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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城区教育志》在深入改革的新形势下问世，实为我区教育战线的

一件大喜事。这是我们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很值得庆贺。
～●

．

历城教育源远流长；在两干多年的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出过众多的英雄豪杰、文人志士，给家乡增添了无限光彩。

在旧中国，由于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教育事业极其薄弱。据1931年

《视察历城学务报告》记载：“⋯·“论学校教育，其数量与实质，比邻近各

县均有逊色⋯⋯。，，|直军．1948年历城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

事业才逐步发展，到1985年历城有各级各类学校800多所，在校学生近10万

人。儿童入学率达97．9％，文盲率降为7％，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本志分为13编、26章、34节，约20万字，对各个不同时期的教育情况，
7

办学形式，作了较为翔实地记述。这对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存史、
。

资政、育人’’，服务于我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无
l’

疑将起到很大作用，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 7

编写人员四载艰辛，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历城区教育志》一书。一

编纂志书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是各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此感谢各部门、

各单位为志书提供各种资料，感谢全体编写人员辛勤笔耕，精心著述。

我们希望《历城区教育志》问世，能得到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
一

的指正，使我区编志工作不断改进，日臻完美。

谢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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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本区

在1 8 4 0年(清道光二十年)，下限基本上断在1 9 8 5年。

源和发展现状，部分章节按事物沿革适当上溯下延o

，以横为主。全志一般按编、章，节，目四个层次排列，共分为

述．记、传，图，表，录综合表述。有关图表多附在编章之后。

以记录正文中未详的资料。

字表示公元年月日，民国以前的年月日，使用正统年号，夹注公

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使用各种事物的名称，凡是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l地名和单位名

称一律采用当时的称谓。如历城县名，l g 8 7年改为济南市历城区。

七．本志中凡涉及到的人物，一般直书其名，不加称号。《人物志》是本着生不立传的

原则，采用专章记人和因事记人的方法收入人物。

八、本志有关数据主要来自档案资料，部分资料是各区专人调查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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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历城教育概遮

(1 8 4 0一l 9 8 5)

历城县于1 9 8 7年5月1日改建为济南市历城区。

‘历城历史悠久。据林修竹编《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卷一记载t “历城县，周谭国，汉

置历城县，清为山东省治，’济南府亦治此，民国废府留县"，其界址。 “东至章丘县界辛店

1 0 0里，西至长清县界饮马庄2 5里，南至泰安县界张家庄l 0 0里，，北至济阳县界张公

店4 5里，又东南界莱芜，西北界齐河，面积8 5 0 0方里’’。自晚清至民国期间的一百多

年里，历城区域没有多大变化。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抗战的需要，于l 9 4 2年前后，

南部山区划分为泰历县，东北部划为章历县，建国后又统一为历城县。
一 历城县城建于西汉初期，城址在济南历山下，故有材历下城’之说。到民国2 6年

(1 9 3 7年)，县城迁至王舍人庄。历城在济南的这若千年内，’除了各公署衙门所占地和

部分市民私有宅基以外，其余地基多为历城公产。所以“该市教育在民国l 7年(1 9 2 8年)

前，大部属历城县掌管，惟少数学校由省拨款设立，开办较早，已稍有基础"．。(1 9 3 4年

《济南教育行政旬报》)。《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称， “教育，历城县为首善之区，省立

教育机关多设于此。故调查本县教育，应分为省教育，县教育二种"．o由于历城县地理位置

的优势，当时本县各级各类学校之多，是其他县所不及的。

从民国初至民国1 7年(1 9 1 2一l 9 2 8)，由于袁世凯复辟和连年军阀混战，教

育事业发展迟缓。1 9 2 9年省府由泰安返济，山东的教育开始处于稳定和有所发展的阶段。

在这期间，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当局，搞。成人教育试验区"和。国民教育试验区"，历城是

全省几个试点县之一。这对广大农民和青少年来说，在思想上固然有受毒害的一方面，但对

发展历城的各级各类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l 9 4 2年前后，历城县南部山区，如

仲宫区的高尔，柳埠区的黄巢、窝辅、卧龙池，刘家峪，西营区的佛峪，道沟，彩石区的虎

门，东泉一带(该区当时属于章丘县I，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抗El小学相继发

展起来。这不仅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对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

员青壮年参军，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为三年

解放战争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党、政，军干部。

l 9 4 8年9月2 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历城县全境解放。1 9 4‘9年1 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3 5年来，在省、市，县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历城县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学前教育从无到有，到l 9 8 4年，全县已有86％

的行政村办起了幼儿园。初等教育，．1 9-8’5年春省政府检查验收时， 。四率"和六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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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已基本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普及标准。中学教育在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贯彻。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积极发展农业、农技中学，初步改变了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

农民教育，在实现无盲县之后：工作重点已转』白科技教育。师范学校的教育质量正在逐年提高。

教师进修学校对师资培训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电视大学、农业广播学校招生覆盖面越来越

广泛。干部职工教育，已开始走向正规化。卒±会上群众自发办起的一些有利于搞活农村经济

的缝纫，木工、中医学校等，象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并已初见成效。一个多门类、多层

次、多规格，形式多样的教育体系，正在广大农村开始形成。建国3 5年来为国家培养的各

种人才，超过建国前历史上的任何朝代。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农村中的一些富有之家，多数将子女送

往省城．进省立或县立学校念书，这无形中削弱了乡村教育的发展。民国20年(1 9 3 1年)省

督学杨书田《视察历城县教育报告》，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报告》说： “按该县交通若

斯之便利，土质若斯之肥沃，人口若斯之众多，居民若斯之殷富，环境优良，理应教育发达，民智

开通，文化为全省冠，然而事实恰得其反。论学校教育，其数量与实质，比邻近各县均有逊

色。全县有庄村9 O O余，而学校仅有3 5 6处，约三村共有一校"。。而大部分教师学识不

足，学生程度低下，更为该县教育显著之缺点"云云。这是当时历城农村教育的真实写照。

建国后的几年里，学生自由报考。本县有相当数量的高小毕业生报考济南市区中学，这就

难免产生一种依附性。因此历城中等教育的发展与其他县相比，起步至少晚了四，五年。

1 9 6 6年夏季， 。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学校，1 O月，历城县中、小学开始停课闹

革命。师生走向社会，投入“破四旧"， 。立四新’’运动。继而各校成立各种名目的。红卫

兵’、 。造反队"，四处串连。造反”。教育行政机构被冲击瘫痪，学校陷于混乱。学校设施

遭受严重破坏，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1 9 6 7年小学下放大队来办。公办教师回原籍接受贫下

中农再钦育再分配的。建议"发表后，原籍不是山区的教师下了山，由公办教师任教的年

级，十室九空，山区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招生考试制度改为。推荐选

拔”，给学校带来严重因难。加之批判“智育第一”， “师道尊严”，把学生引入。读书无

用”的迷途。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整整贻误了一代人。历城教育事业受。文化大革命’之

害，比其他各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 。过去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我们党内相当普

遍，相当长期地存在着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观念。。这种错误观念在历城也

不无影响。

以上就是历城近l 5 0年的教育概况和简要总结。

现在全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

育是基础，正确阐明了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二大把发展教育列为三大

战略重点之一，进一步引起了各级党政领导对教育工作的重视。1 9 8 5年5月·又下达了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了教育的发展方向。四化建设需要教育，教育

必须为四化建设服务，这一基本观点已深入人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随着

经济体制的改革，历城的教育事业将发展，将奋飞，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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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第二编．’教育行政及党群组织

第一章教育行政

第一节’教育行政沿革

清朝，县的教育行政机构，叫儒学署(简称学署)。学宫称教谕，调导。训导协助教渝

办理教事，相当于副职。主要任务是掌管春、秋两季文庙祭祀，对儒学生徒“严柬。管理，

为县宫佐理科举事务。

历城教谕署在尊经阁东，训导署在射圃东南。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 9 O 6年)颁布《各厅、州县劝学所章程》，设立劝学所，又把县

以下三、四千户划为一学区，设劝学员一人。县劝学所的任务和劝学员的职责是。宣讲“圣

谕广训’十六条，推广学校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条教育宗旨，按照省，

府的具体要求编制教育统计图表。

民国元年二月(1 9 l 2年)，县设县公署，主管为县知事，下设四科，其中第三科专

管教育。民国l 2年3月(1 9 2 3年)教育部公布县及特别市教育局规程，从此改劝学所

为教育局。县教育局设局长，下设科员，视学员及事务员，统辖各学区的教育委员，区教育

委员管理各校校长。
7

民国2 3年(1 9 3 4年)县奉命裁局改科，为县政府第五科。“科长属于县长之下，蔽受

县长之掣肘，而且常为县长进退而进退，不能久于其任。以致教育经费不能独立，教育行政

不能超然，有些县长视教育无足轻重，根据县长考成法规教育行政成绩，仅占全部行政成绩．

的5％。即使县教育成绩不良，县长亦绝不会受到处分，教育部又鞭长莫及，以致形成国民

教育自生自灭的状态。(1 9 4 8年出版《战后两年来的中国国民教育》)。

1 9 3 7年1 2月2 7日，日本侵略军攻占济南，历城大部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统辖

下的县教育机构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到1 9 4 8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的同时，彻’

底消灭岳伯芬部，国民党历城县教育科宣告结束。 ，．

19 44年中共历城县委正式成立，随之建立了县级人民政权：i945年抗日胜利后，县委和县

政府设在仲宫镇。县政府下设文教科，统管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1948年历城县全境解放，

文教科随县政府由仲宫迁至东郊杨家屯，-eL四九年夏又迁到王舍人北原国民党县城旧址。

自新中国成立至1 9 5 5年，县的教育行政机构仍为文教科。l 9 5 6年4月文化教育

分开，改文教科为教育局。1 9 6 1年全县划为4个大区，县教育行政机构一度改为文教办

公室，各区设文教卫生科，于同年1 1月撤销。“文化大革命’期间，县教育局改为教育
组，1 9 7 6年上半年又恢复教育局。



1 9 8 4至1 9 8 5年度，县教育局的机构设置是。(1)教育行政股，教育股、人鲁

股、秘书股、财务股，教研室，业余教育办公室，电教站，电大辅导站、招生办公室，勤工

俭学办公室，(2)党群系统有党委办公室、教育工会，(3)临时机构有教育志办公室。

从一般工作人员到党政领导干部共7 5人。

历任教育行政负责人

(一)民国时期劝学所长，教育．(科)局长名单。

民国时期劝学所长，教育(科)局长名单

机关名 称 姓名 职别 任职时 间 籍 贯 备注

历城县劝学所 陈栋 所长 民国元年至民国
十二年 山东历城

民国十二年至民历城县教育局 陈栋 局长 国十五年 山东历城

民国十五年至民历城县教育局 夏炳文 局长 国十七年 山东诸城

民国十七年至民历城县教育局 尹任吾 局长 国十九年十一月 山东历城

民国十九年十一
历城县教育局 宫维汉 局 长 月至民国二十年 山东栖霞

六月

? 民国二十年六月
‘历城县教育局 盖昌贞 局长 至民国二十一年 山东蒲台

三月

历城县教育科 本芳学 科长 历 城 日伪时期
国统区

历城县教育科 郭华亭 科长 l 9 4 3年 历 城 日伪时期
国统区

历城县教育科 张义斋 科长 1 9 4 4～l 9 4 8年 历 城 日伪时期
国统区．

历城县教育科 有华亭 科长 1 9 4 3年 莱 芜 日伪科长

附。民国时期县教育局局长条件；

一，毕业于大学教育科，师范大学或高等师范学校者。

二，毕业于师范学校并历任教育职务三年以上者。

三，毕业于专门以上学校并历任教育职务二年以上者。

四，曾任中等学校校长或小学校长三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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