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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教育为治国之要务，学校系培养英才之渊源。曾无教 ，

育不兴而能国强民阜者；教育良窳，。实足以影响文化之 i

兴衰。吾乡新县，地处大别山区，山明水秀，风光不逊江

南，环境如斯，自应地灵人杰，惜乎偏处一隅，交通梗。

塞，加之半世纪前，天灾人祸，人民困贫，致使教育不

兴，文化落后，当时不仅全县无一中学，即小学亦寥寥无

几。 。
， 。： ．

、．+．我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

极力振兴教育，三十余年来，新县教育有了蓬勃发展，在

从无到有的过程中，至1985年，、全县有小学317所，初

中32所，高级中学4所；其它如社会教育，亦正普遍发

展。此实令人惊喜学校创立之多，更讶其兴办之速。

。、家学曾从事中学行政工作，先后达十余载，复滥竽

大学教坛，共三十余年，深知教育之重要。乍闻桑梓教育

发展之盛况，能不欢欣雀跃?前新县教育局通知，谓正编

写《新县教育志》，总结经验，更图精进，实属必要，并嘱

为该志作序，愧不敢当，第以兴奋之余，方不避献拙之

讥，勉撰短文，以抒怀愫。 。， ⋯

， 韩家学
’

1987．2

(韩家学，上海水产学院教授，文中数字系当时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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