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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有鱼盘羁二二业学校

墓辔8壹犁蓝麓



①东区校门一景 田树谷摄

②1983年8月建成的教学大楼(前)和
198d年9月建成的大礼堂一角(后) 梁建才摄

③西区的“教I宣传栏”



⑤邓耀明校长在向教职I作
《学校I作报告》 吴云摄

⑦彭春煊老师在指导学生

进行测量实习林山摄

⑧李程枫老师在指导学生进
行电脑操作实习林山摄

I●■‰



⑨方镇河老师在指导

学生进行电I实习。

林山摄

⑩83级矿测班部分学生

在广州市第四煤矿下井

实习后与带队教师合影。

后排左1—4：

郑振顺、田树谷、

李龙生、陈绍达

⑧85级采矿班学生
在石人嶂钨矿实习时

如饥似渴地听取矿山

技术人员介绍情况。

泰泽霖摄



⑥复办初期的部分师生回到旧址柯木朗探望后留影。

左起：陈桂华、谢颖香、祁瑞璋、邓耀明、唐子峰、

黄庆春(首届毕业留校学生) 吴云摄

⑥我校田径队参加1986年12月10日至13日举办的广州地区第七届

中专学生田径运动会后合影。

在这次运动会上，我校荣获部、省属中专学校女子甲组冠军、男子甲
组亚军，男女子固体总分第一名．共夺得9枚金牌、4枚银牌、4枚铜牌。

吴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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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是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广州公司领导下，设在广州地区

韵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原名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创办于1958年，1961年停办，1973年

学校复办，1984年9月改隶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并改用今名．学校创办二十八年

来，尤其是复办十三年来，广大师生员工在党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下，为培养。四有”人

才．发展中专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教学和学校管理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为了较系统地记述学校的发展和历史，总结经验，更好地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工作，根据

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史志编委的指示，决定编写《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校志》。

1986年3月上旬，我校派代表出席了在凡口铅锌矿召开的。广州公司企、事业单位编志

工作座谈会”，在3月18日成立了以校党委书记为首的校志。编辑领导小组”，随后拟订出

《关于为编写。校志”征集资料的通知》，并从熟悉教学和业务的人员中，先后组织了三十

人不脱产参加编志的起草工作。但是，由于多数部门对以往的工作业绩缺乏系统面完整的资

料纪载，故使编志的起草工作进展缓慢，各章节内容的详简程度也相差较大。为了查找与核

实某些必要的数据，往往几经周折，颇费时日，故整个校志初稿的起草和编辑工作，断断续

续地历时一年多才告完成。 ．

‘此后，又成立了以何振波书记和唐子峰副校长为正副组长的校志“修改定稿领导小组一，

对校志(第一卷)油印稿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审定及部分内容的补充。但尽管如此，仍难免存

在缺点和错误，迎欢读者及时指出，以便在编写校志第二卷时作为借鉴。

本“校志”所包括的时间，以1973年学校复办时为上限，1986年为下限，构成第一卷．

按广州有色公司编委对企、事业单位编志年限的规定，从本单位创办至1985年为第一卷，

1986,--'1995年为第二卷，以后每十年续编一卷，我校由于情况比较特殊(主要是1985年以前

资料较少，1986年则新的情况较多，学校机构逐步得以充实和健全)，故经“校志”编辑领导

小组研究，并请示广州公司编志办，决定我校“校志”第一卷下限延至1986年，而将来续编

的第二卷，则只包括1987,-,-,1995年的九年．

’’校志对我校复办以来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因此，它将成为对全

校教职工和学生(包括有关时期毕业的校友)进行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等方面的有用教材，

并对促进我校各项工作的不断改革，为把我校办成一所合乎国家要求的、新型的文明校园产

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



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校志

编辑领导小组

组 长：何振波

成 员：邓耀明 唐子峰 王大超 田树谷

组 长：何振波

成 员：田树谷

修改定稿领导小组

副组长：唐子峰

张永光 郭盛刚

工作人 员

责任编辑：田树谷

封面题字：唐子峰

摄 影：吴云 田树谷 梁建才

绘 圈：郑振顺

第一篇 概 况

第=篇 组织机构

第三篇 教学工作

第四篇 学生工作

第五篇 后勤工作

第六篇 党群工作

参加编写人员名单(按篇章顺序排列)

田树谷

王大超

顾戊庚

朱友保

邱筠

方幼丽

陈均祥

田树谷

田树谷

第七篇 大事记 彭春煊

提供资料人员名单(不分先后)

刘均伟 陈华荣 李瑞芬

刘根 李艳霞 陈珊兴

张玉霞

陈思锡

秦泽霖

梁建才

陈小罗

梁治困

方幼丽

罗少芬

肖淑辉

李龙生

邹坷

伍锦超

李友洪

田树谷

陈桂华

肖少赓

李鼎新 陈永清 朱惠兰

吴立章 林山 王大超 张齐周

卢峰 刘永福 田树谷

李龙生 邓均南 王大超 吴立章 陈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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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况

第一章交通位置及地理环境

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鸡颈坑。校园分布在广从公路旧线两侧：西侧

为老校区，统称“西区”，内设办公楼、实习工厂及职工宿舍；东侧为新校区，统称“东区”，

内设教学楼、礼堂，学生宿舍、运动场等。．两区相距约300米(详见第3页“校园平面

简图”)。

学校处子广州市著名的风景区——白云山东南麓，与白云山最高峰摩星岭(海拔372米)

犄角相望。南距沙河镇约2公里，北距梅花园约0．5公里。从学校南边附近的天平架至北边

的同和，长约4公里的公路两侧，植有逾千株紫荆树，每到花期，繁花似锦，宛如一条天然

“花街”，学校在这“花街”两侧，环境优美，风光宜人。

在东西两区附近，设有“红旗”，和。鸡颈坑”(曾用名：向阳村)两个32路公共汽车

站，均可搭乘公共汽车到沙河汽车总站，再转车至币中心；或从学校门口搭乘专线车直达广

州火车站和市长途汽车总站，交通甚为方便。

第二章学校发展简史

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自其前身(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于1957年筹建和1958年开办以

来，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变化，现分几个阶段简述如下。

(一)原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创办初期(1958"～1961年)概况：

1957年，冶金部开始筹办。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在广州市郊元岗征购土地约I 3力

平方米(合195亩)，后改由广东省冶金工业厅主办，定名。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

1958年学校开办时，有教职工共约80名，其中专任教师约50名。到1961年，在校园内建

成了教学大楼和大礼堂各一幢，教工家属宿舍四幢，建筑总面积约一万余平方米。

1958年及1960年共招生两届，分别为800人和400人，在校学生达l 200人左右。开设了采

矿，选矿、炼铁、炼钢及有色金属冶炼等5个专业。第一届学生于1961年毕业，第二届学生

尚未毕业，学校就停办了。学校下马后，校舍和设备均移交给省有关部门，人员也另行分

配。

(二)学校复办后的第一阶段(1973～1984年9月)概况：

1973年，为了适应冶金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中等专业人才，省冶金

厅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复办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以广州市郊柯木朗原冶金厅炸药仓库作为

临时校舍，办学条件很差。从有利于学校以后的发展考虑，1974年7月校址迁至鸡颈坑(原

广东省冶金设备加工厂职工宿舍区)，此时虽有一栋三层的旧办公楼和五栋三层及四层的旧

宿舍(其中一部分测量队尚未迁出，或为外单位占用)，并由学校师生员工自己动手，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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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临时性简易平房作为课室和食堂，开辟了两个蓝球场，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仍远不具备

正规中专的办学条件．

1980年，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在学校斜对面(相距约300米)的荔枝岗征用了19．16亩

土地．1983年8月建成了一幢五层的教学大楼，1984年9月建成了一幢两层的学生食堂和礼

堂，以及一幢六层的学生宿舍．

(三)学校复办后的第二阶段(1984年9月～1986年底)

1983年原省冶金厅变更体制，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83)中色计字560号通

知和广东省政府(1983)193号通知：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隶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日常工作由广州有色公司管理。

1984年9月，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1984)中色教字第1 302号通知：广东省冶金工业学

校改名为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直属总公司领导，日常工作由广州公司领导。

1984年9月，总公司批准了学校七年规划，批准学校可再征地20亩。1985年6月，

经广州市规划局批准，在东区荔枝岗南侧征用土地19．22市亩。至此，加上西区原有土地

23．45市亩，学校东西两区占地面积共61．81亩(合41200平方米)；两区建筑面积共18791

平方米(不含临时性简易建筑)。1985年8月建成了第二幢六层的学生宿舍，1986年8月又

建成一幢六层的职工宿舍楼，从而使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善。目前，普通中专开设工程测

量、矿山机械、汽车修理和采矿工程四个专业；职工中专有工业会计、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专

业。工程测量和汽车修理专业于198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目前，学校拥有一支95人的专业教师队伍，其中具有讲师、工程师和会计师以上职称的

23人，约占教师总数的24呖。他们多数是来自生产和教学单位具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中，老

年教师，也有近几年从高等院校分配来校的青年教师，基本上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

的教师队伍，为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复办十三年以来，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发展道路。学校

在中国共产党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下，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我国冶金、有色工业战线

培养了一批批的中等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改革，学校又

取得了新的进展。面对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我们有决心迎接并有信心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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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组织机构

学校于1973年复办以后，领导体制和管理机构几经调整，逐步完善，至1985年，学校各

级领导和内设机构大体趋于稳定。本篇共分“学校党的组织与机构”． 。学校行政领导与管

理机构”两章．并按时间顺序分别予以记述。

’、．

第一章、、学校党的组织与机构

第一节 学校党支部，党委会的成立及其组成

1973年下半年，学校复办后最初设临时党支部，由卢国钧同志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临时

支部委员会成员有陈华荣、熊成就两同志。1975年2月，卢国钧同志调走．

1975年8月，广东省工交政治部任命李培修同志为学校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7月，经省冶金局党的核心小组同意，增补杨浩、吴立章两同志为校党委委员。

1981年7月，经省冶金厅审批，同意王大超同志为校党委委员。同年12月，李培修同志

调走。

1982年1月，省冶金厅决定：何振波同志任学校党委副书记。

1983年10月，调整学校领导班子。经广州有色公司研究同意：何振波同志任学校党委书

记。

同年11月，杨浩同志离休。

1984年9月，学校隶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校名改为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日

常工作由广州有色公司直接管理。

同年12月，学校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党委会。经广州有色公司党组批准，本届党

委会由何振波、吴松柏、唐子峰、王大超、陈桂华五人组成。何振波为党委书记。

1986年1月，学校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2月，广州公司党组通知，免去吴松柏同志学

校党委委员。3月，广州公司党组通知，邓耀明、吴立章任学校党委委员。

第二节 党群系统机构设置与演变 ．．

1973年7月，学校复办初期，设立临时党支部，同年年底成立共青团支部，学生会。

1976年1月，广东省冶金局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学校党委会。 ．

1981年1月，学校机构调整，经省冶金厅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党群系统机构设：党委办

公室、团委。 ，

1982年6月，选举产生学校工会委员会(学生科列入管理机构)。

1986年，党群系统机构设置未变动。

1982年至198,6年，广州有色公司和学校党委，对党群系统各部门负责人作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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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和任命．

1986年下半年，党群系统各部门负责人是：党委办公室主任是李瑞芬；团委书记刘根；

工会主席陈华荣，副主席秦泽霖。

第二章学校行政领导与管理机构

第一节 校 长

1973年上半年，广东省冶金局决定复办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由卢国钧，高柱天两同志

负责组织筹办工作．1975年2月，卢国钧同志调回勘探公司九四O地质队工作．1978年lo

月，高柱天同志调回省冶金局另行分配工作。

1974年下半年，省冶金局调李培修、邵松两同志来校主持学校工作。1975年3月，省工

交政治部任命李培修同志为学校副校长。i978年10月，任命邵松同志为副校长。

1976年3月，省工交政治部任命时林生为学校副校长，主管政治工作．1978年I 2月调省

外贸局工作。

1979年5月，省工交政治部任命杨浩．何振波两同志为学校副校长。杨浩主管总务工

作，何振波主管教学工作。

1981年1271，副校长李培修调广东省建材局工作。

1982年1月，省经委党组任命吴松柏为学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

1983年lo月，调整学校领导班子，广州有色公司党组任命吴松柏为校长，邓耀明，吴立

章二同志为副校长。邓耀明主管教学工作，吴立章主管总务工作。

1984年7月，广州有色公司党组任命王悦武为学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

同年9月，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上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校名改为广州有色金属

工业学校。同年11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批准成立广州有色金属管理干部学校，主要

任务是开办干部中专班和短期培训班。管理干部学校同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的关系是两块

牌子，一个领导班子，一套管理机构。两校日常工作由广州有色金属公司管理。

I 986年1月，广州有色公司党组任免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广州有色金属管理干部学

校校长，副校长名单：

校长：邓耀明。

副校长：王悦武，主管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

副校长；唐子峰，主管后勤总务工作。

免去吴松柏同志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校长职务；免去吴立章同志副校长职务。吴松柏

同志由公司另行分配工作。

第二节 学校管理机构设置与演变

1973年下半年复办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先后调卢国钧、高柱天负责筹办，主持教学和

行政工作。招收第一批学生。

1 974年上半年，学校设政工科，教务科、行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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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科分管劳动人事，保卫机要，学生管理等项工作。

教务科下设基础课教研组、矿山测量．矿山机电和黑色冶炼教研组，图书馆、实习工厂．

行政科下设财务组、膳食组．医务室． 。 c

学生按专业编班，开设矿山测量，矿山机电．黑色冶炼各一班。学校由筹办时设在广州

市柯木朗冶金仓库搬迁来现校址。

1980年下半年，省冶金局决定学校增设汽车修理专业，矿山机电改为矿山机械专业，撤

销黑色冶炼专业。 ．一

教务系统相应调整，组建汽修、矿机、矿测三个专业教研组。

1981年1月；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人事进行较大的调整，经广东省冶金厅批准，学校行

政管理机构设学校办公室．教务科，财务科．总务科。同时撤销原有行政管理机构。同年8

月，省冶金厅决定在学校建立职工教育基地，承担冶金中小企业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的轮

动l，各种技术业务人员的专业培训。 ‘

1982年8月，经省冶金厅批准，学校增设干训办公室、学生科，并决定开办工民建专业

中专班。

1983年7月，教研组进行较大的调整，设：政治，体育，英语，数学、电工、矿测、矿

机，机械、汽修、土建lo个教研组。

1985年7月，矿山测量专业改办工程测量专业，同时开办采矿工程专业。

1986年1月，学校领导班子调整后，经中国有色总公司和广州有色公司同意，调整、健

全学校行政管理机构。行政系统设；学校办公室、财务科，保卫科；教务系统设：教务科、

基础课科、工科类专业科，经济与管理专业科(同时撤销干训办公室)和学生科；总务系统

设：总务科，膳食科。

与此同时，部分教研组作了调整，各教研组的领导关系划分如下：

①基础课科主管；政治教研组，体育教研组，语文教研组．英语教研组、数学教研组，

理化教研组。

⑦工科类专业组主管：工程测量教研组、矿山机械教研组、汽车修理教研组、采矿工程

教研组。机械教研组、电工教研组，实习工厂。

③经济与管理专业科主管：财会教研组、企业管理教研组。 、

1986年底，学校在编教职工中(包括实习工厂6人)总数193人，分布情况如下：党群

系统8人；行政系统35人；教学系统99人；后勤系统51人．

附注，关于第8页表2—2的两点说明：

(1)由于表2—2涉及时间较长，单位和负责人变动较频繁，故可能有个别被遗

漏的现象；

(2)凡负责人姓名之闯用。；。号隔开的，表示后者接替前者．

6



学校历任正剐校长一览表 表2一l

校 长 副 校 长
学校名称

任 去 姓 任 去 注
及时问 职 职 职 职

姓

时 时
名

时 时
间 间 间 间名

3 4 5 6 7 81 2

负责人：
广东省冶

卢国钧。高柱天
金工业学校

1973年下半年

负责人：

李培修、高柱天
I 974年下半年

邵松

李培修 1975．1 1981．12

时林生I 1976．3 1978．12

～
1978．11．4

1978邵松
2 病逝

1979．5
l 983．II

杨浩 离休
1982．1 (82．I起任党委

1979．5 1982．1
何振副书记)

吴松柏 1982．1 1983．10

邓耀明 1983．10 1986．1 1984．9．12起，
吴

校名改为。广州
吴立章10一 1983．1011986．2i986．1

有色金属工业学
柏

校”1984．7王悦武

王悦武 1986．1邓
广州有色金

耀 1986．1
属工业学校

唐子峰 1986．1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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