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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作为上层建筑，担负着“教化、育人”的双重任
务，对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基础性、先导性
作用。

陇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天下李氏祖庭，丝绸古道重镇，陇右早期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中心。五千年前，原始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甘肃仰韶文化。受人文始祖伏羲和百家之祖老子的影响，
这里的文化发轫较早。自汉武帝确立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以来，
学、校、庠、序、贡院、书院等教育机构日趋完备。又因陇西长期处于汉族、少
数民族聚居区和汉族政权、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毗邻地带，狩猎、游牧、农耕及
工商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在这里既相互冲击又相互融汇，形成多元统一、多
姿多彩的地域教育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汉将廉褒，药师封衡，后秦
皇帝姚苌、姚兴，唐朝宰相赵璟、李石，宋代将军王德，金元重臣汪世显等，都
曾名留史册，后人皆知; 唐传奇小说家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的出现，更使陇
西文风大盛，英才蔚起; 明代散曲家金銮，清代书法家王予望，“西京文献”杨
庆，文学家李桂玉，清朝翰林、甘肃最早的留日学生阎士璘，民国诗人祁荫杰、
王海颿等，都是这支中华民族风流蕴藉的文脉上金声玉振、响遏行云的继起
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更是层出不穷。有数人在美国几所
大学任教授、博士、专家，有国家科委重大工程专家，有军事工程专家，有在国
内重点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并负责课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有享誉省内乃至全
国的作家、书画家，有省内外实力雄厚、贡献卓著的企业家，有在军队和地方
党政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他们在为共和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为
树立陇西形象、扩大陇西对外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 1904 年全省第一所近代中学———巩昌府中学堂建立，历经清末、民国，
创建了陇西师范、陇西中学、女子小学、师范附小等一批学校，开始了从传统
士人教育到近代国民教育的嬗变，教育思想、培养目标、价值观念、教学内容、
手段和方法等处在震荡和反复中，陇西教育界为之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热情空前高涨，基础教育进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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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时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延揽和培育了大量合格人才。“文革”
时期，教育受到严重影响，形成长时间的无序和混乱状态。

改革开放特别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标志着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
天。“拨乱反正”使教育秩序得到迅速恢复，学校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十五”
以来，陇西县牢固树立“六个一”育人理念，以一切为了学生为宗旨，以推进素
质教育为主题，以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为根本，以巩固提高“两基”成果为重
点，大力改善教育条件，全面营造尊师重教、依法治教的教育发展环境。一场
集万民之力、奠千秋伟业的“两基”攻坚战蓬勃兴起。1992—1998 年，在全县
财政困难时期，保持预算内教育事业投入年均增长 20%，先后成功实施了“国
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多个教育项目，全面实现了校园的“绿化、硬化、
亮化、美化”。1991—1999 年，相继在全市率先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2000 年跻身于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行列。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更加重视，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确立
科教兴县和人才强县战略，以科学发展为理念，把教育放在全县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建设大文章的重要位置，精心谋划，发愤图强，制订了《关于加快基
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
了“‘普九’再巩固、职教创特色、改革求深化、管理上水平、队伍争一流、质量
稳提高”的教育工作发展思路，大力实施“金字塔”式人才工程，涌现出了一大
批国家和省、市、县优秀模范教师和骨干教师。

陇西一中新校区建设，是全县教育“二次创业”的起跑线。2003 年，县上
在长安路南侧一次性划拨土地 160 亩，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配套，
精心打造陇西一中高中校区。2006 年 9 月，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一座总投
资5 000万元、总建筑面积 30 000 多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学园区展现在人们面
前。2009 年，陇西一中晋升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自 1999 年以来，高考本
科上线率连续 11 年名列全市各中学之首。陇西一中，以其显著的教育成效、
优良的办学环境以及在县内和周边广泛的认同，成为陇西教育的标志。

面对职业教育新的发展趋势，县上先后对职业技术学校、烹饪职业高中、
教师进修学校、电大工作站和文峰职校重组，成立陇西县职业教育中心。依
托驻陇有关企业开展校企联合办学。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改制、置换
陇西师范职能，成立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争取中央、省级财政支持投资
5 100万元建设“中等职业教育共享型、开放式实训基地项目”等，成功实施了
优质教育资源整合，使全县职业教育迈出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关键性一步。
职业教育继普通高中教育之后，成为全县教育新的亮点，丰富和扩大了“陇西

·2· 陇西县教育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教育现象”内涵。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的全面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普九”成果的巩固和

提高，全县小学、初中入学率达到 100%，高中入学率达到 75． 8%。全县高考
本科上线率连续 11 年保持全市第一。恢复高考以来，向高校输送了近40 000
名学子，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以高考为主要标志的“陇西教
育现象”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今后，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全力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内涵发
展、和谐发展，努力从全市教育强县向全省教育强县迈进。

陇西教育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研究陇西地方教育史，编纂这
部百万多字的《陇西县教育志》是一项历时 20 余载、多方参与、几易其稿，倾
注了教育界、史学界众多专业人士心血的浩大工程和开创性工作。穿越漫长
的历史时空，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旨在存史、资政、育人，让过去昭示现在，启
迪未来。

愿陇西教育越办越好!
愿陇西的明天更加辉煌!

中共陇西县委书记 张懿笃
陇西县人民政府县长 鲁 泽

20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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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力求真实、准确地记述陇西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体现时代性、思想性、平民
性、系统性、资料性和地方性的完整统一，力求达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续
史之无、详史之略”的目的。

二、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和立足现代、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记述陇西
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重点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陇西教育事业发展的
光辉历程。

三、本志上溯汉代，下讫公元 2008 年。《大事记》延止 2009 年 6 月。
四、志体分编列章、按节设目，采用编年、纪事本末、纪传相结合体例，依需

要灵活运用。文体以记事为主，少引文言，力求简洁、平实、易懂，做到言约而
事具、语缀而理明，实现资料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

五、志首冠以《概述》、《大事记》，正编以章、节为例，志后编入《后记》。
各章节采用述、图、表、录等多种形式，内容自成体系，以体现资料的完整性、独
立性和可查性。

六、全县教育(学校)指县域内教育( 学校)，县属学校指县教育部门管辖
学校。记述区域以现行区划为主，古代随历史迁变亦有杂错。时间记述按编
而异，民国前采用年号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后采用公元纪年。凡重大事
件、阶段加注公元纪年。学校、机构采用时名，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教育的特
色。

七、全县各级各类教育及高考、教研教改、教育经费、项目工程等按章节编
入附表，以增加资料的详实性和直观性。

八、清代以后的私塾教育、现代民办教育、民请教师分别按专章、节、目编
入，以志在陇西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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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县域内所有完全中学、职业学校、学区、独立初中、九年制学校、中心小
学等简介。明清进士、举人、贡生，近现代所有小学，中级以上职称和获县级以
上荣誉奖励教师、市级以上“三好”、“优干”和竞赛获奖学生以及考入名校学
子等均以录名、列表形式编入，力求反映教育发展的历史概貌和人文本质。

十、人物采用简介和简录形式，实行有标准不唯标准的平民性原则。对业
已作古、退休或调离，为陇西教育倾注了心血，社会影响较大且口碑良好，不具
备高级职称和高级别荣誉、奖励者，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编委会遴选简
录，籍贯多采用现行省、市、县(区) 、乡(镇)。

十一、所录文献均保持原貌，为方便阅读，历史文献按内容分段处理。
十二、学区、学校前标有* 号者，为已并入学区或停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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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概 述

陇西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渭河上游，东接通渭，南邻武山、漳县，西连渭
源，北靠定西市安定区。面积 2 408 多平方公里，人口 50. 7 万。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秦置陇西郡，汉设襄武县，唐宋时先后称渭州、古渭砦、通远军、巩
州。元、明、清时期，设巩昌路、巩昌府、陕西右布政使司，政治、军事、文化、教
育地位非常重要。陇西教育历史绵长久远。春秋战国时期，甘肃已有私学出
现。汉末以来，陇西作为陇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为教育的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纵观陇西古今教育，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古代儒学教育

陇西教育的发轫，当自汉代以前。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以《诗》《书》
《易》《礼》《乐》《春秋》儒家六经为内容的选士制度，建立地方教育机构，初步
形成了统一学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陇西教育的发展应与中原同步。
汉平帝元始三年( 公元 3 年) ，各地郡国办学逐渐兴起，甘肃境内始设学官，教
育制度开始形成。私家办学亦有发展，经师大儒设帐授徒，诸生治学之风日
盛。魏晋至唐，随着陇西郡治地位的确立，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行政保障。
同时，陇西辖地变乱纷争且地处要冲，战乱间隙，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
明交流频繁，兼容并蓄，互取优长，文化教育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风貌，产生了
医学家封衡、音乐家董庭兰、传奇作家“唐三李”( 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 等
杰出人物。北宋时期，地处边陲战乱亦频，文化教育受到影响。神宗皇帝熙
宁四年( 1071 年) ，今甘肃东南诸州设置学宫，以经术德艺教导诸生。作为
“熙河开边”的前沿大本营，陇西学宫的设置应无置疑。熙宁五年( 1072 年) ，
秦凤路缘边安抚司建议“通远军宜建学”，得到允可，陇西地方教育进入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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