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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寸万关
2002年春，市教育局决定编纂《阜新市民族教育志》。这是继

已经出版的《阜新市教育志》、《阜新市教育年鉴1989—1997》、《阜

新市教育科研志》之后，市教育局编纂的又一部志书。

阜新市地处辽宁省西北部，是古代东北地区进入中原地区的

必经之路。由于阜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自古以

来，阜新就是北方各族人民聚居、繁衍、生息的地方。在这里，各族

人民相互依存，辛勤耕耘，开发和利用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

创造着人类的文明。由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起步较晚，到

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九月，制定颁发了“契丹大字”，后又颁发

了“契丹小字"，并在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置有府州学、县学。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大帝国，塔塔统阿受成吉思汗诏创制了

蒙古文字。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蒙古新

字——巴思巴字，同时在府、州、县兴学田，办学校，才有了蒙古族

自己的正规教育。阜新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主要是蒙古族教育，蒙

古族教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从此，给阜新地区民族教育事

业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明媚的春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立即做出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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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阜新市民族教育志

事业"的决定。1951年，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来阜新访问，明确提

出“少数民族教育应采取适合于各族人民发展和进步的民族形

式。”是年，辽西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发展和提高民族小学教育

的指示》。此后，阜新市民族中小学教育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到

“文化大革命”之前，阜新市蒙古族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已初具规模。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党的民族

政策，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1979年3月，阜新

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阜新市蒙古语文工作者代表会议。会后印发

了阜革发[-1979-]29号文件《阜新市蒙古语文工作者代表会议纪

要》。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发展阜新市民族教育事业提供了有力保

障。此后，市、县(区)各教育行政部门坚持“同步发展，高看一眼"

发展阜新市民族教育事业的基本原则，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促进

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实施的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规划》，为阜新市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吹来

一股强劲的东风，阜新市民族教育事业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

起来了。直到20世纪末，阜新地区初步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初等

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到普通高等教育的民族教育

体系。在世纪交替之际，阜新市人民政府于2000年1月22日，召

开了阜新市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后50年来全市民族教育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并提出了今后一个时

期加速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若干意见，为21世纪阜新民族教育的

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由于历史的原因，阜新市民族教育史料遗失很多。有些资料

只是散见于普通教育资料的各个方面，未能全面、系统、集中地记

载下来。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也为编纂《阜新市民族教育志》带

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收集、整理和抢救民族教育资料，摆在了

教育史志工作者的面前。收集和整理民族教育史料，并将其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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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部民族教育专志，对于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探索和研究民

族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

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编纂《阜新市民族教育志》，特别是编纂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

教育志，尚属首次。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姑且不论历

史年代久远，仅资料缺乏一条，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特别是民族

教育资料与普通教育资料捆在一起，难以分离。但是，编纂该志的

同志，不怕困难，不辞辛苦，兢兢业业，忘我工作。他们千方百计，

细心挖掘，沙里淘金般地收集、考证，终于编纂成一部近60万字的

《阜新市民族教育志》。这是市教育局党政领导重视、支持的结果，

也是史志工作者心血凝结而成的结晶。可以说该志的每一字、每

一句都浸透着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和无私奉献。

该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民族

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目的；以史实为依据，以资料为基础，坚持详今

略古、突出特色、秉笔直书、文丰事核，力求系统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和谐完美的统一。《阜新市民族教育志》记载了从公元337年鲜

卑人慕容跣建立“前燕”，到2003年为止的1600余年阜新地区民族

教育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全过程。该志资料翔实、特点鲜明，构

建了编纂民族教育志的新思路、新模式。通览该志，知古鉴今，激

人向上，催人奋进。该志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的生动教材；是“资治、存史、教化”的权威资料；是展示阜新、宣传

阜新的明亮窗口；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阜新市民族教育志》承蒙阜新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辽宁省人

民政府原副省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原副主席

林声；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佟钟时，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周

浩波；阜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温建国；阜新市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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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主任司钦；中共阜新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韩

景瑞；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委、中共阜新市委常委、原常务副市

长赵富；阜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广利题词，同时，还得到了社会

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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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阜新市民族教育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民族特点；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全面、系统、

翔实地记载了阜新地区自公元337年(鲜卑人建立“前燕")至2003年民族教

育的发展史料。

二、志体。本志运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设章、节、

目三个层次，个别章节在目下设子目。本志除综述、大事记、附录外，设9章

28节。分类记述，以类系事，横排竖写。

三、记述范围。本志记述范围为阜新地区市、县(区)所属民族学校、省属

民族学校。内容包括：教育机构、教育管理、各级各类教育、教育教学改革、教

师队伍、教育经费与办学条件、县(区)民族教育、学校简介、人物等。

四、本志设人物简介和人物表。人物简介分两个层次：(一)在阜新地区民

族教育事业中做出开创性的工作、做出突出贡献、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二)国

家教育部(教委)、国家人事部命名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人“人物表"

者，必须是国家教育部(教委)、国家人事部，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共

阜新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或表奖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特级教师、劳

动模范等；市级(含市级)以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等。

五、彩照原则上以省、市、县(区)为序排列。

六、“文件资料"(文件、报告、讲话、总结等)编排原则上以时间先后为序。

七、本志设“校名录”，入录者为独立建制的民族中小学(幼儿园)；“校长、

书记名录"，入录者为历任校长、书记(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先进集体名录"，

／Z，，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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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录者为国务院、国家教育部，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共阜新市委、市

人民政府命名的“先进集体”。

八、历史纪年。清代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和东

北沦陷时期采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

元纪年。

九、称谓。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各种会议、经验报告以及多次出现的学校

名称等第一次记述时使用全称，后以行文实际，酌用简称。

十、时间断限。记事起于公元337年，止于公元2003年末。

十一、细河区所属民族学校，以2002年阜新市区新行政区划划分前为准。

十二、数字与计量单位，一律遵照国家有关规定书写。文中数据，新中国

成立前，以历史档案和官方资料记载为准；新中国成立后，以统计部门公布的

数字为准。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以文件资料为主，其它资料为辅，均经核实后载人，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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