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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来工业学校工作，恰逢建校15周年，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

决定，在省革委批准成立建校纪念日之时·举办一次校庆．逮也是

15年来的首次校庆．

举办校庆．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编写一部校态，认

真回顾学校15年来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总结15年办学中的经验，

展望未来的光辉前程。我因刚到这里工作．对学校的历史是没有发

言权的，于是，我们就委托在这里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老同志牵头．

加上几个年轻教师，进行校志编写工作．这些同志没有辜负组织的

重托，在短短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冒着炎热的酷暑．从搜集整

理资料，到编写成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工业学校第一部校志终予

问世了。由此，我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地感谢．可能也正因为时间

短、任务重．志书中难免出现一些遗漏或讹误之处，因此．我恳切希

望看到这本书的同志．尤其是一些在校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同志．能

够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补充．

话又说回来，这本校志尽管粗漏．但它毕竟是第一部．毕竟从

总体上反映了学校15年的发展变化．从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

所学校在初创时的艰难．在发展中的坎坷．在前进中的生机．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载入我党的光荣史册．这

次会议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置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口号和做法．把党和国索

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枣庄工业学校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出．当



时枣庄市的党政领导决定创办这所学校是多么正确的决策。

枣庄工业学校从一个偏僻农村旁边的一个煤矿的废墟上诞

生，后又迁到一个医院的旧址，最后才在滕州市的新区落脚。其问，

在这里工作的教职员工们过着游击从一般的生活，他们边建校、边

教学，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默默耕耘，表现出令人崇敬

的奉献精神。15年过去了．但我们不应当忘记历史．应以此为镜，

用这一部饺志对广大教职员工，特别是新来的同志和每一届入学

的新生．作为教材进行校史教育．使其知道学校发展到今天的不

易，培养爱校建校的思想，为学校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做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1 ．

枣庄工业学校党委书记、校长l另彩万

199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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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发展概况

枣庄工业学校是隶属枣庄市经济委员会领导的全日制．综合工

科中等专业学校。始建于1978年9月。现校址位于滕州市龙山路

北侧。担负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工业现代化建设、

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材的任务．

1978年6月，粉碎‘‘四人帮”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第二个年头。

“发展科技、振兴教育”的春风吹拂了神州大地。在此背景下，枣

庄市委领导和工交界一些有识之士，鉴于枣庄市工交人材隧乏．长

期依靠国家计划分配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交业发展所需的大批

初、中级技术人材的来源问题，提出要学习大庆人．以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决定暂借枣庄矿务局田屯

矿旧址(滕县柴胡店公社刘村西)，创办一所全日制综合性工科t}l

等专业学校。报告经山东省文教办公室转省革委。1978年9月30

日．省文教办公室以鲁文教[1978]Il号文件‘关予新建、恢复

山东省电子工业学校等ll处巾等专业学校的通知》．正式批准新

建枣庄工业学校，批建规馍为在校学生600人，专业设置为汽车

运用与修理、工业企业电气自动化、采煤、化工等四个专业．

在枣庄市委、市政府及市经委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怀、支持

下，首批调入枣庄工业学校工作的十几名同志予9月份起先后到

校．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l 1月底

准备工作基率就绪．12月5日．枣庄、临沂、济宁和荷泽四地市

的150名新生风尘仆仆地云集学校，在刚清除了杂草的小操场上
， 一l一



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开学典礼。顺应发展的形势，一所年轻而富

有生命力的全日制综合性工科中等专业学校在鲁南大地应运而

生。

1978年仅设置汽车运用与鲣理一个专业，奄：底工作人员仅有

38人，其中{王课教师仅16人。

1979年又硌收工业企业电气自动化’譬小≯生历。名．给学校

各方面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学饺不得不将堪，玎的一切：fl房整修，

以勉强保证学生的住宿和上课。当时每门主课仅有一、二名上课

老师，有时不得不用简易开路电视由一个老师给六个班上课。有

的老师来校三天就登上讲台，几名水平较高的教师往往上完一门

课又上另一门课，周学时高达32节．无一分超课时酬金，但同志

们毫无怨言。请来的一位老教师和一位带实习的老师傅，每月补

差不足20元，但他们总是早米晚归，风雨无阻。广大教师顾全大

局，团结奋斗、兢兢业业，常常学习、备课到深夜。家住台儿庄

的一位老师，星期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后回家，晚上ll点多才能到

家，而星期天10点又得离家赶回学校，检查学生晚自习。一位老

会计经常早晨4点就起床，骑自行车到枣庄市开会、办事。伙房

的同志经常骑自行车，拉地排车到20余里的薛城购粮油、副食和

蔬菜。一位落实政策的老教师用7个月的时问编写了70余万字的

供电教材．将自己几十年的电气工程实践经验献给了学生．当时

学校没有实习工厂．汽车库、破旧礼堂便成为主要的实习场地。正

是由予我们党艰苦奋斗传统的发扬光大，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四

个现代化急需人材的号角催人奋进，以及枣庄市财政局多方解困．

学校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严恪要求，全体教职工团结奋斗，知难

而上，加之学生素质较好，尊师重教，勤奋学习，相互促进，教

学相长，才使学佼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不仅保证了78级汽车运

用与络理专业、79级工业企业电气自动化专业400名学生圆满地．

完成了教育计划规定的全都课程。而且因陋就简地组织了校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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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实习，锻炼和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了艰苦创业的良好

作风。又通过校外实习，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分析问题和解决同

题的能力。1981年毕业分配时．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服从组

织分配，学校两天就分配完毕。首届毕业生以勤奋好学、勇于进

取、学业扎实、作风朴实，在校内受到教职工的称赞．-毕业后普

遍受到社会的欢迎。
’

为了使学校尽快形成规漠，1979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多次听取学校关于校址和发展情况的汇报。7月，王海一副市长带

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入与学校领导前往刘岭铁矿、坊上等实地考

察，商榷校址。8月，枣庄市政府第八次市长办公会决定，枣庄工

业学校逐步迁至滕县(枣庄市中医院原址)．这是一个牵扯三家的

连锁搬迁的调整方案，需待枣庄市立医院迁至新址．枣庄市中医

院才能搬迁腾房给学校。由于新建枣庄市立医院历时三年，市立

医院搬迁后工业学校即由刘村西迁往滕县。这期间学校发展速度

暂时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教职工得到了锻炼、充实和提高。

1982年12月6日．枣庄工业学校开始搬迁。在搬迁过程中得

到了滕县交通局的大力支援．全校师生员工上下齐动员，自己动

手，冒严寒抢时间，在保证基本不停课的情况下，从拆卸、包装、

装车、起运到卸车就位，200余车物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地

完成了搬迁任务．

搬到滕县后，新的困难又摆在学校面前。虽然市中医院原址

有土地62．3亩，建筑面积9000余平方米，但其中有3000平方

米房子破旧不堪，还有2500平方米房子被市中医院和历史遗留户

占用。不怕困难的工业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下定决心，艰

苦奋斗。一边维修、改建、扩建，一边迅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研

究学校的发展。旧仓库改为教室仍不够用．又先后新建12幢38间

平房作教室·等．生校内住不开在校外赁房住宿．总务、伙房的职

工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超负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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