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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县教育志》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着教育前进的步

伐，在禹都大地问世了。拜读之余，心潮激荡，欣然命笔，以作此

序。 ，

，

治国者以史为鉴，治教者以志为鉴。编纂教育志，意在借古J鉴

今，以资后世。它不仅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效应，而且对进

一步振兴教育事业，促进当地经济腾飞将起到一定积极作用o

、、《夏县教育志》去粗取精，薄古厚今，叙而不议，秉笔直书，

记录了教育的客观实际，再现了历史原貌，突出了当代精华，体现

了地方特色，反映了工作得失，求索到教育发展规律o．它融思想

性、科学性、史料性为一体，集教育史、人物史、编年史于一炉。

观其志书，如临其境，一幅漫长、浩大、闪耀着光华的教育史卷展

现在我们面前。人们从中不仅可以追溯到清末封建社会的办学模

式，而且可以领略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教育风采；不仅可以看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发展的景象，而且可以了解到文化大革命对

教育的摧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分享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夏县教育振

兴的喜悦。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lo年来，

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锐意

改革，顽强拼搏，开创了夏县教育史上一个崭新的局面。各项工作

一步一个新台阶，一年一个新天地，把夏县的教育事业推向了空前

的i．长盛时期。三教并驾齐驱，三考成绩斐然，中考连续4年全区夺

魁，竞赛连续7年全区领先，10年共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中专生

1360名、大专生780名，柳波峰曾获省数学竞赛第1名，祁巧凤曾

获全区中考第1名。夏县的教育曾先后被山西省评为。尊师重教先

进县”、。义务教育先进县”、。集资办学先进县”、。改善办学条件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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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县”、“师资培训l先进县”＼“～无两有三配套合格县”、“勤工俭学

先进县。、“校园绿化先进县”、“双基验收合格县”，先后10多次受

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和奖励，从而赢得了全省初中教育、集资办

学、成人教育＼校园绿化等方面工作的荣名。这里凝聚着教师的血

汗，铭刻着教师的功绩，回响着教师的心声，深嵌着教师探索前进

的足迹d可见；此志是一部历史明镜，是一本本县教育工作者必备

的珍贵图书，‘希望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认真读一读，全面了解昨

天，正确把握今天，精心描绘明天，续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教育新
台§ ． 。：

’

．

／网o：：。． ，。 ?

{，，』_．夏县教育志按照横排竖写、事以类从的方法，详细记载了

1840年一1993年，150年来教育的兴衰和演变，全书20余万言，

分列为14章，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记志各异，文字翔实。作为

夏县首部教育志，尤其可贵，值得庆贺o
‘

。；。夏县教育志编纂者寒暑易节，历时四载，呕心沥血，三易其

稿，方成此书，在此谨对编纂者及一切对此志作过贡献的人士表示

诚挚的感谢r一．．|
’

‘

．j一．本志编写j：因人力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热望

各位同仁劳神指正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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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本志记述夏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历

史和现状o

二、本志原则上以1840年为上限，以1993年为下限o

三、本志分14章，36节，按章、节、且、项4个层次编列。

用记、传、录、图表、照片综合表述o
’

四、夏县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为了反映老区教育情况，特设

“根据地教育”一章o’
’

五、本志资料来自：夏县档案馆、县志办资料室、县党史办资

料室、临汾档案馆、运城档案馆、山西省档案局、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教育厅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

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部分学校校史。口碑资料，经核实

编入，一般不另注明出处。



中共夏县县委书记柴林山同志近照

柴辨山同志的题词

原中组部副部长

乔明甫同志

乔明甫同志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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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云南省委副书记孙雨亭

同志近照

孙雨亭同志的题词

国冢对外建材公司书记田萸俊同志豹近照

山西省文学艺7l芒界联合会常务

副主席、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割旱讲的题词

缱鸳隍镢兹及旋．何



中华第一古碑——杏花碑

碑高8．5米

省委副书记王建功

为尉郭初中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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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负责同志同营冢新闻出版署工作队的同志共同

研讨《教育志》稿件

中国大百私全书出版社文教部的同志同夏县

教育局领导共同研究《教育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夏县教育局全体

同志合影

教育局局长粱宗元同志

在审查∥教育志》靓z高

中国大百利全书出版社朱惠康同县移百局

副局长连世荣同志研究修改《教育志*手稿

1985年1月17日参加《教育志》编写座谈会的

老同志合影

l 985年11月1日参加河东《教育志w

夏县座谈会的同志合影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南美小学进行升国旗仪式

示范小学美术教师正在指导学生作画

丰富多采的学校业余文化活动

运城行署教育局为全国数学竞赛山西

赛区第一名——蔓县代表柳波峰颁奖

夏县中学学生在微机教室上课

夏县中学学生在语音教室上课

夏具虏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城关中学新生进行军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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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奖给夏县人民政府的部分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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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奖给夏县人民政府的部分奖状

1990年省委书记王茂林陪同内蒙古

王群书记在朱吕小学指导工作

地委行署领导视察小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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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吕小学棱教学楼

夏县二中教学楼

鲁园小学教学楼

三级校长合影

夏县示范小学校门

裴介镇大昌中学教学楼

夏县中学校园一角

鲁囡中学教学楼

东下冯村小学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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