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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亩

编纂地方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直接为物

质文明建设服务的”，对于“建设具有中国持色的社会主义，有其

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为此，我们遵照国务院地方志领导小组及煤炭

工业部，河北省及唐山市的指示精神，编纂了《华北煤炭医学院院

志》o

院志记述了华北煤炭医学院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建设，她不仅可

做为领导制订规划和政策的依据，而且也是对广大师生员工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激励大家团结奋进、热爱煤炭事业、热爱学院的教科
书。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唐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唐山市教

育委员会、煤炭工业部教育司的热情关怀和指导；得到了离休老干

部王之东、张敬文、吴裕声、朱丰、周万年、刘义和、刘伟东、李云

祥、袁庆鹏，贺济恒等老同志热情帮助；河北省煤炭厅卫生处胡大

路、唐山市政协江汉、华北煤炭医学院顾问章坚等同志均提供了大

量的史料，阜新矿务局、开滦矿务局、开滦矿务局卫生处和学院党

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学院办公室．人事

处、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工作处、附属医院等单位和部门以及总校

对冬奕伦同志、资料搜集王绍义同志予以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

衷心的感谢。 一

限于编写者的水平和经验所限，遗漏、错误、欠妥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读者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二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O

o吣
》，，

一p

辱
4柙
I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目 录

序言⋯⋯⋯⋯⋯O OO OOO OQ OOOO OOO OOO⋯⋯⋯⋯⋯⋯⋯1

概述·········?············································2

中等医学教育⋯⋯⋯·：⋯⋯⋯⋯⋯⋯⋯⋯⋯⋯·5

第一节抚顺煤矿卫生学校⋯⋯⋯⋯⋯⋯⋯⋯⋯⋯⋯5

第二节阜新煤矿卫生学校⋯⋯⋯⋯⋯⋯⋯⋯⋯⋯⋯5

第三节开滦煤矿卫生学校⋯⋯⋯⋯⋯⋯⋯⋯⋯⋯⋯6

第四节唐山煤矿医学院附设中专部⋯．．．⋯⋯⋯⋯⋯7

第五节教学计划⋯⋯⋯⋯⋯⋯⋯⋯⋯⋯⋯⋯⋯⋯⋯lo

第六节人才培养⋯⋯⋯⋯⋯⋯⋯⋯⋯⋯⋯⋯⋯⋯⋯17

第七节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18

高等医学教育⋯⋯⋯⋯⋯⋯⋯⋯⋯⋯⋯⋯⋯⋯21

第一节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2l

第二节阜新，开滦医学专科学校⋯⋯⋯⋯⋯⋯⋯⋯22

第三节两校组织机构与领导体制⋯⋯⋯⋯⋯⋯⋯⋯22

第四节华北煤炭医学院⋯⋯⋯⋯⋯⋯⋯⋯⋯⋯⋯⋯23

第五节组织机构⋯⋯⋯⋯⋯⋯⋯⋯⋯⋯⋯⋯⋯⋯⋯24

第六节人员编制、职务、职称系列⋯⋯⋯⋯⋯⋯⋯27

第七节研究生教育⋯⋯⋯⋯⋯⋯⋯⋯⋯⋯⋯⋯⋯⋯28

第八节学位与学术委员会⋯⋯⋯⋯⋯⋯⋯⋯⋯⋯⋯35

第九节 “文革”期间教育⋯⋯⋯⋯⋯⋯⋯⋯⋯⋯⋯37

第十节本科教育⋯⋯⋯⋯⋯⋯⋯⋯⋯⋯⋯⋯⋯：⋯·-4l

第十一节建国以来的人才培养⋯⋯⋯⋯⋯⋯⋯⋯⋯⋯45

第十二节业余医学院⋯⋯⋯⋯⋯⋯⋯⋯⋯⋯⋯⋯⋯⋯47

_一 j一 1气’



第十三节成人教育⋯⋯⋯⋯⋯⋯⋯⋯⋯⋯⋯⋯⋯⋯47

第五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49

第一节劳动与煤矿疾病调查⋯⋯⋯⋯I o o o o o o o 0⋯⋯⋯49

第二节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实践⋯⋯⋯⋯⋯⋯⋯⋯⋯63

第三节体育⋯⋯⋯⋯⋯⋯⋯⋯⋯⋯⋯⋯⋯⋯⋯⋯⋯64

第六章唐山大地震⋯⋯⋯．．．⋯⋯⋯⋯⋯⋯⋯⋯⋯⋯⋯65

第一节震前的华北煤炭医学院⋯⋯⋯⋯⋯⋯⋯⋯⋯65

第二节抗震救灾，重建家园⋯⋯⋯⋯⋯⋯⋯⋯⋯⋯67

第七章恢复建校⋯⋯⋯⋯⋯⋯⋯⋯⋯⋯⋯⋯⋯⋯⋯⋯68

第一节总体规划⋯⋯⋯⋯⋯⋯⋯⋯⋯⋯⋯⋯⋯⋯⋯68

第二节基本建设⋯⋯⋯⋯⋯⋯⋯⋯⋯⋯⋯⋯⋯⋯⋯69

第三节煤炭工业部领导来学院视察工作⋯⋯⋯⋯⋯69

第八章办学设施⋯⋯⋯⋯⋯⋯⋯⋯⋯⋯⋯⋯⋯⋯⋯⋯71

第一节教学实验室⋯⋯⋯⋯⋯⋯⋯⋯⋯⋯⋯⋯⋯⋯71

第二节图书馆⋯⋯⋯⋯⋯⋯⋯⋯⋯⋯⋯⋯⋯⋯⋯⋯72

第三节附属医院⋯⋯⋯⋯⋯⋯⋯⋯⋯⋯⋯⋯⋯⋯⋯74

第九章思想教育工作⋯⋯⋯⋯⋯⋯⋯⋯⋯⋯⋯000 OOO00080

第一节坚持正面教育⋯⋯⋯⋯⋯⋯⋯⋯⋯⋯⋯⋯⋯80

第二节思想教育机构⋯⋯⋯⋯⋯⋯⋯⋯⋯⋯⋯⋯⋯8l

第三节学生的管理⋯⋯⋯⋯⋯⋯⋯6 O O e 0 O O O O⋯⋯⋯⋯82

第十章招生与分配⋯⋯⋯⋯⋯⋯⋯⋯⋯⋯⋯⋯⋯⋯⋯89

第一节招生⋯⋯⋯⋯⋯⋯⋯⋯⋯⋯⋯⋯⋯⋯⋯⋯⋯89

第二节分配⋯⋯⋯⋯⋯⋯⋯⋯⋯⋯⋯⋯⋯⋯⋯⋯⋯9l

第十一章教育改革⋯⋯⋯⋯⋯⋯⋯⋯⋯⋯⋯⋯⋯⋯⋯93

第一节教学改革⋯⋯⋯⋯⋯⋯⋯⋯⋯⋯⋯⋯⋯⋯⋯93

第二节教学计划⋯⋯⋯⋯⋯⋯⋯⋯⋯⋯⋯⋯⋯⋯⋯98



第三节教学管理⋯⋯⋯⋯⋯⋯⋯．．⋯⋯⋯⋯⋯⋯·l 1 3

第四节教学基地⋯⋯⋯⋯⋯⋯⋯⋯⋯⋯⋯⋯⋯⋯132

第五节毕业生调查⋯⋯⋯⋯⋯⋯⋯⋯⋯⋯⋯⋯⋯142

第六节师资队伍⋯⋯⋯⋯⋯⋯⋯⋯⋯e OO O O O O O O O OO O O O 143

第七节职业道德⋯⋯⋯⋯⋯⋯⋯⋯⋯⋯⋯⋯⋯：··144

第八节评选优秀教师、实验人员条例⋯⋯⋯⋯⋯146

第十二章科研工作⋯⋯⋯⋯，⋯⋯⋯⋯⋯⋯⋯⋯⋯⋯150

．第一节概述⋯⋯⋯⋯⋯⋯⋯⋯⋯⋯⋯⋯⋯⋯⋯⋯150

第二节科研成果⋯⋯⋯⋯⋯⋯⋯⋯⋯⋯．．．⋯⋯⋯151

第三节科研活动与学术交流⋯⋯⋯⋯⋯⋯⋯⋯⋯·153

第四节刊物与杂志⋯⋯⋯⋯⋯⋯⋯⋯⋯⋯⋯⋯⋯l 55

第十三章校徽、校歌，校庆⋯⋯⋯⋯⋯⋯⋯⋯⋯⋯157

第一节校徽⋯⋯⋯⋯⋯⋯⋯⋯⋯⋯⋯⋯⋯⋯⋯⋯157

第二节校歌⋯⋯⋯⋯⋯⋯⋯⋯⋯⋯⋯⋯⋯m⋯⋯l 57

第三节校庆⋯⋯⋯⋯⋯⋯⋯⋯⋯⋯⋯⋯⋯⋯⋯⋯157

第十四章人物简介⋯⋯⋯⋯⋯⋯⋯⋯⋯⋯⋯⋯⋯⋯159

附 ．i乏·····················-··················¨···············161

一、华北煤炭医学院大事记

二、华北煤炭医学院历届党、政领导班子任职情况

三、现任院、处级干部名单

四、职责范围、岗位责任制



第一章序言

《华北煤炭医学院院志》编写原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依照《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力求具有

时代的特点，成为独具煤炭医学院特色和志书特征的综合性著述。

新志书是一部科学文献，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有着密切的

关系。它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直接为物质文明建

设服务的。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工程中负有重

要的使命。社会主义新志书，要着重记述我国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所经历的曲折里程和

光辉成就，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新志书着重记述建国后这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贯彻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把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第
一代新志书编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制定社会经济发展，为办

好教育事业，为领导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志书的体裁采用纵与横、分与合，详与略，上与下结合，应用

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穿插图表， 横排竖

写，体现竖不断线，横不缺项，横竖结合，以横为主的原则o

《华北煤炭医学院院志》严格遵守志书编写的原则，运用志书的

体裁与写法，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事实准确，上限始于

1926年，下限止于1986年，为我院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可靠的科学依

据，作为领导制订规划和决策的重要根据，成为对广大职工和青年

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进热爱煤炭事业的新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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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 述

华北煤炭医学院是我国煤炭系统的一所高等医科院校，座落在

我国著名的煤炭基地一一河北省唐山市，隶属于煤炭工业部；面向

全国统一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分配，为煤炭系统培养高级医疗、卫生
人才。现已成为多层次的高等医科院校。

华北煤炭医学院的前身是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创办于一九

二六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四年，隶属于开滦煤矿总管理处

(现改为开滦矿务局)，为开滦煤矿培养高级护理人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唐山解放，我人民政府接管了该校，1 953年

改名为开滦煤矿卫生学校，设医士、护士、检验士及放射线医士等

专业，学制分别为二年或三年。该校由河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领

导，并由开滦总管理处代管。在解放初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级卫

生人员。

一九五八年经煤炭工业部批准，改名为开滦医学专科学校，隶

属于煤炭工业部。设医学专业，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五年；招高中

毕业生，学制为三年。全国统一招生并统一分配。一九六二年国民

经济调整时，院校相继整顿，改为开滦煤矿卫生学校，仍隶属于煤

炭工业部。

一九六三年经国务院(63)国文办字51 o号文件批准，将阜新、

开滦两所卫校和唐山卫校大专班合并，组建唐山煤矿医学院。设医

学系医学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五年。学院规模： 本科生

750人。1 963年开始招生，面向全国，煤炭系统内分配，隶属于煤

炭工业部，1 965年校址迁至唐山市建设路即原开滦建筑工程学校。
1 97 1年体制下放河北省，1 971年1 1月经河北省冀革(7 1)1 72

号文件批准改名为河北医学院，隶属于河北省，设医学专业、中医

专业，学制三年，主要面向河北省。



一九七四年恢复为唐山煤矿医学院，煤炭工业部和河北省双重
领导(煤炭工业部领导为主，河北省为辅)。1 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
度，设医学专业、中医专业，学制五年。1978年中医专业停止招
生。(78)煤教育字第768号文件“关于加速煤炭高等院校规划的

意见”确定我院本科生2000人、研究生50人的规模。

一九八四年经煤炭工业部批准，改名为华北煤炭医学院，为部
属院校。设医学系医学专业，卫生系工业卫生专业。1 985年开始招

收研究生。(86)煤教育宇33号文件下达的“煤炭部七．五教育事业

计划的通知”确定我院本科生2000人，研究生50人，干训生1 50人的

规模。目前在校生1 I 95人，其中研究生I 2A。

现有教职2_I 51 6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983人(包括初级职称

以上人员和兼职人员)、干部1 80人(不包括有职称人员)、工人
353人。

建国以来，为国家培养毕业生6258人，其中本科生和专科生

3427人，中专生2831人，已成为煤炭系统教学、医疗、科研的骨干
力量，为煤炭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学院承担全国煤炭系统和河北省的多项科研课题，重点研究煤

矿工人的尘肺和煤炭创伤的防治项目。近几年来，被评为部级、省

级、院级等科研成果奖I 22项，其中省级以上1 2项。

华北煤炭医学院是发展中的院校。地震后国家十分重视学院的

恢复和建设，目前已初具规模。全院总建筑面积为1 23080平方米，

占地面积三百七十九亩。新建教学楼，图书馆及属附医院全部投入

使用。为保证教学、医疗、科研和开展学术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设有解剖
学、生物学、组织胚胎学、寄生虫学，病理生理学、病理解剖学、

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物诊、手术学等实验室，新建了语音室、视听

室、电化教育等实验室，还新建了卫生系六个实验室，逐步添置了

教学、科研所必须的各种议器设备，供开展教学、医疗、科研使
用。

学院受煤炭工业部委托，在我院设有煤矿医疗卫生科技情报中

心站；编辑出版煤炭系统内部刊物《煤矿医疗卫生科技情报通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出版国家级刊物《临床医学杂志》，定期出版《华北煤炭医学
院学报》，与全国兄弟院校进行学术交流。

华北煤炭医学院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
教学内容上，除执行国家普通高等医学院校统一教学计划外，还突
出以煤炭常见病、多发病与职业病为重点的教学和科研特色，现已

成为我国煤炭系统的具有煤炭特点的多层次的高等医科院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煤炭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
要，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努力奋进，稳妥发展，再经过三、四十

年的努力，华北煤炭医学院将办成煤炭系统多科系的教学，医疗、
科研为中心的高等医科院校。．

全院教职员工，正求实进取，向着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目标

前进。建立电视、电脑网络和程控系统，用现代化手段指挥和管理

教学；建立中心实验室；建立煤矿创伤和职业病研究室(所)；积

极努力创造条件，成立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生部(院)：招收博

士研究生和接受外国留学生、进修生；增设护理系，口腔系、儿科
系、外科系；扩建图书馆和附属专科医院并与煤矿医院协作，建立煤

炭系统教学、医疗、科研联合体，达到国家重点院校标准，进入煤
炭部或国家重点院校行列，为振兴煤炭医疗卫生事业而努力奋斗。



第三章中等医学教育

第一节抚顺煤矿卫生学校

抚顺煤矿卫生学校，创建于日伪时期的1946年10月，地址设在

抚顺市矿务局总医院，隶属于抚顺矿务局。创办人为王景槐同志

(校长)。1 948年抚顺解放，我人民政府接管了该校，改名为抚顺

药剂士学校，校长吴日成。1952年10r2由刘见水、毕之先同志先后

继任校长。1 953年改为抚顺卫生学校，副校长章坚同志，医务主任

时振麟同志。该校设护士、检验士、药剂士、助产士等专业。学制

二至三年。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毕业生539人。于1 953年1 1月经煤

炭部批准并入阜新煤矿卫生学校。由时振麟同志、教务主任王福生

同志主持迁校o

据国家医药局医药技术情报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大

事记》(1 949,---I 983年版)333页所载：设药剂专业的全国中等医药

技术学校计有20所：“北京市卫生局药学讲>--j所、抚顺矿务局医院卫

生技术学校”。该校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教育大事记载入我国

教育吏册。
’

第二节阜新煤矿卫生学校

阜新煤矿卫生学校的前身是东北煤矿管理局西安(现名辽源)

千校卫生班，建于1950年冬，该校卫生班于1951年8月迁至牡丹江

疗养院，成立牡丹江疗养院卫生学校。于1952年春迁阜新，成立阜

新煤矿卫生学校，隶属于东北煤矿管理局，招生和分配，主要面向



东北三省，管键同志兼任校长。1 9 52年吾4：嵌长刘伟东同志代校长。
1 9 53年1 1月抚顺煤矿卫生学校并入该校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化

学工业部阜新卫生学校。刘伟东、时振麟同志任副校长。1 95 5年校长

为王瑞林同志。曾设护士、医士，检验士、药剂士、助产士等专

业，面向全国招生，统一分配。l 958年改为阜新煤矿医学专科学

饺，设医学专业，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五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三

年。单学志同志任党总支副书记，李云祥、翟仓同志先后任党总支
副书记、书记，章坚同志任第一副校长；林曼、许广林同志任副校

长。

阜新卫校每年招生300-"--'350人，在校生为900-'一1 050人， 校舍

面积为40，000 mz，教职工300人。1 963年合校前的十年中为国家培

养大专、中专毕业生3000余人，千训生1 000余人。煤炭工业部每年

投资70余万元。除阜新矿务局总医院作为教学医院外，学校设有门诊

部和60余张床位的住院部。拥有普通基础课、医学基础课等1 2个学

科实验室，有较完善的教学设备。
1 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又恢复为阜新煤矿卫生学校。于1 96 3年

经国务院批准，与开滦煤矿卫生学校合并，‘组建唐山煤矿医学院。

第三节开滦煤矿卫生学校

开滦煤矿卫生学校的前身是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创建于
l 926年，由英国籍外科大夫缪尔组织筹建并担任校长，随后英国人

耿丽娜、中国人贾世清、林斯馨，朱风珍先后担任校长。招高中

毕业生，学制四年。该校隶属于当时开滦煤矿总管理处(现改为开

滦矿务局)。其经费由开滦煤矿总管理处投资。除少数专职人员

外，教师主要由开滦煤矿总医院医生兼任，临床课实习在开滦煤矿

总医院。为开滦各矿医院培养高级护理人才。
1 948年1 2月唐山解放，我人民政府接管了该校，当时军代表江

汉同志兼任校长o 1 952年开滦高级护校最后一期毕业，改招初中毕

业生，设护士专业，学制二年。



根据煤炭事业发展需要，于l 953年改名为开滦煤矿卫生学校，
隶属于河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由开滦煤矿总管理处代管。主要面

向河北。设护士、医士、检验士、放射线等专业，学制分别为二年

或三年。检验、放射线专业，只招一期，于1955年停止招生。
1 9 56年实行全国招生，面向全国煤炭系统分配。隶属于煤炭工

业部，河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代管。经费来源，主要由煤炭工业部

投资。I 958年改名为开滦医学专科学校(专科学校情况从略)，
1 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又改名为开滦煤矿卫生学校。1963年7月经

国务院批准，阜新卫校、开滦卫校、唐山卫校大专班合并，成立唐

山煤矿医学院。

谢宝根、王之东、张敬文等同志曾先后任开滦卫校校长。王两

玉、许秀玲曾先后任开滦卫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

开滦卫校在解放初期为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培养了大批中级医疗
卫生人才，遍布全煤炭系统。已成为煤炭系统医疗、卫生事业的骨

干力量。

开滦卫校每年招生200----250人，规模为600----,750人；教学用房

为7 500 mz，办公用房为1 ooomz，学生生活用房为1 200mz；职工

生活用房由开滦矿务局安排。煤炭工业部每年投资40～50万元。教

职工到合校前为285人。拥有普通基础、医学基础等1 o个学科实验

室，设备较好，基本满足教学需要。开滦矿务局总医院(有500张床

位，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完善)，作为教学医院，进行临床课的教

学和实习。林西矿、赵各庄矿、马家沟等矿各有300张床位的医院，

作为教学基地，供教学和生产实习。

第四节唐山煤矿医学院附设中专部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煤炭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中级卫生

人才需求量很大，而当时确为极缺，考虑开滦卫校历史悠久，经煤

炭工业部批准，于1964年在唐山煤矿医学院附设中专部，隶属于学

院。规模为200人，设护士专业，面向全国，招收初中毕业生，’系



学制三年。共培养179人。庞跃章同志任中专部主任。
革一期间停止招生。

’

教学和师资，主要利用唐山煤矿医学院的师资力量和实验室的
设备，进行教学和临床实习，充分利用开滦煤矿总医院、唐山市工

人医院、附属医院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条件，为教学服务。教学管
理、教学计划、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中专部为主，学院教务处

及有关部门有机配合。相互协作，通力完成各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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