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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寨资料来源

一 《 江浦埠乘 )) (邑人夏锡宝、侯宗海编篡，清光绪斗七年刻本)

一 《 江浦县续志稿 )) (清末拔贡詹其桂编著手稿， 邑λ 许少甫之子

许敬福珍藏，我县宣传部李守初征集，党史办凌竞欧手抄并点校

整理，一九八四年出刊刻印本;该稿本原名为"江浦-L新志稿"

记载了民国期间的江浦史实，成稿于三十年代)

一 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四 安徽省档案馆资料

五 南京图书馆特藏部资料

穴 j除州地区档案局资料

七 扬州市档案局资料

八镇江市档案局资料

几 六合县档案局资料

十 江浦县档案局资料

十一 江浦县编志办公室资料

十二 江浦县体委资料

十二 江浦县文教局资料

十四 江浦县卫生局资料

十五 江浦县中学校史室资料

十六 江浦县各级各类学校提供的资料

十七 有关报刊、文件中的资料

十八座谈走访资料



凡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宁 "求实存

真"和"详今略古"的原则。

二、本志上限一般均衔接明清县志及民国续志中有关的教节篇目;下

限除个别章节有延伸外，一般均按省、市要求，截止. - 九八七

年。

三、本志以篇章节目为序，以"横排类别、纵写史实"为:前篡体例 ，

自古至今，由远及近，力求详尽完整。

四、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 。 内容以文字1- J述为主，

辅以图、表、照片。图在卷末，照片置于卷首，附表 51 于各有关

幸节之中或之后。

五、本志人物篇传记一章，恪守"生不立传"的原则:其7 7各章因人

数众多，分别采用列简表、列名单两种形 式。

六、本志对各时期政权机构及职衔均沿用当时称谓，对人却直写姓

名，不加褒贬之词:对年代，解放后用公元，解放前才当时习惯

用法。

七、本志各篇内容多少不等，主要是由于事实繁简材料详I所致。采

访中虽经多方努力，但为人事变迁所限，加之"文化二 :革命"十

年浩劫，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因而有些史实的记载难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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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江浦县教育志》自古至今，由远及近，上衔明清县 i ~及民国续

志，全面记述了本县数百年来从封建科举到旧民主主义教γ，从半封

建半殖民地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状况，并着重记载建国以来

江浦县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以及曾 经遭受挫j和再度迅

速发展的历史。

全国解放以后，江浦县的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ι，并有很

大的发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江浦县坚持贯彻执行斗 i泽东同志

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少动相结

合"和"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

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为各条战线培养辑送了大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才 。 但由于"左"的错误影 口向，联别是"文

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教育事业曾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挫折。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经过整顿与调整，迅追得到恢复

并不断发展。

1985年党中央公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行了教育体制改革。通过改革，调动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 办学条件

有了很大改善:调动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教育教学质量有了较

大的提高。 1986年江浦县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主一成功

的改革也被收录记载于1986年 《 中国教育年鉴》之中。

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和科技列

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文件指出:必须"把发



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12科技进步

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由此可见，教育事业关J i 到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强弱 ! ~衰。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页 依 靠教

育。"当代教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样神 文明建

设。但从目前本县教育事业现状来看，还不能适应 "两个 ， 巳明 " 建设

的要求。因此，必须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优化育人环:主，扎实地

实施义务教育;必须深化学校内部改革，提高师资素质， E高教育教

学质量;必须从实际出发，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不斤地开拓前

进，切实地把升学教育转移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要改革就必须研究江浦县的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总 t与吸取教

育事业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探索与掌握教育事七发展的客

观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工作。由此来看， << 江浦县教育~ >>的编写

与出版，必将对江浦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出应有

的贡献。

张成文

一九九0年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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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江浦的教育有史可查者自明代始。其后历经明清数百年，若断若

续，时盛时哀 ， 唯就其办学形式与培养 目 标来看，当时均县学和书院
始终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民国期问虽然废科举 ， 兴学堂，使教育事业有所发 畏。但由于政
府腐败，经费拮据，发展教育举步维艰。 直至解放前夕 全县仅有一
所初中、十四所完小，中、 小学生总数只有四千六百余 人，仅占 当 时

学龄少年儿童数的百分之十二。 可见当时国民政府提出与"推 行国 民
教育 11 只是一句空头口 号而已。

全国解放以后，江浦的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七。人民政府
废 除 了旧的教育方针， 学校向工农子女开门，各乡镇大。兴办学 校，

实行公办、 民办、 复式班、冬学等 多种形式办学。至一:L五七年， 已
有中学两所、小学二百零二所，中小学生总数已达一万日千三百二十

人，占当时学龄少年儿童数的百分之三十四，比解放盲增加了三倍

多。

一九五八年， 全县教育界在开展了"整风反右"和"教育革命"
之后，大力贯彻了 v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主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农业中学和民办小学迅猛发展。 九月，全县推行总路
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小学师生积极投入大炼' 习铁、大搞深

翻、扫除文盲 、 消灭四害等运动 》 这一期间，虽然基础 ， 史育有了 很大

的发展，全县小学增加到二百一十二所，入学儿童达学怜儿童的百分
之九十五，但由于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义务劳动过多史学秩序 相当

混乱， 教学质量明 显下降。
一九六零年以后，我县在中央提出 的"调整、巩固、 充实 、 提

高 " 八字方针的指导下 ， 词整 了 学校布局 ， 裁并 了 部分J \ 学 ， 发展 了
初级中学。 至一九六五年，全县共有完中两所、初中五所、农业中学

八所、小学二百零二所p 教 育事业走上了 健康发展均道路。 这 一期
间，由于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体育儿
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



针， 只放 了教育部根据过一教育方针而创屯的《全日创 IF32 暂行工作
条例》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 jhzjp 四十条 ， 全县各中、小

学基木上都建立了以教学工作为中心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重视思
想 品德教育和革命传统软育，积极括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课堂教学
31侣谈话法和启发式，教师认其教书育人。学生课 内学得生动活泼，
课外参加各对文体活'动和社会公益劳动。大 多 数中、小学校学成绩稳

步上升 ， 教育质量显苦提高。在六十年代初南京市第一次 初中教学质
量全市评比中， 江浦县中名列第一， 桥林中学名 列第二。~县中、小

学每年都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了大批的合格新生 ，也 为我县各条战线培

拌了 犬量的建设人才。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 升'始， 教育界首当其斗。字校 61二课

闹革4J " , 叶牛I 学生参为加口 "红卫兵，\ 小 巳字;F击 生乏参二为加口 "红小兵 \ 组织各

种 "1丁i1飞斗队" 贴大字报， 搭掐j大 j批;记七以岁判1 ， f批i比t 斗 d川J牛F J鬼也 蛇 斗神i中卡 和 "走资
派，.大破"四旧

命"后"工宣队"、 "贫宣队 ' 进驻学校， 开始"济川阶级 队

伍'\ 批判"位正主义教育路 线.， 批判"白专道 妇 "和" ? 育第

一"大搞 "开门教学"以"学工- ~y~农、学军" 为主尿。 一九七
二年至一九七六年， 又先后大掐 " j批;比七林 j批t比t孔

"小 闯将，\ 大批 "师 道;苓运肖尊严尸严z " 。 与此 同 时， 全县在 "左" 的 d忠巴 y'白1?r!JV』;忏:

扣叭:f引:川; 下，不顾条件地盲 目 发展中、小 学。 至一九七六年， 我县每个公社

都办了 p~"! 年制完中， 多数大 !;人都 办了两年制初中戎小学戴帽初中，小

学儿童入学率急剧上升到 百分之九十八点七。 实际上这十 年问 ， iJ?引，;υ;

受 E到IJ 边号节客?手 学生受到寿谷 ， 学校财产 JfCFl! 损坏，全县学校 陷于放了J‘ 元
法传 、 教师无法教、学生无法学的极1混乱的状态。其后果川是教育

遭到严重挫折， 教育事业畸形发 52，教育质量严空下降， 2·相 、ij 数量

的 古少年;t~ -r 空有"文凭"、 缺少文化的"被耽误 了 的一 代 "。

一九 七六年十月 粉碎了江青反平命吧阻，结束了十均动 乱的 只

丽。广大教师扬眉吐气， 劫奋工作。

一九七八年党的卡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 )~ j~ (,!: 
" 文;卒" bi;荐。县委、县政府对全县教师认真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穷; ，

子反了 JIL假错案，提高 了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大批的社办 教

师较为公办教师。 政府重视教育，提倡尊师:在教， 充分调动了广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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