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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丛书采取分册、分类编辑的方法，合辑而成。各册时限，一

般上起1840年。下迄1985年。记述方法，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分

门类，纵向记述。记述范围，市、区、县以1985年行政区划为限，大系

统企业以所辖部门为限，交叉内容按各自要求有所侧重。体例，设有

记、志、传、表、图、录等体，以志为主。结构不求一律，或章、节，或门

目、类目、条目，保持相对完整。篇幅、字数依情而定，不作划一。

五、本丛书的出版，是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修志人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在此特向为丛书作过奠基工作的原武汉教育志编纂

委员会主任金本富、副主任陈德根及周木乃、张师韩、侯孟孔等同志

深表敬意，并对历届委员和关心、帮助丛书的同志表示感谢。由于编

辑水平的限制，成书阶段时间紧迫，本丛书在内容、文字等方面，难免

有缺点和差误，敬请读者批评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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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邓小平

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我公司武钢建设工地。一冶依

其总体指示，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战略地位。时至今日，企

业办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还办有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电

视中专、联校、职工业余中学、职工大学、党校；职工培训教

育亦形成网络，二级单位有教育中心。由此可见，一冶不仅

基础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自成体系，而且职工培训教育也

自成体系。

重视职工培训教育是一冶办教育的一大特色，早在武

钢建设的初期，就把教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首先，有

计划地发展职工技术培训，培训了大批技术人材，还选派一

批技术骨干到国外学习和考察，通过大冶钢厂扩建、建设武

钢，开展大规模的“练兵练将"，形成一冶教育发展史上学习

技术的第一次高潮。在六十年代，一冶又以改革原有施工技

术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出现了职工技术培训教育的第



二次高潮。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为适应四化建设的形势，

一冶建立了从技工学校到职工大学及各种技术培训班网

络，选派了数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出国实习和到

国内高等学校进修，就一批课题组织科研和攻关，出现了向

新科学技术进军的第三次高潮，在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

筑施工等应用技术方面都有新的创新和突破，许多项目得

到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表彰，其中有12项获得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25项获得了冶金部和湖北省科学

大会奖。

一冶发展的历史证明：企业的振兴和进步都取决于劳

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训教育，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把发展企业的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企业的发

展依靠科学技术教育，使企业的生产依靠科学技术培训教

育，科学技术培训教育面向企业的生产任务。正确理解和认

识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教育相互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企业的

第一生产力。一冶自组建之日起，就开始承担国家重点项目

的建设，并把完成重点项目建设与科学技术教育紧密结合

起来，先后完成了大冶钢厂、武钢、马鞍山车轮轮箍厂、重钢

中板厂等一大批大型工程，在旧中国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

上，广大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自立更

生，奋发图强，又快又好地建成这些骨干企业，促进了我国

钢铁工业的发展，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一冶几十年的教育

奋斗史从侧面反映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史，而且也反

映了职工培训教育是推动一冶科学技术和施工生产的重要

因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企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是离不开教育的，这是我们公司

成立三十多年来的施工生产实践已证明了的真理，也就是

说：企业的教育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时刻也离不开教育，并必须始于教育；我们的队伍日益状

大，征战南北，屡建战功，都离不开教育，随着国民经济形势

的发展，一冶的技术装备越来越先进，人员的文化素质越来

越高，这是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代化的企业离不开现

代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TQC]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因

此自1986年以来，TQC教育在我们公司是一项具有持久

性、全员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电装公司运用TQC方法，开

展电焊工培训教育为武钢新三号高炉建成立了新功。

培训教育是提高生产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一冶是我国

冶金建设战线上创建最早的施工生产企业之一。在当今世

界进入能力开发的新时代，一冶把职工技术培训教育作为

整个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具有超前教育

意识。五十年代，选派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赴苏联学习，八

十年代，赴德国、美国和日本学习，一冶也曾接收过外国实

习生培训学习。

一冶在重视职工教育的同时，抓紧对职工的子弟教育。

一冶子第学校是从无到有，随着一冶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教

育质量不断提高，目前是抓科学的管理制度，向管理要质

量。在办学问题上，首先抓方向，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强调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强调学生参加劳动，强调每个学校建立

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和一支素质比较高的教师队伍。一冶

教师，热爱教育事业，献身四化，关心和爱护学生，他们钻研



教学业务，著书立说，许多论文发表在省、市和全国性刊物

上，改进教学方法和六课型单元教学法实验的经验，在全国

学术研究会上作过发言，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一冶办基础教育的一个特色，是实施(所属)厂(子弟)

校(园)挂钩，共建文明学校(园)，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如1988年，共建文明学校中学达百分之

二十五，小学百分之四十四，合格幼儿园百分之七十八。参

加共建的二级单位，都为学校[园]排忧解难，改善办学条件

和教职工生活福利，教师节赠送学校44 650元，电子琴、收

录机、彩电、图书、儿童玩具等大批物品。为了表示尊师重

教，拨给奖励基金、无息贷款，扶持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开办

校办企业。参与共建活动的学校也发挥自身优势、为共建单

位职工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提供教室、支援教师、在力所能

及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优先安排共建单位的职工子女就

近入学。千古不朽的教师，教育培养出来的公民素质，决定

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

就啥也没有。因此，学校与挂钩单位经常联系，都有一名领

导和一名干部兼管此项工作，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参与共建

活动的单位领导人经常去学校[园]了解贯彻教育方针、政

策的情况，对办学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出咨询意

见和建议，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
。

+此书替人记忆，使人能同往事保持联系，鉴故知新，继

断耙 私拔’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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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20日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标点、数字、计量等均按国家

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采用因事系人和设人物章的办法

记述人物。

七、本志对于事物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复用简称，人名一般直书

其名。不加称号。

八、本志言必有据，文字资料主要来源于处(校)档案室、一冶档

案馆、武钢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统计数据来源统计部门，为节省篇

幅，其资料来源均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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