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重大委托项目“基于信息化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实证研究”（２０１９ｚｄｊｇ２０）
作者简介：梁家贵（１９６８—　），男，山东省聊城市人，历史学博士，阜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

近现代史研究；蒲学红（１９９８—　），女，湖南省怀化市人，阜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

①学术界多认为继续教育起源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美国，被称为 ＣＥ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实则犯了概念性的错误。顾名思
义，继续教育就是相对于有固定场所、固定学制、封闭性的学历式教育形式，并以成人为教育对象的一种追加教育形式，在我国由来已久。

近代教育体制确定后，继续教育主要针对全日制教育而言，包括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两种形式，对于满足学历提升需要、强化

专业素养、提高国民素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百年继续教育历程、特点及启示

梁家贵，蒲学红
（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４１）

摘　　　要：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结合时代需要，迎难而上，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创造
和积累了继续教育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宝贵经验。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继续教育，从民主革命时

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以来、进入新时代后，党越来越重视继续教育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百年

继续教育走过光辉历程、创造伟大奇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办成了现代化一流、多学科协调发

展、办学模式灵活的继续教育。百年继续教育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最好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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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教育是相对于全日制教育，并以成人为教

育对象，旨在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能力提高的一

种再教育形式①。它对于构建学习型社会，服务终

身学习，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

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１］３１，强调了

继续教育的作用及其所遵循的根本方向。回顾中

国共产党百年继续教育历程，概括特点，提炼历史

启示，可以从一个方面再现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

斗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所树立

的优良作风。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继续教育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开始就非常重视继续

教育。实际上，五四运动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就开始深入工农群众中间，开展阶级教

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一大制定的《关于中国

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要在各种工

业单位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劳工补习学校、劳工组

织讲习所，其“旨在培养工人遵守纪律和实践党的

思想”［２］。不言而喻，这里的教育对象都是劳工，

他们或者是成年人，或者是因失学进厂务工的未成

年人。因此，这一时期党所开展的教育也就是继续

教育。１９２２年５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提

出，要积极开展成人教育，提高社会青年的知识、觉

悟，并使年长失学的青年得到普通文化教育［３］，体

现了党对开展继续教育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党

深入厂矿、铁路及各种手工业行业，设立工人补习

学校，在农村兴办农民学校，又通过各种形式培训

军事干部、培养革命骨干、组建革命军队，集聚、壮

大了革命力量，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形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在较大范围内

有计划推广继续教育的开始。大革命失败后，党被

迫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农村包围城

市，创建根据地，从而为党将继续教育方针付诸实

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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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展继续教育。在“一切文化教

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动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

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

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４］宗旨的指导下，党成立了

各种干部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夜校等机构，并采取

了识字班、俱乐部等多种形式，使无数的工人、农

民、妇女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夜校具有

相对固定的场所，识字组大多设在群众的家里，而

识字牌就分布在道路的旁边。这种灵活多样的教

育形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的报告》（１９３４年１月）在“苏维埃区

域的文化教育”一部分中指出：兴国县全县成立识

字运动总会，覆盖１３０个乡；该县在总会下面成立

识字运动分会，覆盖５６１个村；另在３３８７个分会

下面成立识字小组，吸收２２５２９人加入。该报告

同时强调了妇女群众接受教育的状况，“实为从来

所未见”。例如，兴国夜校学生１５７４０人中，男子

４９８８人，占３１％，女子１０７５２人，达到６９％；兴国

识字组组员２２５１９人中，男子９０００人，占４０％，

女子１３５１９人，达到６０％［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以陕甘宁边区为中

心，积极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是党开展继续教育的

第二阶段，也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

区及各根据地阶段的继承、发展、提高。据不完全

统计，１９３８年，“陕甘宁边区共建立了夜校２０８处，

学生１９１７人；半日校６１处，学生９１９人；识字组

５８３４组，组员 ３９９８３人；冬学 ６００处，学生达

１００００人”［６］５７１。１９４２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

苦阶段，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建立最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迫切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干

部队伍，干部的作用益发凸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

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

斗任务。”［７］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中央关于干

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

定》等文件，进一步强调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将干

部教育列为教育工作的最重要部分，并就学习教育

形式、内容做出具体的规定。１９４２年 ３月 ２日，

《解放日报》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

决定》，明确“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

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

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

该是第一位的”［８］。当时，党开办的面对其他人员

的继续教育均紧密结合实际，组织形式也可谓多种

多样，具有可行性，效果明显。其中，有冬学、识字

班（组）、夜校、半日校以及剧团、俱乐部等；同时，

还建立各种干部学校，如著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中共中

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骨干

以及革命积极分子进行培训。全国其他地区的抗

日根据地也纷纷举办各类学校，努力开展继续教

育。例如，在“淮北（位于豫皖苏鲁四省交界地区，

由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三块根据地组成）、淮南

（前身为皖东抗日根据地，含安徽东部和江苏西部

地区）和皖中（位于安徽中南部沿长江两岸地

区）”，就举办了各类教育，为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

批的可用人才［９１０］。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各解放区继续推行继续教

育，并重点开展革命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等方面的教育。各解放区都兴办了干部学校，许

多学校逐步向正规化发展。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毛泽东

为贯彻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精神起草《中共中央关

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夺取全国政

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

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

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

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

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

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１１］

１９４９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１９４９年的任务中提

出：“１９４９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

中及在职干部中进行马列主义的理论及中国革命

各项具体政策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

的需要；１９４９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包括大学教育及

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

育等）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

要。”［６］５７５这一系列举措培训了大量的各类人才，对

解放战争胜利的迅速到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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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各类人才。为此，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实质上是继续教育。尤其是自１９５３年以来，脱盲

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１９５６年更是增幅明显

（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参加业余学校人数

和扫除文盲人数 单位：万人

年份

参加业余

高等学校

人数

参加业余

中等专业

学校人数

参加业

余中学

人数

参加业

余小学

人数

扫除文

盲人数

１９４９ ０．０１ ０．０１ — — ６５．７０

１９５０ ０．０４ ０．０１ — — １３７．２０

１９５１ ０．１６ ０．０３ — — １３７．５０

１９５２ ０．４１ ０．０７ ２４．９０ １３７．５０ ６５．６０

１９５３ ０．９７ ０．１１ ４０．４０ １５２．３０ ２９５．４０

１９５４ １．３２ １８．６０ ７６．００ ２０８．８０ ２６３．７０

１９５５ １．５９ １９．５０ １１６．７０ ４５３．８０ ３６７．８０

１９５６ ６．３８ ５６．３０ ２２３．６０ ５１９．５０ ７４３．４０

　　资料来源：王申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众阅读研究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２—２３页。

与此同时，各高校也开始开展函授教育。据统

计，到１９５７年，全国举办函授教育的高校共５８所，

举办夜大学的有３６所，在校函授生３５０００人、夜

大学生１２０００人；至１９６１年冬，全国已有２７７所高

校设立函授部或夜校，共有学员２６．６万人［１２］。阜

阳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阜阳专区师范专科学校也

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展函授教育工作，成为安徽省

最早举办函授教育的高校之一。

改革开放后，为满足人们提升学历的需要，党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学历继续教育体系。就高等教

育而言，我国形成了由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

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其

中后两种便是继续教育形式，培养了大批经济社会

发展急需的人才。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７

年全国成人学校（含成人高等学校、成人中等学校

和成人初等学校）共６６０１６５所，毕业９４９６．８９万

人、招收８００８．９６万人［１３］，自学考试（含本科、专

科和中专）毕业３００９０６人［１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

社会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更加重视继续教育的发

展。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办好

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

质”［１］３１，为继续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继续教育体系得到进一步优化、规范，并日益注重

加强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和信息化建设，不同类

型、不同层次继续教育之间的转换通道日益畅通，

在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提升国民

素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据教育部教

育统计数据，２０１９年，全国成人本专科毕业

２１３１３６９人，网络本专科毕业２３２３１２８人，成人

高中毕业３４２４９人，成人中专毕业４８１８５１人，成

人初中毕业１０６８６３人，成人小学毕业４５１５５５人

（其中扫盲班１６０８５１人）［１５］。另据初步统计，“十

三五”期间，国家正式出版的继续教育类教材达

５６００余种，形成了规模宏大、特色鲜明的继续教育

教材体系；累计培养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

５４５２万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１６］。中国

的继续教育已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继续教育的特点

纵观中国共产党继续教育百年历程，不难看

出，党开展继续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极端困难落后的条件起步，办成了现

代化一流的继续教育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党开展的继续教育都是在包括革命队伍

中的干部群众在内的绝大多数工农青年未接受任

何教育的前提下进行的。彭湃曾指出，在大革命时

期的海丰县，“农民倒不知教育是甚么东西！全县

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 ２０％，其他

８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１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安徽省人口中“青壮年文盲率达

８５％以上”［１８］２３５。据统计，当时的芜湖市裕中纱厂

工人文盲率竟达８９．４％；当涂县城区６１个工会的

会员文盲率高达９６．７％［１８］２３５。

与此同时，党开展继续教育还面临因经济极端

落后所导致的经费缺乏、条件简陋。近代中国积弱

积贫，经济衰败、民生凋敝，广大人民群众在生存线

上苦苦挣扎，哪有什么条件去读书、接受教育？儿

时的王尽美是借给财主念私塾的儿子当陪读才得

以接受最初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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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待兴，经济也是异常困难。在如此极端困难落后

的条件下，党秉持勤俭办学、因陋就简的原则，不增

加广大人民群众负担、不影响生产，积极开展继续

教育。例如，不收取群众任何费用，粉笔、灯油等是

主要的教育经费开支，校舍主要利用庙宇等闲置房

舍，绝大多数是自己动手建立起来的。在学习时间

方面，充分利用工农群众工作、生产余暇，让青年和

成年工农群众在饭后茶余、田野旁、车间内随时随

地参加学习。为避免工农群众产生厌学情绪，党还

组织俱乐部，通过谈话会、科学讲演会、读报讲报、

编写墙报、游艺、演戏、化装表演等活动开展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组织人们观看电影、

喜剧以及参观各类主题展览等。这种灵活、多样的

教学形式和方法，吸引了大批的群众，收到了显著

的效果。１９５２年５月，据江西省６个市、７０个县、７

个产业单位材料的统计，一年来全省参加业余学习

的职工达 ６５２０１人，较 １９５０年底增加 ６倍，较

１９５１年上半年增加１倍。１９５２年江西省计划组织

１０万名职工参加业余学习，并在全省主要城市普

遍创建职工业余中学，以满足职工进一步学习的

需要［１９］。

（二）从注重实用，办成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继续教育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继续教育尤为注

重实用，坚持与政治和生产的需要相结合，讲求速

成和实效。当时，继续教育的重点是扫盲，让广大

人民群众能够识字、读报，接受新观念、新思想；同

时，普及一些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进而破除封

建迷信。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更是突出了实

用性，“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先锋，他们更需要培养

和提高，他们的培养和提高的目的也是为着群众

的……因此政府的教育部门就不能不将更大的注

意力放在干部教育方面”［２０］。此外，《新华日报》

（华北版、太行版、太岳版）以及《太行日报》《太岳

日报》等抗日根据地的报纸经常登载一些科普性

的文章，专门介绍科学知识，帮助广大群众增强对

科学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最短的时间恢复国

民经济是当时的中心任务。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０日，教

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指出：“工

农识字学文化是提高政治觉悟和生产技术的先决

条件。因此工农教育在现阶段一般应以识字为主，

同时结合政治时事和生产技术的学习。”［２１］７１９５５

年６月２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

教育的指示》，强调“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大量

文盲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适应当前农村新

情况和新任务的需要，积极地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

育，扫除文盲，克服我国农村文化落后状态，已成为

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２１］５５。这就需要在工农

业劳动者中普及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实用性是

当时继续教育首要的指向［２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

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对继续教育的需

要也日益多元化。党适时对继续教育的学科专业

设置进行调整，逐步形成了多学科协调发展，多形

式、多专业、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格局。

（三）从不规范、不系统的继续教育体系，办成

了办学模式灵活的继续教育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的继续教育是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也没有可以借

鉴的经验。同时，政治形势及军事状况的不断变化

也使党的有关教育方针无法长时间推广。例如，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继续教育主要集中在

中央苏区，但因长征而被迫中止；抗日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继续教育，其他抗日根

据地则相对弱得多；随后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原

有的师资及其他教学资源不得不转移，有的迁至各

个解放区。与此同时，环境艰苦、师资缺乏以及广

大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低等因素，也决定了党在新

民主革命时期不可能建立规范、系统的继续教育

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党的继续教育方

针非常明确，但由于底子薄、人才需求大，继续教育

办学体系仍存在不完善、不规范的缺陷。为此，党

决定大规模培训培养师资。这一时期一大批师范

院校纷纷成立，它们不仅承担培养师范学生的任

务，还负责培训已有师资。例如，１９６０年秋季，刚

刚组建的阜阳专区师范专科学校便建立函授部，招

收对象是当时教学上还存在困难的在职初中教师

（包括农中教师）。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设置中文、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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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物理、地理、化学、生物７个科，在校生达到

７５０人；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设置中文、数学２个专修科，

学生共计６３２人［２３］。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

的继续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切实

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办好继续

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

质”［１］３１的总体要求落到实处，加快推进继续教育

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构建

了国际一流的继续教育体系。

（四）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无论遇到任何艰难

险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指

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纵观百年继续教育历程，党始终坚持

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而继续教育就是党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途径

之一。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人民虽然深受三座大山的

压迫和剥削，但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更不知如何

摆脱这种深受压迫和剥削的状况。党高度重视阶

级教育，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间，通过举办补习学

校、夜校等方式，甚至借助拉家常、贴标语、喊口号、

唱山歌及演讲、晚会等形式，用通俗、生动、深刻、极

富思想性和战斗性的教学内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主张，启发、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为提高妇女社会政治地位，推进妇女解放，党在根

据地内除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外，积极动员广大妇女

从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参加识字班，并举办妇女

学校，努力提高她们的文化素质，增强她们的参政

议政意识。

卫生问题曾长时期困扰中国人的身体健康，以

致近代中国人被西方人视为“东亚病夫”。党在各

根据地除动员一切部队、机关的医务人员为人民群

众服务，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为人民群众看

病外，还成立包括助产在内的各类医务人员训练

班；同时，号召“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

况，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

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

图、庙会、展览会等 ）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２４］。

上述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更加突出思想政治

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爱党爱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的《民校政治教材》为例，该书分为三个

单元：第一单元包括“跟着共产党向胜利前进”等

课，主要讲解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祖国

伟大的建设事业；第二单元包括“当家作主，勤俭

办社”等课，讲解应该怎样做一个好社员；第三单

元讲解如何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提高

革命警惕，保卫祖国建设”等课，体现出鲜明的政

治色彩［２５］。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继续教育的启示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

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

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２６］

百年继续教育历程就是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最好体

现之一。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识文断字”是广

大民众祈求不被蒙骗甚至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重

要途径，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近代学制在中国

推广后，受教育仍是广大民众不敢奢望之事。据记

载，至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安徽省阜阳地区仅有各

类小学堂１２３所，其中高等小学堂１０所、中学堂５

所、蒙养院１所，并且大都分布在县城和乡间较大

的集镇上［２７］；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安徽望江县“校

舍简陋，教师无法进修”，且“妇女缠足风气较盛”，

如蒙城县“小学教室内间有泥塑神像，女子就学者

极少，妇女缠足之风仍未革除，各小学女生多有缠

足者，教材仍用经书”［２８］。可以说，对于未能接受

全日制教育的广大民众来说，继续教育是他们提高

文化水平、增强谋生能力、改善社会政治条件、提高

社会政治地位的极为重要的途径。然而，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之前，历朝历代都没有大规模开展继续教

育，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时期也仅是一些志士仁

人在呼吁，并且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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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

高度重视继续教育，将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视

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中国

的继续教育为什么能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

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办成了现代

化一流、多学科协调发展、办学模式灵活的继续教

育，走过光辉历程、创造伟大奇迹的呢？百年继续

教育历程雄辩地证明，中国的继续教育之所以能够

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包括继续教育在内的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了广大民众受教育的需

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这一宗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发挥在

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

会。”［２９］《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提出了构建服务

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３０］。不难理解，在

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全面提升国

民素质的进程中，继续教育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总结中

国共产党百年继续教育历史启示，可以从一个方面

再现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奋斗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所

体现的时代精神、所树立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夯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思想根基，凝聚起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坚定信心和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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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彭湃．海丰农民运动［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

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

九）：第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９．

［１８］卢光阳．建国后安徽扫盲工作的开展［Ｍ］∥张召奎，

周怀宇，金宏慧．教坛古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１９］文化简讯：江西职工业余教育［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２

０５１７（３）．

［２０］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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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

［２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工农教育文献汇

编：农民教育［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２］王申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众阅读研究：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Ｍ］．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２０：１０１．

［２３］郑禹．阜阳师范学院校史［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４．

［２４］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Ｍ］∥吴永．延安

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文献卷上册．西安：陕

西旅游出版社，２０１８：３８９．

［２５］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民校政治教材［Ｍ］．福州：福

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目录．

［２６］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Ｊ］．党的文献，２０２１（４）：３７．

［２７］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阜阳地区志［Ｍ］．北京：方志出

版社，１９９６：８８５．

［２８］安徽省政府公报［Ａ］．阜阳市档案馆：１１２０．

［２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１１３０）［２０２１０８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ｆｇｇｚ／ｆｇｄｊ／ｚｙｄｊ／２０２０１１／ｔ２０２０１１３０＿１２５１６４６．ｈｔｍｌ？ｓｔａｔｅ＝

１２３＆ｃｏｄｅ＝＆ｓｔａｔｅ＝１２３．

［３０］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２３）［２０２１０８１２］．ｈｔｔ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９／０２２３／ｃ１００１３０８９８５７６．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李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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