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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西华大学是２００３年经教育部批准，由四川工业学院和成都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合并组建而成的。２００８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位于成都市
中心城区的四川经济管理学院整体并入西华大学。因此，今天的西华大学
是三个学校的总汇。

四川工业学院的前身是１９６０年成立的四川农业机械学院，是国家为
实现农业机械化在当时全国７个大区分别布点的农业机械学院之一。１９７２
年更名为成都农业机械学院，１９７８年被省政府列为省属重点大学，１９８３
年更名为四川工业学院。

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１年成立的温江地区五
七师范学校，先后更名为温江地区师范学校 （１９７９年）、温江师范专科学
校 （１９８２年）、成都师范专科学校 （１９８５年）和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１９９３年），是当时四川省办得最好的师范专科学校之一。

四川经济管理学院的前身是１９８２年四川省政府批准建立、国家教委
备案的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是以培养高中级经济管理人才为目标的成
人高等院校，在１９９７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全国评估验收中，其成绩为四
川省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第一名。１９９９年为适应普通高校学历教育的需
要更名为四川经济管理学院。

从１９６０年四川农业机械学院成立时算起，西华大学已历经了半个多
世纪，在这五十多年中，虽历经更名、合并，西华大学历届师生始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 “立足四川、服务西部、面向全国”的定位，坚

１



!"#$ !
"

持 “教学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的办学思路，以培养 “具有高尚的
人格素养、强烈的责任意识、扎实的实际能力、奋进的改革精神的优秀人
才”为目标，以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为己任。五十多年来，已为国家培养
了１８万余名各类建设人才。

１９６０年创校之初，正值国家处于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校师生
在 “一二·九”运动参与者、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杨诚院长的带领下，发扬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了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为西华大学献上了
一份沉甸甸的奠基礼，并从中孕育和酿就了 “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办
学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鼓舞创业者，激励后来人，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
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开辟了今天西华大学的新天地。

今天的西华大学拥有２２个二级学院，７４个本科专业，１２个一级学科
硕士授权点 （５２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两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
（其中工程硕士具有１１个领域）授位点，１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５个国
家级和１４个省级特色专业、１５个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专业、７个省
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和两个省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学校拥有８个省级
重点学科、１个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个国家级高等学校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１个四川省汽车关键零部件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以及２个省级
重点实验室、３个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１３７３名专任教师中，
有９４９名获硕士以上学历，教授和副教授７６７名，还有多名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专家、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
选和教学名师。

学校现有校本部、彭州、人南三个校区，占地２６００多亩，建筑面积

１２０多万平方米，全日制本专科和研究生达４万余人，是全国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中西部１００所重点
建设的高等学校之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此我们向在三个学校不
同时期为学校的成长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师生和校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你
们的成绩将载入史册并与西华大学的事业同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上说：“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历史连接着
过去，历史也昭示着未来，对于每一个西华人来说，西华大学半个多世纪
的历史不仅为昨天和今天的我们烙下深深的印记，更将与明天的我们相伴
而行。我们必须从学校发展的历史中汲取心灵的养分，寻找精神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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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力量的源泉，继承和弘扬 “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以此
激励和鞭策我们奋勇前进，努力培育 “热爱育人、追求卓越”的校园文
化，为在不远的将来把西华大学办成国内知名、省内一流的教学研究型大
学而努力。

是为序。

西华大学党委书记　张小南　博士　教授
西 华 大 学 校 长　孙卫国　博士　教授

２０１３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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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四川工业学院校史 （１９６０—２００３）

第一章　艰苦创校，艰辛办学，
孕育西华大学办学精神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第一节　艰苦创校

一、１９６０年国家农业机械部和中共四川省委在西南协作区创建
四川农业机械学院

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在七年内，争取
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在全国解决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
大发展”。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就全国农业机械化问题提出 “四年以内小解
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方略。３月１６
日毛泽东主席视察郫县红光合作社，３月１７日刘少奇委员长视察国营四
川郫县拖拉机站和国营四川省机耕农场 （地址均在我校旁边）。１９５９年４
月２９日毛泽东主席在 《党内通讯》“谈农业问题”的信件中提出：“农业
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同年３月、４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和中共
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又进一步讨论了 “农业机械化问题”。

１９６０年初，国家农业机械工业部根据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
题”的指导性意见，决定在全国七个大区分别设立综合性农业机械学院。
国家农业机械工业部在 “全国第一次农业机械厅局长会议文件”附表二
《关于农业机械高等院校发展规划建议 （草案）》中，决定 “在西南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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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四川农业机械学院；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为建校期间，建议四川省从现有
高等院校中选择若干专业作为基础，并取得有关方面支持；学校规模

５０００人，主要为西南大区服务的农业机械学院，由四川省领导；修业年
限为５年；专业设置以农业机械、小型给排水机械、农业电站设备等为学
校发展的方向，具体安排请四川省提出意见；基本建设投资１５００万人民
币，１９６０年投资２００万人民币；１９６０年招生３００～４００人，建议四川省提
出具体方案，若有困难，可以１９６１年建校”。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日，根据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指示，中
共四川省高教局党组、中共四川省农业机械厅分党组向四川省委提交的
《关于筹建四川农业机械学院请示报告》中提出： “一、学院的性质和任
务。这所高等学校是一所单科性新型的农机学院。主要是培养本省农业机
械方面的高级技术干部。二、学校名称，规模和体制，我们建议学校定名
为 ‘四川农业机械学院’，学校最大规模暂定５０００人，学制为四年。”３
月４日，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四川省高教局和四川农业机械厅 《关于筹建四
川农业机械学院的方案》，决定１９６０年招收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和农业生
产过程机械化两个专业的学生３００人，并报送农业机械部。３月５日四川
省农业机械厅制定了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建设四川农业机械学院的规划 （草
案）》，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建成四川农业机械学院。与此同时，３月９日
四川省一届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 《关于全党全民动手加速发展农业机械教
育事业的意见》，提出 “全面规划、重点推行、由低到高、分批实现的方
针”，并指出农业机械化 “在三年内主要实现半机械化，重点试验机械化，
基本完成机械化布局；六年内实现 ‘中’机械化；九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
械化、水利化”，“四川省委已批准在郫县农业机械化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一
所农业机械学院 （注：１９６１年７月四川省委决定将郫县原四川省农业机
械化学校撤销，创办一所四川农业机械学院）”。会议在 《关于培养农业
机械化技术干部队伍问题》的文件中，提出 “这所学校是培养农业高级技
术干部的学校。学生又 ‘红’又 ‘专’，既有深湛的理论知识，又有实际
操作技术”；“在教学上，采取理论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设立实习
工厂和农场，让学生有一定的时间在工厂和农场劳动，通过劳动使学生技
术理论紧密联系生产实际”； “要求把我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建设在学校邻
近，便于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使学校与农业机械研究所、工厂和农场
构成一个组合体系。在这个体系内部，实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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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人员可兼职任教，教师学生
也可以业余参加农机研究，充分发挥教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才能”。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３日，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农村
工作部、省委工业部、温江地委、郫县县委、省农机厅、省高教局、省机
械厅、省农机化学校等单位组成四川农业机械学院筹备委员会，在郫县四
川省农业机械化学校 （地址：现校本部南区）召开第一次四川农业机械学
院筹备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五个问题：（１）具体规划；（２）基建
问题 （王局长：农机学院基建省委拟投１００万，我们压缩到５０万，成都
市已安排建设）；（３）需要土地问题；（４）力量问题；（５）办公室的组成
及职责。会议请省高教局、省农机厅、省农机所派专人参加筹备办公室工
作。学校领导干部由省委工业部负责 （省委已有打算）；一般干部由省农
机厅负责 ［（６０）高秘字第０２５号］。４月１２日，四川省农业机械厅对创
建学院提出具体要求，总的原则是： “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
依靠群众，白手起家，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的原则。”其中：

师资问题。（１）从现有高校高年级学生中抽调少数优秀者集中培养。
（２）从现有师资中选择一部分，组织在职或离职培训、升级使用。在自愿
的原则下动员普通课教师转为专业课教师，组织短期培训。 （３）请省、
地、市委教育机关从性质相近学校中抽调少数骨干。（４）从省分配大专毕
业生中调剂。（５）工厂、机关技术干部兼职任教。

教学设备问题。一般基础学科，教学仪器等，请示当地党委少量拨款
购置一些，再发动学校师生自力更生自制一部分。专业学科，如学生实习
使用的机械设备，由实习工厂制作少量土机床，进行实习教学。另外，省
厅也拟在归口工厂和附属工厂加工部分机床设备装备学校。总之，不要等
待教学仪器装备，应先建校和培训人才。

专业设置问题。四川省农业机械厅在 《四川农业机械学院基本建设计
划设计任务》文件中，确定学校设立五个专业，（１）农业机器制造专业，
包括农牧渔副的生产和加工机器与工具等设计制造。（２）农业动力机器制
造专业，包括农用汽车、拖拉机、内燃机等农业动力机器的设计制造。
（３）农业生产机械化专业，包括农业机器运用修理等。（４）农业电气化专
业，包括农村小型电站、电力网、电力系统及远距离电气机械和自动化的
设计、装置、运用与修理。 （５）土地规划专业，包括测量、土地灌溉渠
道、乡村道路和居民点等的规划及其工作组织。以上各专业今后将根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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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产发展的需要再分设有关的专门化专业。学生修业年限一般为４～５
年。研究生、留学生进修，根据各专业设置，总容量为２００人，修业年限
为２年。专业发展规划问题：１９６０年暑假开始招生，计划３００名，农业
机器制造专业１８０名，农业生产机械化专业１２０名；１９６１年增加农业动
力机器制造、农业电气化和土地规划三个专业，计划招收新生１２００名；

１９６２年以后，计划每年招生１２６０名。目前为了适应农业生产迫切的人才
需要，一律规定为四年制，１９６６年后将农业机器制造、农业动力及其制
造、农业电气化三个专业逐渐转为五年制。建成后各专业招生初步计划问
题：农业机械制造专业为１４４０～１８００人，农业动力及其制造专业７２０～
９００人，农业生产机械化专业１４４０人，农业电气化专业７２０～９００人，土
地规划专业９０人。１９６４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进修生、留学生。

基建设计任务：规划面积按每名学生校舍建筑面积２４．９６平方米计
算，共计１２４８００平方米，三年完成基建任务，总共投资８４２．２５万元。学
校总占地面积５２３亩，其中运动场占地１００亩，拖拉机教练场占地１００
亩。计划１９６０年修建９０００平方米，投资６２．５７万元；１９６１年修建６６４００
平方米，投资４６３．８万元；１９６２年修建４９４００平方米，投资３１５．７万元。
与此同时，在附近修建四川农业机械制造学校。４月２０日中共四川省委
工业部派干部处副处长参加四川农机学院筹委会，为委员 ［省委工业部
（６０）字第２２４号文件］。

１９６０年５月３日，农业机械部给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发函 《关于建立
四川农业机械学院》，“为实现国家农业机械化和部分电气化对高级技术人
才的大量、迫切需要，我部征得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和教育部的同意，拟在
你省筹建一所农业机械学院，作为西南大协作区的重点学校，由你省为主
领导”［农业机械部 （６０）农机教张字６２号文］。

１９６０年６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工业部指派原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
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原成都４２０厂厂长杨诚负责筹建四川农业机械学院
（主持学校全面工作），７月９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任命杨诚为四川农业机
械学院副院长 ［省 （６０）川直人字第０３８４号文件］。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
的情况下，在杨诚副院长的带领下，开始了学院艰苦的创建工作。７月杨
诚副院长向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省委宣传部、省委工业部、省农业厅、
省高教局、省农机厅先后报送 《关于农机院校筹建情况及存在问题的报
告》《我院筹建情况报告》《我院基本情况的报告》等。７月２８日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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