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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太原市南郊区曾是历史名城晋阳所在地。自春秋末赵筒子家臣

董安于建城之后，这里就有了库序之教。此后，由于地理位置的险

要，人民群众的勤劳巧思，经济日趋繁荣，于是逐渐发展成为东魏

的北都，唐朝的北京，教育文化事业也随之发展。宋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赵光义平灭北汉，不仅这座名城被毁灭，而且晋阳大

地也遭到战火的洗劫。随着名城的堕毁，地方行政建制也降为一般

县份．但是，由于此前五百年间的学风所及，影响社会，勤劳敦厚

好学已成为风尚。因之，朝代虽累有更迭，而重教兴学之风却世代相

承。不仅人材济济、科第联翩，而且国家名臣，学者作家，书画艺术

巨匠亦不断涌现。

特别是在近百年间，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南郊区革命师

生为了民族解放，振兴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前赴后

继，争取民族解放，在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郊区教育

事业生机勃勃，发展迅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郊区的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成人教育都得到了全面发展。现在，南郊区已成为基本无文盲

区；德育教育已进入全市先进行列；体育工作，幼儿教育都跨入全

国先进行列。全区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三配套”，并成为学校建

设无危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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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南郊区教育在前进路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教育教学

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教育如何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尚待进

一步探讨解决。展望前程，任重道远，仍须艰苦努力!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服务四化，惠及

后代，这是我们编写这部教育志的宗旨。

这部南郊区教育志在全体编辑同仁和区教委有关同志辛勤努力

下，历经八载寒暑，探源访旧，字斟句酌，奋力笔耕，四易其稿。

在定稿前后，市教育志负责人王敏、李丕常、王厚德等同志曾亲临

编辑部，把关定向，众志成城，终于使本志在l 993年元旦前夕同大家

见面了。在此，对南郊区第一部教育志的胜利出版表示热烈祝贺!

向市教育志各位领导、八年带病坚持修志的石永泉同志和参与本志、

所有编纂人员以及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教育志的编写，涉及古今，人事繁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

工程，故缺点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殷切期望行家及广大教育工作

者及读者批评指正。

南郊区副区长

张玉兰

1 992．7．1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的原

则，记述本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由1840年(道光二十年)起，下限断至1 990年。在记述中，有少数处

所依据资料上溯其源。

三、本志由概述、分述(共1l章3 7节)、附录等部分组成。按章、节、目等层次编

列，用记．传、图、表、录、照片综合表述。全书约30余万字。

四、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写，述而不

论。

五、本志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的年份沿用旧中国的历史纪年，在括号内加往公元

纪年。从1912年以后用公元纪年，并在括号内加{毛民国年份。从1 949年以后，则只用公

元纪年。

六、本区自抗日战争以来，地名称谓及行政建制累有更变。故本志中地名，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统称为太原县，建国后统称为南郊地区或南郊区。1 970年建区称南郊

区，并於本志末尾附有《南郊区行政建制变迁概况》，以资读者参阅。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中共太原市委档案馆、太原市教委档案

室．本区教委档案室、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及有关统计报表、口碑资料，

经核实整理编入，一般不另诗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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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南郊区教育志编委

人员合影。

1 990年太原市南郊区

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体

育先进县”。

1 989年8月国家教育委员

会授予南郊区为全国“幼儿教

育先进区”的荣誉称号。



】987年南郊区招生工

作被评为省的先进集体

1987年山西省人民政府

为南郊区颁发了“普及初等教

育验收合格证”。

1988年南郊区被省体

委、省教委命名为“山西省

业余训练达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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