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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乒顾司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中立左)、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中立右)接见北簸河石塘路小学慰问

演出的师生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左一)视察青龙县职业中学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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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娄子店农职中学

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右三『)视察青龙

陈退先^右二)|视察秦皇岛市职业中专副省长王祖武^右1)、省教委副主任

术教育宣传服务一条街活动

副市长张玉书^右三v视察职业技



燕 山 大 学

海关总署秦皇岛海关学校

昌黎县第一中学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

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

抚宁县卢王庄小学



市一中师生欢迎美国中学生访华团

学生在进行集体舞比赛

市中学生访日代表团与日本朋友合影

抚宁镇一小模范家长夏令营

学生做课问揉

海边拾贝



河北农业技术师范学院在上

直观教学课

市第一职业中学上微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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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中学生上语音课

河北抚宁太和寨师范学生练琴



全国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刘汉鼎 全国模范班主任司文媛在辅导学生
(特级教师)在讲课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张榆在讲课 全国抗震转灾宅进工作者吕

在辅导学生做物理实验

秦皇岛市第一届教职工田径运动会开幕式



1949年，秦皇岛市市长王植范(前三排左四)、市委宣传部长程立群(前

三排左七)、教育科长鬲贯中(前三排左八)与寒假学习班教师合影

原昌黎汇文中学一角

山海关联合中学慰问入关的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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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秦皇岛市教育(文教)局、教委历届领导合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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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千秋大业。《秦皇岛市教育志》的编纂，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教育战线的一项重大基本建设。由于参与编修的

同志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不辞劳苦，四处走访，查询、收集资

料，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始成此书。

我非常感谢为这部志书做出贡献的所有同志。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它是新生一代成长和社会生活继承

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与人类

社会同生共存，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秦皇岛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以

前，虽也不乏有识之士关心教育事业，甚至捐资兴学，广大教师为传

播中华民族文化而辛勤耕耘，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发展缓慢，大多

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

之后，教育事业才不断地得到发展。建国以来，依靠党的领导，依靠

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以及教育战线全体同志的辛勤工作，秦皇岛市的

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

明确地把发展教育事业列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馥，略重点之

一，强调实现四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经过教育战线上的拨乱

反正，秦皇岛市各级各类教育蓬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



了大批人才。但也应看到，我市教育的发展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

艰难曲折的道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教

育受到频繁冲击。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粉

碎“四人帮”，历史进入了新阶段，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当

然，教育工作本身也出现过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问题，这些教训是深

刻的。《秦皇岛市教育志》如实地记载了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

对各时期教育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都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载，这是

研究秦皇岛市教育的一个大好材料。

《秦皇岛市教育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力

求写出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的志书，反映地方特色，揭示

教育发展规律。

我们把这部志书敬献给为秦皇岛市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的广大教育

工作者和教师，敬献给为秦皇岛市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干部

知人民。我相信，这部教育志书对开拓未来，+推动我市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巩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将产生

积极作用，并将受到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教师的重视和欢迎。

～Ⅱ’

高应科

1991年1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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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起到“存史、资治，教化打的作用。

二、本志在编写上，遵照“事以类聚"，“横排竖写黟的原则，力求横不缺项，竖不断线，

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资料力求完备，翔实，可靠。

三，本志以篇，章，节，目为记述层次。志，记、传，图，表、录各体并用，力求文图俱

佳。
‘

四、本志上限起于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下限原则上断至1985年，个别地方因编纂记

述的需要，时间下限有所突破。

五，本志历史纪年、地名，校名，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称谓，必要时注明公元年份或今

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一律用公元纪年。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

六，本志涉及数字及公元纪年，凡用阿拉伯数字较为得体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七、志中的“解放前(后)”，指1948年11月秦皇岛市全境解放而言， “建国前(后)”、

“新中国成立前(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而言。

八，秦皇岛于1948年11月解放时称秦榆市，1949年3月改称秦皇岛市。隶属关系及行政区划

几经变动。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秦皇岛市辖三区四县。为了便于按区域志要求撰

写，三区四县统称为“秦皇岛市"或“全市"，原来的秦皇岛市称为“市区矽，或分别

称为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四县则称为“县区"，或分别称抚宁县，昌黎县、

卢龙县、青龙县。

九，本志言必据史，言则求实。为简略起见，引文均未注明出处。所附资料，若与专篇直接

关联，即附其后，否则，附于全志之后。

十，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年之下，顺时记事，建国前注明公元

纪年。

十一，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为秦皇岛市的教育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已故人物，以生辰先

后为序写传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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