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枚史

曩

，
≯

j

霉
0

．I

．

：；{t?。，．鱼重{2奢孳



宁夏农学院校史
． 宁夏农学院校史编委会编

I 9 8 8·7



宁夏科技印刷厂印刷。’ 宁夏农学防内部发行

开本l 787×1092 l／32

插页。8页

印张l 4．5．

二

字数l 107，705

198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I一4，000

产≯¨；乜墨



口

’ ‘ ●

。

解放以前，宁夏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广大回汉族子女

很少有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解放以后，经过政权建设和经济

恢复，"1954年刚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宁夏

省的建制撤销，并入甘肃省。银川地区作为一个专区，’也无

条件设立高等学校。1958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期

间，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根据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区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决定建立宁夏的高等学校。

1958年7月16日，成立了宁夏大学筹建委员会。筹委会由甘

春雷、杨辛，李和春，李微冬，郝玉山，金茂岳、赵芝圃等

7人组成。甘春雷为主任，李微冬为副主任，下设办公室。

并决定，在宁夏大学未建成前，为了适应宁夏工农业建设和

宁夏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当年先在银川师范学校，宁夏卫

生学校、银川农业机械化学校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宁夏师

范学院、宁夏医学院和宁夏农学院。要求予1958／1959学

年第一学期开学上课。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三院于1958年

9月15日在银川卫生学校(现为银川一中南院)一起联合举

行了开学典礼。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景林、甘春雷亲临参加

并讲了话。这就是宁夏农学院诞生的日子。从1958年9月至

今年9月，30年来，宁夏农学院经历了初创、合并、恢复、

发展四个阶段，走过了四次搬迁，两次合并，一次分散办学



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办

学骨干力量和教学科研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

拨乱反正，学校才恢复了生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党对教育和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学校建设迅速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信心百倍地辛勤洽

学，培育青年为发展教育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3 0年来，

沧桑巨变。今天，她已成为一所发展中的多层次、多学科的

高等农业学府。目前，全校师生员工，正在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三大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不断地提高教学质

量，并决心刳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劳的目标，振奋精神，开拓前进。 。

目前，学校校址在永宁县王太堡，占地面积284亩。经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学校规模为在校学生1560人，设置农

学，林业，畜牧，兽医．水利、农经、生物、檀保、果树、农

业教育，食品共l 1个专业。除果树专业正在筹建外，其它专

业均已招生。

1988年在校学生共1539人，其中本科生796人，专科生

739人，研究生4名。

现有教职T．664人(不包括实验农场职工)，其中专任教

师363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3人，副教授72人，讲师131

人，教员1人，助教156人。

现有实验室59个，除新建的以外，一般都拥有常规设

备，基本上能满足教学要求。图书馆面积3200平方米，现有

藏书20余万册。

学院除附设附属中学，小学、幼儿园、医院外，还有实

验农场和家畜病院为教学、科研提供实验场所。实验农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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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田1100亩，其中果园100亩，另外还有新垦地600亩。年

产粮食90余万斤，其中繁殖良种约40万斤，苹果近50万斤，

并饲养有各种家畜家禽。家畜病院可以进行常见病，多发病

的治疗及疑难病的诊断，是我区水平较高的家畜病院之一·’

学院从开始就很重视科学研究，后因合并搬迁，缺乏场

地而中断。近年来，在坚持教学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了

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8—1987年，共发表

论文480余篇，有5l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或自治区人民政府

的奖励。有的已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取得明显的经济效
益． ．。

、
： ?!

为总结交流教学经验和科研威果，．了解国内外科技动

态，自1980年起，编辑出版《宁夏农学院学报》和《宁夏农

学院译报》两种刊物，均为内部发行。 ．’．

学院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各专

业教学计划，严格执行考查、考试和升留级制度，严格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教育质量不断地在提

高，不、少毕业论文获得区内专家和师生的好评。 、．．

’

宁夏农学院建院30年来共培养毕业生38,16人。其中19∞

年前毕业4年制学生613人，1975—1979年毕业3年制学生

772人(内。杜来社去矽378人)，招生制度改革后1982—1988年

毕业学生2461人。这些毕业生(包括合并宁大期间的农牧两

系)，许多己成为宁夏农业战线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教育

战线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地市，厅局、县处级的领导千

部，提拔到地市，厅局级的有1 1人、县处级的有138人。

历史使人聪慧。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和关心学院的

社会人士都想了解宁夏农学院是怎么办起来的，是如何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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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大的，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遵照原教育部的部署我们整

理编写了这部校史。在编写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忠于历史事实，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指导，着重记叙教学、科研和学校发生的大事，反映

学校所走过的道路。编写方法，，按历史发展的过程，竖排横

写l对每个阶段的是非功过，寓评于述。 ．

校史编委会于1984年秋组成，成员为， ．·

’

o， 主 编。储常林 ⋯． ’

， 第一羽主编。届德林
7 ’

刮主编：朱光曜，杨希安
’

缩委t陈如熙，王兴祥、王兆策、姜华伟，王瑞云、

一．， 曹伦经、卢益贤、杨宗礼、朱彦林 ，

分工执笔编写的有，j， ．

序言：屈德林，杨宗礼： ’1’·

：’．第一章、屈德林
’

．j

。 第二章：姜华伟，朱光曜 一

，

第三章：储常林 、·

。

’

o一’第四章。储常林、杨宗礼 ．‘

‘通篇文字润饰：杨希安 、

．

在编写过程中，虽然几经讨论，四易其稿，但由于我们

水平有限，资料散失，征求意见也不够广泛，遗漏和错误在

所难免，敬清读者批评指正。。 一-- ；

。

。

宁夏农学院校史编委会 。
一

l 9 8 8年7月l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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