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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罱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之

一。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941年延安抗大三分校的俄文

大队。学校发展到今天，已走过六十个春秋，共讲授31

种语言，是我国语种最多的外国语大学。建校六十年来，

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他们遍布世界各地，活跃在我国各

条战线上，被人们誉为外交官的摇篮。

学校的发展壮大，无不凝聚着广大后勤职工的心血。

为了最大限度地创造办学条件，培养外语人才，从初创时

期(战争年代)的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伐木盖房，到后来

几经转战搬家的佣工换粮；从建国初期进城借民房、建校

舍，到困难时期的办农场弥补供给不足；从“文革”学校停

办期间的后勤保障，到改革开放后学校的迅速发展，广大

后勤干部职工充分发扬“敬业、开拓、服务、奉献”的后勤

精神，克服困难，全心全意地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他们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不顾个人得

失，一心一意为满足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生活的需要，

恪敬职守，努力工作。可以肯定地说，北外风风雨雨、红

红火火的六十年，后勤职工为学校保障服务工作和基础

性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了向校庆六十周年献礼，总结后勤工作，促进我校

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翻阅档案、查找资料，

请曾经工作在后勤岗位的离退休老同志回忆、介绍。经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过一年多的努力，重现了我校后勤工作的组织机构、人员

变化、工作职能、服务状况、经济效益及后勤社会化改革

的经验教训等情况，编写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总务志》这

本书。由于时间有限，尽管所写的《总务志》还不能全面

反映学校的后勤工作，但总结了后勤保障、服务的基本经

验和教训。它将激励广大后勤职工更加自觉地坚持“三

服务、两育人”的根本宗旨，认真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大力弘扬后勤精神，共同酿造北外育人的新环境，

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服务，为={tJ,I-的再度辉煌

做出新的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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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综合篇

第一节概况

一、概述

后勤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和保障性的工作，它是保障

教学、科研开拓进取和师生员工安居乐业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建校六十年来，后勤服务为学校的初创、发展壮

大、深化改革，培养合格的外语人才做出了贡献。后勤服

务其核心是保障与服务，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其不

同的特点，它也在不断地进步与提高，发展与创新。

1941年至1942年，建校初期，隶属抗大三分校，延安

军事学院，师生实行边区军事供给制。

1943年至1948年，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政府

战争封锁陕北根据地和解放区，全校师生员工为了生存，

开展大生产自救办学：男同志垦荒积肥、种粮种菜，修河

堤、铺道路、建窑洞，佣工换粮；女同志纺线，织毛衣、毛

裤，拆洗被褥，做军服计价折粮；校务处办农场养猪养羊，

开办工厂、小商店、骡马车店，建豆腐坊、酒坊、酱园。“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生存物资、办学经费自给有余，是典

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特色的自给自足后勤。

1950年至195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再加

上抗美援朝的消耗，国家财力紧缺，仍投重金给我校，制
l



定高标准的供给制和助学金。学校提出“教学、后勤是一

辆大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后勤职工发扬艰苦奋斗、

勤俭持家的好传统、好作风，全心全意“为师生员工、为教

学服务。”鼎盛时期，4000人规模的两所学校容纳师生员

工7000余人。后勤职工为新中国培养合格人才，不计时

间，不计报酬，供水、电、暖、衣、食、住、行、书籍、本册服务

到位；食堂采购靠自行车、三轮车、大马车自装自卸，厨师

精工细做，卫生保健医疗；每年近2000名学生出国五年

穿戴的内装、外装、鞋帽，三套高级礼宾服量体裁衣的置

备；师生员工并肩平操场、修马路、绿化种树，建设校园情

谊交融。

1960年至1978年，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十

年动乱，唐山大地震，灾难重重，国家经济困难，几次大幅

度削减办学经费，“面向师生，面向教学”的后勤举步维

艰。

1980年至199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

改革开放，重振教育。后勤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更换新

型锅炉19台，配电增容5倍，建筑电教楼、图书馆、专家

楼、宿舍楼80000平方米；购置大批教学、科研、办公自动

化设备；兴建3个花园，60000平方米绿地，成千上万棵雪

松、翠柏、国槐、白杨、鲜花，托映学校勃勃生机。1983年，

总务处首先在伙食科、幼儿园试点承包责任制，随后推广

扩大到全处。除特种行业工程外请施工队外，总务处的

达标服务，维修工程全部自己施工。提高了工程质量，增

加了职工收人，总务处4年创收积累资金100万元，迈出

了改革开放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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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至2000年，总务处干部、职工面对计划经济

与市场经济；行政后勤与重组企业化后勤；大锅饭、铁饭

碗与定额考核验收的冲击，逐步实现观念转变。1995年

至1996年精兵简政，成立动力中心、饮食中心、管理中心

三个实体，压缩裁减人浮于事的机构人员，强化技术、物

资、项目验收，确保服务达标，总务处两年节创资金80万

元。1997年至2000年，总务处认真坚持“三服务，两育

人”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深化改革走向社会化，改变机制，

向管理要效益。以三个中心为支撑点，组建经济实体，实

行企业化管理，严格三级考核，定岗定责，减员增效，工

资、奖金自创、自筹、自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仅提高

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也增加了职工的收入。3年来，学

校大力支持，供热并网，管道更换，电网改造，餐厅设备更

新换代，浴室、修缮服务。既重视服务效益，也重视经济

效益，总务处4年节创投入资金为改造工作条件、就餐环

境、增添设备、购置工具、兴建后勤产业等1000多万元。

为后勤改革走向社会化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二、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姓名 职务

刘仲容

陆曦

秦思平

尹企卓

刘政权

副院长、院长

副院长

副院长

副院长

副院长

分管时间

1949--1966

1966—1980

1980一1982
1982—1984

1984—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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