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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o教育与科技和现代化建设联系紧密。

教育是经济发展及科技进步的基础和前提，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要发

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o党的十五大把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基

础工程，确立了教育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提高综合国力中的战

略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优先发展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提出了教育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目标，为教育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o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为了实事求是地反映清镇教

育的历史和现状，发展清镇教育，为振兴清镇经济服务，我们编辑出

版了《清镇市教育志》o《清镇市教育志》的出版，是清镇市一项极为

重要的文化建设成果，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也是献给即将到来的

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厚礼o’

． 清镇市人民政府早在清镇撤县设市不久；即有编辑出版《清镇市

教育志》的打算o 1997年初，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在全力以赴抓

“两基"达标的同时，组织人力编写教育志，并要求抓紧工作，在1998

年3月出书o 5月成立编辑领导小组和编辑组后，随即着手收集资

料，开展编纂工作。在时间紧、任务重、人力少的情况下，编辑人员日

夜加班加点，辛勤耕耘，至1998年2月，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共收

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通过三易篇目，四改其稿，完成了约65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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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稿付印。在《清镇市教育志》出版之际，谨代表清镇市人民政府

向为完成这一浩繁工程而辛勤工作的编辑人员、审稿人员以及支持

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各有关部门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镇市教育志》是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写的大型教育志

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明代中叶起至1997年六百多年间清

镇教育的发展情况，内容丰富，是一部资料性、科学性的著述。

《清镇市教育志》具有六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实事求是。全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如实反映清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教

训，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此，编辑人员先后召开

过多次会议，进行专门研究，提出在编写过程中，要观点明确，褒贬恰

当；对丰富的材料，认真分析研究，并虚怀若谷，广泛听取各方面意

见；对解放后教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满怀激情，写够写好；对工作

上失误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有分寸地

记述。特别是对1958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间清镇教

育的曲折发展，要作出正确的评叙，使读者从中得到若干有益的启

示。由此可以看出编辑人员坚定正确的原则立场和敢于对历史负责

的胆略气度，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尊重历史的原则。

二是略古详今。全书记事，以明初清镇建卫为起点，对远古史

实，略而不叙，避免烦琐考证，占据篇幅。而将节省下来的大量笔墨，

用于记叙清镇近代、现代的教育，特别对解放后清镇的教育发展和取

得的成就，浓墨重彩，突出记叙，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三是资料翔实。全书注意了“详史之略，参史之错，补史之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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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无”o自起步之初，编辑人员就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既广泛查

阅文献，又全面整理档案收藏，还注意征集口碑资料，为志书编写打

下坚实的基础。面对浩瀚充实的资料，编辑人员精心进行提炼归纳，

正确选择取舍，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送审稿发出后，又多方听取

意见，认真进行删削、补充、修改，才最后定稿成书。

四是点面结合。全书各章，不但有面上综合概括材料作主干，而

且还有点上的典型材料作衬托，显得有骨有肉，内容饱满。如《小学

教育》、《普通中学教育》等章，均有学校选介。面上综合概括材料与

点上典型材料有机结合，紧密配合，这在教育志书中，可谓别具一格。

五是纵横照应。纵观全书篇目设置，序言、凡例在于使读者了解

本书的编写目的和编写原则，作为阅读全书的指导。概述作为开头，

在于使读者了解清镇教育发展的概貌，对阅读全书起到提纲挈领的

作用。正文各章，为全书的四肢百骸，分述各类教育的发展和现状，

使读者一目了然。全书以大事记要压尾，以突出眼目。从各部分看，

本书纵横照应，首尾照应，经纬契合，协调配合，浑然一体。

六是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明显。正文各章记述，从清镇的实际

情况出发，体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点，注意了“五个突出”：

其一，清镇解放初期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六十年代前期贯彻“两

种教育制度"等，都取得显著成就，书中突出了这些历史发展的轨迹；

其二，清镇境内中央、省和贵阳市属厂矿多，这在全省也是少有的，书

中突出了厂矿办学，以体现厂矿办学是清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三，清镇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较早，成绩显著，书中突出了职业高中和

农业中学，以体现中等教育结构调整和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其四，

清镇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市，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21．7％，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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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乡，书中突出了民族教育，以体现党和政府对民族教育的重

视；其五，“两基"达标，是既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书中突出

了“两基"工作，以体现时代前进的步伐o

《清镇市教育志》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发展教育事业，为建设

清镇、振兴清镇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为各级党政科学决策提供了现实

依据，是对全市各族人民进行市情教育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生动

教材，也是全市广大干部和教育工作者研究清镇教育和经济社会的

重要资料。

希望全市广大干部和教育工作者认真阅读、研究、运用这本书，

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奋力做好各方面的工

作，以全新的姿态，迈进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

清镇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海涛

199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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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全面记述清

镇市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上限不限，下限至1997年。

三，采用述、记、志、录和图表，以志为主。分类设章、分节、立目，横排竖

写，总分结合，纵横照应。一律用语文体、记述体。

四、民国及民国以前纪年，均用当时年号，括注公元纪年o‘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o 1949年11月15日清镇解放，以此划分解放前
■一
，口0

五、地名和校名，按各历史时期称谓书写，必要时加注今名。

六、所用数据，以教育部门年报和统计部门核定的数据为准。数字书写，

如无特殊需要，均用阿拉伯数字。

七、资料来源，主要是《清镇县志》和市政府办公室、市史志办、市档案馆、

市教育局所存档案资料，各乡镇教育辅导站及有关学校或个人提供的资料。编

纂时均不再注明出处。

八、志书中使用的简称，统一作注释如下：

农广校：中央农业广播学校。

五讲四美：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普九”o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扫盲”o

三教统筹：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一筹划o

三沟通：卫星师专的俗称。

两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o

五大生：业余大学、电大、夜大、函大、职大毕业生。

五心教育：把忠心献给祖国 爱心献给社会孝心献给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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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献给别人信心留给自己。

一纲四法一条例：

一纲：《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

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

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五自：自尊、自重、自强、自立、自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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