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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祝贺与希望

新密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却没有一部反映其发展全貌的志书。《新密教育志》的问

世，在新密教育史上开创了先河。

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密教育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整顿、改造，获

得了新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教育事业被列为发展国民

经济的战略重点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被视为振兴中华的宏伟

大业，越来越显示出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景象。

中华民族有着“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为了认真研究新密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总结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识和掌握教育规律，存史资治，泽及后世，新密市教委组织编纂了这

部《新密教育志》。

该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方法，依据尊重历史、详今略古、服务当

代、泽及后世的原则，遵照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规范的要求，努力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地方性的统一，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了新密教育发展的历程，为今

后发展新密教育，振兴新密经济提供了历史借鉴。 ．

《新密教育志》是一部地方教育史实资料的汇集，是展示新密教育盛衰、起伏、发展、变

化的历史画卷，是向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是后人

研究和发展新密教育的珍贵资料。

《新密教育志》的出版是新密教育的一件喜事，希望全市人民阅读她，从中了解新密教

育，关心支持新密教育，使新密教育真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也希望广

大教育工作者借鉴百多年来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积极实践，勇于创

新，为新密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借此机会，也对为此书的编纂付出艰辛劳动的

同志表示慰问，对在各方面支持该书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

乔秀花

2001年9月

Z移



凡 例

一、《新密教育志》上限1840年，下限2000年。

二、本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存真求实”为

原则，运用编辑学、教育学、文章学、逻辑学、统计学、目录学、档案学等学科原理，对资料

“宏纤毕收”，对史实客观反映，力图使本志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三、本志记述事件以国民教育为主，兼顾部门办学及民办学校。地域范围以2000年

年底新密市行政区为准。

四、本志内容涉及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与人口等

方面，重点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教育活动，着重

对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条件和教

育效益等方面进行客观记述。反映其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彰明因果，揭示规律，使后人

吸收经验和教训。

五、本志结构按系统方法和现代社会分工科学设计篇目：按志体横分门类，纵述史实，

以横为主，纵横交错，教育的多元因素组成系统完整的主体结构。全篇设教育概述，教育

大事记，教育行政机构，学塾、书院、社学、试院、贡院、科举试选机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普通中学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社会力量办学，教师，

教育教学研究，电化教育，教育经费和学校设施，党群组织，人物和附录，共18章，72万字。

六、本志采用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志，采用纪事本末体，记述新密教育事业的历

史与现状；记，采用编年体，以为经记述教育大事本末；传，采用纪传体，记述已故的为新密

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教育人物；图(含照片)表，以直观、形象、实录性辑录，真实反映教育

事物；录，慎选不同时期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加以辑录，以便查阅。

七、本志统一用公元纪年。清末和民国初期，用公元年号夹注原称年号。如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八、本志采用简介、名录、名表三种方式，分类记述1840年～2000年教育界影响较大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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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朴实性、文献的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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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新密市地处中原腹地的嵩山东麓，双洎河上游，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西南40公里。

全市面积1001平方公里，大部分是浅山区和丘陵区。辖18个乡(镇)，308个行政村，3192

个居民组，总人口74．3万。辖区居住有汉、蒙、满、回、藏、壮、彝、土、侗等9个民族。

历史上，新密曾先后称卜国、郐国、新密邑，西汉始置密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先后归郑州专区、开封专区管辖，1983年归郑州市。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密县，设新

密市。

受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数百年来，密县教育走过了曲折的发展路程。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密县先后创办了兴学书院、桧阳书院、

瑞春书院、松泉书院4个书院。道光七年(1827年)，知县杨炳昆首捐俸钱五千串，并倡导

士绅捐助、兴办义学21处，招募贫民子弟入学就读。从成化己丑科(1649年)至光绪壬寅

科(1902年)的253年问，密县考中进士14人、举人124人。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密县半殖民地、半封建

时期的教育，经历了废科举、兴学堂、取缔私塾、开办学校的革新运动。在教育思想和教育

内容上，经历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密县人民的反奴化教育、封建传统的旧文化教育和

革新派的新文化教育的斗争。

1904年(光绪三十年)6月，科举制度被废除，密县在县城东北隅桧阳书院旧址设立高

等小学堂1所。第二年，各保旧有义学改组，设立25处初等小学堂，后逐年增至40余处。

1906年，乡会试及科岁考试停止，密县开始确立学堂制。1907年，始设女子学校1所，确

立了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地位。1909年(宣统元年)，密县共设有初等小学堂17所。1910

年(宣统二年)设立模范初等小学堂1所。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密县开始改私塾、设学堂，兴办学校，建立新型的学校体制。

原私塾和学堂，除平陌、苟堂偏远山区仍有少数存在外，其他全改为初级小学。同时，废止

学生读经，初等小学男女同校，使封建主义的经伦教育瓦解。1915年(民国四年)，密县各

初级和高级小学统一改称为国民学校，以示国民教育，同时开办女子国民学校1处。密县

遵学部令，在国民学校设立农业实习场或国民学校园，使学生从单一的课堂学习走向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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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1919年，密县为谋国民教育发展，充实师资，设立了单级师范讲习所。1919年5月

4日，北京青年学生爱国主义运动爆发后，密县县城学校学生同社会进步人士一起上街游

行，反对卖国，抵制日货，充分体现了密县学生的爱国精神。

从1920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期，密县教育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1923年，密县增添

初级小学21处，共计有初、高级小学56处。1924年，革命人士张书印视教育为立国之本、

文明之母，同进步人士樊百泉等，成立了密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大隗山头湾创立“进化村

小学”。在超化樊寨等地开办民众夜校，在其影响下，民众夜校迅速兴起，次年发展到39

所。1926年，设密县师范讲习所和完全小学各1处，设乡村小学48处。1928年，实行地亩

加捐，教育经费增加，县成立了3所完全小学，乡村初级小学也有较快发展，民众夜校增至

56处。同时，为发展“实利教育”，培养“健全公民”，根据实际需要，在云岩宫创办了密县县

立第一职业学校，在县城设立了第二职业学校，张书印兼第二职业学校校长。两所职业学

校的成立，开创了密县职业教育的先河，在河南省处于领先地位。1930年，密县初级小学

发展到232所，民众夜校增加到96处。同年开办民众学校30所。为谋密县教育进一步发

展，使小学毕业生就近升人中学深造，由张书印、樊百泉、李绪庆等人经过两年努力筹设，

于1931年创办了密县县立初级中学。同时，在超化设立了县立第四完全小学。1932年，

密县分别在曲梁、范村、中王庙设立县立第五、第六、第七完全小学。至是年，密县已设县

立完全小学7所，初级小学296所，在校小学生9463人，其中高级小学学生621人。同年，

为加强小学管理，筹集教育经费，保证教育发展，各区都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各乡镇成立了

学董会。同时，为充实师资，在县立--d,附设县立乡村师范。在县立第一职业学校添招师

范生1个班。为加强民众教育，还成立了民众教育馆。1934年，密县初级小学发展到367

所，在1923年56所的基础上，经过10年努力，共创设小学311所。

10余年间，密县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平民教育之所以能迅速发

展，其客观原因是政府倡办教育，农业收入稳定，这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条件。在主观方面，

以张书印、樊百泉等为代表的热心教育者，力改庙宇为校舍，没收庙产为教育资产，从外地

聘任教师充实师资，发动民众办教育，动员民众学文化，为促进密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密县教育先后置于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发展艰难。其教育思想有

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卖国主义教育，有敌伪政权的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

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7月，日本大举人侵我国。密县各级各类学校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

樊百泉(时任国民党密县县党部书记长)等爱国人士的组织下，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组

织募捐抗日。在学生中成立了抗日少年团、青年救国团等抗日救亡组织，中小学校都有学

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1940年，私立桧阳初级中学在药庙创办；1941年，私立“桐萱中学”从郑州迁至密县，

易名“兢存中学”。此年，密县有公立、私立中学5所(含2所职业中学)。中学虽较前有所

增加，但由于民众贫苦，有能力供应子弟上中学的家庭仍是少数。1942年，密县遭旱灾，出

外逃荒者达15万人，占密县总人口的1／3。1943年秋，因蝗虫灾害，粮食绝收。连年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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