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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改革开

放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逐步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济南铁路局教育志》就是在这一“盛世"之时编纂而成

的。

教育是培养建国人才的，发展教育为治国之本。济南

铁路局的教育工作，以职工教育和职工子弟教育为主，开

展自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中专、大学的多层次教育。职工

的文化技术教育，直接关系到职王的素质，影响着生产运

输事业的完成、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

使用。职工子弟教育，既是国家义务教育的补充，又带有

铁路后备生产力投资的意义，并有助于解决职工子弟入

学问题。因而，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铁路局注意

结合生产发展教育，当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新时

期以后，更进一步加强了此项工作的领导。建国以前，帝

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掌管着整个铁路，为了维持运输生

主，获得利润，也不得不在一定范围之内，对少数职工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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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些起码的技术业务教育，开办为数甚微的中小学。如

此看来，铁路内部的教育，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铁

路的产生而产生，跟随着铁路的发展在发展。

今天，再现济南铁路局几十年来教育发展的概貌、走

过的路程，从纵的方面了解其发展变化的轮廓，进而从中

得到启示，为总结经验，探索规律，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全

局的教育事业，作为前车之鉴，是很有意义的。为此，1986

年，路局教育处成立史志编纂委员会，抽调人员，组织力

量，整理编写济南铁路局的教育志。各分局教育行政单位

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亦都在进行此项工作，向路局提供了

大批资料。
’

史志编纂组的几位同志，自觉接受编纂教育志的任

务以来，本着一贯热爱教育事业的精神，不辞辛劳，查阅

了近百年来有关历史资料，走访了数十位教育老前辈，积

累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在路局史志办公室的关怀、

指导下，反复斟酌，数易其稿，编纂本局历史上第一部教

育志。

《济南铁路局教育志》上限为1899年，下限到1985

年，共计4篇10章，约有lO余万字，比较系统全面地记

述了济南铁路局80多年来教育的兴衰发展变化，对不同

时期的教育情况均作了如实的反映。按照“详今略古"的

原则，重点放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本专业志具有较强

的时代性、历史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我局广大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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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真地读一鹫，一定会有所收益。
《济南铁路局教育志》付梓出版了。由于我们的水平

有限，资料不足，文中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领

导和同志们不吝赐教。 、

j孚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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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济南铁路局“教育志”》(以下简称“教育志”)编

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详今

略古，纂修具有时代特色、专业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志书。

二、“教育志”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新编地

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以事为纬，以编、章、节、目为

序，其表述形式则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用现代

语体文记述。

三、“教育志’’所载教育史实，上限溯于1904年(清光

绪三十年)，下限迄至1985年，“总述”部分追溯至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

+四、“教育志”重点记述济南铁路局1985年管辖的地

区范围。因路局辖区历史上多次变动，凡属各个时期的统

计数字，皆按当时统计口径收录。 ．

五、“教育志”采用公元纪年，凡有历史纪年者，在《大

事记》中用括号注出，行文中的年代和数字、用法，均按国

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公布的有关规定。

六、“教育志一中涉及的历史名称，皆用当时之称谓，

在括号内注明各种机关、部门现称和会议名称；在行文中

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再次出现则使用简称。



凡例 2

七、“教育志”资料录自经过核实的文献资料，实物资

料和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

八、“教育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并

依下列原则记之：(1)起过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事件；(2)首

次发生的事件；(3)行政机构的设立、裁撤、更名；(4)重要

统计数字；(5)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立、裁撤、更名；(6)其它

应记述的大事。

九、。教育志”按序、编纂领导小组及编纂组名录、凡

例、大事记、正文、编后记之顺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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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铁路之有教育，一是德

英等帝国主义侵略者为达到其奴化、剥削掠夺中国人民

之目的，二是铁路同人“因员工子弟失学者甚多而各级在

职人员的应用知识亦感缺乏’’而开始办起来的。

清末，路工甫兴，教育活动也便开始。1899年，德国

帝国主义在山东铺设铁路，即通过德人在青岛的天主教

会办学，培训铁路业务人员。1904年四方机车车辆工厂

(以下简称四方工厂)建厂初期，建立了徒工养成所，为专

门的徒工培养机构。1908年津浦铁路动工，当局创办了

铁路学堂和电报学堂。终因缺乏教育人才或政治、军事的

影响，时办时停。

民国成立后，学堂改称学校，废除清末之“忠君"、“尊

孔’’的教育宗旨，提倡公民道德教育，开始推行小学义务

教育和社会民众教育。

民国初期，铁路教育发展缓慢。1918年以后，学校数

量逐渐增多教育制度也逐渐完善。到1937年“七·七"事

变前，在职工子弟教育方面，胶济铁路计设职工子弟小学

校7所和初级中学校1所。据1934年统计，共有教职工

170名，小学在校学生3025名，中学在校学生497名。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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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铁路在浦口一一济南段设立扶轮小学校6所。据1934

年统计，共有教职员138名，在校学生3898名。另有铁路

员工自办、路局补助的员工子女小学8所，计教职员61

名，学生1400名。陇海铁路在徐州办扶轮小学1所，有教

职员19名，学生444名。在职工教育方面，胶济铁路先后

举办从事员养成所(后改艺徒养成所)1处；工人补习学

校6所，分校5所，分班2处，在校学员1218名；职工识

字学校2所，20个班，教职员12名。津浦铁路曾举办技

术工役讲习所，毕业一期即停；职工学校7所，分校2所，

据1934年统计，计有教职员52名，在校学员1274名；职

工识字学校6所，据1932年统计，有60个班，教职员37

名。陇海铁路在商邱一一连云港段设立民众临时夜校4

所，教职员13名，计办两期12个班，入学职工434人。

1937年“七·七"事变，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全线及

陇海铁路东段相继失陷，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和职工教育

训练场所先后停办或解散。日伪“济南铁路局”、“开封铁

路局徐州办事处(后为徐州铁路局)”在原有基础上共计

设立扶轮学校16所。此外，办了济南、青岛两所铁路学

院。在教学中，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建设大东

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目的是为其侵略披上合法外衣，

奴化中国人民。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奴化教育

也随之消亡。

从1945年9月南京政府交通部派员接管日伪“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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