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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阿拉善盟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7年

6月，阿拉善盟教育处成立了教育史编写组，经过2年的艰辛努力，编

写出版了(阿拉善盟教育史略>，作为教育系统内部资料使用。进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全盟教育事业的发展El新月异。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为了全面回顾

阿拉善盟教育发展的历程，特别是1980年建盟以来教育事业发生的

巨大变化和改革成就，阿拉善盟教育体育局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

要，于2001年7月成立了(阿拉善盟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和顾问委员

会，组成专门的修志班子。经过全体编撰人员近3年的辛勤笔耕。数

易其稿，终于编纂成书。

教育是培养人的崇高事业。纵观古今，通览中外，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无一不与教育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重教

则国盛，轻教则民衰，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史也是社会历史的缩影。

阿拉善是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历史悠远。在这块广袤富饶的土

地上，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伴随着人类的活动，便孕育

产生了教育，但这一时期的教育只是原始萌芽状态的教育，存在于物

质生产和社会活动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便逐

渐凸显出来。清代，阿拉善地区产生了类似私塾性质的教育。1935

年，阿拉善成立第一所小学(阿拉善旗定远营小学)。1937年4月15

日，阿拉善定远营女子小学成立，为广大妇女接受文化教育提供了机

会。1947年10月成立的初中预备班，这是阿拉善中学教育的开端。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全盟有小学4所．中学l所。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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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照<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教育政策，坚

持“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定前进”的方针，对旧教育制度

进行改造，坚持学校“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指导思想，阿拉善教育进入

人民教育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建盟

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贯彻落实中央“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全盟教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

了从学前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门类比较齐全，特色较为鲜明，比较完

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各类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为我盟各条战线输送了

大批人才。教育的发展为全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

献。

编纂志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当代，有益

后世的基础工作o<阿拉善盟教育志>以资政、存史、教化为目的，寓

褒贬于记事之中，别减否于史实之内，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7

种体裁，全面客观地记载了我盟教育史实和几代教育工作者的奋斗

足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全盟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民族教育、成人教育等各类教育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现状，为我们

认识、探求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正确决策。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客观

依据，对后人研究教育、鉴古知今、开拓创新，将会发挥重要作用o

<阿拉善盟教育志>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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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纵贯古今，详今略远，立足

当代，即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又体现了思想性、资料性、科

学性的有机统一。志书凝聚着教育系统几代人的心血，汇集着编纂

者的智慧，是全体修志人员奉献给全盟教育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志成之际，向关心、支持阿拉善盟教育事业和史志编修工作的各级领

导、社会各界、教育界老前辈诚致谢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阿拉善盟教育志>的出版问世，是全盟教育战线广大干部、教职

员工的共同心愿，也是教育系统与时俱进，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成

果o<阿拉善盟教育志>是阿拉善盟第一部较为全面反映阿拉善教育

发展历程的权威性志书。志书的完成，将在阿拉善盟教育史上起到

承前启后的作用。希望全盟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系统广

大干部、职工认真阅读<阿拉善盟教育志>，了解阿拉善盟教育，宣传

阿拉善盟教育，进而关心支持阿拉善盟教育，振兴阿拉善盟教育，这

是每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编纂这部志书的目的。

我衷心期盼这部志书在辑存地方教育史料，传承历史文明，巩固

民族团结，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等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真诚希

望各界仁人志士对其不足和疏漏之处不吝指正。

魏国权

二oo三年十．-kl于巴彦浩特

序头照：阿拉善盟教育体育局局长魏国权同志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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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拉善盟教育志>贯穿古今，详今略远，立足当代。上限力

求追述到阿拉善教育的发端，下限为2000年，着重记述1980年建盟

以来阿拉善盟教育事业发展变化和改革成就。

三、<阿拉善盟教育志>由照片、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志书主

体、附录、修志始末等部分组成，分19章71节。概述、大事记、附录、

修志始末均不列入章的序列。

四、志文按事物社会属性分类，事以类从，依照志书横排竖写的

体例，进行记述设立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个别章节设细目。

五、<阿拉善盟教育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录、图7种体裁。

志书的记述采用现代语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以时系事。志文为主体，只记事实，

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附录，收录重要文件、文献。

六、入志人物，凡在教育工作期间有突出贡献(含离退休)，逝世

的行政副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和

建校元老均予以立传，以出生先后为序排列；记述国家级、自治区党

委、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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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自治区级、盟委、行署表彰的劳动模范、优秀教17币、教育工作者，

予以列表；对正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作简介，副处级领导干部列表；对

本籍出生的国内外知名学者、教授作简介；从教25年以上的老教师

列名录。

七、机构及官职的称谓，均采用当时的名称。地名采用今名，用

历史地名时括注今名。凡涉及盟境内的地名均以<阿拉善盟地名志>

中的标准地名规范记述o

八、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帝王年号和民国纪

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九、数字用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7个单位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数据采用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统计部门缺少时采用有关部门

的数据。度量衡及货币，均采用当时的计量单位。

十、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本着

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的原则，不单设章节，在大事记及有关分志

中记述。

十一、志书资料大部分录自国家、自治区、盟、旗档案、正史、旧

志、报刊、专著、有关人士的回忆及部门编写的史料。经考证鉴别后

入志，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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