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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现象，是培养人均一种社会活动。

人类的知识、技能、经验与思想、道德、文化的继承和传递，革新

与扬弃，辛苦必须彝教育来完成。

教育是受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不离发展程度影响的。教育的宗

宫、方针又是吉社会的桂质和需要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教育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尿务的。

驻马店地区近代教育娃子清末?至今已有λ十余年的历史。其

割舍友生过 IEI 吴主主义教育与封建教育、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教育与犀呆党的党化教育在新18 政权交替时期的严重，斗争。 结

呆，革新代替保守，先进代替落后暨这是历史发晨的必然规律。

本区乃中州腹地，是中华果族文化友荐地之一，历史上教育宙

称发达。但近百年来，由于社会制度均制约和内佳外患频繁，至解

放前夕，教育落君，文盲充斥。新中国成立后，除 IEI 布薪，建立了

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马列主义、毛

择东思想的捂导下，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德智体全E发展

韵方针啻在广大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得至1普遥提高的雨时，为国家培

养和输迭了一大批专门人才。工作中虽有失误和挫新，但成缤是主

要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提高是主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后，

教育被列为发展富反经济的战略重点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

基摇工程，被视为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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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由于我们贯街挠行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攻草的一

系列正确决策，本区教育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均兴旺发达景

象。

主运进修志。总结历史，鉴住知今。为了认美费究我区教育均

历史事现状?总结正反两方宙的经验，认识和掌握教育规律，存史

资治，惠及后学，我创编写了这部《驻马店地区教育志》。宅的编

集F 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患想指导下，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为持针，遵黑龙点正确，资辛辛翔实，体倒完备，文字规萃的要求，\

努为做到思想娃、科学娃、资科诠、地方怪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划，为求能反块我区一百多年来的教育客现实际，织期为致力

子教育攻革和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同志们提供借鉴。园时自旷远，

资科夫最及编篡永平所攘，书中某些详略失体，瑕瑜互见的弊端在

所难免，去粗存精，拴遗补缺，挂陈出新的任务，常有主子来者。

本区教育虽已取得伟大的成挠，但就其现状来看，还不能完全

运主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与先进地、市相兑，也常有差距。因此，

遵锤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按照邓小平同

志关于教育工作必三1--00向纱的指示，了解历史，费究现实，深化

攻革，开拓前进，使教育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振兴本地区经

济思务，是新的历史时期戴予我们的光荣高走互的任务。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谱写驻马店地区教育事业的新篇章而奋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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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边区教委主任桂崇ÙJ

1988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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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师范专科学校

河南省广播电视

大学驻马店地区分校

教学楼

驻马店教育学院教学楼



汝南师范是驻马店地区开办最早的师范学校

汝南园林学校

学生宿舍楼

\)一一/

确山县教师进修

学校礼堂

' 



西平县杨庄高中是河南省首 4lt办好的重点高中，因为校园一角 。

;女南一富是驻马店地区开办最早的高级中学图为学校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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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A 

泌阳县农民中专是一所培养农村农、林、牧中等专业人才的学校因为学校大门和教学楼

新罄今是中学学生举行演讲比赛 上蔡高中校办工厂生产的立体几何模型达部颁标准

泌阳县马谷田农高将 1300 亩荒山全部绿化 西平县宋某乡群众集资建起末集中学教学楼



驻马店实验小学

.. /... 
, 

新蔡棠村乡群众集资建起棠村初中教学楼

汝南县老君庙乡孙罐村群众集资改变了学校面貌

, . r 啕

,rv 

正阳县第一小学

群众集资创建的驻马店市顺河乡刘竹园小学

地区行署幼儿园儿童在做扇子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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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d 例
i 、. . 

一、本志书按章、节、目三个层次排列.除少数章外，均以章

统节，以节统目。目用一、二、三……表示。

二、大部分章节按"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的方法编篡， ~p在

内容的记述上以"类"作为专题横排，而在各节、目中，则按时间

颇序作纵向记述。

三、时间断阪，上起1840年，下止1987年。极少内容上溯到西

用以后各代，下阪到成:书之日。

四、全书立概述、大事记、教育行玫、儒学书院社学私

挚、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政治思想教育与

体育卫生、教师、教育经费、勤工俭学、革命根据地教育、党团组

织教育团体、教育人物、附录等十六章。成人高校收录在高等教育

章，幼儿教育、特殊教育收录在初等教育章。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内容放在现代与当

代的记述上。且以当代为重点。

六、驭文字记述为主，运用志、记、传、图、表、录等各种形

式，以突出志书特点。图表随文，插在记述之中。

七、"概述"本"概其全述其要"分段记述，以展本志全貌。"大

事记"以时系事，以编年体为主。不分政权阶段和章节连续记载。

人、历史上的组织机构及官职名称，均用当时当地历史名称，

，清代以前纪年加注公元。对人物称谓宦呼其名，不如褒贬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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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各种事物名称、政治术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

称.如"文化大革命"始用全称，后简称"文革"，"中国共产党第

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始用全称，后简称党的十一届

三中金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用全称，后简称建国后或新

中国成立后。 r

十、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本地区教育事业有贡献的键在

人物，遵照收录范围，择其代表性人物，分别以简介、列表、名录

等形式入志。

十一、正丈无法容纳而又必须记载的事物，一律收入求章"附

录"中。

十二、本志书数字，原则上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有少数地方接

习惯用汉字数码。

十三、本志书使用现代语体丈。引用文均按原文，为节省篇幅，

均不注明出处。

十四、古往今来，本地区行政区划名称屡经变更，为行文方

，便，一律称驻马店地区或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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