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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校长 潘长良

”

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在钟灵毓秀、风景优

美09湘江之滨，一座崭新的大学城——湘潭大学正在迅

速崛起。

湘潭大学创办于1958年6月，同年9月10日，毛泽

东主席亲笔为之题写了校名；1959年，在湖南省对新办的

80所高等学校进行整顿时停办。在邓小平、李先念、华国
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74年3月，经国务院

批准恢复湘潭大学，实际上，是开始新建一所综合大学。

1978年，国务院又批准湘潭大学为全国重。最大学。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湘潭大学

高度高视，全国各地大力支援，学校党政领导和广大师生

员工怀着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感和对教育事业09无限忠
诚、以艰苦奋斗的创业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白手起家、

励精图治，因而，湘潭大学在一片荒丘上迅速成长、发展、

壮大而阔步前进，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文、理、工、经、管、

法、外各学科门类较全的新型综合性全国重，最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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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现设有5个学院、28个系和3．个基础教学

部，33个硕士点和两个博士，点；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相对

’稳定、结构合理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教师队伍；校园面积90

公顷；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馆藏图书145万册；固定资

产总额1．4亿元。

湘潭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把培养人才

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现有在籍学生12387人，其中研究

生323人，普通本科生7718人。24年来，为国家培养各层

次、各类型专门人才61748人，其中研究生817人，普通本

专科生19853人，成教(含自考)生4万余人。他们已成为

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

的英才，很多人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不少人成为成就

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科学、技术专家；还有的成了

国家或省部级的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他们在为国家

建功立业的同时，也为母校争得了荣誉。

湘潭大学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科学研究j在艰难的条

件下大家顽强拼搏，科研队伍不断扩大，已拥有32个研

究机构。我校始终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面向经

济建设的主战场，面向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大力开展应

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承担并完成了一大批国家规划项目、

"863"高科技项目、攀登计划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社会科学基金重．最项目和省部级计划项目。在国内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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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表论文近万篇，出版著作千余部，

进步(成果)奖逾百项，为社会主义建

设和科技发展、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_

多年来，湘潭大学面向世界积极进行国际交流与合

作。我校在获得招收留学生资格后，已为美、日、法、韩等

国培养了一批留学生；先后聘请外籍语言专家70余人来

校任教；与日本、美国等10多个国家的20多所高校建立．
了校际合作交流关系，接受大批外国学者、专家来校访问

或进行学术交流；派遣大批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讲

学、或合作科研；多次筹办、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同美国

宾州大学合作创办了计算与应用数学研究所，在引智工

程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7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中，我校主动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办学体制、内部管理

体制和教学的改革，在湖南省属高等院校中首先成立了

董事会，使学校办学与政府、企业、社会更紧密地结合起

来，促进董事单位与学校共同发展，增强学校的发展实

力，我校与湘潭市四所高校成立了合作办学理事会，开辟。

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提高的途径。在湖·

南省我校率先试行“并轨’’招生改革，为全省“并轨"改革

的全面实施积累了经验。以。并轨一改革为契机，我校迈开
‘

了教学改革的新步伐，专业综合改革初见成效。学校内部



进行了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配制度的竞争、激励机制正在逐步完善；后勤服务社会化

正在逐步推进；此外，还与社会同步进行了住房制度、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生机勃勃的改革局面正在形成。

广大师生员工在建校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创

造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团结、勤奋、求实、

创新!

’我们深感办好高等学校，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

只有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另4是邓小平理论的伟

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

形成的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大胆开拓创新，树立适应时

代发展需要的新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不断探索和深化

教育改革，才能促进学校工作的全面发展。必须具有正确

的办学思路：我们坚持以培养合格人才为根本目标，以教

学科研为中心，合理配置人财物教学资源的办学思想；确

立本科教育为重点、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成人

教育的椭圆形办学模式；根据我校具体情况，确定循序渐

进的“三步走’’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从而使学校工作得以

顺利发展。我们十分重视搞好领导班子建设，一个结构合

理、勤奋务卖、开拓进取、紧密团结、凝聚力强，具有战斗

力的领导班子是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时代正在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民族的兴旺，国家的振兴，要求我们在更新更高的

．起点上努力开拓。我们要高举旗帜，振奋精神，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把一所教学科研型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带

入21世纪。我们要切实加强重。最学科建设，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力争跻身国家“211工程一。

在欢庆湘潭大学建校40周年之际，《湘潭大学校史》

编纂出版了。校史实事求是地概括了我校的创业发展历

程，检阅了办学成就，。总结了经验教训。希望全校师生员

工以史为鉴，继承湘潭大学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优良传

统和严谨求实的良好学风，同心同德，继往开来，努力拼

搏，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踏实的工作和学习来迎接新的
·

． 世纪! ，

’

一九九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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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题写湘潭大学校名

(1958．9．10)

湘潭大学创办于1958年．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

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

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同时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共中

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

都有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任务。同年6月，湘潭县委决定在该县

杨家桥区原湘江煤矿的旧址创办湘潭大学，并成立了王三明、张树

龙、马志亮等参加的湘潭大学筹备委员会，由马绍湖、刘日新负责

日常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各方面工作基本就绪，并招收了

学生。 ；

8月中旬，湘潭县委从韶山请来毛禹居(亦称宇居)老人，委托

他进京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请毛泽东同志为湘潭大学题写校名。8

月下旬，湘潭县委宣传部派员陪同毛禹居老人到了北京。9月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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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毛禹居老人，毛禹居详细地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了办学的筹备情况和来意，毛泽东询问了筹备中的有关问题后，答

应为湘潭大学题写校名，并叮嘱：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

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毛禹居下榻的和平宾馆看望先生，并

送去一封信：

宇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两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

一纸，亦烦转致。

，毛泽东，

九月十日

信后面附的是几张校名题字，毛泽东在他自认为写得还满意

的右角打了圈，供选用时参考。

毛禹居收到毛泽东同志写好的校名和信，很快离京回湘。消息

传到湘潭大学，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奔赴离校10多公里的河口汽

车站迎接。学校专门召开了庆祝大会，并决定将毛泽东同志为湘潭

大学题写校名的日子定为校庆日。

经过筹备，湘潭大学于1958年9月14日正式开学。?

所招收的学生，主要是县内各中学保送的高、初中三年级提前

毕业的学生。其中，高中毕业生编入本科，初中毕业生编入专科。确

定修业年限为：本科四年、专科五年。

开学之初，学校开设了机械、钢铁、农学、林学、畜牧兽医等5

个专业。同年12月，又增设了财贸、教育(师训班)两个专业。1959

年3月调整为4个专业。 ．

学生人数，开学时为314人，12月底增加到503人，1959年3

月清退了素质低、成绩差和体弱多病的学生120名。，

学校共调入教职工30人，其中专任教师12人。全校有党员

29人，成立了中共湘潭大学总支部委员会，下设三个基层支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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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员195人，成立了共青团湘潭大学委员会，下设13个团支部。

还成立了工会和学生会组织。校长由王三明担任，副校长、党总支

书记由马绍湖担任，教务长由王忻担任。 ．

这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只有停办煤矿的简陋房屋、设备和

湘潭县可提供的5万元办学费。后来又拨给学校经费8．4万元，其

中70％以上用于购置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添置课桌椅、床铺、家

具，购置生产工具及生产资料；近20％用于职工工资和办公费用。

主要是依靠劳动建校，努力改善学校环境和办学条件，并减轻学生

的经济负担。从1958年12月起，全校学生基本实现了伙食、教材、

理发等项免费。
”

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对1958的教育革

命进行了总结，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针对劳动过多、没有很好上课、

教育质量下降等，提出了1959年教育工作“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

高，并在这个基础上重点发展”。同年3月，学校在贯彻中共中央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进行了整顿，但仍处于严重困境，难以为继。

1959年6月25日，中共湘潭县委向省、地、市委报送的《关于湘潭

大学改变性质的请示报告》中提到继续办下去存在三个方面的困

难：一是经费问题，每年至少需要15万元的正常经费，县财政无力

负担；二是师资困难，只有2名专业课教师能够勉强开课；三是缺

乏设备，无法适应教学需要。

1959年，湖南省对“大跃进”中新办的80所高等学校进行了

整顿。7月，中共湖南省委文教小组呈送湖南省委的《关于新办高

等学校整顿情况的报告》中，将湘潭大学列为办学方向不明确，经

费无可靠来源，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校舍、教师都很难解决，必须停

办的54所学校之一。中共湖南省委于1959年7月6日以《(59)

235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湘潭大学就此停办。
j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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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恢复、建校时期

(1974．3～1978．12)

第一章国务院批准恢复湘潭大学

1973年9月、12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根据湖

南省高等教育薄弱(全省只有lo所高等院校)，科学技术人才匮

乏，工农业生产发展受到制约，以及为实现毛主席1970年来湖南

时提出的“十年能不能把湖南建成工业省”的指示等情况，两次向

国务院呈文，要求在湖南恢复和增设一批高等学校。在拟定恢复的

高等院校中，请求首先恢复湘潭大学。提出“湘潭是毛主席的家乡。

外国朋友和外省同志来瞻仰韶山时，曾多次建议应在毛主席的家

乡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同时根据湖南十年建成工业省的要求，恢复

湘潭大学完全必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呈文还就学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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