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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邑县中学和部分小学分布图



女讨论救育I作。

中国共产党武邑县常务委员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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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姜德果一左苜)、副书记李丙清一左六-、副县长王云英一左=同省教委领导共同研究1联合国儿童基金套远距

离师资培训项目oJ

一左二一为清凉店镇农技校题坷。

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一左=、副省长王祖武



在武邑县视察农村成人教育工作。

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速({w左f)

地区教委常务副主任王日山一左三一
县文教局长肖振宏一左三等深入教学

第一线。

武邑县第一中学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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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邑县第一中学学生宿舍楼

武邑县马回台小学教学楼落成典礼。

武邑县后泊座小学举行升国旗仪式。



河北省副省长兼省教委

主任王祖武为武邑县清凉店

镇农技校的题词。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

为武邑县清凉店镇农技较的

题词。

江豪地皤厦叶

的备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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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协作会议上讲话。

在武邑县召开的省衣村成人教省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处副处

p纠浮社不乏火侈迎盂少彩辰村两呷丈篁

弘肛参，应蹭

。晨窟分R使袄柯便笆一％帮

五L计划中教育事业发展问题。

教局长肖振宏专心考虑十年规划和r／全国模范教育工作者，武邑县文

年度实施]燎原计划L先进单位奖委员会一九八九年颁发的一九人丸武邑县清凉店镇荣获国家教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 明

一，1987年，武邑县文教局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进行《武邑县教育志》的编辑工作．1

局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一名付局长主抓，张喜春、吴顺勇，吕东英、王平贵四人为编

辑成员。他们历时半年，行程两万壁，查阅了县内外涉及武邑县教育事业的档案资料。

访问了县内外了解武邑县教育工作情况的人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分工分章节写出初

稿，互相串换看了全文，加以系统修改，取得共识，形成全文初稿。之后又根据上级历

次指示精神，进行修改补充，并征求社会各界有关人士的：蕞见和建议。1990年送衡水地

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由邢建忠进行了审阅，提出宝贵意见。最终把史料延至1991年底。

是为终稿。县委书记姜德果、县长郭金强、付：f；记李丙清，付县长王云英题词于正文

前。文教局长肖振宏作了序言。

二，根据资料现实，本志起始年限最早追溯到1321(元朝廷祜7年)，下限止于

1991年底·本志使用年号一律用公元，清朝以前的，用括号表示出中国皇朝的正统年

号。

三，本志内容所涉区域，史上曾有变动，以现辖区为准。

四、方志因地域而定，故本志保持武邑县地方色彩，概念甩武邑县口语。

五、志为信史，故本志存真求实，事件，数字采用原始资料。由于历史种种原因。

一些应入志的重要资料希f数字，无处查询，只能略去，实为遗憾。

六、编辑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H隹物主义观点和

方法，处理材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统一。

七，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为编辑史志的原则，再加古代资料缺乏，，故本志建国后的

内容详细，建国前的简略。

八，本志编修中，曾得到北京首都图书馆、中国第一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

书馆，北京市博物馆，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史志研究室、衡水地区档案馆、衡水地区

教委史志办公室j武邑县档案馆，武邑县党史资料办公室、武邑县文史资科办公室、武

邑县志办公室和文教各部门、各单位的支持，得到李不奴、苗勃、萱凯生，袁光祖，杜

春汀、李志光、刘书相等教育前辈的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九，编辑地方专业志，史无先例，虽有上级指示精神，又有前辈指导，由于水平所

限，舛错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武邑县教育志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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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为历史定规。然而从综合性方志中脱颖衍生出专业教育志，尚为我县破

天荒。(<武邑县教育志》面世，填补了县方志、县教育史的空白。它的成就，确实为一

件值得庆幸的盛事。

武邑县历史久远绵长。文入学士，名垂史册者不乏其人}文明教化，素来称著，兴

学重教，历代相因。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中华振翅腾飞。究其缘由，为

教育事业为立国育才根本。教育事业任重道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历史教育经

验，鼓舞当今，启迪来者；重负在肩。为保存武邑县珍贵的教育遗产，记载当前教育的

成就，以拓未来，县文教局，遵照上级指示，于19 87年成立了教育志编辑委员会，内查

外调，历时两年，几番考究，终成定稿。本志力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本着略古详今，古今贯通的原

则，以时间先后为序，以教育内部分类为章节，据所占资料较为客观地记述了我县教育

发展沿革情况，以使达到保存史料、镜照现实、返光后人的作用。

回顾武邑县历史，教育事业的进程，波澜状阔，众多仁人志士曾铭刻了灿烂丰碑。

但真正从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普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后。近半个世纪，我们普及了小学教育，发展了师范和成人教育；创立和发展普通中

学、中等专业，幼儿和职业技术教育，教师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教育机构日

臻完善；教育体斋lJ不断改革，教育经费逐步增加；办学条件日益改善；因而教学质量日

有提高，培养人才数量年有增多。教育之花越开越艳。使全县30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有了根本改变。为武邑县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功此绩，可歌可书。

十年之树，莫如树木，百年之树，莫如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今世界潮流

瞬息万变，一日千里·中华民族要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提高国人文化科学素质，时不我

待。我们务必更好地继承前人的宝贵遗产，发扬自己的成绩，更坚决地贯彻执行教育为

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尽快地培养千百万个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编辑《武邑县教育志》，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志中错误缺限，也在所难免，恳请各界读者斧正。

武邑县文教局长肖振宏

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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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邑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衡水地区东北部。东邻景县，阜城县，西交深县，南界

枣强县、衡水市，北接武强县，泊头市。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面积8 30．1平方公

里，人N30万。

武邑县为燕赵古土。远在夏朝，这里为武罗国，为后羿贤臣武罗的封地o 《山海

经》称武罗为山神。战国时，为观津郡，杰出军事家乐毅受燕王封于观津，族望诸君。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5年)设武邑县治。后将东吕县(今城北相城一带)，观津县

(今城东观津一带)合并入武邑县。

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武邑人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在华夏大家庭中创造着人类文

阴的历史。

教育作为解惑，启智，育才，在文明进程中起着奠基的作用。查武邑历史，很多重

教好学的事例，流传于世，也出现了众多历史文教名人。

历史著名贤后，汉文帝皇后窦猗房就是观津人。她于汉宫助文帝、景帝，武帝中

国三代历史明君搿与民休息力，矗勤于耕织，，为“文景之治，，献力颇大，她还请有节操

的人作窦家的教师，以“黄老哲学，，教育侄及侄孙辈，把窦氏家族培养成“退让君子黟

她侄孙西汉丞相窦婴，曾是武邑蒙童，后参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建立功勋，为西汉的统

一强大作出了不朽贡献。三国时牵招，为袁绍、曹操两世平虏校尉，曾北讨乌丸，鲜卑

东平徐、青，南征吴蜀，官居雁门太守时，开学堂，教文治，开渠引水利民，使搿夷虏

大小莫不归心"“寇贼静息，，，文明大兴。西晋文学家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中的

张载，少时专心读书，人称。博学有文章”赴蜀郡探父经川陕要塞写名诗《剑阁铭》中

有“壁立千仞，，一人荷戈，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莫居，，的历代名句，曾为太子

侍读，北魏刘道斌，为魏太祖所重，作恒农太守时修立学馆，建孔子庙，乡民画相于孔

子侧而拜谒。北魏刘兰，年30始入学，书Ⅸ急救篇》、且耕且学，聚徒200入，读《左

传》，通Ⅸ五经》，后教生徒数干，永平年间为国子助教。北魏孙惠蔚其家世传儒学，

通诗、书、孝、论语，18岁讲易经，22岁侍读东宫。魏世宗任国子祭酒、秘书监、知史

事。原名只一个字蔚，因侍讲宫内，深得帝意，帝赐加“惠莎字，姓名孙惠蔚。唐代曾

以匣内投书武见II天建议武氏权还李家复唐的患勇大臣苏安恒，在神龙初年曾为宫中习艺

馆内教。明朝进士李思柱，在永嘉任知县时“用心办学"常与学生讲经义。清朝翰林杨

书香，也为重教名仕o

《旧志努称武邑靠好儒学、勤耕读”。隋朝兴科举后读书之风日盛，至宋朝，只有

私学。元朝，公元1321年(延祜7年)始没县学，直到1905年，县学延续580余年。明

代洪武年间搿观律书院”创建，历300多年。至清顺治年间。1844年清遭光年阅又建武

·l·



邑书院。县内尚有私人的象塾，朋学，义学，蒙馆。这样宫学私学并举延续六百年。据

清光绪末年统计全县私垫120多所，县学，书院各一所，就读者3000余人。

此期间，兴科考举仕，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弦， “三纲五常黟“忠孝节义弦，

教科书为“四书打、“五经弦，启蒙读物为“百家姓"， 搿三字经黟“千字文一“千家

诗力等。其间武邑县中进士2iX，举人139人，秀才数以干计9明代权臣国泰，李孔

阳，马清，清代杨书香等都为明清进±o

清末1905年，光绪帝诏废科举。县学，书院废止，创建官办学堂，以搿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朝，贯彻“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私学仍循旧制·

民国政权在武邑县存在27年·民国初年，改学堂为学校，改私塾为模范小学。小学

教育有所发展·宗旨为“注重遭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力以搿美感教育

完成道德教育劳。192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充实

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

普通，民众发展以促世界大同一的三民主义教育纲领。其间，武邑县小学定为“四，

二打制，弃讲经课设“修身一课，改国文课为_国语一和“应用文打·1925年武邑县高

等小学建立，1928年又立女子高小赵桥高小。教育的发展需要教师增加，1924年。教育科

开办了“师范讲习所"，历时3年，培养120名教师。1928年创办女子师范斑以后又设乡

村师范，简易师范·继续培养教师·据1937年统计武邑县有高小4所，初小200多所，

小学生4000多人。教师500多人·学生中坚持到毕业者多为富家子弟。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民政府南逃，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武邑县建立。之后，至

本书编就，半个多世纪教育事业日益发展，教育各项工作日臻完善，出现史无前例的盛
况·

抗战8年中，武邑县抗日游击政府一成立，即设文教科·在艰苦的战每岁月，一方

面致力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方面注重成年人的识字扫盲·组织农民夜校，妇女识字

班，小学教育，根据斗争形势，采用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方法，组建游击学校，坚持教学，

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为培养抗El干部与教师，1940年在南王政创建了“师资训练

班弦，5个月培养干部和教师80多人·之后又把该校改办为“抗日游击简易师范学

校一·以“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打的方针为党、政，军、教培养了500多名抗

日骨于。这些人对武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李侠，张庆丰，崔金池，李文

雅，李其钧，李捷三，马冠久、苗心圃、张力华，石朝珍等均为武邑县教育史上刻碑铭

记的人物。

1945年，抗战胜利，武邑县有抗日小学80多所，学生4500多人，抗日简师一所学生

110人，各类识字班250多个，参加学习的近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武邑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教育发展较迅速·一方面巩固原

抗日小学，一方面接办日伪学校，恢复停办学校，同时创办了一批高小。另一方面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创办了武邑县初级师范学校。进行了反蒋反内战土改翻身求解放的新民

主主义教育。在靠一切为了前线劳的口号鼓舞下为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老区建设培养了

众多人才·

据建国前夕统计，全县有小学353所，其中高小9所，学生18525人，教职32589人·

·2。



初级师范一所，学生97入，教职工11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经过i-1．年半封建．’芦殖民的社会，新的

国家一旦建立，大大鼓舞了全党全民，在教育上也出现新气象。建困后，武邑县的教育

事业大休经历了4个阶段：一是1949至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教育阶

段，二是1957年至1965年教育事业跃进习整顿提高的阶段，三是1966至1976年“文革一

十年教育事业历经曲折，强调政治教育轻视文化知识的阶段，四是1977年以后进行教育

改革大力发展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国家初创，百业待兴，政府重观发展教育。积极动员儿童入学。小

学入学率大大增加o 1951年创办武邑中学，1956年又增办审坡、圈头、清凉店3处中

学。 ·

为加强学生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教育科制定“儿童管训法刀。全县普遍学习苏联

凯洛夫五段教学法。1953年贯彻上级“学校向工农开门，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

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消除了战争中残留的弊病。学校教育形成了教学为中心的正

气。1956年全县初t]、359所，学生22052人，高I]、48所，学生3711人，中学4所，学生

1378人。教职工835人。

广泛的农民扫盲教育，以补习文化为重点的干部职工教育，开展地轰轰烈烈。扫除

文亩13326人。

第二阶段中，1958年出现教育大跃进局面：全县幼儿园126个，小学597所，初中7

所，完中一所，师范一所，成人扫盲班近千个。普通中小学学生参加深翻土地，大炼钢

铁等劳动过多’勤工俭学为生产劳动服务表现强烈。教师中的整风反右运动，划136名

教师为右派分子，部分教师思想混乱，教学积极性不同程度地受挫伤。教学质量受到一

定影响。

三年经济困难中，在党的领导下．渡过极其艰苦的时日，’学校教育维持下来。1962

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科提出“合理布局，缩短战线、巩

固重点、提高质量’’已停办师范和农中，减少中学，调整小学，暂停大规模的扫盲。同

时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1964年，在“两种教育制度，两种

劳动制度劳贯彻中，办起耕读小学。

到1965年统计，全县完中一所，初中12所学生2248人，教师74人，高小4l所，初小

543所，学生39702入，教师963入，县直幼儿园1所，幼Jht．5人，保育员4人，工农速

成中学l所，学生178人，教师4入。

成人教育也有很大程度发展，几百所夜校得到巩固。

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分初期、中期和后期。

初期，在“破四旧"，“立四新"和“红卫兵，，造反运动中，中学停课闹革命，小

学生部分上了街。1966年10月，全县300名中学生进京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之后开始

革命串连，成立造反团体，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学生分成两大

派。开始“打内战”，发展到武斗。有的成了“打砸抢”分子。其间，教育领导机构受

到冲击，学校领导以至部分教师被当成“走资派，，揪斗，直至遭武斗。教学设备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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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瘫痪，小学教育受影响。广大教师人心浮动，普通教育受害严重。

中期，1968年,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文教组。中学实行哞管，，、军
训"， “军宣队力， “工宣队力和搿贫宣队，，进驻学校。学校逐渐建立革命委员会，开

始1描复课闹革命万。教学秩序渐趋恢复。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教师受到创伤，同

对，贯彻山东教师侯振民、壬庆余的砧侯王建议，，，教师回本社队，记工分教学，心中

有怨。在“斗批改，，中，中学教育大幅度发展，口号为搿上初中不出片，上高中不出

社”大村队增设初中班，小村队设片联中，公社普建高中。1969年统计，全县高中18所，

初中119所学生14536人。这时课本不固定，缺乏正常教学秩序，师资也以低抵高，学校

参加政治活动多，教学质量，尤其是知识质量，相差很大。

后期，1972年，教学秩序恢复，教学质量回升。这时受张铁生考试“交自卷矽的

“反潮流’’影响，来了新的冲撞，开始了回击“修正主义教育回潮黟。破“师道尊严嚣

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黟。直到1976年。中小学教学质量虽有提高，教学工作终在强调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徘徊。1976年统计·全县高中20所，学生4656人，初中95所，学生

1 029人，小学487所38524人，幼儿园74所，幼)L1979人，“五·七大学”—所。

初期，农民教育基本瘫痪，中后期出现好局面，1971年县委县革委定露四·五力期

间内扫盲规划。县、社，队德全了领导机构，村村以夜校为主办起集中班、联产班、地

头班等灵活多样的学习班，以学习政治为主，也学习文化与农业技术。由干部、教师与

贫下中农代表三结合编写印发了《农民识字课本》30000册。1972年在孙庄召开了业余

教育现场会。全县办班1546个，业余教师1624人，文化辅导员14472人，包教包学描小

先生”2900人，建辅导站77个，到1974年底扫除文盲30626人，完成全县任务的62％。

1975年学习小斩庄．露儒法斗争秒，“阶级斗争新变化黟，受到一定程度干扰。
。

1976年粉碎“四人帮，，，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教育事业全面恢

复。主要工作为l 、

1、中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继续

落实政策，为“反右力．、 “文革一等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全面彻底平反，为被整教师

恢复名誉，安置工作。
：

2，中小学制恢复露六三三力和“六二四刀制，初中设外语课。

3、压缩中学，取消社办高中，确立社办初中和县的片中6处。

4，贯彻中小学生守则，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矽活动。

5、以大纲为教学依据，着重加强基础训练，培养能力，开发智力，采取启发式教

学。

6，成人教育加入文化考核内容，干部职工的文化考核列为晋职晋级条件，开办电

视大学武邑工作站，建立进修学校。

7、职业教育开始起步，建立了农业技术中学。
’

·’

到1982年统计，全县中学541所，初,41所，高中6所，中小学生47801),，教职工

2327人。经验收，武邑为“基本无盲县，，。 i

1983年，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育事
业进入改革时期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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