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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还是人烟稀少，没有学校。1901

年，中东铁路西线通车，境内才随之有了学

校教育的发端。后经民国、伪满洲国、东北

光复，这里的教育虽几经演变，但始终是迟

缓落后。新中国诞生后，在党的领导下，牙克

石市的教育事业随着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建

设勃然而兴。四十年来，牙克石地区办教育一

直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教育

部门办的同时，大力发展企业办和民办，使

这里的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和成人教育“四教’’同兴，呈现出一派蓬勃

气象。

牙克石市的教育事业，伴随着社会政治

风云的变化而变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发展，虽经磨难，但一直向前。能够编纂

一部反映牙克石市教育事业发展的志书，是

全市教育工作者和所有关心教育的人们所期

望的。

这部教育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和详今略古的原则，以较翔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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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上溯1902年，东清铁道公司在～

矛克石境内办有学校教育起，下限到1989年，，-

历史跨度87年。 ‘．

’

，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现区划为 ．

准，已划出和后划入地区，根据教育史实一

并记述。
一

’

i

，t’三．本志记述的对象以地方办教育为 一．

主，兼顾在本地区内的大兴安岭林业管理

局，海拉尔铁路分局、伊图里河铁路分局，·

3个盟属林业局，3个国营农牧场及其他地

方企业办的教育(各党校未列入本志)。

四．本志纪年用公元年号，数字均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分数，不定数采用汉字。

五．本志运用语体文，引文用引号标

记。个别方言，专用名词加以注释。 ；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在世的知名人物，如受省级以上表彰的优秀

教育工作者，有代表性的给予作事迹简介，

一般按因事记人的方法，列表载入志书。

七．本志按志体，横排门类，纵写始

末，以横为主，纵横结合，以时为序。 ，

八．本志包括志，记，图，表、录，以

志为主体，表，录分别附于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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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克石市(县级，原喜桂图旗)，，隶属呼伦贝尔盟。全境总

面积27 590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积8 540平方公里，素有“林

海"之称。境内河流密布，水草肥美。滨洲铁路干线和通海公路

。 横贯东西，博林，牙林铁路通向南北，交通十分方便。市辖15个

镇。市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分属地方，林业，铁路三大系

统。全市有26个民族，人口414 269人。 u，t ．

，。 市委、市政府设在牙克石，市区有6个街道办事处。内蒙古

．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驻在牙克石，伊图里河铁路分局驻在境内的

伊图里河镇。牙克石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被

称作“林海明珠廖。‘，’ 。j_ 1：+‘’一， ‘，·

。

教育，作为_种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

会的发展而发展d位于大兴安岭主脉中段的牙克石市境内，t’直至
” 清朝末年还是林海茫茫，人烟稀少，+尚无学校，只有少数索伦

“

． (现鄂温克族)人，在此狩猎，游牧。1901年，清政府和沙俄合

，办的中东铁路西线通车后，沿途始有俄国和中国路员家属聚居。

东清铁道公司于1902年在博克图建立布哈图铁道学校，这是牙克
· ‘石境内学校教育的发端。1929年，雅鲁县(今扎兰屯市)建立博

克图第二初级小学校，这是地方办学的开始。 ：，
j

，

、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东三省沦为殖民

，， 地。1932年“满洲国艿建立：牙克石地区分别划归兴安北省索伦

旗和兴安东省的布特哈旗管辖。日本侵略者利用中'东铁路的交通

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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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大肆掠夺森林资源，从内地招来大批雇工采运木材，铁路。 ·

沿线人口迅速增加。。日伪推行奴化教育，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
⋯‘

的，先后在牙克石境内建汉族学校8所，合计27个教学班，学 ．．、

生1 083人，苏侨学校发展到lO所，学生1 027人。。
’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9月中国共 ，

产党派土改工作队进驻牙克石，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清算斗争，建 ．

立新政权，学校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新中国诞生时，学校发展到

13所(不包括苏侨学校)，，有学生l 830人。‘．‘ ··，

。自清末，经民国时期，东北沦陷时期，牙克石地区的教育，

受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发展缓慢，办学门类单一。 ～

．’ 1950年1月23日，喜桂图旗建立。旗政府设在牙克石，旗以

下设努图克(区)，努图克以下设嘎查(村)。各级政府十分重

视发展小学教育和成人扫盲工作，到1952年底，小学校发展蓟

19所，在校学生达3 999人。． ，‘? ： ¨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
‘

予林区的开发，森林工业和地方工农业的发展曩推动了教育事业

的发展，单一的地方办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多渠 一

． 道办学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企业办学，群众集资民办，教育与地 ，

’

方企业联办、。民办公助等多种办学形式。到1957年底，全旗小学：

发展到40所，学生达10 955人(其中企业办学26所，学生7 023 、

人)，中学发展到4所，学生l 304人(其中企业办学3所，学

‘．生409X)·．，：．：i⋯．。 ’。，．．-一∥j。∥-”。+
’

， ，。；1958年，党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
。

产劳动相结合一的方针，掀起教育革命的高潮。师生参加劳动过
’

·

多，违背了教育规律，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 。二：=～一，．． ，

，：．1961年，党中央提出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的方针，， ，‘

教育亦进行调整。1963年，国家颁布‘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 ：

条例'。．对校办工厂进行整顿，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同
’

， 。

L-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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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贯彻刘少奇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民办中学，民办

小学及企业办学又有很大发展。到1965年底，全旗小学发展到

i26所，学生38 666人，初中发展到23所(其中民办中学3所)·、

； 学生6 117人，高中3所，学生1 171人。。j
’

一，一，。

口十年动乱黟期间，各级学校先后“停课闹革命修，学校领

导人及部分教师遭批斗。1967年学校复课后“工宣队’’、“贫宣

队黟先后进驻学校，大抓阶级斗争，深挖“新内人党"及其‘唆
种组织一，部分学校领导人和教师再次受到迫害。1971年《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发，提出“两个估计’’，批判修正主义教

育路线回潮，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和十七年教育“对着

，， 干带。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急剧下降。 ～．

1976年l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

常。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教育摆在

战略重点位置给予高度重视，要求教育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以适应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需要，旗文教局根据“教育必须为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认

“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白唠针，调整中学教育结
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恢复少数民族教育，整顿教师队伍，大

：、 力提高教学质量。随着改革、开放和呼盟经济建设的发展，遵照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教
1‘

育改革，进行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工作，普及和加强小学基础教

， 育，发展成人教育，开办高等教育，．幼儿教育也得到巩固和发

展。截止到1989年底，全市有幼儿园139所(包括企业办和个

体办)，入园幼儿6 758人，占幼儿总数的54．8％，中，小学

”校183所，在校学生69 648人。建国40年来，牙克石市为高

等院校和祖国的四化建设输送和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1985年经

呼盟公署验收，达到国务院规定的基本扫除农牧民文盲，半文盲

的标准，成为呼盟第一个基本扫除文盲市。1985年10月，牙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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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普及初等教育先进集体．；’j。‘’，。～．0。1。：

；-：牙克石市的教育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几

经兴衰，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形成教育起步晚‘发展快，渠

道多，门类全的特点。 。：：‘j．；j：：’。1|．．‘。r：i．≯一∥√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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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克石地区的学前教育，始于1954年旗政府筹建的旗直机关

托儿所，所址位于牙克石东三道街，所长由旗妇联主任、生活福和J

部部长娜仁兼任，杜海凤任副所长。托儿所日托婴幼Jr,so人，有保，

育员7人。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女同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

愈来愈多，需托幼儿不断增加，托儿所规模逐步扩大。1957年请

安香兰任所长，收托婴幼儿100多人。并按幼儿年龄分设大，

中、小共4个班，保育员增加到17人。在院幼儿能学习一些儿

歌和简单的计算，初步做到托学结合，出现了幼儿教育的雏形。
’

。1959年，托儿所搬迁到西七道街，旗政府投资新建1 000平方米

园舍，并正式改名为喜桂图旗直属幼儿园。． ．

，

。。1958年，随着林区的不断开发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为 ．

解决妇女劳动力的后顾之优，全旗地方，林业局，企事业单位，．

先后办起托儿所和幼儿园，到1960年全旗各系统办各类幼儿园达

28所，收托幼儿908人。这个时期，幼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大部分托儿

所，幼儿园停办，只有林业管理局直属幼儿园继续收托幼儿。停

办的旗直幼儿园，其房舍改为住宅，保育，保教人员有的被分配

到招待所当服务员，有的改做其他工作，幼教事业受到破坏．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牙克石的幼教事业重新

发展起来，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



6·牙克石市教育志?
一

j ．

。

： ’。“， ：I
j 。

。’

’ 卜 · 』
、识有了提高。广大家长都希望孩子接受早期教育，开发孩子智 ， Il

力，7幼教事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也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旗政；’
。 I

．府号召露凡有条件的集体、·个人、企事业单位都要大力兴办幼儿
’’ I

教育事业劳，并于1982年成立喜旗儿童少年工作领导小组(后调 ·{

整为市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领导协调全旗幼教工作，全

旗的幼教事业飞跃发展。相继出现教育系统办，企业办．集体 、 ”l

，办，个体办的幼儿园(所)。1989年，全市有教育系统办和企业办 。 i

’幼儿园、所43个(含集体办园2个)，在园幼JL4 000余人，个体幼
’ I

儿园(班)96个，幼JL2 000余人。全市幼儿入园率达到54．8％。

此外，小学从1980年开始试办学前班，到1989年，有学前班的学 ．』

校80所，入班的学龄前儿童达4 298人。
i ’

1983年，由旗妇联牵头，动员各单位捐款1．4万元，在市体
’

育场修建了牙克石儿童乐园。活动设施有电动转盘，滑梯、荡桥，

翘翘板等，并建有旱冰场。+
’‘

1985年，市教育局配备专职幼教管理干部，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管局教育处设幼教科，伊图里河，海拉尔铁路分局普教办也配

备专兼职幼教管理干部，全市的幼儿教育工作按系统实行领导管

理，执行教育部颁发的《幼儿教育纲要》与《城市幼儿园工作条

例》；市教育局制定下发了牙克石市幼儿教育工作的各项规章制

度。为解决幼师不足的问题，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师范学校开设
71

．幼师班，免渡河职业中学、牙克石市第五中学也相继开设幼师专

·业班。经过专业培训的毕业生，成为全市幼教工作的主要力量。 ． ’。

。市教育局和各大企业幼儿园先后派出一大批幼儿园教师到天津幼 ；

’儿师范学院和其他院校培训。还采取专题讲座，办短训班或自学 }
等不同的形式，提高幼师的专业素质；市教育局，市总工会、’市 ．’f

妇联和妇幼保健站协调工作，‘多次举办幼儿小制作，7绘画，’文艺 一 e

演出等竞赛活动，促进幼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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