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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川县教育志》编繁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左起：严三洲，

张保文、贾春祥．刘武奎，阵定基，刘金栓．后排左起胡宗禹，李

章存、郭连山、董钊、姚建忠、柴吉宏

《浙川县教育志》编辑室^员合影．前排左起张保文、李信康

扬守柔、刘武奎，后排左起：柴吉宏，董钊，姚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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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幼儿园(1988年摄)

县一小教学楼一角(1988年撮)



民国时期上集罗寨小学办公楼

民国肘期西岭小学大门(现为西岭初中)



县一高中教学楼(1986年摄)

教师进修学校教学区(1986年摄)



县职工学校(内含汽车驾驶培训、民兵训练又化学习班)(1984

年摄)

县教育生产公司印刷厂印刷车间(1987年摄



县城中小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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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川县各乡(镇)直属中小学分布图



序 言

《淅川县教育志》在党政领导的关怀和编委全体成员的辛勤努力

下，经过十多年的修订、完善，终于付梓问世了。这是淅川第一部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教育史志，是全县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淅川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瑰丽多姿的楚文化到现代经济建

设的丰硕成果，无不渗透着教育的汗水。淅川人民以其坚韧的毅力，开

拓着人类智慧的荒原，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建国

四十五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教育工作者围绕

“科技兴县，教育为本”的发展战略，以培养“四有’’人才，服务经济建设
为宗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大力调整教育结构，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全

县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谱写出淅川教育史上光辉篇章。“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出一部能系统反映淅川教育全貌的教育史志，成

为我们刻不容缓，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1981年，县教育局决定成立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抽调专职人员

开展工作。修志人员多为资深阅广、学识丰富的老同志，他们跑省城、进

山区，搜集资料，访情问由，勤苦钻研，呕心沥血，情寄史志，感人至深。

经过他们矢志不移地勤苦笔耕，终于编写出这部资料翔实、内容较为全

面的教育志书。这部志书将对我县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同时，也可作为全县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

土教材。

谨以此志献给全县人民，献给全县教育工作者及一切关心、支持淅

川l教育事业的同志和朋友们。 ．

淅川县教育委员会主任陈定基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上限时间，根据《嘉靖邓州志》记载，以明宪宗成化八年

置县(设淅川县)之初创立儒学开始，下限基断于1985年度止。

二、依据横排竖写方法，事以类从，采用叙、记、述、志、传、图、表、录

八种体裁，以志为主综合使用。全书共分十六章二十五节。

三、全书以大事记为纲。注明出处，以类编写，各事件均有案可考。

四、明、清、民国时期均用旧制年号记载，夹注公元时间。自一九四

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用公元年号。

五、根据生不立传因事记人的原则，收录人物传略中的均为已故而

对我县教育事业有贡献的或在外地的淅川籍知名人士。

六、本志书除录用史档文字悉照原句外，均用语体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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