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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是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的一所重点综令性大学。她

是我们党亲手创办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从创办至今，

已有四十年的历史。
‘

‘

她的前身是东北行政学院。_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在当时的东

北解放区首府1哈尔滨市创建。担负着为东北解放区培养革命干部

的光荣任务。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兼院长，东北行政委员

会民政委员会主任王一夫兼副院长。 ．

一九四八年五月，东北解放战争接近全面胜利，为适应新解

放区恢复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需要，东北行政学院与哈尔滨大学合

并，改名为东北科学院。林枫仍兼院长，原哈尔滨大学校长、东

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车向忱与王一夫兼副院长。一九四八

年十一月，东北全境解放，学院由哈尔滨迁往东北行政委员会

新驻地．沈阳。复名东北行政学院，林枫仍兼院长，王一夫兼副院

长。后来又任命刘靖为副院长。

一九五O年三月，为适应建国后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要，根

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

学校改为培养财经、政法专门人才的正规高等学校。同时，更名

为东北人民大学，任命王一夫为校长，刘靖为副校长。由于美国

发动侵朝战争，学校于一九五O年九月从沈阳迁到长春。

二一九五二年十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当时，在高等教

育部直接领导下，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

大学、辅仁大学、大连工学院和东北工学院等院校调来一大批著

名教授、学者来校任教，同时把大连工学院物理系和东北工学院

数学系学生并入，新创建理科数、理、化三系。从而使学校成为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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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部直属的文理兼备的也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一所综合大学。

一九五八年八月，根据中央关于领导体制改革的精神，学校实行

教育部和吉林省双重领导，并更名为吉林大学。

建校以来，全校师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克服

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九五九年经党中央

书记处通过，并于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二日正式公布，批准吉林

大学为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 ．

’

’

十年动乱期间，学校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恢复整

顿，学校又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j一九八四年八月，国务院批准

吉林大学首批试办研究生院，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一九八五

年，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又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使学校培养人才的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而，学校又进入一个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目前，吉林大学已成为含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并含有高等教育最高

层次的重点综合大学。 ，

回顾四十年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学校所走的道路是

不平坦的。但，由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克服了前进中的困难，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吉林大学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因而带有一定的典型

性。 ’
‘

’

《吉林大学史志>)虽然成书较仓促，但它会帮助我们回顾这

四十年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走过的足迹。其中，既有胜利

和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做为历史经验，，对于我

们今天的工作，是有借鉴作用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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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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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建时期
(_九四六年十月·一九五O年二月)

第一节 吉林大学前身——东北行政学院

在哈尔滨创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IE!战

争胜利结束了。但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在美

国的支持下，疯狂地向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抢夺胜

利果实，积极部署内战，妄图使中国仍然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黑暗统治。中国人民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

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争夺东北是一个关键。抗战胜利后，国民

党军队先后攻占了被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山海关、锦州等要地，

并向营口、鞍山、本溪、四平、长春大举进攻，东北面临着严重

的内战危机。 ： ．， 、

鉴于蒋介石大举进攻东北的严重形势和东北斗争的艰巨性，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

重要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 “建

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

农村”，即“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党的工作重心是认真发

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搞反奸清算斗争，分土地闹翻身，消

灭土匪，建立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实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全面

内战。 。 、
。

，．
·

东北行政学院就是在东北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在东北解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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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区刚刚建立尚不巩固的情况下，在解放区百废待兴、根据地建

设急需干部的重要时刻应运而生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东北行政学院成立于哈尔滨，由东北行政

委员会直接领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同志兼任院长，东北

行政委员会民政委员会副主任魏震五同志兼任院务主任。专职干

部为龚依群同志。

第一届学员33人，是通过考试录取．的。其中多数来自哈

尔滨及其附近各县的中学毕业生，也有少数学员是从部队和行政

单位选送来的。
， 十月初，在当时的哈尔滨大学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院务主

任魏震五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东北行政学院的培养目标是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武装起来的政权工作干部。

勉励大家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世界观，

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学院确定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就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东北解放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结合，

教学与思想改造结合。当时，正是我军主动撤出四平、吉林、长

春以后，战争形势是敌强我弱。一般知识青年盲目的正统观念很

深。他们在E1伪统治下和祖国隔绝了十四年之久；对共产党和人

民的革命事业茫无所知。也没有亲身体验过蒋介石暴政的痛苦，对

美国和苏联的认识也存在着糊涂观念。鉴于这种情况，学院的教

学内容决定以讲授中国革命问题为主，辅以中国近代史和世界政

治。
‘

。

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学生的思想状况，解决对共产党与

国民党，苏联与美国的认识问题。提高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加强

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

教学方法是课堂讲授与学员讨论相结合。 ．一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使学员初步获得了关于中国社会、中国

革命以及阶级分析的一般知识，并从世界政治的学习中；获得了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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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苏联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民主力量增长的一般常识，思

想上有了变化，对共产党和民主政府有了初步了解。

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集中兵力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

攻，妄图越过第二松花江，攻占哈尔滨。当时敌强我弱，形势紧

’急，为保存革命力量，防患于未然，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先期撤

走干部的眷属和东北行政学院的学员。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东北行政学院全体干部和学

员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北迁的火车专列。经过三昼夜的艰苦

行程，十二月十五日到达佳木斯。

一九四七年一月，根据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为建立巩

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局组织万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开展反奸

清算斗争。根据教学安排和形势需要，东北行政学院全体学员与

东北行政委员会少数干部组成工作队，龚依群任队长，开赴合江

省依兰县开展工作。依兰县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土匪活动的心脏地

带。当时大股土匪虽然已被我消灭，但是，残匪尚未肃清，地区
。

的开辟工作正待进行。经过在马鞍山试点取得经验后，东北行政

学院的干部和学员又与地方干部合编组成县委工作队，在依兰县

委领导下进入原土匪司令部所在地一一永发区开展工作。

经过四个月艰苦复杂的斗争，完成了挖匪根、斗恶霸，分土

地的任务，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形成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广

大农民翻身运动。并用起获土匪、恶霸的武器武装翻身农民，建

立农会和区乡政权。在分配土地中，工作队帮助l，553户农民分

得土地6，150垧，在生产中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使广大农民不仅在

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解放。
。

+

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和改造了学员队伍。‘学员们亲眼看到

了在日伪国民党土匪特务和恶霸地主压迫下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

许多学员把带去的粮食分给断炊的农民，有的女同学把自己的衬

衣脱下来，送给那些十六、七岁还光着身子在炕上围着一床破被

的农村姑娘。严酷的事实，使学员们亲身体验到了以日伪国民党

．K



●

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感受了共产党的温暖，从而消除

了盲目的正统观念。

。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增强了学员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使

课堂上讲授的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开始获得了具体内容，许多学

员在阶级感情和工作作风上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

。

．一九四七年五月，东北行政学院全体干部和学员圆满完成了

合江省依兰县的土改工作，返回哈尔滨。并于六月下旬，第一届

学员举行毕业典礼。按照组织需要，这些学员大部分都分配在东

北行政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工作，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及时地培

养了一批干部。 ．’

+
．、

一九四七年九月，东北行政学院开始招收第二届学员。

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同志仍然兼任院长，由东爿匕行政委

员会民政委员会主任王一夫同志兼任副院长。专职干部有院务主

任杜子云、教务主任龚依群等。 ，，

．这届招收学员八十余人。．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行政学院举行了第二届学员开学典礼。

林枫院长到会做了重要报告。他强调指出本届学员的学习任务就

是帮助东北人民建立合理的新生活，+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内

容。为此，首先就要彻底搬掉压在东北人民头上的封建石头。林枫

同志勉励学员要努力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7

这届学员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子弟，大部分招自中学，许多人

在政治认识上已经略有基础。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有利

于人民的蓖大变化。经过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人民解放军

共歼敌120余万．。在东北战场上，也取得了夏季攻势的重大胜利，

歼敌8万余入，收复县城4 0余座，彻底粉碎了敌军对我东北解

放区的分割计划，从而改变了东北的整个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一

般青年的盲目正统观念也已经开始有所转变。
。

’．

’7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土地

法大纲》，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一场轰轰

、4 ’



烈烈的土改运动犹如暴风骤雨一般，住利匕人地上迅速地展开了。
鉴于这种情况，这届学员的学习内容，除了进一步解决盲目正统

观念以外，主要学习好《土地法大纲》。

在解决盲目正统观念问题上，学习了一“旧东北新东北”等专

题，使学员从十四年亡国奴的痛苦经历中认识到封建势力与帝国

主义勾结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

主义，共产党才是坚持八年抗战，救民于水火的功臣，基本上分

清爱国与卖国，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

关于土地政策的学习，主要以《土地法大纲》为主，重点讲

授土改斗争的方针政策，引导学员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土改的伟大

意义，树立正确的阶级观点。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学员完成了予

定的学习计划。 ’

一九四八年一月，东北行政学院全体干部和学员组成工作队，

由副院长王一夫同志率领，在哈尔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参加了香

坊、松浦和顾乡三个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

香坊、松浦和顾乡三区位于哈尔滨市郊。曾于一九四六年秋

进行过反奸清算斗争。一九四七年夏又开展过砍挖运动，虽然已

经组织了农会，但地富的威风还没有完全打倒，贫雇农的优势也

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经济上也没有彻底翻身。 -

根据这种情况，工作队进屯后首先做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

的工作，特别是引导贫雇农吐苦水，诉苦情，挖苦根，启发他们

的阶级觉悟。在深入进行教育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政策，划阶级，

定成分，分清敌我友。接着在贫雇农代表大会的主持下进行平分

土地的工作。东北行政学院在51个自然村，为4．26．7户，

19，4 51人平分土地9，68 8垧，并为广大的贫雇农分了车马和

茯物。 ，，

土改的进行，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随着春耕

生产的到来，工作队全力帮助农民落实生产计划，并在自愿两利

的原则下，组织起生产组。翻身农民提出不荒一垅地，不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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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I=l号，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打胜仗。 ．

这次下乡，由于事前将土地改革政策做为专题进行学习讨论，

使广大学员充分理解和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因而工作开展较

。稳， “左”的偏差虽也时有出现，但都能及时纠正。另外，在阶

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学员们不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且对阶级

立场和阶级观点也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

，

，

一九四八年五月，东北行政学院全体干部和学员在胜利完成

土改工作后，返回哈尔滨。经过总结即告毕业。除少数人留校工

作外，绝大多数学员按照需要分配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各部门和各

省工作。 ．
．．

，

第二节 哈尔滨大学与东北行政学院合并，

改称东北科学院
?

7
i

，

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

进攻和蓖点进攻之后，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解

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折。 ． ． ．

东北战场的节节胜利，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需要尽快建设

一支包括各方面人才的宏大干部队伍。一九四八年五月，根据中

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决定，+将拥有较多干部和师资

的哈尔滨大学与东北行政学院合并，改称东北科学院。 二

， 哈尔滨大学原是一所私立学校。一九四六年九月，东北行政

委员会决定改为公立，并任命老教育家、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

员会主任车向忱同志和来自延安党中央青委的干部何礼同志为该

校正副校长，并将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一栋办公大楼让给哈大作为

校址。，

接收后的哈尔滨大学是在我党领导下的一所比较正规的高等

学校。这所学校的教育方针是遵照东北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中的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培养建设东北根据地所需的各方面人才

· 6 ·



为宗旨，通过课内外的多种形式，以期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

与用的一致，也就是要发扬我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教学

上推行以“自学为主，教授为辅”的师生集体互助互学，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哈尔滨大学‘自一九四六年十月开始招生，第一届学生共有

500余人。 一

“

哈尔滨大学设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学院，学

制一般为四年。文艺学院院长李则兰，下设文学系，主任李则兰

兼，后为陈宣；戏剧音乐系，主任李鹰航；美术系，主任石泊夫。

社会科学院院长车向忱兼，下设政治系，主任蒋南翔；经济系，主

任丁冬放；教育系，主任车向忱兼、陈元晖。自然科学院院长何礼

兼，下没三个系：电机系、化工系及医学系，前二系先上预科，

学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基础课。医学系，主任刘锡强。哈尔

滨大学教务长为栗玉；秘书处主任为晋驼。、 ．

教学内容，设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两部分。公共必修课主要

根据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盲目正统观念和对中国革命的糊涂认识，由

陈振球、陈元晖讲授《近现代史》；由何礼讲授《自然社会发展

史》；由蒋南翔讲授《中国政党史》。因为讲授中能很好地结合

东北的实际和学生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公共必修课不仅使学

生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思想问题。专业

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专科特长，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先后开

设了《文艺名著》、 《中国经济》、 《教育概论》_、《美术素描》、

《音乐发声》、 《生理》、 《解剖》等课程。另外，每个学院还

有予科班。予科学生主要开设专题讲座和数学，·物理、化学等

基础课。+在专业课的讲授中，学校领导注意引导教师既重视基础

知识的传授，又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t使学生在学与用两个方

面都得到发展。除此之外，学校还经常邀请著名人士和专家学者，

例如高崇民、陈先舟、徐寿轩等同志到校做报告，用他们亲身经

历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都受到了师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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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欢迎。 ．

‘

哈尔滨大学不仅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和专业理论的学习，而且

也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意引导学生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经

风雨，见世面。当时，最重要的革命实际就是战争和土改，哈尔

滨大学前后三次选派进步学生参加土改运动。

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哈尔滨大学选派学生组成工作

队，参加哈尔滨大中学生寒假下乡工作团，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青

年运动委员会书记蒋南翔同志任团长，奔赴香坊区大嘎哈，开展

“反奸清算”斗争。下乡前，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亲自到会讲了

话，他鼓励学生们勇敢地到农村去，参加改变旧中国的伟大革命，

全心全意为供给我们粮食的农民服务。彭真同志的讲话极大地鼓

舞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
‘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哈尔滨大学选派先进学生参加哈

尔滨暑假学生下乡工作团。在哈尔滨道里区委书记宋平同志的领

导下，奔赴顾乡区协助农村党组织开展“砍挖运动”，即砍大树

斗地主，挖浮财清私产。七月二十八日，下乡学生云集车站广场，

举行誓师大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同志到会讲话，他号召

学生们与农民同甘苦，帮助农民翻身，消灭封建势力。车向忱校

长也在会上说，希望学生都是一门小钢炮，向封建势力开火。
‘

第三次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当时中共中央土地工作会议已

经颁布了《土地法大纲》i哈尔滨郊区平分土地的群众运动正在

迅猛展开。哈尔滨大学又一次选派先进学生组成工作队，参加哈

尔滨大中学生寒假工作团，在顾乡区参加平分土地的群众运动。

土改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不仅政策

性强，而且斗争条件也是极为艰苦复杂的。许多学生在农村扎根

串联，访贫问苦，评成分，斗地主，建立农村政权以及平分土地，

动员青年参军和组织生产的工作中，表现了很高的革命热情。北

满的冬天是很冷的，学生们经常冒着鹅毛大雪，顶着刺骨的寒风，

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为贫苦农民丈量土地。有的冻裂了手，有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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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脸上冻起了泡，有的甚至患病发烧，也一声不吭，积极工作。经

过几次农村革命斗争的锻炼，学生们的阶级觉悟普遍有了很大提

高，对党的土地政策也有了正确的理解，进一步培养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增强了劳动观念。

学生们参加土改运动，不仅经受了阶级斗争的考验，而且事实上

已经成为哈尔滨郊区土改运动的重要力量。

一九四七年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三下江南”、“四

保临江”的春季攻势。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和造就

一批青年干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共哈尔滨市委和市委

青委，根据东北局青委要求，组织一支由哈尔滨大中学生和工厂

商店先进工人店员组成的“前线工作团”’，紧随我军春季攻势胜

利进军的路线，开展新区工作。哈尔滨大学选派2 0名进步学生

组成一个能够独立作战的、具有武装工作队性质的支队，经过长

途行军，深入敌后，进驻朝阳镇。学生们在五个月的艰苦斗争历

程中，反复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开展拥军、

拥政和支前活动，改造和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宣传我军的胜利消

息，调解民事纠纷，打击犯罪活动，为巩固新区建设，支援前线

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1 3名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与此同时，哈尔滨大学还根据革命需要，组织学生参加哈尔

滨户口调查，西满防疫和民众教育等社会活动，不仅使学生受到

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改造了世界观，而且也在社会实践中加深和

巩固了所学的科学理论知识，在学与用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

发展。
’ 。+

．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i哈尔滨大学共培养了具有各方面知识

的干部l，082人。为东北的解放和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一jL

四八年五月，’哈尔滨大学与东北行政学院合并，改名为东北科学

院。 ’’

’

、

。。 ，

东北科学院院长仍由林枫同志兼任，副院长是车向忱、王一

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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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科学院的建立，一方面是培养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的专

门人才，‘为全东北的解放多方面准备干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

好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收流散在各地的失业科学技术

人员。经过学习，提高觉悟，能为新东北的建设服务，达到人尽

其才，发展经济，支援战争的目的，这拦就能很好地解决一部分科

学技术人员无出路与东北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迫切需要科技人才

的矛盾。正因为如此，东北科学院招生对象除一部分是青年学生

外，还包括东北各地现有的专门科技人员。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东北科学院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吉

林和四平等地开始招生，大批青年学生和过去学有专长的科学技

术人员，特别是新解放区的科学技术人员，纷纷前往报名。

七月六日，东北科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林枫院长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从两个方面讲了办科

学院的原因。其一是“现在东北形势要求我们办科学院。”他指

出“东北要完全变成东北人民的东北”。目前“在东北95％的地

区已解放了，我们需要建设，需要发展我们交通工业建设、农业

建设，这也需要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其二是“给原来的知识

分子找一个出路。”他强调“应该把这些知识分子收拢起来，给

以帮助，送到工作岗位上去。”

在谈到科学院的办学方针时，林院长从当时形势出发，强调

学习政治，提高思想水平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不管我们是有技

术的，不管我们是学过政治的，在今天，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把

中心摆在学政策上，这就是我们办学开头的基本方针。” ．

：一在讲到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态度时，林院长着重谈了三点。

第一要解决为谁学习的问题。他说“在这里我们明确认识： ‘到

底是为谁学习?’象旧社会为自己挣钱吃饭学习呢，还是为了整

个东北、为了中国人民的建设来学习，这是学习态度问题，为谁

学习问题。”“如果大家都为自己，不为人民，那么全国人民绝

不能解放。”第二要把学校看成是自己的学校。要“跟别人打成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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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帮助别人，向别人学习。”“不把自己和学校对立起来，不

把自己和同学孤立起来，在学习上，生活上结成一个整体。”第

三要建立民主集中制。 “头一条是民主生活，后r条就是要有制

度。”“假如只有民主，没有组织，没有纪律，那就成为一盘散沙。”

最后，林院长勉励学员们说： “东北是个好地方，出大豆高

梁，有铁路工厂。过去在帝国主义汉奸军阀卖国贼的压迫蹂躏下

度过十多年，现在解放了，我们再不做奴隶了。那就下决心学习，

学习好，建设自己的国家。” ．

这届学员共有62 5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学员是来自新解放区和

敌占区。 一

’全院分设理工系，主任栗玉；农林系，主任张炎；教育系，

主任陈彦之；行政系，主任郭蕻生；公安系，主任肖磊。另外还

有文工团，团长李鹰航。教育长兼教务处主任张盘新，副主任龚

依群、柳文；秘书处主任杜子云，副主任晋驼。 ．’

此外，还有自然科学研究所，是专门培养和招收有较高科学

技术水平的学员，但因人数很少，后并入农林系学习。
‘

原医学系和美术系，开学后不久，即并入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医

学系和东北大学美术系。 。

学院虽然分设了许多系，并准备从多方面培养科技人才，但

是，根据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必须考虑到在短期内要为新解放

区输送大批工作干部的这个现实。为此，学院决定不按系进行专

业教育，而是遵循林枫院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按照统一

的教学计划进行三个月的政策教育，辅之以专修课和专题报告，以

便使学员能够应付复杂的环境，适应新区政权工作的特点。每周

的时间安排大致是政策教育三天，专修课一天半，专题报告一天。

教学内容有《农民土地问题》， 《工商业政策》、 《文化教

育政策》、 《司法政策》和《阶级分析》等。有的系还分别讲授

了《政权建设》、 《农业建设》、 《蒋管区的教育》等课程。专

题报告则是邀请著名人士，专家、学者到校做报告。例如陈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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