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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西秀区教育局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组织了编修《安顺

市西秀区教育志》的工作。在志书付梓之际，编者邀我作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地方志有“存史、资治、教化"的

功能，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政府都把编修地方志作为重要政务开

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秀区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

修、研究工作，进入21世纪后开始第二轮修志。地方史志编修工作

可以说成果累累，编就并出版了以《安顺市志》、《安顺市西秀区志》

为代表的地方志书，形成集市志、区志、乡镇志、部门专志为一体的

地方史志体系，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大

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继承了传统的先进文化，丰富了地方志宝库的

资源，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

教育工作有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功能，《安顺市西秀区教

育志》记述了自元末明初以来西秀区600多年来的教育发展和现

状，详今略古，横分纵述，详细记述了历史和现实中有关教育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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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将对本区教育作出过贡献的有关人士铭记于册，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好书。志书的重点，是记述解放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西秀区的历届党委和政府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发展教育为基础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第一要务，在

近30年的时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走过从对教育进行调整到普及

初等教育、从高标准扫除青壮年文盲到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的历程。这是一项亘古未有的历史性工程，读起来令人欣慰，催人

奋进。

《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在编纂方案制定、资料收集、撰稿、审稿

工作中，完全按照西秀区第二轮地方志编修的总体方案开展。采取

专职修志人员和兼职编务人员相结合的方法编纂，初稿出来后经过

部分老教育工作者、专家、领导的反复论证、评审，通过区、市、省三

级审稿，经执笔人多次反复修改、补充后才定稿。功夫不负有心人，

志书成稿后，参加审稿的有关专家和领导认为本志的内容全面，体

例严谨，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符合新编地方志的基本体例并有所创

新。这是对本志编修工作的肯定。

志书修成，作此短文，藉以祝贺。是为序。

中共安顺市西秀区委书记
侉

俎

影

月分一



序 二

《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即将付梓，编者嘱我为志稿作序。

西秀区的教育，可追溯到元末明初，可谓源远流长。古代教育

以儒学教育为中心，办学摸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历朝历代未有改

变。清朝末年，在变法、革新浪朝的推动下，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

度，开办新学。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摧毁了延续成百上千年的

旧教育模式，西秀区在教育史上出现了大批学堂、学校，并逐渐发展

形成涵盖基层的基础教育网。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旧学校进行改

造，随后出现了经济、社会、教育协调发展的好局面，人民的教育事

业发展方兴未艾，中小学教育、工农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并举。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和群众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进

一步转变、提高，把其视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之本，进一步重视了

教育。政府不断调整教育结构和体系，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形成集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农科技教育、特殊教育等多种教育

类别为一体的基础教育网o

1986年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92

年高标准扫除青壮年文盲，2003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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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秀区的教育发展史，经验和教训都给人以启示，对振兴西秀区的

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为发展经

济、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在发展中深化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实

现教育的良性循环；必须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把青少年培养

成为具有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教育工作不能

偏离的基本原则。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以详实的史料和大量的数据，实事求是地

回顾了西秀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了西秀区教育事业的

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揭示了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志书

既为全面认识西秀区教育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丰富资料，也为深化教

育改革、发展教育事业、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是一部具有显

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资料性著述。

《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面世了，为西秀区的地方史志百花园增

添了又一枝奇葩。欣喜之余，提笔写了以上几句话，以示祝贺。是

为序n

中共西秀区委副书记
西秀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6年8月2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三

《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是一部用新观点、新方法编写而成的部

、门志。全志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记

实的手法，以详实的史料和真实的数据，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西秀区

教育的历史和现实。详今略古，略同存异，寓评于述，反映了西秀区

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揭示了西秀区历史和现实

的教育事业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这部志书的编就并出版发行，

既为全区的教育工作者及关心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全面认识西秀

区的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当代和将来的决策者为西秀区的教

育发展提供进行科学决策的依据。同时，也为广大社会科研工作者

研究西秀区的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西秀区历史上为安顺州、安顺府亲辖地，民国3年(1914)设安

顺县，1958年设安顺市。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市、县两分两合，最

后于2000年改安顺市为西秀区。这块热土自古为省内西部重要的

经济文化重地，元代立学校，明代兴儒学，清代建书院。清末“兴学

堂”后，步入近、现代教育发展时期，特别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内有

几所著名的大专院校迁来办学，高、中、初等教育齐全，形成省内西



部的教育中心。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对旧教育进行改革、改造，发展

人民的教育事业。把基础教育和农村扫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工作开展，出现社会、经济、教育协调发展的好局面。但先是受到

“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对教育进行折腾，后是“文化大革命”对教

育进行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教育结构

不断进行调整，教育进入新的稳步发展时期，逐步发展形成门类较

为齐全的基础教育网。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基础教育从普及初等

教育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从农村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到开展农业

技术普及培训，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历史是一面镜子，纵观西秀区教育的曲折和发展，成功的经验

和失败的教训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这对今后继续振兴西秀区的教。

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全阅本志，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教育的全面发

展，是发展西秀区教育事业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志书修成，融汇了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完成了西秀区教育史

志编纂出版工作的一个里程。是为序。

西嘉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易 1参灸
2006年7月29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记事上溯事物发端，下讫2005年。“解放"前后以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线。图片收录至出版前。

三、记事以现行区划为范围。行政地名中的“安顺县”、“安顺

市"、“西秀区”，记述按时间称之“县"、“市”、“区"，从2000年8月起

称西秀区。文中的“党"专指中国共产党。

四、部分不属西秀区管理、但在西秀区辖地内的教育类别和学

校，简要作记述；除特别注明外，统计数据一般只列西秀区属教育统

计。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形式排列；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生

年为序排列。

六、入志资料取自档案资料、口碑资料和公开出版的地方志、书

报等，已严加考证，除部分随文括注外，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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