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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

4 月 12 日 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简称四局)制订了《关于请

调人员及培养技术干部初步计划方案>> 0 <<方案》提出:要求每年培

养中级技术人员 4 ， 000 人。除原哈尔滨、北京、南京、汉口四所航

校外，拟在沈阳也成立一所，以便适应沈阳两厂之需要。《方案》

确定中级技术人员的培训要求是:了解飞机、发动机制造的一般过

程，具备工厂一般常识 p 学会与专科有关的基本理论知识，业能与

实际操作相结合;熟悉该专科的工艺程序和方法;能够熟练地选

择、使用和维护与该专科有关的材料、工夹具、仪器设备等 F 对本

专科的实际操作，具有相当的熟练程度:毕业后能担任制造厂中的

工艺员、技术员、检验员等职务。

. 5 月初 四局召开第二次校长会议。 5月 7 日王部副局长作 了

会议总结报告，主要内容是( 1 )局决定为每所学校聘请四、五

名苏联专家。( 2 )制订了学校的方针、任务:四所学校(南京、

北京、汉口、哈尔滨)均为专科性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定

为二年;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定为四年。 (3) 学生待遇2 供给制

与包干制，每人每月 20-22万元(旧币) 0 (4) 接收学生条件:

政治可靠、历史清楚;身体健康;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或初中毕

业;年龄z 高中 18一26岁、初中 16-24岁。

7 月 20 日 东北局及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决定将东北地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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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毕业生2 ， 000名拨给四局，其中 500名朝鲜族学生在吉林补习中文

半年后再接收，其余1 ， 500名限于 7月 25 日接收完毕。四局原拟将这批

学生分配给各工厂，但各工厂不愿接收，遂决定成立学校，韭确定由

四局人事处长杨志廷任学校筹委会主任。因人力物力不足，经与东北

局教育部和人事部商定，学生暂放假一个月，以便进行筹备工作。

8月-9月 四局由各厂抽调8名干部协助杨志廷同志等三人，

以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名义到东北地区各市县接收学生，于9月 20 日 .

顺利完成任务。总计接收学生 1 ， 471 人。学校先后组建了组织科、会计

科、教务组、政治辅导科和行政科(下设物资供应、房产维修、伙

食管理三个股)。干部来自以下五个方面:部队转业干部 J 1952年暑

期大学毕业生;西南民航干部;由东北局与人事部调来的人民银行

干部和抗美援朝回国干部。校址本部暂设在大东区珠林路二段 2 号

(原兵工局护士学校校址) ，韭借南市区十二纬路的一处招待所，解

决了学员的住宿问题。

9 月下旬 四局召开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研究由苏联专家

制订的教学计戈iJ.. 1953年新增培训任务和 向苏联学习等问题。会上

听取了苏联顾问杜那也夫关于制订教学计划的专题报告。 9月 30 日，

陈一民副局长作了会议总结报告，主要内容是:培养技术干部对发

展工业的重要性;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认真向苏联专家学习;要

求各校成立教研组， 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方法。关于学校发展规

划，陈副局长指出，各校现有学生近 5 ， 000 人，其中沈阳航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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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00人，教员仅有 30人，情况特别严重。明年的方针是"重点发

展，稳步前进"。总结报告确定各校学制为:南京航专2年4个月，

其它中等专业学校 4 年。

本月 学校租用了专用邮政信箱<<沈阳市 402 号信箱》。

10月 5 日 四局学校管理处在《关于中级技术人员训练计划

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确定我校名称为"沈阳航空工业学校'\

中专性质，培训规模为 2 ， 400人。

10月 8 日 学校决定将房产股由行政科划出，成立基本建设

科，负责房屋维修和扩建工作。临时校舍是张作霖时期修建的陆军

医院，部分房屋已陈旧破损，可用面积仅有 4 ， 000 多平方米。

从10月 27 日起到 1953年2月开学前，新建了食堂、厕所共 1 ， 235

平方米，扩建图书室232平方米，维修 2 ， 800 平方米的旧房。

10月 11 日 遵照四局决定，从我校抽调 200 名学生去哈尔滨

航校。

10月 20 日 四局通知我校专科人数分配计划如下:

特种发动机专科 6个班 300人

飞机制造专科 6个班 300人

飞机电气设备与实验 3个班 150人

无线电制造专科 3个班 150人

仪表制造专科 3个班 150人

金属切削加工专科 5个班 250人

同日 成立了 教务处，下设教务、几何、代数、 物理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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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着手拟制补课教育计划。

10月 2η7 曰 杨志廷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关于文化补

课的动员报告

政治辅导员。 10月 29 日开始补课。

10月 23 日 -11 月 16 日 四局学校管理处派姜学锦等同志来校

检查工作。认为我校文化补课工作情况比估计的要好，但因为学生

是初中提前半年毕业，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应有水平，提出减去化学

和俄文课，只补代数、几何、物理三‘门。

本月 第一位苏联专家谢尔盖耶夫来校，任专家组长和校长

顾问，韭负责无线电制造专业的建设。

1953年初，杜列克(特种发动机制造专家)和扎伊金 (飞机制造

专家)来校。 1954年舒宾 (航空仪表专家 ) 来校。 上述四位专家于

1955年回国。

11月初 教学设备组在四局教育处帮助下编制了教学设备预

算，开始了设备采购工作。

11月初-12月底 团委、学生会组织了 庆祝十月革命节文艺

联欢晚会、 庆祝礼堂落成典礼和新年团拜文艺晚会。共编导演出了

各种文艺节目 88个。全校性的文体活动十分活跃。

11 月 26 日 四局下达《沈阳航空工业学校计划任务书》。规

定 z

学校规模 2 ， 400人

专业设置 z 特种发动机专科(二专科)

‘ 4 ‘ 



飞机制造专科(三专科)

航空仪表专科(四专科)

飞机电气设备安装与试验专科 (五专科 )

航空零件机械加工专科(六专科)

学制 z 三年。

校址:应选在 111厂或 112厂 附近。

总投资额 10 ， 840 ， 000万元(旧币) 0 

! 1952 • 

建筑面积 53 ， 760平方米。 1953年完成 51.600 平方米， 1954年

完成2 ， 160平方米。

11月 27 日 组建了工艺组(即化学、金工组)、技术组(即

制图组和钳工组) ，韭从翻译组抽调部分同志作开设俄文课的准备。

各教研组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 全面展开了熟悉教学大

纲、编选教材、制订授课计划、编写教案、制作教具和挂图、编制

实验设备目 录和实验说明书以及学习苏联综合教学法等教学准备工

作。

本月 经多 次勘查、 研究， 决定校址选在皇姑区北陵公园西

侧原赛马场遗址处。基建科提出 1953年基建计划，进行了设计准

备，韭制订了' 1953年基建概算，报部待批。

12月 2 日 校长召开科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加速开学的准备

工作。 确定了领导干部的分工， 政教科、组织科、辅导员、基建科

由开导泉负责 P 会计科、 行政科、卫生所由梁万章负责 P 教务处所

属各组由校长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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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7 日 校长杨志廷召开校务扩大会议，研究开学准备工

作。杨志廷在讲话中指出:我校的建设是在困难中逼出来的。特点是

先有学生，后有管理干部和教员，校舍设备条件极差。教室不足，

我们利用宿舍、食堂和走廊上课。学生初来校时，思想不安定是难

免的。 经过教育和整顿，稳定了学生情绪，补课玉作进行得很顺

利，学生的文体活动也活跃地开展起来了。

四局寄来各种教材 15 ， 175册 ， 自编了政治课教材。到本月 15 日

已配备教员49名。

我们的教师虽然年轻，缺乏教学经验，但热特高、责任心强，

正在学习苏联综合教学法，不分昼夜地备课;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

导下，编写出数、理、化、金工、俄文等课程的教案，制订了理、

化、金工等课的实验设备目录和实验说明书。

12月底 校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筹委会由赵元呆等 5 人组

成。共有工会会员 1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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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

1月7 日 补课工作结束。补课前，曾对 1 ， 251 名学生进行了

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俄语等五门课的测验(按初中三年第一

学期课程内容)。测验结果有 904 人数理课不及格，占学生总数的

72.2份。补课后考试结果，不及格的仅72人，占 5.7 伪，绝大多数

学生在数理课方面已达到了初中毕业程度。

1 月上旬 补课结束后，按四局指示，准备在大连筹建学校，

从我校抽调了 198 名学生前往;后因大连建校条件不具备，这批学

生于2月问又调回沈阳，由四局分配工作。

1 月 20 日 经上级批准，决定在沈阳市皇姑区北陵街 103 号

兴建新校舍。征地面积为 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4 万平方米。

此项工程被列为沈阳市 1953年重点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于 11月

份竣工。

1 月底 住在南市区 12纬路的补课学 员，全部 集中到大东区

校本部o

2月 1 日 我校隆重举行开学典礼，首届学生 1 ， 053 人正式开

学。四局和学校领导分别讲了话;各兄弟厂、校派来了代表，有的

发来贺电 P 在校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参加了开学典礼。

2月 2 日 校务会议决定(1)为加强基建工作的领导，决定梁

万章专门负责基建工作; (2) 总 务处、会计科、行政科暂由校长领导。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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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 . 四局任命梁万章为总务处副主任。

2 月 18 日 召开第一学期首次教务会议。教务处负责人周华

仁传达了四局校长工作会议制订的 1953年教学工作的方针、任务以

及教员的职责等。校长杨志廷和顾问谢尔盖耶夫在会上讲了话。

2 月 25 日 四局发出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及重视学

生健康的指示。要求组织观摩教学、互相听课， . 教员要辅导学生课

堂自习，学生上课要做好笔记，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文体活动时

间。 s

3 月 16 日 四局任命开导泉为政治辅导处主任。

3 月 30 日 四局批复同意袁美芳、 费盘官、陈本柱 、 汤梅芝

等为专科主任培养对象。

4月 2 日 召开第二次教务会议，周华仁作了第一季度教学工

作总结。化学组在会上介绍了工作经验。杨志廷校长和政治辅导处

主任开导泉讲了话。

4 月 9 日 四局向所属各校颁发了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4 月 10 日 为了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根据校务会议关于建

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的决定， 各单位先后制订了保密暂行制度、

关于学校工作请示汇报及总结制度的暂行规定、 文书处理暂行规

则、学校教学设备管理制度、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房产管理制度、

辅导员工作暂行草案 、 班主任工作制度、实验室规则 、 教室暂行规

则、照相室暂行规则、会客规则、警卫室暂行制度等。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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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 凌晨三时许，一栋男生宿舍(借用 111 厂的 1日

房)突然倒塌，砸死了学生蔡泰礼、董明庚、单荣生 3人，伤18人。

事故发生之后，经市公安局、法院会同城建部门和部局代表的联合

检查，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屋梁糟朽，雨后屋顶加重造成塌损。

5月 6 日，学校向部、局报送了 《关于学生宿舍倒塌致使造成伤亡事

故的检查报告)) 0 5 月 27 日，党总支向市纪委报送了《事故检查报

告)) 0 6 月 27 日，四局监委批复 z 同意学校对死伤学生的处理和所

采取的善后措施 3 决定对房屋的安全检查不力以致造成这一事故的

主要责任者黄有富、刘延章两同志给予记过处分。

5月 4 日 共青团沈阳航空工业学校首届团员大会召开。选举

产生第一届团委会，刘金来为书记。

5 月 30 日 学校制订了《沈阳航空工业学校暂行校章)) ，决

定从6月 1 日起执行。《校章》分为 z 学校的目的与任务;学生、教

员、教学制度，组织领导与职责范围;附则等六章二十七条。

5 月底 局属各中等专业学校全面开展向苏联学习的活动。

在局教育顾问杜那耶夫的指导下，教学组织建立了学科委员会和专

科。教学制度方面推行了苏联的考试、升级和考勤制度，设立教室

日志。采用了"综合教学法"实施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四年制中

专改订的三年制教学计划。采用了苏联的教学大纲，教材或专家编

写的教材。

\ 

6月 2 日 召开第三次教务会议。周华仁作了?关于学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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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报告，会上苏联顾问谢尔盖耶夫讲了话。

6月 3 日 四局下达了《关于调整各校专科及学生人数分配计

划>> ， 通知我校停办无线电专科。业对 1952年及1953年入学学生人

数及专科分配计划调整如下 :

专业名称 1952年专科人数 1953年专科人数

特种发动机 250 

飞机制造 250 60 

仪表制造 150 60 

飞机电气设备与试验 150 60 

金属切削加工 250 60 

A口L 计 1050 300 

6月 9 日 学校决定政治辅导员集中办公， 俨 成立辅导员办公

室。由鲁加义同志负责 。

8 月 20 日 学校提出审干工作总结披告。根据四局人事保卫

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公安局指示，从1952年 12月中句起，对全校成

员进行普遍审查，重点清理。按照先要害后一般，先职工后学生的

顺序，分两批于 1953年 8 月上句结束。

上学期 建成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一个金工实验室、两个物

理实验室，购置了实验设备12 ， 600余件(其中 固定资产 139 件) ￥

韭组织教员绘制各种实物挂图 700 余件。

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参加了市委举办的高校教师马列主义业余大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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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习 。

9月 5 日 学校召开本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周华仁作了上学

期教学工作总结及下学期教学任务与计划的报告。会议决定将普通

课和基础课各教研组改建为学科委员会。

9 月 15 日 本年计划招生300名，实际招收 302名。全部按期

报到，今日正式分班上课。

9 月 17 日 四局下达 (53) 四校密字 141 号文，决定我校改

名为"东北第一工业学校"从10月 15 日起启用新印章。

本年 苏联专家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专科教员 27 名。

11 • 



一九五四年

1 月 8 日 四局任命周华仁为教务处副主任。

1 月 18 日 校务会议决定不放寒假，动员全校人员利用假期

进行迁校。至 1月 29 日，搬迁任务顺利完成。全校迁入新校舍。迁校

后，全体学生参加了建设新校园的工作。清理建筑工地， 修操场，

填沟渠1 - 植树木，彻底搞好室内外的环境卫生p 使校容整齐，面貌

一新。 / 

2 月 1 日 开始使用《沈阳市 336 号信箱》。

2 月 18 日 四局下达了 1954年中等技术学校的教育方针、任

务及工作计划。要求各校继续贯彻部关于"稳步进行教学改革，逐

步提高教学质量"的方针。

2 月 23 日 校务会议决定:撤销埔导员办公室，在辅导处内

成立学生科 P 基建科划归总务处领导。

2 月 25 日 学校决定建立各专业学科委员会。

2 月 26 日 学校决定施行班主任制业公布代理科主任及班主

任名单。

(一)任命袁美芳、魏信芳、 汤梅芝、费盘官、潘应洲等同志

分别担任二、三、四、五、六专科代理主任。

(二)任命陈本柱等18 名同志为班主任(每人负责两个班) 0 

3月 1 日 校党总支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周华仁负责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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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3 王怀明、王克章负责政治辅导工作; 梁万章、- 杨岩负责行政、

总务工作。

4月 8 日 -5 月中旬 总结及评选1953年先进工作者。在年终

总结的基础上，全校评选出先进工作者 1 0名。其中公务员刘立平同

志被惟选为市先进工作者。

4 月 四局颁发《 中 等技术学校人民助学企暂行实施办法》

(草案 ) 。以此为根据，我校制定了 1 954年 下学期人民助学金评议办

法。助学金包括伙食费 、生活津贴费和服装津贴费三项，凡在籍学

生一律享受伙食供给。

5月 4 日 国 家体委、高教部、团中央等联合发出《关于在中

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指示)) ，要求在全国中等以上

学校中有准备、有计划地试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 (简称

"劳卫制" )的预备级。我校学生自本年 9 月开始参加"劳卫制"

一级锻炼。

5 月 12 日 四局劳资处发来关于我校调整工资的批复，准予

我校 165人调整工资， 占职工总人数的 37 .2 0/0 。

5 月中旬 教务处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会上电工学科委员会

介绍了采用"苏联综合授课法"的经验;数学学科委员会介绍了

"如何掌握五级分制 " 的经验。

5 月 20 日 教务处召开教研组长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教学工

作检查计划。教学检查自 5月 30 日至6月 12 日，由教务处及学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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