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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计万裘
《阜新市教育志》(1989---2005)编纂完成了。这是继<阜新市教育志》

(1299—1988)、《阜新市教育科研志》、《阜新市民族教育志》之后，市教育局编纂、

的又一部志书。它的问世，是阜新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o

17年来，阜新地区教育事业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正确领

导和指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依法监督和民主监督下，经过全市教育战线广

大干部、教职员工的不懈努力和奋力拼搏，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各项工作

上了一个新台阶。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

史任务。各级各类教育在管理体制、办学机制、办学理念、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

量、实施素质教育、基本建设等方面，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创

新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校布局调整、九年制学校建设、少数民族教育、

民办教育、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7年来，教育为阜新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为构建和谐阜新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也为教育自身均衡可持续发展，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教育，奠定了基础。翔实地记载这段历史，对于当今

和未来的教育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对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探究阜

新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推进阜新地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更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t阜新市教育志》(1989--2005)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为目的，

以史实为依据，以资料为基础，坚持详今略古、突出特色、秉笔直书、文丰事核，力

求系统性、科学性、资料性等和谐完美的统一。通览该志，知古鉴今，历史与现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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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辉映，发人深醒，催人奋进。它是阜新市17年来教育工作实践的真实写照；

是“资治、存史、教化”的权威资料；是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的生动教材；是

展示、宣传阜新教育风采的窗口。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该志的编纂与成书，得到了教育局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该志编纂人员克

服困难、不辞辛苦、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市教育局各科室、县(区)教育局、各学

校及时提供各类信息和资料；市、县(区)有关部门、单位、人士提出指导性意见

和合理化建议。市委书记姚志平、市人大主任温建国、市政协主席韩景瑞、常务

副市长曹元、副市长张树森贺本志出版，欣然题词，充分体现各级领导对教育的

重视、支持与厚爱。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l

我们承载前人创业的艰辛与奋斗；我们立足现在的拼搏与创新；我们企盼未

来的成就与辉煌。愿阜新广大教育工作者奋发有为、务实图强、开拓创新，迎接

阜新教育的美好明天，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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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阜新市教育志》(1989--2005)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突出时代特点和地区特色；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

神，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了阜新地区自1989年至2005年教育的发展史料。

二、本志系《阜新市教育志(1299--1988)》之续编，力求在内容上与前志相

连续，在结构上与前志相一致，但根据客观实际，在框架结构、编排体例、选材角

度等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

三、志体。本志运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设章、节、目

三个层次，个别章节在目下设子目。本志除序言、凡例、综述、大事记、后记外，设

18章105节，分类记述，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并收入学校分布图4张，照片133

张。 ，

四、时间断限。记事起于1989年，止于2005年，个别章、节部分内容有所上

溯。以《阜新市民族教育志》为依据，《综述》自公元337年起，至2005年止。

五、志书资料。本志资料取自于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相关学校和单位档案，

以文件资料为主，其他资料为辅，部分资料摘取于志书、年鉴。

六、称谓。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各种会议、以及多次出现的学校名称等第一

次记述时使用全称，后以行文实际，酌用简称。

七、数学与计量单位，一律遵照国家有关规定书写。文中数据，以统计部门

公布的数字为准。

八、入志的英模名表，一般皆以基层单位填报为据。

了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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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幺不】尘

阜新地区为古代少数民族游牧迁

徙和驻牧地区。文化教育，史书记载甚

少。直到晋武帝太康十年五月(289

年)，慕容庞拜为鲜卑都督，其第三子慕

容鱿于公元337年自称燕王，建立“前

燕”。阜新为慕容氏发祥之地。慕容魔

父子尊重儒学，发展教育o．慕容鱿亲自

编写《太上章》和《典城》作为贵族子弟

的汉字识字课本。他还亲自授课、考

试，把学习成绩优异者提拔为侍从。可

见，慕容庞父子开创了阜新地区教育的

先河。

阜新地区的学校教育，据碑刻所

载，元元统三年(1335)《懿州学田碑》

碑文——《懿州城南学田记》：元大德

己亥(1299)左丞洪鹤山，从韦民得地，

建学宫，构讲堂，兴办州学，并拥有大片

学田。

明、清两朝，地方设有县学、社学，

袭用科举制。

民国时期，贯彻部颁教育宗旨，注

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

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新中国成立后，肃清敌伪奴化教育

和封建法西斯教育的遗毒和影响，建立

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

育o 1957年以后，贯彻毛泽东提出的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

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

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的教育方针。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地区教育

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以后，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阜新地区教育事业得到

迅速发展，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初等教

育、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

育、少数民族教育、民办教育、高等教

育、信息技术教育等完整教育体系。

1987年以来，阜新市认真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

“科教兴国”、“科教兴市”发展战略，以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为重点，以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为中心，以教育科研为先导，

加大阜新地区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全

面实施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形成了具有

阜新特色的全新的教育改革的格局，促

进了阜新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

展，取得了开创性的教育改革成果。

至2005年，阜新地区教育已有

1668年的历史。

学前教育 1988年6月，成立阜

新市教育委员会，撤销阜新市人民政府

托幼工作办公室，在市教委设托幼工作

办公室，具体负责托幼园所的管理工

作。1990年，阜新市幼儿教育工作围

了畛1



阜新市教育志

绕贯彻国家《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

儿园工作规程》这个中心，重点抓了幼

儿园的办园条件和教学秩序的改善和

整顿工作，从师资、设备、收费等各个方

面提出了统一明确的要求。

“八五”期间，各类托幼园所达到

1386处，在园幼儿6．1万余名，城市儿

童入园率达到95％，在广大农村普及

了学前一年的教育。全市有省级示范

园3个，市级示范园11个，达到国家一

级标准的幼儿园212个，城区50％的

园所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1998年提出，以贯彻“两个法规”

实施素质教育为重点，深化办园体制改

革，加强宏观管理力度，推进学前教育

质量全面提高。重点发展农村园所。

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加强乡(镇)

中心园建设，充分发挥中心园的示范、

培训和管理多重职能作用，大力发展村

办幼儿园和学前班。

2005年，全市有幼儿园243所，在

园幼儿254：08入，教职工1544人。

九年义务教育 1987年，市教育

局制定了《阜新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规划》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方

案》，并召开了阜新市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工作会议。

规划确定全市城乡，分四批滚动实

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即在1993年、

1996年、2000年和2000年以后，分别

在20％、30％、40％和10％(简称“二三

四一”规划)的人口覆盖地区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达到省颁基本条件标准。

1994年，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的指示
2

精神，在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的基础

上，对原“二三四一"规划进行调整，全

地区整体进入实施阶段，分别在1994

年(太平区)、1995年(海州区、新邱

区)、1996年(清河门区、细河区)、1997

年(彰武县)、1999年(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o

1997年初，为了实现两县提前两

年“普九”的艰巨任务，市人民政府做

出三项决定：一是加大市人民政府对两

县“普九”投入，二是要求市直各委办

局做好包乡带村工作，把保证对口乡

(镇)实现“普九”验收合格，作为重要

工作内容，并纳入对各委办局的政绩考

核内容，三是发展城乡校际间的帮扶活

动，解决薄弱环节的“普九”困难。

为了保证阜新市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的顺利实施和“普九”规划的按时完

成，阜新市坚持以法治教。全地区把

“普九”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作为政

府行为。把“普九”作为“一把手工程”

来抓，并层层签订责任状。全市开展了

法制宣传活动，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周为

“义务教育法宣传周”，第一个月为“义

务教育法宣传月”。结合《义务教育

法》宣传，开展了“动员流失生返校活

动月”活动。为控制中小学生辍学，阜

新市采取控制中小学生辍学的一系列

措施，制定下发了《阜新市控制中小学

生流失的暂行规定》和《阜新市控制中

小学生流失的规定》，各县(区)和乡

(镇)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乡规民

约”，制定了奖罚措施。坚持“多渠道

筹措教育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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