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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  静

40年，不长，每一个日子都定格着跋涉的足迹；40载，不短，每一个脚步都

印刻着执着的坚守。	

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犹如西北这片土地上顽强生长的胡杨林，长出了声

势，长出了风骨。这是一部艰难竭蹶的发展史，立於大势，建於艰困，成於职

守，兴於开放。修史编著，梳理脉络，呈现这所大学的教育史、学术史、文化

史，投射这所大学的生命史、精神史，乃后学之责任。

40年前，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颇具声望的管理人才响应国家号

召，远赴西北，临滔滔黄河之滨，聚巍巍六盘山下，在固原黑城，喝着苦咸水，

吃着玉米面，自编教材，自制教具，擎起了培养六盘基础教育师资的大旗。“不

到长城非好汉”的宁师精神响彻西北大原，宁南山区教师摇篮由此发轫，植兰树

惠，筚路蓝缕，弦歌不辍。

37年前，国务院决定，在原六盘山大学的基础上改建固原师范专科学校，后

易校名固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之赓续由此绵延。几代宁师

人扎根六盘，薪火承传，无悔追求，始终以思想的火炬照亮行人，以知识的甘露

滋润心田，培养了万千人才，谱写了雄宏壮丽的华彩乐章。感怀不已、追念不断

的人和事无以计数。固原俊才，于斯为盛。

10年前，全校上下秉持“办一所负责任的大学”，为学生的未来、为地方

的发展打好底色的使命，发奋图强，爬坡追赶，创新提升，筑梦圆梦，实现几代

人之夙愿，学校成功升格为宁夏师范学院，进入本科院校行列。开放办学、内涵

发展的六盘之路借此驶入了快车道。自兹，古雁文苑，两区办学；层次提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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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鼎新；深化治理，两级管理；重布学科，拓展专业；专硕落户，免费师范生入

校；宁大联办，海内外廿余校深度合作；同心协力，共襄事业；建章立制，依法

治校；爱我学子，多措改革；桃李满园，春风化雨；美丽宁师，声誉鹊起。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四十华诞，修史编志；怀恩国家，感念

前贤；传播校友，再思使命；砥砺奋进，旨在高远！

是为序。

201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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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六盘山大学筹建时期

（1975—1977）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历经十年浩劫，国民教育遭

受重创，教育复苏迫在眉睫。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宁南山区中学数量一度增至

198所，学生达到53096人。然而基础教育师资极度匮乏，师资力量异常薄弱，确

实不能适应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为了有效解决这一困难，加快基

础教育发展步伐，中共固原地委审时度势，于1975年提出筹建六盘山大学，为固

原地区培养急需的基础教育师资及其各类应用人才，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

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面貌。六盘山大学的筹建，成为宁南山区教育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第一节  六盘山大学的筹建

1975年7月10日，中共固原地委向自治区党委申请在固原县黑城祁家堡原

“五七”干校基础上筹建六盘山“五七”大学，后改称六盘山大学。筹建初期，

时任中共固原地委副书记胡启立同志兼任学校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和学校筹备

小组组长，贺秉宏同志任学校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治安同志任学校党的

核心领导小组和学校筹备小组副组长，刘金声、杨德林同志任学校党的核心领导

小组和学校筹备小组成员。

1976年11月15日，固原地委向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关于六盘山大学有关问题

的请示报告》（固地党发〔1976〕52号），汇报了六盘山大学筹建一年的基本情

况。六盘山大学筹建一年多时间，初步建成校舍138间，共3100平方米，但由于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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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招生指标等问题没有得到自治区党委的批复，因此没有实现正式招生。报告

就六盘山大学的规模、办学方向、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学制、招生方法、学员

待遇、基建和经费等问题向自治区党委做了请示。

1977年3月21日，固原地委向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关于六盘山大学招生问

题的请示报告》（固地党发〔1977〕9号），同时一并上报了《关于六盘山大学

一九七七年招生的意见》，明确了六盘山大学的培养目标、招生对象、学习时

间、课程设置和学员生活待遇等具体问题，计划1977年开始招生，春、秋两季招

收一年制短期班学员各100名，希望自治区将此正式列入国家招生计划。

经自治区文教局研究，于1977年3月25日向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关于成立六

盘山大学的请示报告》（宁文党发〔1977〕7号），同意固原地委关于在六盘山

“五七”干校基础上成立六盘山大学的意见，并建议上报国务院批准。报告明确

指出，六盘山大学面向固原地区，培养建设固原地区所需要的干部和师资，由固

原地委领导。学校规模逐步扩大，最大规模暂定500人（不包括各种专业短训班人

员），暂设师范、农学、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化4个专业，列入国家招生、分配计

划。在未经国务院批准之前，由固原地区先举办短期训练班。六盘山大学的师资

由固原地委和自治区文教局负责解决，人员经费列入高等学校教育经费开支。

六盘山大学在未获得国务院批准和正式招生之前主要承担了一些短期培训任

务。1976年，举办了一期供销班，招收学员40名。1977年秋至1978年秋，举办了

在职数理化教师进修班，招收学员120名。

第二节  从六盘山大学到固原师范专科学校

在争取筹建六盘山大学期间，固原地区基础教育师资匮乏的现状日益凸显，

培养师范类人才尤为紧迫。针对师资紧缺的问题，固原地委和六盘山大学筹备小

组顺应形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对申请筹建的六盘山大学校名进行调整，突出

师范教育，培养急需的师范类专门人才。

1978年5月9日，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固

原师范专科学校的请示报告》（宁发〔1978〕88号）。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于

1978年12月28日下发了1427号文件，同意增设固原师范专科学校，这标志着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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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成立，通称的固原师专由此诞生了。至此，经过固原地委和六

盘山大学筹备小组三年多时间的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在固原地区办一所真正大

学的目标。

1979年1月初，《人民日报》刊发了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恢复和增设169所高等

院校的消息，固原师范专科学校位列其中。消息传来，六盘山大学的教职员工欢

欣鼓舞，奔走相告。

同年3月7日，自治区革委会下发了《关于增设固原师范专科学校的通知》

（宁发〔1979〕56号），文件依据教育部《关于增设固原师范专科学校的通知》

精神明确规定，固原师范专科学校面向固原地区培养初中教师，招收高中毕业

生，学制暂定为2年，暂设中文、数学、理化、英语4个专业。当年招生155人，学

校最大规模为400人，校址设在固原县。学校为地、市一级单位，由自治区革委会

领导，委托固原地区代管。随后，固原地委决定成立固原师专筹备小组，由张贵

义、张治安、冯荫民、太和（后由马先智接任）、冯为华5人组成。张贵义负责党

务工作，张治安负责行政工作，冯荫民负责教务工作，冯为华负责总务工作，太

和（后由马先智接任）负责政工工作。

在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固原师专之前，197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就已明确，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在宁夏六盘山大学基础上建立固原师范专

科学校，并将固原师范专科学校的招生计划列入当年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之

中。因此，1978年秋季高考之后，六盘山大学就招收了160名新生。11月6日，首

届新生开始报到。11月9日上午10时，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在固原县黑城“五七”干

校礼堂举行，自治区教育局、固原地委、革委会领导参加了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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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93）

新建的固原师范专科学校在曲折探索中艰苦创业，逐步规范办学行为，各

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建校初期，面对条件简陋、师资匮乏、环境恶劣等不利因

素，校领导班子团结协作、艰苦创业，切实发挥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教师因陋

就简自编教材、自制教具开展教学工作。学生工作渐趋规范，图书资料扩容增

量，后勤服务持续改善，民主建设有序推进。十余年间，学校坚持教学工作是一

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教学管理、考试管理规章制度，创造条

件鼓励教师开展科研工作，重点扶持填补学科空白和具有较高开发价值的项目，

以此促进学科整体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举办学术论文研讨会和科研成果展，

打造《固原师专学报》学术阵地，活跃学术氛围，促进教研相长。20世纪五六十

年代和80年代毕业的一批大学生汇聚在固原师专，立足本职，潜心教学、科研、

管理，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影响。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固原师专为地方民族教育和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1988年4月，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88年8

月，被国家教委评为“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方向明确，成绩显著”优秀师

专，位列全国26所师专之一；1991年10月，被自治区爱委会评为卫生先进单位；

1992年3月，被国家教委、国家民委评为在发展与改革民族教育工作中做出积极贡

献的“全国民族教育先进集体”；1993年3月，被国家教委、国家民委授予“民族

教育先进集体”；1993年9月，被中共宁夏区党委、区人民政府评为“全区民族团

结进步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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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攻关批复固原师专计划任务书

固原师专成立后，学校的基本建设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学校一方面利用现

有资源和设备，克服种种困难开展教学工作，一方面积极争取将校址从固原黑城

迁至固原县城。

按照自治区革委会呈报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固原师专应在原六盘山大学的黑

城校址上进行扩建。然而，随着基建工作的着手推进，许多问题逐一摆在了学校

面前，且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经过认真研究，学校认为从长远发展考虑，应在

固原县城内新选校址进行建设。

1979年2月26日，固原地委常委会议研究，同意学校迁建的意见，决定将固原

师专新校址选在固原县城地区医院、固原卫校的北面。

3月17日，固原地委研究决定，成立固原师专基建组，以加快固原师专迁建

工作。基建组组长由白四喜同志担任，全面负责学校的基建工作。

4月2日，学校向固原地区计委报送了《固原师专计划任务书（建议稿）》，

初步规划学校总建筑面积为21780平方米，总投资380万元，学校规模为600人，校

址建在固原卫校和地区医院北面。

4月3日，经固原地区计委研究，同意了《固原师专计划任务书（建议稿）》

并向自治区计委报送了《关于固原师范专科学校计划任务书的报告》（固地革计

字〔79〕45号）。自治区计委对报告经过认真审查，考虑到固原地区耕种土地紧

张、经济条件差，对学校的建筑面积、基建投资、规模等提出了异议。要求学校

的计划任务书要符合国务院的批复意见，规模以400人为准，校址以六盘山大学为

基础，在固原黑城进行扩建。为了争取基建时间，学校提出了计划任务书调整意

见，即建筑面积由21780平方米压缩至18000平方米，总投资由380万元减至340万

元，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4月25日，学校基建组向自治区教育局起草报告，阐述了在黑城办学遇到的

种种困难及对学校长远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希望自治区教育局能够支持固原师

专迁建固原县城的意见，并促成自治区计委尽快批复计划任务书。自治区教育局

签署意见同意学校规模按600人计算（包括教师进修），建筑面积按1.8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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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5月3日，固原地区革委会以固地革发〔1979〕37号文件向自治区革委会上报

了《关于固原师专校址规模问题的请示报告》，就固原师专的校址和规模向自治

区革委会做了请示。一是关于校址的问题，考虑到黑城地处农村，是苦水区，饮

用水拉运距离远、成本高；离县城百余里，副食物资供应无保障；周边无企业，

双职工难以安排；教职工子女上学困难大，无法安心工作等因素，请求根据1979

年2月26日地委常委会议决议精神，利用现有人员和设备，在固原县城二医院、

卫校以北，原定固原农机校地址及周围空旷地施工建校。二是关于学校规模的问

题，自治区革委会初定学校规模为400人，但当年招生后学生将达到315人，暂定2

年的学制也需要延长，再加上每年承担在职教师进修班任务，因此申请按600人的

规模编制基本建设计划任务书比较合适。

5月17日，自治区革委会以宁发〔1979〕90号文件做出了《关于固原师专校址

规模问题的批复》，同意固原师专校址建在固原县二医院、卫校以北地区（原地

区农机校地皮及周围空旷地），学校规模按600人建设，并希望积极努力，尽

快筹建。

5月25日，区计委印发了《关于固原师范专科学校计划任务书的批复》（宁

计基〔1979〕170号文件）。

至此，学校在固原地委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

《固原师范专科学校计划任务书》。从批复的内容来看，专业、规模、占地面

积、建筑面积、总投资等方面都有显著增长，校址从固原黑城迁建到固原县城

（表一）。

表一  固原师专原建校计划与新建校计划 

批复 校址 基础
专业

（个）

规模

（人）

面积

（万平方米）

总投资

（万元）

占地

（亩）

原批 黑城 扩建 4 400 1.2 200 41

现批 县城 新建 5 600 1.89 38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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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固原师范专科学校时期（1978—1993）    

第二节  征用新校址土地

在取得固原师专计划任务书之后，校址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征地的问题接

踵而至。为了争取固原地、县对固原师专基本建设的支持，尽快完成新校址的征

地任务，1979年5月29日，学校起草了《关于固原师专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主

送固原地区行政公署，抄报自治区革委会，发送区、地、县23个单位。报告对校

址、征地、学校规模、校址内附着物处理、本年基建任务等问题，依据有关文件

做了详细阐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

5月30日，学校起草了《关于固原师专申请建校土地的报告》，主送固原县

革委会，抄发区、地、县、社15个单位。

从6月1日开始，学校与固原县革委会商讨征用土地问题。6月8日，固原行署

专员高凤宝主持召开地区常委扩大会议，副专员惠连杰、王国璋，组织部长马启

新，宣传部长李自强参加，在听取了固原师专基建领导小组关于基建问题的汇报

后研究决定，固原师专的基建问题由行署副专员王国璋同志负责，召集地、县有

关单位负责同志开会，首先解决征用土地和附着物处理问题。

6月12日，王国璋主持召开会议，地区宣传、文教、计划、财政、民政、建

行，固原县革委会、计委、民政局、城建局以及固原师专筹备组、基建组领导参

加，研究固原师专基建征地和附着物处理问题。

7月7日，高凤宝召集地区行办、民政局、财政局、文教局、计委、军分区、

固原县民政局、城建局和西郊公社的领导同志开会，并带领全体与会人员到学校

新校址现场查看，要求相关单位积极做好固原师专征地工作。

7月8日，按照已定校址四至丈量，从东到西477米，从南到北150米，合71550

平方米，折合107.4亩，除去公路1800平方米，折2.7亩，校区实占总面积104.6

亩。除去路、壕、坡、沟、渠外，有和平一队耕地44.7亩、三队24.2亩、四队22.5

亩，合计91.4亩，靶场8.9亩，县中队地2.9亩，共占耕地103.2亩。学校以宁固师专

建字4号文件，附区划图、平面布局图报固原县民政局，呈送固原行署。

7月10日，固原行署印发了《关于固原师专校址的通知》（固行署发

〔1979〕74号文件），对固原师专的校址四至、征地、附着物处理、委托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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