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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类社会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白银市虽建置较迟，但辖

区内的县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教育随着时代的前进、历史的

变迁而发展。汉时设学授徒。隋唐至明，皆设儒学，立学正，置教授

教谕，专司教育。清袭明制，开书院，兴学堂。民国时期始新学，办学

校。但在旧制度的束缚下，辖区内的社会经济长期落后，民生困苦，

教育发展非常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各类教育逐步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为白银市

的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鉴古治今，以志育人，市教育局于2002年8月决定编纂《白

银市教育志》，力图将全市教育的起始、发展、兴表、变革的历程，特

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进行全面记述，以期发挥志书存史、资政、

教化的作用，从而实现其为全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服务的目的。

现在，全市第一部教育专业志——《白银市教育志》在白银恢复

地级市建制20周年之际，在市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亲切关怀下，在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在各企业办学单位、局属各科室及

教育事业单位、各直属学校的支持下，经过供稿人员和编辑人员的

共同努力，经白银市地方志办公室审阅，付梓面世。这是全市教育

系统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成果。

《白银市教育志》的编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查阅了许多现存的、汇集整理了各基层单位的资料，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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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教育志

辖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在编纂中重点突出了以下几

方面的内容：一是认真细致地构廓全市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记述

辖区内教育发展的过程，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反映了白银教育的

现实，试图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进而为白银市今后教育事业的发

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决策依据；二是热情讴歌白银市辖区有史以

来为当地教育有突出贡献的地方官员、社会贤达及广大教育工作

者志矢办教育，教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终生奉献教育的先进人

物以及慷慨解囊、集资办学、捐资助学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三

是高度赞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大抓教育，各

级各类教育健康发展的历史功绩。

上下纵跨六百年，各类教育在其中；前后记述千件事，全书彰

表万余人。近百万字的志书，是近百人辛勤劳动的结果，给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资料。其特点是历史跨度大，涵盖面广，又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无

论是在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上，在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上，还是在

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白银市教育志》的出版问世，必将

证明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志书的质量

和内容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待于社会各界人士斧正，缺漏与

不足之处，希望后修者进一步完善，企盼以此为起点，使白银市教

育志的编修工作与时俱进，绵延不断，永远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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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白银市教育志》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白银市教育志》，(以下简称《市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较为全面、真实、准确地记述

白银市辖区内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白银教育的发展提供历

史的借鉴、现有的状况和决策的参考。

二．编纂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记述的真实性。年代久远的

教育史实，要有采集资料的出处；现代史实，也要仔细论证，反复核

对，防止出错。学校历史、教育人物，力求做到措词严谨，客观公正。

(二)略古详今原则。记述史实，要追溯至有史可考之年，以保

持全市教育事业历史的延续性。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白银市辖区内教育发展的史实、重大事件、教育的特点和整个教

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三)生不立传原则。即反映人物，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凡经

各县(区)、学校、单位推荐入志的教育人物，按“生不立传’’原则，只

记述事迹，不加评论。对教育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民教师、教育

工作者、社会贤达中业已谢世的教育人物，应从实际出发，客观、公

正地做出简评。

(四)横排、纵述原则。为了历史地、全面地记述史实，《市教育

志》按照教育的类别、专业部门、分层＼次叙述。横以各类教育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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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设章排序，章内设节；纵按历史由远及近记述。有的章

实际出发，用纵横结合的写法。具体叙述中，采用编年体和

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三．体列

本志遵从地方志行文的有关规定，结合教育专志的特点，使用

规范文字，统一体例：

(一)用语体文；

(二)学校名称用现在名称的全称；

(三)教育人物直呼其名，不加职衔，不加褒贬定语。凡按《市

教育志》教育人物入编原则辑录的教育人物，大顺序为：先县区，后

市直，再企业；各单位以小传、简介、表录、名单、教师世家为序；小

传、简介、表录人物以出生年为序；名单一般以姓氏笔划为序。

(四)朝代纪年年号用汉字，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

(五)统计数字、表格、百分数以及非朝代纪年的年号均用阿

拉伯数字。相关图表排在有关章节之中。

四．时限

本志按照由古溯今的原则，上限到辖区内教育活动有史可考

的西汉置学官，区内办学，有文字记载的开始时间从明洪武三年

(1370)起，下限到公元2002年底。

五．范围

《市教育志》以记述全市性的教育史实为主，对全国、全省性的

教育，除有些知识性强，有利于教育研究的个别部分外，一般只记

述本市的实施情况，各县区、各单位的教育未列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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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鬟嚣量于轰喜器蔷麓磊鬈亨黜似来的第一次教舡作会议。贯

989年．市委市政府召开集资办学表彰大会

作会嚣4簧磊荤嚣照军言嚣磊奎藉熊
纲要"精神。树立一批市缎示范学校

1 999年{o月会宁县头寨乡中湾小学校长

冉树苍{前排右6)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创建于民国9年(1 920)的景泰县永泰小学校门 20世纪40年代的靖远中学校门

、

靖远师范20世纪50年代桉门



改建于20世纪末的靖远一中校门

会宁一中校门

景泰一中校门及教学实验综合大楼

白银市一中校园一角

白银市实验中学校园

平川中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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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二中校舍全景 会宁二中校园一瞥

白银公司一中

景泰二中 靖煤公司一中校园一角

氅嚣



会宁三中

999年新落成的靖远师范附属小学综台楼

白银公司8校1999年成立少儿乐园

白银市园林化学校银光中学校园

993年白银市聋哑学校建成招生

平川区共和乡老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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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区第二小学逸夫教学楼

白银区幼儿园

白银公司一中学生与外籍教师交流 景泰二中学生上化学实验课

。I．_。I．I●_●-．幔■



景泰一中学生实验课 会宁中学生学电脑

白银市二中艺术体操精彩亮相

靖远一中微机教学 白银市工业学校教师上课



2000年9月中共白银市委白银市政 白银公司三中第一届文化节

府奖励的十位最佳校长

市实验中学体育运动会开幕式 白银市第一中学体育运动会

白银市第二中学体育运动会 景奉一中学生体育活动——拔河比赛



银光小学庆六 会宁县幼儿园庆穴

——大班韵律操

白银公司一小宣传推广普通话 白银区三校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比赛

命会
传师
统纪会

警蓉耋
下东
对关
学小
生学
进在
行红
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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