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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述——
加格达奇职工专业技术学校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

基层单位之一，是一所由职工学校、运输技工学校和电大教育

工作站三校合一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原隶属加格达奇铁路分

局。1998年12月加铁分局撤并后，隶属齐齐哈尔铁路分局，为

正科级独立建制。现有定员69人，行政设有办公室、劳动人事

室、财务室、教务科、学生管理科、生产实习指导室。党总支

下辖教工、学员、离退休3个党支部。团委下辖12个团支部。

加格达奇职工专业技术学校，在铁路局和分局的领导下，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主动适应、主动服务

于铁路运输生产和安全效益中心，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

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办学水平逐年提高，开创了“校风正、

师资强、质量高、有特色"的教育教学新局面。为职工大中专

学历教育、技工中等专业技术教育、职工专业职务岗位培训做

出了积极贡献。学校先后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重

点技工学校"、被铁道部教育司命名为“运营系统先进职工学

校”、被哈尔滨铁路局命名为“局定向培训优秀学校"、被局教

委命名为“文明学校”。

加格达奇职工专业技术学校是一所年轻的学校。追溯其历

史，从1979年成立分局职工业余学校，至今(2000年)历时21

年。

·1·



一棚格达前耳,q-v专业投木芋梭忑——
1979年2月，分局成立了职工业余学校。校长由分局工会

主席兼任，另配定员8人。当时借用站段教育室及利用中小学假

期办学。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电工、绘图、电子技术、初高中

文化补习等。共办班25期，培训学员831人。1981年8月，职

工业校撤销。

1981年8月，分局职工学校成立。分局自筹资金60万元，

建起一座2400平方米的4层楼房，教室7间可供320人同时上

课，宿舍床位120张，后厨120平方米可供120人同时进餐，并

设有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及学员活动室。1984年铁路局决定加

格达奇职工学校作为铁路局内燃机车司机培训基地，全校定员

增加到33人。截止到1988年12月，开办职工“双补”文化班、

内燃机车司机提职班、工务领工员培训班、车务系统培训班共

1 16期，学员6495人。

1982年7月，分局与大兴安岭地区教育办联系，并取得同

意，将分局考入齐齐哈尔职工大学和考人大兴安岭地区电大学

员组织起来，由分局自己管理，归职工学校领导，电大工作由

此开始。1987年9月，电大教育从职工学校中分离出来，成立

了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铁路分局电大教育工作站。从1982年

到1989年，共培养大中专学历的职工336人。

1984年10月，分局运输技工学校筹建组成立。1985年3

．4．



——戳还——
月，分局下达学校定编25人，并投资70万元，在职工学校东侧

修建了教学楼1500平方米。教室9间，可供360人同时上课，

宿舍床位120张。到1988年12月，共招收客货运和行车专业学

生401人。

1989年4月，分局根据实际需要，经过可行性分析论证，

将所属的职工学校、运输技工学校、电大教育工作站合并，成

立了分局职工培训中心学校。1992年6月，根据加分劳厂19921

115号文件，学校改名为职工专业技术学校。配置定编67人，

设有教务处和总务处。1994年6月，增设了财务室和劳动人事

室。1996年9月，为更好地开展职工培训和技工教学，并与省

级重点校机构相适应，分局对学校内部机构进行调整，将教务

处改为教务科，总务处改为办公室，又增设了生产实习指导室

和学生管理科，定员编制增加到73人。1997年6月，定编达到

80人。1998年12月，加格达奇铁路分局撤销，学校隶属齐齐哈

尔铁路分局。2000年9月，为加强学校党员管理和思想政治工

作，经分局党委同意批准，学校党支部改为党总支部，原隶属

加格达奇铁路地区办事处党工委改为隶属分局党委。

职工学校、运输技工学校、电大教育工作站合并后的职工

专业技术学校对外仍是三块牌子，各自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业务

联系和办学特点。对内则强化了职能，使学校成为一所多功能、

· 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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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硒达訇职工专业梗木罕投忑——
多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实体，担负着电大的大中专学历教育、

职工的专业职务岗位培训、技工的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发挥了

人员统一调配，设备集中使用，财力重点武装，教学统一规划，

统一指挥，分工协调的优势，使办学的规模能力，教学的水平

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合校1 1年来，完成职工岗位培训7780

人次，中技专业技术教育1121人，大中专学历教育404人。

纵观加格达奇职工专业技术学校21年的历史，是一部艰苦

创业，开拓拼搏，创新发展史。

21年来，学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办学之初，

条件艰苦，教室宿舍外借。而如今宽敞明亮的二幢大楼屹立在

校园。校园内国旗雄姿庄严，猎猎迎风。四周三面环山，青松

绿树环抱，丁香四溢。园内昔日的砂石土坡，变成了一平如镜

的水泥硬化操场和盖板铺设的路面。栽种的塔松排列成行，修

建的花坛草坪，春夏季节绿草成茵，鲜花盛开怒放。空气清新，

环境优雅，使学员生活学习在仙境一般，给人以流连忘返之感。

21年来，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更加齐全和先进。多年来，

学校坚持勤俭办校，财力重点武装，边教学边完善的指导原则，

在有关单位的支持配合下，自己动手平整场地，建起了运输、

工务、电务、车务为一体的教学演练基地，为形象地开展一体

化教学提供了设施保证；教学设备用具更加先进，由过去自制

·6‘



——税j丕——
的简单图板和模型起家，到现在购置配备了微机40台、扫描仪

1台、电脑放大机1台、摄像机1台、投影仪1台、29英寸彩电

9台，为实施现代化教学创造了便利条件；图书资料室资料齐

全，藏书达2．2万册，有机、车、工、电、辆等专业杂志和报

刊100多种，可满足教师和学生的学习需要。

21年来，教职工队伍整体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学校重视教

职工队伍的培训，通过送专业院校学习深造，鼓励电大函授自

学，外请专家和优秀教师授课讲学，深入有关厂家站段联系实

际更新知识，内部进行教学讲座、观摩教学、教学比赛、三优

评比、新老教师传帮带等多种形式，使教职工队伍综合素质逐

年提高。在现有的69名教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的34人，高级

讲师2人，讲师1 1人。被评为省、部级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

作者累计4人次，被评为局级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累计

22人次，被评为分局级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累计76人

次。

21年来，教学教研工作不断创新和发展。学校在教学中坚

持“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把教学教研工作摆上重

要议事日程。通过定期研究，制定规划，专题讨论，落实责任，

评比考核。强化了对科研、立项、过程、终结、鉴定与运用的

系统化、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管理，使教学教研工作健康

·7。



一加格J述奇职工专业技木掌校志——
深入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获省、部、局级优秀论文累计205

篇，其中5篇在省、部、局有关刊物上发表；获省、部、局级优

秀以上教研成果11项。《加有导气装置的冲压焊接偶合器》获国

家专利。

21年来，学校党组织发挥了政治核心作用。党总支坚持以

思想政治教育为先导，以班子建设为龙头，紧紧围绕学校中心

任务，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

设。开展“创先争优”、“先锋岗责任区”、“做好事办实事"活

动。深化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步伐，保证了学校

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加格达奇职工专业技术学校，虽然在20多年的战斗历程中，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科教兴局"的战略做出

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受主、客观条件因素的影响，还存在一

定的困难。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困难与机遇并存，挑

战与希望同在。具有艰苦创业光荣传统的加格达奇职工专业技

术学校的广大教职员工，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努力探讨新

形势下办学的新途径，进一步弘扬“团结拼搏，求实争先"的

敬业精神，为高质量地完成职工培训任务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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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9月 加格达奇铁路分局职工业校成立。

是年 加格达奇铁路分局“七二一"大学成立。

1980年

4月 加分局“七二一"大学开办文化补习班。

7月 加分局“七二一”大学在加分局管内开办干部职工自动

化专业培训班。

是年 加铁分局业校获铁总“教育先进单位”称号。全路职

工业务教育现场会在加职业校召开。

1981年

8月 加分局职工业校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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