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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中。许多有识之士。为修志殚精竭力．贡献毕

生．；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志书以其特有的风格。放射出绚丽的

光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局面，修好

社会主义新方志．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洛阳地区教育局领导，认真贯彻中央，省地领导有关修志

的指示精神，于1984年春建立修志机构．惜因。文革’十年动

乱，许多资料损毁丢失．残存不全．给修志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1985年夏，中共洛阳地区教育局党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教育

志的编纂工作。进一步健全了机构．充实了人员。修志工作始逐

步展开．

在修志过程中，编志人员深感专业知识贫乏。力不从心．为

摆脱困境，便坚持边学习，边工作；边查找资料．边访问前辈．

向仅存资料索取，向社会各方请教．刻苦求索，谨慎筛选．使修

志工作于艰难中举步，于学习中提高．

1986年春．原洛阳地区建制撤销。修志工作再次面临困

境．蒙地区教育局王发禄局长等关注重视．在三门峡市教育委员

会的领导下，修志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写好教育志．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的重要一环．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存史’，。资治。，。教化。的宗

旨，以及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精神．力

求反映洛阳地区自清末至今教育发展概貌．本着。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的原则。使本志体例．文字．力求做到科学．严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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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由于人力缺乏．水平有限．识浅闻寡。资料不全．错误．疏 ，·

漏在所难免．敬请教育界同志，方家及广大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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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凡十三编二十六章三十八节五十五目．本着兼通

古今．详今略古、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反映历

史本来面貌。揭示教育本身的规律．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使读

者对洛阳地区教育的各个方面有一个较为清晰而系统的了解．以

期达到对比、完善．继承、发展当今教育之目的．

二．本志书上溯自清末始．下限至公元1986年3月洛阳地

区撤销停止办公止．个别篇目上限不等高．下限延伸至1986年

年底．

三，本志书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

图文并茂．篇日采用编．章，节．目形式．在各编章的内容编排

上．以校归类．以事纳型．使纵横既别又贯．且又各具时代特

色．
。

四．在文体上．采用通俗易懂的语体文．文风力求科学、严

谨、朴实．规范．

五．本志历史纪年均为公元纪年．其后括号内加注朝代纪

年．如公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31年·(民国二

十年)；自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不再

在括号内加注朝代纪年．书中学校名称．课程设置、政府、文

件、职务等等．均以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号录入．

六、关于机构名称和专用名称。凡本志中所记载的，有的明

确写出，如。地下党组织。统写为。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有的在

第一次出现时用其全称．后用简称．如。洛阳师范第一附属小学’

写成。洛师一附小。；有的在其后(或加括号)、注释，如。侯王建

议。，在文后注释为：指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

关于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教育组侯振民、王庆余的来信，。建议

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和教师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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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白卷先生。则在其后括号内加注醺指在升学考试中交了白卷

的张铁生．等等．
_

h÷：七、，?人志人物。：{本着。生不立传?和本籍为丰叫现代为主．正

面为主的原则．：：对在教育战线上有重太贡献和影响的人物，。分别

以传记。简介、；，：人物表等形式收录入志一．县以下教育行政领导人

员只录正暇，，d每强潦帮1置势卜．．o P囊呤再芹：j瞧小·，z：蚝j{。：鼍一
八，大事记。以时系事；__从公元1872年，．(清同治十·年)!

开始。i至公元1986年i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此，按事件

发生的肘问顺序墨．将发生在洛阳地区境内教育战线上的重大事

件。作概要记录． ：一j管

．；九、教育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太事件一·律按时间顺序记

入各章节与本事竭之咿哆二夸志书不另设专编≤-r一-r,，汀i童，孙≯二：i曩
f ii}十、；偃师．}11孟津一新安三县原属洛阳地区管辖，公元；1983
年10月划归洛阳市．本志有关偃师、孟津．新安三县教育部分

只限于公面冽98、3。尊10．月：踢煎d}冀条齑玎i永，』一莉史奢，幽
。矗?：j，二：小；．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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