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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县地区教育志》业已面世，此乃皖东教育界之大事。
滁县地区介江淮之间，山川明秀，风物殷盛，为明朝开国皇帝朱

元璋之故里。自古文风鼎盛，唐宋年间治滁之文人韦应物、欧阳修、

辛弃疾等在此留下不朽诗文。皖东人才荟萃，出过进士、举人达千人

之众。全椒吴敬梓之《儒林外史》，开创中国讽刺小说之先河；天长县

青年女科学家、诗人王贞仪，所著《象数窥余》、《历算简存》、《星象图

解》以及《文选诗赋参评》等，为世人所瞩目。

人才之培养，依赖于教育。皖东教育历史悠久，一千多年前即有

官学、私学之设。明太祖立国之初，诏令全国设府、州、县学，防区卫

所设卫学，乡村设社学。清代皖东有书院20余所，乡村广设私学。清

末创立之凤阳府官立经世学堂(今凤阳中学前身)，乃废科举后安徽

创办最早之新式中学堂。皖东教育发展史上有过兴盛时期：

但旧中国之皖东，旱涝交替，战火频仍，在漫长之封建社会，教

育始终处于时盛时衰、若断若续之状况。皖东教育之真正辉煌还是

在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即大力发展小学和初中，开展扫盲

运动，创办师范学校为教育发展培养师资。至1965年，滁县地区之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均具备一定规模，为教育继续发展与

提高奠定良好基础。随后发生之“文化大革命”，使教育蒙受重大损

失，经过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皖东教育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教育之战略地位提高，“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

设必须依靠教育"之观念深入人心。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教育基本建设等均有建树，涌现了
不少先进典型。原滁州市1986年被命名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1989年被命名为全国幼儿教育先进市；原天长县1 988年被命名为

．全国扫除文盲先进县、全国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先进县，天长

县教委被命名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集体。

滁县地区教育上之成就，为历届地委、行署及各县(市)党、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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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高度重视教育之结果，亦与社会各界之大力支持、广大教育工作
者辛勤劳动密不可分。为总结经验教训，诏示后人，80年代后期，地

区及各县(市)教委、学校，继承“盛世修志”传统，蔚然兴起编撰教育

志、校史之热潮。地区教委先后编写了《淮南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和

《滁县地区教育史(简编)》，唯没有一部全面记述皖东教育发展之教
育专志。

1 993年，国务院裁滁县地区，设省辖滁州市。地改市伊始，市

委、市政府领导，屡屡敦促各部、委、办、局编纂专业志，并为《滁县地

区志》提供资料。本委于同年10月组建修志班子，确定由教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张春林同志分管，由退休干部糜华菱、高皓两同志负责

编纂事宜。在教委党组领导下，编撰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搜集大量文

字资料和数据，辛勤笔耕，历时两载，完成《滁县地区教育志》编纂工
作。

全志按门类横排，逐类纵写。计分官学私学科举、幼儿教育、小

学教育、中学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

教学研究、学校体育卫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经费及设备、勤工俭

学、教师、学校党派群团、教育行政机构、人物志等1 7编，30余章。

各种教育、门类均溯其源流，将发生、演变、发展等逐层记述。全志上

下贯通，详近略远，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之教育。讲成绩而不溢

美，谈缺点失误而不隐讳淡化，观点鲜明，史料翔实，不仅具有存史、

资治、教化之功能，且具有工具性，可直接为现实服务。

中共十三大把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之根本，此乃具有战

略意义之决策。文盲充斥，乃贫困之根源，发展教育、科技为强国富

民之路。教育之发展受社会经济之制约；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则教

育兴，反之则教育衰。改革开放中之皖东，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经济

蒸蒸日上。撤区建市以来，市委、市政府确定“科教兴滁”战略，作出

增加教育投入之决定。设立中、小学教育奖励基金会，一举筹集教育

奖励基金171余万元。实施安居工程，逐步解决城镇中、小学教职工

住房困难，截至1 995年底，“八五’’期间，已建教职工住房9．79万平．

方米，其中教育部门解决5．63万平方米，其他部门解决4．1 6万平

方米，1 765户住房困难的教职工，喜迁新居。至1995年，已有全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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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两县(市)及琅琊、南谯两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

除青壮年文盲工作通过省政府评估验收。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教育体系，我们正抓住机遇努力工作，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使中、小学由“应试’’教育，转

变为素质教育。7坚持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深化教育改革，确保“两

基”工作之年度任务如期完成，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办学水平，端正办

学方向，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跨世纪人才。

《滁县地区教育志》既成，忝掌教柄，爰欣然命笔，以弁其首。

吴千里

一九九五年

(本文作者系中共滁州市教委党组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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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全面记述滁县地区教育的起源、发展、变化及经验教训，以期达’

到有益当代，启迪后人的目的。 ．

二、本志以志为主，志、传、记、表、图、录兼用，综合表述，由概

述、大事记、正文、编末附录、后记等部分组成，共40余万字。

三、本志结构分编、章、节、目(一、二⋯)子目(1．2⋯)五级。各编

体例不尽相同，有的编或因事筒，或因资料收集不足，编下未设章、

节。 、

四、本志断限上溯不限，止于1 992年底。

五、本志纪年，清代及清以前用朝代帝王年号纪年，用括号注明

公元纪年，农历纪月、日，用汉字数字表示；民国时期用中华民国纪

年，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公历纪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在一编

或一章中只在首次出现帝号(民国)年份时，加注公元纪年，此后不

再加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用公元纪年，公历纪月、日，用

阿拉伯激字表示。

六、本志行文用语体文，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引文悉照原文，但

一律用简化字。

七、本志正文中有若干“附录”，横杠左侧为编代号，右侧为序

号。有些资料不便纳入各编，又不宜单独设编的，排在“编末附录”。

八、本志因事系人，正文中涉及当毡、近现代人物，均直书姓名，

对人物无褒贬之意，重在说明史实。
九、本志记述范围为1 992年底滁县地区所辖6县1市，即天长

县(1 947--1960年为炳辉县)、来安县、全椒县、定远县、凤阳县、嘉

山县和滁州市(1982年12月以前称滁县，民国以前称滁州)。1 949

年6月滁县专署成立时称“滁县专区”，1 971年4月至1 9．92年底称

“滁县地区”。

十、本志资料来源多系市档案馆、市教委文书档案，各县、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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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志、各级各类学校校史及少量口碑资料，均经反复核实、鉴别，存

真、求实。所用数据，解放前摘自历史档案，解放后采用县、市、地区
年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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