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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毕节地区志·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断限期内全区

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明代，下限为1988年，个别重大事件延至1990年。

三、毕节地区辖县解放的时间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文中的“解放

前”、“解放后”，以1949年11月28日毕节县解放的时间为准，在此以前称“解放

前"，从是日起称“解放后一。

四、历史地名，第一次出现加注今地名。机关名称用当时名称。历史纪年，夏

历和清代以前用汉字，中华民国用阿拉伯数字，夹注公元纪年，但略去。公元”二

字。在同页内，第一次夹注公元纪年后，以下不再注。

五、本志重点记述毕节地区解放39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因事追述解

放前的历史情况。本地区特有的详述，各地皆然的略述。并注意与省、县教育志

的协调，详省之所略，略县之所详。

六、本志共十一篇三十五章，依次记述各类教育、教师、党群组织、教育行政、

视导、科研、经费以及学校建设等内容。

、七、毕节地区为多民族杂居地区，单列民族教育一篇，以反映地方特点和民

族特点。 一

八、本志所用的名词、术语一律用全称。如名词、术语太长或多次出现的，第

一次用全称并注明简称后，以后用简称。有关教育的名词和术语，均以《中国大百

科全书·教育》卷中为准。 —●Il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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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今天，教育已发展成了一种崇高而宏伟的社会事

业，对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越来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两千多年前，管子就说过：“一

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I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在今年--71，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这表明了新时期中共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关心。

解放前，我区教育十分落后，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缓慢，广大人民群众享受

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和政府对教育十分重视，把教育的发展

摆在重要位置，我区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起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对教育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中共和政府对教育更加

重视，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区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

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喜人新局面。改变了我区教育落后的面貌。

解放四十多年来，我区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全区各级各类学校为社会

主义事业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不同层次的各种人才，推动了我区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对促进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下，我区新编地方志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毕节地区志·教育志》一书．正

是在这样的时候编纂问世的。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系统地、全面地、准确地记述了我区

一百多年以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是我区教育界第一部大型的教育志书。

这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全面了解、认识我区教育历史和现状的一部好书，它

为我区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可靠资料。

《毕节地区志·教育志》脱稿问世，这是参加编纂工作的同志辛勤努力的成

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部教育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单位和同志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毕节地区教育局局长刘致君

一九九三年+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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