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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县教育志》的闻世，是平乐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景研究平乐教育的历史，

探索教育的规律，促进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平乐县教育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985年底。在中共平乐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

下，在有关单位和知情人±的关心帮助下，经过编写人员6年多的广集史料、访问调查、考

证核实、三易其稿，终得成书：

教育事业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份，教育的兴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才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平乐自1日49年12月解放以来，教

育事监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输送了一批批人才’。令人痛心的是十年的弘文

化大革命”使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巾金会以来，教育被列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重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藿教蔚然成风。我县的教育事业实现了历史

性的突破，基本扫除了青壮镪文宦，普及了初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幼

儿教育、普通中等教育以及电视、函授、自学考试等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消

除了中小学危房。目前正在逐发实施九年制必务教裔的计划。

州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把发展科学按术和教育事业放在经济发

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我们

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要以基础教育为重点进一步发展各类教育事业。要不断增加教育经费

的投入，提高师资的水平，改善办学的条件。深化改革，开拓奋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是

当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平乐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志的出版，使我们感到欣慰。但由于有关史料搜集困难，加

之编写人员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志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恳请领导、专家、学者及广大读

者提出宝贵意见，不胜感盼。 ．

是为序。

奠宏之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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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力

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编纂，横排门类、纵写始末。注意以志为主，结合运

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应用语体文进行记述，并把褒贬寓于记述之

中。

三、本志上限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为溯其源，个别章节追述至宋朝宣和年

间(公元1119—1125年)，下限1989年，个另q章节延至1991年。由于民国前期的资料甚缺，

·些章节难免出现断线现象。

四，本志除大事记、总述外，正文按章、节、目层次编列。

：五、历史纪年，沿用历史惯称，清代前加括号注公元，民国时期不加注，解放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

六、人物称谓，职衔在姓名前，但不加褒贬之词。地名、校名、专用名词，均用当时习

惯称谓，并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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