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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志》是焦作市解放区教育界有史以

‘来的第一部专志。它的出版，是焦作市解放区教育界的一
，

件大事。 。 ，

《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志》始编于1986年，迄今十有余

载，五易其稿。该志为求一展焦作市解放区教育的全貌，并

富于广泛的适用价值，不拘成格，锐意创新。它的出版，适．

逢解放区被评为全国先进教育区之时，可喜可贺。欣喜之‘

余，我仅就如何用志提两点意见，借以为序。

第一，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多角度地发挥志书的

。资治一功能。《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志》以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为指导，立足于教育的本质，从多方面反映了解放区教

育的历史与现状、变革与发展以及教育同政治、经济的关

系，因而具有“一主多能一为特征的全方位、多角度的

．。资治一功能；对领导机关来说，主要资于对解放区教育的．

宏观管理；对学校领导来说，主要资于对学校各项工作的

管理；对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主要资于教育科学的

研究；对教师来说，主要资于微观上的教育与教学；对社

会各界来说，有利于各部门认识、关心、重视与支持教育。

这种高层次与多层次相统一，大范围与小范围相统一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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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功能，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人民性与民主性；就使

用来说，由于适合当前解放区教育改革的需要，．故技按各
级各类教育横分设志尤具有实用性。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

必须明确自己肩负的重任，立足改革，增强用志意识，既

从本职工作出发，发挥志书在本职范围内的“主力功能，又

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提出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以利于对

全区教育工作的改革与管理。这里尤须指出，尽管不同层

次，不同范围的“资治"功能各有所“主’’，但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是共同的。我们必须通过对解放区教育发展过

程及其规律的认识，坚定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惟

此，我们才能在教育改革中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

持按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人才。 ·，

第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

“继往一与‘‘开来"的辩证统一；《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志》记

载了数十年来解放区教育发展的过程。所述各历史时期解

放区的教育，力求实事求是，还其本来面目。毫无疑问，该

志作为“信史"，对于解放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

意义。因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它原有的基础为起点。过

去的成就中，既蕴含着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精华，又蕴

含着有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开拓、发展的胚胎。前车

可鉴，只要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就可在

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这里。继往一与“开来’’是辩证

的统一。“继往’’不是肯定过去的一切，而是肯定中包含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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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开来斗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而是否定中包含着肯

定。“继往"不是“信而好古"，而是。古为今用丹；、“开-

来芹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改革，开

拓前进。总之，为适应解放区教育改革的需要，做到更好

地继往开来，应该从历史与现状的结合上，致力于教育体

制改革、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做到教育改革

以教育科学研究为指导：i教育科学研究为教育改革服务。我．

深信，对解放区教育的研究越富有成效，解放区的教育就

越能在改革开放中以自己特有的姿态前进l预祝《焦作市

解放区教育志》在建设具有解放区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

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焦作市解放区副区长： 橱毅
199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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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肩上的担子 ，

——写在《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志》出版之时
．

，

唐代魏征曾有“以史为鉴"之说。史重在鉴，举大弃

小，志重在用，宏纤具备。志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

史之略，续史之无。所以“志打更能起到“信今而传后一的

作用。《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志》是解放区第一部教育专志，

故亦可视为解放区教育史，不过它比起魏老先生所说的

。史静来，实在是太“小巫一了些。然而，它的出版也足以

使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知道：教育发展之不易，．教育

事业之艰辛，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当今社会，科技作为生产力，已提到首要位置。这作

为“第一生产力一的科技，其源头就在教育。没有教育，科

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成了一句空谈。纵观世

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史，除了极少数靠出卖资源的国家之

外，大都从重视教育为始。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日本。许

多人都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贫穷的国家。然而现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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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却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El本的发达，靠

的就是教育，他们是靠。人脑虮生财，靠。人脑一赚钱。有

人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科技不发达的国家可把一块铁做成

一颗螺丝，而科技发达的国家则可把一块铁做成一只手表。

不久前的电视节目中透露，我国把玉米芯做成糠醛卖给日

·本，而日本却把糠醛加工成糠醇，再以等于糠醛700倍的

价格卖给我国。看了这条信息，我们除了感叹我国的科技

至今比起发达国家来仍十分落后应紧步直追外，那就是深

刻体会到，知识就是财富，科技就是力量。日本人重视教

育，已被世人共知。早在二战期间，日本以一个小国去侵

略一个大国，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

据很多资料表明，那期间日本的教育经费却没有削减。二

战后，日本第一个发展的就是教育。一九九五年春节前不

久，日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震后首先恢复的就是学生上

课。从FI本的重视教育到日本的经济发展，以及Ft本把糠

醇返销给我国这些事例，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该想到我们肩

上的担子有多重!．

诚然，解放区的教育多是基础教育。然而，基础教育

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默默无闻埋在地下的基石，哪

来万丈高楼从地面升起?尽管解放区的教育比起整个国家

教育来说仅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然而没有这-d,部分，

哪来国家那一大部分?没有涓涓细流，哪来沧海横流?况

且，教育不仅是为了高科技，也是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

质。我们应当感到，解放区教育界千余名工作者不仅功不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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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而且肩上的担子颇有份量。 ，

曾几何时，有人说只要在胸前挂上一枚小学教师的校

徽，便可使扒者不屑下手。而如今，随着教育工作者的收

入相对提高，那样的“调皮’’话便再没人说了。从教师收

入的相对提高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从而，我们应感到：我们肩上挑的不仅有时代的需要，百

姓的重托，也有国家的期望，且不说?为人师表"这句早

为我们耳熟的誉辞，就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

们也该有办好教育，尽职尽责的责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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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教育委员会主任郭其锋

， 1995年2月29日



序 三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改革
。

也在不断深化发展，在此之际，以新观点、新方法、新体

例编纂的解放区教育史上第一部专志《焦作市解放区教育

志》脱稿成书了。’这是全区教育工作者的一件大喜事，也

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

。

I 志书素有“鉴往一、“识今一、。资政纾和。教化刀的功

l 能。《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志》的问世必将有助于我区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助于人们了解我区教育发展的历史

} 轨迹，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 解放区位于焦作市中部，教育事业的兴衰与焦作的发

} 展息息相关。早在光绪年间；荣发春就在焦作前街办起了·
} 私塾。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英福公司和中原公司

在焦作兴办学校，“普济义务小学校"、“西焦作同志小学"

应运而生。近百年来，教育事业时盛时衰，可谓历尽沧桑。

但从总体上看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处于落后状态。中华人民

k 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教育获

P 得了新生，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教育事业被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全

社会尊师重教，迎来了教育事业更加明媚的春天。在教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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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光辉思想指引

下，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将会进一步得到振兴和发展。教育

．的振兴和发展必将会给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为四个现代化

(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作出贡献。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始终注意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遵循“概而不漏，述而不繁，宁

缺勿误一和“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突出地方特

点、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力争作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的真实性。科学地组织清末至今的教育史料，注意全面

系统地总结教育实践，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寓褒贬于记

述之中。以期通过真实反映本区教育今昔和历史发展过程，

揭示教育本身的规律，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对教育

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解放区教育体制改革

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科学依据。+ 。

编写《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志》，从收集资料到编纂成书，

工程浩繁，任务艰巨。在中共解放区教育总支的关怀下，在

市教委教育志编辑室的精心指导下，在各学校，各单位和

社会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下，特别是参加编写的同志矢志

非懈，不辞辛劳，勤奋笔耕，终成志稿。稿成之际，我代

表中共解放区教育总支和区文教体委向所有为《焦作市解

．放区教育志》的编写给予关心，提供帮助，作出贡献者，致

以诚挚的感谢l

由于编纂教育志，是一项新工作，加之时隔久远，资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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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散佚，编志人员少，水平有限，因而书中疏漏误谬之处，

在所难免，恳祈熟悉本区教育历史的同志及方志专家，多

提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使本志书成为一部符

合解放区史实的社会主义新志书。

焦作市解放区文化教育体育委员会主任王治富

1990年6月19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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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上限始于1912年，。总述"追溯到清末，下

限一般为1985年，有些记述适当下延。

二、。大事记"本当延至1996年，但因条件限制，只

得在附录后加。1986年至1996年教育纪事"以补下限距出

书时间过长的缺陷。
’

三、本志书只记述了原区属地域内的教育历史和现状，

对于月山、丹河电厂管区的教育情况，未予记述。

四、本志书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分类标准，以各个历史

时期的教育宗旨为主线，各章力求把教育的周期性与阶段

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五、本志书取章节体、条目体之长，一般设章、节、目、

子目四层，章横分门类，节、目宜纵则纵，宜横则横，以

横为主。。大事记一取编年体、记事本末体之长，以时系事。

六、本志书体裁为记、志、噍、图、表，以志为主，图

表与文字表述结合使用，表中空格系该项数字无法查清。

七、本志书除“总述力、“附录劳单列外，分为10章34

节，约27万字。

八、’ 本志书坚持“生不立传力的原则。入传者籍贯

不论，以卒年为序，“人物简介及名录力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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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书历史纪年分别用年号纪年与民国纪年并在

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大事记悉用公

元纪年。

十、本志书的资料来自省档案馆、市档案局、市、·区

教育局(教委)等部门的有关资料和区属中、小学的校志，

以及教育系统老同志提供的口碑资料。

十一、书中的“解放前"指1948年10月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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