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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格杰加甫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社会主义三个文

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朵光彩照

人的奇葩，它融汇了一方的地情和文献，凝结着一方人民的精神面貌和

赤子情怀；它为一方民众立言，为一方事业树碑；它浸润着浓郁的乡土

气息，闪烁着一方人杰地灵之光，是对人们进行热爱事业、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教育的极好乡土教材o

《塔城地区教育志》从指导思想到内容体例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

的编纂要求。编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纵贯古

今，横排门类，详尽地记述了本地区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为我们了

解过去，开创未来，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借鉴和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注教育事业。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祖国迎来了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盛世时代。教育

战线拔乱反正，全面复兴j蒸蒸日上。在各级党政领导和全社会的重视

支持下，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爱岗敬业，开创了全地区教育事业

的新局面o“科教兴塔’’战略深入人心，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得到确

认；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更为明确坚定，学校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两基”的巩固提高工作，“普九"人口

覆盖率达到100％，非文盲率达99．6％；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城乡办学

条件不断改善；素质教育全面启动，教育质量明显提高，为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

区教育现状同西部大开发对人才的需求相比，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们的教育思想、管



理体制、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方式、教师队伍素质、教育质量还需要进

一步提高和加强。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快全面建设小康步

伐的重要时刻，《塔城地区教育志》编纂完成，这是实践先进文化发展

方向的资料性、科学性著述。在此，我谨向为这部惠及'-3代、有益后世

的文化工程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写同志，以及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的所有

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祝贺。

掩卷沉思，成绩已属于过去，光辉的未来要靠一代一代人接力奋

斗。我坚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塔城地区各族教育工作者

一定会以忠诚教育事业为天职，续写出更壮阔、更美好的新篇章1

2008年5月



凡 例

一、《塔城地区教育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塔

城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语

言朴实简明，体现地方特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和附录组成。概述钩玄提

要，总摄全书；大事记以时为序，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纵贯

古今；专志各编，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一般不加评论，共设10编28

章78节；附录部分，选录了地委、行署对本地区教育工作实施全局

性指导的重要文件。

三、本志以详今明故，古为今用为原则，上限不定，力求追溯到事物

的发端，下限断至2000年。为贴近现实，与时俱进，大事记和人物表延

伸至2007年末。

四、本志遵照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地方志书行文通则(试行)》之规定行文表述，采用语体文记述文体。

五、新中国成立前使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

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党"系指中国共产党；所称“地委”系指中

共塔城地区委员会；所称“行署"系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

行政公署。

六、本志所用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和业务部门统计的为准。计

量单位尽量采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因统计口径不同，个别表上数

字与正文不尽一致。

七、本志不为在世人物立传，对贡献突出的在世人物，以“人物事

略"和以事系人的方式予以简明记载。对先进模范人物、特级教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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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级教师以及中专、技校、电大等学校高级讲师，列表简介。

八、本志政区机关名称、地名，均系当时名称。少数民族人名，根据

提供的资料记录。

九、本志资料来自自治区、地区档案资料和地区志、各县(市)志、

报刊、专著、口碑及各县(市)教育局、地区教育局各科室、地区中等专

业学校、电大、技工学校、中小学等单位，并经过考证甄别后载入，不再

注明出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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