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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第一部教育专志《涉县教育志》在各级领导的热切关怀和广大

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支持下，经过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付梓问世

了，这是涉县教育史上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系统文化工程，是令

人欣慰的一件大喜事。

涉县人文历史悠久，教育事业源远流长。涉县虽处深山边鄙，但民

风淳朴，乐于教化，在春秋战国以来2500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物换

星移，人事更迭，教育事业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发展。尤其是隋唐科举考

试以来，儒学逐渐兴隆，宋元学宫、明清书院、清末学堂、民国高小曾兴

盛一时，为涉县的教育发展均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旧中国文

化制度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涉县教育一直比较落后。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期间，涉县作为坚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

抗日烽火和支前运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坚持和创办各级

各类学校，为战争和生产培养出大量人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

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县的教育事业，随着社

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步入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尤其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涉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改善办学条件硕果累累，普

通教育成就辉煌，成人教育功效卓著，职业教育异军突起，幼儿教育蓬

勃发展，特殊教育后来居上。特别是2000年，紧紧抓住迎接国家“两

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复检契机，全党全

民总动员，大打一场落实“两基"攻坚战，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前进。

涉县教育先后获得省、市改善办学条件先进县，省实验教学示范县，省

电化教育先进县，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德育工作先进县，

全省和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先进县”等荣誉

称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o



2 涉县教育志

《涉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秉笔直书，详今

略古，全面反映涉县教育全貌，着重对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涉县教育

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载，讴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涉县教育事业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本志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地方

性于一体，内容翔实，体例得当，语言朴实，文笔流畅，图文表相宜，是涉

县教育界一部具有权威性的综合全书。

欲知大道，必先读史，以志为鉴，可以知兴替o《涉县教育志》记述

了各个历史时期涉县教育的兴衰成败，是非曲折。我们从中可以了解

到，教育既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等互相联系、互相制约，

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就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本县教育及其发

展条件，扬长避短，兴利除弊，按教育规律办事，进行科学决策和管理，

尤其是要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不再重蹈歧途和误区o《涉县教育志》

所录涉县教育史上的模范人物，多为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领导、教师、尊

师重教的楷模，他们的思想行为，必当激励"-3代，惠及后世。希望广大

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要发扬教育前辈艰若创业的办学精神，全面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本志既是涉县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和必备手

册，又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同时，志书所载的教育史

实，为当今及后世研究教育乃至整个人文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总之，《涉县教育志》对于“资政、存史、教化”有着十分广泛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编修《涉县教育志》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修志人员竭诚

尽力，邃觅群科，长年牺牲节假日，勤奋笔耕，虚心请教专家，尤其是在

涉县近200年无涉县志书参考，与周围市县几度分合，人事沧桑动乱，

资料散失匮乏等不利条件下，为向世人提供一部有文明史以来的一部

专业志书，克服人员少、任务重、同时又兼做其他工作等困难，蹑履披

求，寻丝觅迹，多方收集资料，查档案记载，录口碑回忆，抄寺庙墓碑，然

后执简驭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复论证，几易其稿，终成传世之作，



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劳动成果必将永载史册o

《涉县教育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多方支持和通力协作的产物。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市、县领导的热情关怀，省内外专家不吝赐教，

涉县档案局、涉县党史研究室、涉县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大力协助，县方’

志办领导全程指导，教育界老前辈鼎力支持，文教体局各基层单位积极

配合。在此，我谨代表涉县文教体局，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修

志的有关领导、各界人士及辛勤奋斗在第一线的全县教育工作者表示

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致天下之治者在于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于教化o"希望我们每一

位教育工作者通过学习、借鉴、研究教育志，承传和弘扬涉县教育2000

多年来的优良传统，奋力拼搏，开拓进取，用我们的汗水和智慧去谱写

涉县教育更加辉煌的历史，为科教兴国、科教兴县培育出更多的高素质

人才。

涉县文化教育体育局局长 牛永芳

2003年3月



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涉

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统一，突出地方

特色，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可靠依据，达到“存史、资政、教

化”之目的。

二、体例本志为新创编专业志，非续志，共分十六章。

三、断限上限不限，追根溯源，以为贯通古今，标往镜来。下限至2000年底，

大事记及部分内容延至2002年10月。编录原则为“详今、明近、略古”o

四、结构 以“概述”为全书之纲，以“大事记”为轴，列在编首。志文本着“事以

类从、横排纵写”的原则，横分门类，竖写始末，设章、节、目3个层次，力求脉络分

明，顺理成章。后附重要文件汇编，以资查考。

五、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相结合，以志文为主。

六、文体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对人和事的记述秉笔直书，不加评论，文风

力求简明、朴实、通俗、流畅。对收录的古代引文则保持原貌。

七、行文行文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或在姓名前冠以职

务。公元纪年、数据表述一律采用阿拉伯数码。古代纪年、专用术语、习惯用语、词

汇成语中的数字，用汉字表示。地名、校名、组织机构、职位名称及政治、政策用语，

均保留当时、当地称谓和说法。

八、人物收录如实记述对教育做出巨大贡献、享有一定声誉的教育人物。已

故者编为“人物传略”，以卒年为序。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生人编为“人物事

略”，以生年为序。

九、所辖区域整体上以县辖区域为主，个别历史年代所用史料为涉县是时所

辖区域。

十、依据资料一为文字资料，包括档案、志书、报刊、碑抄、家谱等；二为口碑

资料，包括面访、信访、电话采访、回忆录等。凡考证无误者即予载录，一般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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