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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矿务局教育行政机构沿革示意圉





大 同 矿 务 局
学校、学生、教师逐年发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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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矿务局成人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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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学楼

局一中旧校舍一角



现代化的语音教室

聚精会神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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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景志远

大同煤田有着1500多年的开采历史，矿藏丰富，矿史悠久。

千百年来，它做为祖国优质动力煤基地，一直源源不断的把自己

的光和热输向四面八方，温暖着千家万户，照耀着大江南北，养

育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可是在旧的时代，矿山教育的发展

十分缓慢，矿山一直被视若一个愚昧与落后的所在。1949年9月，

解放了的大同煤矿在永定庄矿创办了第一所职工子弟小学，虽然

当时仅有教师2人，学生53人，但却就此翻开了我局教育史上崭

新的一页。从此以后，大同煤矿的教育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

时期。

建局40多年来，我局广大职工和一代又一代的领导集体，对

矿山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进行了，艮苦的努力，遂使我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

学条件不断改善，师资力量日益雄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目前

我局已拥有中小学77所，教职工6576人，在校学生达到92000多

人。并且在几十年间为矿山、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有用人才。解放

以后的这40年，是矿山巨变的40年，也是矿山教育艰难起步，奋

力腾飞的40年。40年间，为了矿工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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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变矿山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多少好领导呕心沥血，苦心操

持，为矿山教育竭尽了忠诚；多少好老师含辛茹苦，忘我劳动，为

矿山教育奉献了青春。我局教育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全局职工

家属有目共睹。矿山教育事业的发展，凝结着局党政历任领导的

心血，浸透了几代教育工作者的汗水。他们致力于矿山教育事业

发展的雄心壮志，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他们艰苦

奋斗，兴教办学的丰功伟绩，应当载入史册，并永久地垂范于后

人。这就是我们要编撰出版《大同煤矿教育史》最初的、也是最

深刻的原因。

编撰《大同煤矿教育史》的心愿由来已久，但要真正付诸实

践却着实不易。俗话说写一本书盖一幢楼，要写好一本史书，那

就更需要占有大量的史料，具备超常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能

力以及深厚的写作功夫。现在，这部书已经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大

家可以看到，这部书绝不像《史记》那样神采飞扬；也不像《汉

书》那样细腻翔实；更不像《资治通鉴》那样富贵深邃。如果说

它们是洪钟大吕，这部书不过是丝琴短唱；如果说它们是耸入云

宵的高峰，而这部书不过是一{不微不足道的黄土。因为我们缺乏

史料，缺乏训练有素的史籍写作人员，更缺乏时间。这并不是说

我们的工作有多忙，而是说如果不下定决心，抓紧时间，则教育

史的编写就又可能流产，付之东流，而现在的许多史料以及见证

人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尘封或湮灭。那么将来再编写教育史

就更为困难。虽然这部书还甚为幼稚，甚为粗糙，甚至根本就不

能算是一本像样的史书，但总算是把一些头绪理出来了，总算是

把一些史料汇集到一起了，也总算是有了一本教育史的雏形。为

此，我还是要十分感谢这部书的倡导者、撰写者、编辑者，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想干的事，要干的事，只要去干就能干成。实

践又一次证明了我所坚信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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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事，思来者。大同煤矿的教育虽然在实质上有了40多年

的历史，但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它仍然处于幼年，处于发展阶段。

我们的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办学路子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我

们的校容校貌还有待于进一步更新，学校管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

强，教育教学质量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我们的教育与

企业的地位还有不甚相称之处。作为继往开来的一代，我们有理

由，也有责任把矿山的教育事业办得更好。因此，我们编撰出版

教育史，决不仅仅是为了史料的保存，更重要的是为了给今天的

人们重现大同煤矿教育，艮苦创业的的当年，重现那些在大同煤矿

教坛上拓荒的人们，并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使今后的步

伐迈得更大更快。所以尽管这本书还很不成熟，我仍然希望我们

的每一位校长、每一位老师、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翻一翻，读

一读，以便了解过去，走向未来。

教育事业是从根本上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事业，是辉煌的事

业，永远的事业，让我们都来敬这一事业，爱这一事业，为这一

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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