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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春秋十万桃李
——为《石油大学校史》的出版而作

石油大学校长，碜一伟

盛世著书，大典修史。

十五年前，我们在庆祝校庆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曾出版了由余世诚教授主

编的第一本《石油大学校史》。今年是校庆五十周年，校本部组织两校区人员，

再请余教授任主编，关洪涛、陆介明、胡新华、许恒金为副主编，修订和续编

了《石油大学校史》。他们的工作在抗“非典”中起步，在斗酷暑中坚持，克

服了许多困难，在顾问们的关注和指导下，四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本四十多

万字的《石油大学校史》编著任务。编写组本着“唯史”、“唯实”的精神，力

求完整地记述下石油大学的五十春秋，但又不可能把五十年的事情、人物滴水

不漏地表现出来。因此，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又很不容易的工作，我谨向编写组

表示诚挚的祝贺和敬意。

《校史》以丰富的史料记述了我校从北京石油学院到华东石油学院、再到

石油大学五十年发展的历程。石油大学的发展与新中国的历史相联系，与石油

工业的发展共命运，虽曲折而光辉，虽坎坷而伟大。回顾这一历史进程，不仅

可以使我们深刻感到石油大学的今天来之不易，也可体会到我们新中国石油工

业的艰苦创业精神，激励我们去再创辉煌。

《校史》以教学、科研为主线，记载了学校在各个时期各项建设取得的成

就，更突出地记述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校风和“勤奋、严谨、求实、创

新”学风的形成和发展。石油大学的校风和学风是几代石大人积累起来的宝贵

精神财富，是学校历经坎坷而不衰的内在原因，我们要永远发扬下去。

《校史》以满腔的热情彪炳了一批又一批在学校发展中做出贡献的校史人

物。他们当中有学校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优秀教职工；有老一辈(有的已逝

世)长者，也有许多青年精英。历史一再证明，石油大学的教职工队伍是一支

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作风都很好的队伍，他们才是创造校史的动力和主人。

我热切地希望青年教职工能够认真地翻阅一下，更希望你们在前人的肩上“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新世纪谱写更加美好的石大历史新篇章。

《校史》还以饱满的笔墨谱写了一批又一批石油大学的优秀学子。我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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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大学最大的历史贡献，也是最引以自豪的，就是五十年间为国家为人民培养

了六万名全日制各类毕业生和五万多名其他学历生。《校史》在最后一章以“群

星灿烂，石大学子遍天下”结题，读了令人振奋。先秦著名思想教育家孟轲说

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位“亚圣”只有万章、公孙丑几个得

意门生，而我们有十万学子，英才遍天下，其欢乐自应更深更烈。

从这本《校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十年来，我们办学的基本经验是什

么。我感到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要有一个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办学方向，走

“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二是育人要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坚定地把德育放

在首位，夯实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创新意识，把人才质量作为生命线；三是注

重学科建设，大力开展科学研究，走在学科的前缘，解决学科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四是最基本一点，要有一个好的校领导班子和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

做到上述四条，学校就会少走弯路，多做贡献。

我们走过了五十年，路程虽然坎坷，但我们始终作为一所大学走过来了。

现在我们面临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问题，将要决定学校今后的命运。我们在岗

的时间已不多了，我相信后来者比我们更聪明，一定会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衷心地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几代人奋不顾身建设起来的全校大业放在首位，

竭尽全力把学校办得更好。

新世纪随着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对学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学

校要把石油主干学科推上世界一流水平；学校要拓宽学科专业面，在适当扩大

招生数量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为了支持石油工业走向世界，

参与世界石油竞争，就应培养有能力的外向型德才兼备的人才⋯⋯等等。我

想，不论我们的面前还会有多大的困难，石油大学必然会迈出新的步伐。一个

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石油特色鲜明，国内著

名，在国际石油、石化领域有一定影响的，以工为主，工管理文协调发展的高

水平多科性的新石油大学，必将巍然屹立在中国和世界高校之林。

借此机会，我代表校本部谨向全校师生员工和所有石大学子致以热烈的节

日祝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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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9年版序言
原石油大学校长 粥娣

／

我校第一部校史，在建校35周年的时候，经过余世诚等同志的努力，终

于编辑出版了。它是应广大校友的热切要求而编写出版的。

石油大学自1953年创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5年的历程。这35年如果按

校名和办学的地址变化来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 953年

9月在北京创立到1969年1 1月搬迁出北京，为北京石油学院时期。这一时期

(特别是从1956年到1965年初)，经过12年的发展，教师从建校初期的212人

增加到713人，校舍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设置14个专业，有80个实验室，

3个研究室，图书馆藏书近30万册，在校学生曾达5 600多人，已经成为一

所具有相当规模、设备比较齐全的五年制高等学校，是当时全国重点高校之

一。从1953年到1970年(65级毕业)，学校共培养了本科毕业生12 000名，研

究生153名。1966年由于“文革”爆发，学校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不得不

中断招收新生。

1969年11月，在“文革”中学校从北京搬迁到山东东营，改名为华东石

油学院，进入华东石油学院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

扰破坏以及学校搬迁等原因，学校师资大量流散，仪器设备和图书大量丢损，

科技文化交流阻滞，教学实验设备简陋，生活条件也很差。但是，就在这样困

难的条件下，学校依靠上级党委的关怀和胜利油田广大职工的支持，带领全体

教职工从石油工业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出发，于1971年开始招收新生，维系了

濒临中断的石油高等教育的链条，在“大动乱”中又为国家培养了本专科毕业

生3 000余人，培养短训班学员5 400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认

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各项工作

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经过10多年的努力，学校已经有本专科生、函授

生、研究生近7 000人，教职工3 600人，其中教师l 300人，校合建筑超过30

万平方米。自恢复统一招生以来，已培养本专科学生7 180人、研究生338人。

古代印度神话有凤凰涅粲的故事。凤凰从被烧成的灰烬中更生出来，成为

更加美丽的金凤凰。我校也像涅檠的凤凰一样，今天正在焕发出自己的活力，

进一步发挥石油人才摇篮的作用。

1988年2月，国家教委正式批准华东石油学院改名为石油大学，分北京、

山东两地办学，校本部设在北京。这标志着我校历史进人了第三个时期，即新



的石油大学时期。石油大学将像展翅的鲲鹏一样，扶摇而上九万里，向着更高

的水平腾飞。

在石油大学走过的35年的历程中，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她一直在奋

进；虽然学校地点后来比较偏僻，但她一直为人们所关心，所尊重。原因就在

于首先她是一所对我国石油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学校。从她建立以来，已经

培养出本专科毕业生24 000人、研究生491人。从石油系统及石油化工系统来

看，她真是桃李满天下。许多毕业生已经成为石油石化企事业的技术骨干和领

导骨干。在发展石油科学技术上，她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78年到现在，

共取得科研成果134项，获国家级奖励16项，省部级奖励37项。其次，她是

一所有着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学校。很难设想没有一个艰苦奋斗的传统，从政

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一下子迁到荒僻闭塞的东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

开拓前进。第三，她是一所有着较好的教师、干部和工人队伍的学校。这支队

伍，在几十年的奋斗中形成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校风和“勤奋、严

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一脉相承，不断发扬。这是我校最宝贵的财富，是

办好学校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

在学校迎来35周年校庆之际，我们迫切感到需要有一部校史。写校史的

目的，是为了记载学校兴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叙述传统，坚持传统，用

以纪念过去，激励现在，教育将来。纪念过去，就是记录我校历史上的优秀干

部和教师在创建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中的贡献，正如我国伟大历史学家司马

迁所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激励现在，就是要求我们这一代石油大学

的全体教职工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都应该发扬学校艰苦奋斗的传统和

良好的校风、学风，开拓前进，永不止息；教育将来，就是要求我们的后来人

尽心汲取前人办学的经验和教训，在这所有光辉业绩的高等学校的丰功碑上增

添新的篇章。

写校史也难免涉及对前人和往事的评价。我们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对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历次政治运动，我们都力求简约，因为在过

去的这些运动中，学校只不过是执行者。而对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则

力求完整，因为这是学校的真正积累。我校社会科学系余世诚教授主编的这部

校史，贯彻了这一精神。该校史以我校在发展祖国石油及天然气工业中的奉献

与作用为主旋律，以教学、科研为重点，“唯史”“唯实”，描绘了石油大学35

年的历史画卷。

在我校工作过的许多教育战线上的老园丁，每当回忆起在校渡过的沧桑岁

月，都难免会有“千秋功过谁与评说”之慨。但我可以肯定，凡是在我校这块

石油高教园地上耕耘过的人们，都将受到历史的尊重和后人的怀念。辛勤地耕

耘，得到的是桃李满天下!

谨以此数语，写在卷首，是为序。

1988年校庆35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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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各

一、旧中国的石油工业及其教育事业

(一)闻名的石油古国

(二)微弱的近代石油工业及几乎空白的石油教育

二、建国初期的石油工业及其对人才的需求

(一)石油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石油工业

(三)石油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三、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的筹备

(一)石油教育的开创

(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三)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建工作

第二节北京石油学院的成立

一、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的成立

(一)北京石油学院的校址及建设

(二)北京石油学院正式开学

(三)学院成立初期的基本情况

二、艰苦创业，在困难条件下开始工作和学习

(一)边建校边进行教学

(二)各职能机构的建立

(三)团结、紧张、愉快的校园生活

第三节 学院在开拓中前进

一、学院领导机构的逐步健全

(一)领导体制

(二)院行政各级领导班子

二．学院各项建设的发展

(一)教师情况

(二)职工情况

(三)苏联专家到院工作情况

(四)基本建设情况 、；、i、i、i、；＼i＼i、；、；＼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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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设备及图书资料的建设

(六)各项制度的建设

三、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开展

(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鼓舞

(二)教学情况

(三)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四、思想政治工作及党的建设

(一)政治运动情况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

(三)《北京石油学院》校撇fJTJJ
(四)工会、青年团、学生会及各种社团活动

(五)中共北京石油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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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学院各项工11z的开展和反右斗争

一。学院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教学工作的开展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三)其他工作的开展

二、在首都幸福地学习和工作

(一)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

(二)北京石油学院的早期毕业生

三、反右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

(一)党的整风运动

(二)反右斗争情况

第二节 -2J-学道路的探索

一、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出现，党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

(一)“大跃进”运动

(二)劳动、红专、教育革命“大辩论”及“拔白旗”运动

二、纠正已认识到的“左”倾，教学科研得到新发展

(一)纠“左”和第二次党代会

(二)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新发展

三、学院在曲折中前进

(一)纠“左”的曲折，批判“党内小专家”

(二)北京石油学院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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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纠正错误，战胜困难

一、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

(一)“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

(二)学校秩序的恢复和党的两次代表大会

(三)教学科研的恢复和发展

二、甄别、平反，进一步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一)甄别、平反，纠正错误

(二)广泛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三、战胜经济困难，保证正常教学

(一)采取多种措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

(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四、参加石油会战，为石油工业的发展作贡献

(一)参加大庆等石油会战

(二)庆祝建校10周年

第四节学院具有相当规模，“左’’的倾向继续发展

一、加强领导，为提高教学、科研水平而努力

(一)院领导班子的调整和加强

(二)各项教学活动的开展

(三)科研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二、学院的发展规模及校风的初步形成

(一)“文革”前学院的规模

(二)良好校风逐渐形成

(三)桃李满天下

三、 “左”的倾向继续发展

(一)政治思想方面“左”的倾向继续发展

(二)大庆、胜利两地的建校准备

本章小结

第兰章!“文化太革命黧时期；《礤够；聋繁j耄壁玲：鞘

第一节停课“闹革命”，全校大动乱

一、 “文革”开始，知识分子遭迫害

(一)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出现

(二) “横扫一切”，广大教师、干部和群众遭迫害

二、 “一月风暴”，全院陷入瘫痪

(一)“一月风暴”

(二)“造反派”夺权，学院全面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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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月逆流”，派性大泛滥

(一) “二月逆流”冤案，派性斗争尖锐化

(二)群众组织山头林立，派性大泛滥

四、 “工军宣队”进校，开展“斗批改”

(一)派斗更加升级

(二)“工军宣队”进驻学院

(三)成立“革命委员会”

(四)开始“斗批改”

第二节迁校东营，改称华东石油学院

一、迁校东营，学院元气大伤

(一)仓促迁校，改称华东石油学院

(二)迁校造成的严重损失

(三)艰苦的建校劳动

(四)院领导班子变化情况

二、克服困难，开始招生

(一)筹备招生

(二)工农兵学员人校

(三)背负重压，埋头工作

三．清查“五一六”的错误及其教训

(一)清查“五一六”的情况

(二)清查“五一六”的教训

第三节“"-3f-J'q办学”

一、 “批林整风”，形势有所好转

(一)批判林彪极左

(二)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招生质量

二、 “四人帮”破坏，学校再度陷入混乱

(一)“批林批孔”及“开门办学”

(二)整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三)为维系祖国第一所石油高校而斗争

三、粉碎“四人帮”，全院一片欢腾

(一)“四人帮”被粉碎

(二)“文革”结束，学院获新生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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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学院在徘徊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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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揭、批、查运动

(一)揭发批判江青集团

(二)清查运动

二、恢复教学秩序，开始正常招生

(一)领导班子、领导机构的开始转变和健全

(二)开始正常招生和教学活动

(三)师资队伍建设开始改善

三、学院在徘徊中前进

(一)“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二)在徘徊中前进

第二节 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学院逐步恢复

一、办学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一)历史性的转折

(二)端正办学指导思想

二、落实各项政策，加强队伍建设

(一)平反冤假错案

(二)加强领导班子和教职工队伍建设

三、教学科研中心工作的开展

(一)教学工作

(二)科学研究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三)函授部及钻井技术培训中心的建立

四、校舍等各项基本建设加快进行

(一)校合建设

(二)重建实验室

(三)图书馆和图书资料的建设

(四)电教中心、仪器分析中心、计算中心及校办工厂的建立和发展

五、学院基本恢复

(一)建校30周年大庆

(二)整党取得成效

(三)学院基本恢复

第三节 北京研究生部的成立和发展

一、北京研究生部的成立

(一)研究生部的筹备和成立

(二)首届研究生开学

二。北京研究生部的发展

(一)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继续扩大招生

(二)领导机构不断健全，教学科研迅速发展

三、加紧昌平建校，探索两地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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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昌平建校

(二)华东石油学院两地办学的新格局

第四节以改革为动力，为办好石油大学而奋斗

一、制定新的战略目标

(一)领导成员的部分调整

(二)中共华东石油学院第六次代表大会

二、推进改革，学院各方面出现新气象

(一)围绕“培养人才”，加快、加深改革

(二)教学方面

(三)科研方面

(四)各项工作的新气象

(五)学校的影响不断扩大

三、为办好石油大学而奋斗

(一)学校“七五”发展规划

(二)学院更名为石油大学

本章小结

第一节“巩固提高东营，加速建设北京”

一、总公司对石油高校发展战略的构想与实施

二、石油大学(华东)的巩固与提高

(一)领导班子的变化及干部队伍情况

(二)本科教育的巩固与提高

(三)“产、学、研”三结合的探索

(四)科学研究的巩固与提高

(五)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三、石油大学(北京)的加速建设

(一)加快基建进度

(二)迎接开学

(三)建校初期管理机构的沿革

(四)办学实体的形成

第二节两地办学的探索

一、石油大学校本部的成立

(一)校本部的功能

(二)校本部的决策、审议、咨询机构

(三)校本部的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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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油大学校本部的早期工作

三、校本部在两地办学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第三节建校40周年大庆

一、石油大学40年的成就和基本经验

二、筹备和迎接40周年校庆

三、隆重而热烈的40周年校庆庆典

(一)北京“双庆”大会

(二)东营校庆大会

本章小结

i攀蠹彰黧糍嚣黧垂黎；薰筻黛艨蜒蓁麓羲撵蔗黎卿牟
第一节“21 1工程"的立项及两校区党代会的召开

一、抓住历史的新机遇

(一)“2l 1工程”

(二)抓住历史发展的新机遇

(三)“211工程”的立项

二、校务委员会的成立和两校区党代会的召开

(一)校务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运行机制

(二)两校区党代会的召开及领导班子的变更

第二节“21 1工程’’的建设及取得的成效

一、“九五”期间“21 1工程”建设目标及主要建设内容

二、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两地共建“21 1工程”

三、“九五⋯‘21 1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效及验收

(一) “九五⋯‘21 1工程”建设的成绩

(二)“九五⋯‘21 1工程”的验收

第三节“九五”期间两校区的新发展

一、石油大学(华东)的新发展

(一)教学实力、办学规模显著增强、增大

(二)科研工作成绩斐然

(三)办学活力不断增强

(四)服务保障体系日趋完备

(五)发扬石大精神

二、石油大学(北京)的新发展

(一)李岚清等视察学校

(二)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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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牢固树立“人才培养质量”的观念

(四)科研实力明显增强

(五)以改革促进办学实力的提高

本章小结

第七誊与新世纪同步行进韵葛油大学+(20∞每；-200。3。年)

第一节石油大学管理体制的变更

一、国家石油企业的改革和改制

二、石油大学管理体制的变更

第二节“十五”“21 1工程”建设的立项

一、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

二、“十五⋯‘21 1工程”建设立项

三．促进“共建”石油大学

第三节 在新世纪为建设新石大而奋斗

一、在国家教育部直属新体制下运转的石油大学

(一)石油大学的新变化

(二)教育部部长等领导视察石油大学

(三)做好离退休教职工工作

(四)校内机构改革及干部队伍情况

二、石油大学的今天和明天

三、群星灿烂，石大学子遍天下

本章小结

附录

一、石油大学历届主要领导人简介

二、石油大学两院院士简介

三、石油大学基本情况统计

四、石油大学简介(英文)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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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创建时期
(1953年一1956年)

1953年至1956年，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创建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实现了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党的指导方针和

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我国石油工业，在燃料工业部(后为石油工业部)的领导下，开始恢复与发展，提

出了培养石油科技人才的任务。石油教育事业从无到有。

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党领导了对旧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造，高等院校

进行了院系调整。

北京石油学院在这种形势下，经过酝酿、筹备，于1953年成立。建校初期，全院

师生员工艰苦创业，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一节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备

一、旧中国的石油工业及其教育事业
(一)闻名的石油古国

我国是发现和使用石油及天然气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著名的石油文明古国。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年一92年)所著《汉书》记载：“高奴有淆水可燃”，“祠天

封苑火井于鸿门”。这里的可燃水、火井，即指石油和天然气燃烧的现象。继《汉书》

之后的许多古籍，如《后汉书》、《魏书》、《酉阳杂俎》、《新唐书》、《台湾府志》等，都

有石油、天然气的记载。许多古代的文人墨客，如西汉的扬雄、西晋的左思、东晋的

郭璞和王羲之、唐代的杜甫和李贺、南宋的陆游等，都写过许多讴歌石油天然气光华

的诗篇。据考，我国四川人民早在汉代已广泛使用天然气煮盐，河北人民在晋代已使

用天然气煮饭。《汉书》、《后汉书》记述了石油的可燃性，《博物志》记述了它可作润

滑剂，《元和郡县志》、《武经总要》记述了石油在军事上的应用，《本草纲目》记述了

石油的药用，还有许多古籍记述了石油和石油加工品用来作防腐、补漏、制墨、照明

等。北宋京都开封已出现炼制“猛火油”的作坊，四川人民已掌握钻凿小口井(“卓简

井”)的技术。北宋科学家沈括(公元1031年一1095年)对石油的形成和地质情况进行了

考察，在其《梦溪笔谈》中最早使用了“石油”这一名称。还有足够史料证明，世界

上最早的石油井也是我国四川人民钻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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