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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黑龙江省建筑工程学校建立于哈尔滨市解放后的1948年，

迄今已有三十七年的历史。回顾这段历程，可以看到，学校是

在极其不平坦的道路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它经历了三次改变领

导关系，六次更改校名，三次变换校址，两次较大调整。由

于“大跃进”的失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

大革命”)的破坏，学校动荡不安，时起时伏。但是，由于在五

十年代中期，学校在中央建筑工程部的领导下，曾打下了较好

的发展基础，因此，学校虽几经冲击，但在党的领导下，主体

和基础没有改变和动摇，一直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全国建筑

类重点中专校之一，以崭新的面貌，进入阔步前进的新阶段。

三十七年来，学校向国家输送了6，073名毕业生：其中有

3，558名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他们大多数分配到哈

尔滨市、黑龙江省和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基建设计或施工部门从

事技术工作，少数分配到科技、工厂、学校和城建部门工作。

由于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好，专业技术扎实，勇于深入实践，

积极钻研理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成为四化建设战线的骨干

和领导力量，他们当中的先进事迹稻科技成果，应该载入《校

史》。这对加速提高教育质量，鼓舞学生继承光荣传统，将起

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校肩负着为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重担。

因此，学校的发展变化必然和国家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密

切相连。我们在撰写《校史》时，根据建校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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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形势，同时结合学校本身的历史发展实际，把学校的

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建校初期、发展时期，“大跃进刀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拨乱反正时期)，按五章进行叙述是适

宜的。

我们编写《校史》的主要依据是：建校三十七年来的各种

档案和资料，其中包括各个阶段的教学计划、工作计划、工作总

结，以及各种统计报表、规章制度和历届毕业生名簿等，建校

以来一直在校工作的离、退休干部和现职干部提供了大量宝贵

资料；还走访了过去在校担任过党政领导的干部。这就保证了

《校史》内容的完整和准确，使《校史》努力达到“知昔日方

可喻今者，观已事所以察未然”的目的。

本《校史》由周庆全、张雁书、屈秉国、王敬孝等四名同

志负责编写(张雁书起草第四、五章，屈秉国起草第三章的一

部分，王敬孝起草附记中的部分大事记)，周庆全为主编，负

责全书的编写定稿工作。由1984年7r月下旬开始执笔，至1985年

末完成初稿，1986年秋季又进行了全面修订，最后经过学校校

长张保山和党委书记郑林书审核后付印。由于时问仓卒，资料

不足，存有遗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领导和有关师生予以充

实和更正，使其更臻完整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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