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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现象。

教育是四化建设的基础，是培养人才的霞要阵地．无论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还是科

学技术进步，都有赖于人才的培养和智力开发，有赖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我县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教

育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然而，应当看到，我县教育工作主流是好的，成绩仍：是主要

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更加重视教育工作，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作为

振兴郎溪经济的战略措施之一，开拓了教育‘1i作新局面．加快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县教育

战线出现一派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写一部贯通古今、资料翔实的教育志，对于研究和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洲，探索教育规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指导当前的教育改革，都有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郎溪县教育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本着“详今溯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

来’’的编写原则，努力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客观地、全面地反映我县1905～

1985年期间教育事业历史沿革概况，中、小学、幼儿教育和工农业务教育简况，写出了社会

主义教育的特征，体现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是一部具有郎溪特色

和浓郁乡土气息、可使人们查阅、参考的专业志书。

《郎溪县教育志》的出版，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教育工作的关怀，体现了县地方志办公

室和全县中小学的支持和协作精神，得力于编写组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在庆祝“教师节’’

的欢庆时刻，我们谨以此奉献给奋战在全县教育战线上的园丁们，相信它将会进一步激发

广大教职工热爱家乡、热爱教育的感情，鼓舞我们奋勇前进。为振兴中华，建设郎溪，繁荣

教育，为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化建设人才，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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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一般上自清光绪三十一年q905)，下至一九八五年底。个别的到落笔时

止。

二、本志的编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

唯物论原理，坚持“详今溯古刀的原则。

三、本志按章、节、目、项四级排列。编写方法采取以“事"为“纬”，以“时"为

“经"，力求系统全面。

四、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称谓，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五、本文数字，凡表格和括号内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单独使用的个位数和非绝对数的数

字用汉字表示。

六、本志的文体用记叙体，力求叙事信实，并充分利用图表、照片。照片集中放在全文

之首，图表列在各有关章节之末。

七、本志各章内容多少不等，主要是因事实繁简，材料详略所致。采访中虽经努力，但

为人事所限，加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历史资料残缺不全，致使有些史实的编写，

难臻完善。

八、本志不设《教育人物》专章，有关人物介绍以附录形式分属各章之末。

九、本志所录学校简介，系由学校自行组织编写，本志仅作少量删削，因此风格体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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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中学实验楼

梅渚中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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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教师奖状

优秀班主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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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村小学新旧校址



涛城小学新旧校址



李家庄小学师生在傲早操

傅村小学教学楼

盛村小学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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