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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教育志丛》编辑说明

一、武汉教育志丛是一部反映武汉地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基本

面貌的大型资料丛书。

二、本丛书包括武汉市教育志．江岸区、江汉区、研口区、汉阳区、

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教育志．武昌县、汉阳县、

黄陂县、新洲县教育志．武钢(武汉钢铁公司)、一冶(冶金工业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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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类目、条目．保持相对完整。篇幅、字数依情而定。不作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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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孟孔等同志

深表敬意．并对历届委员和关心、帮助丛书的同志表示感i射。由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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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

有缺点和差误．敬请读者批评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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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第一部《青山区教育志》终于刊行问世了。这部志书付

印之时，《武汉教育志丛》编辑部要求区教委主任为志作序，

我只好提笔从命。

青山区是武汉市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区。武汉钢铁公司、

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汉石油化工厂、青山热电厂、青山船

厂、武汉仪表厂、武汉水泥厂、武汉船用机械锻造厂等大、中

型企业，荟萃于此，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青山区自一九五五年建区以来，政府和企业办学并举，

全地区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三十余年艰辛、曲折的里程。这部

志书客观、翔实地记载了全地区教育事业三十来年的历史，

为现在和将来的党政领导同志、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

可靠的教育史料。翻阅这部志书．不仅可以找到所需要的资

料，还可以从中借鉴经验教训，遵循规律，少走弯路，为社会

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枣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这就是历时

六年之久，编写这部志书的唯一宗旨。

古今中外，名臣辅政，志士救国，莫不以教育为重。当今

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把教育视为经济起飞的“基石"，提高国

力的“秘密武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为

我国的教育事业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十年改革，成绩卓

著，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出的人才，如群星灿烂。但是，教育工



作还存在失误。邓小平同志切中时弊地指出：“最大的失误

是在教育方面，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教育发展不够。”翻阅这

部志书，对照小平同志这段话，思考过去，展望未来，每个读

者当是思绪万千。如果概括成一句话，我想应是：教育必须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因此，

面对新技术革命与“和平演变”两个挑战，我衷心希望全地

区的党政领导同志，企业家、家长、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全体

教育工作者，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素质，繁荣十里钢城，

都来关心教育，重视教育，支持教育，搞好教育工作。

这里需要说明：《青山区教育志》为地方教育志书，因

此，这部志书囊括了全地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院校、

职工学校等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教育，以符其实。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修志存史，明鉴后代。编纂诸公，

笔耕六载。今日付梓，委实敬重。竭尽愚钝，作斯拙序。

蕴娣斌
1990年5月于青山



凡 例

一、青山区教育志上起1955年．下迄1985年，个别事例上限有

所突破，下限有所延伸。

二、本志采用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的编纂方法，由章、节，目组成。

分为概述、大事记、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成人教育、教育行政机构、教育人物、教育团体及教研机构、教育

文件选录等12章。．

三、本志在记述教育部门办学情况的同时，对武汉钢铁公司(以

下简称武钢)、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及其他工厂企事业

办学情况，同样进行全面的记述，力求反映青山地区教育部门办学与

企事业办学并举这一特色。在记述或图表中，用“教育部门办”、。武钢

办”、。一冶办”、“其他企事业办”、以区分办学属别。

四、本志人物收录标准为：市级以上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模范

班主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知名人士。上述人物分别列入人物传

略、简介及人名录中。

五、本志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百分之几用“％”号；表示

年分用公元年号，偶用“民国”年号时．用公元年号夹注“民国”年号。

六、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按年、月顺序记事。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市、区教育档案及有关部门档案，并经供稿

单位审核。

镰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跋

青山区教育志编纂工作始于1982年，一年后。搜集大量资料，并

将资料分类整理、建卡。1984年开始边编写边补充资料。1986年10

月．晏秦章、潘爱如、胡传献、钱明清及胡俊三完成幼儿、小学、中学、

成人等4篇初稿。

在区教委领导下，于1986年12月。邀请武钢、一冶、其他工厂企

业教育部门负责人、区教委各科室负责人以及教育界老同志审议初

稿．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意见和资料。

修改初稿前。李贵安、赵耀斌、李小琦和桂劲松等教委领导同志

对篇目进行反复研讨．增删定改、三易其稿。第二稿修改完成以后．区

教委于1988年4月．邀请区委党史办公室郑俊沧，武汉市教育志办

钱良旭、徐诗银、周光汉等同志审议4日。10月．第三稿经编纂领导

小组审阅后，于1989年5月，编纂领导小组又责成赵耀斌、欧炽昌、

潘振东、胡传献四同志负责终审，修改完毕．送教委领导审阅。定稿付

印。 ．

先后参加本志审稿的还有：万一、郑磐安、郑俊沧、谢琪、郭德周、

向蔚东、万文烨、欧炽昌、鲁永学、袁友林、傅夏文、潘振东、吴伐桂、李

利、李焱文、刘翠华、王静：尹汉珠、詹砥中、胡秋菊、管世信、袁履绳、

周昌立、曾琼琚、刘桂枝、张明、刘伊重、杨德裕、李归青、王晓燕、黄文

立、方享林、赵永昌、王小云、高芝秀、蔡德铭、万艳珍、周士荣、李宏

魁、汪健、李行知、史美梅、张智义、梁曙华、叶腊荣、邵开启、萧秀全、‘

马培根等。此外胡运梅、邵开技、鲁玉华等同志为编写组做了大量工

作。

在修志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武汉市教育志办公室的指导与支

持。得到区委党史办公室、区档案室、区妇联、青山公安分局户口科、

区城委、区商委职教科、区市政环卫局职教科、区粮食局教育科、区教



委各科室、区属中小学、幼儿园、工读学校、成人中专，武钢、一冶及其

他企事业中小学、幼儿园、武勘公司党委办公室及职教科、青山热电

厂、武汉石化厂、长轮青山船厂、四六一厂、四七一厂等教育中心和工

会、市公汽五场教育股、武钢志办公室、武钢中小学教育处、武钢行政

福利处、一冶教育处、行政处、武钢职大、一冶职大、红钢城小学印刷

厂等单位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在此，我们谨对关心、支持我们编写工

作和参加审稿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在修志中病逝的钱明清同

志深表怀念。

《青山区教育志》编写组
1 990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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