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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协主席淡永德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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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省委副书记刘荣惠，

地委书记杨永年，行署专员宁长珊在商镇中学参观座谈。

教育大楼

教育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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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

，教育局领导在教育行政会上

县教研室的同志

研究教学工作

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教育工作

教育局研究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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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深如海，丹凤中学校园 县幼儿园剪影

生龙活虎的龙驹中学团体操剪影



茶房中学运动员在日本京都参加比赛

西街一J、学主题队会

丹凤中学学雷锋集体闺女小组

法国友人在西小与小朋友联欢



国家政协副主席陈荒煤、丁聪在商镇中学食用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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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县各类学校地理位置图

丹风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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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县教育志》序

贾平凹．

丹凤境内有凤冠山，相传产神凤，有龙潭，相传出龙马，可见是龙

腾凤翔之地。历来商洛在省里以人物锺灵毓秀闻名，而丹凤又为商洛之

冠。尤其近数十年来，或是留在丹凤本土上的，或是从丹凤走出秦岭的，

都成就了一大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优秀人才。这是我

们引以自豪的。

但是，由于丹风域于秦岭深处，历史上县制屡建屡撤，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自来教育并不发达，使地之灵难以作为，人之杰苦于出头，

又反过来扼制了地方的发展。教育是千年大计，它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

效果，而发展教育业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一定的大社会的环境

和气候，需要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古来不发达，使地方沦于贫穷落后，

遗留下的贫穷落后的基础，又难于投于更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发展，再加

上“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教育业的步履艰难。不发展教

育，或不健康地发展教育，恶果已经使我们饱尝l社会发展到今日，教

育之重要几乎人人共识，数十年来，虽然风风雨雨，丹凤的教育业毕竟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沿丹江两岸，南北二山，走遍所有乡镇，最好

的房子是学校，最辛苦的是教师。教育业的发展，不但为国家输送了一

大批有作用之才，更重要的提高了整个社会素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

发展。以如此的速度下去，不难预料，丹凤的前景将十分美好，真正的

人才辈出，龙风呈祥，摆脱贫困，永离落后，使丹凤不仅山水美丽，而

且人物两丰。

这一本教育志，是丹凤教育史上第一部专业志书，它以明万历二十

四年为上限，至公元1990年为下限，详尽完整地记载了394年间丹凤

教育历史，这无疑是一个浩繁的工程。通过本志，我们可以了解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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