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鹿县教育委员会编

蓑魏喾蔽塞



获鹿县教育志

获鹿县教育委员会编



获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李林昌

副主任：敦福顺

委 员：李喜山 侯海辰 封英法巨圃
特邀顾问：侯世远 郭子瑜 吴顺元 韩庆志

获鹿县教育志编写组

主编：侯海辰

副主编：郝俊岩张敏书

编写人员：张昌俨 刘雨田 王翠霞 刘文荩



获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李林昌

副主任：敦福顺

委 员：李喜山 侯海辰 封英法巨圃
特邀顾问：侯世远 郭子瑜 吴顺元 韩庆志

获鹿县教育志编写组

主编：侯海辰

副主编：郝俊岩张敏书

编写人员：张昌俨 刘雨田 王翠霞 刘文荩



、

，

知今，拯水侈纯

石也k人
●r_--llI，～

，列叫俊孛

’I形侬：左辽r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匀)七p形弘参Z六p似m浚鸭屯扬喳拭沽履叙丁啼童9化巾北

歹∞靠

扛；≮√R

，I







省歧府授予获鹿县普及初等教育证书

县集资兴学纪念碑



省政府授予获鹿县职业成人教育先进集体锦旗

口

教委F要领导同志和全体编写人员合影

第一排庄起：刘雨hit、侯海辰．幸林昌、敦幅慨李喜山．畅戈平
第一排左起：芒驻霞．郝俊岩、张昌俨，张敏书．刘史誊

黔I

—嚣醛



序

“获鹿县教育忠*是反映我县教育发展的一部专志．．它的问世

不仅是全县教育r^作者的一件大事．也是伞县人民的一件大事，必

将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获鹿学校教育有史可查者始于清初。由于"j代王朝政治腐败，

经济落后．教育事业的发展J．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后，获鹿教育在

前进中虽有曲折．但总的趋势是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尤其是

党的}一幅三中全会以后．获鹿各级各类教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了大量合格新生，为我

县各条战线经济腾琶培养了人批后备力量．有力地支援r社会t义

建设事业，

奉．基的编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性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圻史唯物i：义观点．贯通占令．详今略rt．实事求是．秉

笔直如．力求突出时代性，地方性．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制性

的统一．比较详细地记叙r获鹿县教育发展面貌。发展教育．不能

割断历史．本志i!要记叙了从清末到l 991)年的教育史实 研究这止j

史实．取其精华．去}e精犏．对后人r解获鹿之教育．发展获鹿之

教育． ·定会大仃神益

I白于编写人员水·r有限．铺误、遗漏之处佰所难免．敬清各化

涣者不寿赐教

获鹿县敦委常务副主仟李林昌

儿九■年J。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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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央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详今

略古的原则。

二、本志从各篇内容实际出发，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

1990年底，部分资料略有延伸。

三、本志缟纂体例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记、图、表，录

综合表述。民国前纪年用历史通称，括号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

公元纪年。

田、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以事为径，以时为序，横排竖

写，纵横结合。垒志除概述、大事记及附录外．共分十六章。

五、“解放前”与“解放后”，以1947年11月6日获鹿县金境

解放划分。“建国前”与“建国后”，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目建立时划分。期间机构名称采用当时称谓。

六、自1 958年1l目5日至1962年1月1日，获鹿县曾三次并入

井陉县，两次划归石家庄市，称谓多次变更，为叙述方便，此期间

统称获鹿县。

七、建国后，获鹿县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变更。本志所用数据

系当时行政区划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获鹿县统计局和县教委年初

报表。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河北省档案馆、石家庄地区行署档案

馆、获鹿县档案馆、获鹿县教委档案室、部分学校校史资料和口碑

资料．经多方核实，编纂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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