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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张爱华

1989年纪念建校三十周年时，学校曾组织入力撰写了1959年至

1985年的校志。依照当时编写的通例，较详实、客观地反映了学校28

年闻的改革及各方面的情况，为学校的存史，资查、借鉴发挥了巨大作

用。从1986年至1998年十三年间学校发展变化很大。主要表现在学校

领导体制的变化、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的变化、办学功能的转移、三项制

度改革的深入、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训模式的改革、办学条件的完

善、教育质量办学效益的提高等几个方面。其间，学校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教职工生活得到改善。此期间，伴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

入、经历了东北电管局体制的二次重大改革、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了三次

较大更叠。学校在十三年闻的变化是巨大的，无论是教学、管理还是经

营创收工作；无论是具体的业务工作，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异彩纷

呈，丰富而生动。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是必要两应该的。

我以为，学校十三年的巨大变化、飞跃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占．
J、、、o

一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变化，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取决于国家经

济形势，制约于区域经济变化。

二是取决于行业发展变化的需要，取决于行业上级领导，尤其是东



北电力集团公惩、国电东北公司的决策。可以说，学校十三年闻的任何

发展藕成绩酶敢得，都是袭就电力集团关怀、领导的结果。

三是学校必须有一个有远见、团结、坚强、务实的领导集体。有一个

魃独挡一面酶中层于部酞篮，有赛素倭酶教职工酞慑。这是学校工箨酶

内驱动力。

四是要勇于克服困难，有脚踏实地的苦干俸溅，有不于则已，干就

要浅色卷精裤。只有这祥才能创造祝遇，把握祝遇、体瑰价值。

本卷校志的编纂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寒暑，三易其稿，做了

大量艰苦两缨致酶工痒，史精丰富，认真恭摩会大煮枣}盏。然褥麓漏之

病、轻重欠妥之弊、行文风格的差异等缺欠也是很明显的。诚臻批评指

正。

1999年?莠



凡 例

． _、本校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措针，

坚持辩涯难爨主义秘历受难耪主义麓熹，道德实事求是鳇豢裂，详今略

古，述丽不评，突出熏点，全面菔映学校十三年闯的发展变化及状况。

。二、举志采用横排竖写、史悫结合方式，史略志详。第一篇为十三年

练述，第九蔫大事记焉缩每傣，可裙参熏。第A籍太绱蒲裂处缀黻上者
’ ‘

列简介，其余列表。

三、本卷年我新隈耋1986攀至1998冬，个裂章节考虑记毅熟清楚

而略有延伸。

，．四、悫中所录，资料主要来溅于校档案熊，部分收集予各部室费力争

教蚕畜必有据l不确、不霹考誊暂缺。

五、本志以第兰人称撰写，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兼用图表、记传，以

。寨凳蒸、清磺、蹇整。

六、本志按编、攀、节、冒靖构排列。

七、本志按《东麓艺电业编写特文通则》之规定撰写。

八、本校志蠹1989年编写鲮校志酶续编，不单掰卷篷，璐年载濒隈
‘

_

为式，定为1986至1998年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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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学校的体制和领导班子更迭

‘

第一节学校体制的沿革

1982一年1月1日学校定名为“丰满水电技术学校”，隶属东北电业管理局直接领爵(详

觅校志上册第一章≥。 。

1986年2月学校以丰电校按字[t986]第2号文向东=ll：电监管瑾恳审办吉林瘩电学校。

1987年6月10日，东北电业管理局以东电劳字[1987]第597号文发出关于建立大遴电

力学校、吉林水电学校的通知：根据(87)水电劳字第32号文关于建立大涟电力学校、吉林水电

学校麓批复，麓意在吉拣帝建立吉林水电学校。并根据东电办字[1987]第718号文，关予毖用

大连电力学校、吉林塞电学校印章逶蠡耩神，从鼯基超癌用印章。
· 1987年9月10目教师节同时举行“卷秫水电学校”正式挂牌仪式。至此，学校成为一套

领导班子、两块牌子、中专技工兼容的格局。

1988年5月15日，椴据东电企管字E19883第370号文件“关于做好实行事业单位符政

营长受责翻和{壬蓊嚣标责任潮准备工佟翁通知”戆指示耩神，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摄请东魏宅

韭管理舜毒}|：准，子1988年上学期完成领导体裁改革，实行校长负责裁和{；壬藕莓标责{壬裁。

学校以雷丰电校校字[19883第4号文决定实行校长瓴责制及任期目标责任制。 、

1988年10月6日，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实行校长负责制。东北电业管理局金浪JII副局长代

表东北电鼗管理嚣巍校长郄顺卷发聘书，瓣对校长郭蹶恚巍教务副较长潮洪汉帮总务副校长

李沛矮发聘书。 ；

1993年4月24日，网家劳动人事部以势部发[1993121号文发出“关予同意将丰满、鬟庆

两所电力技校改为高级技工学校”的复函。同意将丰满水电技术学校改为丰满水电高级技工学

校。1993年9胃10丑，在庚祝教师节大会期阉，同时举行了丰满水电高级技工学校正式挂牌

饺式。跌魄，使学校基本形成了视、孛、离多屡次技工教育绺系。

1996年8月23酲，东={l：电力集团公司以东电入劳[19961668号文发浅关于丰满水电技术

学校更名的通知，通知中决定将丰满水电技术学校更名为丰满电力工业学校。学校印章内东北

电力集团公司刻制发放。1996年9月26豳东北电业管理局以东电办[19961765号文发出从即

霹超癌霜丰满电力工韭学校印章翡逶翔。

1996箨10胃22鑫，丰满电力工韭学校正式挂牌。
、

‘

1996年11月20日，东电教字[19961975号文明确指出，东北电力集团公司丰满培训中心

与丰满电力正业学校是一塞机构两块牌子，校长即培训中心主任。教育的煎点开始了由职前教

育悫职后培渊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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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学校领导班子的曼迭

1986年至1998年学校领导班子变动情况见下表。

＼＼癌裔宰
嬲＼＼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

党委书记 郭玉魁 李 沛 袁英华
党委副书记 郄宝有 范士义 李沣 袁英华 蒺彦海
霓检委书记 藏圭义 李洚 袁英华 鏊彦海
校长 、 郭蹶悫 张爱华

教务副校长 刘洪汉 翔 良峰

缴务副校长 郭宝有 李沛 张爱华 李宝英

总务副校长 范士义 李沛 戴春和 。
翔 金库

行政副校长 刘金库
多经裁校长 点喜春
王会主席 李沛 戴春鞠 李沛 戴春和 翁连静

其中李沛同志予1992年1月23日任党委副书记兼教务副校长，同时免去代工会主席职

务。1992年9月26霹{壬党委书记，同时免去教务剩校长职务。于1996年7月26蹬离任。袁英

华隧森于1996年6莠毒嚣饪党委裁书记兼纪检委书记，子1996年7月26鑫接替李沛同志任

党委书记。郭宝有同志于1992年1月’29日正式离任。董彦海同志、正喜春同志于1997年8月

27日任现职。张爱牮同志于1997年7月26日接替郭顺志同志任校长职务。李英宝同志于

1997年7月26日任教务副校长职务。郭玉魁同志和戴春和同志予1992年9月26日正式离

任。翔洪汉霹志予1991年8胄24霹／E式离{壬。范±义露志任麓为1987年1嚣6嚣至1992年

1月23日。
一

．

第二章学校的基本建设

第一节学校规划

1996年东北电渡管理局在稀教兴鼹决定中搔邀：“教育芏律妥以为电嚣提供强有力的智

力支撼为目的，加速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努力创建一流教育体系，为建设一流电网服务。要大

力发展成人教育，逐步压缩中等专业招生规模，学历教育向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转化，深化专

业学校教育改革，按企妲需要办学，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一

’学校认为接金鼗褥要办学是学校存在与发震酶最主要旅据。隧戴，学校必须实行办学功能

的转变，即由学历教育向岗位培渊转变，向继续教育转变。

1997年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期间，张爱华校长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认真贯彻东北电管局二届二次职代会暨96年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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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精神，深化改革，适应两个转化，加强基础建设，加强管理，真抓实干，提高工作质量和办学效

益。”

学校“九五”发展规划：

“九五”期间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要力争达到以下四大目标：
’

1、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完善条件，强化管理，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把

学校建成一所全国示范性电力职业技术学校。
‘

。2、立足企业，面对社会，开拓创新，积极主动，形成完整职教层次．办好高级技工学校；

’3、转变观念，学用结合，按需施教，注重实效，建设好一个现代化的技术培训中心。

4、背靠主业，面向市场，发挥优势，开拓进取，全力搞好后勤及多经企业。
‘

以上四大目标可归结为“11122”工程。即要建设好一所全国示范性电力职业学校；要建设

好一所高级技工学校；要建设好一个现代化的电力职工技术培训中心。学校多经企业年产值要

达到2000万元；实现年利润200万元。．

实现“九五”目标的五个标准和四个赶超为：

‘五个标准：一是进入30所示范学校行列；二是成为电力部文明单位；三是建成具有学校特

色的、适应东北电业管理局企业和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系列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四是形成一

定规模并相对稳定具有竞争力的经营企业，为主业．提供有力支持；五是职工生活进一步改善。

四个赶超：办学条件超过哈尔滨电校；教学质量超过牡丹江电校；多种经营超过锦州电校；

学校管理赶上沈阳电专。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教师工作积极性，深化改革．严格管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注重基础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 ’

●

‘

第二节学校的基本建设

’

学校的基本建设自1986年到1998年的13年中，平均以每年4000多平方米的速度发展。

1986年建筑面积为545．4 m2，投资24万元；1987年建筑面积为3971 m2，投资200万元；1988

年建筑面积为4525．5 m2，投资162万元；1989年建筑面积为3170．3 m2，投资138万元；1990

年建筑面积为1186 ITl2．投资65万元；1991年建筑面积为8955．7 in2，投资398万元；1992年

建筑面积为4600 m2．投资603．2万元；1993年建筑面积为905 m 2，投资65万元；1994年建筑

面积为5746 m 2，投资540万元；1995年建筑面积为6282m2，投资661．5万元；1996年建筑面

积为5581．2 m 2，投资471．3万元；1997年建筑面积为6140 m2，投资750万元；1998年建筑面

积为3900 m 2，投资668．2万元。详参见第三篇第七章。

1986--1998年学校基建一览表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m2) 投贤(力兀) 竣工日期 备注
l+ 浴池 545．43 24 1986．11

2 校内北车库 485．00 15 1987．8

3 俱乐部 1699．00 97 1987．9

4 学生二食堂 1576．00 67
‘

1987．12

5 冷藏库 211．00 2l 1987．12
’

6 水净化站 125．52 16 1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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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筑锄名称 建筑蕊积(m2) 砹疑(力兀) 竣工日嶷 备注r一
? 学肇=褒念 2000，00 60 1988．12

8 女查瘩会 2000。00 ≯重。蠡 1988．12

9 卫生所 400．00 14．4 1988．12
阏一座搂、

10 油库 18．00 8 1989．10

1l 5号住宅楼 3000．00 120 1989．11

12 ．住宅1号锅炉房 152．30 lO 1989。11

13 键工实习楼 1186。00 65 1990。12

14 螽，毛掰 312。00 主S 1991。6

15 开关厂楼 “1264。66 56．8 1991。8

16 北教学横 5781．00 235 1991．9

17 4吨炉锅炉房 400．00 20- 1991．1l

18 仿具压张磺 600。00 35 199l。12

19 离逯体活动搂 598。00 36 1991+12

20 按蠹变奄所· 242。00 18 。 1992。8

2l 本工房 200。00 15 1992．11

22 6号住宅横 3700．00 237 1992．11

23 住宅2号锅炉房 130．00 10 1992．11

24 住宅楼大牮库 70．00 1．2‘ 1992．12

25 耄门收发塞 258．00 25 1992。12 含大门建筑费
26 职工食堂 905。00 65 1993；8

27 窀气‘怒褥聚 630．00 40 1994．11

28 北新筚橼～朔工稆 5116．13 500 1994．11

29 招待所 4613．00 449．4 1995．1l

30 学年=食搬 1669．00 212．1 1995．11 即军培食堂
3王 ?号往宪楼 5221。23 443。3 1996。1e

32 7号搂车露 360。00 28 1996。le

33 实习楼 4940。00 500 1997。i0，

34 集中供热锅炉房 1200．00 250 1997．10

35 图书馆 3900．00 668。2 1998．10

合计 52061．27 4450

第三章学校现状

第一节校舍与教学设施

校园占地武祓为220000 m 2。校园内总建筑麟积为60796．28 m2，校园外住宅总建羲面积

21977．2 m2≤按竣工壤嚣统计，故此处未含8号往宅楼，截止时蠢均以98年寒为准)，学校基建

筑瓣积为82773+48 m2。
。

．

一、理论教学生要教学设施
南北教学楼拥褥教室61个．可容纳2500多名掌生，通过挖潜可容纳3000名学生。专业教

室、教具室及裁匿教室共8个，阶梯教室2令，合班教室1个。1991年魏教学楼竣工嚣，诗算撬

枧赛的使震瑟积达到237 m2，毙1986年韵104 m2增大了2。3倍，基本可骰到一个教学班学生

同时上机。 一

计算机机房现有主要设备是：有一台HP--DJ660C喷墨打印机，有4台LQ～1600K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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