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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书的编写坚持“厚今薄古”、详近略远的基本原则，以1946年泰来解

放，特别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料为主，坚持以教育的史实为依据，以

国家的政策法规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力争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书取事时限为20世纪，上自1907年始，下至1985年止。重点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变化。

三、本志书为述、记、传、图、表、录并用，横排门类，纵向记述；以时为经，以事

为纬。

四、本志书排列顺序为教育综述、大事记、正文5编、附录，各编设章、节、目，

共25章、128节，结尾是编修后记。

五、“教育综述”总括泰来教育在设县前后的主要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结合泰来县解放的年的教育实践，从教育行

政管理角度认识到的几条基本经验教训。

六、“大事记”上限起于泰来县解放的1946年2月，下限至1985年，一事一

条，大事稍详，要事略简，计597条。

七、本志书依据的主要资料是教育科、局、委档案，省、市、县档案馆的馆藏档

案及省教委编辑出版的《黑龙江省教育史资料选编》，又搜集少量口碑资料加以

补充。有的部分仍然由于资料匮乏，未全面反映出某阶段、某事件的主要情节。

为节省篇幅，所引用档案、资料均未标明出处。

八、本志书的历史纪年一律使用公元纪年。解放前部分，必要时用括号加注

旧纪年。

九、本志书的数字除特定要求外，一般采用阿拉伯数码；凡统计性质的多位

整数，皆每三位整数空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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