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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县教育志》与大家见面了o

《兖州县教育志》的问世，1是我县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所有教育

工作者和关心教育工作的同志，都会为此十分高兴o

《兖州县教育志》是一本地方教育专志，它记载了从公元一八四O

年至公元一九八五年年底一百四十余年间兖州教育事业发展变化的历

史事实。全书共二十余万字，配有照片三十六幅，图表四十二张。编

者在撰写过程中，力求做到观点正确，史料翔实，文风端正，图文并

茂J注意体现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这部志书告诉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问，教育界的有

识之士，在兖州先后兴办了书院、私塾、学堂、学校等各种教育组织。他

们以多种形式，’传授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推动了社

会的进步，以其光辉的业绩，谱写了一部兖州近代教育史。即使在受

到外来侵略，经济困难，社会动乱的岁月里，他们也未忘教育事业，未

忘人才培养，无私地奉献出全部的光和热。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

党在省立“第四乡师"建立地下组织，对师生进行宣传教育，激发师生

的爱国热情。声震全国的兖,k11火车站卧轨截车请愿抗日的爱国行动，

在兖州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英、德、美

等帝国主义为了麻痹人民斗志，先后在兖州设立了教会学校。抗FI战

争时期，日寇铁蹄践踏兖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兖州的教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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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的领导下，

业教育等都取得了

培养了大批新型的

劳动者，为高等学校输送了大量新生。所有这些，都应有所记载。然

而，在我县历史上不曾有过记载教育发展变化的专著。现在编纂完成的。

《兖州县教育志》就比较系统、完整并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了历史资料，

反映了兖州教育发展的情况，总结了教育发展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尤其． j

应该强调，这部志书所记载的史实中，许多做法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发 I

扬的。比如，集资办学，实行校长、教员聘任制，上级教育部门对各级

各类学校实行督导制，普及初等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办学条件

等等，都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前

人的经验，促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锐意进取，不断创新。

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去年四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o党和国

家重视教育，。是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大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

中央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6l

光荣使命。我们决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决、不辜负人民对我们

的殷切期望。全体教育工作者要继往开来，投身于当前教育改革的洪

流之中，以前人所未曾有的胆略和气魄，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开创兖

州教育的新局面，续写兖州教育的新篇章o ．I
7，
‘．

兖州县教育局局长黄玉友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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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所记史实，上自公元一八四O年(清道光二十年)，下

至公元一九八五年。为保持资料的完整，有的地方适当上溯。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贝JJ，

．实事求是地记述兖州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J除人名中保留个别繁体字外，均

用简化汉字，着重记述史实；有些章节，附有图表。

四、本志中的称谓．一律按当时习惯。旧地名之后加括号注明现

在的名称。如：拓东鲁书院(今县公安局)"；“旧道署(今县酒厂)刀

等。年份，建国前的用习惯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如： “清光

‘绪三十年(公元19 04年)"；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等；建国

后的均用公元纪年。学校名称均用当时的名称。

五、本志中兖州，曲阜合县时期的资料，均未包括曲阜；个别无

．法分开的，加注说明。

六，本志为横排纵写，分编、章，节三级，全志共十二编二十五

章三十节。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

博物馆，曲阜孔府档案馆，兖州县档案局，兖州县统计局、兖州县图

书馆，兖州一中图书室和兖州县教育局档案室。此外，还有局属各股

室，各中学，省市驻兖各中等专业学校、各厂矿学校、各区(镇)教

叶f小}、J



以及教育界、社会各界的老前辈、广大干部、教师提供的书

资料。为了节省篇幅，没有一一附加脚注。

为了避免重复，归入“学校”编中的有关“职业教育和师范

内容，在“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编内未再作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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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兖州县教育志》顾问

《兖州县教育志》编辑

山东省滋阳县学区图

兖州县学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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