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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一的 话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

根据市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的决定，杨家祥副区长指

示，成立了编纂小组，负责《昆都仑区教育志》的编纂工

作。

依据市教育志提纲，宗俊同志拿出整体框架，1 2月

9日，关铁玉同志具体落实、拟稿。按照提纲和框架，精

心设计，全面铺开，收集材料，删繁就简，统一体例，联

缀成篇。

在局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学校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于

年底完成了初稿。

本志记述了l 9 5 6年至1 9 9 1年底，昆都仑区教

育系统的历史和现状(含部分学校的基本情况)。概述

部分，介绍了昆区教育沿革、教育制度、管理。第一章幼

儿教育，第二章初等教育，第三章中学教育，第四章职业

学校，第五章成人培训，第六章民族教育，第七章特殊教

育，第八章昆区大中专院校招生办公室，第九章教育人物

之后，附表。本志内容翔实，使读者了解过去和现在，以

史为鉴，进一步办好昆区教育，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

育方针，为昆区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志采用了l 9 8 6年区教育局组织编写的《昆都仑

区教育史》(油印本)部分内容。该史由王荣堂、郝学

忠、孙汉文、乔枫，韩佩英、韩耀歧同志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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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教育志编纂小组组长石耀

东同志、区党史办张清同志、区志史办互世颖同志的具体

指导，并经石耀东同志审阅。

本志编纂过程中，昆区区委、区政府领导给以极大的

支持。区委书记荆振国同志为本志题写书名，区政府区长

云飞同志为本志题词。区委副书记武志亮同志、常务副区

长杨家祥同志担任本志顾问，在此，谨致谢忱。

编纂教育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所含时间长，覆盖面

大，编纂时期紧，资料不全，加之编纂人员水平有限，疏

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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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一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做到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

二、遵循“横排竖写，事以类从"的记述方法，所收

内容按初等、辞’学，职教、民教、成入教育等分类，计9

章3 6节。

三、上限1 9 5 6年，下限至1 9 9 1年，重点记述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教育工作和现状。

四、采用述、志、记、表、录相结合的体裁，以志为

全书之主体。

五、采用语体文，使用规范简化字。

六，所用计量单位和数字，以l 9 8 4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和l 9 8 7年《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一、所录资料，均经过考证，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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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一、教育沿革

(一)

中华入民共和国成立后，昆鄱仑地区属子包头市郊区

一区管辖。l 9 5 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利用白云鄂

博矿资源，在这里建设大型钢铁工业基地。l 9 5 4年5月

i日，包头钢铁公司(1 9 8 9年7月l目改名为包头钢

铁稀±公司)正式成立。l 9 5 6年8月2 2旧，包头市

正式设立昆都仑行政区。髓着市区桂会主义建设韵蓬勃发

展，相应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发展。l 9’5 5年起建起鞍

建职工子弟小学，又竣工完成中苏大街第二小学<现团结

大街二小)、青年路小学(现青年路第一小学，和钢铁大

街第～小学，l 9 5 6年，建立了包头六中、包头七中。

三十五年来，昆都仑地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前、初

等、中等，职业、特殊、职工、民族教育高等院校纵向教育

体系和适应区情的国家办学与企业办学并举韵办学体裁。

现在昆都仑地区有幼儿园2 7所，小学4 l所，中学

2 7所，技工学校2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高等学校2

所，电视大学1所，职工大学2所，职工串专2所，教师

进修学校i所，职工学校l l所，聋哑学校l所。
。t

’

<-T-)

是区救毒事照灼发矮，可以分为三个粉毂二即建蜀初

·王膏



期、“文化大革命”期间、新时期。

l、建国初期。 ’

随着包头工业基地的兴建，1 9 5 6年昆都仑区建

立，8月，昆都仑区人民委员会下设文卫科，管理区属小

学，1 9 5 7年4月，撤销文卫科，建立文教科，并建立

了小学系统第一个党支部。l 9 5 9年建立昆区教师进修

学校、教研室和包头地区最早的少年之家。l 9 6 2年文

教科改为文教局，并建立了“教师之家”，负责组织教师

的业务活动，各校相继成立教改委员会，为广大教师搜集

资料，帮助教师备课，指导教师讲课，开展教学改革研

究，不断提高教师政治文化素质。在学生中加强思想品德

教育，开展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活动。1 9·5 9年蒙民小

学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表彰。 ：r 、

l 9 5 7年以后，包钢、二冶相继筹办并设立了教育

处，分别进行企业办学。 ，．

Ⅳl 9 6 4。年，包钢、二冶教育处与昆区文教局合署办

公将近一年，又分开i ，-

截止l 9 6 6年，区属有小学l 4所，在校学生

l O 8 2 4人，教职工．4 2 1人，中学l所<民办-)。

这一阶段，教师队伍稳定，教学秩序正常，教育教学

质量稳步提高。

．2、“文化大革命"时期。 ．．

1 9 6 6年至1 9 7 6年，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昆区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文教系

统成为昆区的“重灾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被打成“牛鬼

蛇神黟、“臭老九”，受到残酷迫害，不少校舍≮1设备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