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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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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小学办公楼

◆渭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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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职工幼儿团幼儿

户外活动一角

■部级劳模曹葆是和学生谈0

韧中教学楼

■海外赤子王志超捐资修建的临川寺



▲专业户王庭魁为裕盛小学捐资

万元，省教育厅赠匾一面

▲1989年，西安市^民政府奖给

周至县“初中校建，成绩显著”的

锦旗

▲1989年，周至县教育局被西安

市教委评为“教育志工作先进
单位”

卜】9∞∞年，西安市教委、市体垂授予周至县推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区县称号



▲周至县教育局下发编纂枝志、校史资

料和《周至县教育志》的有关文件

V《同至县教育志》部分手稿

．．1988年各校园编纂的校同

志和校史资料

—黼矛孵甲 ．-
盘
志
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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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周至建县两千多年来，教育源远流长。特别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教育长足发展。教育的历史需要记录，经验

教训需要总结。周至县教育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进行修

志工作。建立修志机构，调集有志于此的人才，筹措资金，

动员各方，经广泛搜集资料，修成近百余部校志和本县教育

史资料长编，然后去芜存精，三易其稿，反复讨论，尽七载

之功，终于修成第一部《周至县教育志》，实在可喜可贺，

且受约而乐以为之序。

人是本县教育的主体。汉代马融从学于挚恂，在石室攻

读。唐代魏元忠求学于江融。明代王三聘辞官归乡办义学，

人称师表。清初二曲讲学于江南、三秦，誉满天下；清中期

路德弃官从教，为一代宗师。建国后，周至教育人才辈出，

本县有1 0余人在各地担任大中专学校领导，有1 3名教授

以及400余名副高级专家服务于县内外，为祖国贡献他们

的聪明才智。

《周至县教育志》依据资料，坚持秉笔直书、详今略古

的原则，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着重记述了从元代至今近

600年间周至教育发展的史实，清晰地勾画了周至教育行进

的轨迹。志书所昭示的盛衰之理，对人们很有启迪，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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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周至山青水秀，地肥物丰。这片富饶的土地，孕育了多

少仁人志士、英雄儿女。几经沧桑，先哲洒血，才使周至随

着时代升沉，政治晦明，兴衰演变，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物

质和精神遗产，也潜留了历史的沉滓和痈疽。

周至人，虽经历史困苦折磨，没有悲伤与怨尤。在继承

遗产和革除痈疽中，以她雄健的步伐，排除艰难险阻，无所

畏惧地一往直前，用血和汗谱写出不朽的篇章。为周至开创

了美好的未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

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教育事业的新纪元。周至教育经

过长期的演变、发展，至今拥有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

教育和成人教育等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这无愧于先哲开创

的业绩。

周至县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的同志们，不殚烦劳，顶风冒

雪，跋山涉水，仔细调查，唯恐墨误，经年累月，终将周至

教育的历史和现状，逐字逐句斟酌，编纂成册，洋洋洒洒近

20万字，置诸案头，随时翻阅，使全县教育事业的现状及

历史发展，得以一目了然，一览无余。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长足发展的

今天，教育奠基作用为人们共识。要开拓进取，振兴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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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详今略古，记述周至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依据资料上溯，下限断止1 989年．

三、在编纂方法上，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写，述而不论。全志除

大事记、总述和附录外，共十五章，其中十四章按章、节、目排列，集资兴学

章未列节目。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以志、记、传、图、表，录综合表述。历史纪年-

建国前用旧年号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各种称谓，均从当时习

惯，必要时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五、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确有可述的事迹，本志I狳在人物章设

。简介”外，还在有关章、节以事系之。

六、1964年改盗屋二字为周至，本志县名书写均使用。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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