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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振兴、社会的发展，

均有赖于教育这一基础。

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为修志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素有“金平湖”美称的平湖市，人杰地灵，物产富饶，人民生活

富裕，教育历来昌盛，尤其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建设

取得很大成绩，教育也得到长足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

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本志反映了本市教育发展的轨迹，这对于保存史料、总结经验、

探寻规律、开拓未来，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平湖县教育志》，从一九八七年起，历时八年，编篡人员不辞辛

劳、广采博证，搜集了大量资料，经反复斟酌、数易其稿，今天终于

面世；整个编志过程，得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的支持和指导，在此一并

致以深深的谢意。

平湖市教育局局长

闵寿鹏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FI



凡 例

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事求是地

记述本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明宣德五年(1430年)建县始，下限截至1989

年。为使历史发展脉络清晰，事件本末完整，个别地方作必要的上溯

或下延。大事记延伸到1992年。贯彻通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重

点记叙解放以后的资料。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结

构上按章、节、目层次排列。

四、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叙体。贯彻“叙而不议"原则，一般

不加评议，寓思想性、科学性于叙述之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

亦有本末体。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地名、机构、职务、货币、计量单位等，

均按当时的习惯称呼记述。历史纪年和地名分别用括号注明公元纪

年和今地名。

六、本志出现的“解放前＼后?，是以1949年5月11日本县解

放为界。 ．

七、本志人物传略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以卒年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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