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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新安县教育志》是新安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它以翔实的资料，丰

富的内容，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新安教育事业的发展

和演变，是一部珍贵的地方教育历史资料全书，也是新安史志园地中的一束奇

葩。 ，． ．．
。

，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的整个过程是为社会

培养准备接替的一代、接力的一代、新生的一代、新兴的一代。人类的知识、

技能、经验、道德、文化的继承与传播，革新与扬弃，陶冶与升华，都必须通

过教育来完成。依靠教育，人类得以实现文明财富的传递、积累与增殖，从而

由愚昧、野蛮的远古洪荒时期进化到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因此，所有头脑清

醒的人都由衷地信服：教育乃强国之本，兴邦之道，是民族繁荣、国家振兴的

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可以说，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存亡。

新安教育源远流长。据史籍记载，隋唐年间，作为古老启蒙教育形式的私

塾早已散布民间；宋代城东已有儒学；元代县衙设有教育管理机构和专职教

谕；明代开设书院与义学；清末新文化兴而学堂崛起；民国时期废私塾、兴学

堂风起云涌，国民教育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安

县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过们余年艰苦奋斗，取得前所未有的

巨大成就，初步形成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

良好局面。尊师重教，集资办学蔚然成风。教育设施、办学条件日臻完善。教

师队伍不断壮大，教育质量日益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大批有用人

才，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振兴新安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新安地处黄河之滨，并为九朝古都洛阳的西

方门户，自古即有。文风昌盛”的美誉。历代官方民间有识之士，重教尊师，兴

学育人，美名佳话，世代流传。

教育的主体是教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讲明了教师的神圣使

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成语说明“树人”需要长期渐进积累。因而为

人之师是一项高尚而又艰苦的事业，是一项需要孜孜不倦、默默奉献的事业。

新安这块热土上，从古到今，多少有识之士投身教书育人事业，清守杏坛，辛

勤耕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培育英才。他们的业绩为世人永记，他们的风

范使志书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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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善教育志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为政治和经济服务，从而也受到政治和经济

的影响与制约。回顾新安教育的历史，恰像黄河东去。新安的教育事业随着新

安的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曲折发展，劫难与幸存，破坏与新生，经验与教

训，将给后人留下深沉的启示。

读史可以知古，知古可以鏊今．《新安县教育志》的出版，不但有助于教

育工作者了解本县教育发展历史，从中探索教育发展规律，使今天的工作避免

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而且也为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提供了进行科学领导和正确

决策的依据，加深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解与认识，摆正

国民经济建设与教育事业的关系，自觉主动地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新安县教育志》是丰富的资料库，珍贵的教科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师生员工，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受到教益。愿一切有识之士，

以此为鉴，明古知今，继往开来，为新安教育史谱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

章。’
‘

新安县副县长拓文敬

1995年5只
}



序

序二

《新安县教育志》历经JD余载，终竟其功。这要感谢省、市、县地方史志

蝙委和市教委的关心指导，感谢县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和教育界老前辈的大

力支持，特别是要感谢县教育志办公室全体同志。是他们JD年辛苦，勤奋笔

耕，为新安县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志。

《新安县教育志》是在批判、继承历代修志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

地、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图客观地反映历史本来面

貌。揭示教育本身的规律，从而对教育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

向，为新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

近百年来，新安教育事业，时立时表，历尽沧桑，走过了曲折发展的历

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新安教育获得了新生，各级各类学校得到了蓬

勃发展。虽曾走过弯路，有过失误，但发展、进步是主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教育事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全社会尊师重教，迎未

了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春天。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光辉思想指引

下，新安教育将进一步得到振兴和发展。

读史可以知古，’更可以鉴今。《新安县教育志》，为全县人民提供了一部珍

贵的历史教科书，为领导提供了发展本县教育事业的决策依据，为我们的后代

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一‘
‘一，

编纂教育志工作，在我县还是首次。一则缺乏经验，无从借鉴；二则时日

旷远，资料散失，给修志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遗漏、谬误之处，在所难

免，恳望教育及社会各界同仁批评指正。

新安县教育局长 任操

1995年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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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教育志

凡 例

，．《新安县教育志》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力求编纂成

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并有一定地方特色的部门志。全书除总

述、大事记与附录外，共20章，约70万字，按章、．节、目排列，分门别类记载

了新安教育的今昔。 ，

。 ， 一j
；

，、．，． j

：。一、本志上限为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下限止于1994年。但为了保持事

件的完整性，个别章节有所突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以记述建国后教育事业

为重点。
?

·，． ，
．

二、本志除大事记外，按项别归类，横排竖写。．横以概类项，竖以溯源流，

以便于专题阅读和研究。 ’。，，

r·

^。：三、本志述、r记、传一图、表、录诸体皆备。卷首列总述、大事记。总述，

可见本县教育历史概貌；大事记，以时为序，简略记述本县教育历史上的重大事

件。次列蒙养、小学、中学、职业教育等20章，分类以志各方面史迹。卷末设附

录，以存本县教育历史文献、典籍、论文等。： 。．、。．． i 叠。

四、人物，分传记，简介。对新安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已故者人传记，县功

勋教师、国家级模范教师、由教师提拔到副县级以上领导岗位者入简介。．．，

五t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采用历代政权称谓，按朝代、。帝号纪年

(并注以公历)，用汉字数码；建国后采用公历，用阿拉伯字数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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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高碌校长教泽碑碑文⋯⋯⋯⋯⋯⋯⋯⋯⋯⋯⋯⋯⋯．．．igl"0@Q⋯⋯⋯⋯⋯⋯(425)

第二节简介⋯⋯⋯⋯⋯⋯⋯⋯⋯⋯⋯⋯⋯⋯⋯⋯⋯⋯⋯⋯⋯⋯⋯⋯⋯⋯⋯⋯(426)

：孟志昊⋯⋯⋯⋯⋯⋯⋯⋯⋯⋯⋯⋯⋯⋯一⋯⋯⋯．．．⋯⋯⋯⋯⋯^⋯⋯⋯．．．m(426)

7，张耀堂⋯⋯⋯⋯⋯⋯⋯⋯⋯⋯⋯⋯⋯⋯⋯⋯⋯．．⋯⋯⋯⋯⋯⋯⋯⋯⋯⋯⋯一·“26)
1|

王晓钟⋯⋯⋯⋯⋯⋯⋯⋯⋯⋯⋯⋯⋯⋯⋯⋯⋯⋯⋯⋯一⋯⋯⋯⋯⋯⋯．．⋯⋯．．“26)
+

王枢谈⋯⋯⋯⋯⋯⋯⋯⋯⋯⋯⋯⋯⋯⋯⋯⋯⋯⋯⋯⋯⋯⋯⋯⋯⋯m⋯⋯⋯⋯“27)
。

金’华⋯⋯⋯⋯⋯⋯⋯“⋯⋯⋯⋯⋯⋯⋯⋯⋯⋯⋯⋯⋯⋯⋯·⋯⋯⋯⋯·。⋯⋯⋯(427)

i 1，王化真⋯⋯⋯⋯⋯⋯⋯⋯⋯⋯⋯⋯⋯⋯⋯⋯⋯⋯⋯⋯．．．jj⋯⋯⋯⋯⋯⋯⋯一”“27)

+，马世哲⋯⋯⋯⋯⋯⋯⋯⋯⋯⋯一⋯⋯⋯⋯⋯⋯⋯一⋯⋯⋯⋯⋯⋯⋯⋯⋯⋯一“27)

r、 邓省吾⋯⋯⋯⋯⋯⋯⋯⋯⋯⋯⋯⋯一⋯”：⋯⋯⋯⋯⋯⋯“⋯⋯⋯⋯⋯⋯⋯．．．(428)

高鹏⋯⋯⋯⋯⋯⋯⋯⋯⋯⋯⋯⋯⋯⋯⋯⋯⋯⋯⋯⋯⋯⋯⋯⋯⋯-⋯⋯⋯一(428)
¨。李竞西⋯⋯⋯⋯⋯⋯⋯⋯⋯⋯⋯⋯⋯⋯⋯⋯⋯⋯⋯⋯⋯⋯⋯一⋯⋯。⋯⋯⋯(428)

：夏好信⋯⋯⋯⋯⋯⋯⋯⋯⋯⋯⋯⋯1⋯“⋯⋯⋯⋯一⋯一⋯⋯⋯⋯⋯⋯⋯⋯⋯·(428)

；。韦昌宪⋯⋯⋯⋯⋯⋯⋯⋯．．．⋯⋯⋯⋯⋯⋯⋯⋯⋯⋯”j⋯一⋯⋯⋯⋯j一⋯⋯⋯(428)

7。+张化义⋯⋯⋯⋯⋯⋯⋯⋯⋯⋯⋯⋯⋯⋯⋯⋯⋯．．．⋯⋯⋯⋯⋯⋯一⋯⋯⋯⋯⋯(428)

‘，李尚华⋯⋯⋯⋯⋯⋯⋯⋯⋯⋯⋯⋯⋯⋯⋯⋯⋯⋯⋯⋯⋯⋯⋯⋯⋯⋯⋯⋯⋯一．(429)

一武笑天⋯⋯⋯⋯⋯⋯⋯⋯⋯⋯⋯⋯⋯⋯⋯⋯⋯⋯⋯⋯⋯⋯．．．⋯⋯⋯⋯⋯⋯⋯“(429)

邓少云⋯⋯⋯⋯⋯⋯⋯⋯⋯⋯⋯⋯⋯⋯⋯⋯⋯⋯⋯⋯⋯⋯⋯m⋯⋯⋯⋯．．．⋯(429)

一田海棠⋯⋯⋯⋯⋯⋯⋯⋯⋯：⋯⋯⋯⋯⋯⋯⋯⋯⋯⋯⋯⋯⋯⋯⋯⋯⋯⋯⋯⋯“(429)

j一王卓然⋯⋯⋯⋯⋯⋯⋯⋯⋯⋯⋯⋯⋯⋯⋯⋯⋯⋯⋯⋯⋯⋯⋯⋯⋯⋯’⋯⋯⋯以(430)
。|’

王维池⋯⋯⋯⋯⋯⋯⋯⋯⋯⋯⋯⋯⋯⋯⋯⋯⋯⋯⋯⋯⋯⋯⋯⋯⋯⋯⋯⋯⋯⋯(430)

。、。李建国⋯⋯⋯⋯⋯⋯⋯⋯⋯⋯⋯⋯⋯⋯⋯⋯⋯⋯⋯⋯⋯⋯．．⋯⋯⋯⋯⋯⋯⋯·(430)

、’马春霞⋯⋯⋯⋯⋯⋯⋯⋯⋯⋯⋯⋯⋯⋯⋯⋯⋯⋯⋯⋯一⋯⋯⋯⋯⋯⋯⋯⋯⋯“30)

。’ 郭经文⋯⋯⋯⋯⋯⋯⋯⋯⋯⋯⋯⋯⋯⋯⋯⋯⋯⋯⋯⋯⋯⋯⋯⋯⋯⋯⋯⋯。⋯”“30)

梁秋霞⋯⋯⋯⋯⋯⋯⋯⋯⋯⋯⋯⋯⋯⋯⋯⋯⋯⋯⋯⋯⋯一⋯⋯⋯⋯⋯⋯⋯⋯(431)

，’．韩曾平⋯⋯⋯⋯⋯⋯⋯⋯⋯⋯⋯⋯⋯⋯⋯⋯⋯⋯⋯⋯⋯⋯⋯⋯⋯⋯⋯⋯⋯⋯(431)

、-王玉平⋯⋯⋯⋯⋯⋯⋯⋯⋯⋯⋯⋯⋯⋯⋯⋯⋯⋯⋯⋯⋯⋯⋯一⋯⋯⋯⋯一⋯(431)

王金华⋯⋯⋯⋯⋯⋯⋯⋯⋯⋯⋯⋯⋯⋯⋯⋯⋯⋯⋯⋯⋯⋯⋯⋯⋯⋯⋯⋯⋯⋯(431)

第二十章外地驻新安学校⋯⋯⋯⋯⋯⋯⋯⋯⋯⋯⋯⋯⋯⋯⋯⋯⋯⋯⋯⋯⋯(432)

一、难民子弟学校⋯⋯⋯⋯⋯⋯⋯⋯⋯⋯⋯⋯⋯⋯⋯⋯⋯⋯⋯⋯⋯⋯⋯⋯⋯(432)

二，河北省立职业中学⋯·i⋯⋯⋯⋯⋯⋯⋯⋯⋯⋯⋯⋯⋯⋯⋯⋯⋯⋯⋯⋯。，(432)

三、太岳军区随营学校⋯⋯⋯⋯⋯⋯⋯⋯⋯⋯⋯⋯⋯⋯⋯⋯⋯⋯⋯⋯⋯⋯⋯(432)

¨四、豫西地方行政干部学校⋯⋯⋯⋯⋯⋯⋯⋯⋯⋯⋯⋯⋯⋯⋯⋯⋯⋯⋯⋯⋯(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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