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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校史》的出版是我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和华南农业大学成立90周年的一份献礼!

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到处被列强瓜分，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当

民众普遍希望中国翻身之际，广东执行“新政”，兴办实学，于1909年

建立了广东高等农业教育机构——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附设农业讲习

所。自此，为着中国强盛的梦而兴办起来的这所学校，背负着众望，把

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

了腐败的清朝统治之后，学校获得了发展，1924年成为广东大学农科

学院，即后来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也随着1927年收回

办学自主权而得到较大发展。在祖国遭受日寇侵略的年代，学校几度被

迫搬迁，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华南农学院从综合性大学中调并、

独立出来，于1952年成立。学校充分发挥了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岭南大

学农学院在农科领域的互补优势，规模迅速发展，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许多校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极“左”思潮不

时冲击着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端，

学校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几乎被一分为十。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把

中国引向了繁荣昌盛，也带来了学校的新生。学校1984年改制改名为

华南农业大学。在越过了学校经费相当困难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之

后，1994年建立了省部共建机制，开创了多渠道筹资办学的格局，学

校逐步走上了加速发展的道路。

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在90年的风风雨雨中始终和社会进步力量站

在一起，和科学站在一起，对外善于吸纳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对内善

于承传农民的宝贵经验与我国农业遗产。在抗战时期丁颖教授曾冒着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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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敌人包围的危险抢救作物品种资源，在“文革”中杜雷同志冒着个人

被打击的风险力保学校不被瓦解，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有献身的热血

青年学生。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有成绩显赫的赵善欢、卢永

根、庞雄飞等科学家，有省、市、地、县的各级领导和干部，更有遍布

各地的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华农A-才I-实、沉着、刻苦、深入、执着、求

实、创新o 1996年的“211工程”预审和1997年的“211工程”立项论

证的成功，是全校向现代化迈进的决心和意志的体现，也是学校实力和

凝聚力的体现!

华南农业大学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是中国近现代教育

史的一部分，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的一部分。结合中国近代

史，读一读校史，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我们的足迹，我们会更加深刻地

理解已经走过的道路，也会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学校的传统和地位。

以史为鉴，创造未来。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为了培育高

科技含量的开拓性成果，我们还面临着硬件转变、主力转变和制度转变

的三重挑战。我们要改善房舍设备，要提高师资水平，要改革运行机

制，要实施综合发展⋯⋯然而，90年的创业史已经告诉我们，不管征

途风雨荆棘，华南农业大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好，中国人的强国梦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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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l≥



第四节保护学校，迎接解放⋯⋯⋯⋯⋯⋯⋯⋯⋯⋯⋯⋯⋯(89)

第五章整顿与改革

——建国初期的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

(1949．9～1952．10)⋯⋯⋯⋯⋯⋯⋯⋯⋯⋯⋯⋯⋯⋯⋯⋯⋯(91)

第一节接管与旧教育的初步改革⋯⋯⋯⋯⋯⋯⋯⋯⋯⋯⋯(91)

一、接管⋯⋯⋯⋯⋯⋯⋯⋯⋯⋯⋯⋯⋯⋯⋯⋯⋯⋯⋯⋯⋯⋯⋯⋯(91)

二、旧教育的初步改革⋯⋯⋯⋯⋯⋯⋯⋯⋯⋯⋯⋯⋯⋯⋯⋯⋯⋯(91)

第二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92)

一、掀起反帝、抗美援朝的高潮⋯⋯⋯⋯⋯⋯⋯⋯⋯⋯⋯⋯⋯⋯(92)

二、思想政治教育⋯⋯⋯⋯⋯⋯⋯⋯⋯⋯⋯⋯⋯⋯⋯⋯⋯⋯⋯⋯(93)

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学生会⋯⋯⋯⋯⋯⋯⋯⋯⋯⋯⋯⋯⋯⋯(94)

第三编 华南农学院的组建与开拓发展

(1952．11—1976．11)

第一章院系调整的准备与实施

(1952．2～1952．11) ⋯⋯⋯⋯⋯⋯⋯⋯⋯⋯⋯⋯⋯⋯(97)

第一节华南农学院的筹建⋯⋯⋯⋯⋯⋯⋯⋯⋯⋯⋯⋯⋯(97)

一、贯彻政务院批示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署⋯⋯⋯⋯⋯⋯(97)
· 二、贯彻全国农学院院长首次会议精神，并确定调整方案⋯⋯⋯(97)

三、广州地区的高等学校及农学院的院系调整⋯⋯⋯⋯⋯⋯⋯⋯(98)

第二节华南农学院的诞生⋯⋯⋯⋯⋯⋯⋯⋯⋯⋯⋯⋯⋯(99)

一、华南农学院筹备委员会的召开⋯⋯⋯⋯⋯⋯⋯⋯⋯⋯⋯⋯⋯(99)

’二、课程改革和建立教学组织⋯⋯⋯⋯⋯⋯⋯⋯⋯⋯⋯⋯⋯⋯⋯(99)

第二章华南农学院成立初期的改革与发展

(1952．11—1956．12)⋯⋯⋯⋯⋯⋯⋯⋯⋯⋯⋯⋯⋯⋯⋯⋯(100)

第一节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政工团组织⋯⋯⋯⋯⋯(100)

‘一、中共华南农学院委员会⋯⋯⋯⋯⋯⋯⋯⋯⋯⋯⋯⋯⋯⋯⋯一-工100)

二、筹委会结束，院务委员会产生⋯⋯⋯⋯⋯⋯⋯⋯⋯⋯⋯⋯⋯(102)

三、民主党派⋯⋯⋯⋯⋯⋯⋯⋯⋯⋯⋯⋯⋯⋯⋯⋯⋯⋯⋯⋯⋯⋯(103)

四、共青团团委、学生会和教工会⋯⋯⋯⋯⋯⋯⋯⋯⋯⋯⋯⋯⋯(104)
·6，



第二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一、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二、建立政治学习委员会⋯⋯⋯⋯⋯⋯⋯⋯⋯⋯⋯⋯⋯⋯⋯⋯⋯

1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节办学方针和任务⋯⋯⋯⋯⋯⋯⋯⋯⋯⋯⋯⋯⋯⋯

一、有较明确的办学方针⋯⋯⋯⋯⋯⋯⋯⋯⋯⋯⋯⋯⋯⋯⋯⋯⋯

二、拟定办学方针的依据和主要任务⋯⋯⋯⋯⋯⋯⋯⋯⋯⋯⋯⋯

第四节加强教学领导，推进教学改革⋯⋯⋯⋯⋯⋯⋯⋯⋯

一、教研组的建立，学系专业设置与调整⋯⋯⋯⋯⋯⋯⋯⋯⋯⋯

二、积极贯彻全国教学改革的两次重要会议的精神⋯⋯⋯⋯⋯⋯

三、实施教师工作日和教学工作量制度，建立教学新秩序⋯⋯⋯

四、整顿教学秩序，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

五、开展教学工作总结，检查教学计划⋯⋯⋯⋯⋯⋯⋯⋯⋯⋯⋯

第五节重视师资培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重视师资培养⋯⋯⋯⋯⋯⋯⋯⋯⋯⋯⋯⋯⋯⋯⋯⋯⋯⋯⋯⋯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第六节科学研究工作⋯⋯⋯⋯⋯⋯⋯⋯⋯⋯⋯⋯⋯⋯一

一、研究方向和任务⋯⋯⋯⋯⋯⋯⋯⋯⋯⋯⋯⋯⋯⋯⋯⋯⋯⋯⋯

二、科学研究成果⋯⋯⋯⋯⋯⋯⋯⋯⋯⋯⋯⋯⋯⋯⋯⋯⋯⋯⋯⋯

三、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第七节积极协助筹建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一

第八节实习农场与图书馆的扩建⋯⋯⋯⋯⋯⋯⋯⋯⋯⋯

一、实习农场的扩建和改革⋯⋯⋯⋯⋯⋯⋯⋯⋯⋯⋯⋯⋯⋯⋯⋯

二、图书馆的扩建和改革⋯⋯⋯⋯⋯⋯⋯⋯⋯⋯⋯⋯⋯⋯⋯⋯⋯

第三章在探索办学道路上曲折前进

(1957．4～1966．5)⋯⋯⋯⋯⋯⋯⋯⋯⋯⋯⋯⋯⋯⋯⋯⋯⋯

第一节政治运动与思想教育⋯⋯⋯⋯⋯⋯⋯⋯⋯⋯⋯⋯·

一、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二、反右倾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全院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第二节扩大办学规模，探索多层次多形式办学⋯⋯⋯⋯⋯

一、林学系从华南农学院分出，成立广东林学院⋯⋯⋯⋯⋯⋯⋯

(124)

(124)

(124)

(12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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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援专区办学，成立8所分院⋯⋯⋯⋯⋯⋯⋯⋯⋯⋯⋯⋯⋯(129)

三、成立清远分院⋯⋯⋯⋯⋯⋯⋯⋯⋯⋯⋯⋯⋯⋯⋯⋯⋯⋯⋯⋯(129)

四、开办工农预科和干部进修班⋯⋯⋯⋯⋯⋯⋯⋯⋯⋯⋯⋯⋯⋯(130)

五、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31)

六、增设新专业，开办研究班⋯⋯⋯⋯⋯⋯⋯⋯⋯⋯⋯⋯⋯⋯⋯(131)

第三节贯彻教育方针，进行教学改革⋯⋯⋯⋯⋯⋯⋯⋯⋯⋯·(132)

一、教学改革是教育革命的必然产物⋯⋯⋯⋯⋯⋯⋯⋯⋯⋯⋯⋯(133)

二、8门课程改革的几个特点⋯⋯⋯⋯⋯⋯⋯⋯⋯⋯⋯⋯⋯⋯⋯(134)

三、8门课程改革引起的关注⋯⋯⋯⋯⋯⋯⋯⋯⋯⋯⋯⋯⋯⋯⋯(135)

第四节贯彻“高校六十条”，整顿、恢复教学秩序⋯⋯⋯．(136)

一、以教学为主，稳定教学秩序⋯⋯⋯⋯⋯⋯⋯⋯⋯⋯⋯⋯⋯⋯(136)

二、制订教师职责范围和师资培养计划⋯⋯⋯⋯⋯⋯⋯⋯⋯⋯⋯(137)

三、到农村去办样板田，推广农业科学技术⋯⋯⋯⋯⋯⋯⋯⋯⋯(137)

四、恢复教学秩序未巩固，“左”的思想又回潮⋯⋯⋯⋯⋯⋯⋯(138)

第五节科学研究工作⋯⋯⋯⋯⋯⋯⋯⋯⋯⋯⋯⋯⋯⋯一(139)

一、科学研究方向和任务⋯⋯⋯⋯⋯⋯⋯⋯⋯⋯⋯⋯⋯⋯⋯⋯⋯(140)

二、科研机构和科研成果⋯⋯⋯⋯⋯⋯⋯⋯⋯⋯⋯⋯⋯⋯⋯⋯⋯(140)

三、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普活动⋯⋯⋯⋯⋯⋯⋯⋯⋯⋯⋯⋯⋯⋯⋯(141)

第六节党委会、院务委员会改选换届⋯⋯⋯⋯⋯⋯⋯⋯⋯一(144)

一、中共华南农学院委员会改选换届⋯⋯⋯⋯⋯⋯⋯⋯⋯⋯⋯⋯(144)

二、院务委员会换届⋯⋯⋯⋯⋯⋯⋯⋯⋯⋯⋯⋯⋯⋯⋯⋯⋯⋯⋯(144)

第四章 “文革"十年中的华南农学院

(1966．5．1976．10) ⋯⋯⋯⋯⋯⋯⋯⋯⋯⋯⋯⋯⋯⋯⋯⋯

第一节 “文革”前期的华南农学院⋯⋯⋯⋯⋯⋯⋯⋯⋯．

一、“文革”在学院的发动和发展，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二、华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三、工宣队进驻学院领导“斗、批、改”⋯⋯⋯⋯⋯⋯⋯⋯⋯⋯

四、绝大部分教师、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第二节 “文革”后期的华南农学院⋯⋯⋯⋯⋯⋯⋯⋯⋯

一、中共华南农学院委员会的恢复⋯⋯⋯⋯⋯⋯⋯⋯⋯⋯⋯⋯⋯

二、华南农学院与中南林学院合并改为广东农林学院⋯⋯⋯⋯⋯

三、恢复办学和教学活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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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146)

(147)

(147)

148

148

148

150



四、在艰难曲折中开展科研工作⋯⋯⋯⋯⋯⋯⋯⋯⋯⋯⋯⋯⋯⋯(153)

第三节“文革"对学院的破坏和师生对极“左”错误与

“四人帮’’的抵制⋯⋯⋯⋯⋯⋯⋯⋯⋯⋯⋯⋯⋯⋯．(155)

一、党政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教师、干部受到严重迫害⋯⋯⋯⋯(155)

二、教学、科研设备遭受严重破坏⋯⋯⋯⋯⋯⋯⋯⋯⋯⋯⋯⋯⋯(155)

三、对“迫迁”、“肢解”广东农林学院的斗争⋯⋯⋯⋯⋯⋯⋯⋯(156)

四、高等农业教育受到严重破坏⋯⋯⋯⋯⋯⋯⋯⋯⋯⋯⋯⋯⋯⋯(157)

第四编 华南农业大学改革开放与发展新阶段

(1976．12～1998．12)

第一章恢复与发展⋯⋯⋯⋯⋯⋯⋯⋯⋯⋯⋯⋯⋯⋯⋯⋯⋯⋯⋯⋯(161)

第一节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161)

一、开展“揭、批、查”的斗争⋯⋯⋯⋯⋯⋯⋯⋯⋯⋯⋯⋯⋯⋯(161)

二、平反冤、假、错案⋯⋯⋯⋯⋯⋯⋯⋯⋯⋯⋯⋯⋯⋯⋯⋯⋯⋯(162)

三、恢复华南农学院校名，继续在原校址办学⋯⋯⋯⋯⋯⋯⋯⋯(164)

四、恢复机构，调整各级领导班子⋯⋯⋯⋯⋯⋯⋯⋯⋯⋯⋯⋯⋯(164)

第二节恢复学校正常秩序⋯⋯⋯⋯⋯⋯⋯⋯⋯⋯⋯⋯·(165)

一、整顿和恢复教学秩序⋯⋯⋯⋯⋯⋯⋯⋯⋯⋯⋯⋯⋯⋯⋯⋯⋯(165)

二、恢复全国高校统考招生和招收研究生制度⋯⋯⋯⋯⋯⋯⋯⋯(166)

三、恢复师资培养和教师职称评审工作⋯⋯⋯⋯⋯⋯⋯⋯⋯⋯⋯(166)

四、科学研究工作的复苏和发展⋯⋯⋯⋯⋯⋯⋯⋯⋯⋯⋯⋯⋯⋯(167)

第三节学校工作重点转移⋯⋯⋯⋯⋯⋯⋯⋯⋯⋯⋯⋯(168)

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68)

二、制定学院改革初步设想方案⋯⋯⋯⋯⋯⋯⋯⋯⋯⋯⋯⋯⋯⋯(170)

三、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171)

第二章开创华南农业大学新局面⋯⋯⋯⋯⋯⋯⋯⋯⋯⋯⋯⋯⋯⋯(172)

第一节华南农学院改制改名为华南农业大学⋯⋯⋯⋯⋯一(172)

一、高等农业教育要建立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机制⋯⋯⋯⋯⋯⋯(172)

二、华南农学院改制改名为华南农业大学⋯⋯⋯⋯⋯⋯⋯⋯⋯⋯(173)

第二节加强本科教育，注重素质培养⋯⋯⋯⋯⋯⋯⋯⋯⋯⋯·(174)

一、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加强本科教育⋯⋯⋯⋯⋯⋯(17a)／∥
⋯，／乡



二、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注重基本素质培养⋯⋯⋯⋯⋯⋯⋯⋯⋯(175)

三、坚持试行学分制，改革教学管理制度⋯⋯⋯⋯⋯⋯⋯⋯⋯⋯(178)

四、改进和加强教学管理，建设良好教风和学风⋯⋯⋯⋯⋯⋯⋯(179)

五、本科教学质量稳步提高⋯⋯⋯⋯⋯⋯⋯⋯⋯⋯⋯⋯⋯⋯⋯⋯(188)

第三节加强教学基本建设，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条件⋯“(185)

一、重视教师培养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185)

二、开展课程评估，加强课程建设⋯⋯⋯⋯⋯⋯⋯⋯⋯⋯⋯⋯⋯(187)

三、改进教材管理，加强教材建设⋯⋯⋯⋯⋯⋯⋯⋯⋯⋯⋯⋯⋯(188)

四、改革实验室管理体制，加强实验室建设⋯⋯⋯⋯⋯⋯⋯⋯⋯(190)

五、加强教学实习基地建设⋯⋯⋯⋯⋯⋯⋯⋯⋯⋯⋯⋯⋯⋯⋯⋯(192)

第四节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194)

一、改革和完善招生工作制度⋯⋯⋯⋯⋯⋯⋯⋯⋯⋯⋯⋯⋯⋯⋯(194)

二、改革和完善毕业生就业制度⋯⋯⋯⋯⋯⋯⋯⋯⋯⋯⋯⋯⋯⋯(196)

第五节行政机构与管理制度改革⋯⋯⋯⋯⋯⋯⋯⋯⋯⋯(197)

一、人事管理与改革⋯⋯⋯⋯⋯⋯⋯⋯⋯⋯⋯⋯⋯⋯⋯⋯⋯⋯⋯(198)

二、财务管理与改革⋯⋯⋯⋯⋯⋯⋯⋯⋯⋯⋯⋯⋯⋯⋯⋯⋯⋯⋯(204)

三、后勤管理与改革⋯⋯⋯⋯⋯⋯⋯⋯⋯⋯⋯⋯⋯⋯⋯⋯⋯⋯⋯(206)

四、离退休干部工作⋯⋯⋯⋯⋯⋯⋯⋯⋯⋯⋯⋯⋯⋯⋯⋯⋯⋯⋯(210)

五、校友会工作⋯⋯⋯⋯⋯⋯⋯⋯⋯⋯⋯⋯⋯⋯⋯⋯⋯⋯⋯⋯⋯(212)

第三章扩大办学规模发展办学层次⋯⋯⋯⋯⋯⋯⋯⋯⋯⋯⋯(213)

第一节积极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建设⋯⋯⋯⋯⋯⋯⋯⋯．(213)

一、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213)

二、学科专业调整改革的三个阶段⋯⋯⋯⋯⋯⋯⋯⋯⋯⋯⋯⋯⋯(214)

第二节发展研究生教育⋯⋯⋯⋯⋯⋯⋯⋯⋯⋯⋯⋯⋯⋯(216)

一、研究生教育的恢复和发展⋯⋯⋯⋯⋯⋯⋯⋯⋯⋯⋯⋯⋯⋯⋯(216)

二、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217)

三、研究生的学位授予⋯⋯⋯⋯⋯⋯⋯⋯⋯⋯⋯⋯⋯⋯⋯⋯⋯⋯(219)

四、研究生培养质量概述⋯⋯⋯⋯⋯⋯⋯⋯⋯⋯⋯⋯⋯⋯⋯⋯⋯(222)

五、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23)

第三节高等农业成人教育和农业干部教育⋯⋯⋯⋯⋯⋯(223)

一、管理机构的演变⋯⋯⋯⋯⋯⋯⋯⋯⋯⋯⋯⋯⋯⋯⋯⋯⋯⋯⋯(223)

二、高等农业成人教育的创办、停办、恢复、改革与发展⋯⋯⋯(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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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