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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宾县委书记涝世昌题书

，宾县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历史上曾为反抗沙俄蚕蚀侵略的驿站。宾州厅建置后，即

开始兴办教育事业。百年以来，人才辈出，炎黄子孙的爱国热忱，报效祖国的壮志代代

相因。今天，全县人民正为把宾县建成繁荣富庶的哈尔滨大市郊而团结奋斗，大展宏

图。

．盛世修志，历代相承。此次宾县教育局编纂的《寨县教育志>)，不仅资料翔实、体

例完备、文风端正，而且积累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

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入类茸会的产生；而产咎一F，r随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而发展，是出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需要。可见，我们

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氧依赛教育蕾目前≯金党全社会普遍
重视教育，尊师重教的风气正在形成。一九八二年颁布的筅法中就已规定了“普及初等

义务教育"，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又做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今年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而使义务教育进

入到法制阶段。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招，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

样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这种形势既感人又逼人，真是时不我待，不

能掉以轻心。《宾县教育志》恰于此刻编成，它必将为我县实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调整中等教

育结构，发展城乡职业技术教育，深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尽快培养出各级各类人才，

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

按照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发展”的战略设想，对要在本世纪末

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国民收入达到小康水平来说，现在的中小学生正是那时新

的、，大规模的劳动生力军。他们当前所受教育的水平如何i，思想道德品质如何，-掌握运

用科学知识、技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精神如何，将决定着我县农村振兴的程度，发

展的速度，是把我县建设成为啥尔滨大市郊的关键。因此i必须在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

方面，在中等教育结构方面，进行认真努力的工作和名符其实的改革，使基础教育得到

切实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有一个较快、较大的发展。

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必将给我县各级党组织、各级政

府、各企事部门以及教育工作者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县委希望大家在这宏伟而艰巨的智

力资源开发工程中，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场严峻考

验面前，抖擞精神，战胜困难，真正重视、有所作为，扎扎实实的做出自己的最大贡

献。



宾县县长刘金泉题书

《宾县教育志》在编志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经过编纂人员两年来的努力，几经

修改、’多次审查，现已成书。

本志是一部教育史料，可起“存史、资治和教化”作用。它在深化教育改革，培养

“四有”人才，努力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为宾县“七、五”期间

教育改革，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发艮职业技术教育、办好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师范教

育等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科学依据。

现在，我们面临着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展望未来， “七、五"期间，全县基础教育

工作的目标l

1．保质保鼍的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分阶段、有步骤的普及初级中等教育。

使约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地方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2． 继续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使农

职中学在校生发展到三千入。初步形成一个从初级到中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与普

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培养农业现代化和乡镇企业急需人才，为建设成

啥尔滨大市郊9富裕宾县贡献力量。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使大多数教师热爱教育事业、有较高的道德修羝·胜任教
学：亡作。教师学历达标率达到：小学提高到90％，初中提高+刘51％，高中(含农职高

中)提高到61％。学历没达标的中小学教师也都要能基本胜任教学工作。

4．开展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端正办学思想，加强学校管理，提高师资水_平，努

力改善办学条件为重点的学校规范化建设。县镇小学的70％、初中的50％、高中的

60％，农村乡镇小学的50％、初中的40％，成为初步达到规范化的学校。

5．’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使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

到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并具有一技之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

代新人。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新的历史时

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战略方向。我们坚信，教育的振兴必定促进经济建设的迅速发

展。让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指引下，同心协力，扎实工作，为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

斗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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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视察一中微机表演。 (右二省委书记孙维本、右四一

中副校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陈华雄)。

1985年出席省优秀教mlJ代表火会代表受松花江地委接见时台影(二排左⋯周明远、

三排左五滕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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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铜矿子弟小学

宾州镇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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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镇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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