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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前

2∞l 年 2 月 26 日，这是一个极为不平常而又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的日子，它将以它特有的意义永存于济南大学的历史页册之中。因

为就是在这一天，济南大学组建庆典大会的隆重召开，向世人郑重宣

告:一个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酝酿、诞生的

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从此屹立在齐鲁大地上。 ...

济南大学的组建，曾经牵动着多少人的心，也曾引起了教育部和

山东省、济南市领导们的高度关注，他们和学校前身山东建筑材料工

业学院及济南联合大学的领导与师生们，曾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的思考、考察、切磋、论证……而站在了时代的前列，顺应了高等教育

改革和发展的大潮，把握住了这个也许转瞬间即逝的历史机遇，做出

了两校合并组建济南大学的抉择。

山东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和济南联合大学，都是乘着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劲东风逐渐发展起来的，她们无论是从悠

久的历史渊源，还是从其独特的专业设置，无论是从其立校的标准规

范，还是从其发展的内涵外延，都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问光一面，但

是，随着当今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日益深入，从适应当今社会和

形势任务需要出发，较之于省内外强校，她们也越来越感觉到了自己

发展力量的不足，而所需要的规模上的扩大，结构上的调整，配置上

的优化 ， 资源上的充分利用，以及办学质量、效益和水平有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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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值此之际，她们终于赶上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好时

机。根据国家关于"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

精神，经教育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山东建筑材料工业学院与济

南联合大学走上了"合校"组建济南大学这条改革之路，随之，又并入

了临近的济南民政学校和山东省物资学校两所中专，这样，就构成了

当今占地面积 25∞亩，校舍面积八十八万多平方米，固定资产超过

10 亿元，藏书达一百七十多万册，拥有 20 个学院、61 个本科专业、41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在职教工二千二百多人，全日制在校生近三万人

的济南大学。

济南大学组建后，历史赋予了济大人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使

命。新组成的学校党政领导班子，面对合校后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团

结、务实、勤奋、创新和稳定局面、科学发展的精神风貌，带领全校师

生员工，从面临的许多基础性、实质性工作做起，迅速确定了学校的

发展思路、发展目标，从领导班子、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方面迅速实

现实质性融合，使学校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及教学、科研、学生管

理、后勤、基建等项工作，都迅速步入正轨运行井稳步发展。学校从

f'十五"改革与发展计划纲要》、f'十一五"改革与发展规划》的制定，

到学校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都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规划出

了宏伟蓝图，绘画出了美好前景，特别是提出了要把济南大学建成规

模较大、基础扎实、特色鲜明、水平较高，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省属

重点综合性强校的目标和任务。

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焕发了济大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姿态，

济大人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航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校工作全局，全面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正在为实现学校的宏伟目标和任务而努力奋斗。

从 2∞1 年 1 月到 2∞5 年 12 月，学校组建已经走过了五年的历

程。虽然这五年在她历史的长河里是极其短暂的，但作为这段从最

基础开始起步的历程，它对济南大学今后的发展蕴含着多么重要的

意义，而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去昭示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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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以史明鉴，又显得是多么重要。所以，当事者们更为有必要有责

任去修当事者史。否则，等到历史跨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当你在当

事者们的身后再去捕捉、寻找那些已经灰飞烟灭的历史陈迹而感到

扑朔迷离时，岂不空留"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之感叹尔!那时，

再去"忧天不作伐，恨人不成美岂不晚矣!

正是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对济南大学的负责，对后人的负责，济

南大学的当事者们决定把学校这飞速发展的五年，记以文字，存以史

册，以史明鉴，启迪后人了，于是也就有了这修史的存念、动议和今天

的付诸实践。

2α)4年 12 月，学校党委成立了以李现成、程新同志为主任，李

军、张金丽、党明德、韩宏、胡世伟、张承芬、杨波、蔡先金、车滨、王西

奎同志为委员的学校发展史编委会，并决定成立了以张金丽同志为

组长， (以姓氏笔画为序)万春光、于剑波、马理、王继锋、叶春岐、刘明

亮、朱红岩、齐德峰、张晓霞、杨丽娟、高志刚、贾茂深同志为成员的学

校发展史编写组、建设与发展成就展工作组。随后又作了分工，学校

发展史编写组由万春光同志负责，成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继锋、

朱红岩、齐德峰、张晓霞、杨丽娟、高志刚、贾茂深。在工作进行过程

中，根据需要，后又补充侯启海、王群同志为编写组成员。

学校发展史编写组成立后，迅即着手展开了工作。首先是确定

了学校发展史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内容框架、方法步骤、体例

要求、编写提纲并提交学校发展史编委会审定。自 2∞5 年下半年开

始，根据提纲要求，按章节分门别类地交由学校发展史各资料供稿单

位组织人员提供资料。学校发展史编写组按分工完成各章节初稿

后，经集中统一修订编辑，于 2仪)6年 6 月形成了《济南大学发展史

一一征求意见稿(初稿)}，交由编委会审阅和征求学校发展史各资料

供稿单位意见，并多次进行修订，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能够奉献

给读者。

在学校发展史编写过程中，各资料供稿单位确定了本单位的供

稿人员，其中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开立慧、王艾怖、王君、王希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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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王淑明、王聚生、叶春岐、孙凤金、孙大宝、孙润元、纪排排、闰朝

辉、李仲涛、李前、李靖环、张纪林、张洪安、张桂利、邱玉敏、沈振华、

范荣、杨树新、赵雁、赵道会、高文河、徐叶、贾岩、徐梅、唐蓓、隋肃、窦

瑞莲、蔡怀三、减庆欣等同志，学校发展史编写组的个别同志亦负责

了本单位的供稿工作。学校发展史各资料供稿单位负责同志和撰稿

人员以及有关单位部分人员，他们或为学校发展史编写工作积极提

供资料，或积极参与了学校发展史资料繁重的打印、调版等项工作，

以致使我们能够得以顺利完成学校发展史编写工作。在此，我们谨

向上述单位和同志深致谢忱!在学校发展史编写过程中，我们征求

了学校原校长吴正楷、原厅级调研员张友民同志的意见，在此，也一

并致以谢忱!

一年来，尽管学校发展史编写组的同志为本书的编写、成书、出

版工作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他们都处在公务繁忙的第一

线，是业余兼职完成编写任务，加之时间之紧，本书的编写难免存有

未及和地漏之处，我们诚望广大读者予以斧正，以便此书今后修订时

更臻完满 o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济南大学必将在前进中谱写出更新更美

的一页，我们诚然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成为济南大学过去五年发展

历程的一个写照。如果说它能够为后来者了解过去、启迪未来提供

一点什么借鉴的话，那我们觉得也就够了。但我们更是希望后来者

们能够踏着时代前进的车轮，追寻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去续写和绘画

出济南大学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编者

2C脱年 12 月于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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