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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度
地 方 财 政  

总 支 出

普 通 教 育 支 出 普 教 支 出  

占 财 政 支  

出 的 ％

比 上 年 增 长 ％ 按 人 口 平  

均 普 教 经  

费 (元 ）合 计 教 育 事 业 费 基 建 投 资 财 政 总 支 出 普 教 总 支 出

1974 4267.0 489.8 409.8 81.0 11.5 -13.0 10.6 7.48

1975 ’5059.0 553.0 451.2 101.8 10.9 18.6 13.1 8.26

1976 4810.0 555.0 448.6 106.4 11.5 -4.9 0.4 8-10

1977 5515.0 691.4 613.4 78.0 12.5 14.7 24.6 9.86

1978 7377.1 843.0 755.0 88.0 11.4 33.8 21.9 11.80

1979 8134.1 890.5 778.5 112.0 10.9 10.3 5.6 12.21

1980 7745.8 1061.8 934.8 127.0 13.7 -4_ 8 19.2 14.4

1981 8460.7 1172.4 1025.4 147.0 13.9 9.2 10.4 15.65

1982 8980.0 1350.0 1203.0 147.0 15.0 6.2 15.1 17.66

1983 11088.0 1466.2 1268.2 198.0 13.2 23.5 8.6 18.31

1984 15600.0 2081.6 1680.0 401.6 13.3 40.7 42.0 26.66

1985 14592.1 2547.5 1919.0 628.5 17.5 -6.5 22.4 32.33

1986 19484.0 3206.0 2291.7 , 914.3 16.5 33.5 25.8 40.16

1987 18997.0 3650.6 2700.0 950.6 19.2 -2.5 13.9 44.78

1988 20439.5 3935.5 2967.2 968.3 19.3 7.6 7.8 43.08

1989 24098.1 4154.4 2955.4 1199.0 17.9 15.6 5.6 48.99

1990 32477.7 4713.0 3276.0 1437.0 14.5 34.8 13.4 49.03

第二节校舍建设

解放前的学校，基本上是旧寺庙或地主、头人、土司废弃马房、羊圈，经简单整修 

后，作为学校用房。民国时期，西康省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也 

只修了4个片石结构的教室，其余生活用房、办公室、图书室等均为川王宫庙宇稍加整 

修后，作为学校用房。

解放后，人民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学校建设。50年代初，对学校建设实行因 

陋就简，边维修、边改造、边新建的办法进行。1951年，在康定县第一完全小学新建一



• 1710 • 甘孜州志•文化志

幢砖木结构的教学楼，对康中和康定县二完小进行维修改造。泸定、丹巴、道孚、甘孜、 

炉霍、九龙、巴塘、雅江、理塘、义敦、得荣等县，相继改造和新建校舍。其余各县的 

校舍建设，也随政权建设的开展而展开。校舍建筑结构可分为两类：一是砖木结构，主 

要在县城所在地；二是片石、“干打垒”建筑，这类学校主要在农牧区。

六七十年代，学校建设随学校的增多而增加。校舍的建筑结构，基本上沿用50年代 

的办法，但砖木结构的校舍已向少数区、社和交通沿线延伸。同时，随着马背小学、耕 

读学校、帐篷小学的兴办，修建了一批简易校舍。

进入80年代后，校舍建设以危房改造、新增校点建设为重点，出现了新建面积多， 

建筑要求$ 的特点。钢筋混泥土结构逐步取代砖木结构校舍，校舍建设达到一定的抗地 

震能力。在农村牧区，砖混结构的校舍，取代片石或“干打垒”校舍。按国家规范化要 

求建校舍，得到了普遍贯彻执行。同时，为保证各级各类学校建设所需资金，省、州、县 

财政都拨了大量的专款用于校舍建设，群众也积极投工投料，捐资修建，改造校舍。

1982〜1989年全州校畲建设统计表 单位：平方米

项目
维修改造面积 新建面积

项目

年
维修改造面积 新建面积

1982 90950 1986 21439 55023

1983 156142 100646 1987 17265 59012

1984 9273 31667 1988 27715 53389

1985 9273 31667 1989 32812 46359

州内校舍建设除按以上办法开展外，还有救灾建设，这一项建设历年都有，比较重 

大的有：1955年，康定发生大地震，中小学校舍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康中迁到雅 

安上课。州集中人力、物力，用 3 年的时间，在康定县稻子坝新测校址，建立康中新校 

园。1973年 2 月，炉霍县发生7. 9 级地震，波及邻近的甘孜、道孚、色达、新龙等县，校 

舍倒蹋严重，危房急增。州及时安排资金105. 3 万元，对这些地区的学校进行了维修、改 

造和新建。1989年 4 月，巴塘县发生6. 7 级地震，使该县中小学、师范校舍遭到严重破 

坏。国家、省、州、县及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该县学校进行新建改造，到 1992年， 

完成了基本消除校舍危房任务。除地震灾害外，因雪灾、水灾、风灾、火灾、泥石流等 

造成的校舍损失每年都有。

1990年，州响应省年内消除中小学校舍危房的要求，决定在年内消除中小学校舍危 

房，使全州中小学校舍危房比例由11. 9 % 降至1 % 以下。同时成立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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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协调、督促、检査全州消危工作。州人民政府分别同未完成消危 

任务的14个县的县长签订消危责任书，并由州危改办公室收存各县危改负责人的责任 

金。未完成危房改造任务的14县成立县危改领导小组，乡、村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并层 

层签订责任书，交纳危改负责人责任金，做到层层落实任务，责任到人。全州共投入危 

改资金1500多万元（其中群众投工投料折款134万元），新建校舍47166平方米，维修、 

改造校舍5146平方米。1990年底，全州18个县除巴塘县因地震灾害，消除危房与重建 

家园同步实施外，其余17个县基本消除中小学危房。

全州学校建设，经过41年的努力，发生巨大的变化。截止1990年底，校舍占地面 

积达到2755536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715207平方米。其中教室为183561平方米，实 

验室为 10826平方米，图书室110281平方米，学生宿舍33047平方米，教职工宿舍 

377492平方米。

甘孜州1984〜1989年学校基本建设投资情况表 单位：万元

\ 项

\ 目  

靴 \
统筹

国家 省机动 州机动 三州开 发展
中央补

助普及

教 育

中央补助 

师范师训 

危 改

维 修

合 计
专项 财力 财力 发资金 资金

省拨 州拨

1984 87.00 90.00 65. 60 69. 06 20.00 70. 00 401.60

1985 79. 00 95.00 106. 5 50. 00 198. 00 100. 00 628. 50

1986 79. 00 95.00 164.00 378. 00 124.00 16.80 30. 00 886. 80

1987 87.00 71.00 73.00 102. 00 498. 00 21.20 27. 00 879. 20

1988 87.00 71.00 45.00 146.00 521.00 72.50 14. 80 11.00 968. 30

1989 87. 00 90. 00 30. 00 180. 00 496. 30 85. 30 17.40 25. 00 1011.00

合计 506. 00 512. 00 483. 50 547.60 2111.30 451.80 53.40 63.00 16.80 30. 00 4775.40

第三节勤工俭学

1958年以后，州内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指导下，相继 

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50〜70年代，主要是以平整校园，参加社队生产劳动，种 

试验田，种蔬菜，修补课桌発，制作教具，建立校办工厂、校办农场牧场等。三年经济 

困难时期，学校师生在房前屋后和坎边地角种植蔬菜、土豆和养猪等，以收入补助学校 

伙食。“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的勤工俭学被开门办学替代，师生主要是参加工厂、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