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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教育志》评审会与会人员，√： ：_vtt。．
一

(1989年】1月3日——6日于鄢陵县招待所)

刘卫东 河南省教育史志编辑室编辑 。 ’．

刘戈许昌市地方志总编辑室副主任

马炎鑫 中共许昌市委副秘书长
、

张时伦许昌市教育史志编辑室主任、主编

金万盛许昌市教育史志编辑室编辑

胡家珏

程森离

司晓晖

杜观海

陈文荟

田志高

陈国占

刘松盛

杜铁成

崔凤春

郭永昌

胨志伦

王一新

宋志国

李继安

张继成

温凤梧

鄣善政

鄢陵县县长助理
。

。

鄢陵县地方志总编辑室主任

鄢陵县地方志总编辑室主编 ．

鄢陵县地方志总编辑室副主编 、

原鄢陵县教育局长
一

原酃陵县教育局副局长 ，

鄢陵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

鄢陵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

酃陵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

酃陵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一

鄢陵县高中副校长

鄢陵县初中教导主任

扶沟县教育志编辑 ．
．

扶沟县教育志编辑’

许昌县教育志主编

鄢陵县地方志总编辑室编辑

郡陵县地方志总编辑室编辑

原鄢陵县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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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炎宣 鄢陵县高中教师

马其栋鄢陵县教育委员会办佘室副主任

高云周 酃陵县教育志编辑室主编

2

，

％El●

“

々*。

■

；§麓，鬈；

^r，

v



县

小。
l警—十

一

图 伊l

@县政府驻地

@乡镇政嬲驻地

一’—?县界线

⋯—乡镇界线
—¨铁路

一公路
+H什．H土堤

皇oh水系
@高中

☆农韭高中

★初中

@戴帽初中

裒小学

0村庄

鄢陵县一九八九年中

校分布图



序。、 ‘j ：·

．，．

盛世修志，实为我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 曾记求学时，聆听老师教诵《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铭记

未忘。然当时，仅知鄢之名而未知其址，存疑日久。前年任职鄢

陵，便谒阅鄢陵旧志，方解久惑之疑，亦更关注鄢陵教育发展

史。鄢陵，古为鄢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视鄢陵全境，虽无

崇山名川之胜，却有田如园、林似网，。一派林茂粮丰景象，又有

鄢人爱种花，十里八里顾不暇， “鄢陵蜡梅冠天下"之美称。又

知鄢陵历有修志传统，明代以来已修13次之多。今云周同志主编

《鄢陵县教育志》已历数载，茹苦含辛。我领衔县教育志编纂委

员会领导组长，只因公务繁忙，编纂过程中除重要阶段听取汇

报，重大活动参与外，诸多工作实由县教育委员会陈国占诸同志

具体领导，在县地方志总编室同志指导下进行。今总纂其成，这是

我县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大成果，凝聚着工作人员和关心支持

此志成卷的同志们的心血。

志属史类，但有异同。史者，今人写古人，以时为序，分类

记之，直言议论，褒贬分明。志者，今人写古又写今， 重在写

今，以事为体，事以类从，实事求是地宗于历史原貌和现状，寓

褒贬于叙述之中。今人议古人，何顾何忧?今人记今人，大凡记

其功则喜，记其过贝|j愠。无怪古人常叹“修史之难莫过于志"，

常常“预杜是非者难，，。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敢于正

视现实，既能毫不隐晦地承认失误，又能光明磊落地纠正失误是

我们的优良作风。我们希望很好地利用志书这种形式，总结我们

。r重．．



事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推动我们的事业向更好的方面发展，跹

期取得更大成就。只有这样，才能使志书起到“存史，资治、教．

化"的作用，我们希冀并不懈地追求着历史的重托一一“继往开

来，无愧后人”。
。

．仅此为序。 、

＼

t 2～

鄢陵县县长助理 胡家钰．
·’

1990年1月



序

创修《鄢陵县教育志》，自1983年4月始设编辑室，派员广

搜资料，查阅档案，访问座谈，置篇纂稿，历时7年。采访、编．

．辑人员虽屡有更换，幸有高云周同志自始至终，发凡起例、设置

。篇目、撰文记事，三易其稿。并于1989年儿月上旬，召开有省、

市、县修志专家和许昌、扶沟两县教育志主编等同志参加的《鄢陵

县教育志》初稿评审会，对初稿提出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中共

许昌市委副秘书长马炎鑫同志、许昌市地方志总编室副主任刘戈

同志亲临指导。之后在云周同志主持下，又经三个多月的修改、

补充，至1990年初纂成《鄢陵县教育志》。

本志编纂依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的《新编地方

志工作暂行规定》的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叠详今略古螂实事求、

是"的原则，记述1840-,-,1988年间，鄢陵教育事业兴衰起伏的历史

状况，反映各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特别反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鄢陵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

状况和伟大成就，以“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颂扬广大教。’

，师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出大批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的建设人

才，所作出的显著贡献，颂扬广大农民、职工，干部为发展鄢陵

．教育事业而集资办学，培育人才，造福后人的奉献精神。‘

本志为今后鄢陵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较有价值的借鉴、研

究资料，对广大教育工作者，’为发展鄢陵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将起到激励作用，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资文明建设中将产

生较大效益，这也是我和我的同事杜铁成j刘松盛、崔凤春等诸

， ·3’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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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对编纂该志的共同愿望。为此，我们唯恐对具体编纂工作支

持不力而废止，常萦于怀，纳修志工作于议事日程之中。

本志既为鄢陵教育首创之志，必有缺憾之处。囿于修志理论

水平和编纂实践经验，纵然我们有良好的愿望，亦不能达到尽善

尽美，犹如庖丁调众口。所存缺憾，唯希望后来治学者察之正

之，以女娲补天之劳，续修新篇，以实现我们未实现的愿望。

． 书既成，兹将付印，特志数语权当序。 ．

声4，

鄢陵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陈国占
‘

1990年1月



序 三

我自今春由县委宣传部到教委，正值教育志总纂成功，主编

邀我作序，深感有愧且有幸。教育志之创成，实为前任陈国占及

诸同志之功劳，更赖县委、县政府领导鼎力支持。我未付寸功，

却沾其光，心中不安’上任伊始，适逢出版鄢陵县第一部教育

志，有此机遇，幸甚之极。

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

是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鄢陵历史悠久，教育发展曲折起

伏。教育志编辑人员，从浩繁的历史资料中，’‘历尽奔波调查访
问、翻阅档案古籍之辛苦，又经寒暑伏案，呕心辑著之精思，分

门别类，条理清晰地纂写出具有时代特色，又有鄢陵地域特点的

教育部门专志，为我们现在及今后研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减少

工作失误，取得教育事业更大成就，提供了一面历史镜子。也给

我们对师生进行历史教育，思想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

面，提供了翔实可贵的历史资料。此绩诚可嘉，此功实可贺。

我只有与诸同事，协力使《鄢陵县教育志》得以出版问世，

以补前愧，以安前数任领导萦怀此事之心。 ，

7

鄢陵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刘根旺二
” 1990年4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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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依据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1985年公布的《新编地方

恚工作暂行规定》的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想，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进行编纂。． 。
， ．

，

二，贯彻“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以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记述历史和当前的状况，力求

体现当地教育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各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重点反

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鄢陵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和伟大成就，力

求以“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充分反映当地广大教师忠诚

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光辉业绩。’ ．’

三、本志上限原则上断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下限断

在1988年。但为了显示鄢陵县教育的历史渊源，贯通古今，概述

和大事记篇上溯到东汉，’下限基本断在1988年，教育管理一章的

·些节目记录了1989年的资料。 ： ，：，

． 四，按照横分竖写，事以类从的编纂方法，全志分为s概

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师、教育管理，人物、大事记、附

录共8篇22章43节，并以综述、分述，记、传、图片、表，名录

等分类纂述。
’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记叙发

生在鄢陵县教育事业中，影响较大，牵动全局的重大事件，既记

成就，亦记失误，特别记叙那些重要事件首次、末次的发生发展
和结束，记述县以上重要领导、知名人士的重要活动，和广大教

师的重要创造发明，著作、教学科研成果，以及记述那些事虽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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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却表明是一种新生事物的事件。民国以前的事，用当时

’年号，夹注公元年号标出，民国以后一律用公元年号标出。

六，除参照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英模人物暂不列入外，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按照以下标准收

录人物，1．地区(市)行署以上颁奖的先进教师，学生，2．

鄢陵籍和长期在鄢陵教育部门工作政绩、教绩显著的老教育工作

者，3．一鄢陵籍和长期在鄢陵从事教育工作的中、高级知识分

子，4．大学生。分别以传略，简介，名录，名表入志，并直书

其名。民国以来县劝学所，教育局(科、委)负责人，及各股室

负责人和乡重点中学、县重点小学以上的学校校长(负责人)随

-’行政职官和学校介绍时列入，不再列入人物志。

七，本志使用语体文，但引文，附录中的文言悉照原文。对

于各种事物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但“文

化大革命”一律用全称。

八，文中记述时所用“解放后”即指鄢陵1947年10月1日以

后。叠建国后修即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

九、对“敌"，“伪"，“匪"等词，本志按照上级有关规

定，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力求客观地使用。

十，凡表示旧制年号、月份，如宣统二年三月，或表示事物

及时间顺序的，如第一，上午八时，或表示概数，几分之几，如

两三天，四分之一等数目字用中文。凡具有表示数量的多寡意义～

。的数目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百分之几一律用“％’’号。·凡
表示量的，除货币沿用各时代名称，必要夹注外，表示长度，距

离，重量、面积的，一般用现行公制，如公斤，公里，米等，引

’、用原文者除外。 一j
1．

十一，部分统计数字，在采访时发现，上报地区(市)教育

局(教委)数字与本县统计局数字多有出入，经过核查能核准盼

以事实为准，不能核准的多以本县统计局数字为准。1936---1947

·，7·

。¨



年，教育方面的数字，因档案散失，多以调查为准。。‘

十二，本志列有两种附录，一种列在节，目后边，起补充说

明的作用，另一种附在全书后面，属于未入志书正文的资料。

十三，本志言必有据，大量资料来源于省档案馆，县档案

局；县教育局档案室，口述碑文资料均经调查一一核实，但为节

省篇幅，除重要引用文字外，多不注明出处。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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