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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1．本志是一部记述四川省选县粮食学校创建和发展过程的单位志，即校志．

2．编写此志的目的，在于作为本校。存史，资治、教化。的有力工具，并为垒省粮食志

和地方教育志提供史料．

3．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联系实际，实

是求是，力求用事实反映本校的历史状况．

4．本志资料来源于行政文书档案，广泛征求领导、教师们的意见，并经现任各科、室负

责同志对资料鉴射核实．尽力敢到。言必有据．’

5．本志以建控，教学为主线。时间断限是：上限从1978年10．．q起，下限至1989年0月

止，经历十一年．空间范围是：仅限于校部和科室两级．

6．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材编写，以志为主．按类分8章，20节，横

排纵写，纵横结合．序、概连、大事记、编后等，束纳入章的序列．

7．本志遵循。生二F立传。的原则，对于至今健在的，曾为本校作过贡献的同志，只录其

名，以致感谢。对本檀巳故的同志，曾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录有生平简历。以志怀

念．

8．编后记中，对本志的形成过程，及在初稿完成后，未付印之前(即：1989年10月至

1990年底)，本校工作所取得的新成绩和有关数字，作了简要记述，以便为。七，五”计划

作总结，与。八、五“计划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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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正当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之际，也正值四川I省达

县粮食学校刨建十一周年，我们无比欢欣，万分鼓舞。为了歌颂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所取得的

巨大戈就，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校志，向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献礼，

为金省粮食志、教育志提供史料。

我校是在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伟大历

史性转变中诞生的。新办这所学校肩负的使命，就是适应四个现代化

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为我省粮食系统培养“四有”新人和专门人

才。在办学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在四川省粮

食局、高教局、省教委和达县地区党政、粮食局的直接领导下，全校

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本校志，正

是较为全面地，以翔实的史料，反映出我校走过这段历程的轨迹。

十一年来，我们学校大体经历了初创、健全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建校初期的艰苦奋斗，健全阶段的积极努力，直至近年来办学有所发

展，使我校由昔日草创成立，到今天初罗规模，成为全省粮食文科专

业学校，事业的兴办是来之不易昀。这本校志主要记录了我校师生员

工创业维艰的历程，以期激励来者继续奋斗。辱且使之真正成为地方

党政、部门领导、全校师生“存是、资治、致化”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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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历史是金校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校志的编纂同样依靠教

职工的共同协作，为了完成写志的任务，我们组成校志编纂领导小组，

指定专门编辑人员，查阅了我校全部档案，走访了离退休老同志，通过

占有大量资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量按照新型社会主义编志的要

求，经过5个月的日夜疾书，终于完成了这部一十二万余字的编著。

校志的编成，是上级的指导，督促，各科室的协助、配合，编纂人员

的通力合作，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的热心参与，使这部校史成为共同努

力的结晶，在此，我代表学校，谨向为本志付出劳动的老师们、同志

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回顾过去，激人奋发，展望未来，豪情满怀。让我们同，心协力，

不断进取，锐意改革，奋力开拓，沿着党指引下的正确方向，继续为

我校添写新的篇章。

四川省达县粮食学校校长桂培金

一九八九年十月



概 述

E'qllIqh"达县粮食学校，创办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穸，到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

际，已经开办十一年丁。枝志以历史事实记录了这所学校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跟随着共

和日前进的步伐，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业绩．以此，向建国40周年献礼，为全省粮食志、

教育志提供史料．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转

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米，我国教育事业和粮食工作又出现了恢复和发展的新形势。四川省中

等教育结构也随之调整变化，地方办学、行政部门办学应运而生，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提到了

重要的地位，四川省达县粮食学校，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为适应全省粮食工作的需要

而诞生的。

四川省达县粮食学校的前身，是四川省粮食学校达县地区教学点，于1978年7月开始筹

备，同年3．oB正式创办。1979年9月经省革委批准，命名为四川省粮食学校达县分校。1980

年2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f鸭正式更名为四川省迭县粮食学校。

粮食学税系职业教商，姓整一、吲民经济和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四川省遮县粮食学校属

子职业中专，粮食部门行业办学性质。它隶属于四川省粮食局(当时名为粮食厅)直接领

导，行政上省粮埘委托达“地：t{，署，继又委托地区粮食局代管，业务上受四川省高等教

宵^0统一管理。原定办校规模为500人，Ⅱ口全日制职前教育，面向全省统一招生，统一分

配。学校开设财务会计，计划统计两个文科专业，经费来源分两部分：基建费和开办费由省

粮食^0统筹解决，常川办学经赞由省财政厅列八垒省财政预算开支。

原先的教学，、L泄在舢县三汇镇北坝，现在的新校址位于选县市南外三里坪．新校舍是

1979年9月动工，}土l!的，J981年8月主体工程基本峻工，同年9月学校由槊县三汇镇迁移到

达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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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川省达县粮食学校自开办以来，始终把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教育的三十面

向。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按照。围绕粮食办教育，办好教育促粮食。的要求，实行

勤俭办学，从严治校的原则；培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造就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争取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积极为全省

粮食部门不断输送合格的中等专业人才，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把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粮食文科专业知识，咀及较强的实践能力，富于开拓创

新和献身精神的粮食专业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和根本任务。在十一年的办学过程中，全校师

生员工为此作了艰苦不懈的努力．

(二)

四川省选县粮食学校(以下简称省迭粮校)，从开始草创成立到现在初具规模的十一

年里，大体经历了建立、健全、发展的三十阶段。

在建立初期(1978年lo月至1980年9月)，办学条件相当简陋，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教

学点设在一座闲置已久的粮食转运仓库内，占地总面积10亩，仓库面积1600余平方米．这里

曾举办过两期剖4班，由于仓库年久失修，库内瓦砖遍地、杂草丛生，破旧不堪．要办教学
点，当时人员不够，经费不足，住房不多，校具不齐，以及水电不通，面临着许多困难，而开

学时间又迫在眉睫。为了筹办教学点，省粮食局于1978年li月拨来开办经费3万元，从万

县，涪陵地区粮食部九调来教师2名，支持办学。N)II省粮食学校负责教学业务的指导，提

供了教学管理办法，传送了教学组织经验。达县地区粮食局主动承担起教学点的筹备和领

导，从本单位和所属局、站借调干部8名来教学点工作，局党组指派专人负责，批准成立了

临时党支部，抓紧筹备工作。在当时人员少、任务重，困难多的侍况下，担负筹建的同志

们，发扬艰苦eⅡ业精抽，处处亲自动手，奋战三十月，改建厨房、男女浴室、开水房、图书

室，闻览室271．6平方米；改建课堂3间，培修办公室、宿舍、食堂共28间：铺设自来水管道

长1100公尺，安装电杆引进电源，*建容水15吨的水塔1座，陆续修理和添置木床、桌凳共

234件。基本上适应了开学行课的需要．1978年秋季。首批招收财会专业学生150名，学制两

年，lO月3日报到八学，举行了开学典礼，至此教学点正式成立。那时，因办学环境和生活

条件都比较差，学生中的思想同题不少，有一名学生报到后就要求退了学。党支部及时作好

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了。来校的目的是什么‘的大讨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掀起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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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i环境，建设新学校”的热潮。大家利川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参加义务劳动，平整场地路

面，清除瓦砾杂草，栽种树木桤草，自建体育运动设施(如挖沙坑、安吊杆、揪千、置堆

杆、双杆等)，使商人环境而貌烧然一新。同时，组织集体种菜种瓜，饲养生猪家禽等，}5E

改善了师生们的生活，又培弊了学生热醴劳动，树立起勤俭办学的良好校风。当教学点命名

为分校，继又更名为省达粮校之后，剥全校师生员工是一千极大的鼓舞，进一步围绕以教学为

中心，狠抓丁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师严谨治学，学生勤奋功读，职员热情服务。同心同德，

办好学校，情绪高涨。当新校舍在达城破土兴建时，学校工作地跨两处，一边教学，一边建校，

任务相当繁重。1979年底，余校教职员己陆续增加到45名(教师28-／§，职员22名)，机构组

织设立了4十组(教务组、政办组、后勤组和基建组)，在人少事繁，条件艰苦的情况下，

大家窀无怨言。凭着。为四化而教、为四化建校“的满腔热情和革命千劲，战胜了师资不

足，教材砍乏和土地难征，建材难购，呲及施工管理中的种种困难。获得了教学、建校双率

收。1980年夏天，完成了首届学生的课堂教学和实习仟务，进走了毕业生148名。同年秋季

又招收第二蠲学生loo名，#‘fT财务会计专业50名，新设计划统计专业50名，对象为应届

高中毕业生，学制仍为两年。为了加强专业教学研究，分别成立了两个专业教研组和语文教

研组，由教务组领导。与此同时，基本建设进度快，质量好，通过精心设计，安全施工，新

校舍主体工程(包括教学大楼、男生宿含、一食馥、厕所、搭室、水池等)于1981年8月基

本峻工，9月份举校迁移到达⋯市。

在健全阶段(1981年9月111985年12)1)，办学条件大有改现，新的任务更加艰巨．那

时学校创办不久，学生人数J壁年增加，师资力晴明显不足，各项管理急待加强，许多制度尚

衙建立和徒全，学棱面临朴f|l：J旺化，征规化，开创新硒面的新要求。为了加强教育，重视新

校建设，省粮食局和当地党政的领导，多次来校检盘工作。1981年lO月。省粮食局曾派员前

来检盘建校工程质量：同年12)】义派出工作组来校整顿机关，进行财务检矗。1982年开始，

学校在整顿机关中，首先抓丫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档顿，克服了不团结现象。同时，在教职

员中，开展了。如何为人师擞”的讨论，加强了*动纪律性。在学生中，开展。如何做一个

俞格的』b肯团员“的讨论，帖顺了校纪、校风。f；在柑。五讲四冀”，文明礼貌活动的开胜，

油理一J呲，乩、芷．绿化英化T}枉环艟，校风枝貌出现了新气象。1983年秋季，开始扪收

在叭l毗r八、p，拍批}f{收IOOF,(II’{会、统计M十々业各50名)，列豫为高中文化程度，工

龄在晒年以L．学校牧r学f{井·J!Ⅲ群m。__lj年12JJ，肯粮食埘派出工作组来学校进行机构改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