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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县政协常委视察太平农场教育工作

盘山县一九八九年中、小学田径一运动会

单秀文副县长在发奖旗



胡家中学校长郭万超主持校务会议

胡家中心小学领导班子会议



冬梅中学教学楼正门

高升镇中心小学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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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县教师进修学校88级民师毕业留念

羊圈子苇场中心小学上问操



前 言

根据上级政府指示精神，在县教委的直接领导下，写出了盘山

县有史以来的第_一部《教育志》。

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盘山隶属广宁，地广人稀，经济萧条，教育

无史料可考。清顺治年间(1 644—1 661)移民关东，人烟渐多，民

间有了启蒙塾馆，而有史记载的教育仅始于1886年(清光绪12年)

的《养园》塾馆。1906年(清光绪32年)盘山建制设盘山厅，直至

解放前，虽几经苍桑，但人民均未免于苦难，教育也无所发展。

新中国赢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教育面向工农

开门，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路线，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广泛开展成人

业余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教育在为

政治、经济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各项教育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为开发

建设新盘山做出了新的贡献。
‘

编写《盘山县教育志》遵循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

原则，查阅了大量教育史料，访问了有关领导和教育先辈，订正了

许多口碑资料。在翔实记述本县教育发生发展与演变全过程的同

时，力求能反应出各个历史时期教育的特点及其与政治、经济的联

系和相互影响。希望它能在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

育事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文献匮乏，资料残缺散乱，加之时间、跨度、

体例等影响，以及编纂人员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各

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凡， 例
一、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处辽宁南大荒的盘山县，异军突

起， “四化”成绩卓著。欣逢盛世，盛世修志。《盘山县教育志》

记载了盘山县教育的沧桑。 “以志为鉴”权衡得失，能促进教育事

业的健康发展，达到资政、存史、教育一代新人的作用。

二、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和方

针、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努力使之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

三、本志上起1 886年，下止1 990年。限于盘山县境内。原属盘

山后又划出的地方，均起至划出之日止。不越境记述。

四、史料一以有文字记载的信史为主，经过考正的口碑资料为

辅。引文不注出处，必要时采用正文中夹注。

五、本志体例的特点是横排竖写，以横为经，以竖为纬，经纬

结合，以编章节目为内容力求符合科学性和时代特点。

六、体裁采用记述志传图照表录等形式。

七、在记叙上，力求语言平实、朴素，秉笔直书，不隐恶不扬

善，记而不议，述中寓议和略古详今的原则。

八、立传人物以原籍为主，但长期定居本地并有卓著业绩者可

立传。在世人不立传。如确有突出表现者，作者“简介”或采取以
事系人形式，予以记录。一般不做评论。

九、称谓写法：一般直书其名，不用“同志”不加称职(引文

除外)。

十．采用当代共同使用的公元纪年。在括号内夹注相应的清

朝、民国或伪满的年号纪年。

十一、正确运用典型与数据，使之有一定覆盖率。数字书写：
公历、年令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年代、成语、单个数，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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