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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

人的社会生活能力的活动。

中华民国时期，3出3-<庆县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基础，其性质是为

统治阶级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其性质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崇庆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总结4s-f-年来崇庆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今后提

供史料依据。我们在中共崇庆县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编写出《崇庆县教育志》。

教育志全面记述了中华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七十

年闰机橘演交的历史沿革及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特另：是建国后三

十二年来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同时强莲≯旗育毒弘发展的曲
折过程，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和经验。。一“熬，V一 一；

教育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给予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

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可以相信，这本教育志，能使我们回顾历史，

看到现在，展望未来，激发我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

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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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魄的新一代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塑造人的工作是艰巨的，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广大教育工作者一定会在新的

征途上给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优异的成绩。

教育的作用，一定会受到历史的称赞。人民的教师一定会受到

人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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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j一，j一例：

《崇庆县教育志》编写小组从1 9 8 1年l 2月开展工作，至

l 9 8 2年l 2．月定稿付印，历时j年时间。

一、本志编写时限上自中华民国元年(1 9 1 2年)，下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1 9 8 1年。上限追溯到清光绪2 9年(1
。

；

9 0 3年)。

二、本志共分7篇1；73章5 3节，另有附录，共约l 5万字。

三、本志资料取自：．1、崇庆县档案馆有关教育历史记．录的档

案资料；2、本局存放的文书档案资料；3、采访一些了解育教历

史的老i4志和当事者的口碑。

四、本志按时间顺序分期记述，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

十二年的教育。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

精神，分四个时间段j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的十箪i“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五

年分章记述。各章按“小学"、 “中学”、 “幼儿园"、 “工农教

育，!，排列。

五、本志在1 9 8 2年初开展编写工作时，崇庆县文化教育局

机构分为教育局和文化局，本志只编写了教育部分。

《崇庆县教育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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