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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海林县教育志》共十二章，约十五万字，记述了海林县各

个不同时期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匆成人

教育等发展情况，勾画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大致轮廓。本书在编写

过程中尽量做到内容真实、史实具体、数字准确、文字通俗，基

本上展示了我县教育事业的本来面貌．它的出版，不仅具有重大

的借鉴和保存意义，而且对继续发扬我县人民尊师重教的光荣传

统，推动我县四化建设将产生重大的作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值此九十年代到来之际，回顾八十年

代，我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展望九十年

代，我县教育事业必将为-振兴海林、致富人民，再写新篇章，再

做新贡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海林县县志办和在海林县教育战线

上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和编写的时间所限，这部《教育志》难免有

些不准确的地方，甚至存在错误之处。请教育界的同行和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海林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于广生

一九九O年元月



凡 例

一、本志系教育专业志，分设领导机构、幼儿教育、小学教

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朝鲜族教育、教师队伍、成人教育、

勤工俭学，教育经费、教育人物、教育大事记等十二章。本志前

冠以概述，各章节之后殿以附录，组成整体。
+‘

二、本志通合古今，但略古详今。取事上限，除概述、小学

教育、中学教育、大事记等章上溯到清代(1650年前后)外，其余

各章一般为1 948年；下限至1 985年。 ～

三、本志坚持为现实社会服务。对史实的取合褒贬，皆以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解放

后涉及教育事业的历次政治运动，宜粗不宜细，散载于大事记及

有关章节中。

四、本志以事业属性横排门类，力求各章节归属得体。个别

章节为了突出特色和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归属、序列等方面有所

突破。

五、本志有关在海林县境内非县属的国营企业办学发展情况

和数字，仅在概述、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

等章节中有所体现，未作详述。

六、本志教育人物，均系对海林县教育有较大贡献者。已故

者立传，生者只写简介，一般以职务及参加教育工作年代为序。

七、本志历史纪年均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内引用的资料，均有据可查，并经考证核实。但为

了从简，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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