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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卢氏县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山区县，由于交通闭

塞，经济落后，被称为“河南的西藏一。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贺龙、关向应

率领下，由洪湖转战卢氏。1934年，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建立了鄂豫陕革命

老区。1946年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突围"后，在卢氏及陕南一

带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卢氏县为革命老区，是

国家的重点扶贫县之一。

历史上卢氏县的教育非常落后，民国以前各代，尤其明、清时期，’虽有

衣少举人、进士，名噪一时，但毕竟为数甚少，能够读书求功名、荣门耀祖

的，只是那望族巨富，广大劳动人民世世代代挣扎在贫穷、饥饿的死亡线

上，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民国时期，一代乡贤常沫瞻、曹培元等人

也曾竭尽全力，发展卢氏教育，但因时代的局限，心余力差。40年代初，由

于抗日战争爆发，外地学校纷纷迁卢避难，为卢氏的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

机会，但因处于战争年代，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加上时间短暂，也未能从根

本上改变卢氏县教育落后的面貌。

卢氏县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压迫

剥削所造成的，并不是卢氏人民天生愚昧。中国当代文学巨擘曹靖华先生

就出生在卢氏县五里川的一个小山村里。幼年时代，他跟着父亲读私塾，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I青年时代，到省城开封求学，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的革命理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大革命时期，他翻译了大量的苏联作

品，为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让苏联人民了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

国建立后，他长期担任文化界的重要领导职务，致力于世界和平，为新中

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成为当代中国伟大的翻译家、文学

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不管是过去漫长的封建时代，还是当今的社会

主义时期，出自卢氏县的军、政、文化、教育各界的闻人，不胜枚举；卢氏县

自老界岭分为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男子多燕赵之气，女子多江南之秀，是

一方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因历史上留下的

／ 、了



基础太差，卢氏县山高路隘，交通闭塞，生产力十分低下，人民生活极度贫

困，文盲数量巨大，加上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知识分子在相当一个

时期受到不应有的迫害，到七八十年代卢氏教育比起解放前虽有较大发

展，但仍处于落后局面。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空前迫切，卢氏县的教育事业

才有了迅速发展。县教委乘这一时期的大好时机，采取有力措施，从改善

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师素质等三个方面入手，在较短的时间

内改变了卢氏教育的落后面貌。1995年，在三门峡市高、初中升学、统考等

各种考核中，均从过去排名的最末一位摆脱了出来。

．由卢氏县教委组织、聘请卢氏县志总编辑李啸东同志主持编写的这

部教育志，旨在全面、系统地反映卢氏县有史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

的40多年来，卢氏县教育事业的艰苦发展历程。征集、整理和编纂《卢氏

县教育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于总结卢氏县发展教育的经验和研究

卢氏县的教育史，做好卢氏县今后的教育工作，提高卢氏人民的文化、科

学技术水平，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遵照“广征、细核、精编、严审”的

方针和。准确、科学、规范”的要求，在大量搜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多次组

织专题座谈、走访、信访，力求全面、系统和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作为卢

氏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详细记述卢氏教育的专业志，它的出版是卢氏县教

育史上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

值此《卢氏县教育志》付梓之际，我谨代表卢氏县教育委员会，向付出

了辛勤劳动的全体编辑人员，向一切为本志的编写、出版提供过帮助的人

们，向全县4000余名教师以及关心卢氏教育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深深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卢氏教育事业的灿烂希望正在明天，让我们携起手

来共同奋斗!
’

卢氏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毋长华
1996年10月



和邓

和硒

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兼记有史以来，卢氏县古代、近代教育事业的概
貌。‘

4、本志书上限溯自有史料可考的古代，下限一般断至1995年底，

部分章节如大事记、教委领导人更迭等延伸至出书时为止。

5、本志书对立传人物坚持以本籍人为主，以现代人为主和“生不立

传”的原则，对于个别为卢氏县教育事业曾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健在人

物，在人物简介中略加记述。

6、本志书采用规范化现代语体文记述，力求资料翔实，客观公正，

不加评论，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7、本志书限于记述卢氏县区域内的教育史料，对于历史上曾归属

卢氏县的栾川县，本照尊重历史的原则，其归属期间的教育史料一并归

入相应章节，予以客观记述。

8、正文记述中，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出现时用约定

俗成之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卢氏县委员会，卢氏县人民政府"，简称“县

委、县政府”；“卢氏县教育委员会"简称“县教委”。



概述

概 述

卢氏县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居北纬33·33，～34。23，、东经110。35·一111·

22’之间。地处黄河、长江分水岭南北两麓，跨崤山、熊耳、伏牛三山。北邻灵宝，东

接洛宁、栾川，南接西峡。西和西南与陕西省的洛南、丹凤、商南三县接壤。东西宽

约72公里，南北长约92公里，总面积4004平方公里。境内千山起伏，万壑纵横，

河流遍布，为深山区县。共有大小山峰4037座，河流涧溪2400多条，形成了“八

山一水一分田”的基本地貌。全县下辖14乡、5镇，353个村民委员会，3082个村

民小组，乡村户数75023户，加上城镇居民，全县总户数为79804户，总人口为．

364735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17456人。

卢氏县地处两省八县结合部，在河南省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海拔最

高，资源十分丰富，是河南省的西部屋脊和比较重要的工业原料与土特产基地o’

境内有四条公路直达洛阳、三门峡、栾川和西峡，呼(呼和浩特)北(北海)公路纵贯

南北，并与陇海铁路沟通，自古以来为东南地区通往西安的要道之一，历为军事重

地。干百年来，以卢氏山城为中心，具有追求真理自由、反抗强暴光荣革命传统的

历代卢氏人民，在这数百里山川间，与暴虐的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j鼓舞了人民群众的

士气o

民国初年，全国革命高潮迭起，卢氏人民在更大的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反

暴斗争。民国12年春至13年春，卢氏农民联合邻县地方武装共数万人，先后三

次围城，终于驱逐残害卢氏农民的陕军出境，取得了彻底胜利。这一事件引起了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关注，在北京(益世报>和<向导>杂志上均有专文报

道，受到了高度评价，斗争波及数县，震动全省，名扬全国．已载入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史。

1932年冬，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从洪湖地区出发，北上来卢，播下了革命火
种o 1934年12月，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经过卢氏，创建了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卢氏西部为该根据地的重要地区之一．兰草小学曾为军部驻

地。1938年抗日浪潮席卷全国，原中共地下党员符元亮等人在卢氏组织举办抗日

救亡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山城一时为之振奋。中共地下党员、朱阳关小学教师

关周光、马俊青在朱阳关发动各界群众，成立抗日后援会．组织小学生步行经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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