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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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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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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北京市园林学校是北京市园林局创办的全市唯一的一所园林中等专业学校，

肩负着为首都培养初、中级园林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任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北京市的园林主管部门根据首都城市建设对园林绿化专业人才的需要，于1951

年开始办学，50多年来，虽然主管园林工作的机构几经更迭，办学方式不断变

更，其间还经历了办停交替的局面，但是历届园林学校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为首

都的园林事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并成为各个历史阶段的行业骨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园林绿化事业也呈现

出新的活力。1983年和1985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相继召开的两次园林工作会议，

把首都的园林绿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为北京的园林绿化建设开辟了美好

的前景，同时也给人才培养提出了战略性要求，北京市园林学校就是在这样的

形势下于1984年重新恢复办学的。在北京市园林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教育主

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园林学校得以不断发展完善，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

办成多专业、多学制、多层次、多种招生渠道，集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在职培

OII、技能鉴定和远程开放高等学历教育为一体的学校。由于重视德育工作，在

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全面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适应社会的竞争能力。为了腾退天坛世界文化遗

产用地，学校于2004年新学年开学前迁至房山区良乡镇新校址，大大改善了

办学条件，扩大了招生规模，保证了长期稳定办学。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

下，2003年11月，园林学校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评为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

2007年3月15日北京市园林学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为总结几十年来办学的经验教OIl，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校管理水

平，编写出版《北京市园林学校志》，为园林绿化志书填补了教育篇内容。由

于时间仓促，难免出现错漏，尚希各级领导和学校的前辈们赐教。同时借此向

编写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

北京市园林学校校长 b妙吖

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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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京的园林专业教育由来已久，据《北京志》记载，它始于清光绪28年

(1902年)，京师大学堂在农科设动植物学和林业课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开设农科大学，为京师大学堂八科之一，与园林相关课程皆设于农科大

学中。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11月，农科大学从

京师大学堂总部迁至罗道庄新校舍。1913年3月，农科大学在玉渊潭开办农

场。民国三年(1914年)，北京大学农科改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设林学

科，学制3年，开设课程29门，有地质及土壤学、森林动物学、森林植物学、

森林测量学、森林保护学、动植物实验、测量及制图实习、造林实习等。当年

9月设立林场，在玉渊潭开辟造林及苗圃用地。民国九年(1920年)，在林场

建树木标本园。民国十二年(1923年)3月，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

京农业大学校，设森林系、农艺系、园艺系等。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京

农业大学校改为北平大学农学院，设5个系，其中农艺系开设花卉园艺学课

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陕

西。8月底，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迁

至陕南汉中。北平大学农学院在北平的校舍为侵华日军占据，作为兵营。后日

伪当局在农学院原校址又开办北京大学农学院，多聘用日籍教师，开设学系与

原北平大学农学院相同，惟农艺系开设课程逾57 f-j。1945年8月，抗日战争

胜利后，北平大学农学院从陕西迁回北京，此时的罗道庄校舍又被国民党军队

占据，几经交涉后，从国民党军队要回来的校舍已面目全非。1946年8月，

园艺学系开设了观赏园艺、花卉栽培及育种、观赏植物、造园艺术、庭院设计

等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由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清华大学与北京

市人民政府合作创办造园专业，定向为北京市园林部门培养专门人才o 1956

年3月，高等教育部决定将上述造园专业并入北京林学院造林系，改为城市及

居民区绿化专业，开设园林建筑、土壤改良、植物病理学、苗圃及果树、观赏

植物选种学等课程。1957年，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改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

系。1960年，该系增设森林气象、生物物理、树木生理、遗传育种4个专业o

1964年，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改为园林系，同年7月，因倡导“园林教育革

命”，园林系撤消，但仍保留园林教研组继续维持园林专业课程教学o“文化

r矗v’0≯^V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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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中北京林学院迁至云南，改为云南林学院。1978年迁回北京，恢复

开办园林系。

北京农学院成立后，1983年9月，北京市园林局委托该院在园林系开设

两年制干部专修班，选送20名市、区园林部门的干部经考试入学，1985年7

月毕业。

直接由北京市园林主管部门开办学校(训练班)培养园林专业技术人才，

始于1951年，当时主管园林工作的园林事务所隶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该局于1951年9月在开办的技术干部学校设立了园林班；1953年6月，成立

北京市人民政府园林处，同年9月，开办园林技术干部训练班；1955年2月，

成立北京市园林局，为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培养园林专业人才，于

1956年9月成立北京市园林技术学校；1960年7月，成立园林技工学校；9

月，北京市园林局委托北京建筑工程学校开设园林专业班，招收在职人员进行

培训；1964年9月，为贯彻中央倡导的“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成立了半工

半读园林学校和园林职业学校。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停办6年，到1973

年4月又重建园林技工学校，1973、1974年连续招生2年o 1975年，为贯彻

毛主席“教育要革命”、“走上海机床厂道路”的指示，园林局系统开办了5

所“七·二一”工人大学o 1978年2月，园林技工学校恢复招生，1980年学

生毕业后，因校舍交出，没有办学条件，不得不停止招生。园林局决定，保留

学校建制和部分教职工，暂迁至局党校待命。其间，多方选择新校址，等待新

校址落实后重新办学。1981年，园林局与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协商，在北京城

市建设学校设立园林专业，由园林局选调教师，组织教学。1983年初，园林

局决定成立职工学校，在局党校培训在职人员，后因组建园林学校而停办。直

到1983年9月，园林局党委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园林工作会议

要求，决定组建园林学校，才结束了30多年来几上几下、办办停停的局面。

园林学校建立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逐步发展成为多层次、多学制、多专

业、多种招生渠道，普通教育与成人培训并举，既为北京培养园林专业人才又

为外省市代培技术力量，适应园林事业大发展的形势，基本满足社会需要的学

校。50多年来，园林学校为社会和行业培养园林中等技术人才(含技工)

6622人，大学专科2052人，大学本科287人，函授2650人，各类岗位培训

11034人，现已成为园林行业队伍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其中有45名成为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

自1983年恢复园林学校以来，历经20多年的实践，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对

园林专业人才需要的多元化，为使专业的设置适应新形势，在保持园林绿化作

为主体专业的前提下，逐步设立侧重于某一学科或某一方向的专门化，或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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