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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乡小学分布示意图



大兴中，b校-T-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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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合影

大兴中心小学校志编辑组：(右)主编罗由 县志办领导来校指导编写校志

豫．(中)副主编龙臣泽，(左)组长罗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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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关于教

育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编写。 ．

《大兴中心小学志》记载了学校数十年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编写小学志书，在大兴历史上属首次，盛世修志，功在当代、惠

及子孙。在大兴乡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教育部门以及县志办、档案局

的大力支持下，编辑人员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宁少勿滥的要求，

认真搜集、整理、核实、筛选史料，对大兴小学七十年来走过的曲折

道路，对资料的真伪进行分析、考证，去伪存真、去莠存菁编纂入志。一

本志客观地反映了大兴教育事业的本来面目，重点记叙了建国后学校

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普六"、“普九"取得的成就，既有时代的特点，

又体现了地方的特色。

回首过去的风风雨雨，得出结论：要办好一所学校，没有党的领

导不行；没有一个坚强、团结的行政班子不行；没有一支高素质、热

心奉献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不行；没有良好的、文明的、优雅的校

园环境不行；不依法治校不行。
’

校志问世之际，对为大兴乡小学教育事业献出毕生精力和宝贵生

命的老前辈们致以崇高敬意l对现在默默耕耘，立足讲台的老师们致

以衷心的感谢。

本志凝聚了编纂者的艰苦劳动，数易其稿，耗时年余，实属来之

不易，这是大兴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工程建设的硕果之一，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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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志为镜、昭示未来”，作为大兴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只有了解过

去，才会珍惜现在，从而去开创大兴教育辉煌的明天。

愿此书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激励广大教职工为大

兴小教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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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罗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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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起自1950年，下限断至2000年12月，有的史料

向上延伸。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关于教

育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进行编纂。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节下设自然段记述。配以图、表、照、录、

传，以志为主的志书框架组合而成。

四、本志对历史纪年，必要时注明民国年号，文中数字除习惯用

法外，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 ／

五、本志称谓“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刀成立

后称建国后。对古地名加注今名·

六、本志用字，采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三批简化字。

七、入志人物，经校领导集体研究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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