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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捌市长付杰让同志(右三)在城道坡八一希望小学

落成典礼上讲话

县领导为集资办学模范孙跃进挂避



灵丘一中教学楼

灵丘二中教学楼

城镶小学师生举行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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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匠县教育局

化肥厂小学为优秀教师颁奖



红
石
塄
乡
上
北
泉
小
学

峪
乡
独
略
初
级
由

学

少体校学生表演武木

城关镇魁见小学



县城小学生热烈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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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长孙绪(中)经常和教研人员一起研究教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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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丘县教育史志评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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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它对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

化素质，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具有重大的战略
●

意义。’
·

李鹏同志曾指出：“克服困难，发展教育，政府责无旁贷，教育

部门责无旁贷苫”要发展我县的教育，必须深入研究我县教育的历

史和现状，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努力使我们的主观思想适

应客观实际，避免大的起伏和失误。从这个目的出发，我县遵照上

级指示，从1984年11月开始组建教育史志编写班子，广泛收集资

料，编写我县教育志书。1987年6月写成初稿。地区组织评审后，又

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以使书稿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灵丘县教育志>是我县第二部教育专志。它记载了我县从金

贞事占元年(1213年)到1990年共778年的教育史实。本书对全县各级

领导、教育工作者以及关心我县教育的各界人士研究我县的教育，

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很有参考价值。 ．
．

由于年深日久，时过境迁，特别是经历了兵燹灾害，“文化大

革命”．资料散失严重，再加上编写人员水平所限，书中舛误难免，

敬请读者斧正。

’编 者

199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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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灵丘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j恩想．为指南j以党

的十亍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牢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哙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客观历史事实为依据，褒善

贬恶，秉笔直书。 ． ．、 。一一一． 。：一。 ．：“一

．．：二、本志上限金贞．祜元年(1213年)，下}旋-1990年，1991年垢的

大事以附录的形式附在后面o’一．．：’一， ’．“，¨
．

‘三、本志分概述、志文、J大事记、．附录4大部分，，志灾横排竖写：

努力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0．j-n．：。·’
。： 。‘；

四、本志依据略古详今的原则，重点叙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灵丘

教育的大事、要事。 ．
。．一- t ．7o一7，、!j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照片等多种体裁和形式，力

求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史实。 ；．。

‘

，
j

．·；

?j六、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的表述方式，尽量做到语言通俗，叙

述简洁，以记为主，寓评于述。 。．， LL+，。‘ ，：
‘：

七、本志资料来源予《灵丘县志『>、(灵丘县补志>及省、地、县档

案局、教育局的有关文字资料，也有老干部、老教育工作者的回忆

口述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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