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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校园星光灿烂（代序）

甘肃煤炭工业学校从 1973年建校已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学校经历了由小

到大、由弱变强，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到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再到国家中

等职业教育示范学校的奋斗创业过程。学校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和

为煤炭工业培养人才的办学特色，全体教职工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的工作中，率先垂范、为人师表、勤奋工作，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

建校四十周年之际，学校决定出版《心声与情怀》这本作品，以学生和教职工的笔

墨记录我们走过的轨迹，也表达对教职工们的崇敬之情。

四十年来，学校坚持“立足煤炭、面向社会”的办学方向，坚持“德育为先，育

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结合学生成长需求和中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在抓好学生专

业知识学习和职业技能全面提高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学生在德育、职业生涯、日

常行为、思想素质等方面的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兴趣爱好、特长和适

应能力等基本素养。学校成立有“百草园”文学社、“春蕾”书画社、“青青草”艺术

团、“校园之声”广播等学生社团组织，创办有《职教园地》和《甘煤校报》报纸杂

志。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满足学生在个人爱好、兴趣、特长方

面的需求，提高其文学、文艺、绘画、播音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心声与情怀》这本作品，收录了近十年来学校师生在校办刊物上发表的文

章，还有在校庆前教师和毕业生撰写的纪念文章，约一百篇。这些作者中，既有初

次离开父母来到学校学习的未成年学生，也有刚刚离开学校走进工作单位的毕

业生，还有在单位工作了十多年的毕业生；既有在建校初期就来到学校工作的已

退休和即将退休的老教师、老同志，也有在学校教学第一线勤奋工作的中年教

师，还有近年来到学校工作快速成长的青年教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淡泊名利，甘愿奉献，受到社会的尊重。虽然学

校地处偏僻，自然环境相对较差，但煤校的老师们能扎根学校、坚守教师岗位、服

务煤炭职业教育，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和煤炭事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奉献青春年

·001·



心声与情怀|

华，发出了自己的光和热。他们撰写的文章记述了学校建校初期艰苦奋斗的情

景：在一片沟壑之上建起了一所中专学校，全体师生四十年艰苦创业、自强不息、

刻苦学习、勤奋工作；记录了学校发展变化的奋斗历程；描写了广大教师忠诚于

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为人师表、敬业奉献，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默默地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把爱心、知识和技能都投入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上，表现出了

教师们高尚的品德和立德树人的奉献精神。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也是祖国的建设者和创造者，同学们能来到甘肃煤炭

工业学校学习是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我们相识也是一种缘分。同学们在学校学

到了应有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也奠定了人生发展的基础，同时培养了方方面

面的兴趣和特长。不管是在校生还是毕业生，在同学们的笔下都描述了在母校快

乐生活、学习的经历，深厚而淳朴的同学情、师生情，记录了老师们孜孜不倦、爱

岗敬业、教书育人的场景；写出了对家乡的眷恋和父母亲人的感恩之情；写到了

学校老师的教诲和对自己的培养，从而在工作中尽职尽责，施展才华，并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为母校争了光，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学校的培养。

本书收集的文章从文学的角度评价，不敢说有多高，但作品都是作者生活、

学习、工作的缩影，是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对读者了解煤校会起到一定作用。

是为序。

2013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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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篇
Huai jiu pian





我的教育情怀

刘胜利

我从事煤炭职业教育工作三十一年了，回想工作经历，心情喜悦而满足，

也许是那个时代和缘分留给我这样的心情和怀念，也是我和同事、朋友、学生

一起在学校生活、工作、学习结下的感情和友谊。

1977 年 12 月，我参加了刚恢复的高校招生考试，被西安矿业学院录取。次

年三月，我入校学习，面对新同学和新校园，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怀着对知

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我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四年大学生活。

这一机遇改变了我的职业和人生走向，从此与煤炭事业结上了缘。

四年的大学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我听从祖国的召唤，服从组织的分配，怀

揣着亲人的重托和服务祖国建设的远大志向被分配到靖远煤矿学校。1982 年

2 月 14 日我来到学校报到，开始了工作生涯，走出的这一步决定了我的人生

轨迹，从此与煤炭职业教育有了情。

1982 年初，在我眼前展现的是辛勤的建筑大军在一片沙滩上建起的一所

中专学校———靖远煤矿学校。回忆起当时的景象还历历在目，学校周围仍然是

农田、沟壑、小山丘，显得有些荒凉，学校北面仅有一条简易沙土路通向长征火

车站。而校园内已经有教学大楼、学生宿舍楼、办公和单身教职工楼、教职工和

学生餐厅以及三幢教职工住宅楼，学校已具备了较好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九千

一百八十二平方米的五层教学大楼雄伟壮观，是全国煤炭中专学校面积最大

的教学楼。那时，学校的基本建设还没有完成，校大门和围墙还在施工，校园内

的道路是沙土路，还显简陋，但那宽阔的校园规划和雄伟的教学大楼展示着靖

远煤矿学校的发展前景和美好未来。广大教职工具有昂扬向上、敬业奉献的精

神状态和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雄心壮志，四百六十名在校学生积极参加

社会实践，争分夺秒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的良好学习风气处处呈现着蓬勃发展

的正能量，这预示着学校将能培养出大批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刚来到学校，我和单身教职工一起住在办公楼的三楼，二楼是学校领导和

部分科室办公的地方。那时单身职工有二十多人，平时可以几个人在一起聊

天，拉家常，谈工作。我喜欢和老教职工在一起交谈，倾听他们介绍煤校的发展

经历，从而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了解建校以来学校的变化。得知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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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初期，有二十多名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学校担任管理工作和教学工

作，他们来自北京等大城市和大型煤炭企业，他们放弃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

来到煤校，支援甘肃，当一名教师，奉献青春年华，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辅导

学生技能训练，深得教职工和学生的尊敬。学校于 1973 年成立，当年招生，在

焦化厂报废的厂房（今技校）办学的同时，又在当时这片不毛之地开始建设新

校区，表现了学校老领导奉献教育的工作热情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也表现了广

大教职工热爱煤炭教育事业，辛勤为煤炭工业培养人才，甘于奉献、吃苦耐劳，

保证了教学和建设工作两不误、互促进，使新校区在两年内拔地而起，取得了

非凡的建设佳绩。这些事迹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也成为我学习和工作的动

力源泉，使我感受到当一名教师的光荣和应肩负的时代赋予的从教责任，激励

我扎根学校不断前进。

在刚来学校的三年里，我分别担任七九级机电专业“矿业流体机械”、八一

级采煤专业“煤矿固定机械”、八一级机电专业“矿井运输与提升设备”课程的

教学工作。初上讲台，难免胆怯和不自信，面对和我年龄相差不多的学生，有的

是甜美的笑脸，有的是疑惑的眼神，但他们都表现出对知识强烈的渴望和对我

的勉励与鼓舞。我平时和学生们交朋友，倾听他们对我上课的意见，课余时间

“钻进”图书馆查阅大量专业书籍和资料，努力学习知识丰富自己，挑灯夜战认

真备课，探究教学方法，挤时间听老教师讲课，学习其讲课的方法和经验。课堂

上自己鼓足勇气，全神贯注努力讲好每一节课，力争取得好的教学效果。随后

带学生到淮北矿务局张庄煤矿、靖远矿务局红会三矿和窑街矿务局一矿实习，

对自己来说又是一次学习的绝佳机会。跟工程技术人员下井、进机房，深入煤

炭各生产岗位，学习煤炭生产实践技能，熟悉煤炭生产过程和机电设备的结构

工作性能，在实践过程中真实体会煤炭职工的工作情况，学习他们不怕苦不怕

累的奉献精神，从而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有了快速提升，让自己的思想又一次在

实践中接受了教育，更加坚定了做好教学工作的信念和决心，促进了自身教学

水平的提高。

1983 年 7 月，通过八二级干部班校友的积极联系，学校从窑街矿务局调拨

了一批煤矿机电设备，包括车床、空气压缩机、通风机、风包、风钻等二十多台

设备。在机电教研组组长隋福祥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用汽车把设备从窑街拉回

学校，放到了教学大楼南面东门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机电教研组八位老师利

用倒链、三脚架和钢丝绳等简单的搬运工具，利用课余时间把重达二十余吨的

设备一台一台搬进机电实验室，最大的部件重达三吨。我们采用了倒链拉、滚

杠滚、撬杠撬、人力推等多种方法，有的老师肩被磨破了，手被划烂了，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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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由此落下了腰痛的病根。大家没有工作补贴，没有报酬，却团结一心、相

互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目的都是完成搬运任务。随后我们又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按照机电设备的功能和教学的要求，在一年的时间内把一台一

台设备安装到位。到 1984 年 6 月，矿山机电实验室已初具规模，能完成矿山机

械、煤矿供电、电力拖动课程的教学实习，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良好基础。这

项工作不仅表现了老师们团结、敬业、奉献的精神，而且对自己又是一次在实

践中的学习、锻炼和提高，收获颇丰。

1984 年 4 月，我和部分老师带领八二级机电一、二班的学生在校大门广场

东西两边花园里劳动，任务是把花园处的沙子装入汽车拉走，又把土从山上拉

到花园。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劳动，争先恐后用铁锹装沙卸土，尘土飞扬，欢声笑

语，好一片热闹的景象，这场景至今仍在我脑海浮现。昔日的沙土地今天已是

美丽的花园，花草树木为校园“锦上添花”。

刚到煤校工作的几年，学校青年教师少，领导特别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情况，精心指导我们的工作并提出殷切期望。还有老教师和机电教研组老师的

关心和帮助，使我学到了很多很多，获取了十分难得的精神财富，奠定了我扎

根煤校、服务教育的思想基础。煤校这块热土使我成长，我热爱煤校，我和奉献

青春的教师们一起为学校的变化发展辛勤耕耘，学校一届又一届学生用双手

为母校添砖加瓦，煤校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心怀多彩美好的理想奔向发光发热

的地方，为母校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母校的老师会以历届毕业生的成就而

倍感骄傲。

煤校，祝愿您的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为学校校长、高级讲师）

从办学水平评估看学校办学实力的提升

———学校历次办学水平评估纪实

胡贵祥

1973 年 8 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以“甘革发〔1973〕55 号”文件批准成立

了甘肃省靖远煤矿学校（1979 年 3 月改名为靖远煤矿学校，1984 年 8 月更名

为甘肃煤炭工业学校），甘肃省唯一一所煤炭中等专业学校正式成立，当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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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新生 163 人。成立之初，学校有正式职工 34 人，其中教师 8 名。

1973 年 10 月至 1976 年 9 月，全校教职员工一直在借用靖远焦化厂（现甘

肃省煤炭工业技工学校院内），在简陋的平房（窑洞）中坚持办学。

1976 年 10 月，学校迁入现新址办学。至 1978 年底，学校拥有教职工 140

人，专任教师 50 人（其中 73、75、76 级留校任教 21 人），在校学生 250 人，校舍

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

1991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并颁布了中等专业学校办学水平评估体系，

并对全国范围内的中专学校，从学校领导、师资队伍、设施与经费、办学效益 4

个大项，35 个子项目开展办学水平评估。我校 1991 年 9 月成立了自评小组，对

照评估体系 4 个一级条目、12 个二级条目、35 个三级条目的具体要求逐项进

行自评。当时全校职工总数 179 人，专任教师 60 人（其中高级职称 3 人，中级

19 人），在校学生 610 人，校舍建筑面积 3.31 万平方米。

1992 年 1 月 4 日至 6 日，省教育委员会中专评估组对我校办学水平进行

了全面评估，由于师资队伍中的 4 个二级条目有 2 项不达标，最后省教委确定

我校办学水平基本合格，并要求进行整改，限期达标。

1996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对中专学校办学水平评估体系进行了修订，将一

级条目由原来的 4 项调整为 7 项，分别为：学校领导、师资队伍、设施和经费、

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管理、行政管理、办学效益。三级条目由 32 项调整为 76项。

1997 年 3 月，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评估领导小组，抽调专门人员按

照国家教委颁布的评估体系方案的 7 个一级条目、23 个二级条目、76 个三级

条目的具体要求进行认真细致的自评，6 月底完成自评报告。当时学校教职工

总数 188 人，专任教师 89 人（其中高级讲师 10 人，讲师 50 人），在校学生 1067

人，校舍面积 3.34 万平方米。

1997 年 12 月 25 日至 28 日，省教委办学水平评估专家组来校对我校办学

水平进行了全面的评估，专家组认定我校已具备了较高的办学水平和较强的

办学实力，并顺利通过了办学水平合格评估。

2000 年 6 月，在获得省教育厅要向国家教育部推荐申报国家级重点中专

学校的消息后，学校及时向省教育厅申报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由于申报国家

级重点中专学校的前提条件是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当时学校还不是省部级

重点中专学校），后经多方协调，省教育厅同意我校同时申报省部级重点中专

学校和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最后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等级。随后，学校重新成

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评估领导小组，动员全校力量投入自评工作，抽调精兵强

将，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新的评估体系，准备办学水平自评材料。评估体系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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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条目 6 个，分别是学校设施、队伍状况、教学工作、行政管理、质量与效益，

二级条目 18 个，三级条目 54 个。经过近两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在省教育厅

专家组来校前完成了自评材料的准备工作（上报材料 6 册 458 页）。

2000 年 9 月 1 日至 3 日，省教育厅办学水平评估专家组来校对我校申报

“省部级重点中专”“国家级重点中专”进行了评估验收工作。

这次办学水平评估准备工作时间非常紧，由于省教育厅专家来校验收时

间已事先确定，所以评估材料的准备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省教育厅要求申报的

基础材料都必须是计算机打印装订成册，并附软盘报送。学校当时办公设施比

较落后，配备的计算机数量少，针式打印机只有一台。参与材料准备的教师只

能一边争分夺秒地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一边加班加点准备材料。由于时间

短、任务重、工作量又大，十几个主要整理资料的人员整整一周时间吃、住在学

校。为了节省时间，我们选择了一家校门口的饺子馆，大家轮换吃饭（打印机昼

夜不停地打印），结账时，总共吃了近 180 斤饺子，以至于有好几位教师此后很

长一段时间都怕再提到“饺子”二字。8 月 29 日至 31 日，连续三天三夜，大家

都没有休息，没有合眼，真正算得上是夜以继日，直到 9 月 1 日早晨 7 点才最

终完成了所有评估材料的准备工作。当正规整齐、装订成册的资料按时交到评

估专家手里时，资料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

当时，参与准备材料的工作人员都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几个小插曲足可

反映出当时的情景：一是材料最终完成时，学生正在出早操，为迎接专家组评

估，学校前一天有卫生大扫除，有一名教师竟然忘记了窗户上还有玻璃（材料

室设在教学大楼三楼中间教室），想伸出脑袋看学生跑操时竟然一头把窗户玻

璃撞碎了；二是一听到材料最终完成，一名教师竟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立刻睡

着了，任凭别人怎么拉、怎么叫也不醒；三是当材料完成，老师们正在清理工作

间现场时，有位刚上班的老师进到现场说了几句风凉话，刚释放压力的一名男

教师感到莫大的委屈，竟伤心地号啕大哭，吓坏了当时在场的几个学生。

2000 年 11 月 18 日，甘肃省教育厅以甘职教发〔2000〕54 号文件确认命名

学校为“省部级重点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2001 年 3 月 5 日，国家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重点中等专业学校”（教

职成〔2001〕5 号），甘肃煤炭工业学校榜上有名。

2003 年 7 月，学校直接填报《国标合格中等职业学校评估认定申报表》；10

月，学校通过了国家教育部“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复评工作。

2004 年 3 月 16 日，国家教育部公布新调整认定的 1076 所首批国家级重

点中等职业学校，甘肃煤炭工业学校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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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家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决定利用三年时间

在全国建设 1000 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性学校，甘肃省向国家教
育部推荐的首批 7 所中职学校，我校名列第二。经教育部审定，我校被列入全
国首批 273 所示范性项目建设学校，建设期为两年（2011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期间国家向我校投入资金 1100 万元，用于学校软实力建设。

2013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省教育厅专家组来我校对“全国示范校”建设
情况进行评估验收。专家组认为学校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学校办学实力强，
办学特色明显，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国家教育部将在 9 月底对示范校进行

评估验收，验收合格后学校将成为首批全国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

历次办学水平评估基本情况汇总表

时间 评估内容

基础资料

评估

结果
职工

总数

（人）

专任

教师

（人）

学生

总数

（人）

建筑面积

（万㎡）

1973.10 34 8 163
借用靖远煤

矿焦化厂

1978.10 140 50 250 2.2

1992.1
学校领导、师资队伍、设施与

经费、办学效益等 4 个大项，

35 个小项目
179 66 610 3.31 基本合格

1997.11

学校领导、师资队伍、设施和

经费、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管

理、行政管理、办学效益等 7
个大项，76 个小项目

188 89 1067 3.34 合格

2000.9
学校设施、队伍状况、教学工

作、行政管理、质量与效益等

6 个大项，54 个小项目
190 96 1580 3.36

省部级重点

国家级重点

2013.6

办学体制机制、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教学改革、师资队伍

建设、评价方式改革、重点专

业建设、特色项目建设

183 159 4572 8.56 国家级示范校

（作者系学校现任党委书记、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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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在记忆中的情怀

———甘肃煤炭工业学校四十年校庆随笔

何绍人

四十年了，校园早已旧貌换新颜，许多往事已灰飞烟灭。如今，每当我驻足

校园，觉着周围一切亲切而鲜活，却又陌生而遥远。我从西安矿业学院毕业，来

校任教直至退休，教龄堪比校龄。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同生共长，我与学校、我

的学生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难舍之情。四十年过去了，腾格里的风沙吹老了岁

月，却没有吹走我的思念。世事在新旧更替中消长，但定格在往日记忆中的情

怀却挥之不去，甚至在新与旧的对比中愈加清晰了。

偏僻简陋的校园老师与师道

20 世纪 70 年代的校园，简陋的条件，废弃的仓库，车间改建的简单教室，

十多间旧窑洞整修的宿舍，据说还是借用的。没有围墙，没有校门，附近只有一

个不大的国营商店和邮政所。四周除了沙滩就是坟包，一片荒凉，偏僻到使我

至今都未搞清“飞出了金凤凰的诞生地”，它具体叫什么地名。那时，物质匮乏，

生活艰辛，到如今我只记得苞谷面糊糊和原汁原味的手工馒头最香也最好吃。

当年，就是在这样一座再也不能偏僻简陋的校园里，却汇聚了很多被“文

革”折腾，流落到我省煤炭行业的好老师。如蔡振东先生、陈忠武先生、何若祯

先生、赵洪儒先生等等。“文革”前他们大都在北京、西安、兰州等城市的煤炭院

校或其他高校任教，如黄天申先生就是一位西安交大的老师。1975 年，我们一

批十一人从西安矿院毕业被分配到学校任教。我们进校前后，还从煤炭企业调

入了一些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尔后又陆续分来了许多风华正

茂的大学科班生。记得我所在的矿建教研组六个老师，全都是大学毕业生，这

在大学生脱销的年代足以让人羡慕不已。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时，学校雄厚的师

资力量足以支撑起曾经的“甘肃矿院”。

那个年代，留给我记忆最深的，还是老教师们的为师之道。最初，给我的印

象是他们脾气好，性格随和，平易近人，老是保有着老知识分子那张和蔼可亲

的笑脸。接触多了，时间长了，我慢慢发现那一张张笑脸背后有许许多多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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