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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永登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

个代表一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全

面、系统、真实地记述永登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

二、全志以2000年永登县辖区学校为记述范围。上溯至东汉，下限至

2000年，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教育

改革和发展的史实，一些章节写进了2001年的部分资料。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永登县志》、县档案馆和县教育局文档，并征

集了各乡镇、各学校和县教育局各室的大量资料。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也提供

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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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时间、事件、人物等在几种资料中有矛盾者，均以《甘肃省教育

》、‘兰州市教育志》、{：永登县志》(1997年版)为准进行了校正。‘
母。争曩

五、全志纪年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此前用旧纪年0后加括号注明
⋯一

l_

。． n．’ ”j-：．’ ；．。。*，≤童≯∥．；、一
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后统用公元纪年．：=一．。 ．．≯’?。∥ci：

’i．一‘ ●

六、全志统计数据依据教育系统各种年报及文件资料。

七、单位、个人的荣誉称号，以各级党委、政府颁布的表彰决定及文件

准。

八、全志资料来源广泛，一般不注出处，凡注者，采用页末注。

九、全志行文均遵照‘<兰州市志>行文规定(试行)》，力求简明、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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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永登县教育局局长．王生云

一：j‘永登教育志》历经一年多时间的编纂，于2002年7月通过终审，即将付

梓出版。这是永登教育史上的大事，也是全县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初读

志稿，深感志之所辑文献之丰厚，发掘资料之精细，收集内容之翔实，记述人物

之众多，行文表述之简练，论述分析之精当，再现了永登教育发展历史的全貌。

为我们借鉴历史，研究现状，服务当前，着眼未来，发展和振兴永登的教育事业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永登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史载：东汉时，在金城郡移民屯田，经济有

所发展，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赵宽在浩饔县(今永登县河桥镇)设立

私学，亲授学生100多人。这是永登历史上见诸资料最早的学校。此后，社会

贤达，仁人志士，秉承先祖，后继贤学，为永登教育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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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兴办学堂、严谨治学的动人事迹，为永登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但因制

度落后，社会腐败，民众赢弱，民生疾苦，永登教育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发展历

程，直至解放前夕，永登大地仍学堂寥寥，文盲充斥。解放后，永登教育得到新

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各种教育机构逐步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

校从无到有，教育管理日臻完善，教育成效日益显著。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永登教育得到长足发展，抓“一无

两有舢六配套”和中小学“标准化一建设，实施“两基"达标和“校校通一工程等，

学校修葺一新，一幢幢新教学楼拔地而起，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质量

稳步提高，教育现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全县教育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发展势头。目前，中小学校已发展到495所，教师队伍发展到5000人，中小学

校学生达10万人，近几年来，每年为高等院校输送人才千余名。

盛世修志，以志存绩，以志启后，殊为必要。今日之所为，既是对过去历史

的总结，亦为后人修志做铺垫。史事纷杂，志书颇繁，要成精志，非从简易。在

此志的编纂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夜以继日，伏案精编，非典型

之人物而不书，非历史之大事、要事、真事、善事而不志，特别是魏星斗先生，在

此志的编写过程中，钩沉索隐，拾精撷英，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反复核对人物事

件，精心取舍，严审细琢，可谓：不辞辛苦，倾其心血，方成此志。

7东风袅袅泛崇光，更有春风化雨时。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相信，永登的

教育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

一是为序。 ，～
：’÷

一二OO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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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永登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兰州市西北，是河西走廊东部门户。全县总面

积6090平方公里。辖13镇、9乡，11个居民委员会，234个行政村，1484个

村民小组，总人口53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7人。永登县人民政府和县

教育局驻地城关镇。- ，．

永登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自然性、生存性教

育内容主要是伦理道德和生产技术的传授。据《永登县志》(1997年版)记载，

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设县。西汉王朝时建有令居、枝阳、允街、浩

暮四县，东晋十六国时期，建立永登县，取永远五谷丰登之意。北魏建广武

县，隋代后先后称邑次县、允吾县、会宁县，唐代一度改称金城县，元代称

庄浪县，明代先后改称庄浪卫、庄浪守御千户所，清雍正初改庄浪卫为平番

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改平番县为永登县。1949年9月3日，

全县解放，县名依旧。

据<兰州市志》第五十五卷《教育志》记载，东汉永建至建康年间(公元

126---,144年)，赵宽在浩疆县(今永登县河桥镇)创建私学，亲授学生100多

人，书写了兰州市和永登县办学史的首页．明清以来，城乡教育以私学为主。

明正统年间，甘肃巡抚蔡用建立庄浪卫学宫。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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