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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第一职业中学教学楼

《沿河教育志》编慕领导小组合影
崔传生吃右二、组长)、袁昌序(右一 、 副组长)、姜文松
(右三)、甘在!文(左二)、翁兴友(左三)、张太荣(左一)

《沿河教育志》

编写组成员合影
前排
李洪游(右一、总篡)、翁兴友

:(左二、组长)、刘宪德(左三)
明刚(左→)

i日排

治书(左一、主编)、吴西俊
(左二、总篡)、田吉安(左三)



29
0 

00' 

28。

50 ' 

28。

40 ' 

?8 
3σ 

28。

20 

28 
10 ' 

108
0

00' 

义

地

区

德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学校分布图
(一九九 O 年〉

108
0

30' 

图

县驻地

@ 区驻地

。 乡驻地

一."一..省界

--.--地区界

.-.-.-县界

._--.-区界

乡界

主要公路

次要公路

品 码头

108
0

45 ' 

f~~ 

'1319.7 离程点

哈』 河流 00 ' 

,.. 完中

F‘ 初中

t:l 职中

·臼 初级 IIR、中

@ 职业卫饺

@ 教师进修校

品 初乡完中小附设 ||2580: 
A 乡完小

@ 幼儿园

比例尺 I : 500000 

5000米 25000 5 lq公里

四

省

松桃苗族自治县

108 0 15 ' 108 0 30 ' 

28
。

40 

28
。

30' 

28
。

，η 

句 5司

1 叮

108
0

4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沿河教育志》领导小组

组 长崔传生

副组长袁昌序姜文松

成 员甘在文王天学张太荣翁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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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教育志》编辑组

组 长翁兴友

主 编龙治书

副主编吴熙俊姚寿贡田吉安

采 编刘先德安明纲

顾 问黄敦基周年珍崔照雍李洪游

总 篡李洪游吴熙俊

资料员崔道科晏锡芳谭国强周宗昭扬光美

封面制作熊春凯

摄 影肖高太

绘 图顾金斌

校 对袁昌序谭国强田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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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沿河教育志》是沿河教育文丰第一部专志，也是沿河地才志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部专志是在中共沿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县志办

的具体指导、领导小组的直接组织、有关部门的大刀支持下，编辑纽全

体同志群策群刀、不锋辛劳编慕而成的。

封建统治时代，沿河地处偏隅，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教育仅呈萌芽

之态。迟至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 ，始兴新学，创办高等小学堂两所。

氏国时期社会进化，沿河教育事业有所发展，但速度缓慢。氏国 33 年

(1944 年)是氏国时期教育发展的极盛年分，全县亦仅有初级中学 1

所、完全小学 25 所、初级小学 109 所、幼稚园 î 所;各级各类学校在校

学生仅有 9863 人。中华人氏共和国成立后，积极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

尽管其问亦曾经历曲折的道路，但总体上是前进的。随着中共十一届三

中公会后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沿河教育事业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乏现!:长足发展和稳定提高的喜人趋势。迄至 1990 年，全县共有公办

小学 67 所，部门办小学 2 所，氏办小学 492 所，私立小学 35 所;各级各

类小学在校学生计 60730 人，其中少数氏族学生 48664 人，占学生总数

的 80.1% 。全县共有完全中学 3 所，初级中学 8 所，附设初中 19 所，职

业中学 3 所;各级各类中学在校学生计 11883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10121 人，占学生总数的 85.1%。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亦有一定发展。

各级各类学校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

展，为国家输送和为地才培养丁大批工作干部与专业技术人才，大大提

高丁本县全氏政治文化素质，成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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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兴，民族无望。《沿河教育志》刀图帮助人们丁解沿河教育事

业的历史与现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掌握规律，明确才向，使沿河教

育事业更上一层楼，培养出更多有理怒、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

人才。同时，也恕使这部专志成为一笔精神财富，急遗后代，树立爱乡

土、爱祖国、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爱中国共产党的思恕感情，增强发

展教育、建设家乡、振兴中华的自觉、积极性。

《沿河教育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点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

详今略古的原则，立足近代，侧重现代，宏观为主，微观为辅，反映全貌，

突出重点，尽最大努刀搜集丁晚清、氏国和解放后的教育史料，经过反

复考证、修改、审订而问世，基本上反映丁沿河教育事业的发展演变历

手呈。

修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编辑人员业务生疏，水平有限，兼之史料匮

乏，缺点乃至谬误在所难免，尚希有识之士不吝赐教，后来俊秀补阙正

误，以臻完善。

崔传生

199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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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凡

一、本志编慕，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秉笔直书，刀求客观反映沿河教育事业的历文和现状，做到思

忽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上f民原则上从氏国初年起，尽史料所及略有上溯;下限截

至 1990 年，为反映事物的连续性，个别地方稍有突破。

三、本志包括志、述、记、传、图、农、录，以志为主体，图列于全书之

前，表、录附于每章之后，传、记另立专章;表述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刀求

言简意明。

四、对历史政权机构不加政治评语，历史人物直书姓名职称，不加

哀贬，历文地名括注今名。

五、历史纪年，封建帝王时代用帝号括注公元年号，如"清顺治九年

(公元 1652 年) " ;氏国时期用国号括注公元年号，如"民国元年 (1912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如"1950 平"。

六、单位组织名称和术语，以"看得懂"为原则，根据具体情况，或全

称，或简称。

七、皮宣传?单位按国家通行规定，习惯使用的旧制和市制括注折算

t兑明。

八、数字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

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宣部新闯局联合公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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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引用支籍时，其繁体字均改为简化汉字。

十、需要注择之处，标丰①②......等序号，将注择内容用 IJ、号字体

排在每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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