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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之一)

《汤原县教育志》付印出版了。这是载县教育史上的_件大

事。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很重视编撰方志，称“治天下者以史

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c：也就是说方志有存史、资治和教化作

用。

我县的教育事业从1905年建县到19,85年末，已有80年的发展

历史。可惜，前人没给我们留下教育志专著，1945年以前的一些资

料又毁于战乱，简直是一段空白。

《汤原县教育志》是经过将近三年的时间，搜集，挖掘、整

理l 945年以前的零散资料和口碑材料，填补了旧中国和伪满时期的

历史，又根据档案、文献以及县属各乡校编写的教育史志，归纳整

理出解放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发展史料，依照

略古详今的原则编辑成书的。

对比今昔，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县

的教育事业才能迅猛地发展?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所有，服务于革命

和建设事业。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教师发挥主人翁作．用，勤恳地为教

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忠诚。读着志书，重温过去，为虽经挫折失误

但成就巨大而欣慰，展望未来、为重任在肩、前景辉煌而催人奋进!

．当前，我们正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要改革，就需要了解现状，了解教育发展过程

中的经验和教训，拟定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汤原县教育志》

将是我们可资借鉴的系统的参考资料。因此，希望我县全体教育工



作者阅读它、使用它，并提出修订、补充意见，以使本志更加完善j

让我们今后都来重视教育史志的编写工作，用以指导工作并

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一笔精神财富吧!

汤原县教育局局长

周溪波

1988年12月



序 言 (之二)

国之盛衰，在于人民；人民贤愚，在于教育。教育关系国计

民生，顾不重欤!我县小学，初建于1908年，直至1932年，发展缓

慢，成效不多。二十余年间，男女小学，不到十处，教职员工仅数

十人，今则中小学星罗棋布，校逾三百，生近八万。学风大振，蓬

勃向上。

我是清宣统年间，最早建立的第一小学堂学生，后又多年参

与小学教育工作。当时虽有志于振兴家乡教育，然绵薄力尽，却收

效甚微。回首往昔，记忆犹新，展望今日，霄壤之别!忭欢之余，

感概系之矣。今见桃李满园，人材辈出，少年英俊，大展宏图。垂

暮之年，睹此盛况，欣喜无既!

《汤原县教育志》总结既往，开启未来，承前启后，意义深

远。今已编辑成书，闻之而喜。纵观今昔感想联翩，咏怀一首，以

抒胸臆： 。

文风磅礴起汤原，

白发龙钟逢盛世，

八十年间卷巨澜。

英才济济喜空前。

1984年9月上浣

八十三岁 陈贵(异之)敬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自清光绪兰十一年(1 905年)。下限至1985

年底(个别章节下延至1 986年)。

二、本志贯彻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体现三性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两个特点(时代特点，地方特点)，

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建国后三十五年为重点。

三、本志按编、章、节三级排列。编写方法采取横排竖写，

以横为主。

金志正文分概述、大事记、党群组织、教育制度、教育行政

沿革、各类教育、教师、教育经费及固定资产、人物等九个部分。

四、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用的习惯周法，再在括号内注明公

元。

五、本志所用统计数字，包括曾划出又并入的鹤立镇附近的

五个乡(镇)。

六、本志对人物均直写姓名，不加褒贬之词。

七。本志的文体为记述体，以文字记载为主，并充分利用图、

表、照片。图、照片排在全文之首；表列在各有关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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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汤原县教育局办公楼一角

司教育局奖状照

△高级中学教学楼厦生活搂



氧
籍
萎l

育薹
銎

‘一．
>}材小学＼

望江乡临江小学

q实验小学课间活动

一



懒
。：二I^一

：≮一

生

上
化<]
学
实高
验级
误中

学
——

虽

二

班

学

是。7”

教学楼一

目■-●

汤原县教师进修学校

街

净．．一，k一■了：舅是～
p汤旺朝鲜族}金星村幼儿在全乡维育

运动会上做舞蹈表演



胁汤旺朝鲜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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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鲜族高级中学

》实验小学，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一八一红旗手王月辉

在上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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