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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副书记于文芳和蝙志领导小组合影

嫡辑一1、组合影

左起：路壮析，李嚣爱．米士友．于文万
安德祥，申福夸、王禾林、粱文才，赵涌采。

左起朴长发，朴建中、任平安、于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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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县教育：基》问世了。她是我县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是各级领导、全县

人民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满城县教育史．I二的一件大事。

教育的发展，受社会诸因素的箭l约。某一地域教育的发腱．自然就打上了这一地域的历

史，政治、经济、民俗等等烙印，具有自己的特点。《满城县教育志》就是一部本着“兼通

古今一、“详今略古彦的原则，试图以马歹ll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准确描述满城县

教育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专志。全书共十九章，从教育行政，党群团体，科举教育、幼儿教

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专业教育、成人教育、政治思想t作、体育卫生、教

师队伍、教学改革、教育经旋、勤一【二勤学、改善办学条件、考试{liIl度与人才成果、教育人物等方

面．详尽地记述了自清末歪1986年这段历史时期满城县教育演变过程和概貌，并尝试地探讨

了满城县教育发胰规律。得失尽往其中。她为我们了解满城县教育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对于我们继承优秀的教育遗产，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向四化．放眼未来，避免

失误，少走弯路．无疑会有所补益。教育事业历经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恢

复了教育化整个【日民经济中l心地位，知识分子熏新得到了尊匡。展读志书，人们深感前辈创

业之艰辛，沛然而生开拓之激情。因此，她义将是一部对全县教育工作者和中小学生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爱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教材。在庆祝新中固诞生四十周年之际。

我f|’l谨以此薄礼奉献给满城县从‘搭“太阳底下最光荣职业力的三千四百多瓠教育工作者，奉

献冶全县三十八万建设新生活的人民。

纵砚满城县的教育，源远流长、英才辈出。但是，真正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社会书义新纪元之后才开始的。建国四十年来，承蒙历届党政领导的关

怀手11广大教育1：作者的努力，满城县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的历史任务，发胰了普通中等教育

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改善r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成人教育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文盲

基本扫除．人民的科学文化索质明显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各级党政

领导，人民群众为发腱教育倾注了满腔热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正在眼前。

邓小平同忠讲：教育要而向观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给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祝

愿满城县三千闪百多锃教育r作箭仃】同心晦力，锐意改革，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全面提

高敫育质鼹，法春蚕、作红烛、当人梯。浒下孑具有中旧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新篇章。

李景爱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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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工作细则》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思想，坚持四项攘本原则，以《关于建圜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一笋求是，存真求实的基本要求，进行编纂。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使本志资料完备、翔实，可靠，起到存史、资治、教育的

作用。

二，本志是创编新志，不是续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一般自晚清写起，但有些章节

上溯得远一些，以贯通古今，标往镜来。下限至1986年底。

三，本志按照以类系率，横排竖写，纵中有横，!¨横为-宅的编纂方法，横不缺顼，竖不

断线，对“文化大革命"一段则采取略写、粗写。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编者的观点，寓于叙

事之中。

五、本：主：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原则，按照因事记人的办法收录人物。对于人物称谓，一律

宜书姓名或职称，不加褒贬词语。

．六、本志历史纪年、地铝、校名、各级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当地称谓，必要时用括号

注明公元，今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记述内容，统计数字以满

城县当时隶J西区划范围为准。满城县现属区域有关教育I同容均列入本志．

七、本忠使JH语体文。{!i引义，文言悉照原文，且文言文均断句并标点，全志之尾有总

附录，属于没有写入正志的资料。

八、本志内数字及公元纪年，凡属予用阿拉伯数字且得体者，一律嗣阿拉伯数字，表示

百分之)L-·律用“％"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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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满城县位于冀中太行山东麓，东邻保定市，西至完县，北连易县、徐水，南面与清苑县

相接壤。全县而积718平方公嘤，入口38万。辖两镇23个乡，245个行政村。据史书记载。满

城县为古代冀州之域，战闷时分属热赵，有“熟南赵北”界碑立于县北眺山脚下。唐以前曾

先后立县钇为北平、永宁、永乐等。唐天窀无年(公元742年)始改称满城。自古以来，满

城县虽非要府州治，但也是一座古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就建在县城两面的陵山之上。当时

满城称北平县，属4l山圜辖区，距今巳有两千一百八十七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满城县人

民住这块沃士上劳作生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明代的王(sO索)川二}5院和清末新学运

动中创建昀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在当年都颇负盛铭。仪明、清两代科举岛中的，就有文武

进士43人，举人120。进入民圈，满城县教育又有所发展，当地许多早期丰要共产党员，皆

是以农村小学为阵地开辟工作，为反帝、反封播下了革命斗争的火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年代，满城县以西部山Ⅸ革命极据地为主体，坚持了包括游击Ⅸ在内的战时教育，学校生活

十分活跃。解放后，满城教育得到振兴，其间虽有坎坷，但发胰的迅速，成绩的巨大，是旧

中国无可比拟的。特别是中学教育发肢很快，从无到有，从单一的普通中学发展到现在的国

办中学，乡镇中学、初师和职业离中等多形式，多Jz；次，结构斫j局趋于合理的巾教体系，中

学普及率已达70％的可喜成果。

清末，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诏令废科举兴学堂。知县哭烈，刻意兴学，鼎力支

持劝学所长杨式震率先在县城创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此后，于光结三十二年(公元1906

年)，又将全县四乡15所义塾改建为初等小学堂，揭开了满城县教育史上新的一页。其办学

宗旨。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

令其发育，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因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

强壮国民之身体，使学童知作人之正理，长成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采用单级教学，学

制实行“五四”制(初等小学堂五年I高等小学蹩四年)。到矗统三二年，全县初等小学堂先后

建起67所，高等小学堂两所(其巾私立一所)和1设在县城的两级女子小学一所。当时，满城

县的官办小学堂虽有勃兴，但大都集fI|矶!城镇。而在广大农村仍保留着私垫、家垫，充斥麓

。三纲五常"、“忠君尊孔纾的封建说教，成为乡村教育的主流。

中华民国成立J-，学堂一律改为’≯校，废除了读经课程。民圈元年(公元1912年)，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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