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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吴贵新

在卧龙般的医巫阃山之北，波涛滚滚的库昆河 (俗称北大

河)之南，峻拔险峭的伊柯翁格勒古山(俗称大青山)之东，蜿

蜒曲折的绕阳河之西，有一片广阔无垠的沃野，在这里世世代代

居住着一个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英雄部落——蒙古

勒津。

这就是今天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所在地。

蒙古勒津，有悠久的历史。清崇德二年(1637'年)建旗，光

绪二十七年(1901年)建立阜新县，全县实行了旗，县分治．解放

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实行了区域自治，1958年建立

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这个县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的长河中，用他们的聪明才智

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教育是这部文明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革命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始人列宁曾

经说过：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彦为了使我们的人民了解

自治县教育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了解教育发展的昨天和今天，使

我们的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激励人们为

自治县教育的振兴而奋发努力，于是，我们组织人力历时四载，

编纂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教育志》。

在编纂中，我们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以史实为依据，坚持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夸大，不粉饰，在编纂

中突出时代与地域的特色，对蒙古族的教育做较为翔实的记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绿了自治县的大地，自治县的

教育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日益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各级教育蓬勃

兴起，县内有重点高中2所，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9所，初中48

所，小学530所，教职工1万余人，在校生近14万人。其中民族教

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已自成体系，为蒙古族人民培育了大量的栋

梁人才。1985年初等义务教育已经普及，1 987年开始，普及初中

义务教育，县第一中学和蒙古族初中已进入普及初中教育试点校

的行列。
’

盛世修志，我们就是在这阳光普照的盛世中修志的。

这本教育志辑录了从清崇德二年(1637年)到1986年末，这

段历史跨度里自治县教育的历史。从编排体例看，由幼儿教育，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民族教育和成人教育五个部分组成的，其

中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基本上反映了自治县教育发展的流程

和历史走向。

本书编纂，一直得到我县各级领导的热情关怀，在市、县志

办的悉心指导下进行的。县志办对修改稿进行了认真的评审，对

全书的观点、材料、体例以及文章的表述提出了中肯而精当的意

见。自治县的各类学校也鼎力相助，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修志人员不顾旅途的劳顿，不辞辛苦，从外地历史博物馆藏的卷

帙浩繁的档案资料中查找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在编纂中反复核

实，力争精当无误，4年中三易其稿，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完成

了本书的编写任务。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编委会向所有为《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教育志》的成书给予关怀、支持和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1 ．

。

编纂教育志，在自治县还是第一次，可资借鉴的资料不多，

2



又由于历史悠久，朝代更替，档案资料所存无几，加之修志人员

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期望同志们批评

指正。 、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农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教育志》的编纂，按照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为建旗时的清崇德二年(1637年) ，下限至

1 986年。有些记事则上朔至元大德二年(1299年)，下延至1990

年。

三、本志纪年。民国初期(1912--1931)以前的所有纪年采

用至时纪年的方式，括弧内标明了公元年份，如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民国18年(1929年)。民国中期(1932m1945年)

本志称伪满时期，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括弧内标明了伪满年

份。

四，体例。分类记述，横排竖写。采用记、志，传，图、

表、录等多种形式，便于查阅资料。

五、结构。为章、节、日三个层次，叙写中共用五个档次。

内分九章，全书约27万字。 ，

六、本志列有随文的章节附录，用以记载正文未列录的资料

及图表。

七、本志资料来源：建国后金依档案资料。建国前，有档案

资料的也依据档案资料，无档案的补以图书、杂志和报纸上的资

料以及调查中得来的口碑资料。所用资料做到言必据史，因此均

耒注明出处。

，乙



总 述JI》足C

清崇德二年(1637年)建土默特左旗，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又折朝阳而建立阜新县。在阜新域内实行旗，县分治。光绪

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县始设立领导教育的专设机构——劝学所。所设总董

1人，劝学员若干人，巡行各乡，督劝兴学．当时，任阜新县知事

的浙江人姚致远热心于教育，捐奉银300两(白银)倡导兴学．光绪

三十四年(1908年)县在红帽子、沙海，务欢池三处各创建高等

小学堂1所，全县共3所。同年，土默特左旗于王府创建维新学堂

l所．这是阜新新式官办学校的开始．在此之前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天主教在哈拉户稍办教会小学l所，有教师1人，学生

5了人，教会代表1人．

1至宣统三年(191 1年)全境共有小学5所(县办3所，旗办1

所．教会办1所)学生约300人，教师15人．属于新式教育的创建

初期，分别由主办单位旗、县管理。大多数受教育者仍在长期延

续下来的私塾中接受旧式教育，清末虽有私塾改良之议，但没有

触动旧式教育．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了新的固

民教育宗旨，并令将学堂一律改为学校。领导教育的机构劝学

所，名称虽未改．但取消总董而改设所长．县辖各区设劝学员负

责兴办教育。阜新县政府已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鄂尔土板

迁至阜新镇(当时名日水泉)，遂于民国元年停办了原设在红帽

／乙＼。。‘



子，沙海，务欢池的三所高等小学堂，于2月在县城内设立高等

小学校l所．次年开始招收初级班，成为两级小学．全县五个区

也同时各创办初级小学1所。至此．高．初两级小学完备。民国

8年(1919)年在县教育会的支持下，由私人于县城内创办女子小

学1所．这是我县女子小学之始．因公立小学发展缓慢，在农村

私塾仍大量存在，并且仍是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重要形式。

中等教育．始于民国4年(1915年)在县城设立的简易师范班．

民国11年(1922年)为适应小学义务教育的需要，成立了师范讲

改为二年制的乡村师范

始．

．改革的中心是废除清

改革学制，改革课程，

学增长的局面．民国18

的国民教育宗旨．

民国初年虽沿用劝学所

小学教育的普及．后于

育局，区设教育委员。

的机构．

执掌学校行政，并实行

制度。对班级实行级任

5人，入学1 727人．入

1931年)全县有高级小

565人：小学毕业生累

员会．实施本县识字运

校7所．学员200余人．



民国2D年(1931年)日本发动。九·--)k”事变，侵占东

北．民国21年(1932年)日军侵占阜新．由于战争学校停办一

年．至1933年(伪大同2年)学校才逐渐恢复。学校数，学生

数、教师数及教育经费均呈锐减状态。见下表．

1833年与1931年小学教育比较袭；

民国20f伪大同 民国20 伪大同{民国20伪大同 民国20年 伪大同2
年I 2年 盔 2年1年{2年 经费数年经费数

学校数‘学校数 教师数 教师数撑生数学生数 (元) (元)

县高小 l l 16 8 180 90 5112 5282

县女小 l l 4 2 79 2,3 1800 2172

区高小 5 4 10 8 161 101 2000 1200

区初小 88 77 194 156 2013 1965 5735 4980

区女小 7 4 14 8 147 80 700 460
●

合计 102 88 238 185 2614 2290 188：02 15710

从上表不难看出，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数量明显减少，

而质量也有所下降。到1938年(伪康德5年)实行新学制和采

用新教材前，中华民国的文科教材一律停用，改读儒家经典；

实行新学制，旨在造就。忠良的国民”。将高小改称国民优级学

校。初小改称国民学校。私塾除少数停办外．大部分改为一到三年

制的国民学舍。1936年(伪康德3年)将乡村师范改为师范学校，
学制由二年改为三年。1938年(伪康德5年) 将该校改为锦州省

立阜新国民高等学校，学制四年，分土木，采矿两科。共计4个

教学班．201名学生，8名教师。并于1940年(伪康德7年)迁到

阜新市。同年旗县合并，取消县的建制。1941年(伪康德8年)

·3·



在王府设立蒙古族国民高等学校1所．

在实行新学制的同时．使甩伪满新编的统一教材，妄图消灭

师生的民族意识。将日语定为国语，将国文改为满语。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将修身课改为建国精神。以。勤劳奉

仕”为名强迫学生参加劳动，减少授课时间．并硬性向学生灌输

。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的殖民地教育．

到民国34年(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东北光复。

全旗有设在王府的中学1所，8个教学班，近340名学生，教职工

17人．全旗共有小学236所，其中两级小学11所，初级小学225

所，306个教学班，13 791名学生，教职员421人．适龄儿童入学

率为28％。成人教育有民众学校l处，学员22人，教师1人．

民国35年(1946年)国民党来阜新，控制了县城及周围的部

分农村．到8月份逐步重建已停办1年的学校。依照热河省教育厅

恢复和重建小学计划纲要规定：乡镇设立中心国民学校(即完全

小学)；保设国民学校(即初小)；县设两级直属小学。恢复了

一部分学校。并于民国35年(1946年)lo月，在阜新市内建立了

阜新县立初级中学I所． 原伪满时在王府建立的蒙古族国民高等

学校，名义上改建为旗立蒙古初中，实际未能恢复，校舍已被夷

为平地。

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校，依国民政府教育复员方针，实施中华

民国教育宗旨，推行封建法西斯教育。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和国

民党的党义教育，进行反共宣传。师生中也不断掀起反饥饿，反

迫害、反内战的民主斗争．不少教师辞职．学生离校．甚至形成

学校停办的局面。
。

到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时．阜新县仅有的I所5个教学

班、250名学生，29名教职员的初级中学已是自行解散．全县只

有小学124所(其中中心校19所)，教学班219个，教师250人，

学生9 560人。其中不少学校因经费无着等原因，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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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人民解放军于11月份进驻阜

新．于1946年1月份撤出县城，退据阜新北部广大乡村．当即，

在部分地区着手恢复教育。1947年秋冬时节，阜新北部地区实行

土地改革．凡是土地改革的地区。均依村落大小，住户多少，建

立了适度规模的小学，并拨出固定的校舍和校田。各区依照有利

教学活动的原则，把小学划分成学区，每个学区设中心小学或完

全中心小学l所，领导本学区的教育．教学工作。在。民主的，

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旗帜下，小学教育有很大发

展，几乎有条件读书的工农子女都可以上学。1948年6月建立了

十五区幼稚园．1949年3月，于县城建立了辽西省立阜新县第一

初级中学，并在中学开设农干班和师训班以培训干部和师资．

1949年4月，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依照省教育会议精神，

决定对小学进行整顿，提出把学校办成新型正规化的学校，从此

学校走上正轨．

解放区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学校教育和社会运动紧密结合，

土改时师生参加土改，小学生在学校和儿童团的组织下．站岗放

哨、演出文艺节目等．不足之处是教学不够正规。至1949年9月，

全县有中学1所，5个教学班，205名学生，农干班。师训班学员

150名，19名教职工，其中专任教师14名．小学643所，学生51982

人(其中有蒙族学生4 416人)，教职工l 137人(其中有蒙族教

师50名)．适龄儿童入学率为50％。在农村通过“夜校。和“冬

学”等形式已开展了农民识字活动，为成人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建国前，阜新县经济．教育一向比较落后。新中国成立后．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县委，县政府注重教育

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尤为关注，因

而已有较大进展。现将38年的教育概况分四段叙写如下。

土地改革后，教育事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耳但就教育整体

看基础仍是十分薄弱的。数量少，质量低，缺教师，少设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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