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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编校志说明

百年校志是在八十六年校志的基础上续编而成。原校志是在主编张璞、苏

润之及各单位众多编辑人员共同努力下编写而成的，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走访并记录了很多的口碑资料，为我们这次续编校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此我们对原来编写校志的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

写志的原则是横不丢项、竖不断线、秉笔直书。这次续编校志就是在原校

志所列各项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以保持原来各项的连续性，直至2002年6月

底止。

在续写校志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因此对原来的内容进行

了一些补充和改正，力求使我们的百年校志更加完善，更加真实。这次续编校

志的范围包括五个校区，即保定东校区、西校区和南校区、秦皇岛校区、定州校

区，因原河北林学院、河北畜牧科技学校、河北水产学校均有自己的校志，故这

次续写校志时，只从院校合并后开始编撰，对合并前的情况只写简单沿革，详细

情况请参考其原校志。但是，由于时间短暂，人力有限，可能还有一些资料没有

查阅到，加之编写者的水平有限，因此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读者见

谅!

特此说明。

编 者

2002年8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篇 学校概述⋯⋯⋯⋯⋯⋯⋯⋯⋯⋯⋯⋯⋯⋯⋯⋯⋯⋯⋯⋯⋯⋯(1)

第二篇大事记⋯⋯⋯⋯⋯⋯⋯⋯⋯⋯⋯⋯⋯⋯⋯⋯⋯⋯⋯⋯⋯⋯(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直隶农务学堂时期(1902—1903)⋯⋯⋯⋯⋯⋯⋯⋯⋯⋯⋯⋯⋯⋯⋯⋯(9)

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时期(1904—1911)⋯⋯⋯⋯⋯⋯⋯⋯⋯⋯⋯⋯⋯(9)

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时期(1912—1921)⋯⋯⋯⋯⋯⋯⋯⋯⋯⋯⋯·(11)

河北大学农科时期(1921—1931)⋯⋯⋯⋯⋯⋯⋯⋯⋯⋯⋯⋯⋯⋯⋯⋯⋯⋯．(12)

河北省立农学院时期(1931—1950)⋯⋯⋯⋯⋯⋯⋯⋯⋯⋯⋯⋯⋯⋯(14)

河北农学院时期(1951—1957)⋯⋯⋯⋯⋯⋯⋯⋯⋯⋯⋯⋯⋯⋯⋯⋯(16)

河北农业大学时期(1958—1994)⋯⋯⋯⋯⋯⋯⋯⋯⋯⋯⋯⋯⋯⋯=．．⋯⋯⋯·(17)

合并后的河北农业大学时期(1995—2002)⋯⋯⋯⋯⋯⋯⋯⋯⋯⋯⋯·(41)

第三篇院、系、部、中心⋯⋯⋯⋯⋯⋯⋯⋯⋯⋯⋯⋯⋯⋯⋯⋯⋯⋯(7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农学院⋯⋯⋯⋯⋯⋯⋯⋯⋯⋯⋯⋯⋯⋯⋯⋯⋯⋯⋯⋯⋯⋯⋯⋯⋯(79)

林学院⋯⋯⋯⋯⋯⋯⋯⋯⋯⋯⋯⋯⋯⋯⋯⋯⋯⋯⋯⋯⋯⋯⋯⋯(102)

生命科学学院⋯⋯⋯⋯⋯⋯⋯⋯⋯⋯⋯⋯⋯⋯⋯⋯⋯⋯⋯⋯⋯⋯⋯⋯⋯⋯·(124)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133)

园艺学院⋯⋯⋯⋯⋯⋯⋯⋯⋯⋯⋯⋯⋯⋯⋯⋯⋯⋯⋯⋯⋯⋯⋯⋯⋯⋯⋯·(138)

植物保护学院⋯⋯⋯⋯⋯⋯⋯⋯⋯⋯⋯⋯⋯⋯⋯⋯⋯⋯⋯⋯⋯⋯⋯⋯⋯⋯(154)

动物科技学院⋯⋯⋯⋯⋯⋯⋯⋯⋯⋯⋯⋯⋯⋯⋯⋯⋯⋯⋯⋯⋯⋯⋯⋯⋯⋯⋯(166)

水产学院⋯⋯⋯⋯⋯⋯⋯⋯⋯⋯⋯⋯⋯⋯⋯⋯⋯⋯⋯⋯⋯⋯⋯⋯⋯⋯⋯⋯⋯⋯⋯(180)

中兽医学院⋯⋯⋯⋯⋯⋯⋯⋯⋯⋯⋯⋯⋯⋯⋯⋯⋯⋯⋯⋯⋯⋯⋯⋯⋯⋯．．(186)

食品科学学院⋯⋯⋯⋯⋯⋯⋯⋯⋯⋯⋯⋯⋯⋯⋯⋯⋯⋯⋯⋯⋯⋯．(189)

经济管理学院⋯⋯⋯⋯⋯⋯⋯⋯⋯⋯⋯⋯⋯⋯⋯⋯⋯⋯⋯⋯⋯⋯⋯⋯⋯⋯⋯一(203)

机电工程学院⋯⋯⋯⋯一⋯⋯⋯⋯⋯⋯⋯⋯⋯⋯⋯⋯⋯⋯⋯⋯⋯⋯⋯⋯⋯⋯⋯(232)

城乡建设学院⋯⋯⋯⋯⋯⋯⋯⋯⋯⋯⋯⋯⋯⋯⋯⋯⋯⋯⋯⋯⋯·’⋯⋯⋯“(239)

职业技术学院⋯⋯⋯⋯⋯⋯⋯⋯⋯⋯⋯⋯⋯⋯一⋯⋯⋯⋯⋯⋯⋯⋯⋯⋯⋯⋯⋯(249)

成人教育学院⋯⋯⋯⋯⋯⋯⋯⋯⋯⋯⋯⋯⋯⋯⋯⋯⋯⋯⋯⋯⋯⋯(263)

理学院⋯⋯⋯⋯⋯⋯⋯⋯⋯⋯⋯⋯⋯⋯⋯⋯⋯⋯⋯⋯⋯⋯⋯⋯⋯⋯⋯⋯．．(280)



第十七章人文学院⋯⋯⋯⋯⋯⋯⋯⋯⋯⋯⋯⋯⋯⋯⋯⋯⋯⋯⋯⋯⋯⋯⋯⋯(285)

第十八章知行学院⋯⋯⋯⋯⋯⋯⋯⋯⋯⋯⋯⋯⋯⋯⋯⋯⋯⋯⋯⋯⋯⋯⋯⋯⋯⋯⋯⋯⋯·(293)

第十九章计算机科学系⋯⋯⋯⋯⋯⋯⋯⋯⋯⋯⋯⋯⋯⋯⋯⋯⋯⋯⋯⋯⋯”(294)

第二十章艺术学院⋯⋯⋯⋯⋯⋯⋯⋯⋯⋯⋯⋯⋯⋯⋯⋯⋯⋯⋯⋯⋯⋯⋯⋯(298)

第二十一章外语部⋯⋯⋯⋯⋯⋯⋯⋯⋯⋯⋯⋯⋯⋯⋯⋯⋯⋯⋯⋯⋯⋯⋯⋯⋯⋯⋯⋯⋯一(310)

第二十二章体育工作部⋯⋯⋯⋯⋯⋯⋯⋯⋯⋯⋯⋯⋯⋯⋯⋯⋯⋯⋯⋯⋯·(311)

第二十三章现代教育技术中心⋯⋯⋯⋯⋯⋯⋯⋯⋯⋯⋯⋯⋯⋯⋯⋯⋯⋯⋯．(313)

第二十四章实验中心⋯⋯⋯⋯⋯⋯⋯⋯⋯⋯⋯⋯⋯⋯⋯⋯⋯⋯⋯⋯⋯⋯⋯⋯⋯⋯⋯⋯-(314)

第四篇教学⋯⋯⋯⋯⋯⋯⋯⋯⋯⋯⋯⋯⋯⋯⋯⋯⋯⋯⋯⋯⋯⋯⋯(317)

第一章本科生教育⋯⋯⋯⋯⋯⋯⋯⋯⋯⋯⋯⋯⋯⋯⋯⋯⋯⋯⋯⋯⋯⋯⋯⋯⋯⋯⋯⋯一(319)

一、教学计划的制定⋯⋯⋯⋯⋯⋯⋯⋯⋯⋯⋯⋯⋯⋯⋯⋯⋯⋯⋯⋯⋯⋯⋯⋯⋯⋯⋯⋯⋯⋯⋯(319)

(一)解放初期的教学计划⋯⋯⋯⋯⋯⋯⋯⋯⋯⋯⋯⋯⋯⋯⋯⋯⋯⋯⋯⋯⋯⋯⋯⋯⋯⋯⋯(319)

(二)执行全国统一的农林院校教学计划⋯⋯⋯⋯⋯⋯⋯⋯⋯⋯⋯⋯⋯⋯⋯⋯⋯⋯⋯⋯⋯(319)

(三)执行修订后的全国统一教学计划⋯⋯⋯⋯⋯⋯⋯⋯⋯⋯⋯⋯⋯⋯⋯⋯⋯⋯⋯⋯⋯⋯(319)

(四)制订1958年的教学计划⋯⋯⋯⋯⋯⋯⋯⋯⋯⋯⋯⋯⋯⋯⋯⋯⋯⋯⋯⋯⋯⋯⋯⋯⋯⋯(320)

(五)执行农业部全日制高等农业院校(本科)教学计划⋯⋯⋯⋯⋯⋯⋯⋯⋯⋯⋯一⋯⋯⋯(320)

(六)制订1964年教学改革方案⋯⋯⋯⋯⋯⋯⋯⋯⋯⋯⋯⋯⋯⋯⋯⋯⋯⋯⋯⋯⋯⋯⋯⋯⋯(321)

(七)1965年修订教学计划⋯⋯⋯⋯⋯⋯⋯⋯⋯⋯⋯⋯⋯⋯⋯⋯⋯⋯⋯⋯⋯⋯⋯⋯⋯⋯⋯(322)

(八)1972年制定工农兵学员教学计划⋯⋯⋯⋯⋯⋯⋯⋯⋯⋯⋯⋯⋯⋯⋯⋯⋯⋯⋯⋯⋯⋯(322)

(九)制订文革后的教学计划⋯⋯⋯⋯⋯⋯⋯⋯⋯⋯⋯⋯⋯⋯⋯⋯⋯⋯⋯⋯⋯⋯⋯⋯⋯⋯(323)

(十)制订学分制教学计划⋯⋯⋯⋯⋯⋯⋯⋯⋯⋯⋯⋯⋯⋯⋯⋯⋯⋯⋯⋯⋯⋯⋯⋯⋯⋯⋯(323)

(十一)整合本科专业修订教学计划⋯⋯⋯⋯⋯⋯⋯⋯⋯⋯⋯⋯⋯⋯⋯⋯⋯⋯⋯⋯⋯⋯⋯(324)

(十二)历年教学计划比较⋯⋯⋯⋯⋯⋯⋯⋯⋯⋯⋯⋯⋯⋯⋯⋯⋯⋯⋯⋯⋯⋯⋯⋯⋯⋯⋯(324)

二、院系和专业的设置与调整⋯⋯⋯⋯⋯⋯⋯⋯⋯⋯⋯⋯⋯⋯⋯⋯⋯⋯⋯⋯⋯⋯⋯⋯⋯⋯⋯(333)

三、办分校情况⋯⋯⋯⋯⋯⋯⋯⋯⋯⋯⋯⋯⋯⋯⋯⋯⋯⋯⋯⋯⋯⋯⋯⋯⋯⋯⋯⋯⋯⋯⋯⋯⋯(336)

四、教材建设⋯⋯⋯⋯⋯⋯⋯⋯⋯⋯⋯⋯⋯⋯⋯⋯⋯⋯⋯⋯⋯⋯⋯⋯⋯⋯⋯⋯⋯⋯⋯⋯⋯⋯(336)

I、买验茔和教学祷研设备⋯⋯⋯⋯⋯⋯⋯⋯⋯⋯⋯⋯⋯⋯⋯⋯⋯⋯⋯⋯⋯⋯⋯⋯⋯⋯⋯⋯(338)

(一)教学实验室和教学科研设备⋯⋯⋯⋯⋯⋯⋯⋯⋯⋯⋯⋯⋯⋯⋯⋯⋯⋯⋯⋯⋯⋯⋯⋯(338)

(二)实验室的利用⋯⋯⋯⋯⋯⋯⋯⋯⋯⋯⋯⋯⋯⋯⋯⋯⋯⋯一⋯⋯⋯⋯⋯⋯⋯⋯⋯⋯⋯(339)

(三)实验室的管理⋯⋯⋯⋯⋯⋯⋯⋯⋯⋯⋯⋯⋯⋯⋯⋯⋯⋯⋯⋯⋯⋯⋯⋯⋯⋯⋯⋯⋯⋯(339)

六、教学改革⋯⋯⋯⋯⋯⋯⋯⋯⋯⋯⋯⋯⋯⋯⋯⋯⋯⋯⋯⋯⋯⋯⋯⋯⋯⋯⋯⋯⋯⋯⋯⋯⋯⋯(344)

(一)1949年一1957年改造旧农学院为社会主义新型农学院⋯⋯⋯⋯⋯⋯：⋯⋯⋯⋯⋯⋯··(344)

(二)1958年一1960年“教育大革命”⋯⋯⋯⋯⋯⋯⋯⋯⋯⋯⋯⋯⋯⋯⋯⋯⋯⋯⋯⋯⋯⋯⋯(344)

(三)1961年一1965年贯彻《高教60条>⋯⋯⋯⋯⋯⋯⋯⋯⋯⋯⋯⋯⋯⋯⋯⋯⋯⋯⋯⋯⋯(345)

(四)1966年一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学⋯⋯⋯⋯⋯⋯⋯⋯⋯⋯⋯⋯⋯⋯⋯⋯⋯⋯(345)

(五)1977年一1988年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346)

(六)1989年一1996年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346)



(七)1997年一2001年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扩大办学规模⋯⋯⋯⋯⋯⋯⋯⋯⋯⋯⋯⋯⋯⋯⋯(346)

(／k)2002年贯彻教育部4号文件精神全面提高教学质量⋯⋯⋯⋯⋯⋯⋯⋯⋯⋯⋯⋯⋯⋯(347)

七、教学研究⋯⋯⋯⋯⋯⋯⋯⋯⋯⋯⋯⋯⋯⋯⋯⋯⋯⋯⋯⋯⋯⋯⋯⋯⋯⋯⋯⋯⋯⋯⋯⋯⋯⋯(347)

附：专题教学改革材料⋯⋯⋯⋯⋯⋯⋯⋯⋯⋯⋯⋯⋯⋯⋯⋯⋯⋯⋯⋯⋯⋯⋯⋯⋯⋯⋯⋯⋯⋯⋯⋯(351)

①河北农大试行《高教六十条》情况⋯⋯⋯⋯⋯⋯⋯⋯⋯⋯⋯⋯⋯⋯⋯⋯⋯⋯⋯⋯⋯⋯⋯⋯(351)

②河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方案(1985年5月)⋯⋯⋯⋯⋯⋯⋯⋯⋯⋯⋯⋯⋯⋯⋯⋯⋯⋯⋯⋯(352)

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359)

第二章研究生教育⋯⋯⋯⋯⋯⋯⋯⋯⋯⋯⋯⋯⋯⋯⋯⋯⋯⋯⋯⋯⋯⋯⋯(371)

一、招生⋯⋯⋯⋯⋯⋯⋯⋯⋯⋯⋯⋯⋯⋯⋯⋯⋯⋯⋯⋯⋯⋯⋯⋯⋯⋯⋯⋯⋯⋯⋯⋯⋯⋯⋯⋯(373)

二、全日制研究生培养⋯⋯⋯⋯⋯⋯⋯⋯⋯⋯⋯⋯⋯⋯⋯⋯⋯⋯⋯⋯⋯⋯⋯⋯⋯⋯⋯⋯⋯⋯(374)

三、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376)

四、学位授予⋯⋯⋯⋯⋯⋯⋯⋯⋯⋯⋯⋯⋯⋯⋯⋯⋯⋯⋯⋯⋯⋯⋯⋯⋯⋯⋯⋯⋯⋯⋯⋯⋯⋯(377)

五、导师队伍建设⋯⋯⋯⋯⋯⋯⋯⋯⋯⋯⋯⋯⋯⋯⋯⋯⋯⋯⋯⋯⋯⋯⋯⋯⋯⋯⋯⋯⋯⋯⋯⋯(377)

六、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378)

七、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与研究生社团活动⋯⋯⋯⋯⋯⋯⋯⋯⋯⋯⋯⋯⋯⋯⋯⋯⋯⋯⋯⋯⋯(378)

八、获奖⋯⋯⋯⋯⋯⋯⋯⋯⋯⋯⋯⋯⋯⋯⋯⋯⋯⋯⋯⋯⋯⋯⋯⋯⋯⋯⋯⋯⋯⋯⋯⋯⋯⋯⋯⋯(378)

第五篇科学研究与推广⋯⋯⋯⋯⋯⋯⋯⋯⋯⋯⋯⋯⋯⋯⋯⋯⋯⋯⋯(379)

第一章科研计划和科研项目⋯⋯⋯⋯⋯⋯⋯⋯⋯⋯⋯⋯⋯⋯⋯⋯⋯⋯⋯(382)

第二章科研经费和主要科研设备⋯⋯⋯⋯⋯⋯⋯⋯⋯⋯⋯⋯⋯⋯⋯⋯⋯⋯⋯⋯⋯⋯⋯(389)

第三章科技开发示范推广和技术服务⋯⋯⋯⋯⋯⋯⋯⋯⋯⋯⋯⋯⋯⋯⋯⋯(392)

第四章科技情报和科技刊物⋯⋯⋯⋯⋯⋯⋯⋯⋯⋯⋯⋯⋯⋯⋯⋯⋯⋯⋯(397)

第五章科技队伍和科研机构⋯⋯⋯⋯⋯⋯⋯⋯⋯⋯⋯⋯⋯⋯⋯⋯⋯⋯⋯．(401)

第六章学校中级科研机构和重点实验室⋯⋯⋯⋯⋯⋯⋯⋯⋯⋯⋯⋯⋯⋯⋯⋯⋯(408)

第七章科技成果⋯⋯⋯⋯⋯⋯⋯⋯⋯⋯⋯⋯⋯⋯⋯⋯⋯⋯⋯⋯⋯⋯⋯⋯⋯一(415)

第八章科教兴农⋯⋯⋯⋯⋯⋯⋯⋯⋯⋯⋯⋯⋯⋯⋯⋯⋯⋯⋯⋯⋯⋯⋯⋯⋯⋯⋯⋯⋯一(466)

t、

第六篇河北省太行山区开发研究⋯⋯⋯⋯⋯⋯⋯⋯⋯⋯⋯⋯⋯⋯(473)

第一章承担任务开发太行⋯⋯⋯⋯⋯⋯⋯⋯⋯⋯⋯⋯⋯⋯⋯⋯⋯⋯⋯⋯⋯⋯．(475)

一、太行山区资源状况⋯⋯⋯⋯⋯⋯⋯⋯⋯⋯⋯⋯⋯⋯⋯⋯⋯⋯⋯⋯⋯⋯⋯⋯⋯⋯⋯⋯⋯⋯(475)

二、开发规划⋯⋯⋯⋯⋯⋯⋯⋯⋯⋯⋯⋯⋯⋯⋯⋯⋯⋯⋯⋯⋯⋯⋯⋯⋯⋯⋯⋯⋯⋯⋯⋯⋯⋯(475)

第二章阳谷庄试验区⋯⋯⋯⋯⋯⋯⋯⋯⋯⋯⋯⋯⋯⋯⋯⋯⋯⋯⋯⋯⋯⋯⋯⋯．(476)

第三章推广试区经验⋯⋯⋯⋯⋯⋯⋯⋯⋯⋯⋯⋯⋯⋯⋯⋯⋯⋯⋯⋯⋯⋯⋯⋯⋯(479)

第四章四年成效⋯⋯⋯⋯⋯⋯⋯⋯⋯⋯⋯⋯⋯⋯⋯⋯⋯⋯⋯⋯⋯⋯⋯⋯⋯⋯⋯⋯⋯⋯(482)

第五章太行山道路越走越宽⋯⋯⋯⋯⋯⋯⋯⋯⋯⋯⋯⋯⋯⋯⋯⋯⋯⋯⋯(483)
附：

①《河北省太行山区开发研究》成果鉴定意见⋯⋯⋯⋯⋯⋯⋯⋯⋯⋯⋯⋯⋯⋯⋯⋯⋯⋯⋯⋯(488)



②中央、国务院及河北省领导同志批示和有关文件⋯⋯⋯⋯⋯⋯⋯⋯⋯⋯⋯⋯⋯⋯⋯⋯⋯⋯(489)

③河北省太行山区开发研究1981—1987年进展情况表⋯⋯⋯⋯⋯⋯⋯⋯⋯⋯⋯⋯⋯⋯⋯⋯(492)

第七篇 图书与档案⋯⋯⋯⋯⋯⋯⋯⋯⋯⋯⋯⋯⋯⋯⋯⋯⋯⋯⋯⋯⋯(493)

第一章图书馆⋯⋯⋯⋯⋯⋯⋯⋯⋯⋯⋯⋯⋯⋯⋯⋯⋯⋯⋯⋯⋯⋯⋯⋯(495)
一、馆舍建设与文献经费⋯⋯⋯⋯⋯⋯⋯⋯⋯⋯⋯⋯⋯⋯⋯⋯⋯⋯⋯⋯⋯⋯⋯⋯⋯⋯⋯⋯⋯(495)

二、藏书建设⋯⋯⋯⋯⋯⋯⋯⋯⋯⋯⋯⋯⋯⋯⋯⋯⋯⋯⋯⋯⋯⋯⋯⋯⋯⋯⋯⋯⋯⋯⋯⋯⋯⋯(496)

三、分类编目⋯⋯⋯⋯⋯⋯⋯⋯⋯⋯⋯⋯⋯⋯⋯⋯⋯⋯⋯⋯⋯⋯⋯⋯⋯⋯⋯⋯⋯⋯⋯⋯⋯⋯(498)

四、读者服务⋯⋯⋯⋯⋯⋯⋯⋯⋯⋯⋯⋯⋯⋯⋯⋯⋯⋯⋯⋯⋯⋯⋯⋯⋯⋯⋯⋯⋯⋯⋯⋯⋯⋯(498)

五、充分发挥图书馆两个职能作用⋯⋯⋯⋯⋯⋯⋯⋯⋯⋯⋯⋯⋯⋯⋯⋯⋯⋯⋯⋯⋯⋯⋯⋯⋯(499)

六、现代化管理⋯⋯⋯⋯⋯⋯⋯⋯⋯⋯⋯⋯⋯⋯⋯⋯⋯⋯⋯⋯⋯⋯⋯⋯⋯⋯⋯⋯⋯⋯⋯⋯⋯(503)

七、学术活动与对外交流⋯⋯⋯⋯⋯⋯⋯⋯⋯⋯⋯⋯⋯⋯⋯⋯⋯⋯⋯⋯⋯⋯⋯⋯⋯⋯⋯⋯⋯(504)

八、图书馆评估⋯⋯⋯⋯⋯⋯⋯⋯⋯⋯⋯⋯⋯⋯⋯⋯⋯⋯⋯⋯⋯⋯⋯⋯⋯⋯⋯⋯⋯⋯⋯⋯⋯(505)

第二章档案室⋯⋯⋯⋯⋯⋯⋯⋯⋯⋯⋯⋯⋯⋯⋯⋯⋯⋯⋯⋯⋯⋯⋯⋯⋯⋯⋯”(505)

一、档案库房建设与档案经费⋯⋯⋯⋯⋯⋯⋯⋯⋯⋯⋯⋯⋯⋯⋯⋯⋯⋯⋯⋯⋯⋯⋯⋯⋯⋯⋯(505)

二、分类编目⋯⋯⋯⋯⋯⋯⋯⋯⋯⋯⋯⋯⋯⋯⋯⋯⋯⋯⋯⋯⋯⋯⋯⋯⋯⋯⋯⋯⋯⋯⋯⋯⋯⋯(505)

三、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506)

四、室藏情况⋯⋯⋯⋯⋯⋯⋯⋯⋯⋯⋯⋯⋯⋯⋯⋯⋯⋯⋯⋯⋯⋯⋯⋯⋯⋯⋯⋯⋯⋯⋯⋯⋯⋯(507)

五、充分发挥档案室两个职能作用⋯⋯⋯⋯⋯⋯⋯⋯⋯⋯⋯⋯⋯⋯⋯⋯⋯⋯⋯⋯⋯⋯⋯⋯⋯(507)

六、现代化管理⋯⋯⋯⋯⋯⋯⋯⋯⋯⋯⋯⋯⋯⋯⋯⋯⋯⋯⋯⋯⋯⋯⋯⋯⋯⋯⋯⋯⋯⋯⋯⋯⋯(508)

第八篇学 生⋯⋯⋯⋯⋯⋯⋯⋯⋯⋯⋯⋯⋯⋯⋯⋯⋯⋯⋯⋯⋯⋯⋯(5091

第一章学生情况⋯⋯⋯⋯⋯⋯⋯⋯⋯⋯⋯⋯⋯⋯⋯⋯⋯⋯⋯⋯⋯⋯⋯⋯⋯⋯⋯⋯一

一、学生来源⋯⋯⋯⋯⋯⋯⋯⋯⋯⋯⋯⋯⋯⋯⋯⋯⋯⋯⋯⋯⋯⋯⋯⋯⋯⋯⋯⋯⋯⋯⋯⋯⋯⋯

二、学生勤工助学⋯⋯⋯⋯⋯⋯⋯⋯⋯⋯⋯⋯⋯⋯⋯⋯⋯⋯⋯⋯⋯⋯⋯⋯⋯⋯⋯⋯⋯⋯⋯⋯

三、毕业生⋯⋯⋯⋯⋯⋯⋯⋯⋯⋯⋯⋯⋯⋯⋯⋯⋯⋯⋯⋯⋯⋯⋯⋯⋯⋯⋯⋯⋯⋯⋯⋯⋯⋯⋯

第二章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章学风建设⋯⋯⋯⋯⋯⋯⋯⋯⋯⋯⋯⋯⋯⋯⋯⋯⋯⋯⋯⋯⋯⋯⋯⋯⋯⋯⋯⋯⋯”

第四章学生活动⋯⋯⋯⋯⋯⋯⋯⋯⋯⋯⋯⋯⋯⋯⋯⋯⋯⋯⋯⋯⋯⋯⋯⋯⋯⋯⋯⋯⋯⋯·

第五章学生管理制度⋯⋯⋯⋯⋯⋯⋯⋯⋯⋯⋯⋯⋯⋯⋯⋯⋯⋯⋯⋯⋯⋯

(534)

(539)

(541)

(548)

第九篇后勤服务⋯⋯⋯⋯⋯⋯⋯⋯⋯⋯⋯⋯⋯⋯⋯⋯⋯⋯⋯⋯⋯．．(549)

第一章总务⋯⋯⋯⋯⋯⋯⋯⋯⋯⋯⋯⋯⋯⋯⋯⋯⋯⋯⋯⋯⋯⋯⋯⋯⋯⋯⋯

一、学校资产⋯⋯⋯⋯⋯⋯⋯⋯⋯⋯⋯⋯⋯⋯⋯⋯⋯⋯⋯⋯⋯⋯⋯⋯⋯⋯⋯⋯⋯⋯⋯⋯⋯⋯

二、食堂⋯⋯⋯⋯⋯⋯⋯⋯⋯⋯⋯⋯⋯⋯⋯⋯⋯⋯⋯⋯⋯⋯⋯⋯⋯⋯⋯⋯⋯⋯⋯⋯⋯⋯⋯⋯

三、水、暖、电⋯⋯⋯⋯⋯⋯⋯⋯⋯⋯⋯⋯⋯⋯⋯⋯⋯⋯⋯⋯⋯⋯⋯⋯⋯⋯⋯⋯⋯⋯⋯⋯⋯⋯

551

551

562

565



四、浴室、茶炉、招待所⋯⋯⋯⋯⋯⋯⋯⋯⋯⋯⋯⋯⋯⋯⋯⋯⋯⋯⋯⋯⋯⋯⋯⋯⋯⋯⋯⋯⋯⋯(568)

五、汽车队⋯⋯⋯⋯⋯⋯⋯⋯⋯⋯⋯⋯⋯⋯⋯⋯⋯⋯⋯⋯⋯⋯⋯⋯⋯⋯⋯⋯⋯⋯⋯⋯⋯⋯⋯(569)

六、校园绿化与环境卫生⋯⋯⋯⋯⋯⋯⋯⋯⋯⋯⋯⋯⋯⋯⋯⋯⋯⋯⋯⋯⋯⋯⋯⋯⋯⋯⋯⋯⋯(570)

七、幼J乙园⋯⋯⋯⋯⋯⋯⋯⋯⋯⋯⋯⋯⋯⋯⋯⋯⋯⋯⋯⋯⋯⋯⋯⋯⋯⋯⋯⋯⋯⋯⋯⋯⋯⋯⋯(572)

八、医疗卫生⋯⋯⋯⋯⋯⋯⋯⋯⋯⋯⋯⋯⋯⋯⋯⋯⋯⋯⋯⋯⋯⋯⋯⋯⋯⋯⋯⋯⋯⋯⋯⋯⋯⋯(576)

九、计划生育工作⋯⋯⋯⋯⋯⋯⋯⋯⋯⋯⋯⋯⋯⋯⋯⋯⋯⋯⋯⋯⋯⋯⋯⋯⋯⋯⋯⋯⋯⋯⋯⋯(588)

第二章基建⋯⋯⋯⋯⋯⋯⋯⋯⋯⋯⋯⋯⋯⋯⋯⋯⋯⋯⋯⋯⋯⋯⋯⋯⋯⋯(589)

一、教学用房的建筑⋯⋯⋯⋯⋯⋯⋯⋯⋯⋯⋯⋯⋯⋯⋯⋯⋯⋯⋯⋯⋯⋯⋯⋯⋯⋯⋯⋯⋯⋯⋯(589)

二、科研用房的建筑⋯⋯⋯⋯⋯．．．⋯⋯⋯⋯⋯⋯⋯⋯⋯⋯⋯⋯⋯⋯⋯⋯⋯⋯⋯⋯⋯⋯⋯⋯⋯(590)

三、图书馆用房的建筑⋯⋯⋯⋯⋯⋯⋯⋯⋯⋯⋯⋯⋯⋯⋯⋯⋯⋯⋯⋯⋯⋯⋯⋯⋯⋯⋯⋯⋯⋯(590)

四、行政用房的建筑⋯⋯⋯⋯⋯⋯⋯⋯⋯⋯⋯⋯⋯⋯⋯⋯⋯⋯⋯⋯⋯⋯⋯⋯⋯⋯⋯⋯⋯⋯-．-(590)

五、生活用房的建筑⋯⋯⋯⋯⋯⋯⋯⋯⋯⋯⋯⋯⋯⋯⋯⋯⋯⋯⋯⋯⋯⋯⋯⋯⋯⋯⋯⋯⋯⋯⋯(591)

六、其它用房的建筑⋯⋯⋯⋯⋯⋯⋯⋯⋯⋯⋯⋯⋯⋯⋯⋯⋯⋯⋯⋯⋯⋯⋯⋯⋯⋯⋯⋯⋯⋯⋯(593)

第三章财务⋯⋯⋯⋯⋯⋯⋯⋯⋯⋯⋯⋯⋯⋯⋯⋯⋯⋯⋯⋯⋯⋯⋯⋯(593)

一、经费来源⋯⋯⋯⋯⋯⋯⋯⋯⋯⋯⋯⋯⋯⋯⋯⋯⋯⋯⋯⋯⋯⋯⋯⋯⋯⋯⋯⋯⋯⋯⋯⋯⋯⋯(593)

二、经费管理⋯⋯⋯⋯⋯⋯⋯⋯⋯⋯⋯⋯⋯⋯⋯⋯⋯⋯⋯⋯⋯⋯⋯⋯⋯⋯⋯⋯⋯⋯⋯⋯．．⋯·(593)

三、历年经费⋯⋯⋯⋯⋯⋯⋯⋯⋯⋯⋯⋯⋯⋯⋯⋯⋯⋯⋯⋯⋯⋯⋯⋯⋯⋯⋯⋯⋯⋯⋯⋯⋯⋯(596)

四、财务机构设置和职责⋯⋯⋯⋯⋯⋯⋯⋯⋯⋯⋯⋯⋯⋯⋯⋯⋯⋯⋯⋯⋯⋯⋯⋯⋯⋯⋯⋯⋯(596)

五、财务制度⋯⋯⋯⋯⋯⋯⋯⋯⋯⋯⋯⋯⋯⋯⋯⋯⋯⋯⋯⋯⋯⋯⋯⋯⋯⋯⋯⋯⋯⋯⋯⋯⋯⋯(597)

第十篇教学附属单位⋯⋯⋯⋯⋯⋯⋯⋯⋯⋯⋯⋯⋯⋯⋯⋯⋯⋯⋯一(601)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教学实验农场⋯⋯⋯⋯⋯⋯⋯⋯⋯⋯⋯⋯⋯⋯⋯⋯⋯⋯⋯⋯⋯⋯(603)

教学实验林场⋯⋯⋯⋯⋯⋯⋯⋯⋯⋯⋯⋯⋯⋯⋯⋯⋯⋯⋯⋯⋯⋯(606)

动植物标本园⋯⋯⋯⋯⋯⋯⋯⋯⋯⋯⋯⋯⋯⋯⋯⋯⋯⋯⋯⋯⋯⋯⋯一(608)

校办企业⋯⋯⋯⋯⋯⋯⋯⋯⋯⋯⋯⋯⋯⋯⋯⋯⋯⋯⋯⋯⋯⋯⋯⋯⋯(608)

第十一篇 国际交流⋯⋯⋯⋯⋯⋯⋯⋯⋯⋯⋯⋯⋯⋯⋯⋯⋯⋯⋯⋯。(613)

第一章1902年一1978年学校外事活动

第二章1978年以来学校国际交流活动

(615)

(616)

第十二篇教职工队伍⋯⋯⋯⋯⋯⋯⋯⋯⋯⋯⋯⋯⋯⋯⋯⋯⋯⋯⋯．(63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专任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639)

教辅队伍的建设与发展⋯⋯⋯⋯⋯⋯⋯⋯⋯⋯⋯⋯⋯⋯⋯⋯⋯⋯⋯⋯(645)

党政管理干部队伍的建设与发展⋯⋯⋯⋯⋯⋯⋯⋯⋯⋯⋯⋯⋯⋯⋯(647)

工人队伍的建设与发展⋯⋯⋯⋯⋯⋯⋯⋯⋯⋯⋯⋯⋯⋯⋯⋯⋯⋯(653)

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及教育⋯⋯⋯⋯⋯⋯⋯⋯⋯⋯⋯⋯⋯⋯⋯⋯⋯．(654)

厂7



第六章教职工管理制度⋯⋯⋯⋯⋯⋯⋯⋯⋯⋯⋯⋯⋯⋯⋯⋯⋯⋯⋯⋯⋯·(660)

第十三篇党团工会和民主党派⋯⋯⋯⋯⋯⋯⋯⋯⋯⋯⋯⋯⋯⋯⋯(661)

第一章党委⋯⋯⋯⋯⋯⋯⋯⋯⋯⋯⋯⋯⋯⋯⋯⋯⋯⋯⋯⋯⋯⋯⋯⋯·：⋯

一、党组织的沿革⋯⋯⋯⋯⋯⋯⋯⋯⋯⋯⋯⋯⋯⋯⋯⋯⋯⋯⋯⋯⋯⋯⋯⋯⋯⋯⋯⋯⋯⋯⋯⋯

二、学校党组织主要领导成员更迭⋯⋯⋯⋯⋯⋯⋯⋯⋯⋯⋯⋯⋯⋯⋯⋯⋯⋯⋯⋯⋯⋯⋯⋯⋯

三、党的领导体制⋯⋯⋯⋯⋯⋯⋯⋯⋯⋯⋯⋯⋯⋯⋯⋯⋯⋯⋯⋯⋯⋯⋯⋯⋯⋯⋯⋯⋯⋯⋯⋯

四、党员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

五、保密委员会⋯⋯⋯⋯⋯⋯⋯⋯⋯⋯⋯⋯⋯⋯⋯⋯⋯⋯⋯⋯⋯⋯⋯⋯⋯⋯⋯⋯⋯⋯⋯⋯⋯

六、党委办事机构⋯⋯⋯⋯⋯⋯⋯⋯⋯⋯⋯⋯⋯⋯⋯⋯⋯⋯⋯⋯⋯⋯⋯⋯⋯⋯⋯⋯⋯⋯⋯⋯

(一)党委办公室⋯⋯⋯⋯⋯⋯⋯⋯⋯⋯⋯⋯⋯⋯⋯⋯⋯⋯⋯⋯⋯⋯⋯⋯⋯⋯⋯⋯⋯⋯⋯

(二)党委组织部⋯⋯⋯⋯⋯⋯⋯⋯⋯⋯⋯⋯⋯⋯⋯⋯⋯⋯⋯⋯⋯⋯⋯⋯⋯⋯⋯⋯⋯⋯⋯

(三)党委宣传部⋯⋯⋯⋯⋯⋯⋯⋯⋯⋯⋯⋯⋯⋯⋯⋯⋯⋯⋯⋯⋯⋯⋯⋯⋯⋯⋯⋯⋯⋯⋯

(四)党委统战部⋯⋯⋯⋯⋯⋯⋯⋯⋯⋯⋯⋯⋯⋯⋯⋯⋯⋯⋯⋯⋯⋯⋯⋯⋯⋯⋯⋯⋯⋯⋯

(五)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六)武装部⋯⋯⋯⋯⋯⋯⋯⋯⋯⋯⋯⋯⋯⋯⋯⋯⋯⋯⋯⋯⋯⋯⋯⋯⋯⋯⋯⋯⋯⋯⋯⋯⋯

第二章共青团⋯⋯⋯⋯⋯⋯⋯⋯⋯⋯⋯⋯⋯⋯⋯⋯⋯⋯⋯⋯⋯⋯⋯⋯·

一、组织沿革⋯⋯⋯⋯⋯⋯⋯⋯⋯⋯⋯⋯⋯⋯⋯⋯⋯⋯⋯⋯⋯⋯⋯⋯⋯⋯⋯⋯⋯⋯⋯⋯⋯⋯

二、团员代表大会⋯⋯⋯⋯⋯⋯⋯⋯⋯⋯⋯⋯⋯⋯⋯⋯⋯⋯⋯⋯⋯⋯⋯⋯⋯⋯⋯⋯⋯⋯⋯⋯

三、各级青年联合会委员会⋯⋯⋯⋯⋯⋯⋯⋯⋯⋯⋯⋯⋯⋯⋯⋯⋯⋯⋯⋯⋯⋯⋯⋯⋯⋯⋯⋯

四、学生会沿革⋯⋯⋯⋯⋯⋯⋯⋯⋯⋯⋯⋯⋯⋯⋯⋯⋯⋯⋯⋯⋯⋯⋯⋯⋯⋯⋯⋯⋯⋯⋯⋯⋯

五、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沿革⋯⋯⋯⋯⋯⋯⋯⋯⋯⋯⋯⋯⋯⋯⋯⋯⋯⋯⋯⋯⋯”⋯⋯⋯⋯⋯·

六、大学生艺术团沿革⋯⋯⋯⋯⋯⋯⋯⋯⋯⋯⋯⋯⋯⋯⋯⋯⋯⋯⋯⋯⋯⋯⋯⋯⋯⋯⋯⋯⋯⋯

第三章工会⋯⋯⋯⋯⋯⋯⋯⋯⋯⋯⋯⋯⋯⋯⋯⋯⋯⋯⋯⋯⋯⋯⋯⋯·

一、工会沿革⋯⋯⋯⋯⋯⋯⋯⋯⋯⋯⋯⋯⋯⋯⋯⋯⋯⋯⋯⋯⋯⋯⋯⋯⋯⋯⋯⋯⋯⋯⋯⋯⋯⋯

二、教职工代表大会⋯⋯⋯⋯⋯⋯⋯⋯⋯⋯⋯⋯⋯⋯⋯⋯⋯⋯⋯⋯⋯⋯⋯⋯⋯⋯⋯⋯⋯⋯⋯

三、工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第四章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

一、民主党派⋯⋯⋯⋯⋯⋯⋯⋯⋯⋯⋯⋯⋯⋯⋯⋯⋯⋯⋯⋯⋯⋯⋯⋯⋯⋯⋯⋯⋯⋯⋯⋯⋯⋯

二、侨联和台联⋯⋯⋯⋯⋯⋯⋯⋯⋯⋯⋯⋯⋯⋯⋯⋯⋯⋯⋯⋯⋯⋯⋯⋯⋯⋯⋯⋯⋯⋯⋯⋯⋯

三、各级人大代袁⋯⋯⋯⋯⋯⋯⋯⋯⋯⋯⋯⋯⋯⋯⋯⋯⋯⋯⋯⋯⋯⋯⋯⋯⋯⋯⋯⋯⋯⋯⋯⋯

四、各级政协委员⋯⋯⋯⋯⋯⋯⋯⋯⋯⋯⋯⋯⋯⋯⋯⋯⋯⋯⋯⋯⋯⋯⋯⋯⋯⋯⋯⋯⋯⋯⋯⋯

(682)

(682)

(683)

(684)

(686)

(686)

(692)

(693)

(694)

第十四篇行政建制⋯⋯⋯⋯⋯⋯⋯⋯⋯⋯⋯⋯⋯⋯⋯⋯⋯⋯⋯⋯⋯(697)

第一章组织纲要⋯⋯⋯⋯⋯⋯⋯⋯⋯⋯⋯⋯⋯⋯⋯⋯⋯⋯⋯⋯⋯⋯⋯⋯⋯⋯⋯⋯⋯⋯⋯(699)

第二章管理体制⋯⋯⋯⋯⋯⋯⋯⋯⋯⋯⋯⋯⋯⋯⋯⋯⋯⋯⋯⋯⋯⋯⋯⋯(704)

第三章历任校(院)长⋯⋯⋯⋯⋯⋯⋯⋯⋯⋯⋯⋯⋯⋯⋯⋯⋯⋯⋯⋯⋯⋯⋯⋯⋯⋯⋯⋯”(707)

、J、，、，、，、，、，、，、，、，、，、，、，、，、，、，、，、，、J、，、，

3

3

7

8

9

1

2

2

3

4

4

5

6

8

8

8

9

9

1

2

6

6

6

6

6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8

8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L／L，【，L，L，L，L，L，L，L／L／L／L，L，L，L，L，L，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校(院)级咨询、审议组织⋯⋯⋯⋯⋯⋯⋯⋯⋯⋯⋯⋯⋯⋯⋯⋯⋯⋯．．(708)

第五章校(院)有关工作委员会⋯⋯⋯⋯⋯⋯⋯⋯⋯⋯⋯⋯⋯⋯⋯⋯⋯⋯(710)

第六章行政中层机构⋯⋯⋯⋯⋯⋯⋯⋯⋯⋯⋯⋯⋯⋯⋯⋯⋯⋯⋯⋯⋯⋯”(710)
一、校(院)长办公室⋯⋯⋯⋯⋯⋯⋯⋯⋯⋯⋯⋯⋯⋯⋯⋯⋯⋯⋯⋯⋯⋯⋯⋯⋯⋯⋯⋯⋯⋯⋯(711)

二、人事处⋯⋯⋯⋯⋯⋯⋯⋯⋯⋯⋯⋯⋯⋯⋯⋯⋯⋯⋯⋯⋯⋯⋯⋯⋯⋯⋯⋯⋯⋯⋯⋯⋯⋯⋯(712)

三、教务处⋯⋯⋯⋯⋯⋯⋯⋯⋯⋯⋯⋯⋯⋯⋯⋯⋯⋯⋯⋯⋯⋯⋯⋯⋯⋯⋯⋯⋯⋯⋯⋯⋯⋯⋯(713)

四、科技管理处⋯⋯⋯⋯⋯⋯⋯⋯⋯⋯⋯⋯⋯⋯⋯⋯⋯⋯⋯⋯⋯⋯⋯⋯⋯⋯⋯⋯⋯⋯⋯⋯⋯(715)

五、学生处⋯⋯⋯⋯⋯⋯．．⋯⋯⋯⋯⋯⋯⋯⋯⋯⋯⋯⋯⋯⋯⋯⋯⋯⋯⋯⋯⋯⋯⋯⋯⋯⋯⋯⋯·(715)

六、财务处⋯⋯⋯⋯⋯⋯⋯⋯⋯⋯⋯⋯⋯⋯⋯⋯⋯⋯⋯⋯⋯⋯⋯⋯⋯⋯⋯⋯⋯⋯⋯⋯⋯⋯⋯(717)

七、国有资产管理处⋯⋯⋯⋯⋯⋯⋯⋯⋯⋯⋯⋯⋯⋯⋯⋯⋯⋯⋯⋯⋯⋯⋯⋯⋯⋯⋯⋯⋯⋯⋯(717)

八、审计室⋯⋯⋯⋯⋯⋯⋯⋯⋯⋯⋯⋯⋯⋯⋯⋯⋯⋯⋯⋯⋯⋯⋯⋯⋯⋯⋯⋯⋯⋯⋯⋯⋯⋯⋯(718)

九、监察室⋯⋯⋯⋯⋯⋯⋯⋯⋯⋯⋯⋯⋯⋯⋯⋯⋯⋯⋯⋯⋯⋯⋯⋯⋯⋯⋯⋯⋯⋯⋯⋯⋯⋯⋯(719)

十、保卫处⋯⋯⋯⋯⋯⋯“⋯⋯⋯⋯⋯⋯⋯⋯⋯⋯⋯⋯⋯⋯⋯⋯⋯⋯⋯⋯⋯⋯⋯⋯⋯⋯⋯⋯-(719)

十一、校园规划处⋯⋯⋯⋯⋯⋯⋯⋯⋯⋯⋯⋯⋯⋯⋯⋯⋯⋯⋯⋯⋯⋯⋯⋯⋯⋯⋯⋯⋯⋯⋯⋯(721)

十二、后勤办公室(含后勤集团)⋯⋯⋯⋯⋯⋯⋯⋯⋯⋯⋯⋯⋯⋯⋯⋯⋯⋯⋯⋯⋯⋯⋯⋯⋯⋯(722)

十三、研究生部⋯⋯⋯⋯⋯⋯⋯⋯⋯⋯⋯⋯⋯⋯⋯⋯⋯⋯⋯⋯⋯⋯⋯⋯⋯⋯⋯⋯⋯⋯⋯⋯⋯(725)

十四、河北省山区研究所⋯⋯⋯⋯⋯⋯⋯⋯⋯⋯⋯⋯⋯⋯⋯⋯⋯⋯⋯⋯⋯⋯⋯⋯⋯⋯⋯⋯⋯(725)

十五、学报编辑部⋯⋯⋯⋯⋯⋯⋯⋯⋯⋯⋯⋯⋯⋯⋯⋯⋯⋯⋯⋯⋯⋯⋯⋯⋯⋯⋯⋯⋯⋯⋯⋯(725)

十六、图书馆⋯⋯⋯⋯⋯⋯⋯⋯⋯⋯⋯⋯⋯⋯⋯⋯⋯⋯⋯⋯⋯⋯⋯⋯⋯⋯⋯⋯⋯⋯⋯⋯⋯⋯(726)

十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726)

十八、科教兴农中心⋯⋯⋯⋯⋯⋯⋯⋯⋯⋯⋯⋯⋯⋯⋯⋯⋯⋯⋯⋯⋯⋯⋯⋯⋯⋯⋯⋯⋯⋯⋯(727)

十九、校办企业⋯⋯⋯⋯⋯⋯⋯⋯⋯⋯⋯⋯⋯⋯⋯⋯⋯⋯⋯⋯⋯⋯⋯⋯⋯⋯⋯⋯⋯⋯⋯⋯⋯(727)

第十五篇人物篇⋯⋯⋯⋯⋯⋯⋯⋯⋯⋯⋯⋯⋯⋯⋯⋯⋯⋯⋯⋯⋯一(729)

第一章学校领导⋯⋯⋯⋯⋯⋯⋯⋯⋯⋯⋯⋯⋯⋯⋯⋯⋯⋯⋯⋯⋯⋯⋯⋯⋯⋯⋯⋯⋯⋯⋯⋯

一、党委书记、校(院)长⋯⋯⋯⋯⋯⋯⋯⋯⋯⋯⋯⋯⋯⋯⋯⋯⋯⋯⋯⋯⋯⋯⋯⋯⋯⋯⋯⋯⋯

二、党委副书记、副校(院)长⋯⋯⋯⋯⋯⋯⋯⋯⋯⋯⋯⋯⋯⋯⋯⋯⋯⋯⋯⋯⋯⋯⋯⋯⋯⋯⋯

三、原河北林学院党政领导⋯⋯⋯⋯⋯⋯⋯⋯⋯⋯⋯⋯⋯⋯⋯⋯⋯⋯⋯⋯⋯⋯⋯⋯⋯⋯⋯⋯

第二章学校专家、教授⋯⋯⋯⋯⋯⋯⋯⋯⋯⋯⋯⋯⋯⋯⋯⋯⋯⋯⋯⋯⋯

第三章著名校友⋯⋯⋯⋯⋯⋯⋯⋯⋯⋯⋯⋯⋯⋯⋯⋯⋯⋯⋯⋯⋯⋯⋯⋯⋯⋯⋯⋯⋯～

(731)

(731)

(736)

(742)

(744)

(765)

《河北农业大学校志》引用书刊、档案、报表名目⋯⋯⋯⋯⋯⋯⋯⋯⋯⋯⋯⋯⋯．．(770)

附1：一九八八年校志编辑说明⋯⋯⋯⋯⋯⋯⋯⋯⋯⋯⋯⋯⋯⋯⋯⋯⋯⋯⋯⋯⋯⋯⋯⋯⋯⋯⋯⋯

附2：一九JkJk年校志序⋯⋯⋯⋯⋯⋯⋯⋯⋯⋯⋯⋯⋯⋯⋯⋯⋯⋯⋯⋯⋯⋯⋯⋯⋯⋯⋯⋯⋯⋯⋯

附3：一九八八年校志编委会⋯⋯⋯⋯⋯⋯⋯⋯⋯⋯⋯⋯⋯⋯⋯⋯⋯⋯⋯⋯⋯⋯⋯⋯⋯⋯⋯⋯⋯

编后记⋯⋯⋯⋯⋯⋯⋯⋯⋯⋯⋯⋯⋯⋯⋯⋯⋯⋯⋯⋯⋯⋯⋯⋯⋯⋯⋯⋯⋯⋯⋯⋯⋯⋯⋯⋯⋯⋯

771

772

773

774







河北农业大学位于燕南赵北的古城保定，座落在大

清河支流的府河南岸。保定校区占地面积950亩，另有

秦皇岛校区和定州校区。还有教学试验农场4500亩，林

场5万余亩，是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高等农业院校。

河北农业大学创建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

我国建立最早的高等农业院校，为河北农学发轫之始。

建校初名为直隶农务学堂，原校址建于保定西关外灵雨

寺街霍家大院。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种。“速成科教以种

植、蚕桑及制造糖酒等事，课程以一年为限。预备科学

生教以算数、理化、地理、历史、金石、动植物学及各

种农学，限五年毕业。科目较备，讲习较精，为高等农

学程度。”学生来源除在本省各地州县考选录取外，尚有

山东咨送和京旗选送的部分学生。任课教师多是聘请的

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归国知识分子，也陆续聘请了一些日

本教授。清直隶总督派黄琮为总办，李兆兰为提调以管

理校务。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直隶农务学堂改为直隶高

等农业学堂，直属清政府学部管理。当局将平山、灵寿

两县间的平灵滩地497亩、静海县大杜庄蚕桑局地77亩

拨归学堂作为试验地，将保定周围沿城河树木均划归学

堂管理。同年，创刊《北直农话报》，农话报的宗旨就

是，。振兴农业，开通民智”。由保定北大街官书局每月

朔望向全国发行，成为我国最早的高校学报之一。1905

年，学堂先后从日本、法国引进。千代鹤”、“法白”等

优良蚕种，并从El本购进桑苗3万株进行繁育、种植。

这时已有两届速成科学生毕业，成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科

技人才。1906年直隶农务局交由高等农业学堂兼办，并

改派王树善为监督。专业设置除高等农业本科外，又添

设了高等林科和农业教员讲习科。

1909年，辛亥革命前夕，师生深受孙中山先生“同

盟会”革命活动的影响，九月间以林科、农科学生胡鄂

公、李尧衙、林伯衡、吴如龙等为首，在校组织抗清团

体。共和会”，“共和会”组织遍及南北数省，成为威胁

和动摇清朝政府的一支革命大军。

1912年11月，奉教育部令，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改名

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学校除原有农科、蚕科外。

还设有艺徒班，并于1920年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班。学

校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提倡“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

实习、试验二者不可偏废”的教学原则。学校种植桑园

40余亩，每个学生养蚕两万条，从饲养到缫丝都是学生

亲自动手。对于试验场地则“力谋扩充，加意整理，未

曾专恃纸上空文，理想用事。”学校曾购置易县山北镇山

沟一道，辟为第一林场。同时对河北省的土壤进行全面

调查、分析，取得了大量的重要资料，培育和引进英、

日、法等国十余个优良蚕种。普查了全省林木种类，并

从欧洲和日本引进了适合我国生长的苗木和种子。进行

了大面积的栽植和培育，仅果树就培育了12类54种。使

教学和科研工作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这期间创刊了

《农学月刊》。

在。五四”运动期间，学校师生与保定其它学校

一起参加了支持京、津学生爱国运动大游行，并首先倡

议和组织了保定二师、育德中学、第六中学等校910名师

生的签名活动，给上海和平会拍发力争主权的电报等

活动。

1921年，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直隶公立医学专

门学校、直隶高等师范学校及天津私立法政学校合并，

建立了河北大学，设文、法、农、医四科，第一任校长

是曹锐(曹锟之弟)兼任。农科学长为徐廷瑚。

1931年，河北大学成立虽越十年，各科均未能如期

发展，及兼校务管理不善，学潮迭起，河北省教育厅取

消河北大学建制，文、法两科并入京津其他学校，农、

医两科分别独立为河北省立医学院和河北省立农学院。

农学院第一任院长为薛培元。专业设置为林学、农学、

园艺三个系，招收四年制大学生。课程设置完善。图书

馆藏书27000册，各种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1090余件，

标本模型2930余件，校内外试验场地7000余亩，基本上

能满足当时教学、科研的需要。

1936年，学院根据建校以来的管理经验，为做到

“治事庶有所循”，对学院组织大纲、办事总则、学则等

陆续制订出了一套规章制度。对会议、审计、生活、体

育、考试、考场、招生、出版、购地、建筑、学生成绩、

考察、赴日留学、自习、实习、奖惩以及教室、宿舍、浴

池、储存室、假期留校、课外活动、物品损失、赔偿、教

师请假、职工服务、产品收获处理等二十多个方面的具

体章程。当时教育部训令：“该院经费支配，力能注重设

备、课程方面，亦能注重实习，教职员力行专任，并专

心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学生勤朴守规。训育考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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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严密，凡此成绩，堪称嘉慰”等语。1937年“河jE沦

陷，本院遭蹂躏，房屋毁丧，土地离散，文献荡然，”因

此院务中断，学校被迫停办。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经当时的河北省政府令，

恢复河北省立农学院，并在北京成立筹备处，聘薛培元

为筹备处主任。1946年8月，河北省政府聘任薛培元为

河北省立农学院院长。同年9月教育部函，加聘筹备人

员全部移保定办公，开始于北京、保定两处招生，并设

置农艺、森林、农田水利工程三个系，并于1947年3月

10日各班正式上课。因八年来，日寇将农学院校址变成

了兵营，使校舍、农场、教学仪器等遭到了极大破坏。

1948年秋，保定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责令农学院师生

迁往北京先农坛。1949年北京解放后的3月，农学院又

迁回保定，但原灵雨寺霍家大院的校址被中共冀中区党

委党校占用，遂由冀中行署协助租借保定府河南岸天主

教堂所属的淑慎女中的校址，同时拨给河北省农事试验

场(即现校址)作为建校的基地。学院成立了院务管理

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连桂，副主任委员曹靖民。11月教

育部聘河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厅长张继光为河北省立农

学院院长。此时，学院仅有教职工58名(其中教师25

名)，学生36人，各种教学、科研设备则荡然无存。

解放前的40多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共招收学生1583人，毕业988人。即使是处于旧中国的

黑暗时期，学校广大师生怀着“教育救国”、“农业救国”

的善良愿望，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认真执教、刻苦学

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寻求农业教育的规律。在既

重视理论研究，又重视实习、实验的原则下，对学生的

学习“时时督察．以期周详”。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

治学精神，使学校形成了艰苦朴素，教学相长，理论联

系实际的良好校风。

1950年河北省立农学院改名为河北农学院。教育部

任命李泽民为院长。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学校得到很

快发展。在教育面向工农，为工农服务的方针指导下，

学院除继续设置原有的农艺、森林、农田水利工程系外，

并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急需添设了棉产、植保和牧医三

个专修班(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一年)。同年暑假专修

班停办。又设牧医、植保两个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

修业二年)。1951年取消专修科，增设园艺、牧医两系，

专修科学生分别转入各系。至此，学院设有农艺、园艺、

森林、牧医、农田水利工程五个系。1954年始，河北省

农业厅将国营保定机械化农场2412．45亩土地先后划归

农学院。在解放初期，政府派往学校的干部，对把旧学

校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做出了贡献。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河北农学院

森林、牧医两系分别并人新设的北京林学院和内蒙古畜

牧兽医学院。1955年农田水利工程系并入武汉水利学院。

1957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加强了党对学

校的领导。1958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教育必须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

“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

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河北农

学院发展成为具有农学、园艺、牧医、水利、植保、农

机六个系(农学、植保、果树、土化、畜牧兽医、农田水

利、农业机械电气化、农业机械制造、林学九个专业)

一个基础课部。3—11月间，组织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和全

校教职工，到河北省安国、徐水、藁城、沧州等11个县

市，86个农业社参加生产劳动和现场教学，为农业生产

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但是由于师生过多的参加生产劳

动。从而～度打乱了教学秩序，影响了教学质量。同年6

月经上级批准河北农学院改名为河北农业大学。1959—

1960年恢复和稳定教学秩序，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

条件。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全校师生又赴安国、

博野、学校农场等地参加整风整社运动。

1961年，学校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制订了河北农业大学教学工作。90条”，教学秩序

恢复正常，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1964年，根据毛泽东同志“春节座谈会讲话”和

“七三”指示精神，学校要求师生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

旗，兴无灭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继续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为此，重新制订了教学计划，强调要在教学工作

中坚持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认真贯彻“少而精”和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使学生做到

生动活泼的学习。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归纳、精减和补充，

做到“削枝强杆”。强调教师教学方法要理论联系实际，

采用启发式和使用直观教具。1964年的第二学期对61门

次课程还试行了开卷考试。对1958年“校社挂钩”建立

的“三结合”基点，进行了调整，固定下来了9个基点。

最大的有广宗县15000亩果园，定兴县6500亩大田作物。

为治理改良盐碱地，土化专业在巨鹿县建立了三结合基

点，并建起了较完善的土壤分析化验室。此外，还与一

些县，公社的农(牧)场、兽医院、拖拉机站、排灌站、

施工现场等实行了挂钩。组织各系、各专业师生轮流蹲

点或短期考察，总结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达到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提高思想觉悟、业务能力和支援农业生产

的目的。为进行教学制度的改革，1965年5月。学校农

学、园艺、牧医三系的农学、果树、蔬菜、畜牧三个专

业。试办了半工(农)半读班。

1963至1965年间，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活跃，强调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思想

领域的兴无灭资”。号召全校师生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

著作，开展向雷锋、王杰、焦裕禄，以及大庆、大寨等



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单位学习的活动。师生职工以雷锋、

王杰、焦裕禄等为榜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发扬

“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共产党员除定期

上党课外。还组织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

养”。学校各级干部实行机关革命化，深入基层蹲点，实

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解剖麻雀，调查研究，

解决问题。此间，还组织师生职工．分期分批地到农村、

城市参加了“四清”运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1966年，学校专任教师达到486人，在校学生2877

人。他们努力教学，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

关心集体，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奋发向上。学校呈现

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十年浩劫，学校受到严重

破坏，停止招生达六年之久。1976年学习“朝农经验”，

学校从保定市搬迁到石家庄地区获鹿县牛山办学。校名

为河北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总校，在邯郸、衡水、沧州、

昌黎等地成立分校，学校一分为五。致使原保定校舍、

仪器设备遭到严重损坏，师资队伍元气大伤。

1977年，经省委批准，河北农业大学为河北省重点

大学之一。并招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共招收学

生278人，招生的专业是：农学、土壤农化、畜牧、兽

医、农机修理与制造、农业机械化、农机具设计与制造

等7个专业。1978年5月一8月间，根据省委指示，学校

从石家庄地区获鹿县牛山陆续迁回保定原校址办学。各

分校原农大教职工也相继返回保定，并恢复河北农业大

学的名称。

1979年3月。学校承担了河北省太行山区的开发研

究课题。在太行山区的开发研究过程中，实行教学、科

研、生产三结合，并提出了“治山先治穷，治穷先治愚。

治愚先育人”的开发方针，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使山区人民由贫瘠开始走向富裕。因而受到了

各级党和政府的表彰。同时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进行了大

胆的改革。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整顿充实了政工队伍，

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在管理制度上进行了以人事制

度改革为突破口的管理制度改革；在后勤方面实行了包

字迸食堂，打破了餐证制度，实行了饭票制度；在教学

上实行了学分制。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改造老专业，

增设新专业，拓宽专业口径，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允许

学生跨系跨专业选课，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同时学校

还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办学，培养了大批不同规格，

不同层次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学校

坚决贯彻。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紧紧

围绕农业、农村、农民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5年，太行山区综合开发研

究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成果鉴定中写道：“实践证明：这

项研究的路子对头。方法得当，措施得力，效果显著。

达到了技术、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同步增长；技术培

训、示范推广、科研成果、经济效益都有突破；改善生

态环境，发展山区经济，通过技术开发帮助农民脱贫致

富，都收到了显著效果。这一研究成果受到了山区各级

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这项研究成果，为开发

治理山区闯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对组织科

技进山，加快山区建设，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起到了启

蒙和示范作用。这种大规模、多学科、综合性的开发研

究，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其他中低产地

区也有可借鉴的作用。”

1986年10月20日，国家教委的(86)教高二字08

号文，向全国各有关高等院校发出关于转发《河北农业

大学<关于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综合开发太

行山的报告>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河北农业大学在

教育改革中，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

从1982年开始对河北省太行山区开发研究，经过四年的

辛勤工作和艰苦奋斗，取得了显著成效。这项研究不仅

为开发山区、治穷致富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同时也为高

等学校加强同社会的联系。实行教学、科研、社会实践

(生产、推广)三结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新鲜

经验；给高等学校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榜样。”

同年lO月21日一25日，。河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科研、

社会实践(生产、推广)三结合经验现场交流会”在河

北农业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省50所高等学校的院

校长、教务处长、省直有关单位、电台、电视台、报社

等123人。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高教二司司长龙正

中、杨金土、职教司司长孟广平，中央教科所副所长滕

纯，河北省副省长王祖武及河北省教委的有关领导出席

了会议。会后。全国各大电视台、电台、各大报纸、杂

志对河北农业大学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1989年《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的教学成果获得国家教委教学优秀成果特等奖。河北农

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沿着自己开创的太行山道路越走越

宽广。

1995年5月河北农业大学与河北林学院合并，组成新

的河北农业大学。1996年学校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中宣部、国家教委、农业部和河北省联

合，在北京召开了学习河北农业大学教师群体先进事迹座

谈会，会议指出：河北农大的道路，是教育面向现代化，面

向经济建设的改革道路：河北农大的方向，是知识分子与

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河北农大的经验，是教育与

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河北农大的精神是“艰苦奋斗，甘于

奉献，求真务实，爱国为民”的太行山精神。从而将河北农

业大学的太行山办学道路，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都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在中国大学科研与发展

排名中，学校1995、1996、1997年连续三年进入全国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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