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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怀宁县教育志》以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突出教

育大县的历史地位，突出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主旋律，突出干部群众重教兴

教助教乐教的精神和实绩，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各类教育百余年来的历史和现

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以志为主，综合运用。除大事

记、特载、附录外，其余为正文，共28章。书首插彩图．表随文走或附在相关章

节末。结构为平行章节，横分门类，纵述史实，记述力求“精”、“新”、“特”。本志

上下限时间为1898年至2002年，分上、下部，上部时限为1898年至1977年，下

部时限为1978年至2002年。

三、“人物”章中只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较大、影响较大的已故人物予以

立传，但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对有影响和有贡献的生人，因人数众多，只对省

特级教师、省部级先进模范人物作了简介，市厅级表彰的人物只能收人名录。

四、本志为记述文体，只记事，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涉及政区、机

构的记述，均用当时名称。文字、数字和名词、术语等均按《安徽省第二届志书

编纂行文规范》执行。

五、为了编好本志，怀宁县教育局成立了教育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拟定了

《怀宁县教育志编纂工作方案》，发出了开展编修工作和征集资料工作的通知，

配备了专职编修人员，提供了相应经费，使本志编写出版工作得到了有力的保

证。本志上部主要取材于1998年油印的《怀宁教育志》(王新淼主编，陶高启、

章鹤龄副主编)，下部一部分取材于陈寄泉主编、黄廷璋、余根源编辑的《怀宁县

教育年鉴》(1986—1995)，在此一并致谢。全书初稿完成后，由陈寄泉、黄廷璋

参加审核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县教育局各科室、县直管各学校及乡镇教委、有

关学校纷纷提供资料，积极组织撰稿。可以说，这部记录怀宁教育百余年来曲

折发展的史书．凝聚着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集体的智慧和汗水。在此淹向为本

志提供文字、资料、图片、表格．以及校对、审核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因时间和水平及提供的资料所限，难免有错讹遗漏之处，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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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月

江山多娇，怀宁独秀。古往今来，怀宁这片热土，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历

史上受吴、楚文化熏陶，又因690余年的省、府、县同城而治，近水楼台，快人一

步，社会发展趋先，尊师重教之风隆盛，教育发展的步伐一直迈在时代的前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有弃军还乡的热血青年汪永洁、留法归来的青年学者丁

柱中等效法陶行知，在家乡创办车形小学、世则小学。他们仿晓庄师范办学经

验，奉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理论，改革教学方法，

实行“教学做合一”，开办农民夜校，编印“农民识字课本”，推行“小先生制”，组

织师生送教上门。这种办学实践在当时教育界引起震动，陶行知先生对此大加

赞誉，亲手为学校题写了《手脑并用歌》。进入20世纪90年代，怀宁重教兴教之

风更烈。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两基”工程，全县上下万众一心，奋力拼搏，形

成了浓厚的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助教为荣，师以从教为乐的社会

氛围。仅两年多时间，全县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1．2亿元，为中小学校扩建运

动场地，建造教学大楼，改造陈旧校舍，配置实验仪器、图书资料和体育器材。

中小学校容校貌焕然一新，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使全县基础教育迈上新台

阶。1996年，经省政府评估认定在安庆市属八县率先实现“两基”达标。这是全

县人民用心血和汗水浇铸的一座教育丰碑。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两基”目标实现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成为

基础教育的主旋律，改革创新成为教育发展的最强音。在各级党委、政府正确

领导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全县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工更新观念，奋发有为，创

造了怀宁教育新的业绩。各类学校励精图治，争先进位，涌现出一大批示范校、

特色校。新世纪伊始，怀宁教育更是继往开来，负重奋进，借县城迁址之机，在

布局调整、资源重组、规模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立体推进，一路凯歌，开创了前

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取得了引入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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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宁素有“教育昌盛，名家辈出”之盛名。“五四”运动旗手陈独秀，“两弹元

勋”邓稼先，被称为“大儒”的教育先哲胡远睿，博学多才的教育名家吴传绮，被

周恩来总理尊奉为“一代完人”的王星拱，教育专家程演生，教育名家程滨遗、邓

以蛰、陈我鲁、陈化奇等等，或为桑梓兴教，或为华夏增光，令人景仰。新中国成

立后，怀宁教育界更是名家辈出，教育家邓季宣、操震球、陈传璋、徐中舒等，兴

贤育才，名重一时。当今风流人物，也不乏其人，当代著名诗人海子，特级教师

夏炎兴、许季龙、黄全福、程津浦、黄廷璋、程起琳等，无论是工作业绩还是学术

研究均有一定建树，在省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更有无数学子走出家乡，治学

创业，在祖国各地尽展才华，甚至扬名海外。

今朝怀宁教坛，数以百计的新秀新星、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脱颖而出，在

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潮中，敢立潮头，再立新功。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中小学校长

队伍人才济济，素质不断提升。正是这两支队伍，使怀宁教育这块招牌熠熠生

辉。

展阅这本《怀宁县教育志》，你会深切感受到，怀宁这方热土确实人杰地灵，

文化繁盛，不愧为教育之乡。由于历史的渊源，丰厚的人文底蕴，恰逢目前全县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好态势，怀宁教育正从教育大县向教育强县跨越。

编纂《怀宁县教育志》过程中，我们广征资料，精心筛选，恪守志体，推陈出

新，以《概述》、《大事记》为经，纵览一县教育全貌；以科学分类的章节为纬，细述

有关教育各方面的发展轨迹，记、志、传、图、表、录，各体皆备，全面系统地记载

了本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翔实的教育地情书。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本志，就是为了发挥地方

志的“资治、教化、存史”作用。阅读本志，可以帮助各级领导和教育工作者认识

本地的历史和现状，以利于借鉴历史经验，作出正确决策，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

展。本志所述人、事皆属本土资源，读来倍感亲切，是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对后人将会起到启迪和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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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I 2f1．县教育爿

新办公大楼竣_T。2003年元月
12臼．教育局机关正武迁址，力
公。圈为教育局办公大搂．主
f；丰=匕偿，建筑面积5 700m z．

局领导班子成员



1994年6月，怀宁县“黼基”(基本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阿)达标【j作正
式启动．1998年5月，顺利通过省政府复核。图

为省“两基”复核会议。

巩同“两基”成果，推进素质教育。阿为
全面实施索质教育动员大会。

足*6救帅仃表彰夫会 Iq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米．截11：2002‘[i，个
县共为高等院校输送合格新11123 320人嘲为lIi考
础6i大会，，



2002年6fl 8H．怀卞中

学在新校址举行r奠基仪
式。校吲占地18．7hm：，建筑

面积55 000mz．总投入8千多

具有农科教办学特色的省示范初
一腊树中学。

1992年．县实验小学由石牌镇后街

迁址重建。新校区占地2．8hm：，建筑面

积10 000m：。1999年12月．获“安庆市示
范小学”称号。

新县城教育园区一枝

独秀——独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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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宁县职业高级中掣

t，1 7冁'’1一、

宁师范

怀宁县皖河巾学

怀宁县黄龙中学



创办于2000l#-的皖勘．陀办岛级中学 县电大r作站学员在I：英讲课

天牲民办幼儿刚 'a,l,JJ、_F192U,F的私立l；形小学(现{}_J行小学

一业、成人、民办教育



科技村长培洲班在三桥职
业中学举行。图为结业典礼。

农民文化夜校。图为

月山镇学用小学扫盲班。

大龙山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获省先
_全省特殊教育工作现场会在江镇双溪小学召开

进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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