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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市郊区这块芳草地上，历史上曾出现过广西的第一位状元，

更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于社会发展有用之人才!

多少人曾为之艰辛耕耘，经历了几番风雨，几度春秋?有几多经

验，有几多收获?

过去的岁月条件如何，是怎样的变化，是怎样的发展?哪些应当

发扬，哪些应当改革?

这些．，非把它记载下来不可1 1989年初．局领导班子作出了决定。

如今，以主要反映近一个世纪以来本郊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第

一部《桂林市郊区教育志》业已问世，确实可喜可贺。

我们没有必要去讥笑过去的不足，也没有理由满足于现状．．

凡事有个发展过程，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低级

走向高级。

千秋大业，教育为本。教育事业是崇高的、神圣的事业。

我们任重道远!阳光洒满征途，春风伴我们前行。希望在于勤

奋!希望在于拼搏!

桂林市郊区教育局

局长 莫家良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凡 份

一、本志编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运用资料，力求做至憾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主要反映栏林市郊区近一个多世纪来的教育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详今略古，以起到

“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形式编写，横排门类，纵写始末，力求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以章、节为记述层次，运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充实内容，以志为主。全志由大

事记、图片及本志组成；本志分1 4章4 5节；共计2 0余万字。

三、本志上限起于清光绪3 1年(公元1 9 0 5年)，个别章节追溯至唐乾宁二年(公

元8 9 5年)；下限止于公元1 9 8 9年底，有些资料延至公元1 9 9 0年。

四、鉴于桂林市郊区建制曾几度撤销与恢复，本志所收史料，主要以桂林市郊区现辖地

域为界，兼收入少量其它有关史料。

五、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姓名，不加褒贬之词。

六、历史纪年沿用历史习惯通称，必要时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地名、校名、术语，按各历史时间的不同称谓记述，使用全称；需要简缩的，第一

次出现时用全称。

八、凡公元世纪、年代、月、Et、记数、计数等均用阿拉伯字码，书写文字～律使用国

家已公布的简化汉字。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广西图书馆、广西通志馆、桂林市档案馆、桂林市图书馆、桂林市

郊区党委办公室、桂林市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桂林市郊区教育局办公室及档案室，以及桂

林市郊区各中小学校、教育界长辈、社会知名知情人士的书面口碑资料，石刻碑文等，经核

实、整理、筛选，．慎重录用，在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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