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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理工学院校志)(以下简称‘校志’)是一部新编学校志。‘校志'根据<新编地方

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为基本依据进行编纂，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使‘校志>尽量完备，以起“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
’

l校志’以志书体侈l为编写方法，遵循实事求是、以叙为主、寓评于述的原则，通过认真

调查研究，记述了河北理工学院1958～'1995年37年的发展变化．全书共15篇，59万字。既

记载了学院获得的光辉业绩、成功经验，又记载了学院受到的挫折、失误的教训．经验和教

训同样是宝贵的财富，可供后人借鉴．把河北理工学院办得更好。《校志)可为学院领导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深化教育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可为学院对广大教职工期青年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教育提供生动活泼的教材．．它必将激励广大师生同心同．

德，勤奋求实，为学院的发展建设再谱新篇。

学院党委非常重视‘校志'编写工作，于1986年10月成立了校史办公室，并着手校史

编写的准备工作．1992年3月成立了‘校志>编辑委员会．历时三年多，完成了．：校志》的

编纂工作．t校志>编写过程中，得剜了学院领导的热情关怀和指导l学院各个部门领导和广

大教职工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河北理工学院拨志》编委会

199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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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篇概 述

河北理工学院创建于1958年，校址位于

唐山市新华西道，曾沿用过唐山矿冶学院、唐

山工学院、河北矿冶学院、唐山工程技术学院

等校名，199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改用现名，

隶届河北省。它是一所多科性的高等院校，现

设lo个系(部)，20个专业，即：资源工程系．

设采矿工程专业、选矿工程专业、工程测量专

科f冶金系设钢铁冶金专业、金属压力加工专

业、工业炉与热能利用专科I机械系凳机械设

计及制造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机械制造

工艺及设备专业，自动化系设工业自动化专

业、检测技术及仪器仪表专业l化工系设化工

工艺专业、工业分析技术专业l材料工程系设

硅酸盐工程专业，土建系设建筑工程专业、给

水排水工程专业I经济管理系设工业外贸专

业、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工业企业管理专科l

基础课部设科技英语专业，社会科学部。

学院占地530宙，现有建筑面积近14万

米：．现有教职工1204人，其中专职教师533

名(其中教授22名，副教授140名，讲师229

名，助教及未定职称的人员142名)，设60个

教研室及研究室，51个实验室，教学科研设

备价值1224万元，图书馆藏书35万册，中，

外文期刊、资料8万余册。在校全日制本、专

科学生4490名，夜大、函授在校生1504人，

非学历培训班867人．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并充

分发挥唐山这座重工业城市的优势，1958年

6月根据河北省委指示，在唐山市委的领导

下，成立了。唐山矿冶学院筹建委员会”，经过

积极筹建，选定原唐山农业机械学校旧址为

校址，立即着手兴建4600米2的教学楼和

960米2的学生宿舍，由煤炭部、开滦矿务局、

河北省、唐山市和唐山铁道学院等单位抽调

干部和教师，此外又将北京矿业学院和建材

工业部当时下放唐山市锻炼的都分教师及干

部调入学院，并接收当年全国统一分配的应

届大学毕业生。为了解决缺乏办学经验和师

资力量不足的困难，唐山铁道学院派教务处

长来院任教务处长，并派出有关学科的教研

组主任及骨干教师来院兼职，承担全部基础

课及部分主要技术基础课的教学任务。

．唐山矿冶学院正式成立后，予1958年9

月招收第一届新生674名．

建院初期学院由河北省主办，以河北省

煤管局为主与河北省冶金局共同负责管理，

1960年经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

决定，学院由河北省教育厅管理。

1958年建院时，学制为三年制半工半读

专修科，1959年6月经河北省批准．自1958

级起改为全日制四年制本科，1962年6月又

决定自1960级起改为五年制本科。1958年

设6个系9个专业，即：地质系设地质及勘探

专业I采矿系设矿区开采专业、选矿专业；冶

金系设钢铁冶金专业l机械系设机械制造工

艺金属切削机床及工具专业、金属热加工专

业，电力工程系设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化工

系设燃料化学工学专业、硅酸盐专业。1959

年4月经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天津大

学矿冶系调整到唐山矿冶学院．当年8月天

津大学矿冶系全体教职工和采矿、钢铁冶炼、

有色金属冶金，钢铁压力加工等4个专业的

学生转入唐山矿冶学院。学院的系及专业设

置几经调整，至1962年共设4个系9个专

业．即采矿系矿区开采专业、选矿专业，机电

系机械制造工艺及其设备专业、矿山机电专

业I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有色金属冶炼专

业、钢铁压力加工专业I化工系燃料化学工学

专业、硅酸盐专业。这些系及专业设置一直稳

定到1966年．

1958---,1965年，学院经8年建设，已初

具规模，教学和行政管理等各方面工作逐步

摸索出一些经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全院教

学秩序及各项工作均走上了正常、健康发展

的轨道，并初步形成了。勤奋求实”的校风，

1966年在校学生达2154人，教职工达740

余人，其中专职教师360人，为国家培养

1368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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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院受到

严重破坏，各级党政组织陷入瘫痪状态，停止

招生达5年之久，此期间教职工中有72人被

押，55人被抄家．33人被游斗，100人被批

判，174人被劳改，6人被拘捕，2人被遣送回

乡。8人被逼供毒打致残，7人被迫害孜死。

1970年12月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285名，设采煤、采矿、选矿、工矿企业电气化

与自动化、机械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炼焦

化学、硅酸盐等10个专业，学制3年，取消基

础课部及教研室。成立专业连队，实行“开门

办学、以典型工程带教学”，这段期间共培养

6届工农兵学员1735人。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

地震，学院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全院69800

米2建筑物全部倒塌。价值413万元的教学

设备全部砸毁，2l万册图书资料全部烧毁，

师生员工及职工家属震亡1259人，其中教师

175人。地震后学院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兄弟单位的无私支援

下，领导全院教职员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

震救灾工作。冶金部所属的一些院校和河北

省一些院校派来70余名教师和干部来学院

协助工作，在他们的协助下，广大教职工齐心

协力，努力工作，于当年9月1日各专业相继

‘开学上课，并招收了146名新学员。

1977年开始拨乱反正工作，撤销专业连

队，正式恢复基础课部及教研室建制，并制定

“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学生学习考核暂行办

法”等规章制度，实行统一排课，加强教学管

理。1977年底恢复全国统一招生。

地震后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教室、实验

室、学生及教职工宿舍均是地震棚。1979年

开始清墟重建校园，至1985年完成建筑面积

9万米2的恢复重建工作。

1978年以来，学院贯彻执行中央“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教学、科研等工

作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在专业建设方面，1984年起先后增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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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民用建筑、矿业机械、矿产地质勘查等本

科专业以及矿山测量、工业分析、工业管理工

程、工业外贸等专科专业。矿业机械专业调整

为机械设计及制造专业，矿山测量专业调整

为工程测量专业。许多专业为适应社会主义

建设的需要，不断扩大专业面，炼钢、炼铁专

业合并为钢铁冶金专业，耐火材料专业调整

为硅酸盐专业，设置耐火材料、水泥2个专业

方向，炼焦化学专业调整为煤化工专业，冶金

化工自动化仪表专业调整为工业自动化仪表

专业，工业企业电气化自动化专业调整为工

业自动化专业，轧钢专业调整为金属压力加

工专业。1981年根据省高教局指示，采煤专

业调至河北矿业学院。1991年起为适应国民

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对专业又进行调整和

改造，先后增设了管理信息系统本科，给水排

水工程本科，工业炉与热能利用专科，将工业

外贸、工业分析等专科专业改为本科专业，机

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调整为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煤化工专业调整为化工工艺专业，工业

与民用建筑专业调整为建筑工程专业，硅酸

盐工程专业增设陶瓷专业方向，机械设计及

制造增设冶金机械专业方向。撤销地质矿产

及勘查专业，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增设科技英

语专业。

为深化改革，学院坚持进行产学合作教

育的探索，1990年以后先后与唐山市、河北

省冶金企业集团、邯郸陶瓷工业公司、唐山陶

瓷公司等单位开展全方位、高层次的联合办

学。同时又先后与唐山市所属的三区七县及

承德、张家口、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县区开展了

人才培养的联合办学，为这些单位培养当地

需求的实用型人才。

在教学工作方面，加强教学管理，建立各

项规章制度。．1981年制定了“关于改进各教

学环节工作的暂行规定”，对备课、讲课、辅导

答疑、批改作业、习题课、实验课、考试考查、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各教学环节提出了具

体的要求。1990年在此文件实践的基础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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