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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年。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灵宝教育事业来说，是改革

发展的10年，是艰苦探索的lO年，是激扬奋进的10年，更是硕果累累的10年。

10年间，灵宝市“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通过

省、国家巩固提高验收，“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以全方位服务

当地经济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观为目的的特色教育工作稳步推进，普通高中规模不断扩

大，高考成绩连年攀升；教育信息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新课程实验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观灵宝教育10年发展历程，我们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必须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灵宝市历届党政领导，都能充分认识到

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地位，始终高扬“科教兴灵”大旗，不断加大投

入力度，在生均教育经费、生均公用经费不断增长的同时，“危房改造”、“两免一补”等配

套资金投入数额不断增大，为全市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以来，

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提出大力发展特色教育的战略构想，使教育服务当地经济的意识

和功能不断增强，为县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

——必须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1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断深化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行“四制”改革、努力创办特色

学校，使学校管理日趋规范化、特色化、科学化。在教学改革中，始终抓住课堂教学改革

这个主阵地和中心环节，不断优化课堂结构和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效率，走“惜时增效，轻

负高效”之路，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复合型的合格人才，从而将教育办

成人民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

——必须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教育振兴，教师为本。10年来，我们不断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周六教研、校一乡教研和校本研修等业务活动，通过请进来、走出去

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素质，不断增强教书育人的本领和能力，使全市教师能够

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庄重使命。可以说，灵宝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能

够在周边地区产生良好的影响，并形成一定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嗵万名教职员工的顽强

拼搏、笃教勤学是根本原因。

纵观灵宝教育lO年的发展历程，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定格”在灵宝教育的

发展史上。真实、客观、详尽地记载这一时期变革与发展，以继往开来，起到“存史、资政、

：，盆■I■易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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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之作用，是我们续修《灵宝市教育志》(1994—2004)之心愿。本着科学、负责、缜密

的态度，惟实为旨，惟是为举，努力把这件大事做好办好。同时我们认为，教育的改革、创

新、发展赋予教育志编写以新的内涵。在编写过程中，为力求体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

原则，在篇目设计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如“特色教育”、“教育宣传”、“高中改造与扩

建”、“实用人才培训”等，以使之更加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我们教育lO年改革发展的轨

迹。
’

我们深知，志书编纂是一项具有史诗意义的重要工作。面对这一浩繁宏大的系统工

程，编纂人员不辞辛劳，潜心著述；有关单位倾力相助，精心指导，历时一载有余，终于面

世。然限于水平有限，其间谬误难免，还望专家海涵赐教。

是为序。

羔警喜嚣嚣盖警蓑马涨灵宝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一

200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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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上限自公元1994年9月lo日，下限至2004年12月31日，为保证某些记

述的完整性，个别章节的部分内容突破上限。

二、本志书编纂时，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收集、鉴别、筛选、考证有关史实，使用资料力争能够

真实客观反映灵宝市教育事业10年的发展历程。

三、本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运用。正文：概述

部分宏观记述全市教育事业发展总的概况；大事记部分，以时记事，对全市教育系统发生

的重大事件作扼要记述；其后为各分志，为全书之主体，分类记述全市教育事业发展实

况；最后设附录，主要辑存重要文件讲话、消息通讯、教育文艺、文史资料及碑文等。

四、本志共设13编、55章、122节。目等名次，事以类聚，类为一目，横排纵述，力求

合理安排，避免重复。其中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3编，依其特点记其始末；教育

行政管理、师范教育、教师、教学研究与教育科研、电化教育、教育经费与学校基本建设、

社会力量办学、考试、党群组织等9编，属于专题性的通纵记述，分别展示某一方面发展

情况；人物志采用传略、简介和名表3种形式，分类记述1994—2004年间影响较大的人

物。对有突出贡献的、已故本市籍教育名人，依其业绩予以立传；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

本市籍教育名人，只简介2004年前的典型事迹；其他有突出成绩的教育名人，按规定范

围与标准收入“名师表”；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及硕士、博士等人“名生表”；各种英模人

物分别列入国家、省、地(市)级“英模人物一览表”。

五、关于机构、会议、文件、著作等专用名称，一般均用全称；过长的首次出现时用全

称，后用简称；有的在其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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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灵宝市位于河南省西部、豫秦晋三省交界处，国土面积3011平方公里，辖10镇7

乡，总人口73万，是闻名全国的苹果之乡、黄金之城、道家之源、旅游胜地。1993年5月

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先后被确定为河南省扩权县(市)、对外开放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排全省前列。

截至2004年，灵宝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22所，在校生147614人，教职工8375人。

其中普通高中7所(民办2所)，在校生19037人，教职工1196人；初中61脱在校生
43709人，教职工2725人；小学351所，在校生81394人，教职工3651人；特殊教育学校l

所，在校生114人，教职工25人；职业学校1所，在校生3360人，教职工175人；幼儿园

52所，在园幼儿12631人，教职工402人。

1994年以来，全市教育战线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统筹协调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狠抓“两基”巩固提高工作，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

实现“科教兴灵”战略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提出大力兴办特色教育的构想，要求以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

根本，以创办特色学校为载体，以转变工作作风为保障，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开’

创了灵宝教育工作新局面。灵宝市先后被评为省级“两基”工作先进单位、卫生先进单

位、电化教学工作先进单位，并连续5年受到灵宝市委、市政府的通令嘉奖。

十年来，全市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教育经费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

增长比例，生均教育经费、生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农村和城镇教育费附加做到足额征

收。2002年元月，按照国家新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精神，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

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财政对教育投资的主渠道作

用得到加强。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和社会各界捐资助学。8年间，全

市捐资助学资金达21780多万元，学校勤工俭学创收达211万元。学校内部设施、办学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教学仪器小学达二类标准20所、达三类标准400所，中学达二类标

准18所、达三类标准13所。全市小学人均图书10．8册，中学人均图书15．3册，达到

“普九”标准。电化教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9所学校建起了校园网，30所学校开通了

远程教育“校校通”工程，安装教育卫星地面接收站84座，全市建起多媒体电耄惶12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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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机室126个。计算机数量达4127台。普通高中扩建发展迅猛，从2000年至2004

年9月，累计投资近7000万元，扩大建筑面积11．82万余平方米，新建教学楼6幢、学生

公寓楼9幢、综合办公楼3幢、学生餐厅5个。普通高中年招生能力从2000余人增至

6000余人。1994年以来，市区先后建起了灵宝市第一小学(简称“市一小”)、灵宝市第

--d,学(简称“市二小”)、灵宝市第一初级中学(简称“市一中”)、灵宝市第二初级中

学(简称“市二中”)、教体局幼儿园、教体局河滨小学，各乡(镇)办学条件也得到极大

改善。
．

1997年春，全市积极推行以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为重点的素质教育，通过一系列硬

性措施推动，使教育工作呈现出崭新局面。为切实提高教师素质，全市广泛开展周六学区

和城乡校际教研活动，大力实施“城乡带动”战略，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全市加大教

育教学研究力度，形成了“引导一自学”等一系列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教学新模式。和谐教

育、成功教育、创造教育等理念深入人心，主体教学、韵语教学、引导自学等实验百花齐放。

中小学生源进一步优化，中招考试成绩稳中有升，高考上省定大专线由1994年的132人增

长到2004年的2880人，增长20余倍。2002年，灵宝市被确定为省级新课程实验区，通过

几年的探讨实践，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受到省新课程专家指导组高度评价。

1994年以来，全市因地制宜，分步、分批积极推行“四制”改革，使学校内部管理日趋

规范化、科学化。而“校长带动”战略的实施，使教师队伍朝着学者型、专家型方向发展，

也让学校走上竞争合作与内涵发展之路。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出现、适龄儿童的减少，全

市不断整合教育资源，积极调整学校布局，使农村学校办学效益明显增强。进入新世纪

以来，通过创办特色学校活动的开展，使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2004年年初，教体局提出开展“惜时增效，轻负高效”课题研究，推动了教育教学改革向

纵深发展。灵宝一高、市一中、市一小、实验-d,等学校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个性

色彩的办学特色，也促进了灵宝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是教育为经济服务的重要途径，全市形成了以灵宝职专为龙

头，以社会办学和厂矿技校为两翼，辐射全市、全方位服务经济建设的职教体系。全市三

级成人教育网络进一步健全，目前已有省级农科教示范基地4个，通过有针对性地组织

农民学习先进实用加工技术，引导农民学习和掌握商品生产、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知识，

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会管理的创业型农民。据不完全统计，仅近年来，

参加各级各类培训的青壮年农民达35万人次，其中3300人获得绿色等级证书，推广实

用技术30余项，带动了一方百姓致富。 ，

十年来，灵宝市的教育事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科学

管理和艰苦努力，特别是广大教育员工的辛勤工作，无私奉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推

动灵宝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f

■■■■■壁■I．，；；；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