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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总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为准则，努力全面、系统

地记述1991卅005年香坊区教育事业的状况，力求编写出朴实、严
谨、科学的资料性史志，以裨实用。

二、断限。上限按市、区要求从1991年开始，个别内容追补至

70_80年代；下限2005年。
三、体例。以志体为主，述，记，图，表并用，章节体。

四、结构。全志以教育行政、教师队伍、普通教育、驻区院校为

序，末缀附录，4章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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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坊区教育志》是记述1991卅005年香坊区教育事业发展的
一本资料书，它的成书填补了香坊区教育综合性史料的空白。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市

教育局的指导下，香坊区的教育教学、规范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它是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要以史为鉴，
：

继往开来，在前人创业的基础上续写新的篇章。

编写志书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疏漏差错难免，

恳望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吝指正。聊赘数语，充作前言!

香坊区教育局局长薛树林

200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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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香坊区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

快速发展时期，全区的基础教育突破旧的体制，构建新的机制。香坊区教育局贯彻

中发[1999]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和国发[2001]21号《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9发展的决定》，全力实施以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和课程改革；加快

教育手段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加快示范性小学和初中建设，创建品牌学

校；加大薄弱学校改造步伐，缩小区内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推行以校长负责制为

中心的教师资格证书制、教师聘用合同制、校内职称制的改革，教师队伍素质整体

攀升。多学科、多层次开展教育科研与教学改革实验，抓好常规教学，教育教学质

量明显提高。 ．
．

2001年1 1月，香坊区通过国家和省市“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获黑龙江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先进区。

第一章 教育行政

第一节组织机构

一、中国共产党香坊区教育局委员会 ’

中国共产党香坊区教育局委员会建立于1973年H月，管辖城区办中小。学、幼

儿园党支部。1987年3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员会统一部署，党的基层组

织实行属地管理，城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党支部划归其所在地区的中国共产党街

道工作委员会管理。1987年4月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原国家教育部)的要求，香

坊区教育局改称为香坊区教育委员会，其党委随之改称为中国共产党香坊区教育

工作委员会。1992年10月党的基层组织属地管理撤销，城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

的党支部回归中国共产党香坊区教育工作委员会管理。2002年3月中国共产党香

坊区教育工作委员会改称为中国共产党香坊区教育局委员会(以下称区教育局党

委)o ．

区教育局党委设书记1人、专职副书记1人。办公机构曾设组织部，后改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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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部，负责党务工作。2005年所属党总支4个、党支部41个，有正式党员1，353

人。

区教育局党委负责在教育系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加

强学校党组织建设，组织党员理论学习和党员教育；培养、考察发展党员，壮大党的

力量；考核、选拔、任用学校领导干部。
‘

二、香坊区教育局 ．

1954年区政府建立文教科，1962年改称文教局，辖管文化；1973年改称教育局

(科级建制)；1987年4月定为处级建制o 1991年称香坊区教育委员会，2002年3

月改为香坊区教育局(以下称区教育局)；1991——1998年办公地址在公滨路397

号(原77号)。1998年原址改造为办公楼带教工住宅楼，新建办公楼1，320平方米

(建筑面积)，办公地址为香茗街副2——10号。2005年区教育局内设办公室、初教

科、中教科、计财科、人事科、体育卫生艺术科、工会、团委。直属办事机构有高等学

校招生考试办公室、校外教育办公室、离退休办公室、房地产管理科、校办产业管理

中心、信息中心、劳动技术教育学校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机关管理人员36人，其

中处级5人、副处级5人，科级10人、副科级lO人。

主要职能：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并实施全区教育事

业发展规划；综合管理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管理城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劳‘

动工资、教师调配、考核和奖惩；管理使用教育经费；承办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

领导教育教学改革。 ．

三、香坊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

香坊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设立于1990年，是区政府的职能部门，同区教育

局合署办公。代表区政府对乡镇政府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和评估，推动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主任1．人(副处级)。

四、中国共产党香坊区教育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1990年设立，书记1人(副处级。)。主要职能是维护党的纪律，检查学校党组

织、党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及遵守党章、党纪情况；加强党风廉政教

育；受理学校党组织、党员申述，在中国共产党香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下查处

违反党纪案件，纠正党内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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