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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高等学校1952～1987年沿革简示 附表I

1952 属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由原南通学院农科、苏南文教

在零的基础 苏北农学院(1) (苏北行署)
江菰省 学院农教系和江南大学农艺系三部分合并组建．

上艰苦创业

(1952--1957) 1952年由苏北行署文教处委托他校代办的数理，文史，艺1952 属
苏北师范专科学校(2) (苏北行署) 术和教育四个专修科(班)合并组建。汀菰者

●—k，q’Ij

——I 一(1)苏北农学院(1971年更名江苏农学院)

这段时间， 一f续办『_ (2)苏北师专(1969年升格，名扬州师范学院>

扬州高等院校数 一(3)扬州医学专科学校(1968年建校)
Y

一(4)扬州工业专科学校(1958年建校，1972年改办中专>曾经增加到10

一I竺竺卜
一(6大学部并入江苏农学院)

宁迁扬，1962年改办中专。!
在调整变化

所，其间发生了
中继续前进

较大变化。至该
(1958--1976) 一(6)扬州师范专科学校(1958--1969)

发展期末，其变
(7)扬州农业专科学校(1958--1959)

化结果为三类情 一计 (8)扬州市干部业余大学(1968--1969)
况

(9)泰州师范专科学校(1960--1962)

．．．．．．．．．．．一 一(10)扬州专区教师进修学院(1960--1966)

一i197l 属 1971年苏北农学院与迁来扬州的南京农学院合并，定名江

江苏农学院(1) 江苏省 苏农学院，沿用至今。

1959 属 1959年苏北师专与扬州师专合并，升格为本科院校，定名

扬州师范学院(2) 江苏省I扬州师范学院，沿用至今。

1984 ——厦 1958年在扬州卫生学校基础．卜改建为扬州医学专科学校．

扬州医学院(3) 江苏省
1962年改办中々，1976年成立江苏新医学院扬州分院(大专)，
1978年恢复扬州医专。1984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名扬州医学院。

在改革推动

198．7 属
1980年恢复扬州工专，19￡7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名扬州工

下发展提高 扬州工学院(4) 江苏省 学院，实行省市双重领导以省为主的体制。
(1979--19￡,7)

1982 属
1982年江苏商专由宁迁扬，与江苏省商业学校(中专)合并，

江苏商业专科学校(5) 江苏省 沿用江苏商业专科学校名。

1984 属
1984年成立江苏水利工程专科学校，江苏省扬州水利学校

江苏水利工程专科学校(6) 江苏省 续办，大专、中专分层次办学。

1982 ——疆
1982年成立，属非单独建制的成人高校，与江苏水利工程

江苏水利职工大学(7) 江苏省 专科学校一起办学。



：．ij尊

‘·：鬈：锄辨高等教育惠》．经过三年对阈的精心蝙纂，，毒．

今天终于厨读者见武了+‘÷应当’说’．这是扬卅‘高教系姑．
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史志工作者集体智慧酶结晶和辛勤：

耕耘的成果．o j这本惠书的嗣世。给扬卅逮座历史文化!

名城的现代人炙史增添了不可疑少而又：lIf．熠生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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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扬卅的高等教育事韭‘发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县建癣：

莉期，。已有近西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f，．真实记录一．?

这个城市的’高等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的需要中应运而‘生i又同人，民共和国一道成长的发表

过程。这段历史虽不算长，却是一段光荣的历史．，寄．

是值得我们好好墉修起来，甩以存吏后代酶．o二

麓。扬州高教‘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创业虹·所．辑而等⋯
院校从创建之日’起j就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和t

坚镬领导之下从事办学和教学，进行建设和改革o 1

代代创业者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弓l下-轻受了发展和

调整、r成功和失误的种种考验和饭炼，‘在长期工作实

或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志书飙实记戴了逮籀经验，》

II



从而使之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速笔精神财富将为未

来扬州高教亨业的更加兴旺发达，提供不可多得的历
史借鉴，发挥不可替代的资敢作用·

扬州高教近四十年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如同一本

教科书。它用雄辩的史实向人们证明了许多基本道

理，如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必须始终贯彻为人氏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宗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高等院校只有认真坚持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己任，才能适应

建设和改革进程的需要r也才能在这种适应中求得自

身婚不断发展，高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任何时候都离

不开党的领导，社会主叉办学方向必须始终坚持，艰

苦奋斗，勤俭办学的精神无论如何不能丢等等d这些

基本道理，对于长期战斗在高教战线的广大教职工琵

来总是倍感亲切，这些基本道理也必将教育和感化我

们的后来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而努办奋斗· ；．‘ ．

作为曾经为扬州高等教育事业贡献过一份力量的

—名老哉士，我以无比欣慰的心情目睹现代高等教育

群体盘古城的兴起，也同样骐十分货霄的态詹椎崇这

本志书所体现出来的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效果。

’k．《扬州高寻教育志》无疑还将更好和更长地谱写

下安，．它_的续篇将一篇比一篇充满面向未来，面向世

界，：Ⅵ西向现代化的勃勃生机·对此，我游悔殷切的期

3jj ．



望。是为序·

崎苁
一九九一年三月

3



编辑说’明
。

． 、，· ：．

r ：

‘

．

’

’．

1’‘

’．

．

·

， !o、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

．共十·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次

议》为依据．以现有史料为基础，力求誊．现反映扬州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如实记叙创业历程中曲经验教训，以便

为今后扬州高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某种历史借鉴。
j

r二、．本志努力遵循高教工作的．自身规律，使全志各部分

保持逻辑联系。金篇由主体和附录两大部分构成。．主体部分

包含概述和八个专业章(共二十六节)，各自的基杰内涵

为l概述，总述全篇i首章作大致分类I二，：；章为教学和

科研，正面记叙高等院校的两顼主业I四、五，六章分别从

。人的因素(《师资队伍》+)、．物质基础(《基础设施》)和

服务工作(《后勤保障》)三个主要方面反映高等院校的办

学和教学条件，七，八章记述的是领导和管理问题：。附录部

分包括大事记编要，。教授名录，．熏要科技成果汇集和高等院

校简介。 _一
·． ?

三、本志详述市区、．概述’垒市。起迄时问上不设限，下

限至1987'年(不含教授名录和重要科技成畀汇集)。全志采

用志，述、圈、表．．记，·’录0集等形式，并以志贯穿全篇．，

旨在叙事，不作评论。金志下设章，节，目，每掌都有_段

． d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无题小序，或作引言，或览全章，篇幅不等。章和节序号分

明，节下各日以两个园点分标于目题首尾，以区分段意。

四，本志所录大事记编要，以印证主体，提供线索为目

的，采取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束为辅的方法，原则上一事一

条，按时间颅序排列口重要科技成果另有专录，不重复列入

大事记编要。

五、本志所录教授名录的对象为1990年12月底以前在扬

，H高教系统工作的教授和相当于教授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不合己经批准被除名和撤职者)。教授名录按学科、专业

排列，同一学科、专业以姓氏笔划为序。名录内客主要为姓

名(字号)，生卒年，专业技术职务、籍贯，主要学历和经

历、主要科研成果(含论文，专著，译著等)。

六、本志所录重要科技成果汇集着重反映1978--1989年

来的情况，分国家级、部省级，地市级三个层次。
’’

七，本志所附高等院校筒介，旨在反映各个办学实体的

概貌，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沿革‘，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办学

规模，师资队伍、基础设施、办学成果和科研成果等。

八，本志涉及名称，时闻、数字、甘量的记法，一律按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4月颁发的《江苏省

志编写行文通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本志所依据的基础资料(文字、数据)。大部分为

扬，H高等院校直接提供，一部分从本省、本市档案馆查阅各

类档案资料所得．一部分通过省内外有关市，县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调查整理而成，还有少量为一些老教育工作者提供的

口碑资料，使用时一般不注明出处。志中刊印照片均由有关

院校供稿．
’‘

1 ．

·



十，由于编者水平限制，志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

切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

编 者

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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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52年．即扬州解放后的第三个年头，两所正规高等学

校——苏北农学院和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几乎同时出现在扬州

市西区近郊的扫垢山下和瘦西湖畔，从此扬州现代高教事业

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时过35年，扬州已经形成了一个院校

数量较多、学科门类齐全，整体优势较好的高等教育群体。

1952——1987年这35个春秋，记录了扬州高教事业的创业历

程。

1952"--1957年，在零的基础上艰苦创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有一所私立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国学专修学校外，扬州没

有一所正规高等学府。新中国建立后，当三年经济恢复临近结

束，第一个五年计划行将实施之际．党和人民政府不失时机

地决定在扬州兴建高等学校，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

1952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关于以培养工农业

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的指示精神，中

共苏北地区委员会和苏北行政公署报经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

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决定在扬州兴建两所高等学校及一所中

等专业学校，即苏北农学院，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以及场州工
’ ． ．

·
． 1
』



业学校(该校于1958年8月改建为扬州工业专科学校)。

扬州高校自创建始就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从

事学校建设和办学，教学工作。1952年5月，苏北区党委和

苏北行署为了加强对建校工作的领导：及时成立了三校筹建

委员会。筹委会由俞明璜(苏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周一

平(区党委宣传都副部长)、李俊民(苏北行署文教处处

长、盾文化局局长)、杜干全(行署秘书长，后教育处处

长)、郭建(行署工商处处长)，孙蔚民(行署教育处副处

长)、杨祖彤(扬州市市长)组成，俞明璜任主任。筹委会

分别研究确定了三校建校方案，校址都选定在扬州市西区近

郊，予是这里成为今日扬州西部文教区的雏形。同年，苏北

区党委、苏北行署还进一一步作出决定：孙蔚民调任苏北师专

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建兼任扬州工业学校校长。

农、师两所高校的建校工作在艰苦条件下有领导，有计

划地展开，首先抓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步

进行的创建工作还包括。院校领导班子和各级机构的组建，院

系调整措施的落实和专业设置的确定，教学、政工和管理人

员的配置，为正常办学和教学秩序所必须的基本规章制度的

拟订和实施等。建设者们经过紧张的工作，为办学和教学提

供了必要的条件，使两校得以实现当年兴建，当年招生、当

年开学。
、

’

苏北农学院和苏北师专的兴建，使扬州高等教育事业实

现了零的突破，从而完成了该地区教育体系中的一次高学段

的对接，为以后扬州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

1958"--1977年。在嗣整变化中继续前进。

这20年间，我国经历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和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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