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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钢铁总公司副总经理刘富有

《昆钢教育志》经我司教育工作者两年多的努力，终于问世了。这

是一部反映昆钢教育事业历史发展与现状的专业志，它的出版对总结

昆钢50余年教育工作的经验、探索企业教育如何面向21世纪、走具

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修志工作中教育志

编纂如何集中反映企业办教育，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我司教育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职工

培训、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都稳步发展，教育教学水平和培训质

量不断提高。几代昆钢人渴望办好教育的心愿开始变成现实，公司荣

获全国尊师重教先进单位和全国职工教育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昆钢

全体教育工作者、包括已经离开岗位的老一辈同志的辛勤耕耘，结出

了丰硕的果实。这是我司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十多

年改革巨大成绩的真实写照。这些进步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昆钢

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对昆钢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和帮助分不

开。

80年代以来，公司始终把发展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公司党政

领导远远不满足千把办好教育作为解除职工后顾之忧的实事来抓，而

是作为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保证企业长治久

安的战略大计认真对待。这也是全体昆钢人的共识。为此公司大量投

资，兴建和完善教育设施，并根椐国家有关政策和企业实际，提高教

师待遇，改善教师生活工作条件，建设了一支千余人的教师队伍。在

基础教育中，重视全面发展，面向全体学生，强调中、差生的转变和

进步，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职工教育逐步转变为以岗位培训为中

心，着重提高岗位技能和水平；并积极稳妥地进行教育管理体制的改

革，以保证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昆钢教育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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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中也得到反映。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全体教育工作者和广大职

工，将从中得到启示，通过扎实的努力，去解决诸多尚不尽人意的问

题，把教育办得更好。

昆钢建设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我们要奋斗8年，实现2000年产

钢200万吨的目标。历史赋予昆钢人光荣而艰巨的责任。科技兴厂，教

育为本。必须培养造就数以千计万计的优秀职工队伍。现有职工的素

质需要提高，未来的劳动后备军更需要着力培养。办一流的企业，需

要一流的教育与之相适应。依靠全体教育工作者同心协力，勤奋工作，

使昆钢的教育工作全面进入云南省先进行列，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要为之努力奋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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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的时限，以公元1939年中国电力制钢厂成立为上限，1993

年为下限。
’

三、本志以详近略远为编纂原则，民国时期从略，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从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重点。

四、本志的体例，分别为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并以

志为主体，表随文走；章法采取篇、章、节体，以篇统章，以章统节，

按节立目。

五、凡机关、团体、学校、厂矿等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如：“昆明钢铁公司第一中学”、“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昆明钢铁公司

分校”等，以后出现即简称“昆钢一中”、“昆钢电大”。

六、本志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民国时期，则

采用年名与公元纪年互见，如“民国35年(公元1946年)970

七、本志引用马列著作、中央文件、古代文献时，一般均注明出

处，以便读者查核。
。

八、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机构、行政机构、官佐姓名，依

当时习惯称谓，一律不加政治性定语，人物第一次出现加职称，如：

“处长××”，以后出现就直书其名。

九、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文字力求朴实简明，’通俗易懂。所用

词语力求符合现代汉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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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昆钢)的教育工作是由普通教育、成人

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三大部分组成。经过数十年艰苦努力，现已形成

独立完整的教育实体，承担着职工子女基础教育；职工学历教育，技

术、业务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

育的任务，为提高公司职工和劳动后备力量的政治、思想，文化、技

术、业务素质，培养，“四有”职工队伍和合格劳动后备力量，促进生

产建设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
-。

，

昆钢的教育事业是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

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集中的历史演变过程，大

体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 ，．

．

第一阶段，国民党统治时期(1939～1949年末)。当时的中国电力

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昆钢前身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生产水平

低下，最高年产量的1945年，仅产钢800多吨。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

当时也采取师带徒的形式对少量工人进行必要的生产技术、技能和安

全教育。为了解决少部分职工子女的读书问题，云南钢铁厂在1943-'-=，

1945年期间，在郎家庄厂区开办过初级小学。1946年左右，中国电力

制钢厂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一间草棚内开办了一个初小复式教学班，至

1948年停办。这就是昆钢普通教育的开始。
’

’

第二阶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0年3月～1956年12

月)。1950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

铁厂，并分别在两厂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支部。1953年7月1日

两厂合并为一O五厂，成立中国共产党总支部委员会；1954年8月建

立一O五厂党委会。1955年6月一O五厂改名为昆明钢铁厂。1956年

10月，昆钢提前1年零2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共产党领导下，这个时期昆钢的教育事业获得了新生。1950年，

接管后的中国电力制钢厂(现在的桥头村钢厂)创办了第一所职工子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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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学校。从1951年下半年起，学校规模逐步扩大，至1954年发展成

为一所完全小学。1951年在云南钢铁厂(现在昆钢公司所在地)又创

办了一所职工子弟小学(昆钢第一小学前身)，同时开办了幼儿班(昆

钢幼儿园前身)o ／

成人教育，以扫盲、学文化为主，以师带徒的传统方式对工人进

行技术教育，初步开展了职工培训工作。政治理论教育从1953年开始，

厂党委宣传部配备专职干部理论教员和工人政治教员，‘每周和用两个

半天和两个晚上组织干部学习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基本知识，组

织工人下班后学习政治时事。
’‘

二 第三阶段，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年1月一'1966年4

月)。1957一--1966年的10年中，经过改扩建，昆钢已成为年产铁32万

吨、钢20万吨、钢材25万吨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随着生产建设的

发展，昆钢的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变化。普通教育除已建立的3所学校

(即昆钢桥头村钢厂子弟小学、昆钢子弟小学、昆钢幼儿园)得到进一

步巩固、加强和发展外，又在一些厂矿开办了小学：1960年9月创办

王家滩铁矿子校}1961年创办八街铁矿子校；1963年7月创办龙山熔

剂矿子校；1960年9月创办铁合金厂子校，该校1969年才随同铁合金

厂划归昆钢管理。至此昆钢有了5所完小(不含铁合金厂子弟学校)和

1所幼儿园。

在这段时期，昆钢普通教育的管理体制，几经变动，几易其主：1956

年初至1959年底，学校均由安宁县文教科代管；j1962年初，学校归还

昆钢自行管理；1963年7月，学校又拨交安宁县文教科管理；1963年，

学校再次改由昆钢自行管理。1964年3月7日，为加强对职工子弟学

校的领导．昆钢党委决定在公司设立中心小学，有子校的厂矿设立分

校，教学业务工作由中心小学统一领导。这一决定对于教学业务管理

起了促进作用，为后来昆钢普通教育的集中管理奠定了基础。 ；

．成人教育在这段时期有成绩，也有教训。1959年2月．昆钢业余

党校成立，其任务是结合党的中心工作轮训党员和干部，并开办干部

小学、初中文化补习班，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同年，公

司人事处设教育科，全面负责职工培训工作。公司成立职工业余教育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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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下设职工业余教育办公室(设在公司工会)，进一步加强对职

工教育工作的领导。同时要求各厂矿成立职工学校，规定干人以上厂

矿设专职副校长和教务主任。是年，占全司职工总数的1／10，约3 000

余人脱掉了文盲帽子，扫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1959年末"--'1960年初，根据党中央北戴河教育工作会议和工厂办

学校会议的精神，昆钢提出“两年普及初中，．五年普及高中，八年普

及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将昆明钢铁公司职工业余学校更名为昆明钢

铁公司钢铁学院，各厂矿职工学校更名为钢铁学院分院，总院亦称

“红专总院”，分院称“红专分院”。昆钢钢铁学院的建立，由于不切合

实际，没有办学条件而未能办下去。

1962年初公司成立教育处，下设业余教育科和技工计划培训科。

1962年精简机构，教育处又撤并至人事处，只保留设在工会的业余教

育办公室。公司业余教育办公室从1959年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的7年多时间，一直坚持开展活动；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

高小和初中，办小学班5个、初中班两个，每学期在学职工170人。职

工业余文化教育的成绩是显著的。
． 1964年5月，昆钢与省重工业厅合办“云南省重工业厅技工学

校”。1965年初改名为“昆明钢铁公司中等技工学校”，年底又改名为

“昆明钢铁公司半工半读中等工业学校，：，1966年2月再次改名为“安。

宁钢铁厂半工半读中等工业学校”。这段时期，．‘由于专业未固定，目标

不明确，办学条件差，没有走上正轨。 ，

为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959年12月1日，昆钢党校正式成

立。党校成立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当时形

势任务教育的要求，开办不定期的短期培训班，培训科以上干部。1960

年培训干部943人，1962年轮训党员885人，1964年全司掀起学习

《毛泽东选集》热潮，昆钢党校在群众性的学习“毛选”活动中做了大

量工作。 一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1966

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昆钢的生产

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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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普通教育管理十分混乱，教学秩序极不正常。广大

教师受冲击，学生停课“闹革命”。但尽管如此，昆钢的普教事业仍然

有较快发展。由于地方教办学校限于自身办学条件，不再接收昆钢职

工子弟入学就读初、高中，从而迫使昆钢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自己开办

初中和高中。

1970年，在昆钢红旗小学(现在的昆钢一小)附设初中班，招收

学生700余人，成立初中部，至1972年7月停办初中。1972年9月，

经云南省冶金工业厅批准，新建校舍，正式成立昆钢中学。昆钢有了

自己的第一所完全中学。 ．

各厂矿学校也先后增设了初中和高中班。桥头村钢厂子校1970年

增设初中班，1974年增设高中班；王家滩铁矿子校1970年增设初中

班，1973年增设高中班；八街铁矿子校1971年增设初中班，1974年

增设高中班；铁合金厂子校1971年增设初中班，1977年增设高中班；

龙山熔剂矿子校1972年增设初中班，1975年增设高中班；罗茨铁矿

1969年创办职工子弟学校。1972年增设初中班，1975年增设高中班；

汽车运输管理处1971年创办职工子弟学校，1973年增设初中班；．上厂

铁矿1972年创办职工子弟学校，同年9月增设初中班，1977年增设高

中班；团山钢厂1976年创办职工子弟小学。1977年公司幼儿园迁入新

居(昆钢南区)，有了宽敞的园舍。 ，

‘至此全公司共有12所学校，其中幼儿园l所，完全小学2所，完

全中学1所，小学、初中联合学校1所，小学、初中、高中‘一条

龙”学校7所。

这段时期的普通教育管理由昆钢自行负责，但未设立强有力的管

理机构。1970年仅在公司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下设教育组，负责管理学

校教学行政工作。直属学校党组织仍隶属公司机关党委，厂矿学校仍

由各厂矿领导．1973年7月，公司成立教育处，负责管理普通中、小

学、幼儿园和技工学校，但党的关系仍隶属公司机关党委，学校财务

也直接由公司财务处管理。因此，整个普通教育的管理，实际上处于

。校自为政”的局面，缺乏具体的、统一的要求，不利于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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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基本上处于停顿或半停

顿状态。技工学校于1969年停办，至1972年才恢复招生。1976年全

8司开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19667年党校停止活动，至1972年党

校改名为“昆明钢铁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又改名为“昆钢革命委

员会干部轮训班”，成为“斗私批修”的场所。1975年恢复昆钢党校名

称，配备专职教员，相继举办党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短训班，在企业

整顿和落实政策以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起了一定作用。1975年

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使昆钢党校陷入混乱。

J·第五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新时期(1976年10月～1993年

12月)。 。1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

’反正，全党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轨道。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党的基本路

线指引下，昆钢生产建设日新月异，生机勃勃，逐步实现良性循环。1978

年昆钢扭亏为盈，实现利润35万元。1988年昆钢进入省先进企业行

列，1990年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提前完成第7个五年计划，年产

钢80万吨，实现利税2亿元。 ，

由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教育被列为全国的战略重点之一。为

适应新时期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昆钢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
． 在粉碎“四人帮”后，普教工作结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要

抓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迅速恢复学校

正常教学秩序。1978年4月成立中国共产党昆明钢铁公司教育处委员

会，加强了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各直属学校的党务、行政、教学和

财务工作逐步由教育处实行统一领导，同时强化教育处对厂矿学校教

学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初步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普教管理体制。

1979年对学校布局作了调整，统一更改校名。昆钢中学改名为昆

钢第一中学；同年二月，十四冶四建司的官庄中学划归昆钢，改名为

昆钢第二中学(并附设小学)；昆钢红旗小学改名为昆钢第一小学；同

年十月，昆钢中学附小独立出来，成立昆钢第-d,学；九月新建昆钢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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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小学。各厂矿子弟学校，一律改名为“某某厂学校”或“某某矿
学校”。 ·

，

，堪根据全国教育形势发展的要求：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从1982年开始逐年对学校进行改造和扩建。1982年又新建了昆钢第

三、第四中学，1984年新建了昆钢第四小学。同时，广泛开展群众性

的绿化、美化校园工作，进一步整顿校风、校纪，使校容校貌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每所学校基本上做到“校舍一新，窗明地净，绿树成荫，

繁花似锦”，大大优化了育人环境。 、。 ．

‘
’

为改变全司高中过分分散的不合理状况，教育处采取逐步集中高

中办学，强化初中管理，实行统考的办学方针。1982年二中高中班撤

消并入一中；1983年，厂矿高中班全部撤消并入四中；1986年又将三

中高中班撤消并入一、四中；并适当集中高中教师，使初、高中教学

都相应得到加强。同时从1983年开始，对全司小学、初中实行统一命

题，统一考试，主要科目统一评卷．基本上统一了教学进度和要求。此

外，还坚持一年一次对全司学校进行大检查，有力地加强和促进全司

学校正规化管理。‘5、 ，’ 、 ．

’‘1986年经昆明市政府批准，成立昆明市教育局昆钢分局和昆钢招

生办公室，与昆钢教育处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的管理体制，行

使政府县区教育局的部分管理职能。’ ：
．。

。‘

1991"-1993年，昆钢普通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为了切实提高初

中教育教学质量，昆钢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撤并分厂、

矿山学校初中到昆钢一中，并于1992年8月26日顺利完成撤并任务。

根据小学教学的实际情况，改小学六年制为五年制，改初中三年制为

四年制．改制工作从1991年9月开始，预计到1998年7月完成。由

于生员减少，昆钢教育处提出，昆钢公司批准，于1991年9月暂时停

办昆钢-fl,，学生并入四小就读。

至1993年止，昆钢共有中学、小学、幼儿园21所。其中：完全

中学2所，初级中学1所，小学、初中联办学校2所，完全小学12所，

幼儿园4所。共有在校学生9 978人，其中：学龄前儿童l 414人，小学

生4 532人，初中生3 014人，高中生l 018人。共有教职工1 153人，其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