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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县教育志"稿评会留影

“新田县教育志》编写

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新田县教育志"编写

卜组成员合影

零陵地区教育委*会．新日县县丢缟菲

妻女台给新日县教育志缟纂办公室的奖状



序

盛世修志，至理名言。新田县第一部教育志问世，实在可喜可．
贺!

我国素称文明古国，文才武将层出不穷。而三湘七泽更是享有

着“唯楚有才”的美誉。以我新田为例，宋宝佑元年(公元1 253

年)有钦赐特科状元乐雷发荣登皇榜，至于进士举人则不胜枚举。

建国以后，在中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新田教育同全国一样迅速

发展。198 1年实现青少年基本无盲县， 荣获地区嘉奖。1949—

1987年大专毕业生达935人，为民国时期61人的1 5．3倍。真可谓春风

化雨，桃李满园。

《新田县教育志》记述了从清末至1987年新田教育的盛衰起

伏，突出反映了建国以来全县的教育成果，反映了新田人民勤俭办

学的奋斗精神，反映了广大教师五更伏案、呕心沥血的高贵品质；

同时在字里行间也鞭挞了后进。

百年大计，教育为盘。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必须发展教育，

而发展教育、办好教育必须了解它的历史。《新田县教育志》问世

后，盼望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同志们，从中寻找规律，总结经

验，以史为镜，吸取教益。我想，这应该是编纂《新田县教育志》

的基本目的，当然也是余受教委之托聊书小序的热望所在。

刘国器

1989年lO月20日



序 二

《新田县教育志》，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终于与大

家见面了。她是我县教育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她既是编纂人员艰辛

劳动的结果，也是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智慧的结晶。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的。《新田县教育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兼通古

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采取横排竖写的体例，系统地汇集了从清末

到一九八七年的教育史料，比较详尽地记述了新田教育事业的发展

演变过程，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新田教育的实际，展现了我县教育昔

日漫步蠕行，而今高歌猛进的历史画卷。

自古修志，作用有三：资治、教化、存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

们：重教劝学，乃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乃为政之先务。《新田

县教育志》的问世，为振兴新田教育，实现四化，提供了历史借

鉴。同时，不仅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熟悉本地教育的历史与现

状，按教育规律办事，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更好地为社会主

义教育事业服务；而且有益于青少年一代，开拓视野，陶冶情操，

增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思想感

情，发扬新田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使之成为坚强的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总之，她作为一份历史材料，公诸于

世，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世代相传，惠及后学。至于详略不

．I



得体、瑜瑕互见之弊端，在所难免。其拾遗补缺，推陈出新之任务，

惟望来日。

值本志付诸铅椠之际，我谨代表新田县教育局，向付出辛勤劳

动的编纂组全体同志，向关心支持编纂工作的领导和部门，向积极

提供资料，大力协助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谢如尧

1988年12月

翼



凡 例

一、《新田县教育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罔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精神为

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910，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发掘和运用资料，尽力使新田县近百多

年来的教育史实和改革开放的现状科学地反映出来。

二、本志的编纂突出教育专业的特点，面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教育行政部门的管

理人员、业务人员、各级各类学佼的教职员工。为之提供矫田县教育：疗面的史料、数

据、现状以及兴办教育事业可寻的规律，更好地起到“存史、资治、教育刀的作用。

三、本志的上限，为了使时间上与旧《新田县志))千H衔绥，原则上从公元1813年

(嘉庆十八年)起，为了需要，个别条日叙述上溯至宋代，下限战至1987年底。

四、本志取材于旧《新田县志》、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单位、学校所

存的文书档案资料，以及各级学佼近年来编写的校志皎史，并通过访问、座谈、函件调

查等方式收集的口头资料和民』、廿J文献。

五、本志横排竖写，按教育程度分类，结构按章、节、日项排列。以记述体文字记

载为主，辅以图、表、录、照、注。图及彩色照片集巾放置卷首，表录及黑白照片插入

有关章节，不常用词，加以附注，附在该小节后面。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引文及附录悉照原文。个别专业词语，作了注释。

七、对各个时期的政权，按历史课本称呼，不加政治性定语；对历史人名和现代人

名，均直书姓名，不冠职务称谓，不加褒贬词语。

八、公历纪年、年代时刻、记数计量一般用阿拉伯数字，清朝以上纪年用汉字，其

余一律按1987年2月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联合发出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暂行规定》办理。

九、凡旧人民币，均换算为新人民币。

十、人物均生不立传，对需要入志的在世人物，采用因事系人的方法，列入有关章

节，或作了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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