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黢墨罄辫雾。鬻。i棼

汉南区教离意
礅隧黼心Q强J{AO／￥U滔

武汉教育，-A心-丛编纂委员套主毒i



’ - ～
’

·

，‘
●

．．’武汉教育志丛
，

’

^

，

南区教育
山．L，
J阶

武汉教育志丛编纂委员会主编

≥器_之．
／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武汉教育志丛》目录

武汉市志教育志

江岸区教育志

江汉区教育志

研口区教育志

汉阳区教育志

武昌区教育志

．青山区教育志

洪山区教育志

东西湖区教育志
●

‘

汉南区教育志

武昌县教育志

汉阳县教育志

黄陂县教育志

新洲县教育志

武钢教育志

一冶教育志

武铁教育志

长航教育志

长轮教育志

t、 ． ，7■<，／＼
o，tj ，／

1，j厂＼
I■●l{l}●



冶金建设公司)、武铁(武汉铁路分局)、长航(长江航务管理局)、长轮

(长江轮船总公司)教育志，不列册序，分册出版。 ·

三、本丛书实行主编责任制。各册主编对所编分册负责。

四、本丛书采取分册、分类编辑的方法，合辑而成。各册时限，一

般上起1840年，下迄1985年。记述方法，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分

门类，纵向记述。记述范围，市、区、县以1985年行政区划为限，大系

统企业以所辖部门为限，交叉内容按各自要求有所侧重。体例，设有

记、志、传、表、图、录等体，以志为主。结构不求一律，或章、节．或门

一t 目、类目、条目，保持相对完整。篇幅、字数依情而定，不作划一。7

． 五、本丛书的出版，是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修志人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在此特向为丛书作过奠基工作的原武汉教育志编纂

委员会主任金本富、副主任陈德根及周木乃、张师韩、侯孟孔等

‘深表敬意，并对历届委员和关心、帮助丛书的同志表示感谢。由

辑水平的限制，成书阶段时间紧迫，本丛书在内容、文字等方面．

有缺点和差误，敬请读者批评指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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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南区教育志》(以下简称《志》)刊行问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

贺的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志》成之前，诸同志嘱我为之写序。我作为

汉南教育战线上的后来者，深知为本《志》作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然却之又不恭。．故将几点感受勉力成文，权且为序。-

本《志》所记载的是从1933年至1985年共52年间的教育史实。

52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极暂短的．但汉南大地上教育事业的变化．

如同其他变化一样．却是巨大的。本《志》所记，既是我区教育变化、发

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一
‘

，

据史书记载，汉南地区屑古云梦泽，千古沦桑而成为今江汉平原

的一部分。南临滔滔长江．北有通顺河．自西向东流入长江。这里是

四面环水的湖区。旧社会．十年九灾，钉螺密布．血吸虫横行。“千村

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对这里人文地理的形象描绘。加上

兵匪战乱，以致民不聊生，何谈教育?少有的“私学”、“族学”，后来的

“保小”，也多为少数富豪或殷实人家子弟所涉足，这些学校也时办时

停。而广大湖区劳动人民子弟同其父辈、祖辈一样，挣扎在水深火热

之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受教育了。
’

1949年解放，至1979年间，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湖

区的开发和建设，汉南地区的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有所发展。

但由于这里偏僻闭塞．先后属汉阳县、省农垦厅、东西湖区的一个农

垦区域．建制归宿不稳定。加之交通不便。教育起步晚，基础差，各方

面的条件难以跟上，所以教育的落后面貌，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劳

动人民翻身后，对教育的要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益强烈，因此

本地求学者或辗转车船，或徒步奔走数十里去周围诸县就读。教育成

为影响本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



1978年。武汉市汉南农管局组建。在党的领导下，教育经过调

整。普通教育有了雏型。为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国运昌．教育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武汉市汉南

区以后，我区的教育事业，才真正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新

成立的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将发展教育列为改变湖区落后

面貌的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多方面的努力。经市政府验收．于1985年

底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普通教育有了一定规模。现在，我区已有

小学41所。中学10所(其中完中3所)．职业中学l所。在校学生

17 000余人，教职员人1 000余人。不仅中、小、幼教育一条龙。而且

普教、成教、职教配套。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师资队伍力量明显加

强，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高。为我区培养了大批的各种人才．促进了

我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教育已列为我区发展战略之一，各级党政

领导重视教育。广大群众关心和支持教育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

回颐我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我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劳动人民才能在教育上：得到翻身。同

时也深深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确定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把教育列为战略重点的方针、政策的无

比正确。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进一步证明，教育的发展必须依靠社

会的进步．社会进步也必须依靠教育的发展。 ，

盛世修志，欣慰之余，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志书刊行不只是

我们对前人的奋斗历史有了一个交待，完成了修《志》的使命，以告慰

他们。更重要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修《志》认真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事业提供了借鉴，我认为这才是修

《志》的本意。

我区教育在解放前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史料。解放后

行政区划又几经变化，征集史料有一定难度。由于多级党政领导的关

心和重视，多方面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我区教育战线上的

老前辈为本《志》提供了大量材料．兄弟区县有关单位也为本《志》的



修撰给予合作．使这本书得以问世．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唯事属

首创．资料难全．修撰仓促．疏漏讹误难免．敬请各界人士、广大同仁

指正。

磊哩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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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上起1933年，下迄1985年。 ’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

三本志按照以类叙事．横排纵写的编纂方法。全志分为概述、

大事记、私塾、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成

人教育、教师、学生、勤工俭学、集资办学、经费设施、教育行政机构、

党群团体、教育人物名录、教育工作文件选录等16章。

四 本志涉及的人物按照以事叙人的方法．分别记入各章。凡受

到区级以上表彰的先进人物收录在教育人物名录章。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等均

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 六本志言必有据。文字资料、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有关区、县

及我欧场、乡教育行政部门。1985年统计数据，时限以年底为准。

一一一)o
。 么，



跋

《汉南区教育志》的编纂工作．从1986年3月开始。当时由熊善

岚、魏楚峰、叶家芬三同志负责，历时三个月完成《汉南教育概况》，并

打印成册。尔后．区教育局根据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修区教育志工

作的要求。聘请李仁修负责搜集资料、组稿．聘请黄耀生主笔编纂汉

南区教育志．约经15个月的时间．教育志得以初具雏型。经市教育志
～

办公室钱良旭、徐诗银两次亲临指导．对篇目的结构。内容的安排，文

字表达．图表的制作等，一一提出明确的意见。在定稿过程中又有汉

阳县教育志副主笔万毅根两次参加修改。初稿修改后，再次送区教委

审阅。

1989年10月在李贤瑜同志的主持下．邀请区教育战线上的老

同志．进行历时两天的审议。参加审议的有：姚忠炎、马琦、李德炜、周

自觉、杨万唐、刘立均、刘敦厚、熊善岚、郭学才、陈则人等。区教委副

主任张永安等亦参加审稿。此次审议，对教育事业的演变与发展数据

的核实提出了宝贵意见，为教育志的再次修改、定稿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除此．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还得到机关各科室场、乡教育组、部分

中小学、幼儿园的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向关怀我们编纂工作

和参加审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修志经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教育

战线上的同仁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羽易勇 1990年6月



编审人员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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