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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一J J

阜阳县教育委员会主任牛永张

《阜|；日县教育志》是阜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专业书。它在县教委志

书编写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编写人员汗水的辛勤浇灌，经过省、地有关领

导的审阅，经过志书专家的评议，历时十载，今天终于付印面世了。这是阜阳县

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阜阳自西周建胡国、秦设汝阴县，嗣先后为汝阴郡、颍州、信州、顺昌府、安

徽省第三(先是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治所。解放后，县城又一直是中国共

产党阜阳地区委员会i卓阳行政专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阜阳分区司令部驻
地。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帖阜阳一直是该地区政治、军事i文化的中·《：多
少贤达之人，多少有识之士，在这里兴教办学；北宋皇{右年间，欧阳修任太守时

兴建“西湖书院"；清顺治年间，知州王天民兴建“仰高书院”；乾隆年间，兴建

“清颖书院"；嘉庆年间，知县傅文炳兴建“辅仁书院"；道光年间，知县饶文英兴

建“聚星书院”。其时，义塾、私塾也林立于城乡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阜阳

有识之士纷纷起而领先办起近10所中、小学堂，劝学所长程维屏继又1次将

城乡20所义塾堕成小学堂。民国时期，由于新文化形势的推观，教育继续发
展，乃至全县7 102个乡(镇)，乡乡(镇)有完小，保保有保小，金县中等学校也达

20多所。捐资办学者：哧不乏氐。他们为阜阳造就了许多英才，为阜阳人口素
质的提高，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靛。．

1949年，新中国成立，阜阳人民政治上翻身之后，迫切要在文化上也得到

翻身，于是，便迎来了兴教办学的春天。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公助民办学校、半

耕半读学校等等，如雨后春笋，纷纷开办起来。1966年后，中国的教育事业，经

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阜阳县因处阜阳地区的中心，所以它更是“文革”灾害

的重灾区，教育受害尤为严重。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肃清

了“文革"的阴霾，阜阳县的教育得以拨乱反正，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时间虽

短，取得的成就却是斐然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农科教统筹工作

等，都开出了璀灿之花。1992年阜阳县全县实现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为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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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改革开放，为阜阳县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阜阳县教育志》的编写，始终是以马列主义，毛译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始

终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以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始终是遵循“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修志原则，达到了观点正

确，引证有据，史料翔实可靠，评述客观科学的要求。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综合性的统一。它充分地显示了教育志书的专业性和地方性。书中充满

了浓郁的阜阳县的乡土气息。这部书共分14章，约40万字。读《阜阳县教育

志》会清楚地看到这部志书“博而有体、杂而有实”、“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结

构严谨、简而有要”。读《阜阳县教育志》还会清楚地看到，这部志书的编写，是

采用了“秉笔直书”的传统写史手法，它既毫无粉饰地记述了阜阳县教育的成

功之处，也忠实地反映了阜阳县教育在“大跃进”在“文革”年代的失误和教训。

读者可以在正反两个方面得以借鉴和参考。

《阜阳县教育志》十载成书，十分不易，它凝聚着教委领导和全委同志的心

血，它凝聚着志书编写人员的心血，它也凝聚着全县各乡镇教办室及有关学校

同志的心血。今天，这部志书得以问世，可以说是县教育界全体同志的功劳。恳

望此志书能够在阜阳的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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