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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部教育司肖技平司长(左)由省交通厅教育处

罗树宗处长(中)陪同，于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到学校视察时，与屠明儒校长亲切交谈。

女月冠。

司郭副司长在我校视察，屠校长汇报一九八九年十旦二日交通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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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汇报教学情况。

责人来我校视察工作，屠校长陪同视中山副厅长及厅教育处等有关处的负一九九。年五月四日省交通厅刘



整装待发的教练车队

实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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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J 置

盛世修史，古已有之。志为史之一方。《四川省交通运

输技工学校校志》的诞生，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关心和支

持，尤其是编纂工作人员的热心、操劳，给我校三十周岁

献上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校志》集中反映了我校先辈们辛劳的智慧结晶；记

录了我校发展沿革的历史；展现了我校的风貌；为后世研

究，认识我们学校教学、生产、管理为其提供了依据；是

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办好学校，为社会主义交通事

业作出新贡献的传家宝。

’

屠明儒

199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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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我校于一九七二年经省革委批准成立．她的前身是四川省汽车运

输公司驾驶学校．再前，是四川省钢铁运输公司驾训班．三十年来，

她为我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毕

业学生、学员达一万二千多人．

当年，没有固定校址．1 962年，始在成都东郊洪门铺修建了简易

校舍。学员来自本系统各基层。

1963年自洪门铺迁现址一一南郊太平园．占地34亩。

1 964年，驾驶学校更名为。职工训练班”，任务未变。1 966年

初，又将。训练班”改为。实习车队”；至1 9 66年下年，恢复。驾驶学

校”名称．这一时期均隶属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

1 972年，在驾驶学校基础上改建，更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技工学

校，隶属四川省交通局。由于种种干挠，到1 97 5年始筹建就绪，于

1 9 76年在全省范围内招生，主要是本系统下农村的子女，年在校生

600人，开设了两年制和三年制的汽车驾驶、汽车修理、筑路机械修

理三个专业和一个代管的内河专业(设在重庆)。

1 977年底，学校隶属省汽车运输公司；1 9 8 7年，又归属四川省

交通厅．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校各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和发展。

l 976年，在原建平房的基地上，陆续新建了教学楼、图书、实验

楼、行政楼、食堂两用楼、女生宿舍、教职工宿舍，加上原有之车

库，建筑面积达2．3万平方米。拥有教练车62辆及电化，，微机、实体

解剖车、多种检测仪等设备设施576台(件)，固定资产3661 853．52

元。

目前，学制和专业的设置，有一、二、三年制的汽车驾驶、汽车

修理、汽车站务三个。

近十年来，教职工积极编写教材、改革教具、撰写论文，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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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效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汽车修理教材》、《汽车驾驶短训教

材》，已在省内外广泛被采用，发行了数万册；。示教板”也已在省外一

些学校被采用；驾驶短训教学大纲、计划、教材、制度管理等方面的

资料，被市公安车管接受和推广；《浅谈汽车驾驶教学的质量控制》一

文，在四川省职业教育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评比中获中技一等奖。

1 988年，实行校长负责制；中层干部实行聘用。89年下年，改行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管理工作基本有章

可循。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机构不断调整。1 98 9年，有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含行政、总务、财务、研究室)、教务处(含实习工

厂)、人事科(含劳工、职教、离退)、保卫科。1 990年1月，经省交

通厅批准驾驶分校在东郊万年场正式成立。全校现有教职工3 6 3人

(1 9 8 9年底统计)。由于历史的原因，人员严重超编，而国家定编只有

2 1 3人，其经费不足部份，通过实习工厂对外有偿服务和驾驶短训收

入自行解决。

十年来，学校遵循“勤奋、创新、育德、守纪”的校训，一步一个

脚印地前进，学生德、午7、体、美、劳均得以全面发展．1 978年和

1 980年交通部在北京和沈阳召开的技校会议上，我校被选为西南片区

组长学校和全国六个一类学校之一。随着社会的稳定，全校师生员工

深感任重而道远，决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往

开来，艰苦奋斗，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建

设。双文明”学校。

第二章 机构沿革

第一节 省钢铁运输公司驾训班时期

＼
(1 9 5 9—1 9 6 2)

1 9 58年，在全国范围内贯彻“三面红旗”，大跃进、大办钢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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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得轰轰烈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省交通厅领导下，新成立了

四川省钢铁运输公司。公司成立后配备了大批苏制格斯5 1车，需要大

批驾驶员．当时除各车队安排专车培训和随车培训外，于1 9 59年初

成立了驾训班．开始仅有四辆小道奇车，且无固定地址，曾先后在成

都八里庄、双流、灌县、峨眉等地流动办学，到1 960年教练车增加

到32辆，1 96 1年始在成渝公路五公里处地名洪门铺修建了简易校舍

得以固定下来，只设一个综合性的办公室实施教学管理，教职工从1 9

人增加至43人，办学一年半时间培训出驾驶员483人。

第二节 省汽车运输公司驾驶学校时期

(1 9 6 2—1 9 7 2)

1 962年6月份，省钢铁运输公司撤销，成立四川省汽车运输公

司，原钢司驾训班随之更名为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驾驶学校，1 96 3由

洪门洪铺迁至现在地址一一外南太平园。机构设置有行政股、政治办

公室、教务股、机料股、总务股等部门和十个教练队，并在峨眉鞠漕

设立一个驾训教学点，教练车发展到八十多台。为了适应三线建设对

汽车运输事业发展需要，遵交通厅指示，1 964年5月将驾驶学校更名

为“职工训练班”，对外仍用驾驶学校名称，除主要培训驾驶员外，还

陆续办有财会、统计、技术、政工、站务、业调、材料等专业干部培

训班，在校学员千人左右，教职工队伍扩大到2 69人。1 9 6 6年初，为

适应战备需要，又将职工训练班更名为。实习车队”。内部组织机构及

任务不变。

1 966年下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培训任务暂时停顿，教练车

转入运输生产，并经省公司同意，恢复驾驶学校名称。1 968年1 2月

成立校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下设三大组，即政工组、生产教学组和后

勤组。1 969年底将三大组改为二室二股一厂，即政治办公室、行政办

公室、教务股、总务股、实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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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省交通运输技工学校时期

(1 9 7 2—1 9 8 9)

1 972年，经省革命委员会川革生政(72)第3 5号文批准，在驾

驶学校的基础上，筹建四川省交通运输技工学校。由于各种因素和干

挠，1975年始正式筹建，建校规模600人，设汽车驾驶、汽车修理、

筑路机械三个专业和一个代管的内河专业(设在重庆)，同时，保留原

开办之汽车驾驶短期训练班．根据川交劳(75)字第028号通知，从

1 97 5年3月2 1日起由省交通局直接领导。1 976年首次按国家计划招

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撤销了革委会，实行校长制，为适

应教学管理的需要，机构的设置进行了调整，1 9 7 5年至1 979年设有

政治办公室、行政办公室、教务科、总务科、实习工厂(1 978、9、8

川汽运(78)第17号文批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校机构设置，

不断改进完善，1 979年至1 988年改设政治处、校长办公室、教务

科、学生科、财务科、保卫科、安全科、职工教育科、膳食科、行管

科、实习工厂(1 9 80、5、9省汽运政(80)25号、川汽运政(8 1)

95号文批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校机构设置作了必要调整，设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教务处、研究室、总务科、保卫科、驾管

办、实习工厂、两个驾驶教练队。1 9 8 9年底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除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教务处、保卫科、实习工厂不变外，新设

人事科(含劳工、职教、离退休)，撤销了驾管办和两个驾驶教练队。

总务科合并到校长办公室，另在东郊万年场成立分校，专门实施汽车

驾驶短训教学。

第三章教 学

第一节 专业 学制

一、1 9 59年至1 9 65年期间，主要专业是汽车驾驶。学制一般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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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之汽车驾驶短期训练班．根据川交劳(75)字第028号通知，从

1 97 5年3月2 1日起由省交通局直接领导。1 976年首次按国家计划招

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撤销了革委会，实行校长制，为适

应教学管理的需要，机构的设置进行了调整，1 9 7 5年至1 979年设有

政治办公室、行政办公室、教务科、总务科、实习工厂(1 978、9、8

川汽运(78)第17号文批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校机构设置，

不断改进完善，1 979年至1 988年改设政治处、校长办公室、教务

科、学生科、财务科、保卫科、安全科、职工教育科、膳食科、行管

科、实习工厂(1 9 80、5、9省汽运政(80)25号、川汽运政(8 1)

95号文批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校机构设置作了必要调整，设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教务处、研究室、总务科、保卫科、驾管

办、实习工厂、两个驾驶教练队。1 9 8 9年底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除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教务处、保卫科、实习工厂不变外，新设

人事科(含劳工、职教、离退休)，撤销了驾管办和两个驾驶教练队。

总务科合并到校长办公室，另在东郊万年场成立分校，专门实施汽车

驾驶短训教学。

第三章教 学

第一节 专业 学制

一、1 9 59年至1 9 65年期间，主要专业是汽车驾驶。学制一般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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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的短期培训，对一些具有一定驾驶基础的职工和转业退伍军

人，则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突击培训，每个。歼灭战”为一个半月，

1964年后陆续开办财务会计、技术，站务业调、材料、统计、政工等

专业干部培训班，每期三至六个月，个别专业达十个月j

二、1 975年改建为技工校后，设汽车驾驶、汽车修理、筑路机械

修理三个专业和一个代管的内河专业．学制二年和三年制(高中毕业

生二年，初中毕业生三年)，1981年筑路机械专业停办交公路技校，

现存一、二、三年制的驾驶、汽车修理和站务三个专业。同时，保留

汽车驾驶短训，并开办汽修、电工、漆工等短训班。

第二节 学生 学员

一、驾训班和驾校时期之驾驶学员，均由本企业基层单位从在职

职工和转退军人中推荐来的，其中一批是省公司从东北招收的复员退

伍军人和61年压缩回乡的驾驶员和修理工，而技术班第一期，是对各

公司技术副经理、机务科长和主要技术干部、车队技术副队长、保修

(机务)组长和主要技术员等企业技术骨干进行培训；第二期是各公司

机务科副科长、修理厂厂长、车队队长、技术员、检验员、保修组

长。站务、业调班学员是各公司运调科(股)长、主办业务调度员、

重点站站长、调度员、业务员等。财会班学员是有一定文化水平和表

现好的在职职工、转业军人和部份在职会计干部。统计班学员是具有

初中文化水平的在职统计员。政工班学员是基层党支部书记．

二、1 9 72年改建为技工校后，于1 97 6年才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首

次统招，每年由省劳动部门安排招生计划，统一考试，由有关地区劳

动部门与该地区的交通运输部门按社会和企业一定比例搭配，统报，．

择优录取。1 9 89年秋季开始招收计划外学生，计划外学生不包分配，

费用自理。

1 9 84年，短训班开始向社会招生，这类学员不负责分配，一切费

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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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设施 设备

1 96 1年，教学设备仅有四辆小道奇教练车和少量修理机工具，

1 9 62年教练车增加到30多辆。1 96 3年后逐步增加到80多辆。目前

拥有1 3个实验室(金工、构造、驾驶、电器、微机、修理、排保、电

工等)；一个体操房；一个实习工厂和62辆教练车(新型车占4 5％)

及电化、微机、实体解剖车、多种检测仪等设备设施576台(件)。

第四节 图书馆

1976年前仅有一个供教职工的阅览室，仅有几百册图书和二、三

十种杂志，一个管理员，面积40m2。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展，到现在拥

有各类图书资料三万余册，价值三万五千余元，还订有杂志3 20多

种，报纸32种。有学生、教职工阅览室、藏书室，面积1 8 9m 2，管

理人员六人．

第五节 课 程

课程的开设，分四大类二十七种，即：

一、文化课七门，政治、语文、英语．、数学、体育、物理、旅游

地理；

。二、基础课六f-j：金工、制图、机基、工程力学、社会心理学、

微机；

三、专业课十门：汽构、使用、营运、企管、运输学、质量、驾

理、交规、汽修、电气设备；

四、实习课四f-j：钳工、电工、拆装保修生产实习、毕业实习。

五、学时的安排，保修专业实习课占57％，驾驶专业实习课占

66％，站务专业实习课占4 6％。

第六节 教学、实习、学生管理

?教务处下设教务教学管理办公室和学生管理办公室。教务教学办

公室设文化教研一、二、三组；基础课教研组；专业课教研组；实验



室，学生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学生进行行政和生活管理。各班设专兼

职班主任，斑建立班委会，全校建立学生会，从上到下形成一个比较

完整的教学管理、行政管理的体系。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并执行两个基本的

规章制度，一是《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主要是解决如何学

的问题，它包括技工学校学生守则、学籍管理办法以及我校的补充规

定；二是《教学管理办法》，主要是解决教的问题。1 98 9年，在总结

自身经验基础上，结合兄弟学校的经验，又制定了《学生行为规范》、

《操行成绩评定办法》等等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

根据教育部门审定的各门教学大纲，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编制教

学大纲和各课教材、学期授课计划，对教学环节，教研活动等作出明

确安排，并在具体工作中抓好授课日程表、听课记录、教室日志、学

生考勤表、成绩分析表、课堂纪律周报表、考场纪律表等教学资料的

收集和整理。

按课程设置，加强实习教学，分另I』到1 3个实验室和实习工厂实习

教学。实验室和实习工厂配备了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指导技工。同

时，为解决生产实习场地的不足，每年还要送200至2 50人到生产单

位跟班实习。

学生品德操行考核，一个学期进行一次，由班主任负责写评语，

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优缺点，鼓励学生不断上进，提高学生遵纪守

法、遵守校规的自觉性。

第七节 汽车驾驶短训班

我校汽车驾驶短训班源远流长。它与】9 5 9年的驾训班和】9 62年

以后的驾校一脉相承。从钢司驾训班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教学办法，发

展到现在正规化教学。1 9 7 5年，作为学校一个部门一～实习工厂继续

发挥其作用。

技工学校成立后，遵交通部对技工学校办学条件的要求，设立实

习工厂，遂将原有之车辆、保修机具及其人员归属。由厂长、副厂

长、支部书记组成厂部，设调度、材料、技术、计财四个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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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汽车驾驶、汽车修理两个专业的实习教学，并继续为各运输公司

短期培训驾驶员，且在教学之余，参加社会运输和对外修车，每年培

训费及营运收入，除工厂自身各项开支及承担学校一些杂费支出外。

可剩余数万元上交学校。

1 979年又将教务科驾驶教研组归属工厂，厂部增设干事(文

书)。

1983年，实习工厂调整，将行车部份划出成立教练车队，保修部

份仍维持实习厂建制。

1 984年，厂、队合并，仍为实习工厂建制。

1 986年，实习工厂实行责任承包，仅半年，无疾而终．

1988年，校厂分治，再次对实习工厂实行责任承包．采取。以自

愿结合为主”的办法，分别成立驾训一队、驾训二队，‘实习工厂三个部

门，春天，两个驾训队分别在青羊宫的百花村和红牌楼的董家村开始

工作，继续培训驾驶员。实习工厂则留太平园校内。

到l 989年底，驾驶短训班共毕业学员3 843人(1 2-57期)。

1 990年，经省交通厅批准，在驾训一、二队基础上，成立驾驶分

校．一月份，在成都市东郊万年场团结村正式开展工作，独立核算，

自收自支，学校对其只在三个方面实行领导，即：方针政策、目标管

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

第八节 效 益

自办学以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社会主义四个现

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 9 59年至1989年底止，共毕业学生

和结业学员1 2637人。其中汽车驾驶专业90 5人；汽车修理专业

25 54人；筑机专业1 06人；短训汽车驾驶员、汽修工、电工、漆工

4332人；培训技术干部288人；运调业务干部193人；材料干部68

人；财务统计干部347人；政工干部107人。仅据八九年上期抽样跟

踪调查，分配在万县地区的327名汽修专业历届毕业生的在岗情况：

在师傅指导下，一月后即可独立操作顶岗生产，达三级工水平；再经

半年实践即达四级工水平，突出的达五级工。在327人中，已有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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