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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

编辑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是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的大型系列丛

书。它包括三个部分：

一、以兵团机关各部、委、办、局为主编纂的兵团专业志，计划出版《物资志》、

《新闻志》、《工会志》、《工业志》、《交通志》、《检察志》、《基本建设志》、《粮食志》、

《：文化艺术志》、《财务志》、《统计志》、《科技志》、《武警志》、《劳改志》、《法院志》、

《外事志》、《外贸志》、《共青团志》、《农业志》、《园林志》、《农机志》、《畜牧志》、《水

利水电志》、《商业志》、《教育志》、《组织志》、《机构编制志》、《卫生志》、《劳资志》、

《公安志》、《司法志》、《计划生育志》、《民族地方工作志》、《人物志》、《大事记》、《土

地管理志》等；

二、以各师(局)、院(校)为主编纂的师(局)、院(校)志；

三、以各团场(厂)为主编纂的团场志、工厂志、公司志。

编纂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各行业、各单位的历史沿革和现状。丛书体例遵照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有关要求，尽量符合新地方志编纂的基本规范。丛书采用详

近略远、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编纂方法，力求将完整、系统、翔实的史料呈现给读

者，使其真正起到“一方全史"、“一地百科全书”的作用，发挥存史、资政、教化的功

能，为兵团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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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孝伯塔依·库平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志》经过两年时间的广泛搜集资料和精心编纂，终于和大家见面

了。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审阅了它的全部内容，深感它的出版发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是兵团教育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定会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洋洋九十多万字的《兵团教育志》，客观而又真实、全面而又系统地记录了从1949年到

1990年兵团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它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告诉人们兵团的教育事业是

整个兵团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伟大的军垦事业中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经过40多年

的艰苦奋斗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幼儿教育到普通高等教育，从成人扫盲教育、岗位培训到成人大

中专学历教育的多层次、多规格，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批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兵团和自治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兵团教育志》是一部难得的教育史书。40多年来兵团教育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经历的风风

雨雨和艰难曲折在这里有所叙述；40多年来，兵团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

和成人教育以及师资培训、教育行政工作等的发展、壮大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举措，在这里也

都有详尽的记载。阅读它，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寻找历史的轨迹，总结历史上的经验

教训。

《兵团教育志》又是一部非常感人的教科书。它真实地记录了40多年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王震、徐特立、邓颖超、康克清等，以及现在党的第三

代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对兵团和兵团教育事业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他们来兵团视察学

校，接见教职员工和受全国表彰的学生，为学校题写校名、题词，并和师生们一起合影留念等，

倾注着对兵团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从而激励和教育人们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安心

在边疆工作。同时，《兵团教育志》所开列的获得全国、自治区、兵团先进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的具体名单和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教授的介绍，也昭示着人们向先进学习，向专家教授

学习，学习他们奋发向上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兵团教育志》的出版发行，正值世纪之交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时候，因而更

具有现实意义。它为我们迎接21世纪的挑战，实施“科教兴国”、“科教振兴兵团”的战略，制订

2010年远景规划、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激励人们

对前途充满信心，对教育事业满怀豪情，从而立志为兵团的二次创业和再造辉煌努力奋斗。

我坚信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

机遇，深化改革，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兵团的教育事业，

定会飞跃发展。后40年(即到2030年)随着兵团经济的腾飞，教育事业将更加辉煌灿烂。

①序言作者：文克孝，原兵团副司令员；伯塔依·库平，兵团副司令员

1997年12月



凡 例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著述，辅纂辑，真实、全

面地记述兵团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2．本志前置概述、大事记，后设附录，专志部分采用篇、章、节、目结构，横排门

类，纵述史实，类为一项，共设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师

资培训、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教育行政、人物计7篇24章。

3．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

4．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

5．本志内容上限起于各项事业的发端，下限为1990年，部分内容有所下延。

6．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日期不详者以“同月’’“是年”放

于月末或年末。

7．本志入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兵团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

和不能人传的人物，分别以简介及表、录的形式收录。

8．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报刊、书籍及有关同志提供的文字和口碑资料，经考证

后人志，不再注明出处。为再现历史原貌，所用文件、资料正文均未作任何修改或

增删。

9．为便于行文，对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机构名、地名按习惯使用了简称。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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