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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城子区教育志)终于问世了，这是新城子教育界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是一

．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

这部书，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翔实的资料记载了新城子区

近一个世纪的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

，这部书，客观反映了历史原貌，及时缩小补接了一段历史断带，所以大量的历史资

料和珍贵的口碑资料不致失传。 ．

这部书，比较清晰地展现了新城子区教育事业发展的脉络，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全面记叙了教育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

+这部书，讴歌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有识之士兴办教育的义举，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教育专家、知名人士、教育工作者为振兴教育所做出的

贡献。

这部书，丰富了新城子区的历史知识宝库，它不仅是一部规模庞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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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

编史修志，是一项庞大艰辛的工程，经过精心组织和指导，修志人员知难而进，不

畏寒暑，仔细查阅历史资料，耐心寻访知情人士，认真誉写修改书稿，精心撰写教育志

书，经过二年的不懈努力，此志得以成书。在编纂教育志的过程中，承蒙上级有关部门

鼎力相助，兄弟县区同行的支持与关注，我代表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向所有为‘新城子

， 区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做出贡献和热情支持积极参与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

意。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加之历史局限，此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

社会进步带动教育发展，教育发展证明社会进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

；育事业才能蓬勃发展，才能取得累累硕果，才能有新城子教育无限美好的未来i

≮

关世贤

2003．7．25



凡 例

一．<新城子区教育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详今略古为原则，通过对新城子区教育发展历史的如实记述，

起到搿资政、存史、教化一的作用，为新城子区的教育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书是一部断代的地域性的教育专志。时间的上限为1904年，下限至2000年，

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空间限于现新城子区界域，新城子区成立之前，本界

域内的亦如实记述。

三．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图表附于各章节之后。

四．本志书共分四部分。前两部分为大事记和概述，便于读者了解新城子区教育发展

的概貌。第三部分为专志，分为十五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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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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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区学校。第四部分为人物志。各编设章、章下设

节，节下设日，横排纵述，事以类从，部分专志内容有交叉记述，但都是从各专志特点

出发各有侧重。

五．文中时间均以公元纪年表述，1932年以前多加注旧纪年。

六．文中地名、组织、单位名称首次使用均用全称，有的多次重复使用，加注后使用

简称。

七．文中除部分用数字构成的专用名词用汉字外，所有用于计数、计量数字均用阿拉

伯数字。计量单位均使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
‘

八．选用一些反映新城子区教育特色或重大事件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状况的照片，在卷

首设置彩页，还在卷中插彩页对部分学校和单位作介绍。由于所存图片档案有限，彩页

内容不完全代表本地教育发展状况。 ，+·

九．本志资料来源之泛，收集形式不一，但均经认真核实后载入，为节省篇幅，一般

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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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j．
’：‘：．j‘‘，、，·： r_‘ 。1：一 ?·：‘!j：．，+}，‘：．·■

沟子沿村小学堂、歪树子村立小学堂、望滨村小学堂、石佛寺村立小学堂成立。

新城堡小学堂成立。

‘。’；：～?尊?。，j．‘j_：；；：∥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一⋯i’ z，o-，·，j．1、 ，、 ：’j·’_：，。。4，‘：。：’；t． }，{

王指挥屯(现进步村)小学堂、孟家屯小学堂、道树子村小学堂、’章予沟村小学堂

成立。

是年新城子火车站建成(由帝俄入侵时所建)，∥、；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一 ， ；7 ‘j t 二 ’’-，

2月县立北路蔡台子高等小学堂成立。

5月13日 清政府令东三省裁撤学政，

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筹办学堂。：’‘|。。‘：

： ．： ’‘

停止科举，任命张鹤龄为奉天提学使，奉天

是年秋在奉天大东门里龙王庙院内创设承德县(含兴仁县)劝学所。苏咸亨为总

监。此为县治的教育行政机构。 ，。．√一，·：． ．。。．

财落堡小学成立(时为奉天府北路财落堡公立两等小学堂)。 ，一、 一。
，

。，：，小洋河村小学堂、柳条河村小学堂，董楼子村立小学堂、．大望村小学堂、黄泥河予
村立小学堂、双楼子村立小学堂成立。。 ：．：。． !，．-‘：．：：‘， ，·

、．，：t ‘|_，， ∥，，’j’‘：∥．t，。．?：1、．L’．i，·，，．：4t f；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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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f：．”{r．’：i，． ．，■一。。，，． ‘，：．；。．：． ，．。，· 。，’，：．．、 ，，：’：

大古城子公立初等小学堂创立。

沈阳县道义屯初级小学堂成立乒，!．，。誓j■j f j，

3月省城官立北路六王屯模范两等小学堂成立．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一是年．刘扶字任奉天劝学所童监：。_j_．．一。‘：。i。一：：]；
。三台子村立小学堂、，达连屯村立小学堂成立：：．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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