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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轻工业学院院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杨增陈德钧．臧晨光钱慈明华静娟丁霄霖承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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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陈德钓
。

今年是我院建院三十周年。第一部《无锡轻工业学院院志》出版了·

这是建院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o ，

编纂《院志》是全院师生员工和万名校友的共同愿望。现在，将她

‘奉献给关心学院成长的所有读者，并作为校庆三十周年的献礼o

“温故而知新"o为现实服务，这是编纂《院志》的宗旨。我们试

图通过《院志》编纂，汇集和保存建院以来各方面翔实资料，比较系统
地反映学院的历史与现状，忠实记述学院艰苦创业、。文革力十年斗争、

学校教育事业两度发展的战斗历程。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乃。这对于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认识学院，建设学院、办好学院，

深化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加速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

意义。也为《校史》编纂创造了条件o

’《院志》编纂工作从·九八三年开始至今，历时五年。五年来，始

终得到江苏省与无锡市编志委员会的热情指导，得到本院各届党政领

‘导的亲切关怀和许多老教授，老同志的热心指教。今天，在各系各部

门和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通过编委和参与修志同志们的辛勤

劳动，终于成稿出版o《院志》是全院师生员工和历届校友心血与智慧

的结晶，是我院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硕果。在此谨向

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o

。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尽长江滚滚来o"我们既能为过去写下光荣

而自豪的一页，同时坚信后来者，必将进一步团结全院师生员工，在

党的十三大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积极进取，为把我院建成一所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轻工业大学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o

’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七日



编纂说明

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院志讳，是发展学校教学、科研和各项事业的

历史借鉴与现实依据．

《轻院院志》上限从1958年建院初开始，下限根据中央编志委员会规定，截止1985年。为

使读者对学院近两年的改革、发展新貌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将1985年以后的重大事

件，编入大事记“续记”内。“概述"部分则延伸到1988年上半年。

志的显明特点是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因此，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存真”，“求实”，务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内容上贯彻“详今略远"的原则。体裁包含述，记，志、图、表等，以志为主体。

为能较鲜明、翔实，系统地反映某一方面内容，有些部分采取相对集中的方式，或略有

重叙。如各系科研和教材编写，均集中在第二，四章和附表内’院系两级校办工厂，均集中

在第六章“校办工厂黟一节。等等。

全志材料，主要来自学校现存档案，同时，亦查网了江苏省档案馆，东南大学档案馆的

有关资料，并经过历任党政领导，老教授，老干部的认真回忆，还通过不同形式，多种渠

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在方法上采取统一组织，分工编写，专人总纂，领导主审，编委审

定的办法。

在编纂过程中，还得到本院高教研究室、各系各部门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高霞、盛群、

彭路明、夏铭德．孙勇、姚惠芳等同志亦做了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资料不全，加上编者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定所不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出版，得到常州市校友的大力支持，负责承印。在此谨表深切谢忱。

编者

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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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食品工业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前，我国食品工业十分落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技术人员更是寥寥无

几。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大学的农化系开出《农产品加工》课程。解放后，大力培养食品工业建

设人材，加速发展食品学科，自然成为十分必需而又急迫的任务。无锡轻工业学院就是在这

一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成长起来的一所以发酵、食品、粮油等为特色学科的轻工高等工业院

校。 j一+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将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食品工业系、浙江大学农

化系，停办的江南大学食品工业系和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有关系科的部分师生合并至南

京工学院，成立食品工业系，荟萃了当时全国发酵，食品、粮食、油脂等学科领域中享有盛

誉的一批专家、学者。诸如酿造专家朱宝镛教授，粮食食品科学专家沈学源教授，食品科学

专家向瑞春教授、黄本立教授，油脂专家王昶教授，及一批学有专长的副教授与讲师。还包

括1951年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制糖专修科以及当时划分专业时于1952年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第一

个发酵工学专业，1954年创建的全国第·个粮食加工与贮藏工学专业，1955年建立的我国第

一个油脂工学和食品机械专业等。。这是无锡轻工业学院的雏形。这些老高校的师资设备，为

学院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一 ，一’
。 。，

1956年夏，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开始酝酿筹建食品工业学

院。先在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成立建院小组，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并拟订了建院规

划草案，旨在1958年创建食品工业学院。嗣后，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于1958年

6月7日成立南京粮食食品学院筹委会。同年8月18日，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将南京工学

琬食品工业系东迁太湖之滨的江苏名城——?无锡市社桥原华东艺专旧址建院，‘命名无锡食品

工业学院，’后改称无锡轻工业学院。设食品工程，粮食工程和机械工程三个系。有发酵剂翩

造工学，食品工学，油脂工学，食品机械，粮食加工与贮藏等五个专业和一个造纸专修科。

共有教职员工174人。其中专任教师83人。在专任教师中有教授，副教役8人，讲师15人，

助教60人，．在校学生1028人。校舍建筑面积19473M2，占地150亩。学院隶属江苏省人民委员

会领导。在搬迁过程中，中共无锡市委指派了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

速中，支援了一批干部和职工；确保了迁建工作的顺利进行。11月17日正式上课．，?‘，

建院伊始，‘全院动员，人人动手，自力更生，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一面改

建校舍，重建实验室，筹建校办工厂，一面罗致人才，培养师资力量，发展系科专业，教学

秩序很快转入正常。与此同时，学校开展了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

百革命，并投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支援农业“四化黟的运动． +，

，7

1959年起，面临三年自然灾害，教育战线贯彻“全国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

议黟精神．在中央关于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撤并了一批新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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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1962年，无锡纺织工学院撤并至我院，成为纺织工程系，原青山湾纺院旧址作为分部。

我院在调整中站住了脚跟，并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同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学院戈lJ

归轻工业部领导，随后，充实了领导班子，完善了机构设置，调整了学科专业建设，并开始投资

扩建。其后又认真传达学习青岛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执行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

例(草案)，贯彻落实1962年“广州会议"和教育部高等工业院校1963年6月教学工作会议

精神，提出了以毛主席的思想为指针，以贯彻“七三"指示为目标，以课程改革为中心，以

贯彻“少而精玎原则为主攻方向，抓好发酵工学专业教改试点的工作方针。并在贯彻政治挂

帅，教学为主，劳逸结合三项原则前提下，统筹安排各项课外活动，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使

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全院广大师生，精神振奋，心情舒

畅，学校呈现一派可喜景象。
’

至此，学院已初具规模，开始成为有五系一部下设八个专业，包括轻工业、纺织工业和

发醇，食品、粮油工业等吃穿用兼备的多科性高等轻工业院校。之后，院本部迁至青山湾，

原社桥旧址为分部。

1966年开始靠文化大革命疗，我院首当其冲“秀木先摧"。继北京，南京，上海等高校

领导被“点名批判"或揪斗之后，我院党政领导和一些专家，教授亦先后遭到围攻、批斗，

相继受到冲击，几乎无一幸免。“文化大革命"期间，院的党政机关被冲垮，瘫痪I教学、

科研活动全部中断，教学用房被无偿占用，仪器设备散失、破坏，数百名教师，干部、学生，

在“清队一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残酷迫害，死十人，伤残数十人，广大教职工被

口扫地出门刀，轮番下放至马山围湖造田，劳动改造。停止招生达六年。学校隶属关系下放

地方，幸在轻工业部和江苏省的关怀下，未遭撤并，搬迁之厄运。
’

1972年起，从工农兵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学生，实行搿工农兵学生上大学、管大

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提倡丘围绕典型产品进行教学。黟

面对“四人帮黟的倒行逆施，广大教职工不畏强暴，坚持真理，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

斗争，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怀着一片拳拳报国之心，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教学，科

研，为学校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进行恢复、整顿和拨乱反正。

由于受。左”的路线干扰，曾一度徘徊。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排除了干扰，平反了各种冤假

错案，改正了五十年代错划的右派，认真清退了鼻文革彦中的抄家物资，推倒了“两个估

计玎，恢复了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广大教

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1981年后，经过恢复，整顿和拨乱反正，学校逐步治愈创伤，恢复元气，得到复苏。

1983年武汉高等教育会议以来，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颁布后，学校又相继积极进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教学工作改革。在这一时期，

开始实行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办学，招生人数迅速增加，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增设

了一些新的系科、专业，学科建设有了新的发展，教学改革亦相继取得成果。根据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要求，陆续清理，修订了各专业教学计划，修订，制定了一系列教学文件和规

章制度，进行了教学体制和课程的改革，改进和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秩序稳定，培养

质量提高。与此同时，科学研究工作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为国家和地方建设做出了

贡献。实验设备条件不断充实，特别是特色学科的条件已得到根本性改善。基本建设和后

2



勤服务设施建设进展较快。对外学术活动日趋活跃。 +．

现在，全院设有8个系，1个基础课部，共15个本科专业，13个专科专业。已经形成以

发酵、食品、粮油为学科特色，兼有轻化工，机电，纺织、工业设计和经管、外贸等学稽
(专业)专业相配套的高等工业学院。1988年，发酵学科被评审为全国重点学科。

学院培养层次齐全，办学功能多样，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外国留学

生和夜大学、函授生、出国人员培训班、助教进修班等。到1988年，已有三个博士学位授予

点，九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

现有教授、剐教授、高级工程师161名，外籍名誉教授7名，讲师，工程师350名。各级

各类在册学生4000多人，其中全日制本，专科学生3000人，博士、硕士研究生160多人。

学院教学，科研设施不断完备，有包括通过世界银行第二个大学贷款项目引进的现代精

密仪器中心、电子计算中心、电化教育等55个实验室，7个附属实验工厂。图书馆藏书39万册。

建院至今，已为我国轻工业经济建设和轻工(特别是食品，发酵，粮油等学科领域)科

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先后向国家输送各级各类毕业生一万余名。分布在

全国除台湾外的省(市)、自治区的食品、发酵，粮油，轻化工，纺织等各条战线，为祖国的

～“四化秒建设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其中大多数人B成为我国轻工行业或教学科研机构的领导

骨干和技术骨干。

为了向国家输送更多的又红又专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学院在积极实施近期

发展目标的同时，正着手修订学校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规划，并致力于深化教育改革，研究

建立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有效机制，并使本院专业(系科>建设达到一个更高

的水平，保持和发展自己传统的学科优势。届时，学校将以更加崭新的姿态，行进在全国高

等学府的行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附表。

无锡轻工业学院沿革示意图

南京大学l
食品工业系I

一

江南大学I

食品工业系I

浙江大学 1952锭 南京工学院

农化系 食品工业系

复旦大学I

’'‘胁键。有关系科j
—

I武汉大学I 无 锡
‘■o--_-_‘

f有关系科I 纺织工学院



二、大，事 记

一九五六年

5601夏

酝酿筹建粮食食品学院。南京工学院食工系建立建院小组，并进行资料收集和拟订建院

规划草案．

一九五八年

580l六月七日
一

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粮食食品学院筹备委员会(后改称江苏省食品工学

院)。院址未定。

筹委会主任委员。鲍有荪(南工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委员，金宝桢(南工副院长)，聂建文(食工系总支书记)，朱宝镛(食工

系主任)。

” 5802六月十九日

江苏省教育厅致函中共无锡市委员会。函称t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

1958年暑期中将以现有南京工学院食工系为基础，在无锡市建立一所“江苏省食品工业学

院万。筹建工作由南京工学院负责，为加强该院筹建工作的具体领导，请无锡市指定一名负

责干部参加筹委会。 ． 。，．

5803八月十八日

根据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指示，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东迁无锡市，在社桥原华东艺专旧

址扩建成院，归属省人民委员会领导，命名无锡食品工业学院，后改称无锡轻工业学院。

建院后，根据上级布署，投入了大炼钢铁活动。

5804

中共无锡市委决定杨增主持学院工作，朱名中任党委副书记。

5805十月

用近一个月时间，学习党的教育方针。

·5806十月十一日

举行轻工业学院民兵团成立誓师大会。杨增任团长兼政委，朱名中任副团长兼副政委t

5807十月二十六日

中共无锡市委决定，成立中共无锡轻工业学院委员会。杨增任党委书记。

5808十一月十七日

正式上课。并定为校庆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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