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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罱

，河北化工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在省内外享有声誉的国

家级重点中专学校。正当她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以自强

务实、拼博开拓的坚定步伐迈人新世纪之际，扶今追昔，发

扬优良传统，振奋创业精神成为世纪末学校的一件大事。与

共和国同龄，学校从天津迁到石家庄已经50周年，追根溯

源(直隶补习学堂)创建至今已经90周年。艰难的创业、

辛勤的耕耘、曲折的历程、巨大的进步、丰硕的成果编织成

了近一个世纪的史诗，本身就是一笔丰厚的历史财富。仅以

此献给化校未来的学生们；献给为河北化校抛洒汗水辛勤耕

耘的教职工和校友们；献给一贯关心、支持、爱护河北化校

的人们；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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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化工学校主要变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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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时任校长杜守文

． 作“本校小史"’

河北化工学校与河北省纺织工业学校在1958年分校前

是同流同源。久远的历史如茫茫星空，浩翰絮褥，所幸在民

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即1935年)现任校长杜守文撰写韵

“本校小史”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特全文录于后，

供校友诸君餐享。

本校小史

本校前身，原系前清直隶补习学堂。该校创设于宣统元

年，堂长为张良弼先生。校舍建于保定城内北荣园，即今本

校“西院”所在。当时纯属普通补习学堂，并未含有职业教

育意味。
。

民国元年十月，奉令改为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校长仍为

张先生联任，招考染织科学生，修业年限定为四年，至以本

校始告正式成立。

民二以后，增招艺徒班及别科，添设织染实习工厂，自

此学生日多，校舍不够散用，乃呈准城隍庙迤西之保定府

官立中学堂旧址，拨归本校，作为宿舍，即今之所谓“东

校”。民六增设机械科，民七开办教员养成所，修建机械工

厂，至是本校规模日见宏大。 ．

张校长前后任职九载，热心校务，惨淡经营，后因病辞

职，教厅委安士良先生代理，安校长任职六年，教厅委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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琨先生接充，此数年内，风平浪静，‘校事甚称顺序。

民十四年以还，直奉交绥，学校被军队占用。暂告停

顿，校舍校具损失甚重，次年暑期，秀校长辞职，另委田海

云先生继任，学校驻军移防，始行复课。
‘

民十七年，北伐告成，直隶易名河北，本校亦改为河北

省甲种工业学校，是年十一月，守文奉命来长斯校，任职以

后，风夜匪懈，力图改进。校名旋又奉令改为河北省立第二

职业学校。民十九，创办化学科，并呈准咨送成绩优良之学

生二名，赴日留学，专攻职染。此外，又增设化学分析室及

天平室，扩充机械工厂，充实图书馆，并购置织染机械及化

学仪器药品，为数甚夥。民二十一以后，添招女生学习织

染。以为提倡女子织业之先声。先后建筑肥皂、化粒、油

漆及制革实习工厂，各厂机器，均由本校自造。至此全校计

分织染、机械，化学三科，男女学生四百余名6班次人数既

较前增多，讲室宿舍及实习工厂，自感窄狭，不傲分配，

乃扩充各工厂，东西两校，添筑房舍数十问。

本年七月，又奉令改为河北省立保定高级工业职业学

校。修业年限改为五年，招收高小毕业生。现在本校学生，

凡十四班，四百余人，毕业者计织染科本科二十五班、艺徒

一班、别科三班、教员养成所三班、机械科十一班，化学科

一班、总数达七百八十名。学生在校率能实事求是，楼而不

华，一面学习学理，一面实地工作。毕业之后或升学或留

洋，以谋深造，或服务工界，或自创营业，皆能以一已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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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以求供献于衽咎蠹-。荫球孑风，窨l事憩：}U，寮骜垒乎．操

回溯本校诞生迄今已逾二十兰向：+规模自臻宏犬多设备

IEi趋周全．向学者亦日益增多。深冀此后全体师生，毕业同

学，共策群力，以图迈进，刻意经营，底于至善。则本校之

隆，庶几与年俱进。是匪特本校之幸，抑亦职业教育前途之

曙光也。
’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 杜守文谨述。

注：宣统元年为1909年。 ·

民国元年为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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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沧桑

(1909---1949年)

1909—1912年10月河北获鹿人张良弼(字佑卿)从

日本宏文师范毕业回国后，于1909年在保定城内北菜园

(现永华路北头路西)创办(直隶补习学堂)。张先生任堂

长。学校占地10余亩。学校有两幢二层的教学楼，一座实

习工厂，一座礼堂。招收初小毕业生，学制三年，学习。实

业所必须之知识技能”。

1912年10月 <直隶补习学堂)改办<直隶甲种工业

学校)。张良弼任校长。设织染科，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

4年。学校。以教授完全之普通工业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俾

得将来从事工业为目的”。

1913年保定府立中学堂旧址(现保定市府后大街古

城宾馆处)成为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称东校区)。

学校于1917年开设机械科，1930年开设化工科。1932

年开设漂染科(专收女生)。继张良弼之后1918—1923年安

士良接任校长。1923—1925年尹荣琨任校长。1925—1928

年田海云任校长。1928—1937年杜守文任校长。

19228年8月 学校改名为(河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次年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二职学校)。1934年又改名为(河

北省立保定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校进入保定办校的鼎盛

时期，学制改为高小五年。学校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织染、

机械、化学实验和实习施设初具规模。据1935年统计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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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440人，教职员33人，政府年拔经费7万元左右。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保定沦陷，校舍被炸，学

校被迫停办。建校20多年共计招收织染科1—29班计613

人。漂染科1—2班45人。机械科1—15班303人。化学科

l一5班132人。别科l一3班33人。教员养成班l一3班54

人。艺徒班12人。共计约1200人。 ．

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何北‘，河北省政府迁至河

南洛阳。曾任保定高职教务主任的张洁轩1938年任河北国

立第四中学代理校长，经两年筹备，在河南省新安县石寺镇
-

成立(河北省立初级实用学校)，不久改名(河北省立工业

职业学校>，张洁轩任校长。学校用南大寺<又称龙山寺)

的寺庙为校舍，设纺织科，招收初小毕业文化程度学生，学

制3年。侵华日军向中原进犯，河南告急。校长带全校师生

徒步西迁。晓行夜宿，拔山涉水，艰难行程千余里，历时月

余到达陕西固至县蒋村。用甘西小学和温氏宗祠作校舍，坚

持办学。1946年9月，学校迁至西安南关外雁塔寺街7号。

1947年8月 学校迁往天津，初级6班学生和部分教

职员并人1946年在天津复校的<vs北省立保定高级工业职 ．

业学校>。学校在7年内招收纺织科初级班1—6班约163

人．纺织科高级班1—2班约72人。共计230余人。’

1946年在天津的原(河北省立保定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

早期校友姚鸣山、赵景仲、张易如、张潜孚等人发起复校运

动。7月27日省教育厅批准(河北省立保定工业职业学校)

成立，校址为天津新开河法政桥原天津商职1日址(曾为日军

兵营)。当年8月招新生，设高级纺织科、高级织染科、高

级漂染科。学制有初中毕业生3年和高小毕业生5年两种。

·2·



任校长。学校占地245亩，有教室10个。礼堂兼学

一座，图书馆3间，办公室12间，学生宿舍48间，

宿舍17间，图书300余册，少量仅供演示用的理化

仪器设备。

1947年复校不久，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民主青年联

． 盟地下组织在校内相继秘密建立。学生刘克武、刘宗朴先后

任党支部书记。在校内成立读书会、诗社、歌咏团等各种进

步社团。利用书刊、歌曲、壁报、话剧等多种形式传播革命
· 思想，团结广大学生同反动势力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

1947年5月20日 天津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学校师生积极参加，是参加游行示威的唯一的中等学校。?

1947年8月 学校复名为(河北省立保定高级工业职

业学校)，习惯称(保定高工)。‘

1948年秋 学校招新生120名。在校生达400余人。

教职工40多人．其中专任教师23人，21人具有本科学历，

高达9l％。曾有3人留学日本。
。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学校由军管会接管，2月成立校

务委员会。

1949年3月3日 学校举行解放后的第一次全体教职

员会议，会议上报告了复校经过及返校后的开课情况。人民
· 政府要求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成员进行登记。

1949年4月 第三次校务会讨论。为人民服务”问题。

是时教职员工32人，其薪俸以玉米面折计，如代校长745

市斤，总务事务员448市斤，食堂工友169市斤。

1949年6—7月 民主青年联盟公开活动，随后在建团

时转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6月8日第八次校务会讨论

·3·



“毕业生就业及加强政治学习。建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

观”。三年制纺织科17名，漂染科16名学生毕业。至此在

校生都是高小毕业五年一贯制约300多人。

1949年7月1日 第十一次校务会，代校长王顾如离

职，军管会派赵冬日来校任校长，主持会议。

1949年7月25日 学校第十二次校务会，讨论华北行

政事务委员会指示“迁校石门”。会议决定增设机械科、化
工科、土木科。同时成立了迁校委员会负责迁校事宜。

1949年8月24日 举校迁到石家庄市。校址设在石家

庄市解放路20号(原石门私立职业学校旧址；今教工俱乐

部一带)。据有资料表明迁石学生295人，教职工35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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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

(1949．8～1965)

1949年

8月24日 举行迁石后第一次全体教职员会议，决定9

月3日开学．按原班级上课。学校占地约40亩，宿舍119

问，教室9间，饭厅兼礼堂一个。基本没有实验实习设施，

图书馆仅有图书1600余册。 ．

8—9月 学校在天津、石家庄陆续招聘教职员十余人。

9月15日 第二次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会，决定以青年

团、学生会名誉发通知，举办复校三周年纪念活动。

9月20日 石家庄市教育局局长刘星华到校开座谈会。

宣布省工业厅委派他兼代学校校长，并指示“以民主集中制

原则”建设学校规章制度，学校定各<河北省工业学校)。

当时我校是石市仅有的一所高中学历教育的学校。故社会各

界习惯称“高工”。

不久，省工业厅派殷锡霖到校任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

工作。

11月2日 向上级报表教职工57人，薪金以小米折

算，如殷锡霖650斤／月，黄静波554斤／月，魏光明220斤

／月，陈瑾松(徒工)180斤／月。

·5·



1950年。

年初，对全校专业和班级进行调整。学校设化工、机

械、土木、纺织、染化五个专业。撤消漂染和织染专业。原

五年制二年级(1947年在天津人校的)纺织、漂染、织染

重新编班组成化工、机械、土木三个专业的三年级．学制统

·一成初中毕业三年。

3月7日 教育局长兼校长刘星华在上半年教育工作中

指示中等学校“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面向工农，教育

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7月 明确殷锡霖主持学校党支部工作。年初学校内建

立了工会组织。暑假全体教职员参加了整风审干运动。

7月 本年度五年制纺织科5名学生毕业。招收初中毕

业生90人(招77人，插班生13人)与天津迁来的学生混

合编班，其中新设化工2个班，机械1个班，土木1个班。

1950年冬一1951年春抗美援朝如火如荼，校内掀起

参军参干热潮。有的学生怕体重轻不合格，衣袋内装上砂子

去体检，爱国之心可见一斑。73．1％的学生报了名，最后

批准22名学生参军。在此期间，学校确立了升、退、留级

等学籍管理制度。

1951年
◆

年内在桥西市庄村东(现中华大街北头)购地50亩，

开始大规模新建校舍。
’

7月12日 省工业厅批准年内为石家庄建设局开办一

个两年制土木建筑专修班，招39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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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

10月15日 纺织科38人．染化科36人毕业。招收新

生509人。至此在校生纺织科4个班190人，染化科2个班

85人，电机科51人，机械科4个班179人，化工科4个班

164人，共计669人(女147人。全部为初中毕业三年制。

11月 从本月开始根据教育部指示，深入开展学习 ．

“苏联先进经验”。制定教学进度计划，在新生9个班实行五

级记分，考试考查进行口试，要求掌握课堂五个环节，贯彻

系统性，直观性等原则。 ★

1953年

春学校团总支书记方高寿率团参加石家庄市共产主义

青年团代表大会，并选为主席团成员和该届团市委委员。

6月8日 上级派任驰到校任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学

校设办公室、教导处、总务科。蒋维纲，吴万岚，方高寿先

后任团总支书记。教职工119人，其中专任老师(含助教)

43人。

上半年由教育厅，工业厅发讲义，教职员学习“凯洛

夫教育学”，“联共(布)党史”。

暑假化工科2个班67人，机械科1个班31人毕业。

本年招新生机械科101人，化工科52人，电机科51人，共

计204人。暑假后在校生达762人(女166)。

6月 从本月起全校师生员工学习“中共党史”、选举

知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粮食统购统销，私营工商

业等问题行进专题讨论。
‘

12月17日 省工业厅厅长温光中在《关于对石家庄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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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业学校领导关系的意见>中指出“华北行政委员会已行

文峰学第11号，其中规定我省石家庄王业学校的机械，电

机科及化工科一年级交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而我们在现有

纺织、染化两科的基础j二，成立纺织工业学校”。

12月华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中央二机部第六

工业局，省工业厅到校调查研究，协商确定机、电、化三秫
交六局领导建华北第六工业学校在原校址办学。以纺、染两

科为基础成立纺织工业学校，校舍另建。

‘

1954年

4月5日‘华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54)工行教字

第14号通知：校长崔子义、副校长任驰移交第二机械工业

部领导，组织成立华北第六机械工业学校。副校长殷锡霖留

在河北省成立纺织工业学校，仍由省工业厅领导。

年内 学校在去年的基础上大力建章立制，先后公布了

“关于本校学生疾病治疗及用药办法规定”，“关于学生规则

的几项规定”，“班主任工作须知”，“总务处办事细则”。“会

计制度”，“财务制度”，“物品购置及管理领发办法”。“宿舍

分配及使用办法”，“赔偿制度”。如办公用品发放规定教员

每学期“沾水笔杆2支”、“红兰铅笔1支”，每个月“办公

纸15张”、“钢笔尖2个”、“墨水一瓶”。
‘

5月 学校在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南头东里村南面新建校

舍，至1955年8月第一期工程按600人在校生担模一次建
成。基建投资约110亿，设备购置约40亿元。学校占地

53．47亩(后来逐步扩成82．8亩)，建筑面积为653．

65m?，(后来扩为13514m2)，其中教学楼4703ms，学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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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楼z817m2．饭厅兼礼堂8。54ma。教职工食堂216m2，工

厂889n≯。学校运动场8000m2和一些基本的体育设施。

7月分校办公，教职工124人’，其中专任教员56人，

职员43人．工人35人。 ．

，． 学校报表，机械工业学校在校生270人，河北纺织工业

学校275人左右。机械工业学校在文革期间改成现在的太行

机械厂。
· 8月 学校纺织科33人，染化科30人(机械科45人

毕业)。学校设纺织、机织、印染三个专业，招新生199人，

在校生395人(女124)。

8月4日 省工业厅(54)工财字第2908号文规定

“教育行政费旧生按62000元／人·月，新生按照58800元／人

·月计”。。人民助学金一般学员一律按10万元／人·月计算”。

10月 从54年入学的新生起全部执行纺织部颁发的教

学计划。 ．

’’

12月 9月和12月校长参加高教部举办的校长训练班。

回校后传达学习高教部颁发的(oe等专业学校章程>、十五

种表格、六种计划、(学科委员会条例>、班主任工作须知，

考试考查办法及苏联专家的报告等，逐步贯彻在教学中。

年内教务科职员方高寿被评选为石家庄市先进工作

者。

1955年

年初 学校按上级指示，专题研究了“减轻学生学业负

担，克服超课时现象”，“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研

究了相应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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