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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甲子轮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 而对长春

工业大学，则是几代人呕心沥血、艰苦创业的壮美征程。 从军

路蓝缕、举步维艰到基业初创、果敢前行，无不凝聚了工大人

的智慧和力量。

从 1952 年创建长春汽车制造学校，历经长春工业专科学

校、吉林理工学院、吉林工学院，五易其名、 四次合并，六十

年风雨历程，携刻下工大人坚实的脚步。 如今，学校已成为

一所集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于一体，

以工为主，工、理、文、法、管、经、教育、艺术等多学科相

互支撑、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

六十载春风化雨， 六十载挑李芬芳。 长春工大人秉承"爱

国敬业、求实创新"的校训和"自强不息、志在一流"的大学

精神，经时济世、培英育彦，为国家社会培养输送了 13 万余

名各业英才。 芝兰同心共济、承运而兴，服务社会、贡献突出，

学校以之为荣。

六十载沧桑巨变，六十载春华秋实。 工大人薪火相传、与

时俱进，取得跨越式发展。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9∞0 余人，

2000 余名教职员工中有教师 1067 名，其中教授 147 名、副教

授 482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 20 名 ，硕士生指导教师 358 名 。

现有 51 个本科专业， 8 个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68 个学科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13 个工程领域具有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

予权。 学校在 2∞4 年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

获得优秀等级， 2009 年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学校坚持围绕中心工作抓党建 ， 以党建:T作推动各项事

业发展的优良传统，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跻身全国先进行列。 1993 年和 1998 年两次被中组部、中宣部、

教育部党组评为全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

校" 0 2009 年学校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t作先进单位" 称

号， 2011 年获得"全国文明单位" 殊荣。 201 2 年学校党委荣

获"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一路风雨一路歌 !

六十年耕耘磨畴，艰苦创业，收获硕果累累。

今日之工大，恐时光之易逝，望崎岖而勿迫，机遇既握，

昂首前瞻。 值此学校 60 华诞， 撰呈《长春工业大学校史~， 记

录学校发展轨迹，使师生校友得以追远思古，鉴往知来。

党委书记委 主、砰

校长张也怀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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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长春汽车制造学校时期

( 1952 年 4 月 -1958 年 8 月)

第一节长春工业大学前身

一一长春汽车制造学校的创建

1952 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 》 发表

了题为"以高度的信心和l坚强的意志迎接

一九五二年"的社论。 社论指州:为了准备

经济建设，必须准备干部。 因此，应当在

1952 年改革教育制度，扩充中级和高级学校，

以便开始大规模地培养所需要的干部 ; 应当

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以便使

现有的和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服务于

人民事业。

1952 年 4 月上旬，在我同同民经济恢复

取得巨大成绩，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

年计划即将开始的形势下，中央人民政府重

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汽车局的前身)决

定在长春成立培养汽车工业中级技术干部的

汽车技术训练班， 学制为芝年，培养对象系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来的青年知识分子。

4 月中旬，汽车工业筹备组派干部数人来长

春进行筹备。 4 月底，首批学员 150 人自张

家口到达长春。 6 月底. 又向各地陆续来校

数百人，先后近 800 人(其中有近 40 名原

牙科医生，到校后不久仍回部队)。 当 时，

校址设在同志街 38 号，第一汽车制造厂(以

下简称一汽)厂长郭力兼任校长。 学校设教

务处(下设教务组、辅导组)及秘书 、 总务、

会计和人事等组。

01 

1952 年 8 月 12 日，魏琪来校任副校长，

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9 月 15 日，中共长春市

委学校党务工作委员会同意魏琪任党总支书

记，张寒任副书记。 至此，学校的组织机构 、

党政领导班子已日趋健全。

第一期学员 797 人，全部来自华东、华

北军区的军校和军事机关。 这批学员因未经

过入学考试，文化程度相差悬殊，从高小到

高中，从离开学校一二年到八九年者都有，

立即上中等技术课程还有困难，故从 6 月份

起，按文化程度，分组进行复习 。 因当时无

固定校址，曾先后在同志街、重庆路、通化

路和汽车工业筹备组所属的十九厂等地借用



校舍，略加装修，购置一些教学设备进行复

习 。 与此同时，学校着手修建西安广场的校

舍(西安大路 166 、 170 号)。 当时， 学校非

常重视实习基地的建设，在训练班阶段，根

据汽车工业筹备组的指示，将筹备组所属的

十九厂第三分厂拨给学校作实习厂，学校组

织人力进行改装及修配机器设备工作，至 9

月，该厂改归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领导，所

有厂房、设备不再给学校，于是学校又在西

安广场重新建立实习厂。

6 月份开始复习时，学生已有近 800 人，

但当时能任课的教师仅有五六人，所以只能

采用"自学为主，答疑辅导"的方式进行教学。

7 月下旬，利用大学暑假的机会，从东北师

范大学、东北工学院等校短期借用教师及高

年级学生 20 余人， 来校协助教学。 至此，

才采用课堂教学方式进行复习 。 9 月初，耶

果洛夫等苏联专家到校指导工作，确定开设

汽车制造、切削、锻压和铸造等 4 个专业，

并帮助制订 4 个专业的教学大纲，介绍了苏

联中等技术学校一年级教学大纲与教学方

法，这对学校按苏联模式办学起了重要作用。

到 10 月中旬，复习告一段落。 根据一

汽的需要，从学员中择优选送 60 名去东北

工业会计统计专科学校学习会计统计， 40 名

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生产管理 ， 50 名去大连

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并抽调近百名学员

去一汽当干部，其余学员均迁入西安广场新

建校舍继续学习 。 10 月 24 日，学校正式开学。

这时有学员 530 人，分为 12 个班。 其中 362

人经过复习后，达到了初中毕业程度，编为

8 个班，依照教学计划及苏联教学大纲正式

上中等技术课程，其余 168 人，因文化水平

较低，编为 4 个班，继续补习初中文化课，

一个学期后，达到了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再

上中等技术课程。

02 

学校正式开学时，有教师约 30 人，其

中除上级分配来的专职教师外，还包括从外



校借用的兼课教师。 政治理论课教材选用的

是王恩华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 》。 专业课教

材大部分选用的是苏联中等技术学校教材，

教学按苏联中等技术教育计划进行，井有苏

联专家指导。

此时，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正式给学

校命名为长春汽车技术学校，由汽车工业筹

备组领导，并委托一汽代管。 1952 年 10 月

4 日， 一汽任命副厂长宋敏之兼任校长，免

去郭力兼校长职务。 10 月 15 日，中共长春

市委通知，学校党的关系划归一汽领导。 至

此，学校改变了临时观念，开始作长期计划，

对校舍、实习工厂、实验室的基建计划及教

学设备与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通盘考

虑。

由于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军校或军事机

关，又多是南方人，开始时，有些学员感到

不适应北方生活，要求回原单位或原地区工

作。 学校针对学员思想实际，耐心进行教育，

宣传国内形势发展的趋势，经济建设的重要

性，并在生活上(如伙食等)作了妥善安排。

通过学习，学员思想逐渐稳定，学习情绪高

涨。 学校刚建立时，行政领导干部大部分是

由中央机关调来的， 工作人员是从关内招聘

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学员中抽调出来的;教

员大部分是 1950 至 1952 年清华大学等名牌

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少数是招聘来的技术

人员 。 创办初期，由于条件比较差，有些人

思想不够安定，学校组织了"为人民服务"

及"荣誉属于谁"的学习，在学习中开展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基本上解决了这些人的思

想不安定问题。

1952 年 3 月 3 1 日，政务院颁布 《关于

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 ~，指出:

在办学方向上，除整顿和发展正规的技术教

育外，还应根据实际需要举办各种速成性质

的技术训练班和业余性质的技术初习班或训

练班，使正规的、速成的、业余的各种技术

学校与训练班配合发展。 根据这个精神，学

校在建校初期，尽管正规中等技术教育任务

很重，还是拿出很大力量为一汽举办了各种

速成性质的技术训练班。 1952 年 9 月，为一

汽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俄语进修班，招收大

学毕业生 20 余人，学习后可阅读一般原文

技术书籍; 1952 年底还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

描图训练班，招收学员 70 名，结业后能描

一般机械图及建筑图。

1952 年 11 月 1 日，学校开始整党， 12 

月 1 日基本结束。 这次整党，重点解决了个

别党员闹不团结、不安心学校工作和骄傲自

满等不良表现。 通过整党，使大部分党员在

思想上得到提高，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提供了

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保证。

1952 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

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1953 年起，我国进入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

这个时期，全校师生响应党中央号召，

积极学习，热情宣传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

通过学习，师生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鼓舞

了工作和学习热情。

1953 年 1 月初， 学校又从承德和吉林省

卫生厅调来初中毕业生 245 人。 人校后，先

进行政治学习， 3 月份开始正式上课。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 1953 年 2 月，

基本建成理化实验室。 图书馆已正式开馆，

藏书 4 千册，阅览室可容纳 150 人。 制图室

有绘图桌和仪器 150套及晒图设备 l 套。 3 月，

0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在西安广场新建的实习厂也基本建成，并添接到一机部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即在各教

置了各种运动器材。 总之，到 1952-1953 学研组进行大检查。 检查结果， 一致认为:学

年下学期开学时，学校已逐步走上正轨，并生学习成绩普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在教学

开始按 1952 年 10 月 7 日教育部发布的全国计划上存在着"教材内容深，涉及面太广，

工业中等学校的普通课和基础技术课试行教教学进度'快"的弊病。 针对上述情况，根据

学计划进行教学。 1 953 年 5 月 1 1 月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

1953 年 3 月，开展了反官僚主义斗争 ， 教部)发出的 《关于制定工业性质中等技术

4 月中旬基本结束。 在这次运动中，全校师学校普通课和基础技术课标准时数的通知 ~，

生就加强党的领导 、 密切党群关系以及进一 进行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 在修订教学计划

步树立为教学服务思想等方面提出不少意时，既注意克服现行教学计划上的"深、广、

见，学校制订了改进上述诸方面工作的计划快又注意防止在计划上删减过多，前后

和措施。 衔接不起来，达不到预定培养目标。 具体地

1953 年 4 月，学校调整了组织机构，设说:在普通课方面，要求学生在三年内基本

立了办公室、秘书处(下设总务、膳食、会达到高中文化水平，打下将来学基础技术课

计等科及医务所)、教务处(下设教务科、 和专业课的基础， 基础技术课水平保证专业

图书馆、 机械及工艺两个专业科、各课教学课够用。

研究组、实验室)、政治辅导处(下设组织、 由于学校认真抓住修改教学计划这一中

宣传两科)、实习工厂(下设办公室、技术心环节，及时发现和解决了教学中存在的问

室及金工、锻工 、 钳工 3 个车间与实习教学题，使学校领导有了新的认识，教学工作有

研究组)。 各班设班主任。 陆续制订与修订了新的转变， 学生学习有了新的起色。 从

了部分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 六七月份开始， 学生学习成绩逐渐提高，学

1953 年 5 月，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以 生的休息、文体活动得到了保证。

下简称一机部)将学校名称改为长春汽车工 1953 年 8 月，在一机部召开的中等技术

业学校。 学校校长会议上决定，学校原设置的汽车制

毛泽东同志在 1953 年 6 月 30 日接见青造、切削 、 锻压和铸造等 4 个专业改为汽车

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向广大制造、工具制造和热处理等 3 个专业，并暂

青年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 时保留锻压和铸造两专业，确定学校规模为

号召 。 毛主席接见代表时还强调 : 青年是长 1500 人。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学校重新制订

身体的时期，学习和工作负担不能过重。 全与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各课教学大纲

校学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三好"号召，掀及授课计划。 此后 . 又进行了普通课与专业

起了群众性的文娱、体育活动高潮。 6 月份 ， 课师资的调配培养工作;教学资料的收集购

学校召开了首届运动大会，全校 90% 以上师 置及教材的交流、翻译、编写与修改工作，

生参加了竞赛活动。 召开了教学座谈会、教学经验交流会及报告

1953 年初开学不久 ， 学校发现学生在某 会 ;加强了计划教学及集体备课、实验教学

些课程测验中成绩普遍下降。 5 月份 ， 学校工作;加强班主任工作，试行了班主任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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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整顿、加强与贯彻了"教室日志初

步健全了成绩统计、考核制度，实行了学生

升留级制度;根据教学计划及课程性质，分

别实施了考试考查与全面采用了口试办法。

1953 年暑期，学校参加了东北统一招生，

从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和长春等

地招收新生 278 人。 这批新入学的初中毕业

生，普遍年龄较小，思想较单纯，其中有些

人学习目的不够明确，来校学习是因为没有

钱上高中，感到技术学校出路不大，缺乏自

觉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态度不够踏实。 针对

上述情况，学校集中抓了专业思想教育，通

过贯彻全国二次团代会精神及总路线学习，

请一汽领导、苏联专家和志愿军功臣作报告，

学习苏联教育家普希金"要学习好，必须善

于工作"的文章，组织纪念"一二九"活动，

举办新老同学联欢和罔片展览等，提高了广

大青年学生的思想认识，使绝大多数同学认

识到参加技术学校学习，对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重要意义，树立了为汽车工业发展作

贡献的事业心，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学习成

绩普遍有了提高。

1953 年 9 月，学校(除实习厂外)迁到

南岭东北商业专科学校旧址 (后为吉林工业

大学)。

1953 年 10 月， 长春汽车工业学校召开

党员大会。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上届党总支所

作的 《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新的总支委

员会。 11 月，宋英民来校任党总支书记。

1953 年 12 月 1 日，学校接一机部指示，

改名为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长春汽车制造学

校。 同时，接一机部汽车局通知，学校除教

学方针计划等重大事项报局外， 一般行政工

作委托一汽全权代管。 此时， 学校学生已逾厂委员会和党委以及各职能处室，对学校的

千人，教职员工 300 多人，其中教师 80 多人。 建设和发展非常关心，给予大力支持，上至

·
到
倒-
2

·民

从 1952 年 4 月长春汽车技术训练班成

立，到 1953 年末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央第一

机械工业部长春汽车制造学校，短短的一年

半时间，学校从小到大，校舍、设备从无到有，

初步建设成为全国一所较好的中等技术学

校，成为国家培养汽车工业中级技术干部的

摇篮。 学校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

这样大的成绩，除了全校师生的努力外，还

与一机部的重视、 一汽的支持和苏联专家的

帮助分不开。 建校伊始，困难重重， 一汽建

/ 

/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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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科组长，下至办事员及工人，绝大部室对学校大力帮助，他们还不定期地给全校

分是一汽支援的，而且还从 1950 年至 1952 师生做报告，并抽出时间参加学校会议，具

年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交通大体解决学校所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全校师生

学等校分配给一汽的毕业生中，抽调了 50 思想认识和安定学生的学习情绪起了很大作

多人支援了学校。 这些同志成为后来学校升用。 苏联专家帮助研究确定学校专业设置、

级为高等学校时师资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特制订教学制度、 教学计划 、 编写教材和教学

别是饶斌、郭力和宋敏之厂长，对学校的建大纲，以及生产实习与实验室、研究室的建

设极为关心，无论在实习厂和教学楼建设， 设，还帮助培养了一批专业师资，对学校的

还是在教学工作方面都直接指示厂的职能处帮助也是很大的。

第二节长春汽车制造学校的巩固与定址

1954 年，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第二年。 中央教育部门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

务，编制了 1954 年的教育发展计划。 确定

1954 年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继续贯彻

"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

的方针，推进各项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国家

建设所必需的各类人才，特别是有关工业建

设的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提高人民的

文化水平，以保障国家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

长春汽车制造学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得以发

展的。

党中央于 1954 年 2 月召开了七届四中

全会，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

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o 6 月，

学校认真学习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 为

进一步增强团结，校党总支作了 《关于增强

党内团结的决议~，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

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认识水平 ;加强党的组

织性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坚持党的原则，

发挥党的集体领导作用，丰富党的生活内容;

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

平与革命警惕性。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从

1952 年 12 月开始到 1954 年 4 月底结束。 通

过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学习，使广大

教职工进一步认识到培养建设人才与祖国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体会到个人工作岗位

的重要性。 干部不安心学校工作的思想基本

得到纠正，教师初步树立了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的思想。 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为增强感

性认识，党总支先后组织全校师生参观总路

线展览会、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教职工参

观了公私合营的长春医学图书印刷厂和白铁

生产合作社。 为了巩固总路线的学习成果，

以先进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学校在学生和

青年教师中，组织了《把一切献给党 》的学习 。

1954 年 5 月下旬， 召开了共青团长春汽

车制造学校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 上届团委

作了题为《大力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完成一九五四年任务而奋斗 》 的报告。 党

总支领导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二届团委会。

1953-1954 学年下学期，汽车制造专业

首先按照教学计划开始进行生产实习，机械

零件的课程设计也在同期按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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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6 月 17 日，高教部召开全国中

等专业教育行政会议。 会议要求中等专业教

育进一步整顿井有计划地发展，进一步明确

领导关系，加强领导，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

验，积极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此后，

一机部工教司召开了第三次教育行政会议 ，

贯彻全国中等专业教育行政会议精神。 为了

贯彻全国和一机部中等专业教育行政会议精

神，党总支认识到 ， 只有依靠教师，加强对

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教师积极性，才

能搞好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 因此，党总支

注意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在教师中

加强党的工作。 组织教师学习苏联《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 》 的先进教学方法，学习教学大

纲及有关教学文件，纠正不重视教学大纲，

不执行教学大纲的错误思想。 其次，调整了

组织机构，撤销了辅导处，宣教科工作并入

教务科，将锻冲学科附设在热处理专业科。

1954 年暑期，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及工

人共 455 名 。 至此，学校在校生增至 1500 人。

1954 年秋，为开展在职干部和工人业余

教育，学校为一汽和长春市工交系统开办了

正规的业余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设汽车制造

和切削两个专业及预备班，招收学生 240 人。

后来该校曾发展到 5∞余人，学校拿出一定

的人力、物力来巩固和发展这所业余学校的

教育工作。 1958 年，将该校交给一汽。

1954 年 8 月 26 日 ，一汽决定 ， 该厂技

术教育处副处长李仲祥兼任代理校长。

1954 年 10 月，为了给第二汽车制造厂

培养领导骨干，按一机部指示 ， 学校开设了

区、县、地级老干部训练班，共有学员 170

余人，学制三年。 学校对这批由政府工作转

入工业战线的学员的培养，不论教学和生活

方面都非常重视，使这批干部按期完成学习

任务，达到预期教学效果，掌握了一定的专

业技术和生产管理知识。 1957 年这批学员毕

业时， 因第二汽车制造厂缓建，被分配到其

他工厂，其中大部分担任较大型工厂的领导

工作，如学员赵学义就被分配到长春客车厂

担任党委书记。

1954 年 11 月 19 日，张森调人学校任教

务副校长。 此时， 学校领导是代理校长李仲

祥，副校长魏琪、刘杰、 张森;党总支书记

宋英民。

1954 年 ， 学校建立了汽车研究室、汽车

实验室、汽车专业资料室、工具专业教室、

切削原理教室和公差、工具、电工、金属热

处理、 分析化学实验室。

1954 年春， 学校开展了反官僚主义斗

争。 这对于克服当时学校领导上存在的官僚

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稳定教职工的工作情

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根据团中央二届二次全会精神及中共长

春市委宣传部和共青团长春市委计划 ， 4 月

12 日 ，校团委提出了《关于向青年进行共产

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宣传

教育计划 ~，从 4 月 25 日至 5 月 30 日，开

展了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这次宣传教育 ， 使

广大团员和青年，进一步树立了共产主义道

德观念，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能力，划

清了阶级界限，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

1955 年 5 月 15 日 午后 1 时 38 分，四校

区东楼二楼学生宿舍和食堂棚顶，因电走火

发生火灾，虽经抢救，仍烧毁房屋 6 间， 学

生餐厅 1 间，经济损失达 2.7 万元，死亡 1

人，烧伤 12 人。 工具专业 304 班学生朱新

华(团员，菲律宾归侨)，为了抢救国家资财，

奋不顾身与烈火搏斗，不幸牺牲。 经吉林省

优抚处批准，授予烈士称号，共青团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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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以其崇高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追授为模范团

员 。 校团委授予在灭火中英勇负伤的方正等

为优秀团员 。

1955 年 6 月 10 日， 一机部免去魏琪、

刘杰副校长职务。

1955 年 6 月 30 日，高教部党组发出通知，

要求 ]954-1955 学年末考试结束后，在高等

学校教师和学生中，利用一周或稍长一点的

时间，经过动员报告、 学习文件和坦白检举

等步骤，进行关于胡风事件的教育，借以提

高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肃清一切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 校党总支根据高教部通知和中

共长春市委的指示，确定在学生中开展肃反

运动，主要是通过忠诚老实学习，号召坦白

交待问题，澄清学生的政治面貌，为今后肃

反提供线索。

1955 年 8 月 5 日， 一机部任命牟政为校

长，免去李仲祥代校长、张森副校长职务。

长春汽车制造学校首批学生于 1952 年 4

汽、南京汽车配件厂、北京汽车制配厂、沈

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工具厂和哈尔滨量具

刃具厂等单位了解，听取对分配到各厂任职

的本校首届毕业生的反映。 他们给予很高评

价，普遍认为这届毕业生质量较好，业务基

本达到要求，在政治思想上也较好。 对大多

数毕业生的具体反映是:工作虚心，大胆肯

干，热情高，劲头足;业务上肯钻研;劳动

纪律好;团结好，社会活动积极。 学用情况，

首届毕业生分汽车、 t具和锻冲 3 个专业，

从分配到厂后所担任实际工作情况看，学与

用尚存在一定问题， 在 3 个专业中，仅工具

专业的问题不大，绝大部分适用。 汽车专业

存在一定问题，除设计专门化，学用未有什

么改变，检验、装配等专门化绝大部分改为

机械加工。 锻冲专业专门化(热、冷、自由锻)

问题较大， 学冷冲压的绝大部分改行 ， 工厂

里急需热锻和自由锻，冷冲压需要很少，而

这届锻冲专业毕业生 43 人中，冷冲压专门

月人学 ， 1955 年 5 月进入毕业实习， 6 月中化即占 19 人。

旬开始毕业设计， 8 月 1 日在国家技术评定 首届毕业生的特点:绝大部分学生，成

委员会主持的会议上进行毕业考试答辩， 9 绩优良，品质较好。 第一是: 他们在三年的

月举行毕业典礼。 这届毕业生共 298 人，其学习中，一直有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学习

中汽车制造专业 134 人， 工具制造专业 121 上有苏联经验借鉴，学习、设计等实践教学

人，锻冲专业的人。 环节要求十分严格; 第二是 :该届毕业生均

学生毕业并分配工作后，学校派人去一为部队转业的调干学生，经过党的培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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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长，在政治思想上较一般青年学生觉 长春汽车制造学校的定址，这是学校发

悟高，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使学校摆脱了过去几年

从教学上分析，首届毕业生所用的教学校址一直未定的被动局面，走向稳定发展的

计划，体现了培养中级技术干部除了必要的新时期。 长春汽车制造学校在宽平大路定址，

专业知识外，还要掌握相当的基础理论。 为 由于与长春汽车技工学校共用一个实习厂，

了理论联系实际，计划中明确规定了实习、 妥善地解决了生产实习基地，学生生产实习

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时数，这些都是正确 基本上可以在校内进行，再不必跑许多路去

的。 但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专业中还分专门化， 西安广场。 更有意义的是有一个设备齐全、

分得太细， 学生毕业后分配工作的口径不宽， 规模宏大的实习厂，这对长春汽车制造学校

造成分配工作上的困难。 此外，由于我国当 的发展，以及以后的长春工业专科学校、吉

时初中毕业生数理化基础科学水平不高，人林理工学院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吉林工学院的

学后教学计划中基础理论课又未得到足够的 建设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长春汽车制造学

重视，以致毕业生从事非本专门化的工作时校在宽平大路的定址，为学校今后的发展提

难以适应。 供了颇为理想的校园 。

至此，长春汽车制造学校已经历了三年 1955 年暑期招收新生 505 人。

制教学的全过程，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对学 1955 年 8 月初开始，在教职员工中进行

校今后的发展很有帮助。 首届毕业生通过三 肃反运动， 1956 年 8 月基本结束。 1957 年 6

年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政治思月至 9 月进行检查， 1958 年七八月进行了复

想觉悟普遍有了提高 ， 工作后普遍受到用人查，直至同年 11 月末才写出验收报告。

单位的欢迎和好评，更加增强了办好这所学 1955 年 10 月 12 日， 学校制订 1955- 1956

校的信心。 学年工作计划。 计划中提出新学年任务是:

1955 年 8 月，长春汽车制造学校迁至宽遵照一机部第四次中等专业教育行政会议的

平大路校址(现长春工业大学)。 宽平大路精神，应当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

校舍，原来是为长春机器制造学校兴建的， 高教育质量为今后长期的中心任务，井大力

部分校舍为长春汽车技工学校使用。 1955 年开展业余教育;在中共长春市委领导下，继

5 月，长春机器制造学校南迁沈阳，长春汽续深入进行肃反工作。

车制造学校由南岭迁入，与长春汽车技工学 计划中提出，本学年的教学改革，应以

校共向使用。 制订和修改教学文件、 巩固教学组织和开展

现长春工业大学校舍的主要建筑是 1952 教学法研究等三方面为中心内容。 制订和修

年 9 月建成的，是为当时在沈阳的东北机械改教学文件中着重抓好以下工作:四年制教

工业管理局机械高级职业学校，因朝鲜战争学计划的制订工作，要在具体研究苏联中等

爆发北迁兴建的。 校舍的建筑总面积为 4 万专业学校四年制教学计划基础上，征求一汽

平方米，包括教学大楼、学生食堂、 三栋学工程师意见，制订出汽车、工具和热处理 3

生宿舍、几栋家属宿舍和有 4 个车间的实习 个专业的四年制教学计划草案，准备参加一

工厂。 机部明春召开的教学计划制订会议; 三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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