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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二在文主运

光绪帝召朱批张之涧设立湖

北农务工艺学世奏折面IJ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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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务学堂时期的校门

湖北省立农学院时朋的教学楼

武汉大学农学院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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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震字?兔§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同志 1952 年题写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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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同志为学校题词

建院时的狮子山 ( 1956 年 ) 许子戚院长考察狮子山校

址 ( 1 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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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校园一角 。 从左至右依次为畜牧楼 、土化

楼 、农经楼

今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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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兴建的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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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5 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同志为学校题词

-3
E
年
-
M
月
，
中
华
人
民
共
扣
国
农
业

部
和
湖
北
省
人
民
政
府
签
署
共
建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协
议

1997 年 l 月，学校顺利通过"2门工程"重点学抖建设规划部门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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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华葵教授在指导研究生

2 .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教授在油菜地里

3. 原任校长孙济中教授(右三)与外国专家交谈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4. 校长张端品教授(左三)与来校访问的加拿大前总理克拉克(右三)在一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教学大楼外貌

2. 学校图书馆

3 .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

点实验室大楼

圃'啸

ZT 三...牵来 王夫 d唱J~_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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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园景色

2. 学生宿舍

3. 国家家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一角

4. 教师住宅区 --

军i"~牵文￡尺 d~I JM ~ 
THE 1 QQth ANNIVEASAAY OF THE FOUNDING 



廖 CJ 

在隆重庆祝我校建校一百年之际，(华中农业大学校

史》编辑出版了。这是历届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愿

望，可喜可贺!

清代末年，朝廷昏庸腐欺，各种建民主义势力侵入中

国，瓜分领土，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处于危亡的境地。当时

的爱国志士，奋起图强，寻求救亡之道。在教育方 iii ，"废

科举、兴学校"的舆论和实践兴起。湖广总督张之溺于

1898 年创办湖北农务学堂，并于当年 10 月 2 臼正式开

学。学校聘请多位自本和美国教师，还引进了教材和教学

设备。这是我国最旱的近代农业学校之一。 1904 年扩建为

湖北商等农业学堂，开创了我国农业高等教育之先河。辛

亥革命后改建为湖北甲种农业学校。由于民E年阔的政

局混乱，学校在罢难的环境中墨持办学，并几易校名，

1937 年更名为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 30 年代初武汉大

学筹建文、法、理、工、农、医的多学科大学，其农学皖于

1936 年招生。"七七事变"，自寇大举入侵我国，八年抗自

战争开始。 1938 年 10 jJ武汉失守，各校内迁，武汉大学农

学院暂时停办，将已招收的学生转入中央大学。 1940 年湖

北农专迁至恩施金子坝，更名为湖北省立农学院，管泽良

校长网罗教资，参考我国几十年各地兴办高等农业教育

I 



的实践经验和农业科学发展的趋势，在抗 E 战争的艰苦

条件下，实施了比拭目前更为坚实的农业高等教育。

抗 E 战争胜利后，湖北省立农学院迁回武汉，武汉大

学农学院也于 1946 年恢复招生。

新中国成立，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正经历了大改

革，得到了大发展。 1952 年我 E 高等院校进行了资整，以

湖北农学院、武汉大学农学皖为基毡，加上河南大学、南

昌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湖南农学院的部分系科，

组建成为立足华中 ，fIiî 向全国的华中农学院， 1985 年更名

为华中农业大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德智体全E发

展的农业人才。 50 年代，在学习苏联的捂导思想下，学科

设置、课程体系，乃至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都以苏联的

农科院校为蓝本。学校以培养本科为主，还结合具体情

况，开展科学研究和培育不授学位的研究生。经十多年的

努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向社会输送了大批合格的

人才，为本校培育了新一代的教学骨干。不幸， 1966 年以

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那小平同志复出，以邓小平理论

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e 在教育战线上，迅速恢复了高

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并对高等教育的运行进行改革，

以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需

要。首先是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至 1966 年我雷高等农业

教育和我校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我官1认为，学习

苏联的农业教育有一定的优点，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因

此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封闭患想，从南限制了对世界各

E 



E科学和教育在这半个世纪飞速发展的学习和吸枝。贯

彻小平同志"三个E 向"的插示，学校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这首先是全体教婷的要学习和新一代师资的培养，与此

商伴随的是从原先以本科教育为主要任务的教学体制发

展为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体制，并

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

根本，以教学科研为中心，整体上水平，局部创优势的办

学患想。同时在科学技术为富民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下，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人才。 20 年来的改革

和发展，已逐步担学校建设成以生命科学技术为持色，以

农为主，农、理、工、文、法、经、管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性

的农业大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只是一畴。可是在几代人的事

业中，百年己历经沧桑。学校的百年历史，前五十年在内

忧外患中诞生，在内忧外患中挣扎求存。生存就是胜利。

后五十年，在新中臣的阳光雨露下苦壮成长壮大，成绩斐

然。当然也不是一就风膜的，有学校无法抵制的灾难，有

认识上和实践中存在的错误和不足。国内国际横着花，在

科技和教学水平上，我们还存在着差距。温故知新，继往

开来，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革，

西结一致，开拓进取，以全薪的姿态，迎接下一个百年的

挑战。

是为序

?东守主三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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