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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题词I溺讧县教首志

浦佐县中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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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为中山中学题写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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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书院旧址

历史回溯l诵江县教育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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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学前身)校



领导关怀l诵汪县教育志

国家教委督学肖文视察浦江教育 副雀长徐志纯视察浦江职业技术教育



荣誉剪影1蔼江县教育志

省一级重点中学——浙江省浦江中学

省德育先进集体——浦江县堂头中学

垒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实验学校——浦江县第
五中学

全国雏鹰红旗大队——浦江县实验小学(少
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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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今日接园l蔼江县教育忐

浦江县景濂中学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浦江分校

浦江县实验中学 浦江县壶江初级中学



今日校园l诵江县教育忐

浦江县实验小学

浦讧县浦阳第三小学

浦江县浦阳第五小学 浦江县大溪中心小学



浦江县天地幼儿园

今日校园I葫江县放育志

浦江县郑宅镇中心小学

浦江县机关幼儿园

浦江县白马镇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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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参加县书

画节、运动会

学生现场书画活动

教育活动l诵江县教育志

在浦江县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学生千人器乐 学生现场绘制壁画

台奏

德育活动

在烈士纪念碑前——继承遗志永远向前参观德育基地——瞎瞢先烈的足进



我们多才多艺——浦阳二小的音乐会

教育活动I葫江县我霄忐

我手塑我心——实验
小学学生小制作活动

特色学校活动

剪出一片新天地——石宅中小学生剪纸活动

认认真真写字．堂堂正正做人

——黄宅二小文字壁





序 言

为延续浦江教育历史，传承浦江教育改革发展经验，推进浦江教育可持续健康

发展，经编撰人员数年的辛勤工作，《浦江县教育志(1986～2005年)》终于面世了。

这是我县教育史上的一大喜事。我深感由衷的欣慰，谨致以衷心的祝贺。

浦江县地处浙江中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自古敦品励学，尊师重教，人文

荟萃，名家辈出，素有“文化之邦”、“书画之乡”之称。在这山灵水秀的土地上，孕育

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涌现出绝意仕进、讲习月泉的宋末诗文大家方凤，元

朝书院山长、儒学提举戴良，明代主持翰林院的“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清初东渡日

本传授书画之法、被誉为“日本篆刻之父”的心越大师蒋兴俦等等教坛先贤。在当

代，也相继崛起了张书旃、吴茆之、张世禄、方增先、洪汛涛等一大批书画、文学和教

育名家，为传播和光大中华文化，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从1986年以来，学前教育

更加规范，“两基攻坚”取得全面突破，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课程

改革深入推进，教育质量稳步攀升。1996年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2005年基本普及幼儿教育；2009年获得了“浙江省教育强县”称号；到2010年，

15年教育普及率达到98．87％；初中毕业生升人优质高中学校的比例为78．21％。

各类教育协调、均衡、优质发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编写教育志，工作十分繁杂。要做到全面准确，客观真实，文约事丰，实非易事。

修志工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经艰苦笔耕，终告成志。该志实事求是、全面系

统地载述这段时期浦江各级各类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变革与发展，客观反映了我县

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和成就。全志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对了解浦江教育历史，总结

近2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推进全县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浦

江教育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很值得全县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士参阅。值此该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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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付梓之际，谨向为此付出心血和智慧的编修人员，向关怀和支持该志的社会各界

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与崇高的敬意。

回首历史，我们深感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充满自信。我们希望，全县教育工作

者从该志中得到启发，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征程中获得更大的

动力。我相信，浦江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黄瑞光

2011年5月



凡 例

1．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准

确记载浦江教育历史，体现时代特征。

2．本志记叙浦江县区域内教育。本志系1988年版《浦江县教育志》续志，上限

起自1986年，下限讫于2005年。为与前志连续衔接和补苴前志之缺，一些内容酌

情上溯，并设章前追叙。

3．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分章、节、目3个层次，个

别目下设子目。全志横排纵叙，以章为类属，以类系事，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

4．本志共23章，分教育形式(1～7章，记述各类教育、学校)、教育内容(8～

12章，主述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教育主体(13～14章，记述教师的资格、培养、待

遇和学生的学籍等)、教育服务(15～19章，记述教科研、招生、教育技术装备、教育

经费等)、教育管理(20～22章，记述教育行政机构、党群组织)、教育人物(23章)

等。前有概述、大事记，后附教育文献选录。

5．本志力求史料翔实、记叙详尽。所记内容不加评论，寓褒贬于记叙中。所用

文字、数字、计量单位等书写规范均遵国家有关规定。采用的统计数据，以教育行政

机关正式公布或统计部门公开的资料为准。因统计口径不同而不一的数据，则标明

出处。

6．本志以传、表、录和记事系人的形式记人。坚持生不立传。传略人物收录对

教育特别是浦江教育有业绩和一定影响者。人物名录收录浦江籍教授、博士、中小

学部分专业技术骨干、中学高级教师和获省及以上荣誉的人物。

7．本志采用的资料，主要源于教育文书档案、统计表册、图书报刊、文献汇编、

省市教育志、浦江县志及少量口碑传说。

8．本志收录的教育文献，主要系中共浦江县委、浦江县人民政府有关教育的文

件和县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也收入浙江省人民政府赴浦“两基”评估验收组《关于

对浦江县“两基”评估验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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