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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

·出版说明·‘1

‘

H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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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包钢志》编纂委员会关于编修《包钢志》的总体部署，包

钢档案馆决定分编出版专业志送审稿，以为加快编修《包钢志》的

进度、提高编纂质量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

按照“《包钢志》篇目设计(二次修订稿)"的规定，《文教卫生

志》为《包钢志》的第十二编。本编共7章，41节，约35万字。本编

记述的内容，上限起自1953年初，下限迄于1990年12月31日。

随着包钢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公司教育、卫生、文化、体育

，工作开始起步，不断发展。本志记述公司文教卫生系统从包钢建
‘

厂初期到1990年底的主要情况，按职工教育、普通教育、医疗卫

生，计戈4生育、职工文化体育之序编排。

为了搞好《文教卫生志》的编纂工作，公司职工教育培训中

心、教育处、卫生处、职工医院、包钢疗养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公

司工会等有关单位热情支持，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谨志谢忱。

现将本编各章提供资料或主要撰稿者记述于下： ’，

。。、 第一章：综述(章银泉、周铁相)；

第二章：职工教育(李喜德、任凯深)；}0II■■■■■I



不得公开引用，违者后果自负。

包头钢铁稀土公司档案馆

1 99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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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一个现

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包钢在进行大规模建设和生产的同时，

积极进行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诸方面的建设．从而适应并

促进了包钢的发展。从1953年建厂初期开始，至1990年的38年

时间里，包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做了大量的开拓性

的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可喜成绩。一

从包钢建厂到1990年末，包钢的文教卫生工作，大体经历了

四个阶段：
‘

：?：
‘

，’．

’

从1953年至1958年，为第一阶段； 。．

“

从1959年至1965年，为第二阶段；： ’‘．． 』

’从1966年至1976年，为第三阶段； +。

，
’

从1977年至1990年，为第四阶段。、 二 ．一，

．。 ．，
，：

，_

r

’

， 一‘
‘‘l

第一阶段：1953年至1958年。‘公司文教卫生工作，随着包钢

的筹建，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起步，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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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当“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包头办事处"在包头旧城区

(今东河区)刚成立时，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在环境十分艰苦的情

况下，进行筹建的准备工作。他们一面紧张地工作，一面因陋就简

积极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开办文化、技术学习班，筹建中小学；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预防传染病，积极调集医务人员，在矿区、工地

和职工住宅区进行巡回医疗：文教卫生工作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

下开始起步。

从1954年开始．包钢进入筹建和大规模建厂的开工准备时

期，职工队伍迅速扩大。这期间，包钢大力开展职工培训，重点是

干部的培训．送外地进行技术培训，自己承担文化培训。中共包钢

委员会(简称包钢党委)提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口号，号召青年

干部和工人积极投入技术学习和文化学习的行列中去。1956年，

包钢成立了技工学校，开始培养青年技工。1957年。包钢创办了第

一所职工子弟小学。从此，揭开了包钢职工子弟普通教育的帷幕。

为了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包钢积极调集医务工作者，成立

卫生所、保健站，带领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灭鼠灭蝇，预防时

疫。至1957年3月，已有卫生技术人员44名。设卫生所1个，门诊

部1个。

工会组织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积极开展职工文体活动。如组

织青年参加业余学习；开展劳卫制运动，吸引青年参加各种业余

体育活动；经常举行厂内、厂际体育比赛。在文艺活动方面·组织

业余文工团，自编自演；开展曲艺、音乐、歌咏、舞蹈等演出或比赛

活动。职工中经常参加文艺活动的占15％；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

占25％。到1956年底，包钢已有篮球队、排球队、摩托组、射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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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灯光球场1个，俱乐部1个。图书馆1个，以及其他一些文体

设备。 ‘： ．√，
7

． ．

-^ ．j 一 ／’

， 包钢文教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是从1958年开始的。1958

年，包钢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职工大批聚集包钢。在“大跃进”的

浪潮中，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工作皆以群众运动的方法，

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大办"。职工教育、职工子弟教育、文艺、体育、

医疗卫生等都有较大的发展。1958年10月1日，包钢职工医院建

成开诊。包钢职工子弟小学很快发展到1：O所；职工俱乐部达5

个；职工医院共3座，门诊部和医疗室59个，疗养院1所，共拥有

床位800张。，．： ， }。，
’⋯

、i

’’+1958年，包钢在发动群众实行“两参一改"(即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争当多

面手"的口号。工人们响应号召，在提高本工种技术水平的基础

上，广泛开展‘‘互教互学，，，使工人的技术素质普遍有了很大的提

高。同年9月6日，中共包钢委员会作出《关于大力举办学校，在4

年内普及中等教育，培养有文化的技术工人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的决定》，提出：“大干4年，在40岁以下的职工中普及中等文化、

技术教育。要求公司所属各单位都要制定教育工作计划。党委要

加强领导．办好职工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班和各类技术培训班，

办好中等技术学校、工科大学、红专大学。一同年9月份以后，包钢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掀起了扫除文盲、举办职工业余小学、业余

中学、业余技校和各类文化技术培训班的热潮。先后组织1．6万

。人参加学习。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因陋就简，大多是利用车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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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会议室、礼堂作学习场所，全公司共拨付职工业余教育经费

3．8万元。9月上旬，公司党委作出扫盲工作决议。要求“苦战20

天，实现‘文化公司’，向国庆节献礼’’。“决议’’作出后，各厂矿党委

立即行动，“3天之内使全公司90％以上的文盲入班学习”，“形成

了一个千人教、万人学的扫盲高潮”。截至9月25日统计，“有28

个单位实现了无文盲单位，19个单位实现了文化单位，扫掉2663

名文盲。非文盲占职工总数的93．9％，胜利地实现了“文化公司”。

这一年的职工培训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受“浮夸风”的

影响，提出的要求过高、过急，摊子铺得过大，超过了人力、物力所

及。领导干部对职教工作缺乏调查研究，用一哄而起的办法搞职

工培训．教育规划带有盲目性，不切合实际。有的技术、文化培训

班质量差，缺少合格的师资，无考核办法，在教学内容上，片面强

调政治挂帅．在一定程度上，使职工文化教育流于形式。

1958年以来，包钢党委大力开展职工业余体育活动，发展包

钢职工体育事业。文化娱乐设施增加，职工业余文艺团体及文学

创作活动规模扩大，参与人数增多。人们广泛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业余体育运动队增加；国防体育工作逐步开展。

第二阶段：1959年至1965年。公司文教卫生工在调整中稳步

发展。

‘继1959年“大跃进’’以后，国家遭受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

． 的影响。公司文教卫生工作随着国家经济的调整，稳定地向前发

展。 ·

三年困难时期，包钢的文教卫生事业受到一定的影响。职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多
●

0

业余中学2所、业余大学2所、职工扫盲学校4所。医疗卫生工作

方面，加强了职工的疗养和休养，加强了传染病的防治和肝肿大

及各种肝病的救治工作。1962年有职工医院2所，设床位420张，

有门诊部及医疗室、保健站共21个．疗养院1所，全公司有医师

108名，护士207名；公司开展了劳动卫生研究；加强了劳动保护

·工作；开始加强了计划生育的宣传。 ． ，一。

：‘j 从1963年开始，包钢文教卫生事业加快了发展步伐。随着国

民经济的好转和包钢生产的发展，职工的业余文艺、体育活动活

跃。发展很快。职工参加业余学习的人数增加。普通教育稳步发

展。医疗卫生工作中，计划生育工作有较大进展，开始了从较单一

的宣传到具体实施的转变。 一 ．’·

．⋯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6年。十年浩劫，文教卫生战线深受

其害，身负累累创痕，步履维艰地前进。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教卫生战线成为重灾区。包

钢的文教卫生事业严重受挫。 -．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全党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构思想的影响，教育事

业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左”

的错误走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从而使教育事业遭到严

重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受严重摧残，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

的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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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文化太革命"中，职工教育一度被取消。从1966年底到1972

年下半年，职工文化培训和专业技术理论培训完全停止。医疗卫

生工作亦遭冲击·文化活动直接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刚刚开展起

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

1971年10月．包钢教育处恢复建制。1972年包钢卫生处恢

复建制。包钢文教卫生系统其他管理机构和管理体制也逐步理顺

之后，包钢的文教卫生事业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1972年，包钢代管钢铁学校(中专)1所，有职工业余学校1，．

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包钢教育处所属职工子弟小学16所，职

工子弟中学8所，设在包钢所属矿山的学校5所(包括1所中学，4

所包括中学班的小学)；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为包钢卫生处，职工住

宅区、厂区、矿区、医疗卫生机构有职工医院3所，设床位901张，

卫生所28所(设简易病床28张)。

1972年以后，公司文教卫生战线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而

工作有所起落，但包钢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促使文教卫生事业

不断地前进。

第四阶段：1977年至1990年。文教卫生战线经过拨乱反正，

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包钢的文教卫生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迅

速恢复了生机，大踏步地前进。
’’

包钢自筹建之日起，就重视人才的培养·把发展教育事业，提



蛋

第一章·综述· 7

J

高职工素质作为企业的“基础工程"认真抓好。到1990年末，全公 ．

司已形成了幼儿教育与普通教育相配套，子弟教育、职前教育与 ．

在职培训相衔接，多层次、多方位的综合教育体系，并不断向规范

．+
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包钢被列入全国100多家企业教育综合改

‘ ●
。

革的实验单位之一。：． 一’

，

。一‘j ．‘ ，r- ．-。

7

、’．

¨ ‘．。 ^ j ，’

：

包钢的幼儿教育始于1954年。邃二年，公司开办第一个托儿

， 所。经过36年的发展．职工人数不断增多，幼儿教育师资水平逐

步提高，公司幼儿教育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的可喜景象。至1990

年，公司共有全民所有制幼儿园6所。集体所有制幼儿园4所。教

职员工共597人(含托儿所职工)，在园(所)幼儿2541人。为了发

， 展幼儿教育事业，公司逐年增加投资，不断改善办园条件。1989
。

年，重建了民族幼儿园，投资达80多万元。‘各园(所)修建了喷水

池、石桌凳、花池、沙池、蘑菇亭、大象造型的水泥滑梯等，拥有各

类教具、玩具、图书、琴类和部分音像设备等幼儿教育必需品。各

种幼儿生活保障设施完备。为了加强幼教管理，提高幼教京平，公’
’

t

。

司保教委员会与教育处联合开办职业高中幼师班，定期举办幼教
√

人员脱产培训班。还有计划地选送一些优秀教养员赴有关院校进

修或外地考察学习。至1990年，教养员已全部经过专业培训，具

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教养员已达20名，部分取得了高级或中

级、初级职称。公司幼儿园在包头市划类定级时，全部被划定为一

类。第八幼儿园为包头市示范幼儿园，包钢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

幼儿教育先进集体。(公司的幼儿教育工作，请详见《包钢志》第十

三编《生活福利志》第五章第四节“托儿所、幼儿园"，本编未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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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志述。)

1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公司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

的提高，公司中小学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七五”期间，公司普教经

费已由1985年的469．4万元增至1990年的1120万元，年均增长

18％以上，荣获包头市“改善办学条件先进单位”称号。包钢在市

区的全部中学和5所小学已改建为楼房，3所中学拥有实验楼，至

1990年末，市区中小学建筑总面积达106111．8平方米，人均

4．37平方米。各中小学配备了较完备的实验室、图书馆，配备了现

代化的教学设施。有4所中学配有语音室。以教研室电教中心为

主的电化教育网，已初步形成。包钢第一中学已成为内蒙古自治

区重点学校。它有4层教学楼1座，3层办公楼1座，大礼堂l座。

全校教师120名中，本科生33人，专科生48人，高级教师17人，

一级教师42人。该校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自建校以来，

共培养初高中毕业生14000余名，高考升学率屡居内蒙古自治区

前列。+

教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至1990年，包钢中小学教职工人数

已达2847名。其中，教育处直管学校2342名，中学教师中，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的638名，有高级职称的40名，中级职称的389名；

小学教师中，具有中师以上学历的511名，有高级职称的187名，

初、中级职称的540名。为了提高教师队组的素质，公司从1973

年起，举办教师培训班，从热爱教育事业而又具备一定文化水平

的职工中选拔、培养、充实中小学教师队组。1976年以来，通过函

授教学、定向代培、深造等途径，培训教师1500余名。1978年，成



立包钢师范专科学校，设置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

史、体育等8个专业，为公司培养了初中教师300余名，中专水平

的英语教师33名。1984年，该校转为中等师范学校，为包钢培养

了小学教师近200名。 ‘

为了拓宽人才流向，培养工厂急需人材，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1984年以来，包钢教育处5所中学开办职业高中班。至1990年，

职业高中设置的专业已达20个，在校学生1101余名。校办工厂

蓬勃兴起，至1990年，校办工厂已达22个。每年，校办工厂既为

教学提供了可观的资金，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技能。

30余年来，公司普通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包钢乃至国

家培养了一大批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材。至1990年，公司共培养初

中毕业生73966名，普通高中毕业生17135名，职业高中毕业生

2921名；为各级各类大专院校输送2399名。 ．

t

“七五"期间，公司实行普及九年制教育。初等教育的入学率、

普及率、合格率、巩固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有113名学生在

内蒙古和全国科技制作、征文比赛中获奖。在市级以上的体育比

赛中，包钢中小学生获金牌108枚、银牌68枚、铜牌57枚，为高等

‘体育院校及专业团体输送体育人材50余名。
’

，

，

’‘

”

公司十分重视职工教育，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建成有技术培

训、中等专业教育、高等专业教育等综合功能的培训中心，形成了

自上而下的公司、厂矿(车间)二级培训网络。至1990年底，全公

，司共有专职培训机构60个，专职培训教师100余人，兼职教师

200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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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意抓好职前教育。1979年，公司投资800余万元兴建

了包钢技工学校，有教学主楼、办公楼、实验楼、学生宿舍楼等。拥

有实验室3个，电子计算机室1个，制图室3个，实习工厂1个，并

拥有各种教学实验设备500多台。图书馆与资料室藏书两万余

册。开设炼钢、炼铁、轧钢、选矿、烧结、焦化、采矿、稀土、矿山机

修、土建、计量、运输、铆焊、铸造、钳工、电工、车工、机械制图等20

个专业。教师200余人，其中高级讲师5人，中级职称的57人，初

级职称的112人。到1990年底，11年中共培养中级技术工人约

5849名，绝大多数已成为包钢的生产骨干。包钢技工学校被列为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技工学校，成为包钢一所多功能、综合型的职

前技术工人培训基地。

包钢职工教育坚持以岗位培训为主，通过脱产、半脱产及业

余等形式，举办规范化岗位培训、应急性岗位培训、超前性岗位培

训和专题岗位培训班等。还通过研讨班、专题技术讲座、学术报告

会以及开展技术比武、攻克生产难关等形式，抓好在职培训。在职

培训以公司生产经营目标与建设规划为依据，确定培训内容，制

定教学计划，坚持专业知识培训与生产技能训练相结合，技能培

训与解决生产难题相结合，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科技知识普及相

结。公司还有计划地选派有实践经验的、表现突出而且有培养前

途的大学毕业生到国内外各大学深造，培养在职博圭研究生，组

织技术人员外出考察，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或聘请国内外专家、学

者来包钢讲学。上述工作，到“七五”期间，抓得更有成效。

1980年，公司创办包钢职工大学。该校是内蒙古自治区规模

最大的多学科成人高等学校。固定资产逾百万元。拥有满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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