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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中共三水

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纂《三水县志》和部门专志，是为我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

鉴与科学依据，是～件大好事。

三水县在历史上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事业亦比较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虽在

较长时期内受“左刀的错误干扰，走了一段益折不平的道路，但仍取得很大成绩。党的十一属

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实现了普及小学教育，并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

育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幼儿教育、职业教育、高中教育、成人教育亦有长足进步。党的

十二大，明确地把发展教育事业列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力。

党的十三大又提出：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

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抚今追昔，变化万千，展

望未来，前途似锦。

本局离、退休干部、教师：黄梅友、黄礼常、叶大飞、彭子文等几位老同志，自接受编写《教

育志》的任务以来，本着一贯热爱教育事业的精神，万辞劳苦，两易春欷，查阅了近百年来

有关历史资料近万份，走访了数以百计的教育界的知情人和从事教育工作的有关领导人，积

累了15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经过反复斟酌、核实、研讨、筛选，数易其稿，编纂成此部志

书。这对保存史料，总结经验，借鉴历史，开拓未来，推动我县教育事业继续前进，都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三水县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地方教育志。全书分为十五章五十节，三十多万字。它记

述了从清末光绪年间_至1986年共八十多年三水县教育发展的历史，如实地记述了从清末至

1949年三水境内的教育概况；详尽地记述了建国后3 7年幼儿、中小学、成入教育的变迁发

展情况，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经验教训以及华侨办学，教研活动、教师队伍建设、勤工

俭学、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的情况。在编写中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本

着通贯古今，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力图反映地方特色，总结经验教训，揭示教育发

展规律，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当前，我县各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尊师重教巳蔚然成

风，正为发展三水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正为普及耜提高三水教育荔奋

发图强，本志书可供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人士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阅读，借鉴历史，共

同为振兴三水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l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足，水平所限，错漏难免，望读者阅后，不吝赐教。同时，我代

表教育局向关心支持这一工作的各级领导和部门，向积极提供资料、大力协助的同志们，向

编写组的几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l

李哲翘

一九／k)k年十一月一日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观点为指导思想，以“建国以来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秉笔直书，

记述三水县教育发展的历史。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特点，起到存史、资治、教化
的作用。

2、本志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直写，述而少论，

寓褒贬于记叙的事实中。

3、本志运用志、记、传、图、表、录表述，以志为主体。

4、本志的历史纪年是沿用历史习惯通称，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地名、校名、各级政府、各种机构、官职、名衔等均用当时当地的习惯称呼。

5、本志上限大体从公元1905年记起，下限至公元1986年。本志的大事记因记述儒学

署、书院等的筹建需要上溯到明嘉靖五年(1526)。成人教育的镇级管理机构在公元1987年

变动较大，且与1986年有直接关系，故写至公元198 7r年。其它章节亦有少数事实写至1987年。

6、本志全书共1 5章5 0节。顺序是封面题词、编纂组织名录、序、凡例、学校分布

图、照片、目录、正文。

7、本志史料来源于三水县档案馆、本局档案室、．三水县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广

东省档案馆、佛山市档案馆、县内各中学、各镇教办、各中心小学、本局各股室、站、县工

农教育办、县卫生局、县财政局、县统计局、县体育运动委员会等单位及<--水修志通

讯》、《三水文史》等书以及各方面知宿人士的个人函件、口碑资料等，经核实整理后成书。

8、本志文字除引用古代文献部分外，全部采用现代汉语叙述。

9、名词，术语一般使用全称，需要缩简的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简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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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中学．

q西南中学



p芦苞中学．

|>犬塘中学的法

平教学楼．

q大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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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南边中学

司六和中学。

睁龙坡中学的梁

惠平图书馆。

q龙坡中学



p河口中学

司青岐中学。



r，白坭中学

陟高丰中学。

q盒本中裁

q西南一中。



q西南二中



△河口中心小学。

△乐平中心小学

V芦苞中心小学，

b差!耋?摹¨_掣



q范湖中心小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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