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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志》，在四川煤管局《四川煤炭志》编委会指导下，经过院编写组同志们

的共同努力，历时一年多的工作，现在已经同广大教职工见面了。这是我院校史上一件大喜事。在

这里我谨向院志编写组的同志们和所有提供资料，出力献策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史修志．对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总结办学经验，积累校史资料，进行传统教育，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院志，是反映学院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史书，是学院的基本文化建设，具有学院“百科

全书”和“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她凝聚了原四川煤炭工业管理局干部学校和改扩建后的成都煤

炭管理干部学院，全体教职工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创业和发展的心血。希望全院同志珍惜这一成

果，把她作为热爱煤炭教育事业，热爱校园，建设和发展成都煤干院的一本珍贵教材，很好的读一

读。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院，是在原四川煤管局干部学校的基础上，为适应煤炭工业的发展和培养

人才的需要，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经煤炭工业部批准，原教育部备案，改扩建发展起来的，是煤

炭行业在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成人高等院校。学院的历史记载了全体教职工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艰难而又光荣的历程。继承和发展了“严谨治学、讲究质量、艰苦扑素、联系实际”，为企业服务的良

好校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校园，全院师生员工在上级领导的支持，

在学院党委领导下，以发展成人教育。积极培训煤炭企业干部的实际行动，适应煤炭干部教育的发

展。经过几年的准备，终于开始了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改扩建工程。从此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今成都煤干院，已建起一支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知识、年龄、职称结构较为

合理的骨干教师队伍。形成了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以学历教育为基础的多层次、多规格、

多形式培养企业需要的现代化管理人才的办学格局。形成一支236人的教职工队伍。其中专兼职教

师105人。具有高级职称的32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29

名，具有中级职称的教师和管理人员71名。学院已设有企业管理系，政治工作管理系，安全技术培

训中心和基础课部，所属14个专业。校园占地63．02亩，综合教学主楼建筑面积9344平方米；可容

纳2000名学员，配有现代化的电化教育室，计算机室、电子电工实验室、煤质化验室，通风安全及采

煤模型室等，以及藏书12万余册，期刊杂志600多种的图书馆，满足教学的需要。

一九八八年在煤炭院校中率先进行了以聘任制为核心的干部、人事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学院党

委明确提出改革要做到三个有利：一是有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高育

人质量；二是有利于改善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提高办学效益；三是有利于改善和提高教职工福利

待遇。形成了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管理协调和监督制约机制，促进了学院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院志，反映了学院积极推进“求新、求宽、求深、求快”的办学指导思想。不断在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手段、教学组织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推动教学改革。同时强化教职工“三育人”意识，调动



教和学两方面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办好学院。

院志．记载了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发挥多功能作用，在科研，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方面逐年的进

展。一九八八年以来．学院教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煤炭部、四川煤管局等拔款科研项目39项，

其中已有两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获国家发明专利。先后有102人次，在国

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116篇。一九八六年以来学院领导和教师，去往英国、苏联、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考察访问和进修，邀请德国、波兰、日本等国的专家来院讲学和学术交流，促进国际

间的交往。

院志，体现了以教学为主的同时，利用学院科技、人才和设施的优势，发展校办产业，创办了“华

光电脑公司”、“塑料灯具厂”、“华润服装厂”等产业实体，逐步形成了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产品，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部分地弥补了办学经费的不足和改善教职工的福利待遇。

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从四川煤管局干部学校延续发展到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院，

至一九九O年底举办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班级218个，源源不断地为煤炭战线输送学员12386

人。学院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声誉。涌现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教育工作者，

四川省成人教育先进工作者，四川省煤炭系统劳动模范，全国煤炭系统和省煤炭系统优秀青年知识

分子等多人。学院党委先后被省直工委、省煤管局和省教委授予先进党组织，先进党委、廉政建设先

进单位，四川省成人教育先进单位等荣誉。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党的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引，真正把学院办成为“四化”建设，为现代企业和发展煤炭工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具有成人教育和干部培训特色的基地。 ．

樊瑞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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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志》，是记述成都煤干院发展历史与现状的一部综合性、资料性史

二、志书的断代年限为195生——1990年。

三、志书以篇、章、节、条、目顺序排列。

四、志书正文与大事记均用第三人称。

五、志书中所出现的有关校名、史实的先后，原则上按时间先后排列。

六、志书中所采用的简化字与计时、计量单位，一律以国务院颁布的有关规定为准。

七、志书中所采用的数字，除习惯用汉字外，一般均用阿拉伯数。

八、志书正文之后附大事记。各篇章、节中的附表、附图，一律装订在各篇正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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