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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教通〔2016〕363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 年）〉 

编纂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体）局，厅委直属各单

位： 

现将《〈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年）〉编纂工作方案

（试行）》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一、要高度重视与支持《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年）》

编纂工作。编纂《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年）》是省委、

省政府统一部署的工作任务，是我省教育系统第一部大型人物志

书，承载着保存湖南教育人物史料、铭记湖南教育人物贡献、彰

显湖南教育人物风采的历史使命，对于激励引导全省广大教育工

作者献身教育事业，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和教育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 

二、要精心部署与落实各项编纂工作任务。编纂《湖南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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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物志（1978－2015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各地各

单位要根据《〈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年）〉编纂工作方

案》（见附件）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本单位编纂工作方案，明

确工作责任，加强工作统筹，公正客观地有序推进各项编纂工作。

要加强业务培训，准确把握收录标准，做到标准执行不走样；要

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搜集、整理各类入志教育人物资料，做到应

收尽收不遗漏；要按要求撰写各类教育人物，不溢美，不掩恶，

做到客观准确不妄议。同时，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严格把好

入志人物资料审核关，确保编纂工作质量。 

三、要切实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要把教

育人物志编纂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好

此项工作，成立工作班子，明确人员分工，安排专项经费，提供

条件保障，确保编纂工作顺利开展。 

四、要按时报送教育人物志资料。各地各单位要在 2016年年

底初步完成入志人物资料收集与审核任务，并将相关资料打印一

式二份纸质稿（附电子稿），加盖公章后，报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

员会。 

联系人：谭小京（13973152383），胡浩（13707313590）；办

公/传真电话：0731—84420459；邮箱：hnjyrwz@163.com。 

 

           湖南省教育厅 

2016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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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 

编纂工作方案（试行）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续修

省市县三级志书的通知》精神，2015年5月，省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召开全省市州和省直单位史志办主任会议，研究部署《湖

南省志·人物志》编纂工作，并明确了各市州和省直各部门

的编纂工作任务。按照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结合我

省教育系统实际，特制定《〈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

编纂工作方案(试行)》。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持实事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方法，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客观准确地记述“教育人物传”

和“教育人物简介”人物的生平与主要事迹,要素齐全地做好

“教育人物表”“教育人物录”人物的收录工作。 

二、体例、断限、收录范围 

体例：采用“教育人物传”“教育人物简介”“教育人物

表”“教育人物录”四种记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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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限：上限1978年元月1日，下限2015年12月31日。 

收录范围：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教育人物传”收录

断限内曾在湖南教育界工作生活较长时间的去世人物以及第

一轮《湖南省志·人物志》的漏记人物；“教育人物简介”

“教育人物表”“教育人物录”收录断限内去世和在世、曾

在或正在湖南教育界工作生活的人物。 

三、基本原则 

制定教育人物收录标准，主要根据省人物志收录标准，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1．宝塔结构原则。即教育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人

物录之间层次分明，随着收录标准由高到低，入传、入简介、入

表、入录的人物数量应由少到多，整体呈宝塔型结构。 

2．大致对等原则。。。。根据社会地位、影响力、认可度以及实际

贡献，统筹考虑不同领域、不同人群的入志情况，客观界定同类

情况的入志条件，做到职务、奖项、荣誉级别相同的人物入志标

准大致对等。 

3．梯级层次原则。根据职务、奖项、荣誉的不同级别或不同

层次，确定入志档次，原则上教育系统最高职务、最高奖项、最

高荣誉获得者入人物传或人物简介，较高者入人物表，一般者入

人物录，充分反映其级别或层次梯度差异。 

4．上下对应原则。综合考虑各类奖励的不同级别及获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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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贡献，明确不同奖励级别、奖励层次及个人排名之间的对应

关系，设置相应入志条件，尽量做到上下衔接，依序排列，对应

入志，确保奖励级别方面的入志标准科学、严谨、合理。 

四、收录标准 

（一）教育人物传 

“教育人物传”人物的收录标准如下： 

1．副省(部、军、少将军衔)级以上人物。 

2．各民主党派省委主委、工商联会长及以上者。 

3．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嘉奖或表彰的战斗

英雄、著名将领、爱国志士、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等。 

4．具有全国影响和重大贡献的华侨、归侨、宗教、港澳

台人士。 

5．具有国内领先的重大理论创建和突出实践成果的著名

经济学家、企业家。 

6．院士、学部委员、国务院直管专家。 

7．受到国家重奖或认定的著名工程技术人员。 

8．具有本领域或系统内正高职称、国家最高称号或最高

奖励，且在本领域有开创性的、独树一帜的重大成果，或具

有全国影响的专家、学者、教师、作家、艺术家等。 

9．具有本领域或系统内正高职称或国家最高称号，且有

重大影响或传世作品的工艺大师、民间艺人、能工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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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支援我省教育事业的著名国际友人。 

11．著名烈士。 

12．对我省教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反面人物和被释放的重

要战犯。 

（二）教育人物简介 

“教育人物简介”和“教育人物传”收录标准大体相同，

收录符合立传标准而在世的各类人物，以及在世或已故而其

社会贡献和影响仅次于入传人物者。 

1．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 

2．国家级重大奖项获得者。 

3．具有较高声誉，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知名人

士。 

4．省教委主任、省教育厅长、党组书记、主任督学（正

厅）等正厅实职。 

5．高等学校任职满10年且任职期间单位荣获省（部）级

以上综合性奖项或本人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的正厅实职。 

6．享受副厅级以上待遇的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1945

年8月15日前入党的中共党员。 

（三）教育人物表 

“教育人物表”收录在我省教育界有较高地位、较大贡献

与较大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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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2．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3．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4．省级劳动模范、省级道德模范。 

5．省政府“教育功臣”“徐特立教育奖”获得者。 

6．教育行政部门正厅级干部及任副厅实职满5年的干部。 

7．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正厅级干部和任副厅级职务

满 10年且任职期间所在单位或分管工作获省（部）级以上奖

励或本人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的干部。 

8．分管教育工作满10年且任职期间所辖区域教育工作受

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奖励的市（州）、县（市、区）负责人。 

9．任职满10年且任职期间所辖区域教育工作受到省委、

省政府表彰奖励或本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或荣誉称号

的市（州）、县（市、区）教育局局长。 

10．任职满10年且任职期间所在单位或本人获省（部）级

以上教育工作奖项或荣誉称号的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幼儿园

园长和其他教育机构主要负责人。 

11．办学时间满20年，办学条件完善、办学规模较大、办

学质量较高、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各类民办学校举办者。 

12．具有正高职称（或本系列最高职称）或本领域、系统

内国家最高称号的各类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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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某一领域获得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或奖项的各类人

物。 

（四）教育人物录 

“教育人物录”重点收录有一定贡献与影响的人物，包括

省（部）级以上重大奖项获得者中未被“教育人物传”“教

育人物简介”“教育人物表”收录的其他人员，或省（部）

以上较高荣誉获得者。 

1．全国“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 

2．中宣部“时代楷模”获得者。 

3．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 

4．省级优秀共产党员、省级优秀党务工作者。 

5．省级巾帼建功标兵、“湖南省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6．省级优秀教师、省级优秀教育工作者。 

7．副厅级干部。 

8．各民主党派省委副主委。 

9．分管教育工作5年以上、不满10年且任职期间所辖区域

教育工作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奖励的市（州）、县（市、

区）负责人。 

10．任职5年以上、不满10年且任职期间所辖区域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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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奖励的市(州)、县(市、区)教育局局

长。 

11．任职5年以上、不满10年且任职期间所在单位获省（部）

级以上教育工作奖项的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和其

他教育机构主要负责人。 

以上四类收录标准有关条款（用下划线标明）细化情况详

见《湖南省教育人物分类入志对照表》（附件）。 

五、编纂要求 

（一）深入调查，全面搜集、准确掌握入志人物材料。入

志人物材料应做到定位准、史实真、内容实，不错、不假、

不漏、不空。对入志人物材料，需认真审核，确认准确无误

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方可报送。 

（二）凡符合多类收录标准者，按照“人物传”“人物简

介”“人物表”“人物录”的先后次序，确定其中一种记述

方式；对两个以上人物关系密切者或主要事迹表现于同一重

大事件者，可采用合传形式记述。 

（三）对于“教育人物传”和“教育人物简介”中被收录

人员，应在记述人物主要经历的基础上，突出典型事例；对

被收录人员的记述，不溢美，不掩恶，不发空论，以事实说

话，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教育人物传”入志人物的文字材

料1500字以内，“教育人物简介”800字以内。“教育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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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人物简介”的入志人物，应附本人照片一幅。 

（四）“教育人物表”入志人物的文字材料，主要简述姓

名、性别、生卒年份、籍贯、政治面貌、职务、职称、荣誉

称号、奖项和简要事迹等，字数300以内；“教育人物录”入

志人物的文字材料，主要简述姓名、性别、生卒年份、籍贯、

政治面貌、职务、职称、荣誉称号和奖项等，字数200以内。 

（五）各类收录标准由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负责解释。 

六、任务分工 

《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编纂工作是我省教

育史志工作中的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研究机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本区域内入志人物材料的收集和审核工作。高等院校负责本

校入志人物材料的收集和审核工作。省教育厅史志办负责对

全省入志人物材料的审核，会同教育厅人事处负责省教育厅

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入志人物材料的收集与审核工作。省教育

史志编纂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

2015）》。 

七、工作进度 

《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编纂工作分三个阶

段实施，用三年时间完成。 

第一阶段，收集、整理、报送入志人物材料。编纂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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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启动后，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要立即开

展工作，于2016年年底前完成入志人物材料收集与审核工作，

并将相关材料打印一式两份纸质稿并附电子稿，加盖公章后，

报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第二阶段，审核入志人物材料。省教育厅对市（州）教育

行政部门、高等学校报来的入志人物材料进行审核。此项工

作2017年6月底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编辑出版《湖南省教育人物志》。省教育史志

编纂委员会对审核通过的材料进行编辑，并与省地方志办沟

通，出版《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此项工作

2018年6月底前完成。 

八、组织领导 

《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是我省教育系统第

一部大型人物志书，编纂工作任务重、难度大、时间紧。全

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要树立大局

意识、历史意识和责任意识，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统筹安

排，精心组织，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湖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的编纂工作在教育

厅党组领导下进行，具体由厅党组成员、工委委员陈飞跃分

管，厅办公室统筹协调，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

各市（州）、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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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班子，确保人员、经费、办公条件三落实，按时保质完

成材料收集、整理、审核、报送等各项工作任务。 

 

附件：湖南省教育人物分类入志对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