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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济宁市郊区教育志》是一部地方教育专志，记述了从公元1840年-率1985年期间的
． ． j- ¨ 。： 。、”

‘ ‘’、 。：。⋯
口

封建科举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的总体面貌，并着

重记载了建国以来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事实。志书以时为纵，以
．，v

+_
。

’] ～
。

事为横，以志为主，力求做到观点正确，史料翔实，文风端正，图文并茂．体现地方特

点和志书特征。全书共分十四章，约二十万字，并有照片，图表·
．．I● 。。：．，j f。．． ．．．．t

、，
-．●

教育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当代教育

要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要实现
、?1 、、 _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人才。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由

此可见，教育事业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兴衰存亡。为振兴济宁市郊区，研究本区的教育
。

历史与现状，．总结与吸取教育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探索与掌握教育事业发展的

客观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工作，撰写此志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

r÷4

一
’’

‘。。

：

济宁市郊区于1983年由济宁县改称，其历史悠久，从1840年后，由于社会形态和行

政区划数次变动，其有关教育方面的资料所存甚少，给撰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经过请
-t一 ，⋯、

进去，走出来，内查外调，上查下访等形式。先后征集到百余万字的文字资料和口碑资

料。耷撰写中从中选出部分史料，经过反复讨论，审阅核实，集思广益，广征博采，数
i ⋯ ； ’?

易其稿，终于成书。

参加编写的同志，历时数载、辛勤工作，力求编篡好本区历史上的第一部教育志。

由于水平所限，资料不全，经验缺乏，成书仓促，故书中错讹和不足，在所难免，谨请

读者赐教。

边德顺

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陆懋曾、宣传部长崔惟林等领导同志视察北尧学校(1984

陆懋曾视察北尧学校时植树留念‘1984’省零委副丰仟乇金山视察北尧学枝时的题词(1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共济宁市盍【；区蕊委授予教育局党支部的奖状(1985， ⋯东省教育厅授F教育局的奖状(1983

2

济宁市盍lI区教育局全体人员合影



教育局大J_

济宁市七中教学楼

3



济宁市第三农技中学教学楼

李营镇北尧学校



南张乡中心小学

济宁市六中学生在做广播体操

5



济宁市五中数学组教研活动

柳行联中学生在做物理实验 张营小学学生在做自然实验

喻屯乡中心小学仪器室



苗营小学在上语文课 栗乡村幼儿园

大屯村幼儿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8

二十里铺镇段树棒进士的履历，图章

l畦I

A教育志掣编辑组成员合影



山柬省漪事瓢晕匾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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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

“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忠于史实，秉笔实录，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

二、本志上限为l 8 4 O年，Tt艮JJ l 9 8 5年，个别章节有所上倬或下延。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现时行政区划为准，已划出者不再记述，行政区名称沿用当时
，

”

称谓。

四、本志采取以时为纵、以事为横、横排竖写的编写方法，全志共l 4章，3 7

节，用章、节、目、项四级结构。

五、本志为记述体、语体文，用志、记、传、图、表、’录、照片综合表述，以志为
￡

主。+

六、．纪年方法，解放前按当时习惯称谓，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

七、地名沿用当时地名，与现用地名不符者在括号内加注现用地名。

八、本志资料来源．，。·是采访、信访、社会调查，二是查阅旧志书、档案、图书、

报刊，凡有关资料均经核实整理，力求准确无误。

九、本志按序、照片、学校分布图、凡例、目录、正文、编后、编纂组织名录顺序

排列。

十、w职工教育殄由郊区职工教育办公室负责编写，本志不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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