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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989年副

省长吴达才(左

一：)、省教委主任
术五岫(左四)、

临汾行署副专员樊

玉龙(左i)等视
察段村小学。

2、县教育局

领导研究教育志审

定丁作．芹起：副

『丌j长上增文、局长

杨春金、副局长葛

腊、教育志+-编李
学聪。

3、1994年2月巾jt浮【II县委、县政府丰要领导研究教育上作。左起

助理乔文明，县委宣传部长范清叮，

记张玉奇．教育局长畅春金教育局．

政府县长刘苏寿．II委书记董洪运．

副局长Ii增文。

政府县长

县垂副}S



一角
9、浮山中学

lo、北关小学

学生外展小制作活

动。



4，1951年浮山高学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缝制慰蚓袋．绿叶上的字为；缝制
默问袋t慰问志愿军．





12、响水河中

学的课外体育话

动．

13、县直幼儿

园幼儿在尽情地玩
耍．

】4、北f小学

通过升陶篪仪式进

ft爱国七义教白。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6．A十年代初．

城关小学少先队员开展

无线电L程瑶动．这是
队显”1用报话机远距离

对话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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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县教育局局长马修斋

《浮山县教育志》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在教育界广大

干部、教师的大力支持和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历经五年，

数易其稿，现已编印成书。这是本县教育战线的一件大喜事，可庆

可贺。

《浮山县教育志》是本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志。从清末到

现在一百多年问，浮山近代教育走过了建立、发展、壮大的漫长里

程，道路是曲折的，成绩是显著的。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也

有一些失误和教训值得记取。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未能厦时研究

它，整理它。只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我国进人社会主义

建设新时期，教育迸一步开拓发展的新形势下，才得以完成这一工

程浩繁、意义深远的千秋大业。

教育同其它事业一样，有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了解过去，才

能发展现在，承前方可启后，继往才能开来。不了解浮山教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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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懂得浮山教育。作为一个明智的教育领导和教育工作者，只有

了解本县教育的过去，才髓更好墟开拓进取御造更大的业绩。

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经受经济的制

约，同时又为经济建设服务。新中国建立以来，本县教育发展迅速，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本恚搜集整理了这

方面的大量珍贵资料，对今后的教育改革，教育如何为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服务．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这部教育专志将成为我县教

育战线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研究浮山教育规律，翻订适合

本县县情的规划，开拓浮山教育发展新路的可靠可信的参考资料。

由于历史的原因，本县教育史料遗失不少，教育档案残缺不

全．了解过去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又多数年迈体衰，若不及时抢救

教育史料，则会在本县教育史上留下更大的空白。所以，编写这部

教育专志是及时的、必要的。它是本县教育历史的再现，它集资料

性、科学性、地方性于一体，真正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是

当今和以后本县教育工作者的必读之物。当然．本志在某些方面还

有一些欠妥之处，留待后人研究改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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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划分历史是非的准则．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新体例，体现时代特点和

地方特色，力争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详近略远，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本县教育建立、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上限自有文字记载始，下限断于1985年。

三、本志体例为横排纵写，横分门类，纵叙始末，纵横结合。以

类系时，以时系事，以事系人。

四、本志为记叙文体，一律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以述为主．

辅之以图、表、传、录、记。

五、本志中的称谓、简称、纪年、引文、注释、用字等，按山西省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制订的《地方志编写行文暂行规定》要求

撰写。

六、本志分概述、志文、大事记、附录四部分。志文按章、节、目

排列．共15章47节。

七、1941年8月至1945年12月，浮山县曾以临浮公路为界，

路南划归青城县，路北仍为浮山县，19§8年11月至1959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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