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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城关小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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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J11县南关小学少先队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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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中学第一十六届田运会入场仪式



延川县永坪中学



延川县职业中学地毯厂织毯序

延川县工教委干部在田头为农民讲课



延川县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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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完全小学以上学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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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教育志》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经县教育局

有关同志努力，几易寒暑，始告成书，刊行面世。这是我县教育界的一

件大事。

延川县自古虽为穷乡僻壤，但民间于教育一事向为热忱，敬师之

风尤炽，至有没齿殊世而敬礼不衰者。故数百年来，人才辈出。但受

教育者仅为阀阅之家，广大农民可望而不可及。自1 935年延川解放，

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工农教育迅速普及，教材教法

彻底改革，乡镇竟相兴学，育国家栋梁、民族英才，老少成读诗书，

移千年之旧俗。建国前后，新秀倍蓰，英杰迭出，献身于革命者数以

千计，延川县教育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六十年代

始，延川县教育事业步入鼎盛时期，不但等初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

中等教育亦有所进步。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结构完整的初、中等教育

体系。讵料“文革”十年给正在发展中的延川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的

破坏，一度学校停课，校园荒乱，教师挨整，学生辍学，致使本县



教育事业形成长达数年之久的断裂，给一代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所幸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延川县教育事业不仅迅速恢复，

步入正轨，而且由于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在人力、财力、

物力诸方面给以大力支持，所以在进入新时期的十年中有了新的发

展，显示了新的特色，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形成了普通教育与

职业教育并举的格局，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了前所末有的水

平，为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输送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为

本县各行各业培养了一批德才具备的干部，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的两个

文明建设。

纵观几百年来，延川县教育的发展变化，充分说明了教育的发达

与否，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兴衰、民风良窳，都将产生巨大作用。从

中，历史变迁的轨迹依稀可见，社会兴替的规律有迹可寻。当前教育作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更显示出其在四化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迫切需要为我县教育发展写出一部

专志，以金面反映延川县教育的今昔状况，系统地总结延川县教育兴

衰起落，追叙前人业绩，撰录今日成就，弘扬优良传统，促进教育现

代化的发展，以史为鉴，继往开来。这不仅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也是延川县十多万人民的夙愿。

由于文献凋零，代远莫稽，老一代教育工作者浸皆物故，重要的

历史资料散轶无存，给编纂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但承担编纂此志的同

志，在教育局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下，不辞辛苦，四方奔走，或深入山

乡访问父老、或登门拜谒，就正前辈，广泛搜罗零散史料，细心查阅

残卷断简，旁参互证，详加审订，几经修改，终于完稿。

总观全志，溯源唐宋，略记元、明、清、民，以陕甘宁边区时期

和建国后为重点。详今略古，着眼现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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