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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交区是在1958年由交城、阳曲两县部分地区划归太原市后设立的。1988年古交改市。根

据文物考证，这里曾是太原地区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作为一个行政区，她的历史却是很短

的。因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战乱频仍，这里的教育没有留下多少史迹。清末，屯兰川的

“积秀书院”、古交镇水泉寨的“北山义学"成为古交旧教育仅有的两颗明珠。

抗日战争开始，这里成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着手发展山区教育。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古交的教育事业才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原古交区委区政府认识到：要振兴古交的经济，必须先振兴古交的教育事业，因而把教

育放在了各项工作的首位，使教育稳步而健康地向前发展。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继承传统，启迪后人。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编纂《古交教

育志》的成员下交城、跑阳曲、赴太原，查阅和抄写有关古交教育的资料，深入了解古交教

育发展的历史，邀请退休老教师、老领导座谈，认真研究古交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写出的初

稿又请《太原市教育志》编写组的老同志精心审阅、热忱指导，历几个寒暑，经数次修改，

始完稿付梓。在此，谨向协助《古交教育志》编纂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编纂教育志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这是古交市第一部教育志，也是单独出书的第一部

专志。本志力图做到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古为今

用，，为原则，力求达到客观记述古交教育事业的兴衰变革，探索古交教育发展规律的目的，

并从中汲取教益，继往开来，惠及子孙。这对初次从事这项复杂社会工程的编写人员采说，

实属不易。因而，缺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方志专家、修志同仁和广大读者指正。

亩变市教委主任事维孝

1990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钊1、政策为依据，力求达到时代性、科学性、地方性，资料性的统

一。

二、本志原则上以1884年为上限，1989年为下限。

三、本志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设置篇目，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篇目结构以章节为层次，力求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层次分明，以便于读者了

解古交教育发展的全貌。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例·，正文共15章，即概述、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

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德育、体育卫生、勤工俭学、教学研究、

教师队伍、地方教育行政与管理、学校校舍与设备、人物，教育大事记。前有序

言、凡例，卷未有附录。

五、本志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原则，对现代，特别是当代记述较为详

尽。 ，．

六、本志体裁有序、记、志、图、表，以志为主，图列志首，表列文中，

附录章末，互相补充说明。

七、本志行文的数字用法，按《山西省地方志编写行文暂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有些章节采用双轨纪年法。如民国元年(1912年‘)。
一

九，本志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交城、阳曲县和古交市档案局

资料，一部分是经调查、访问整理而成，恕不一一注明。

198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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