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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东街小学是左云县

l建立最早的、当时唯一的

一删哮。该校创立于青
l宣统三年(1911年)，名为

I。云JIl学堂’．第一班只招

i起学生10余名。1985年

l全县发展翌⋯学282所．

在校生12831名．学龄儿

l童^学宰达99．99％，巩

l固率达到ioo％。





左云县有史以来的职＼

业学校，奠过于。左云县综

合职业技术学校’的成功。j

该校起步于20世纪六十年l

代井儿淘小学的勤工俭学l

之路，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

奋斗和大瞳尝试。1％3年发l

展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综1

台职业技术学校。由于诙}交

办学之成功．校长马文有荣l

获诸多殊荣，成勾名副其实f

的‘教膏功臣。。 J

一九八四年，省委书记孝立功^右三：
在综台技校灞研，雁北地委书记李撮华、

套五县县长张甫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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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文体活动是培养中小学1

|生综台素质的重要途径，文l

l体活动比赛是促进各级学校『

l景质教育的有效手既。20世|

J纪七八十年代，左云县各级l

l各类学校．巳对学生的全面l

l发展有了足够认识。 J

I 上圈：县直cp小学歌咏l

l比赛现场

I 中图：综台拉校校运会l
l仪仗队 l

l 下圈：一中学生运动会J

I开幕入场 l

＼一——————————————√



l▲。-
九八五年，获全省中学生运动会第四名。

九八五年．获全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团体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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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有史．家有乘，地方、

I有志，这是中毕民族的优秀l

传统。历史上每逢盛世．便

|要修志．但设立专门机构，l

I配备专门人员，下发专门经l

l费，专门蝙修。教育志’，只l

l从改革开放的繁荣盛世开I

1始。此举。既是经济发达的

体现，又是科学发展的需l

【要。 I
l 右上圈：1985年4月，I

I教育局副局长刘成政主持

j召开‘左云县教育志座谈

会’。 l

中圈：左云县教育志l

l缔纂成员合影。 l

l 下图：1985年。县毅

I育局领导与参加‘左云县教

育志座谈会’的老领导、老l

I教师合影留念。 』
＼————／



《左云县教育志》编纂领导组成员

潘惠

郭海

李斌

圆固

团圈

李占虎

赵守计

刘启宽

黄布贵

王日卿

姚成宝

杨子江

贾靖

赵竟成

刘成政

张俊

刘成政

李洋

曰团 马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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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囝 马兴卢生英南树林贾子陵

圈豳 魏天宠郑国相周建荣卢宗尧

韩毓瑞刘春阳梁海仙王玉英

阎锡珍
．．i—j

圜圈 李彦专；啦义董福明
圈固 宋尔平。、



序 言

左云县科教局局长 赵守。计

记录着追求文明的历史，铭刻着兴学育人的印记，在关

心左云诸多有识之士的翘首企盼中，左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

教育志——《左云县教育志》，终于付梓问世。这不仅是左云
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各界值得庆幸的一件好事，

。因为一地教育关乎一方民众的文化素质，影响一方经济和社

会的全面发展。《左云县教育志》的编纂成书，有助于我们了’

解左云县教育的兴衰历史，有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过

去，从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分析总结教育发展的规

律，从而科学地制定发展教育的长远规划，以实现教育兴民、

科教兴县的目标。

边患屡生，战争频仍，历史上左云地处北疆边陲，有兵器

铿锵之声，无吟诵泼墨之韵，人们多剽悍而少儒雅，重武轻文

的风习日盛。春秋时左云称“白羊地”，说明当时这方土地曾

．是游牧民族的天堂j而非文人墨客聚合的道场。加上生态恶

劣，土地贫瘠，百姓困顿，文化教育曾’经远远落后。据统计，在

明清两代540余年的历史中，科举考试平均每两年才能考中

1人(含进士、举人、贡生以上者)。虽然其中不乏德才兼备造

福桑梓之贤达，但实乃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辛亥革命后，政

府虽也提倡废科举、兴学校，实现近代教育，左云县在城乡办

一起j定数量魄高、辛刀级／J∑学，但入学率很低；解放前的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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