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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青川I县教育志

(二三0一一一九八五)

教育志编写组

一九八九年七月



青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s陈先明

副主任委员·文治章 秦光泉 林 兵 陶家齐

委 员·任开春主树和 覃烷虎 杨通保唐成鑫

何卫东 黄明智 程连州 郑中立 孙枝耀

． 柴清春 敬靖康 牟应元 杜国家 米文诗

顾 问·冯元鼎 郑中和 龚 廉

总 ．编-文治章

硼总鳙曩臀技耀

县志办公室主任。陶家齐

副主任·杜国家。

●

自一九八三年以来．因机构改革，领导人员更迭，曾任过县

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有·冯元鼎，何启书，廖义安-柏副主任 · ，

委员的有。．李 实．张自浩．郑中和．张鹏程．马自笃，龚瓢廉．



}

青川县《教育志》编写领导小组

组 长：秦光泉(县委副书记歹

副组长：张友华(县文卫委主任)

成 员：张崇智(县文教局长)

赵协滋(县文教副局长)

侯贤才(县文教副局长)

伍风鸣(县文教工会主席)

’匡稠(青JlI中学校长)
马白笃(三锅中学校长)

江开国(孔溪小学教导主任)

，



青川县《教育志》编写组

主 编：秦光泉 张崇智

副主编：唐树泉 赵协滋 向明月

编 辑：江开国 董长新

编 采：胡际春 赖发育 马培基 刘显奎 李国勤

董长新 江开国

总纂执笔：董长新

统 筹。杨俊德 ．

绘 图：董长新 唐建勋 ．

摄 影：景珍琳

责任校对：向明月

校 对：江开国 阮太福

主 审：文治章 孙枝耀 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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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中和

张鹏程

刘成基

陶家齐

胡际春

马培基

董长新

I I l 唾 I

青川县《教育志》顾问人员

原县人大常委副主任

县人大常委副主任

原县文教局局长

县志办公室主任

沙州中学退休教师

城关镇小副校长

骑马中学退休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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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昙剐县长仃天谷同志题词

／

互申方阿幺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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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社会实残证明，国家要富强，民族要腾飞，社会要前进，就需要各方面

的人才，而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师的辛勤耕耘。教育乃人类文明之

源。它维系着人类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党的十二大把教育，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

战略重点之一。中共中央1985年又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几年来，党对

教育工舡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英明论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和决策，我县教育事业又
，

出现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为了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我县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经验，探索教育规律，且幸群盛世修

志黟。乃全国统一行动，各级党政，都非常重视。文教局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组织几位

老同志，反复学习与实践，克服青川无旧志，档案资料残缺等困难，先后查阅有关档案

558卷，摘抄可用资料九十余万字，拍摄收集照片323张。经考证，筛选，编写，审改，

数易其稿，乃最后成书。为青川教育事业，留下了图文并茂的历史画卷。

《青川教育志》，它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青川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青川教育的

发展变化，填补了青川教育无志的空白。将起到“存史，资政、教育移的作用，对广大

的教育工作者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在此，谨向直接参加编写和支持编纂的所有同

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青JlI县教育志·》虽力求完备，准确，但数十年来人事沧桑，档案残缺，遗漏殊难

避免，补阙拾遗，请以异日。望用双手托着太阳上升的所有同志，平时注意资料的收集

与保存，为教育志的日臻完善付出更多努力。谨序。

中共青川县委囊光泉

1989年7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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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JII县教育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脱稿了，这是青川县教育史上的一件大好

事·

青川的教育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这从县城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文物可以得到

证实。青川的教育源远流长·本志昀大量史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长时期经济发展

缓慢，教育事业处于落后状态。解放以后，青川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各级党委和

政府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青川的教育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借此机会，祝

愿青川的教育事业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青川县教育志>的编纂目的，乃是全面地，系统地总结和记叙青川的教育历史和

现状，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振兴青

JII服务。_盛世修志，任重道远纾·

青川的教育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还要感谢青川教育界的老前辈，要感谢

二千多名辛勤耕耘的园丁·是他们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不同层次的各种人才，培养了遍布

青川城乡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建设者。我认为‘青川县教育志'的

问世将是献给他们的最好的礼物。

膏JII墨文教局 张囊■

1989年元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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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辫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始终不脱离县情，忠于史实，分类立章，杜绝任何宣传色彩，致力

于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上限不限，下限至1 9 3 5年，个别资料下延至1 9 8 6年，如I校舍设备等

章节和部份统计表o ．

三，横排竖写，个别章节纵横结合。

四，用语体文记述，引文，引语忠于原貌。

五、历史纪年，建国前均按当时惯称t清代用中文书写，民国年号用阿拉自字书

写，括号注明公元时间·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按时间顺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重点记述建国后36

年的教育实况。

七、本志只写教育，不涉文化，科技和古代科举中的-武第一。有关民办小学、耕

读小学等归小学教育章，民办中学，农业中学及职业技术教育等归普通中学教育章。

，八．字数较多的名词、术语须简写时，首出用全称，并在括号内注其简称以备下用，

专用名词，术语按规定用之，前后统一。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附录之规定使用。按

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表使用简化字。

九，度，量，衡单位均用时代惯称·

十，对人物一般直书其名，只对十分重要的职务加以记述。本着一生不立传廖的原

则，立传简介只限巳故人物，对教育事业有较大贡献和较大影响的健在者，在有关章节

内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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