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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河南省通许县教育筒志》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许县教育

系统第一都新方志类书籍。它的问世，是通许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大成果，是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一件大喜事。意义深远，值得

庆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修志也是一项

浩繁的、系统的工程，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裨益今世，惠及

后代的千秋大业。志书的作用在于“存史、资治、兴利、教化”。

通许教育源远流长，组织变迁如日月之替，但由于以前没有翔实

记录，许多情况已无籍可考。经过广泛的收集资料，汇集成书，

虽不详尽，但也是对以前空白的弥补，相信对今后教育改革和发

展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许学勤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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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省教委主任、省人大副主任、省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省关工委

主任徐玉坤在视察通话时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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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育为

原通许县关工委秘书长刘振波





毛主席和韶⋯学校的师生们在一起



邓小平视察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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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与北大学生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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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组织机构沿革

通许县教育委员会是县政府主管通许县教育工作的常设机

构，是县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明清两代称儒学与劝学所，民革

以后称教育局。1946年称民教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称

文教科。1956年文化、教育分设乃称教育局。1968年3月至11

月称教育革命领导小组，1968年11月至1970年8月称文卫办

公室，1970年8月至1971年称文卫局。1971年3月至9月称教

育卫生局，1971年10月至1972年5月称文教局。1977年4月

改称教育局，与文化分设，1996年6月撤教育局，设通许县教

育委员会至今。其主要职责是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宣传、贯彻、

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订全县教育发展规

划，实施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和指导。负

责师资队伍建设，落实教师待遇。代管农村教育附加，并协助县

政府做好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卫星电

视教育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对全县学校进行监测、检查、督

促、评估和指导，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为我

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机构沿革及领导人任职情况

通许县教育局在解放后于1949年在县人民政府院内设立。

当时叫民教科，科长徐静伯。1951年10月民政、文教分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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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文教科，文教科副科长张剑云；1952年10月至1954年9月

文教科科长张本初，副科长曹书贤。

1954年10月至1956年9月文教科副科长张忠民、陈震。

1956年12月至1958年2月文化、教育分开。称教育局。

副局长张忠民、陈震。

1958年2月至10月，教育局长曹国荣、副局长张忠民、陈

震。

1958年10月至1962年2月，通尉合县时期，教育局副局

长张忠民、马振营、吴长礼。

1962年3月通尉分县。教育局设在县城北街路西(现在的

派出所所在地)副局长张忠民、陈震、刘克昌。

1965年5月至1968年9月教育局长赵源泉、副局长张忠

民、陈震、(河南镇平人)刘克昌。

1968年9月至68年11月撤销教育局成立通许县教育革命

领导小组，组长王守忠，副组长王忠善、赵新广。

1968年11月至1970年8月，成立通许县文卫办公室，主

管负责人盂凡祥。

1970年8月至1971年8月成立文卫局。局长段仁顺、李元

杰。

1971年8月至72年5月，文卫分开。成立文教局。局长李

元杰，副局长乔新平、郑云祥、赵桂荣。’

1972年5月至1978年9月，文、教分设，成立教育局，局

长曹国荣，副局长张忠民、鲍洪乾、王庆刚。

1978年9月至1980年2月副局长张守贞、张忠民、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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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1980年2月至1981年10月局长张本初，

席成忠、袁培松。

1981年10月至83年9月，局长苏玉璞，

冯建福、马永启、袁培松、席成忠。

副局长张守贞、

副局长张守贞、

1983年10月至1984年5月，副局长张五臣、袁培松、牛

成岭。
’

1984年5月至1987年12月，局长毛学礼、副局长张五臣、

厉步生。

1988年5月局长毛学礼，副局长张武臣、厉步生、朱恪喜，

副书记韩清祥，纪检书记彭银山。

1989年局长毛学礼，副局长张武臣、厉步生、朱恪喜，副

书记韩清祥、纪检书记彭银山。

1990年局长毛学礼，副局长张武臣、厉步生、朱恪喜、副

书记韩清祥、纪检书记彭银山。

1991年12月至1994年12月，局长毛学礼，副局长张武

臣、厉步生、朱恪喜，副书记韩清祥、纪检书记彭银山。

1995年元月局长李喜来，党委书记毛学礼、副书记韩清祥，

副局长厉步生、王贵民、谷晓庆、纪检书记彭银山。

1996年局长李喜来，党委书记毛学礼、副书记韩清祥，副

局长厉步生、王贵民、谷晓庆、纪检书记彭银山。

1997年至1998年5月局长李喜来，党委书记李新平、副书

记韩清祥，副局长厉步生、王贵民、谷晓庆，纪检书记彭银山，

协理员(正科级)毛学礼，协理员(副科级)庞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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