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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县教育志》一书出版问世，这是我县教育战线史无前

例的一件大事，是我县地方志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部教育

志，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史实，将发挥它资政，教化，存史的作

用。 ．

目前，南皮同全国一样，全县人民正在发展经济，振兴家

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团结奋斗，开拓前进。南皮

． 教育的发展，将促进着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教育要发

展迫切需要一部详细记载当地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文献，为广大干

部和群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了解南皮教育的概貌，为各级领导机

关制定有效的决策提供依据。为此，南皮县文教局决定建立教育

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辑室，由修志工作者编辑了这部《南皮县

教育志》。
。

。，《南皮县教育志》是一部记述南皮县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的专门性资料书。全书十三篇，分为教育宗旨与学制，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教学研究、教师

队伍、教育经费、勤工俭学，教育行政，教育人物、教育杂录等

13个门类，共约36万字。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皮教

育发展的情况，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料性著述。通览全书，对南

皮教育的发展情况即可有个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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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建设人

地坚持四项基本

出发，扬长避

成绩续写出南皮

广大干部和群众

南皮教育事业有

张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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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皮县教育志》，是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占的原则

编撰的，以发挥其资政、存史、教化之作用。 ．

二、本志断限，上限尽量追溯，下限至公元1989年。为丰富

内容和保证事物的完整性，有的下限，记事延续至搁笔止。

三、本志采取横排门类-以类系事，以事立篇，分篇．’章、

节、目四个层次编排。卷首为概述、大事记，正文共十三篇，即

教育宗旨与学制、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成人教育、

师范及职业教育、教学研究、教师队伍，教育经费、勤工俭学、

教育行政与管理，教育人物、教育杂录。

四、本志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畿辅通志》、

《中国教育史简编》，(<中国教育文献汇编》、《河北教育公

报》，敢沧县志》、《南皮县志>>等书。从山东省档案馆，山东

省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沧州地区档案馆、滨州市档案馆、南

皮县档案馆、南皮县文教局档案室，南皮县统计局抄录和影印了

大量资料，从全县中小学编撰的《校志》中摘录了大量资料，从各

方面搜集到大量口碑资料，为节省文字，本志内容中未注明出处。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叙为主，

述事不作，寓评于述。
‘

六、本志采用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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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遵循生不立传之古例，对历史人物，业绩卓著者，写

史作传，对业绩显著的生人，采用人物简介之体。

八，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及职称。

九，本志时间的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建国前，适宜的地方，采用公元纪年，一般采用相应历史

时期的习惯纪年，加注公元年份。

十、录及引用古文，均断旬加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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