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掖地区教育志
甘肃省张掖地区教育委员会编纂

矿

可

丈

汜

或

版

．心



肃薯，
文蠢
化蛰
出警
版磊
社篓
出叁
版编

张
掖
地
区

教．
百
志√℃f

中
华
彳．
民
此
／、

和
国
专
业
士
J凸、

丛
书



《张掖地区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杨作忠

副 主任：高闻善胡松涛武赞智 兰英文贾天杰7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终

马吉成 王克强王佩文关宪飞 李教宗

李作栋 尚金恒张天明 张廉志张宪成
j‘

杨兴国 胡俊元陶多渊蔡文隽

审：梁国安李龙海赵家瑞孙伟

吴雄成童国瑛张志纯



《张掖地区教育志》编辑室

主 编：杨作忠

执行副主编：尚金恒’

副主编：张天明

编 辑：(按姓氏笔画为序)

’，。，朵文全周光汉1周定国 尚金恒张天明

，． 张涛施生民’，

审 稿：高闻善

资 料员：。王晓秋。田秀兰‘朵文全

部分摄影：张登云． ，。．一



序

《张掖地区教育志》编纂成书，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它不仅使我区

有了第一部教育专志，‘了却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多年的夙愿，而且也给志书园

地增添了一缕醉人的馨香。

张掖地区文化教育源远流长。自西汉设郡之后，就有兴学授徒之士。明

清之际，书院兴盛，学子济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标志着近代教育在

这块沃土上的兴起。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学者名流，为发展张

掖教育，竭忠尽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彰往昭来，裨今世而惠后

代，自1994年夏季开始，我们在征集提供《张掖地区志》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着手进行了《张掖地区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历经三载，终于成书。

本志上限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始，下限至1995年底结

束。纵写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张

掖地区教育的发展变化；横排张掖地区之儒学、义学、私塾、书院、小学、中

学、中专、大专及成人教育、扫盲教育等。纵横捭阖，层次清晰。以翔实史

料，撰写张掖教育之特色；坚持实事求是，写古今教育之成就；详今略古，反

映当代教育之伟绩。呈现给大家的是“金张掖"教育的兴起、曲折与辉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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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史为鉴，可知兴替。悉心阅览，必定会从中受到诸多启迪，汲取丰富的精神

营养，以达誓资政、存史、教化”之目的。

《张掖地区教育志》的编纂时限跨度大，工程浩瀚，力口之资料残缺，编纂

任务十分艰巨。担任修志工作的同志，不负全区教育工作者之重托。老同志

呕心沥血，中青年辛勤劳作，数易其稿，终铸成卷。值此志书付梓问世之际，

谨向参加修志的全体同志及给予我们帮助、支持的各级各界人士深表谢意。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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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歹lI

一、本志采用述、记、传、录、图、表等体裁，以记为主体，横排纵述，

事以类从，按类设章，以章统节。

二、本志按照由今溯古，贯通古今的原则，上限起白西汉置学官，下限

断至1995年。

三、本志书“详今略古，详异略同，详本质略一般’’，主要记述20世纪

初“废科举兴学堂’’以来张掖地区的教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6年

以来的伟大变革过程。力求突出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地方特色。凡属共性

的材料尽量割舍。

四、本志以章为序编排。志首冠以“概述”，志末设有附录，包括教育文

献辑存、教育数据统计。照片集中编排，图表插入各篇章；

五、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在体例上吸纳了编年体、记传体和记事本

末体。

六、本志根据“生不立传，因人记事"的原则，设有人物传、人物简介、

列表人物、人名录。

七、本志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表示，汉字，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中

r．1．



丛一型

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纪年，括号注明公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

公元年。 ：
．

八、旧制年月、学制年限、几分之几、约数、概数等用中文序数；统计

数、人数、表格、百分数，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编撰者，署名于各章后，以示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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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教师的待遇⋯⋯⋯⋯⋯⋯⋯⋯⋯⋯⋯⋯⋯⋯⋯⋯⋯(323)
一、教师的工资待遇⋯⋯⋯⋯⋯⋯⋯⋯⋯⋯⋯⋯⋯⋯⋯⋯⋯⋯(323)

二、教师的福利待遇⋯⋯⋯⋯⋯⋯⋯⋯⋯⋯⋯⋯⋯⋯⋯⋯⋯⋯(326)

第五节教师的社会地位⋯⋯⋯⋯⋯⋯⋯⋯⋯⋯⋯⋯⋯·?(326)
一、教师的社会地位⋯⋯．．．⋯⋯⋯⋯⋯⋯⋯⋯⋯⋯⋯⋯⋯⋯⋯(326)

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327)

三、表彰奖励优秀教师⋯．．．⋯⋯⋯⋯⋯⋯⋯⋯⋯⋯⋯⋯⋯⋯⋯(328)

第六节教师的培训⋯⋯⋯⋯⋯⋯⋯⋯⋯⋯⋯⋯⋯⋯⋯⋯⋯(329)

第七节民办教师的待遇和管理⋯⋯⋯⋯⋯⋯⋯⋯⋯⋯⋯(331)



第十四章教育经费⋯⋯⋯⋯⋯⋯⋯⋯⋯⋯⋯·。⋯⋯⋯⋯⋯⋯⋯“(333)

第一节 民国以前的教育经费：⋯⋯⋯⋯⋯⋯⋯⋯⋯⋯⋯一(335)

一、儒学、书院经费⋯⋯⋯⋯⋯⋯⋯⋯⋯⋯⋯⋯⋯⋯⋯⋯⋯⋯(335)

二、学堂经费⋯⋯⋯⋯⋯⋯⋯⋯⋯⋯⋯⋯⋯⋯⋯⋯⋯·：⋯⋯⋯‘(336)
、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336)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经费⋯⋯⋯⋯⋯⋯⋯⋯⋯⋯(337)
一、财政拨款⋯⋯⋯⋯⋯⋯⋯⋯⋯⋯⋯⋯-⋯⋯⋯⋯⋯⋯⋯⋯(337)

二、基建投资⋯⋯⋯⋯⋯⋯⋯⋯⋯⋯⋯⋯⋯⋯⋯⋯⋯⋯⋯⋯⋯(340)

三、农村教育费附加⋯⋯⋯⋯⋯⋯⋯⋯⋯⋯⋯⋯⋯⋯⋯⋯⋯⋯(342)

四、城市教育费附加⋯⋯⋯⋯⋯⋯⋯⋯⋯⋯⋯⋯⋯⋯⋯⋯⋯⋯(343)

五、社会集资办学⋯⋯⋯⋯⋯⋯⋯⋯⋯⋯⋯⋯⋯⋯⋯⋯⋯⋯⋯(345)

第十五章勤工俭学⋯⋯⋯⋯⋯⋯⋯⋯⋯⋯⋯⋯⋯⋯⋯⋯⋯⋯⋯(347)

第十六章教育人物⋯⋯⋯⋯⋯⋯⋯⋯⋯⋯⋯⋯⋯⋯．⋯⋯⋯⋯⋯(353)

第一节立传人物⋯⋯⋯⋯⋯⋯⋯⋯⋯⋯⋯⋯⋯⋯⋯⋯⋯⋯(355)

第二节简介人物⋯⋯⋯⋯⋯⋯⋯⋯⋯⋯⋯⋯⋯⋯⋯⋯⋯⋯(361)

第三节列表人物⋯⋯⋯⋯⋯⋯⋯⋯⋯⋯⋯⋯⋯⋯⋯⋯⋯⋯(406)

第四节教师入志名录⋯⋯⋯⋯⋯⋯⋯⋯⋯⋯⋯⋯⋯⋯⋯⋯(442)

附录⋯⋯⋯⋯⋯⋯⋯⋯⋯⋯⋯⋯⋯⋯⋯⋯⋯⋯⋯⋯⋯⋯⋯⋯⋯⋯“(457)

文献辑存⋯⋯⋯⋯⋯⋯⋯⋯⋯⋯⋯⋯⋯⋯⋯⋯⋯⋯⋯⋯⋯⋯⋯(459)
奏改敕巡按御史兼理学政⋯⋯⋯⋯⋯⋯⋯⋯⋯⋯⋯⋯⋯⋯⋯⋯(459)

奏请甘肃分闱疏⋯⋯⋯⋯⋯⋯⋯⋯⋯⋯⋯⋯⋯⋯⋯⋯⋯⋯⋯⋯(460)

张掖地区行政公署批转地区教育局《关于我区中等教育

结构改革和普及小学教育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的通知(1983年1月18日)⋯⋯⋯．．．⋯⋯⋯⋯⋯⋯⋯⋯⋯⋯(463)

关于印发《张掖地区中小学标准化管理暂行规定》的 ．

通知(1991年4月6日) ⋯⋯⋯⋯⋯⋯⋯⋯⋯⋯⋯⋯⋯⋯⋯(467)

张掖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加强科教兴农若干问题的

通知(1991年9月10日)⋯⋯⋯⋯⋯⋯⋯⋯⋯⋯⋯⋯⋯⋯“；(477)’

张掖地区行政公署关于进一步加快扫盲工作步伐的

意见(1993年9月8日) ⋯⋯⋯⋯⋯⋯⋯⋯⋯⋯⋯⋯⋯⋯⋯(485)

中共张掖地委、张掖地区行政公署关于贯彻《中国

．7．
、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意见(1994年3月11日)⋯⋯⋯⋯(488)

中共张掖地委、张掖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加快全区教育

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12月3日)⋯⋯⋯⋯⋯

统计资料选辑⋯⋯⋯⋯⋯⋯⋯⋯⋯⋯⋯⋯⋯⋯⋯⋯⋯⋯⋯⋯
一、张掖地区历年各级学校发展概况⋯⋯0 00 000@00⋯⋯⋯⋯⋯⋯

二、张掖地区幼儿园发展概况⋯⋯⋯⋯⋯⋯⋯⋯⋯⋯⋯⋯⋯⋯

三、张掖地区普通小学发展概况⋯⋯⋯⋯⋯⋯⋯⋯⋯⋯⋯⋯⋯

．四、张掖地区普通中学发展概况⋯⋯⋯⋯⋯⋯．．．@0 0 00@⋯⋯⋯⋯

。五、张掖地区农业、职业中学发展概况⋯⋯⋯⋯⋯⋯⋯⋯⋯⋯

六、张掖地区大、中专招生录取概况⋯⋯⋯⋯⋯⋯⋯⋯⋯⋯⋯

七、张掖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支出概况⋯⋯⋯⋯⋯⋯⋯

编后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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