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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市老区教育研究会编纂的《襄樊老区教育简史》一书

出版，不啻为襄樊市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一部翔实的史料和

可供借鉴的经验，更为素有“人才荟萃”之称的襄樊增添了光

彩绚丽的一页。对此，我感到特别高兴，并向我市党领导的各

个革命时期所有从事老区教育的革命先辈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

崇高的敬意!

襄樊，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的热土上，历代都把文化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

在我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虽然战火纷飞，不断与敌

人进行各种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非常恶劣办教育的条件

很差，生活十分艰苦，仍然审时度势，举办了普通教育，干部

教育，工人教育，农民教育，青年教育，妇女教育和政治、军

事、实业等各种形式的教育遍布城乡；老区教育为适应战争环

境，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法方式进行教学，千方百计，克服重

重困难，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冒着生命危险，一心为劳苦大

众和革命者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学马列主义理论，由浅

入深的以生动具体的事例，引导革命群众和干部提高阶级觉

悟，懂得革命道理，培养出千百万意志坚强的革命者，投入火

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使我党领导的各种组织和革命军队都具有

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战无不胜的献身精神，因而，保证了各个革

命时期的组织发展和斗争的胜利!从全书的翔实史料证明我市

老区教育在各个革命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培养人



2 序

才与敌人进行公开和隐蔽斗争的形式的结合上，更是发挥了其

他任何领域不可代替的历史作用。

总览全书，纵横分析其特点：一是为满足劳苦大众如饥似

渴的学文化；二是为适应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培养人才；三是

为以教育为合法阵地进行党的建设和革命活动；四是为有利传

播马列主义，学习理论；五是为便于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教育

和动员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斗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可贵的办学精神和经验，为

现时教育服务，特别是发扬党的老区教育的优良传统，注重素

质教育和办学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学习的榜样。我深信，

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生员工，一定会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和教

育，也为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永葆青春，推动党的教

育事业蓬勃发展，以达到科教兴国之目的，以慰革命前辈。值

此，我特向本书的各位编撰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

谢!

胡久明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于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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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解放区桶柏行政公署、人民解放军桐拍军区发布的

联合布告

江汉解放臣洪山第一中学成立时奎体师生台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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