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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21日，基建工程兵第一技术学校电气安装专业81级全体干部、教员、学员在当时校

办公楼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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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运动会

学校原游泳池



学校现图书馆

校园中心区

参加重庆市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装饰技术专业中期检查暨房安教改试点遴选

教育部专家组来校考察

重庆建筑专科学校首届教职工第二届工会

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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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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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工作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准则，坚持客观真实地反映学校各方

面工作的历史发展轨迹，力求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各部分内容不划统一上限，下限断至1999年。

三、本志编排主要以学校各职能部门工作内容分类，以类记事，横排纵写。全志共设8

篇，篇内设章、节、目。志首有《前言》、《凡例》、《概述》，志末有《后记》。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为主，同时辅以照片、表格。

五、本志所用的简化字、数字、计量单位均以国家有关规定为准。

六、本志资料取材和所载数据，主要由各单位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并向有关当事人咨询

收集整理后提供。



前 言

《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志》，经过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在问世了，它是我校历

史上第一部志书，实事求是地记述了25年来学校建设、改革与发展的轨迹。内容除学校概述

与后记外，设有8篇、32章、121节，约20余万字。其间有军校时期的光荣和艰苦奋进的足

迹，也有金秋硕果的欢欣与桃李满天下的喜悦，这些都一并载人史册，将起到“资政、存史、教

化”的作用，并显示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25年前，学校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学校诞生了。它的诞生是当时部

队建设的需要，局势发展的所成，并为军队输送了一大批建设人才，有的至今还在部队工

作。1983年7月集体转业，改为重庆建筑工程学校，划归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领导，1984年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改为重庆建筑专科学校，1992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重庆建筑高等专

科学校，199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被确定为全国示范性普通高等工程专科重点建设学校。

学校座落在嘉陵江畔，歌乐山下，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好地方。校园占地291亩，房屋建筑

面积约10万平方米。设有建筑系、建筑工程系、建筑设备安装工程系、建筑管理工程系、社会

科学系等5个系，15个大专专业。现有教职工553人，其中正、副高级职称人员68人。在校

普通大专生2409人，成教大中专生1600人。建校以来已为国家培养了l万多名高中级建设

人才，其中普通大中专毕业生8000多人，成教大中专毕业生2000多人。1992年以来，学校

先后被评为中宣部、国家教委、团中央“社会实践先进单位”、中建总公司“教育工作先进单

位”、四川省和重庆市“社会实践先进学校”、重庆市“文明单位”和“园林式单位”。经过25年

的建设与发展，已基本建设成为一所包括工、管、文等专业多学科的建筑高等专科学校。

“团结、勤奋、求实、创新”是我们的严格校训，是我们应继续发扬的校风，也是我们追求

的目标。它激励着代代重庆建专人，遵循党的教育方针与政策，共同努力谱写着重庆建专的

光辉历史。老一代建专人虽两鬓染霜而耕耘不息，中年一代勤奋求实不断进取，青年一代风

华正茂奉献青春。为不负前辈期望，鼓励来者奋进，实现全校师生员工、校友和热爱关心重庆

建专过去与未来人们的共同心愿，值建校25周年华诞前夕，我们成立了校志编委会及编写

组，在认真查阅档案资料、走访调查、广泛征集意见的基础上，编写完成了《重庆建筑高等专

科学校志》，并以此献给建校之初艰苦创业的前辈们，献给为学校的建设、改革与发展而立下

汗马功劳的开拓者，献给为学校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创造者们。

《校志》编写工作的顺利完成，得到了校内外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在此，我仅代表全校师

生员工，向给予这项工作以大力帮助和具体指导的各级领导，向热情提供资料的教职工和老

1．



同志，以及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编撰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

《校志》记录的是重庆建专历经艰辛飞速发展的25年，是重庆建专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它可以让我们在回顾历史中深省过去，在不断奋进中展望未来，面

对众多的机遇，迎着更大的挑战，用我们的智慧和百倍的努力，谱写学校更加美好的明天。

补 记

1998年11月

本志予1998年底编写完成作为内部资料付印，当时其内容下限断至1998年，时任校长

武育秦教授为本志撰写了前言。现为正式出版，除前言有关数据外，全志内容下限均断至

1999年，特此补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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