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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志书，作为一

方之百科全书、一方之信息总库，是一代一方智慧的结晶，精神文明

的代表；是一世一地盛衰的写照，物质文明的纪实。也是求训致用的

救弊之作，彰往昭来的存史之章。写好一部志书，既可起资政、教

育、存史之作用；又可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特别是面对

当今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改革的形势，编史修志就显得更

为迫切重要。古今来，省有省志，县有县志，一个行业也有各自的专

业志，虽范畴、体例、内容等不尽相同，但其作用却一。如果说一部

县志是一副展示一个县之古今概貌的橱窗；那么，一部专志就是一面

透视一个行业之历史与现状的镜子。

子洲无旧志。建县前，境内版图分属米脂、绥德、清涧、横山等

县管辖。历史上，由于地近西陲，战事频仍，尚武轻文，崇尚鬼神，

致使地瘠民贫，人文凋蔽。在长期的科举时代里，本境庠序几无，识

文断字者甚为匮乏，英毓之才更是寥若晨星。光绪末年， “维新变

法。"后，官办学堂与私塾才逐渐增多，‘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重文厚

学之风开始形成，学校与学生两皆倍增，马文瑞、安子文、刘景向、

拓克宽、冯文江等名人俊彦脱颖而出。1940年子洲解放后，人民政府

接管了境内所属学校，子洲的教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以后的四十多

年时间，子洲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发展和提高的过程，

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

了大批人才．翔实而全面地将子洲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记录下来，能为



振兴子洲教育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和历史借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鉴于此，1985年5月，县教育局专门成立《子洲

教育志》编写小组，由教育局副局长苗子明同志任编写组长产教师拓

毅同志担任编写员(兼资料员)。拓毅同志勤奋笃学，有志于此，在

历时两年的时间内，阅旧志、翻鸩案、访耄耋、录口碑，在广泛搜集

资料的基础上，本着详今略古、去伪存宾、撮要删繁、秉笔直书的原

则，埋头书案，潜心编纂，终于编撰出了这本约十二万字的《子洲教

育志》，送我审阅。我阅其章节篇目，觉得此志书观点正确、体例完

善、资料丰富而翔实、语言朴实而简洁、 “不蔓不枝”、褒贬适度。

此志书虽不能囊括子洲教育之全部，但可对子洲教育之古今窥见一

斑．

守编史修志在我县是一项新工作。要编写出一部较好的志书，必须

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和时间。 《子洲教育志》凭一人之劳作，在短时

间内成稿，其误谬、纰漏实属难免，我敬希有识者不吝指点、斧正；

特别恳祈教坛诸位同人能够认真匡正、补遗，使这本志书能渐臻完

善，真正成为子洲教育的资料宝库．是为序· ·

一九八七年五月张振前识于子洲



．J礼 侈U

一、本志记事，上限清代，下迄1 985年，少数内容需上溯或后延

则越限。
‘

二、本志立概述、机构沿革、学校教育、业余教育、教师队伍，

经费、教育制度、人物、杂录、大事记十章，共计约十二万字。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载教育大事，一事一条，大事稍

详，要事略简，为避免重复，其他章节有记载者从简记述。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旧志史料、档案馆藏、民间耄耋以及编纂者

亲临所考。资料取舍的原则是取精去粗、存优汰劣。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事，文字力求简明质朴．

六、本志内插有一定数量的图表及照片，籍作记述之补充。

七、本志记事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

力求详略得当。

八、本志记事，一般采用横排竖写的方式，力求横不漏项，竖不

断线。但由于某些资料缺乏可靠性，不足以为据，本着“宁缺毋滥”

的原则，弃之不记，故亦难免有“漏项"、 “断线"之处。

九、本志立《人物》一章，将名教师、兴学者，先进教育工作者

等志入书中，意在兴尊师重教之风，以达到“记一方之人物，激千秋

之爱憎"的目的。
“

十、为行文方便，本志所袭用的史料均不加注脚．

十一、本志立《杂录》一章，将志书未收录的有关史料“立此存

照”，以起补缺拾遗和供借鉴、考究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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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子洲中学校门

修建中的子洲县二中



子洲县周家硷中学

子洲县老君殿中学



子洲县职业中学

子洲县裴家湾中学



子洲牛学实验大楼



子洲县教师进修学校

子洲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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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子洲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腹地，榆林地区南缘。位于东径109。27：至lI007 1，

、北纬37。17’至37。50’之间，北接米脂，东连绥德。南同清涧、子长接壤。西与横山毗邻．面

积2，043平方公里。境内梁峁交错，沟壑纵横，地势西高东低。海拔900—l，400米，自然条

件差，经济十分落后。境内版图呈杨树叶状，黄河的支流大理河、小理河、淮宁河流经其

西，南两川。全县共有4个镇，18个乡，农村行政村550个。县人民政府驻地在双湖峪。1985

年全县总户数55，960，总人口237，607人(男122，957人，女114，650人)，均系汉族。

子洲战国时属魏．后属秦，秦时属上郡地．西汉时属并州上郡之地。北魏神龟元年

(518)始设大斌、魏平二县，大斌县城在今周舱镇双庙湾．魏平城在今何家集乡．后魏平

’县归城平县，大箍县名称不变，一直沿至唐和五代。北宋初为西夏属地，后被宋收复。金时

境内设怀宁、绥平、定戎三县，元时三县裁撒，之后，行政区划几经变迁，至清初，又分属

绥德州、米脂、怀远、清涧等县管辖。1940年解放，1942年8月设“绥西办事处"。1944年

1月10日从绥德、米脂、清涧、横山等县划出部分地区正式建县。1958年12月并入缓德县．

1961年lO月又恢复县制．

第二节教育概述

在历史上，由于子溯濒临西陲，西与北少数民族接壤，战乱频繁，局面动荡，生产力破

坏严重。致使地瘠民贫，入文凋敝。据IEl志载，在清代，境内庠序几无，文人俊彦，寥若晨

星。道光十年(1830)，义学仅有l处，直到光结十四年(1888)才增至5处。光绪二十七

年(1901)，学部通令全国设立学堂，官办学堂与私立蒙养学堂逐渐创立。到了民国初年，

改学堂为学校．男女同校就读，小学教育开始得以发展，到1942年绥西办事处成立时。学校

已发展到38所，有教员85名，学生1，872名。

建县后，人民政府对教育给予高度重视。提出“民办公助"的办学政策，使学校迅速增

加。正当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一场战乱．使学校遭受

到巨大的灾难。学校停课。教育干部转移，教育事业濒临崩溃。1948年战事结束后．人民政

府积极进行学校恢复工作，到1953年。学校激增至197所，学生14，225名，教员333名，学龄

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四。

1953一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期，子洲的教育事业贯彻执行了。整顿巩



同、重点发民、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总方针。巩固了过去的成绩，并针对当时

出现的教育发腱过快的肖目胃进倾向．对小学进行了全面整顿。消除了学校班级入数过多、

拥挤不堪的混乱现象，使教育走上了正轨。其时，中学也从无到有，并由1954年的l所发展

成为l 957年的2所，中学生在校人数达到I，039名。

1958年全民大跃进，教育也提出许多超越国民经济发展现实条件的跃进口号，以致学校

与学生剧增，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忽视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正常的教

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质量有所下降。为了纠正1958一1960年教育工作中“左”的错误，在贯

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从1 961年始对教育进行了调

整。经过调整．到1962年，中学由1 958年的5所，裁并为3所，小学由234所压缩到207所，

在校学生压缩剑1l，111人，比1958年减少了5，185人．教育事业又比较健康稳步地向前发

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学生在校

期问，“停课闹革命黟，进行“革命大串连”，搞夺权，批教师，闹派性，挑武斗，教育工

作陷入瘫痪状态。1968年虽然提出“复课闹革命"，但大搞开门办学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不讲“以学为主"，一味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和“学工学农"、批“智育第一力，批“师

道尊严”，造成了“读书无用’’的不良风气。特别是在“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牡的极左

口号影响下．规模稍大一点的小学纷纷附设了初中班，普通中学急剧增加，造成教师“节节

拔高”．教学质量低劣。学生名义上是小学，中学毕业，实际上多数达不到小学，中学毕业

程度。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予洲的教育事业迅速得到恢复，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从1978年始，为了加强小学教

育．有计划地对中学进行了压缩和重新布局，使中学的“虚肿"现象基本得到消除，而且规

模和布点也趋向合理，为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打下了基础。小学由于大都摘除初中帽，师资

质量得到了加强．教学质奄有了明显提高。1985年令县掀起集资办学热潮，共集资2。3万元，

全县501所学校中有306所改变了校容校貌，有4,55所解决了“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

班有教室．人人有桌凳)问题，从而，大大加快了普及小学的步伐。据统计，1985年小学在

校学生达25，16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1％。在校学生年巩固率达到96．20，毕业率达

到86．6％．普及率达到92．1％，教育事业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稳步发展。

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1944年建县时全县仪有62名教师，且文化

素质差，待遇也低。建县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每年寒暑假都召开教师学

习会，对教师进行思想教育与业务培训。到1956年全县已有教9币415名。经过学习和历次政

治运动的锻炼，这些教师大都有了较高的思想觉倍，并能积极从事教育工作，对子洲的教育

作了蘑大贡献。但在口文化大革命刀中，教师却备受歧视与迫害，积极性受到严霞挫伤。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连续六次给教师增加工资、并积极开姨尊师重教活动，教
，

师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从1 982年下半年起，对全县民办教师进行整顿，对于教

学有困难的公、民办教师，组织其通过函授，刊授，自修等方式进行系统的文化学习和教材

进修，并分期分批进行教材“过关"考试．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业务素质。目前，一支县有



相当规模的、较能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队伍正在逐步形成a

长期以来．普通中学与巾等职qk教7j．就存在蓿比例严m，欠调的现象。“文化大革命’’中

将1965年办起来的几处农业中学逐步改为普通中学，使中等教育结构更加单一化。为了解决

这一不合理状况，1983年将电市巾学改为职业中学，使f|1等教育结构的不平衡问题开始得以

着手解决。
i‘ “

工农业余教育是教育事业不可分割的部分。从1944年子洲县建立晤，人民政府就对社会

教育问题予以关切。每年冬季即今开幔冬学1二作，还通过成立识字组，读报组、民校、文化

补习学校，兴办“耕读班"等形式，组织干部和群众识卞学文化。1 952年县上专门成立扫盲

委员会，并经常派员视察社会教育工作，保证了社会教玎的经常化和制度化。1958年县人委

提出“苦战一周．实现全县无育县’’的口号，全县遂揿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高潮。尽管

这个时期的工农业余教育存在不少形式主义．但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前所未有的。十年“文化

大革命”，百业受损，业余教育工作也基本停顿，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重新

恢复。

．1985年子洲县学校分布图 附图t



附图； 1985年子洲县学校分布图

注：基层小学(除中心小学外)未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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