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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我
0伊吾A小学师生在升目旗前+学生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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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与支持
0 1 975年9月暗密技工学校成立地委书记李嘉

i(左)、酬书记吾布力海日(中)、副专员托乎

提汗目B义(右)前击祝贺。

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郭(右n)在自治E党委书记王恩茂(右

七)．^大主任铁木尔这瓦i提(左三)、自治2主席司马义

艾g提(石口)、自治目政协主席贾那布尔(右=)、自治E人

大副主任李嘉玉(左二)、地委书记韩鹏图(☆女)、专员时*

甫(左t)的陌日下视察技校时与职工合影留念·

酉缀

I



。地委书记陈德铭(右二)、专员阿尤甫(右E)、地委委员宣

传部长目尔迪(右六)在哈密市市长阿布力孜(#一)、市

委副书记谢凝祥(左三)、地B教育处处长马学仁(左)

的镕同T视察市职业高中。

o自治E顾问委员台副主任寓文(￡二)在教育处处

长B学仁的陪目下．在暗密市目域小学视察I作．

氰。疆F

o自治Ⅸ^大副主任张少彭(左)在咭宙师范

学校视察工作。

。铿熏嚣糕裟j錾置主疑：：i左三)、蝇叠■书记张炳客(右三)、藏戢*马
，誊。‘。1意盼麓再f·在”黔8等!：譬。



密支队队K玉m，左七*耐校长涉警

目，左t为地B教育处处*马学仁．

。1990年8月自治Ⅸ农牧R教育经验交

流会在暗密目开，自治日教委主任努尔

提也夫(左三)、地委书记韩鹂图(￡

=)为先进I作者颢#．

●≯

Ll·

酽 渊

1990车8月±目成人教目先进I作者表彰大会在

#末召开．觉和盈家领导^按m’o脯a圉为掌
鹂总理正在与出麻舍议的先进1认、晤案市成人教

育办越车董蟹性息藩(右唧亲切竺丢‘-

嘞，



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曩避警鼍
k龟．承●要、1 t划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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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裁鬟懿繁鬻黪
0气候寒冷多变的伊吾a前山乡奇宿制学

校学生．在宿舍的热坑tE一碗热奶荣

泡馕，日感到很满足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面贯彻教育方针
∞强传统教育哈密教育学院学生在纪忠

。一=九”学生运动时举行歌咏比赛．

o地E一中学生“八”建$节时进行革帝歌曲比赛。



序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志书种类较多，范围较广。有专记一地方、一事物、一单位者，

也有专记一行业者。教育志乃为专记一省、一市、一地方有关教育事业的沿革、发展，乃

为启迪民智、振兴实业而作的巨大贡献，纂成志书，留供后人借鉴。

教育为立国之本。纵观古今中外，立国首先崇尚教育，富国又无不从教育入手。马

上得天下易，马下治天下难。历朝历代凡明智者得天下后无不首先重视教育，千方百计

培育治国人才。唐太宗设开科考试，宋太祖提倡“开卷有益”，清圣祖设“明径策论”。故

而一代人才济济，国富民强，有史为鉴。

迄至近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欲使国家繁荣，国力强盛，首先必须发展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人才又必须依靠教育来培养，故教育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教育是立国的根本。

建国前后，我一直从事人民教育事业，先在解放区从事战时教育多年，解放后仍未

离开教育岗位。从事教育工作半个多世纪，深感教育事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新

疆工作30多年，深感要使新疆繁荣昌盛，首先必须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民族教育事

业。有了较好的文化素质，才能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技水平，从而发展经济，使各民族

共同繁荣、共同富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志尚未编纂出版之前，《哈密地区教育志》率先编纂出版，

这是哈密地区重视这一工作的具体体现。多年来哈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

的不断提高，一直不逊于新疆其他各地、州(市)，成绩在兹，有史为证，有史可考。

《哈密地区教育志》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通俗流畅，具有较强的可鉴性和可读性；具

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读后使人对哈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沿革情况了如

指掌，教育发展规律和地方特点一览无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地方教育史料文献。

编篡哈密地区教育志者，多为年逾古稀的退休老教师，他们热心地方教育事业，晚

年贡献余热，年老笔耕不辍，坚持数年，数易其稿，不辞辛劳，精神可嘉!

因为我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30余年，为新疆的教育大计，为《哈密地区教育志》的

出版，是以援笔以序。

注：序言作者圆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厅长。

圃
1995年12月



凡 例

一、编写时限

上限追溯到教育开办起始的清代中晚期，下限为1990年年底。

二、体例

使用记述、志、图表、录为体裁，以章、节、目为基本框架，卷首有序言、凡例、大事

记、目录，均不入章节，而后设专志、教育行政、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

育、中等专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共计十二章。凡与各章节有关的重要文献(包括统计数

字)均摘要附录于有关章节之后。

三、资料来源

以档案资料为主，口碑材料为辅，吸收有关报刊的资料，还参考有关书籍和文字记

载，经查对核实，而后编写入志。

四、编写方法

横排竖写，以横为主，以事系人。要求文字简练清晰，语言确切，记述真实，防止虚

构。

五、关于纪年与月、日

新中国建立前用当时通用的纪年，建国后以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前或建立后，缩写为“建国前"、“建国后”；“解放前”、解放后”是指新疆和

平起义(1949年9月25日)前后。

六、本志包括范围

包括哈密地区各县市和地直各单位的办学情况，也包括哈密三道岭矿务局、哈密

雅满苏铁矿、伊吾军马场以及地质部门所办学校的情况。不包括在哈密区域内的兵团

哈管局和铁路系统的情况。

七、其他人物

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没有单独立人物传。新中国建立后，教育战线上涌现出来的

新人新事很多，凡受表彰的人员名单、表彰称号，主要收录了1980～1990年间的先进

工作者和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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