求。普

教、职教、成教的相互发展，相互促进，使得会泽教育的发展呈现了各类之间良性互动发

展的“链状”机制。"-3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推移，会泽教育内部坚持以发扬“苦字

当头，实干兴教”的拼搏进取精神和务实作风，坚持“扩容与提质并重”的思路，必将更进

一步推进会泽教育全面发展。

五、合理规划，科学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进程

会泽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发展极不均衡，针对这一现状，以类划分，定位各类地区

教育发展目标，实行不同类下的预定目标管理。明、清时期，由乡镇保甲长负责具体的兴

学教化之责；民国时期，具体由劝学员负责各地区的兴学教化之责；建国后，遵照毛主席

提出的“读小学不出村，读初中不出队”的指示，各地大办耕读小学和附设初中班，实行上

级统一部署，地方自主管理的方式。1985年，会泽教育贯彻“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

制后，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建设和内务加强了管理。但由于会泽人口众多，各地教育

发展不均衡，据此，鼓励社会参与，全民动手，全力改善办学条件，盘活一切可以盘活的资

源，以达普及提高为目的。进入2l世纪，教育发展迅猛，教育主管部门以科学的发展理

念，统领全县教育工作全局，努力实现城镇教育现代化，农村教育城镇化的目标，全力推

进城乡教育发展进程。

六、提升能力，全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学校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教

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为提升教师的素

质，改进提高教师的思想、观念，会泽县十分重视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建设。会泽的师训工

作始于1985年，其提质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鼓励教师提升学历教育：，逐步过渡到

小学教师达专科学历，初中教师达本科学历，高中教师再提升为研究生学历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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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骨干教师培训。通过对骨干教师的掊训，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教研队伍。为深

入本质抓教研，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打牢基础；三是全力抓好教师继续教育。通过继

续教育，提高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通过多年的努力，会泽县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从

1998年的79．42％提升到2007年的97．40％，提高了17．98个百分点；初中教师学历合

格率从1998年的83．64％提升到2007年的99．46％，提高了15．82个百分点；高中教师

学历合格率从1998年的51．60％提升到2007年的92．66％，提高了41．06个百分点。这

些成绩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但教育主管部门仍将继续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工作，以打

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目标，不断推进会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七、拓展规模，积极构建多元化融资办学模式

会泽交通闭塞，属贫困大县。但会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热爱教育，捐资助学的传统

美德。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献土设流”后，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外籍流官，就在会泽

这块土地上捐田产、资银两，兴义学、创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开启了捐资助学的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后，群众捐资助学渐成风气，20世纪80年代和

90年代形成高潮。与此同时，政府提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拓展思路，采取“政府

出资一点，社会融资一点，群众捐集一点”的多元化办学方法，积极倡导在会泽企业，鼓励

号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职工，在外工作的家乡子弟，先富起来的农民，出身于本地的

港、澳、台同胞、华侨为家乡捐资助学。1993～2007年，借助各种捐集优势，援建希望小学

120余所，建立贫困救助基金近40个，累计社会各界融资近2亿元，极大地扩展了会泽的

办学规模。截止至2007年底，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575所，其中普通中学36所，小学

518所，职业技术学校l所，教师进修学校l所，幼儿园19所；有教学班3 924个，在校生

16．16万人，教职工8 147人；有校舍建筑面积82．35万平方米。

兴千秋基业，展万代宏图。会泽教育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发达地区相

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但我们不灰心，不失望，而是以百倍的信心、千倍的努力，决心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借助中央开发西部的机

遇，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会泽教育工作的全局，大手笔描绘“十一·五”会泽教育的发展蓝

图，为全面推进会泽教育的发展而拼搏奋斗。



凡例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力求客观地反映会泽教育的各个方面与社会各种因素之

间的必然联系，体现会泽人民在推动会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动力作用，做到思想性、资料性、时代

性、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的统一。达到“存史、育人、资政、教化”的作用。

2．本志是会泽教育事业通志，取事上限自明弘治七年(1494)，下限至2007年底，个别事例叙述

有所延伸，记述地域为2007年会泽县所辖21个乡镇，部分人和事涉及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辖县，也

适当记入。全书共19章，7l节，182目，82万余字。

3．本志按章、节、目、条结构，按述、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进行表述，表随文而入，相对集中，

彩图集于卷旨，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按“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编纂，在全书之

首，冠以“概述”，以便读者察微知著，通晓势略；在全书之末，附以“编后记”，以便让读者了解编纂始

末。

4．本志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占、民族平等、生不立传等原则，对地方办学和厂矿办学一视同仁，

大事记从明弘治七年(1494)记起，连续记载内容自康熙六十年(1721)始，重点记载1949年以后，特别

是1978年中共卜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会泽教育的发展史实；对会泽教育有贡献影响的人物，不分职位，

不论本籍与外籍，列入传、简介或表录。

5．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规范简化字和标点符号，力求语言准确、简明、朴实、规范。

6．本志资料来源于史书、档案及经法定出版的现成书刊，但不标明出处。凡5位以上数据均以

亿、万为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

7．历史纪年，清代以前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用公元纪年。

8．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机构、党派、团体、人物的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冠褒贬之词；对历史事

件，不随意介入编纂者的主观评论；为规范学校命名，现县直管学校用全称，乡镇学校不带“会泽县”字

样。

9．办学条件一章中所设希望工程学校简介，是指已投资建成，并命名为希望学校的学校，对正在

建设和已建成，但未命名为希望学校的，未列入简介。



会泽县行政区划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会泽县学校分布示意图



会泽教育发展图览
游I源文明

铜提粱壶 堂琅铜洗 堂琅庄园

。。睾矗未盖亲袭震鬟溅童。端!管餐∞冀‘：巍牙秽”端芝卷。毛嚣篙豫
泽渊源的文明史。

奢泽县第一中学孔子像

支庙之走成威

套泽县第一中学内正庙

文庙之状元桥

夏庙之崇壬嗣



套泽县古城概挽

宋代理学太师来熹手迹(会泽县第一中学内

莲黔会馆(原楚黔中学校址

套泽县第一中学内艺苑

三圣宫(原娜姑白雾小学校址

刘盛尘编写的云南第一邵9土教材——云南地0 江西会馆(会泽县青少年德育基地

口



领导重视

原因家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中)到会泽县视察工作

原目家教育部副部长胨十娅(右一)到奢泽县调研

原副省长粱公卿(右三)副套泽县调研

原省专罢!}。葑莩；耋嘉L辜；囊|兰亲东生

雾薯霎鬈雾君善：；孚嚣萎喜萎雾爹』茹“
田



原∞靖行署专女李兵为会泽县第一中学题词 省教育厅副厅长用益群(右一)到会泽县调研

Z奠黔y：．^。-吧⋯ ·≯玲。娥
市委副书记陈世责(左三)到会泽县调研教育工作

教育部政策㈣恫教研赴处长马帮恰泽县调研 省教育零驾弋篇日善鬻{群；萎鬻耀畚



省教育厅副厅长；妻零；翥舞’到会泽县实验 市委常委、气篾譬譬搿羁华叫“舍沿

县委书记何出利(左)刮会泽县第一中学救助贫困生 市教育局局长张吉祥(左二)到会泽职业技术学檀调研

县长陈目宝(左三)纠会泽县第一中学救时贫困生 县委常喜、宣传邯部长许泰权力少先队H颉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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