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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历史沿革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于1999年7月26日，经教育部批准(教发(1999)

108号)由黄冈农业学校、黄冈财贸学校和黄冈机电工程学校合并成立(以

下统一简称为“三校’’)。原三所中专学校，为黄冈地区乃至全省、全国各类

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0多年的办学历史，也成为黄冈职院人宝

贵的精神财富。

一、创建与变迁(1949—1969年)

1949年5月，中共黄冈地委和黄冈专署在浠水建立，为了培养财经干部，

决定筹建黄冈专区财经干部学校。7月1日，地委和专署机关从浠水迁到黄

州，8月财经干部学校在黄州东坡赤壁创立。行署专员胡广恩兼任校长，民

政科副科长孙鹏任教务主任，抽调中心支行王玉坤、税务局宋国华、民政科

赵凌三人从事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

8月中旬正式开学，招收学员120人左右。9月下旬，学校从赤壁迁至今

地区招待所、黄州商场及其西边的粮食加工厂这一地带。当时学员实行军事

化管理，每期培训3个月。教学内容一半是政治课、一半是业务课。胡广恩

校长亲自给学员讲授党的经济政策，孙鹏主任讲授《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

关内容；业务课主要由财政科长田裕如、工商科长王兼文、税务局长李本松、

中心支行行长马千里等人讲授。采用听课和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11月中

旬，第一批学员结业分配到工商、财政、税务、银行四个部门，先由有关方

面负责人带队实习1个月，然后正式分配到专区财贸系统各单位工作。后来，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了黄冈财经工作的领导骨干，他们堪称黄冈专区财

贸事业的拓荒者。

从1949年8月财经干部学校创立，到1955年7月财经干部训练班第九

期结业，属黄冈财校的创建时期。在此期间学校经历过几次搬迁、更名、改

变办学方式等变化。

1950年8月，财经干校再一次开学，调训干部60人。胡广恩专员继续

兼任校长，因孙鹏调走，教务科长由民政科组织干事刘积群担任，同时调进

了两名专任教师，专业课主要学习会计知识。至1951年底共调训干部240

人。

因每期学习3个月，教职人员临时抽调，是短训性质，较多意见认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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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历史沿革

宜称班不宜称校，所以学校改名为“黄冈专区财经干部训练班’’。1951年1

月，地委专署委派彭柏如任班主任，统一领导一I：商、合作、银行、财政、税

务等部门的干部整训工作，主要目的是集中清理整顿财贸干部队伍。这种短

训班连续开办了9期，其中前三期以清理整顿为主，业务学习为辅，60％的时

间搞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这是与解放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

反”运动相结合进行的。

1952年以后，干训任务有了变化，由清理整顿财贸队伍为主，转向业务

培训为主。人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至1954年3月，财干班又继续开办了第

四、五、六、七、八期，调训干部2，177人。培训目的是提高学员的政策和

业务水平。对学员继续实行军事化管理。教学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从1951年1月至1955年7月，财千班共调训干部4，497名。1954年3

月上级宣布财干班停办，但同年lO月，根据省政府副主席张体学的指示，又

决定复班，委派李木森做班主任。

1956年春，黄冈专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已进入高潮，财贸干部职工队伍迅速扩大，迫切要求干部培ijJtl_--F．作加快速度

提高质量。省委号召各地区开办财经干校，地委行署遂决定在黄冈财干班的

基础上，新建黄冈专区财经干校。

1956年2月21日，财干班申请改班为校的报告被地委和行署领导批准，

新的黄冈财经干校建立，由省长张体学任命李木森和芦林为正副校长，内没

组织、财务、行政3个科。由于当年培训任务大，校舍紧缺，便形成了一套

机构、两地办学的状况。即学校建立～个党总支，设正副校长各1人，3个

科设IE副科长各1人，在这一套机构领导卜．，同时在黄州和新洲仓埠两地办

学。李木森校长在黄州建“黄冈财经干校”，负责培训会计等业务人员，学期

3个月左右，校舍在黄州南门外王家山，教职员工60人；芦林副校长在仓埠

建“黄冈财贸干校”，负责培训股长经理等基层干部，学期半年到1年，校舍

在仓埠区肖家大湾，教职员工45人。

两地办学第一期结业的学员共747人。通过学习，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

和思想觉悟、专业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郜有大幅度提高。尤其是有些学员原

来以为政策是上级领导随便制定的，通过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懂得了主

观来自客观，政策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懂得了制定政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政策

4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历史沿革

的严肃性，提高了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

1957年7月，地委指示仓埠财贸干校迁往黄州同财经干校合并，这是财

校历史上第二次大搬迁。地委财贸部向各县发出通知，宣布正式成立统一的

“湖北省黄冈地区财政贸易干部学校’’(以下简称为“财校")，由原地委党校

组织科长李志钊接替校长工作，并兼任党总支书记。

1957年8月，李志钊到校后，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的大整顿。他

介绍了各级党校“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教学方针，

要求教职工增强党性，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同时改组了财干校的校务委员会，

并逐个审查和筛选教职员工，将党团员保留，将不符合要求的人员陆续调离。

7月两校合并时，全校教职工100多人，到lO月剩下70多人，年末只有50

多人，至1958年春节过后只有40多人，不少思想好专业精文化素质高的业

务课教学骨干也被调出了学校。

1958年春节过后，地委再次作出决定，财贸干校重新迁回新洲仓埠。1958

年5月，财校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搬迁。

1960年2月4日，黄冈专员公署发出34号文件，通知调整专署直属机

构，新成立的机构名单中有“黄冈专区财贸中等专业学校”，于是黄冈专区财

贸系统唯一一所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宣告成立。新成立的中专与原干校

同一校址校舍，同一套领导和组织机构，基本上是一所学校两块招牌。

1960年7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提出了“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

进一步纠“左’’，主要措施是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

各行各业支援农业、鼓励生产自救等。

为贯彻中央的调整方针，1961年7月10日，中共黄冈地委发出15号文

件指出：“遵照中央和省委所规定的精减职工的原则，决定在工业、交通、邮

电以及学校等方面，初步精减职工及教员和学生共计31，160人。”黄冈财校

根据地委文件精神，也作了一系列调整。1960年招收的首届中专班，原定学

制2年，因形势变化，于1961年8月20日宣布提前毕业，发中专毕业文凭，

回原单位工作。随后，大幅度精减教职工，全校在编教职工由40人减为20

人。1962年8月，根据地委和专署指示，学校又改名为“黄冈专区财贸干部

训练班"。新财干班在编教职工20多人，主要负责校园管理和教学管理及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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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专业老师由办班单位临时选派。

从1962年lO月5日，新财干班第一期开学起，到1964年1月第四期结

业，共培训了四期学员，每期学习3—4个月。

1963年5月23日，新财干班通过长江水运，从新洲仓埠搬迁到了鄂城

五里墩。这是财校历史上的第四次大搬迁。1963年底，地委和专署根据形势

发展需要，决定恢复黄冈财干校和普通中专学校名称。1964年春，专员王兼

文重新任命了财校组织、教育、行政3科负责人。校长李忐钊、副校长张伟

林。但到1964年10月，奉地委和专署之命，财校停止了招生。大部分教职

工参加“四清”工作。

1965年10月，地委和专署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教育双轨制的指示，决

定把原来全日制的“黄冈专区财贸中等专业学校”，更改为“黄冈专区财贸部

门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和劳动时间各占一半。同时保留财贸干校。

半工半读中专招收初中生，学制3年，办有商业会计班和合作会计班。

1967年8月，根据上级指示，65级半[半读中专生提前毕业，发给中专

文凭，统一分配．工作。1969年1月，地委专署直属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奉命到

麻城浮桥河部队营房集中，参加专区“斗批改学习班"，同年4月，地区革委

会宣布黄冈财校撤销。从此，黄冈财校停办5年，直到1973年3月才正式复

校，定址黄州南湖。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要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

1952年5月，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湖北省黄冈农业学校”(以

下简称为“农校”)，校长为地区副专员史树榕。校址在黄州东f-i#b红砂咀，

接收原黄冈林校的校舍，一栋办公小楼房和16间平房。1956年正式以黄冈

农业学校的名义面向社会招生，到1958年秋，先后开设有农学、蚕桑、牧医

和果蔬4个二号业。三届共招生l，000人。当时有教职工85人，但专职教师不

能满足教学需要，许多课程只好上大课或请农科所技师讲课。

1958年农校成立党委，徐映初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1959年秋，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校名改为“湖北省黄pq农业专科学

校”，实行大、中专并举，大专开设农学专业，学制两年。1960---1961年，

两年共招收4个班，181人，学制均改为i年。中专还是开设农学、蚕桑、

牧医和果蔬4个专业，1959年至1961年共招收328人，招生对象为应届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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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毕业生。 、

1962年7月，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校停

办。除1961年以前的大专毕业生56人、中专毕业生847人由国家分配工作

外，当年未毕业的在校专科生181人、中专生328人都动员于7月21日全部

离校，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 ．

农校停办后，还于1962年下半年到1963年下半年，开办过种子、植保、

农技站长、统计、会计5个专业的短训班。

1964年秋，农校复办，党总支书记兼校长为地区专员陈贤璋，副校长张

振武。在校教职工77人；招收农学专业4个班，169人。根据中央召开的农

业教育会议精神，试行两种教育制度，招收“社来社去"(从人民公社来，回

到人民公社去)学生，实行半耕半读，学制为三年；1965年至1966年每年

招收4个班，均为农学专业，共316人。在此期间，学校办学条件逐渐好转，

教学、科研、生产也逐渐走向正常化，成为全省农业教育半耕半读的试点学

校。 ，

1965年，副校长张振武出席了全国农业教育会议，并同毛泽东主席等中

央领导一起合影留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不能进行正常教学。领导、老师

靠边站，有的被批斗，1964、1965、1966三年入学的毕业生共485人，于1968

年8月和12月，先后毕业离校，全部实行“社来社去”。

1969年1月，学校再度停办，除留几名工人看校外，其余教职工都奉命

到“五·七"干校参加“斗批改学习班”。学校的房子、教具、用具被有关单

位占用，仪器设备绝大部分被损坏，图书大半失落，学校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此次停办直到1973年11月在南湖复校。

，， 1960年，毛泽东提出农业机械化目标，为培养农业机械化技术人才，黄

冈地委和专署决定成立湖北省黄冈农业机械化学校(以下简称为“机校”)，

校长由行署专员马友才兼任，调鄂城县(当时属黄冈地区)副县长姚金旺任

副校长。校址在麻城浮桥河(即麻城中一)。为了改善办学条件，1961年学

校搬到了阳新县(当时属黄冈地区)城关。当时教职工约20人，主要开设农

业机械化专业。196ff--1962年间，共培养中专生73人，技工学员167人。

1962年为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学校停办，直到1974年迁到黄冈南湖

7



黄国职业技术学院历史沿革

复校。

二、恢复与起步(1973—1983年)

1972年，中央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各地都准备恢复部

分中等专业学校。

1973年3月6日，黄冈地区革委会正式决定恢复财校，定名为“湖北省

黄冈地区财贸干校”，定址黄州南湖；1973年11月，经上级部门批准，黄冈

农校复办，学校从黄州迁至南湖；1974年，机校复校，也迁罕南湖。至此，

三个学校都集中到了黄州南湖，都重新开始了新的办学历程，以后都有较大

的发展。

复校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领导班子、机构设置、师资配备、修建

校舍、添置设备、建设校园、组织招生，开展教学，一切工作重新起步。

农校复校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为张振武，机构设有教务科、总务科、

政工科及团委和工会等组织，教职工只有20多人，接收J，原“五·七"干校

几栋破房子。在校党委领导下，从1973年3月开始建校，至同年9月修起了

第一栋教学楼，11月开始招生。1973年至1975年，只歼设农学专业，1976

年恢复蚕桑和牧医专业。在招生制度上，实行群众推荐、学校录取的办法。

1973、1975、1976年，三年招收的都足社来社去学生，毕业生大多由国家分

配安排工作。

1977年至1981年，学校实行统考招生的办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和

社会青年。农学、蚕桑、牧医专业学制两年，1978年后改三年；1982年后又

改为招收应届初中毕、毗生，开始学制四年，1984年改为三年，设有农学、蚕

桑、牧医三个专业，其中蚕桑专业面向伞省招生。在培养中专生的同时，学

校还先后开办了以在职农技rf部为主要对象的农学、蚕桑、牧医、农业中学

师资等各专业短训班共10期。1982—1986年，学校还先后开设了农学、农

经、牧医二个专业的干部职工中专班，招收区乡级干部和农牧系统职工子女。

从复校到1986年，学校共招收普通中专生2，035人，毕业1，601人，其

中省级优秀毕业生10人；另招收干部职，【中专学员185人，毕业157人。

在此期间，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主，采取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方式，

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1979至1981年三年的全省农校毕业生统考中，

黄冈农校的成绩均名列前茅。同时，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到1977年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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