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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屯区教育志)，在新千年开始之际终于问世，这实在是我区教育战线的一件大事

喜事，它了却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多年的夙愿。

江泽民总书记说：“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

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的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1996)4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后，区教委组织

人力，辛勤笔耕，精心著述，历时三年之久，终于编纂出版一部反映我区教育发展历史的

<苏家屯区教育志>，这是我区教育承前启后之新篇，继往开来之壮举。

该志书上限起于1907年，下限断于1997年，它是苏家屯地区教育的载体，它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而真实地记叙了苏家屯区教育的历史，讴歌了教育

战线干部群众的聪明智慧，用翔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展现了苏家屯地域，从废私学兴学

堂始，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的历史，它不仅是苏家屯区迄今仅有的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

富的教育百科全书，也是对全区师生进行爱党、爱祖国、爱人民，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透过它可以了解过去、珍视今天，它将鼓舞广大教育工作者为谱写苏家屯区教育新篇章做

出不懈地努力。

编修教育志，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建设基础工程，二年多来，教育志编纂人员知难而上，

战酷暑、斗严寒，四处奔波搜集资料，发扬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四易其稿，其精神可

嘉可叹。在编纂教育志过程中，承蒙上级有关部门的鼎力相助，兄弟县区同行的鼓励关

注，我代表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向所有为<苏家屯区教育志>的编纂工作给予热情支持和积

极参与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诚挚地谢意。

编纂教育志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经验

教训，刻意求实，是摆在每个史志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

加上历史的局限，志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车轮已将我们载入新千年。回顾过去，千秋功过，自有后

人评说。历史正然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才能使教育蓬勃发展，才能有硕果

累累的今天，才能有苏家屯教育无限美好的未来!我们一定以史为鉴，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走进苏家屯区教育的新时代。

友一舅寸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议>为准绳，尊重历史。详今略古，秉

屯区教育作参考，使之起到“资政、

记叙时间上限为1907年，下限至
‘

1997年，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后。空间限于苏家屯界域，凡原属苏家屯界域，后又划出的

地区。其史实均记载至划出之日止。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志为主体，图表附在各编章之后。

四、本志由大事记、概述、专志、人物、附录五部分组成，采取编、章、节结构，按横排竖

写的方法记叙。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苏家屯区教育的大事要事。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

合，对断限内苏家屯区教育作宏观叙述，鸟瞰全貌，使读者领略内容。专志部分横排，有教

育行政、政党群团、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

育、少数民族教育、民办教育、校外教育、体育卫生、勤工俭学、教师队伍、教师进修学校、驻

区大中专院校技校17编。各编均横排竖写，有些章节纵向按历史时期划分，清末时期

(1907年一1911年)、民国时期(1912年一1931年8月)、日伪统治时期(1931年9月一

1945年8月)、国民党统治时期(1945年8月一1948年11月沈阳解放)、解放后新中国时

期。卷后分设人物、附录。人物入志有人物表、人物录、人物传三种形式。人物生不立传；
’

人物简介收录标准依据其有无突出事迹和影响，不受故去与健在的限制；人物表指区以上

命名的模范人物及获市以上荣誉称号的。附录包括文献辑存和散记，收录某些有价值的

重要资料和有保存价值的历史文献。大事记、概述、人物、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

五、数据书写：志中所用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表的<关于在我

国统一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要求书写，统计数字遵循1983年12月10日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全区数字统计，以苏家屯区教育委员会计财部门上报数字为

准。数字材料尽可能用整数，一般保留二位小数。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星

期几、夏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均用汉字表示。中华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多位数的

表示，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一空分节法，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习惯语等，均用汉

字。年份不简写、农历年号加公元纪年，“文化大革命”加引号，不简称“文革”。本志所记

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其后则采用约定俗成简称，行话第一次出现写全文，加注后

写简称。

六、本志书言必据史。资料来源广泛，来自省、市、区出版的志书、报刊、杂志；省市区

档案馆；区教委档案室、各科室、委直单位、基层各学校、各乡镇科教股的历史材料和知情

人的口碑资料。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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