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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石门县教育志》正式定稿付印

了。这是我县教育史上一件有意义的大事。

《石门县教育志》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兼通

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比较完整地记叙了清朝晚期，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直到一九八五年石门教育的发展状况，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编排有序，具有地方

特色，富有时代精神。

教育是振兴经济的战略重点，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关系民族兴旺发达的

宏伟大业。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教育，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

样，在拨乱反正中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把教育和科学列为经济

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紧接着颁

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成立了全国教育委员会。大江南北，全国上下，隆

重庆祝第一个教师节，树立起尊师重教的新风尚。改革教育，振兴教育，已成为当前大

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大课题。要改革、振兴石门教育，就必须研究石门教育的历史和现

状，回顾总结石门教育的实践，特别是建国三十六年来的教育实践。从石门教育的实际

出发，发挥石门某些特有的办教育的经验和优势，探索具有山区特色的教育改革的新

路子，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石门县教育志》的适时编写付印，是非常必要

的，值得称道的。

《石门县教育志》以确凿的数据，可靠的史料，系统地介绍了石门教育发展的历

史。石门县是常德地区澧水一带最早创办学堂的县分之一。自晚清废科举兴学堂以来，

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经历了两个伟大的转折：从封建科举到旧民主主义教育，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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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新中国诞生后，石门教育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

面前。它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培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它以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教学内容，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的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有过较大的失误和挫

折，但主流是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石门县教育志》还选编了《人物志》，肯定了我县先辈奋起变革社会，热心教育

事业的优良品格，宣扬了我县优秀教育工作者为振兴教育，培养人材，勇于改革，勇于

创新的开拓精神。想过去，看未来，具有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力量。

《石门县教育志》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下，依靠全

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协助，经过编写领导小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现在终于问世了。

我们把它奉献给奋战在石门县教育战线的园丁们，奉献给全县六十五万人民，让大家熟

悉石门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努力开创我县教育工作的新局面，更

好地为振兴石门经济，加速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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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教育委员会机关大门 石门县第一中学办公楼

石门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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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第一农业中学校门

石门县第三中学校园一角

石门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门

石门县城关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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