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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客观记述石油物探学校20年办学的发展历程，反映学校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成就的校史．

石油物探学校创建于1978年4月，是在多次举办职业技术培训班的基础上诞生的。20年

来，学校广大教职员工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艰苦创业。学校从无到有，规模由小到大．探索和

总结了一整套职业办学经验t为国家石油勘探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物探局、各油气

田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石油物探校校史》的出版是一部对广大教职员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优

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对学校今后办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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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岁月倥偬，石油物探学校在垒国各行各业遵照党的十五火精神，不断深彳七

潮中，迎来了建校20周年。1978年，为适应石油工业的发展，经河北省．原石油化学工!

正式成立石油物探学校。1992年、1993年，分别被能源部、i可北省确定为能源系统职业荔

校及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20年来，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叉高擎职教改!

迎风猎猎，昂静高歌，实施“九五”二次创业，奔向石油物探学校的辉煌!

石油物探学校已走过20年，这是全体师生员工颇为自豪的20年：建校十年既赢得了‘

埔”的美誉；时光进入90年代，学校的改革叉取得了新的业绩；1994年以来，职教改革，

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在困难中崛起，在改革中前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市场巾动

的牢固位置。进入“九五”，更是步植稳健，我们正为实现全国重点中专管理水平的学板

斗。

这是一条不断向上攀升且充满希望的智慧之线。

透过这条线，我们看到的是石油物探学校“团结、勤奋、严谨、进取”的八字校风d

好问，善于思考．黍视实践，勇于创新”的学风，我们听到的是师生员工励精图治，艰崔

于开拓，自强不息的前进脚步声。今天的师生员工，就是凭借这种精神，劈荆斩棘，勇往．

透过这条线，我们看到的是教职工的兢兢业业、公而忘私，废寝忘食、任劳任怨。君

常是子夜钟声晌起，教学楼、办公楼犹见灯光闪亮；君不址，学校的节假日，多少教职I

数次的休息；君不见，多少人为开办适合市场需要的新孥业，奔南闯北，州到学校不及【一Z

走人课堂⋯⋯



非凡的业绩溶入了多少教职工的非凡奉献。

今天，面对着建在200多亩土地上的13000平方米的教学大楼，面对着38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省

部级重点中专学校，面对着足迹遍布全国的毕业生，石油物探学校教职工豪情万丈，新的蓝图又在

心中酝酿。

石油物探学校的成立与发展，被用人单位广为称道，而师生员工又为不断创造新的成绩而孜孜

以求。种种荣誉已属于过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学校又瞄准了新的目标，积极适应物探局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跨国经营，占领国内外勘探市场的形势，为提高员工素质和培养各级各类技术

人才铺就坦途，在职教改革中，打响名牌学校，创出名牌专业，办出石油物探中专特色。

石油物探学校前途灿烂但任重道远。置身于职业教育竞争的坐标系中，师生员工又一次站到了

新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冲刺。

20年，弹指一挥间，在掌声和鲜花中，我们忘不了对给我们以支持的各单位，各界人士说一声

感谢，并对全体师生员工表示祝贺。与此同时，我们更应铭记的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历史

教训，更应铭记的是“深化教改，主动适应，才有主动”的办学哲学。

作为中国石油工业职业教育的一员，唯一的“石油物探”中专，石油物探学校理应冲在职教改

革的前沿。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前进，石油工业在发展，石油物探学校也在前进。2l世纪，

中国将再度崛起，石油工业将二次创业，物探学校也将再次起跑，去追赶辉煌。

盛世修史，自古而然。我们编修《石油物探学校发展史》，并非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只缘难

以忘却艰苦岁月里奋发图强的职教办学历程，珍视广大教职员工为国争光、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校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经常提醒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可为学校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供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可为学校对青年学生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热

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崇尚物探职业，立志科教兴国，成为“四有”人才等传统教育，提供内

容翔实，生动实际的教材。

石油物探学校已给自己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九五”期间创建全国重点中专管理水平的中

专学校。这是一个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计划。教职员工信心十足，因为背后有“百万翻天覆地人”

的支持和鼓励。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石油物探学校建校二十周年庆典的礼炮声，同时也是全体

教职员工起跑的发令声。石油物探学校的教职工永远渴望着新的纪录。在全体教职员工的眼中，辉

煌永远在前方!

东厶
．，q’雩、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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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石油物探学校校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史实为依据进行编纂，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客观性相统一，资料翔实，记述客观，文风端正，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

史料全书，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石油物探学校校史》上限从1978年4月石油化学工业部批准建

校始，起笔于学校的前身“磁训班"，下限截止于1997年8月底。文中凡

“目前”、“现在"、“当前’’、“迄今为止”等一类表示时间的用语，均指1997

年8月底的时间。

三、《石油物探学校校史》是本着“先古后今，以时系事，事以类聚，纵

排横写”的原则编纂的。主要采用记叙议结合的体裁，以述为主，寓评于述

之中。照片纪实集中，图表随文插附。

四、《石油物探学校校史》中所述单位名称，在首章首节使用全称，以

后多次出现时基本使用简称。譬如，“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简称“物探

局”，“解释测量专业科”简称“解测专业科”，“学生工作部”简称“学工部”

等等。

五、本史文字力求精炼，言简意赅，各章节中涉及的规章制度、重要文

件等，原文不再编入。

《石油物探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

199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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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艰苦创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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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物探学校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石油物探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学校

座落在河北省涿州市。涿州古称“天下第一州"，幽燕大地，范阳古城，太行东麓，

京师脚下，拒马河流水潺潺，姊妹双塔对峙，冀中沃野，棉茂粮丰，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涿州是首都北京的南大门，距北京只有60公里，京广铁路、公路在此通过，

交通、通讯十分便利。石油物探学校就座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皇帝的这片

神奇的土地上。20年来，石油物探学校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瞩目。

石油物探学校是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化学工业部六四六厂模拟磁带地

震技术培训班(简称磁训班，后改名教导队)、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技术学校(后

成立“七·二一"工人大学)，在多次举办模拟磁带技术、数字磁带技术培训班的

基础上，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及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亲切关怀

下，在物探局的直接领导下，几度演变发展起来的。1978年4月8日，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石油化学工业部批准，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备案，成立“石油地球物理

勘探学校"，简称“石油物探学校’’，列入国家计划、正规的中等专业学校，隶属物

探局领导。从原燃化部“六四六”厂磁训班到石油物探学校成立这段时期，为石油

物探学校的前身。这个时期为学校的创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1978年4月石

油物探学校筹备成立到1981年8月第一批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学校艰苦

创建阶段。

第一节石油物探学校的前身

一、磁训班与教导队

石油工业进入60年代，地震勘探技术第一次开始了更新换代，国家50年代

从前苏联引进的“五一型’”地震勘探仪器，逐渐被模拟磁带地震仪器所替代。从法

国引进的模拟磁带地震仪，已由中国西安仪器厂仿制成功。1966年投入批量生

产，适值地震仪器设备更新换代：急需大批模拟磁带地震仪器操作员、资料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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