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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寿光市教育志》今天出版了。本志起于公元1840年，止于公元2001年，较客观全

面地记述了寿光市160余年的教育史实。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惠及当代，泽

被后世。确是一件值得称贺的事。

寿光市的教育事业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

义文化教育的渗透和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兴起，寿光教育发生了迅速而复杂的变化。从教

育性质看，它经历了封建科举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旧民主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

育、社会主义教育几个阶段；从教育结构看，它由单一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发展到现在的各级

各类教育；从师资力量看，亦由几十人发展到今天一支万余人的结构合理、品德高尚、业务精

良的教师队伍。

新中国成立以来，寿光教育的发展主要有四个阶段。一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恢

复、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制定了教育方针和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寿光教育呈现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人才。二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动乱阶段。寿光

教育受到了毁灭性摧残，畸形发展。三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恢复、

整顿阶段。寿光教育系统认真贯彻上级有关指示，全面整顿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局

面，大力平反教师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整顿教育教学秩序，全市教育质量迅速提高。

四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改革发展阶段。寿光市顺利完成中小学校舍改造，高标准

实现“两基”，大力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教育质量和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基本实现了均衡

协调、跨越式的发展，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先后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市(县)、全

国职业教育先进县、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县、全国成人教育先进单位、全省素质教育先进市、全

省学前教育先进市及全省德育工作、特殊教育、条件装备、教育督导、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科

研等先进单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前瞻性育人，同步化服务，适度超

前发展”的经验，被誉为“寿光模式”，在全国推广。

记录寿光教育这段不平凡的历程，对借古鉴今，继往开来，显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寿光

市教育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教育专业志。粗读此志，觉得它有以下几点值得

肯定：

一是此志编写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此志是社会主义类型新志，无论写人记事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原则，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二是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此志在内容上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反映出客观事物的真实性、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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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和

现状。力求准确存史，以利借古鉴今，继往开来。

2．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实勘资料、可用的专业志书等，几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的分析、鉴别、取舍，以期确凿无误。

3．本志采用大编结构章节体。全志设教育历史大事、晚清时期的教育、中华民国时期的

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育、人物、教育文献六编及综述与附录。综述与教育历史

大事编不设章节。

4．本志记述内容，略古详今。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止于2001年。只有人物传略、个别

事件时限有例外。

5．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6种表达方式，并适当附以照片。

6．本志教育历史大事采用“双轨制”。大事年表，顺时记事；要事纪略，详述大事本末。

7．本志各编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因记述因果关系的需要，难免出现某些情节的重

复，力求“事可再现，文不重出”。

8．本志人物编坚持“生人不立传、本籍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三原则，为古今已故业

绩彰显者立“传略”，为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立“简介”，为特级教师、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地市

级以上受表彰者、副高级以上职称者、获有博士学位者列“名表”。入“传略”者次序按卒年排

列，其他按不同层次、类别与获得称号、职称、学位的时间先后排列。

9．本志所载各项数字，主要采自县(市)统计局资料及教育局(教委)会统部门核实的统

计资料。计量单位随叙事时间而定，不作统一换算。

10．本志在内容记述中，对其所涉行政建置、人物身份和名称的变更，也随叙事时间指

称。一般不再作具体说明。

11．本志行文所称“建国前(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时点，“解放前(后)”以

1948年寿光全境解放为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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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寿光市北濒渤海，南抵昌乐、青州，东临寒亭、潍城，西接广饶。境内皆为平原，面积2 180平方千米，辖

22个乡镇(街道)，人口108万。

寿光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境内已发现古文化遗址143处，其中，龙山文化古城堡遗址、周代纪国故

城遗址和古聚落呙宋台遗址具有重要考古价值。史传黄帝史官仓颉曾于此始创文字，秦始皇曾在黑冢泊

旁筑台望海，汉武帝躬耕于巨淀湖畔，光武帝曾来纪城劳军。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正式设置

寿光县，至今已有2100多年。1993年撤县设市。

寿光教育的历史，虽然汉代以前见诸文字且准确可靠的记载很少，但“人物辐辏之地”、“衣冠文采，标

盛东齐”的赞誉跃然纸上。汉初“布衣名相”、寿光人公孙弘拜相前曾以“贤良”被武帝征为博士，“掌以五

经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东汉时，寿光人徐干是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为“建安七子”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数学、医学在寿光广为传授，学术、文化、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此时，寿光屡

现名人。如前秦丞相王猛、南北朝时的著名文学家任防、北魏的辅国将军贾思伯和大农学家贾思勰。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取士，见于史志的寿光第一个进士是宋朝时的任颛，官至太子宾客。元朝寿光人

周文渊中进士，是寿光有记载的第三位。

到了明朝，设在文庙的县儒学不断扩大。洪武八年，寿光奉命设立社学。社学是地方官学，但地方官

学兴废无常，承担儿童少年教育任务的主要是私立学塾。学塾遍布城乡。此一时期见于史志的取得科举

功名的人，显然多于前几代，共考中贡生145人、举人106人(其中武举人11名)、进士28人，赵家庄的赵

鉴官至刑部尚书。

清朝，沿袭历代王朝的教育思想，以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兴行教化作育人才”。承担教育任务的是

遍布城乡的私塾，还有义学、儒学和书院。清朝仍沿袭科举制，全县见于史志的有举人188人(其中武举

人51人)、进士47人、武进士6人。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学界名人任象益、辛亥革命先驱赵化溥和李日

秋，都为兴办新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中华民国，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学堂改称学校。有县立和区立的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

还有村立小学和私立高级小学。有县立初级中学和私立初级中学、县立师范讲习所、县立实业学校、县立

女子小学及附设的女子师范讲习所，还有县办的乡农学校。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张玉山办的平民学校和

女子学校，还有中共寿光县委创办的女子小学班。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教育事

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但群众的办学积极性一直很高，不仅办了一批普通中小学，还办起了师范学校、

青年学校和实用职业学校，出现了热心教育事业的李植庭、刘和亭等知名人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事业日新月异，发展迅猛。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文化大革命”

中，教育事业遭受过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社会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日

益深入，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逐步得到落实。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市

委、市政府提出了“科教兴寿”的战略方针，对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加快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铸造了寿光教育事业的历史辉煌。继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因

寿光市●瞳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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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局面，教育教学秩序步入正规之后，又于1986年完成农村校舍“六配套”。1990

年完成城镇中小学校舍改造“五达标”，1992年在全省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1996年以优异成绩通过

了全国“两基”先进县(市)验收，普通高中教学质量稳步提高，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出现了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1997年来，寿光教育坚持以“三个面向”为指针，坚持“定位一流，

创新发展，只争朝夕，敬业奉献”的寿光教育精神，在全省率先启动并大力推进了教育现代化工程，有规

划、有步骤地进行了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基本构建起了现代教育体系；以教育观念

转变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坚持制度创新，深化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行政务、校务、教务公开，教育管理走上依法治教轨道；坚持师德建设与业务建设并

重，建立起了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干部教师队伍；教育投入不断增加，5年全市教育总投入13．95亿元，

学校完成了新一轮改造和建设，教育城域网在全国率先建成使用；寿光基础教育“少一些严厉苛刻、多一

些宽容理解；少一些师道尊严、多一些民主平等；少一些生硬灌输、多一些心灵对话；少一些标准和模式、

多一些个性和创造”及职成教“同步化服务，前瞻性育人，适度超前发展”的教育理念，特别是基础教育均

衡发展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寿光市先后被命名为全国、全省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勤工俭学、依

法治教、教育民心工程、教育科研、教育督导、校产管理、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现代化等先进单位，并成为潍

坊市教育工作示范市、省教育工作示范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王炳乾、钱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

孙孚凌，教育部副部长王湛、张保庆，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国家总督学柳斌，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副省

长邵桂芳，潍坊市委书记曹学成、市长王伯祥等领导先后考察寿光教育，均给予高度评价。近5年是寿光

教育大调整、大改革、大发展时期。至2001年，全市共有幼儿园387所、小学295处、初中52处、普通高中

7处、职业高中(中专)5处、技工学校2处、普通高校1处、乡镇农民文化学校2l处，共有在校学生19．8万

人、教职工14012人。幼儿教师学历达标率达到91％，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达到99．7％，初中教师学历达

标率达到90．1％，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达到78％。

自1958年寿光县有高中毕业班到2001年的43年间，共向高等院校输送学生26469人。

“今天的教育不仅是明天的经济，也是今天的经济、今天的财富、今天的现实生产力”。改革开放以

来，寿光人已经用自己2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他们正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寿光教育早日实

现现代化，为寿光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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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历史大事
(1751—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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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知县王椿于仓颉墓前(今市人大院)创建同文书院。

1855年(咸丰五年)

知县傅岩修孔庙并捐金募款购置学田，为同文

书院筹办经费。

1867年(同治六年)

知县吴树声在县城东门里创建北海书院。

1893年(光绪十九年)

整修孔庙。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学政华金寿将本县文童名额扩11名，增至33名。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任象益倡办各类学堂(包括县立、乡立高、初等

学堂，师范学堂，巡警学堂)宣传共和。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山东举行最末一次科举考试，时有王家留营王

宗元、丁家楼李麟选、乘马疃张子喧中举人。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县立高等小学堂于同文书院创建。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清廷诏令废科举、兴新学。

知县范铠移高等小学堂T=lt海书院，并动员各

村建立乡校。

师范传习所创办于同文书院。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裁撤儒学教谕署，设劝学公所。

改明伦堂为初级师范学堂。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初设县视学，对办学堂行督促检查之责。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

春斟灌城里同盟会会员赵化溥举办的义

学——化溥学堂开学。

1911年(宣统三年)

秋同盟会员张读唐等在同文书院成立同盟

会本部。

1912年

2月8日，青州满营派遣军警包围吴家庙小

学，搜捕革命党人。

学务总董改称劝学员长。

县立实业学校创办于同文书院。

县城设立训练师资的单级养成所，郭家营(今

属留吕镇)、王高、侯镇设立单级养成分所。

1913年

县劝学公所改称视学所。

1914年

县立女子初级小学设于县城府东街(今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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