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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兴学育人，是关系人类社会

，不断前进和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重大事业。因而历代盛世都提倡兴办

教育。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振兴教育，尤其特别重要：

自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工作同其他部门_样，实现了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把它看作振兴经

济的战略重点，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大力进行智力投资，．

努力发展教育事业，已列为国家计划的重要内容，成为广大人民的共

同愿望。
一

．，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编志工作我们党和政府

历来是十分重视的。编写一部县有周村特色。的教育志，是历史赋予我

们的一项光荣而碾巨的任务。对此，各级领导非常关心，广大教育工

作者热情支持，这是形成《周村区教育志》的重要原因。

认真保存周村的珍贵文化遗产，借签前入从事教育的经验教训，
’

为发展教育提供可靠的历史资料，是周村教育事业的需要，也是编写

《周村区教育志》，的目的。 、

在编写过程中，以马克一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群策群力、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突出特点的方针，力求实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周村百余年来教育事业的沿革，认真进行

诃查采访，座谈讨论，查档考证，、1签别核实，。力求正确地反映不同历

史时期的教育状况、特点和规律，使形成的志书起到应起的历史作用

与现实作用．，、 。，‘ ．7

编纂体例，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时间断限， 自1 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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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1 9 8 5年。
．

周村工商业发展历史悠久，晚清辟为商埠，经济更趋繁荣，教育事

～业随之得到发展。可是解放前周村未列县级建制，没修过地方志，兴学

，育人状况，记载不详。 自1 945年建立周村市(后改为区)阱未，行政

区划，：多次调i整，t档案资料9-3属不一，颇难求全，．加之编写水平所

‘限，记述不当之处，诚然难免，诸希鉴谅。

本志书的形成，得到有关单位和许多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借此，

。敬致谢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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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 周村区区戈Ⅱ

周村区，位于淄博市西北部。全区面积262．9882平方公里，人

口2 65，954人，市区人口近1 0万。胶济铁路从区内中部东西通过，公路’

运输四通八达，’．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工商业发展历史悠久。

据周村附近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

晚：期，周村境内就有氏族聚居。春秋战国时代属齐国，大部分地区辖

于於陵邑，南北朝初期辖于武强县。隋开皇十八年(589年)武强县

改名长山县：嗣后直至1 945年周村特别市建立’前，周村区北部地‘区长’

期辖于长山县。 ．

清朝初期，周村已成为山东著名的商业集散地j被称为“金周

村”、j“早码头?、 “齐鲁i巨镇”。清光绪三十年(‘1 904争)，胶济：

铁路建成．，周村被辟为商埠；经济繁荣，商业店铺近两千家，多属民

族资本，也有“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之类的、外资经营。长山县在

周村设有不少县级官署机构，并配有常备武装，地方的政客、文人也

多来周村寓居。周村对外影响已超过县城，被誉称为“天下第一村”。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周村己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各

种势力相互争夺的重要集中点。
’ 一

‘旧军侵j占时期‘；日伪长山‘县公署‘设于周村：。将周衬列办‘长山县第

二区二一．
。

．、

’1 945年8．月：周村第二次解放j 2始建周村特别市，j隶属于渤二．海；行。

j署。．同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周村，，市政府撤．出。1 946年6月’：、、
●

’．-=．．I——



1 e47#2户1，周村第二、三次解放期间，都恢复了周村市政权。1 948

年3月12日周村最后一‘次解改，周村市政权机构进一步健全。当时周

村市辖周村、永安、人和三镇，范围包括：周村城区及安子窝、太和

庄、王家庄、黄甲渡口、莫家庄、郑家庄、周家庄。1 950年3月，周

， 村市建制撤销，周村划归长山县，定为长山县周村区。同年1 1月建立

张周市，周村划为张周市第一区，市政府驻周村。1 9 55年4月，张周

市建制撤销，．周村改为淄博市周村区。1 958年1 1月区划调整，从邹平

县(原长山县于l 956年并入邹平县)划入张坊、南阎两个公社j从淄

川区划入孟家堰、贾黄两个公社。全区辖5个公社l 35个自然村。1 961

年9月，将张坊公社分为张坊、南营、大姜三个公社。1 963年1月，．将

贾黄公社西部和孟家堰公社东部各划出一部分村，建立高塘公社，全

区共辖8处人民公社。j 970年8月，从淄川区划入萌水、彭阳、王村3

个公社，形成了周村区现有区划范围。经行政机构改革，1 985年，周

村区辖王村、萌水2镇，周村、南阎、张坊、南营、大姜、贾黄、高

塘、八里沟、彭阳9个乡，2 1 2个自然村；丝市街、下河、丝绸路3个

街道办事处，2 1个居民委员会。
’

．一 第二节?晚清周村教育‘’．。，+．一
、’

· ．，
、 一-

’

私塾是我国封建教育的主要形式。‘清末，在新式学堂未兴起之前1

，周’村镇有私塾20余处。 ·．
。

·

， l 8,40年后，天主教、基督教等教会势力在周村‘地区不断扩张。光绪

。二十三年(1897年)，基督教首先在周村北长行街耿家公寓设立了二

所小学堂j‘实施启蒙教育，进行宗教宣传。．1e04#-胶济铁路建成时，

，英传教士在付家庄西部开办了一所女学堂’。1 90 7午，又办起了一所男学

二+2——



周村由地方创办的新式学校，第一所是文昌阁高等学堂，
建于

1 905年，。第二所是准提庵蒙学堂，建于l 907年。本熙“．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的宗旨办学。7 ，

．晚清时霸．i周村一带，封建教育已陷衰落，但从设学』{爵况看，仍
居多数；新式学堂正在萌起，虽然比字甚小，对办学发展趋势，却产

磊著新旧交替的影响。
‘

、笫三节 民国时期周村教第 、

一、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
‘

l 9 11年辛亥革命后， 邑列为商埠，遐迩闻名的周村，在发展形势

影响下，不同类型的·学校相继兴起，府、县官’署于民目元年，在周村

筹建了“法政学模l’，7以培育新政人员为办学目的，历时一年半停

募． 、

’

一

1 9 1 2年(民国元年)，在提倡男女平等的社会舆论影响下，．于

tt淦水书院’’旧址，举办了“长山．号立女子小学”。 、．

1 9l 3年基督教会办的“光诚中学”，从邹，予县城迁来周村，周村
出瑚．了第一所中等学校。

‘

，

l 9 l 9年周村．商会与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在天后宫举办了“周村

镇立竞化乙种商业学‘校”。一同时，周村城区与农村也先后力、起了十多

孙国民小学。 一
．

’

、

自l 9 1 9年“五四运动”，周村青年学生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

．恿想非常活跃，．反帝爱国热情商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同年6月；
文昌阁高等小学、周村商校、县立女子小学等捧师生配合青．州"d-A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