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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表厂车间一角

}印刷厂领导在《教育志》E1]iilll车问



序

《萧山县教育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 982年。在有关单位和诸多熟

．悉教育、了．解史实的同志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下，经过6年多时间

广集资料，考证整理，数易其稿，今天才得以问世。这是萧山有史以

来第一部教育专志。它提供了大量有关教育的史料，对于研究萧山教

育的历史，探索规律，促进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的
’作用．a

．‘ 《萧山县教育志》的断限时间为1911年至1 984年，编写时考虑蓟

一些典型史料的完整性，上限追溯到光绪1 9年(1 893)我县第一所

学堂“蒙养小学堂”设立，时迁90余年。期间，我国社会经历了从推

翻．f；建帝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变革。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同时，、一定社会的教育又受一定社

会的政治、经济的制约，随着社会的动荡而动荡，变革而变革。据记
载，清代晚期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过。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 的口

号，民国政府也下达过“普及国民教育”的命令。但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旧中国，教育总是裹足不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

才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给以生机和活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到1965年，我县有小

学1606所，中学15所；在校小学生达125I 38人，中学生5012人，分别
比1 949年增加七点八倍和二十四点九倍。 1 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

命”的1 o#-串，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我们

的国家开始踏上社主会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教育被列为战略重点，

摆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兴尊师重教之风，越来越多的人懂

得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重视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热爱自

己从事的事业，忠诚、’积极、辛勤耕耘，从而使我县的教育事业实现

了历?史性的突破：基本扫除了文盲，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开始有计

划地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了普通中等教育的入学率、巩固



率、合格率，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职业技术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多层次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技术教育方兴未艾，幼儿教育以及电

视、函授、自学考试等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全县已形成各级各

类教育相互结合的综合性的现代教育体系雏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修志记载过去，是为了开创今天和未来。

党的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

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以基础教育为重点进一步发展各类教育事业，沩经济建设

服务，是教育战线面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为

此而坚韧不拔，勇于改革，还要学习前人在艰难条件下兴学办校的精

神，发扬依靠社会和多方资助办教育的优良传统，继承历史上多种形

式办学和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的经验，坚定地朝着党指引的目标，不断

创造出自己的光辉业绩。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还不甚发达，教育也尚

落后，但经济建设正在振兴，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可以满怀欣喜地预

科，到下一世纪中叶，到续修本志之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定能繁荣昌

盛，举世瞩目，教育事业必将春色满园，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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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新编《萧山县教育志》列概述、大事记和机构、各类教育、

管理、勤工俭学、教职员队伍、经费、设施、．后记，分列六章。其中

序言、大事记、概述不序列章节。大事记为金志篇章补充了资料6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1 9 1 1年，下》艮1984年，对有

些需要溯源或年限不能截然分割的事业，则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作补充说睨。

四、文体：概述、序言以叙议结合，大事记用编年和记事体相结

合；其余均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五、历史纪年，解放．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 ，

六、全志所称。解放后”均指1949年5月5留后。

七、行政区及机构名称均指当时名称l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

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八、本志如实反映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以档案为据，通过调
查后局部充实。．

’

九、著名人物均入《萧山县志》内，对解放后所涌现市、地区级

以上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和优秀学生，大多记入本志，县一级的
只选列人数。

十、教师学历，民国时期因职业自谋，小学教职员中有大专毕业

的，解放后，教师由国家统一调配，本志反映小学教职员的学历，解
放前后所列不同。

十一、民国时期所提的_民众教育”，解放后初提打业余教育”

后改提‘“工农教育”，其工作重点都是扫除农村中的文盲， 1 982年

后，金县文盲比例明显下降，进入提高阶段。同时由于城乡企事业的
发展，职工教育日益突出，为适应生产的需要，带来职工文化补课、
技术补课、政治补课的任务，1 984年起改提“成人教育"’。‘



十二、勤工俭学活动，在“文革”后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校办

工厂作为勤工俭学活动的主要形式，除为学生提供实验基地外，其收

入串的一部分，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9币生福利，为发展教育事业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故本志对勤工俭学“育人，创财、为教育服务”的记

述主要为校办工厂。 ，、

十三、个人捐资兴学，民国时期留有的资料照载本志。解放后个

人捐资助学始于1985年i以后在《教育年鉴》中反映，并留下次修志

时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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