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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蕈史略

’，第一章史。略 一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职业院校，2003年是她的百年华诞。100

年来，她经历了安徽公学、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省立第二中等职业学校、省立高级商业

职业学校、安徽省芜湖商业学校和安徽商业学校、安徽省商业学校和安徽商贸职业技术

学院等7个时期。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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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安徽公学时期(190仁1919年)-．：。
． ．+

．。

。1 |、。
。

i』 ’．。’

据史料记载，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最早前身是1903年创办于湖南长沙的安徽旅

湘公学。1904年迁回安徽芜湖，更名为安徽公学。

．t、清朝末年，-我国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分别在一些重要城市举办各种文化教育事

业，一面启迪民智，一面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安徽省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

李光炯先生应聘任教于湖南高等学堂，结识安徽无为籍数学教员卢仲农，两人志同道合，

遂共同创办了安徽旅湘公学，聘黄兴、赵声等人任教。嗣以环境困难，于1904年(清光

绪三十年)将旅湘公学迁至芜湖，更名为安徽公学。
、

迁芜后的安徽公学，在二街柳春园米捐局巷租赁民房为校舍，招生开学。李光炯与

邓绳候(怀宁县人)先后担任监督，礼聘不少知名人士到校任教或讲学。他们当中有同

盟会员，也有光复会员，最著名的有刘师培、陈仲甫(即陈独秀)、柏文蔚、陶成章(浙

江人、光复会领袖)、苏曼殊、谢无量、周震鳞、江彤侯等，还有一位日本著名科学家在

校讲授理化课程。1905年夏∥李光炯等人感于安徽初级教育落后，在安徽公学内增设师

范速成班，邀请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房秩五(桐城人)主持，首批招生50余人(《芜湖

古今》)。安徽公学赊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外，还以培养革命骨干，散播革命种子为

教育主旨。1905年冬，安徽公学中的师生80余人加入革命团体“同盟会”。陈独秀～柏

文蔚等在安徽公学筹建成立了“岳王会”(安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安徽公学被称

为安徽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详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a． ．。．

1912年7月，安徽公学由二街迁至东门校场街新校址【即现在的康复路芜湖农业学

校现址)，李光炯等公议将安徽公学改为甲种实业学堂，分设农科、商科，1913年春增

设蚕科。为发展安徽职业教育，时任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曾在安徽公学任教)决定将

甲种实业学堂一分为二，分别建立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农、蚕科)和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不久，因“讨袁”战争爆发均告停办(《安徽通志稿教育考》、《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面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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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省立甲椰商业学枝时期(1919w1928年)

据《芜湖县志》载：停办的省立甲种农业学校于1914年奉省令改办省立第二甲种农

业学校，而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未能及时复办。1917年，安徽实业学校代表张汉在全国实

业学校校长会议上提出建议，“应于芜湖设立专门或甲种商业学校造就高等商业新人才，

以充改良之任”(《历届教育会议决案汇编》)。1919年6月，安徽省教育厅委任鲍植创办

省立第一甲种商业学校，当年招生两个班，临时开办费l万元(《芜湖县志》)。1922年，

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从借用的东门启春关贫民习艺所校址迁入新址(即现在的康复路82

号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所在地)，学生增至四个班，经费预算增至21030元(经常性预．

算13930元、临时预算7100元)(据《安徽公报》)，1923年夏，学校改名为“省立第一

商业学校”。 ： ．
，

、。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即“五四运动”)，芜湖也

和全国各地一样奋起响应，各校学生在原“学生自治会”基础上组织芜湖学生联合会。

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张承猷、张胜球、刘柏林三人为其成员，在此期间，甲商学生还参加

‘了两次较大的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一是痛打顽固反对抵制日货爱国行动的芜湖商会会

长汤善福i在这次行动中，“甲商”学生张承猷站在斗争的前列(《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

二是1919年12月，参加全市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游行。学生们高举“保障国权”“同胞

快醒⋯‘抵制日货”等标语，从东门进城，由新市街出西门直上长街，挨家散发传单，游行

至傍晚始散(《芜湖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
‘ ’⋯

1926年冬，由于北伐战争开始，芜湖一些学校被军队占驻，“甲商”也不例外。一度

学生纷纷离校，教学工作被迫停顿。次年秋季开学时，学生自动到校组织起来开课，并

呈请安徽省教育厅委任校长。安徽省教育厅乃派督学王慧全来芜调查，王以!‘该校学生求

学情殷，自动开学，殊堪可佩，且秩序颇佳。应予维持以免中辍。”省教育厅据此委派汪

育春任校长治理校务，每月拨给经费(芜湖《工商日报》民国16年12月31日报道)。

这一时期，。从1922年起，“甲商”已开始有共青团小组活动。不久，团中央正式承认

芜湖建团。“甲商”当时的团员有余天觉(教员)吴企云(教员，后被派往日本留学)、刘

长青(学生)、贾斯干(1923年入团，后任芜湖地方团组织干事和书记)。1925年，贾斯

干和其他学校的四名学生一起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

‘“
^

÷‘，
，r

第三节省立第二由等职业学枝肘Hll(1928二1937年)．
．

，

f ⋯‘

、j 、 ‘
。

”
。

’气 4

1928年2月，安徽省教育厅为振兴安徽职业教育，依改造方案将省立第一商业学校

与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合并，更名为省立第二中等职业学校，分农、商两部，农部设

农、蚕两科，商部不分科别，校舍均为原“甲商”和“二农”校址。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叶明

辉在《视察省立第二中等职业学校报告》中描述两部校舍情况时写道：该校农部位于芜

湖东rl#b，去县城约一里，。风景清新，环境绝好。商部逼近县城，地址较狭，甚少发展

余地(《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四卷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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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行政组织系统，依照省教育厅颁布的中等学校组织规程，于校长之下，农商

两部各设部主任一人、训育主任一人，共设事务主任一人，下设会计、事务、校医、图

书等股，全校共有职员33人(1930年10月)，学生258人。(附：1930年省立第二中等

职业学校组织系统表) ，

先后担任省立第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的有路调鼎、王应生、叶振钧、唐道海、高锡

福等。任商部主任的有吴荣祖、叶海初、黄玉柯等。首任校长路调鼎因学潮被迫辞职。

1929年7月省教育厅委派叶振钧出任“二职”校长。叶振钧曾赴法勤工俭学，获南锡大学

博士学位。叶先生到校深受师生员工欢迎，在他任职期间，“二职”办得有声有色。

“二职”的教学为小学毕业入学、四年制，商部课程分为商业课程与普通课程两种，

教材多采用教科书。重自学与实习，以培养职业人才为目标。实习时间自一年级起，年

级愈高，实习时间愈多。考试分为：临时考、月考、学期考、年考四种，实施极为认真。

“二职”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在教师的指导下，成立了科学会、文学会、一农学

会、商学会、体育会、演讲会。还成立了各种球队，经常举行比赛。1931年发生“九一

八”事变，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芜湖国货公司发起举行为期一周的游艺会，所售门票收入

全部捐赠东北义勇军，参加演出的是芜湖各中学师生。“二职”商科演出的是田汉编著的

《湖北的悲歌》剧。 。 -‘

1934年8月，安徽省教育厅为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又将“二职”改为省立芜湖高级农

业职业学校，充实农科，商、蚕两科附属“高农”，商科各年级均办至毕业结束。。z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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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芜湖的绝大多数

学校被迫解散。1938年5月，芜湖被日寇侵占，原“二职?农科校舍遭到严重破坏，商科

-‘校址亦成了日军的兵营。 1，‘“
‘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机关迁往大别山区的立煌县(现金寨县)办公。

1942年，由于当时的形势需要，安徽省财政厅和教育厅几经磋商，。积极筹办商业职业学

校，。定名为安徽省立立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调安徽学院讲师刘遁俊出任校长，当年8

月招生，9月正式开学，第一次招收两个班学生。。一班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入学，’学

习一年，名为“簿记专修班”(类似大学专修科)。一班是初中毕业入学，学习2年，名为

。会计科。后又根据需要增设统计科、合作科。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春，

’学校奉令迁回芜湖原“甲商”校址，更名为省立芜湖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学校迁至芜湖原

校址后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设会计、银行、统计、合作四科(专业)。最多时有

8个班，在校生约400人。从1942年至1949年的7年问，“高商”各科毕业生共800多

名。’
“

1·

1．‘

?。4 j。 。I，

_一
“高商”对教学工作很重视，。除普通课和专业基础课聘请水平较高的教师任教外，对

一些专业课，如会计学、审计学、统计学等，邀请政府各厅、处派主管科室主任、专员

等来校兼课。这些老师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教学效果良好。为了督促学生学习，

学校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严格考试制度，杜绝任何作弊现象；严格执行升留级

制度：主副科3门不及格者给予留级i坚决拒绝任何托人说情，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风

气。对于学生的管理，也有一套规章制度。例如，学生一律住校，除非例假及请准假外，

一律不得离校。平时学校大门紧闭，只有星期六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才开门自由出入。由

+于平时学生只能在校园内的小天地里活动，有些学生互相戏谑把学校比作“第二模范监

狱”(当时学校附近有一所国民党政府的“模范监狱”)。又如，男女生一律留短发，穿着

一色灰色制服，佩带符号，上有校名、科别、年级、姓名，便于识别。为激励学生努力

学习立志成才。学校由刘毓璜老师作词、张金帆老师谱曲。创作了“安徽省立芜湖高级商

业职业学校校歌”，歌词如下：’，： ．：

⋯
+，’

，

’

大别山前列阵营， 。

’

江淮子弟气如云， 、，

“

，．

。

我是建国的生力军， ’， 。f。

、； 我们要永远一德一心! ．一． 、

一． 在这伟大胜利的黎明⋯ ， 一

；

肩起经济国防的重任． ·

． ．农村要复兴。， 。

。计政要改进． -

，我们散布在社会的基层， ． ，

．。

．一



6

挥洒着血和汗。

筑起一道新长城! ‘_¨?，p“ j ∥‘．，，。。’。 一 ．’

五年了山城别遥灯火旧情温。

从峡谷到滨江。
．．

一．，、、一番李桃一番春，。～ ，

，
-，

’+
●

记取、记取，， ．·
、 ．：．．

他年相遇更相亲。． 。 ，

这一时期的“高商”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毕业时也由政府安排工作。即某科是应

．政府某厅、处的要求举办的，毕业生就由该厅、处分配工作。当时会计和统计人员非常
‘

缺乏，每届毕业生供不应求。不但本省各地各单位争着要，就连邻近省份也要求分给他

一们一些毕业生。1946年，江苏省政府就曾与安徽省财政厅联系，希望分配一些“高商”毕

业生给他们：学校经征得省财政厅同意，从1946到1948年，。先后派了几十名毕业生到一 ，?

江苏工作一一 ，

．

，．
．。

。
．。 。．，

’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挑

起全国规模的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教职员工的薪俸屡遭拖欠。“高
。 商”教职工面对如此形势，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坚持工作，学校的教学活动没有受到影

．’响。随着1948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结束，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国民． 。‘

党部队败退江南。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迁至屯

溪，安徽省教育厅电令芜湖的学校向皖南山区转移，芜湖专署也三番五次来电话催行。“高

商”的教职工正确认清形势，经过密商，挟定学校不迁，仍照常上课。1949年4月20日

夜，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堑，挥师南下，打响了解放全中国的战役。4月24日晨， ，·．

渡江大军由河(清弋江)南进入芜湖城区，“高商”师生齐集老浮桥(现弋江桥附近)欢

迎人民子弟兵。4月25日仍照常上课!不久，芜湖市军管会文教局派秦惜观等同志来校

接管，全校员工一律留校继续工作。从此，历经近50年坎坷、几度变迁的商校将在伟大， j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 t，。
。^

’

fI ～

+
‘‘。

。- -‘*
。

．‘
p 一

●．●

、，，。。第五节。：安徽省芜湖商业学枝和安徽商业学枝肘H11 ．·。

。

， (1949年一1972年)i-‘·．『 ． ’．‘?-
；

，。

一
、

．， 芜湖解放，“高商”师生员工欢欣鼓舞，以搞好教学的实际行动庆祝解放。1949年6
‘

、月，会计科第五届、’合作科第二届(均以1942年立煌建校时算起)学生82人完成了在

校修业三年的任务顺利毕业。他(她)们是解放后首届“高商”毕业生，成为新中国第一

代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会计科毕业生毕武斌、合作科毕业生史常元，‘在美帝国主义挑起’

侵朝战争，祖国安全面临威胁之际，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击美

国侵略者。毕武斌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成为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 ·
+’

1949年8月，芜湖市人民政府决定，。芜湖的工业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合并为

“芜湖市高级职业学校”，分设工、农、商三科，在各自的原校址办学，以新校名联合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

第一章史略 1

生。1951年1月，驻芜湖的皖南人民行政公署鉴于“学生众多校址分散，领导不便”。在

第十八次行政会议上决定将芜湖市高级职业学校分设为：皖南区芜湖市中级工业技术学

校、皖南区芜湖市中级农业技术学校、皖南区芜湖市中级商业技术学校。

。’1952年，皖南、皖北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同年秋，皖南区芜湖市中级商

业技术学校改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商业厅领导，更名为安徽省芜湖商业学校。改制后的芜
’

湖商校由安徽省商业厅厅长兼任校长，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和部门负责人由省商业厅

考核任命，除学校的党团工作委托芜湖市有关部门代管外，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计划、

毕业生分配以及教职员工和教育经费等，均由省商业厅有关职能处室直接管理。1961年

9月，。安徽省商业厅根据全省商业职业教育布局的调整情况，决定将芜湖商业学校更名

为安徽商业学校。 ?
，

’。 ‘．’ ，

： ．-

隶属于安徽省商业厅的商校，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全省国营商业企业培

养和输送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主要开设财务会计和计划统计两个专业，面向全省招生，

毕业生由省商业厅向全省国营商业系统分配。50年代末，在中央商业部的倡导下，华东

地区六省一市商业学校开展校际协作。根据协作协议，1958--1961年举办了三届农副产

品采购专业调干班，学习一年，结业后回原单位工作。1964--1965年举办了两届食品卫

生检验专业(学制3年)，招收华东地区各省市学生来校学习，毕业后回原省市分配工作：

一‘从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向

前推进，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这一时期的商校校舍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1952年，

由安徽省财政拨款，兴建学校办公用房30间、1230m2；1964年，中央商业部拨专款，

建造了四层教学楼(16个教室)2188mz，加上芜湖市政府将毗邻的公房价让给学校使用，

到60年代中期，安徽商校校园面积已扩大到30多亩。随着校舍的扩大，招生人数和毕

业生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在1953至1957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平均输送

毕业生100人左右；1962一1964年期间，每年毕业的学生增加到150人左右；1966---1968
年期间，每年毕业的学生又增加到近200人。 +．?、

一’1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商校受到毁灭性打击。学生“停课闹革命”。干部教

师被无辜批斗，校舍成了芜湖市造反派武斗的据点，学校的图书资料遗失殆尽。1969年 ‘

学校教职工被迫下迁到宣城和芜湖县农村搞“斗、批、改”。接着，’商校被“撤销”，、教职

工分别下迁到宣城县、芜湖县农村办了4所农村中学。 。，，一 一i； 1一、

一 ： 。

二

·，? 第六节‘安徽省商业学枝时期(1972--2000年) -

^．

， ’

．．t

’

．“

1972年9月14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以革政字[1972】115号文件批准安徽商业学校

恢复办学，改名为安徽省商业学校，仍隶属于安徽省商业厅。安徽省商业厅据此任命赵，

寿山同志为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校长由省厅副厅长杨震兼)，从下迁农村的教职工中选调

邵宝田、徐鹤、杨万盛、邵明浩、徐仲年等组成筹建小组开展筹建工作。由于学校下迁，

原校舍被其他单位占用，迁让工作需要时间。筹建小组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方面从下

放地点分批分期办理原商校教职工调回学校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原校址内的空地上搭建
。

简易棚屋。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复办后的安徽省商业学校于1973年秋顺利招收二年



制财会专业学生80人，师生们发扬延安精神，在简陋的平房里开始了培养新一代中等职

业技术人才的教学活动i 1974年恢复了原有的财会、计统两个专业，招生人数增加到120

人。1975年秋，被占校舍全部收回，招生人数增加到150人。由于“四人帮”的破坏，1976

年秋实行所谓“三来三去”的招生办法，学校改招国营商业系统的在职职工，学制一年，
。

实际招收131，人。．r 。。 ， ：。 。 h

，，。1976年lO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动乱状态。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

来的伟大转折。全会还提出了对外开放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恢复了全国高等教育

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安徽省商校师生员工欢欣鼓舞，认真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从思想上拨乱反正，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与此同时，认真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恢复和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强化教学管理，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1978年春季开学，迎来恢复全国高考首届招收的新生143人，当年秋

季又招生202人。1979年新增“商业物价”专业。1980年三个专业共招收新生348人(七

个班)，创商校历史最高水平。从1973年恢复办学到1980年，经过7年努力，省商校的

各项工作走向正常轨道，，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有新的提高，1980年11月被国家教育部

批准为重点中等专业学校。．|．．j 。’ ，．J-
’

一．，．

¨198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紧接着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

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祖国大

地，“尊师重教”逐渐形成社会新的风气。1984年，安徽省商业厅对学校领导班子进行相

应调整，学校成立党委，安徽省商业厅党组任命赵寿山同志为学校党委书记，学校校长

不再由厅长兼任，提拔语文教师、政治处副主任曹若霞(女)为学校校长，‘陶毅之、-汪

宗敬为副校长。赵寿山同志离休后，陶毅之同志任党委书记；曹若霞同志调上海后，安

。。 徽省厅任命徐鹤同志为校长。这一期间，学校领导班子带领师生员工进入了迅速发展的

．‘‘r新时期。，‘ ，
。+ i 。； ^J 一 ，：

一． 首先，在安徽省商业厅的重视和支持下，有计划地进行基本建设，更新和扩大校舍。

1981年，拆除1973年复校时建的简易棚屋，建起了4017m2的五层教学楼。1983年，拆
·， 除30年代建的三层教学、宿舍楼，更新为六层、3435ms的男生宿舍楼。1985年校门由

环城东路79号改为康复路82号。同年8月，接待日本高知市高等商业学校排球访华团

来访。1986、、1990年，先后新建五层和六层共t1000m2的综合楼，其中有容纳千人的大

礼堂、容纳千人就餐的学生餐厅，配有现代化设备的语音室、电教室和微机房。至此，

安徽省商校原有的旧校舍全部为新的建筑群所代替。 ，、

“其次，拓宽办学渠道，开设新的专业，开创学校新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一化，国家和社会对建设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这种变化，学校领导班子在

省商业厅的支持下，1不断寻求办学新途径。1984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创立了“安徽

商业职工大学”，面向全省商业职工，培养专科层次的商业经营管理人才。．1985年，，开
’

办全省商业在职职工的函授中专教育，实现了“一校-N”，即一所学校既有成人高等教

育，又有普通中专教育，还有职工业余中专教育。在办学中，努力挖掘学校潜力，按社

1—1_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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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要开设新的专业。例如，国家强调各级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要开展审计工

作，学校及时筹建开设了“审计专业”。又如，80年代后期，我国会计核算工作出现了由

人工记账向机器(电脑)记账发展的趋势，学校及时筹建开设“会计电算化”专业。从1985

年到1994年，先后开设了财务会计、涉外会计、电算会计、商业会计、工业会计、股份

制企业会计、商业审计、市场营销、统计信息、商品经营、会计与统计、企业管理、物

价、‘文秘与办公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应用等15个专业，在校学生数不断增加，1994年

在校生首次突破千人目标，。达到1092人。 ，．一 ，

‘，

“ 再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学校党政领导历

来重视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每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抓好党建

工作，注意吸收教职工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每年教师节评选和表彰先进教职工。鼓励和

支持教师业余或短期脱产进修，提高学历水平，提倡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从事科

学研究和著书立说。截至1994年，在在职72名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的49人，占68％，

比1984年的44％提高了24个百分点，获得副教授、高级讲师和讲师职称的46人，占

教师总人数的64％，比开始实行教师职称制度的1984年所占32％提高了一倍。 ‘：-

艰苦的创业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校的办学规模、教学水平均跃上一个新的台

阶。1984年11月23日，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在国务院副秘

书长艾知生、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一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王郁

昭和中共芜湖市委书记陈光琳等同志陪同下视察安徽省商业学校。胡启立同志在听取学

校领导有关校史、现状和发展规划的汇报后，深入教室、学生寝室和老教师住宅，详细

询问了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对学校多层次、多形式办学给予充分肯定，对主

管部门大力支持学校建设表示赞许。1987年，．学校被芜湖市人民政府授予“芜湖市文明

单位”称号。1990年，在商业部系统221所中专学校中被评为“全国商业系统教育先进单

位’’。1991年1月15日，商业部副部长傅立民同志来学校视察。1993年9月，在安徽省

教育委员会组织的中专学校办学水平评估中，确认安徽省商业学校办学水平达到A级，

并以教职字[1993】第13号文件公布为省级重点中专学校。1994年11月，国内贸易部以

内贸教字[1994]第254号文件批准安徽省商业学校为部级重点中专学校。 。“．一

1995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入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的关键阶段，与此相适应，教育

改革也在深入发展。同年8月，安徽省商务厅对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任期调整，汪宗敬同

志任校党委书记。原任校长退休，由部级劳动模范、国务院特贡津贴享受者、副教授、

时任副校长的方光罗同志出任学校校长，郑光贵、杨文兰、程思任副校长；程思调合肥

后，金跃武同志任副校长。以汪宗敬、方光罗为首的新的领导班子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学校“九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创建国家级重点中专和上

大专层次为目标，制定并实施“对内挖潜，对外联合拓展，以质制胜，持续发展”和“名牌

发展”战略，带领师生员工迈开了更大的前进步伐。1997年在全省教育系统首开先河，

自筹资金500万元，成功收购了占地30多亩的芜湖市制药厂原料药分厂，使校园面积翻

番，实现了几代商校人地域扩张的夙愿。紧接着又投入400余万元资金，，对一片废墟的

工厂按照教育教学需要进行改造，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了拥有教室、寝室、体育场地、



学生阅览室、食堂等设施齐备，能容纳1000多学生的新的教学区，使学校校舍面积由原

来的30000m2增至48000m2，在校生人数增加到3000多人。在此期间，学校还增加了教

学设备的投入，先后投入200多万元购置200余台PC586以上的电子计算机，新建了财

会模拟实验室、市场营销实验室、办公自动化实验室等专业教室和形体训练房、电工训

练室，完善市场营销技Fj匕i)ll练中心，建立电教系统、卫星接收系统、闭路电视系统、图

书微机管理系统以及学生餐厅微机售饭系统等。为了在新的条件下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教学改革领导小组，按照人才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改

革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性教学，提高学生职业转换能力。推进毕业生就业改革，成立毕

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实行多渠道、多形式、动态式就业，使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0％以

上。稳步推进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在人事制度方面设岗定编、层层聘用，建立岗位责任

制和人员聘用制。食堂实行费用承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有限度的企业化经营。实

行校内待岗制度i教师联教计奖，适度拉开档次。师生医疗实行医药费包干等。此外，

积极发展校办产业，创办了三江贸易公司、财务咨询公司和职业技能鉴定站，促进了产

教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严格按照程序录用大学毕业生，确保

新增教师的质量。对原有教师制定了《教师进修暂行规定》，要求未达到大学本科学历的，

限期达到国家规定的学历。鼓励教师在职攻读研究生。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参加各种类型

的培训班、研讨班，进行短期的更新知识进修。学校还制定了《鼓励教职工进行教、科

研的暂行规定》，教师科、教研蔚然成风。．

： 经过全校教职工的不懈努力，1995年被安徽省教委评为“体(育)卫(生)双优学

校”；1996年被省安徽省商务厅授予“先进单位”称号；1997年被芜湖市人民政府授予“芜

湖市文明单位标兵”称号；1998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1999年被安徽省人事厅、商务厅授予“先进单位”称号；2000年5月，学校“九五”发展规

划所定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在全国中专学校办学水平评估中，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国

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 一． ?，

第七节安徽商贸职业技ifi学院时期(2000年一

在创建国家级重点中专的同时，学校领导班子带领师生员工在安徽省商务厅的直接
’

领导下，开始了筹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工作。

。。 ·’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

早在1995年，安徽省商务厅党组就把安徽商业职工大学、安徽省商业学校通过改制创办

成“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列入《安徽省商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

划纲要》，原国内贸易部教育司也曾把安徽省商校列为全国商业系统拟建的30个高职校

(班)之一。1999年12月，安徽省商务厅成立了以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万年为组长，

方光罗、汪宗敬为副组长，郑光贵、杨文兰、金跃武、黄家珍、张宪、张维民、陈书华

为成员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精心组织、落实筹备的各项事宜。一是在两次向省教委报
‘ 告的基础上，以商务厅正式文件向省政府的分管副省长递交创办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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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争取领导的支持。二是以商务厅名义，就创办学院的必要性、可行性、实施方

案(培养目标、规格、学制、专业设置、办学形式和规模等)以及主要措施撰写详尽的

《论证报告》。三是制定《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章程》、《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2000---2003年建设发展规划》以及拟设的9个专业的教学计划等，为学院的今后建设发

展制定了总体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创建学院工作得到省政府、卢家丰副省长、蒋作君副

省长和原省教委的关怀和支持。卢、蒋副省长在安徽省商务厅申办报告上作了亲笔批示，

原安徽省教委徐根应副主任率原省教委有关处室负责同志来芜湖对学校的办学条件进行

考察，对申报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在整个创建过程中，省商务厅刘书久厅长，李传银、

高红妹、张秋保等副厅长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2000年1月9日，原安

徽省教委组织郑治祥、李增智、董元篪、夏鹭平、刘辛稼等5名专家组成的考察组对省

商校创建学院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基本符合有关高等职业学校设置的条件规定”。

2000年6月1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以皖政秘[2000】第120号文件，批准在安徽商业职

工大学和安徽省商业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系专科层次的全日

制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规模暂定为3500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百

年老校的发展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01年9月，省政府办公厅以皖政办[2001】第6l

号文件，明确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划归安徽省教育厅管理。

为使新建立的学院尽快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学院在2000年暑假期间组织两个调研

组赴上海、，山东等地高职学院进行考察调研，以借鉴其他高职学院的办学经验。接着举

行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更新思想、转变观念，尽快适应高职教育教学与管理发展需要”

研讨会，集中学习国家教育部、安徽省教育厅有关文件，对学院上台阶后所面临的形势

和如何从思想观念上适应高职教育等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力求突破依赖政府办学观

念，确定面向市场，融入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意识；突破围绕学院有形资源求发展的观

念，确立全面利用学院资源和社会资源，全方位发展的意识；突破部门办学的观念，确

立打破“商贸”界限，“立足商贸，面向社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合格人才为归

宿的意识；突破安于现状，求稳怕乱，校园封闭观念，确立超前意识、机遇与发展意识。

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研讨会”号召全院教职工创造性地做好各项工作，促进学院进一

步的发展。2000年9月2日，学院举行了简朴、庄重、热烈的揭牌仪式。10月14日，

学院隆重举行建院后的首批新生开学典礼。11月18日，为提高学院教师的学历层次和

学术水平，适应高职的办学需要，经安徽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安徽财贸学院承办

的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应用经济与工商管理”教学班举行开学

典礼和首次课程讲授活动，学院30多名教师参加学习，加上其他专业学科，全学院已有

60多位教师参加在职研究生进修班学习。 ．．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现有会计、经济贸易和计算机等六个系和政法、基础两个教

学部，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内部管理机构。学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在学院党委集体领导下，院长负责学院行政全面工作，副院长协助院长分管教务、科研、

后勤和学生管理工作。职能处室有：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组织人事处、宣传统战部、

纪委(监察审计处)、教务处、学生处、成人教育处、招生就业处、财会处、总务处、保

卫处、图书馆、学报编辑部以及后勤服务机构等。在明确划分各部门职责范围和岗位职



责的基础上加强了制度建设，共制定、印发了政务综合类、教育教学类、人事奖惩类和

财产后勤类共四大类34项暂行办法(规定)，’使学院的各项工作做到规范化、制度化。

为了把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办成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院领导班子根

据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不失时机地制定了200l一2005年学院发展规划。
“规划”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

教育方针，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立足办好高职，瞄准本科发展目标，规划到2005

年学院占地面积达540亩；增加教学及辅助用房5万平方米；通过后勤社会化途径建设

学生公寓、学生生活用房4万平方米：微机增加到800台；图书馆藏书达到20万册；．在

职职工达300人(不含聘任的兼职教师)，其中专任教师250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占

教师总数的20％：在校生达6000人；与合肥工业大学成教院和湖南大学、江南大学联

合举办专升本自学考试教育和专升本远程教育，举办各种非学历教育。形成以大专为主，

中专、大专、本科教育一条龙，普教、成教、自修、远程教育一体化的多层次多形式有

机结合的立体办学格局，力争使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在她百年校庆之际成为安徽省内

有一定影响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

一” 。

。r 附：安微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历史沿革示意图
t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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