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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志》通过摆材料、写历史，记载过去，不仅可以看到后勤四十年许许多

多建设成果，同时看出北工大后勤自身发展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编写后勤志的意图，

也是北工大后勤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

北工大后勤建设与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校初期至“文革”后拨乱反正。主

要为艰苦创业阶段，充分体现北工大后勤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后勤设施，为教学、科

研及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崇高品质与精神境界。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到现在。主要反映后勤

职工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较早进行改革，发展和壮大自己。为适应学校发展形势需要，后

勤机构进行多次调整。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办学，前后组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

自我发展的若干经营服务实体。不断完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小机关，多实体，大服务”的模式基本形成，为学校稳定与发展，为建设文明校园和

“211工程”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后勤社会化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

后勤建设要有一支积极向上，勤奋踏实，任劳任怨的队伍。四十年来，后勤建设始终坚持将

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政治与业务素质较高的人才。他们在

工作中注意自己的形象，模范行为，潜移默化的育人，充分体现了后勤工作服务功能与育人功

能。后勤职工在平凡岗位上为北工大后勤建设做出了历史贡献。本志的问世，将会使创建过去

的同志见志欣然，往事如烟，这也是对大家的共同回报。

学校办社会，长期困扰学校发展，不仅要有庞大的机构与人员，经费还要逐年增加，而经费

年年不足，使已有的设施长期超负荷运转，实际拖了学校的后腿。无疑，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社会对人才的大量需要，学校招生扩大，计划经济体制下，靠国家拨款维持运行的福利型后勤

机制必然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社会实体所取代。相信，通过深化改革，

后勤社会化的实施，将给学校发展带来生机。

希望后勤战线新、老同志，温故知新，励精图治，继往开来，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再做贡

献。

预祝北工大后勤更上一层楼!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志》编辑委员会

二ooo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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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后勤工作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起着基础性、先

行性和保障性作用。

北京工业大学建校四十年，学校后勤工作经历了艰苦创业、改革开放和探索发展的艰难曲

折、坚实辉煌的历程。经过几代领导和全体后勤干部职工共同努力奋斗，学校后勤工作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后勤干部职工在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指引

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探索、积极稳妥地推进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的改革，使我校后勤工作逐步向社会化方向迈进。

四十年来，随着教育改革与发展，院校合并，学校后勤建设飞速发展。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建

筑群和具有吃、住、行、医全面优良的后勤服务设施，美化了校园环境，形成了良好的师生员工

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后勤职工队伍不断壮大，经过艰苦创业，造就了一支克己奉公，任劳任

怨，踏实肯干，勇于开拓，能打硬仗的后勤干部职工队伍。通过近几年深化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的改革，建立起“小机关、多实体、大服务”的管理体制，实现了聘任制、合同制的用人机制；

完善了后勤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了以履行岗位职责为主要内容的考核与奖惩办法。初步形成了

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后勤保障体系。

四十年来学校后勤建设、改革与发展，使大家深深体会到：学校后勤工作必须发扬艰苦奋

斗的优良作风，坚持“三服务、两育人”宗旨；坚持勤俭办校，勤俭办后勤的方针；坚持努力进取，

积极开拓，走“社会化”改革道路；强化基础工作，坚持思想教育；加强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

的综合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校

后勤工作体系。

四十年来，后勤干部职工在学校党政领导下，在全校师生员工大力支持下，为学校建设和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为把四十年来后勤工作艰苦创业和改革发展的足迹记载下来，以教育、激

励后人，我们决定编写《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志》(1959年一1999年)。《后勤志》的编写是一项艰

苦、复杂、细致的工作，在学校党、政领导支持下，在参加编写的广大后勤干部职工努力下，从

1999年5月成立编辑委员会，组织人员查阅资料、调查走访、拟定编写提纲和征集附录、附表、

资料、图片等，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一些后勤离退休干部、职工倾心关注和指导，于

2000年5月完成初稿。经过多人精心修改、编纂，现奉献给大家。尽管编写人员尽心努力，但毕

竟历史较长，有的资料难于查找，也由于时间仓促，编写水平有限，难免出现遗漏、不全或不当，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值此谨向为《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志》做出贡献和工作过的同志：王庆余、王士甫、王宝义、王

晓津、王育勤、史东明、李深、李颖、任雅君、孙国玲、张同和、冯淑敏、杨春有、陈雪玫、赵玉成、姚

西萍、徐卫华、梁宝元、徐颖、徐树春、贾燕、崔国平、寇广平、隗和荣等同志表示真诚的谢意j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志》编辑委员会

二oOO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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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志

综 述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志》共十二章，较为系统、全面、详实地反映了后勤四十年所走过的路

程，是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建设和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

一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组建与发展

1959年12月17日北京市委决定筹建北京工业大学。

1960年8月建立后勤总务组，1960年10月更名为总务处，1975年更名为校务处。历经二

十余年建制不断变化。1984年前后，后勤机构进行较大调整，以原校务处基建科、修缮科为基

础组建基建处；校医院脱离总务处直属后勤；京天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直属后勤。财务处脱离校

务处后直属后勤。1988年11月成立后勤办公室，统一协调后勤两处和三个直属单位日常工

作。1987年至1999年7月，总务处机构设置为11个科级单位。1994年4月至1998年8月基

建处分为基建处、修缮管理处。修缮管理处设六个科级单位。基建处设二个科级单位。1998年

8月基建处与修缮处合并为基建修缮处。北京工业大学后勤承担着北京h№大学教学、科研和

师生员工生活服务保障任务。

建校初期建立第一个学生食堂，设备设施落后，基本没有炊事机械。到1999年已建有一、

二、三、四、南一、南二、老年餐厅、回民食堂、多功能餐厅、客饭餐厅等10个饮食区及办公、维修

部门，总面积达12400m2。逐年装修改建老食堂，四食堂、南二食堂改造为多种风味大排档。实

现炊具不锈钢化，微机售饭系统，就餐环境明显改善。房产与教工住宅大幅度增加。1960年至

1966年，基本没有集中的教工住宅区，到1999年校有产权教工宿舍和由北京工业大学使用的

房管局产权已达11万m2，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约12m2。青年公寓、周转房4108m2，筒子楼周转

房3494m2，集体承租房管所住房1289m2。1992年启动出售公有住房，迄今已售房1131套，达

可售房90％。1995年1月起建立教职工住房公积金。教工住宅小区由70年代2个发展为4

个，四个家委会接受总务处和街道办事处双重领导，努力为居民服务。建校初教室管理只有2

名管理员，教室数量少，设备条件差。1999年底各类教室达209个，教员休息室4个，教师答疑

室4个。部分大教室改造成多媒体教室，所有教室更换为玻璃黑板。1983年到1990年原房屋

家具管理组改为房屋家具管理科，下设教室管理站，实行楼长负责制。1991年成立教室管理

科。学生宿舍1、2、3、4号楼1961年前竣工，设备设施简陋。近些年也有所翻新装修，1996年后

在南区新建学生宿舍楼5栋，现共有学生宿舍楼9栋建筑面积53348．6m2，9000多个床位。

1997年由每问住8人改为本科生6人一问，研究生4人一间，博士生2人一问。1997年12月

每间宿舍安装一台彩电，1998年11月每间宿舍安装一部2011校园卡电话，为学生创造了舒

适方便的学习生活环境。1980年9月成立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82年全校划分为21个

环境卫生责任区，日常卫生工作由总务科公务班承担。1985年至1991年、1994年北京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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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被评为北京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1982年3月成立校绿化委员会，1984年实施绿化总体方

案，到1999年底植物已达77种，三季有花，四季常青，连续15年被评为北京市花园式单位。多

次完成市、区、校重大节日、摆花任务，并承担山区绿化管理工作。1982年至1999年北京工业

大学山区植树418265棵，成活376458棵，抚育幼苗26965棵。1960年初创建幼儿园，条件艰

苦，没有配套教具。1978年新建幼儿园占地2480m2，功能齐备。并于1988年、1996年两次装

修，逐年添置教学用具、儿童玩具等设施设备，陆续接收幼师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1989年经

区级验收组初验和1991年市级验收组复查，北京工业大学幼儿园被认定为一级二类幼儿园。

1990年总务处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高校先进总务处。

基建是北京工业大学建设的最重要任务之一。1960年为解决当年招生之急，北京市委决

定将朝阳区平乐园100号北京市第二化工学校作为北京工业大学临时校舍。1979年开始进行

较大规模基本建设，兴建电化教学楼、图书馆、学生操场、第三教学楼、土建楼、机械楼、环化楼、

计算机楼、经管楼、研究生教学楼、学生宿舍楼、食堂、教工住宅等。1984年之后，基建处负责组

织工程立项、工程招标、施工管理及竣工验收。建校后共征地9次，目前校园占地面积716亩，

总建筑面积337577．17m2。其中教学科研用房137188．17m2，学生生活用房68970．4m2，礼堂

4013．1m2，附属用房22584．1m2，教工住宅104821．4m2。基建工程质量由专人负责，引进质量

监督站代表政府进行监督，按有关质量标准和设计要求进行验收。1998年11月计算机学院楼

工程获“市优工程”称号。1999年经管楼工程获北京市建筑质量最高奖——“长城杯”。

1994年成立修缮管理处，房屋修建与管理分为校内房屋维修和家属住宅维修，1998年与

基建处合并为基建修缮处。其间进行了大量房屋改建、大修、中修、水、电、暖气、锅炉房、电梯、

水泵、空调和必要的后勤服务设施维修与运行管理工作。1987年筹建北京工业大学节能办公

室，加强对节能工作管理，1989年成立校节能领导小组，逐步制定完善15个管理制度。进行节

水、节电改造，安装红外线节水器具、限电器、节电二次开关、声光控开关等。1994年～1998年

北京工业大学连续五年被评为北京市节水先进单位，1998年评为北京市节水型单位和北京市

节约用电先进单位。回收煤、水、电等各项费用逐年递增，由1988年0．68万元到1998年

115．12万元，1999年153．51万元。

1960年建校医务室，1985年更名为北京工业大学校医院。1995年迁入新院址，建筑面积

3234m2。设有内、外、妇、口腔、耳鼻喉、眼科、中医、保健、药房、检验、X光、B超、心电图、供应、

病房、手术室等24个科室，病房床位50张。1997年经朝阳区卫生局医院评审委员会评定为

“一级甲等”医院，更名为北京工业大学医院。除开展医疗工作外，还负责教工、学生、离退休职

工体检，组织校“红十字会”，协助学校完成义务献血工作等。

随着北京工业大学的发展，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计算机学院分别于1990年

9月1日和1993年3月26日整建制并入北京工业大学，其后勤系统也陆续迁入北京工业大

学，为工大后勤发展增添了新的力量。
．

1993年10月北京工业大学第一批被评为北京市文明校园，为北京工业大学进入“211工

程”和“211工程”审核立项工作创造了良好环境。

二后勤改革与实践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改革率先从伙食工作开始，尔后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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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伙食工作试行经费包干管理办法。食堂每月2、4、6元奖金，

按27斤粮、10元钱为一个就餐人数，按就餐人数每人每月学校拨3元管理费。实行联产计酬，

把工作成效与个人利益挂钩，调动了炊管人员积极性，成为全国高校伙食改革较早单位之一。

1985年被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学联评为先进伙食科。1984年前后，北

京工业大学后勤部门凡是能实行承包的单位陆续都实行经费承包责任制。1988年发展到后勤

任务、经费总承包，强调“责、权、利”统一，坚持“三服务、两育人”宗旨。

自1985年9月1日起，北京工业大学公费医疗管理制度进行了四次改革，实行医疗费用

以国家、单位负担为主，个人少量负担。即：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

1994年开始理顺后勤管理体制：(1)实行“一体两制”运行机制。在保证正常运转前提下，

创造条件扩大创收渠道。家属住宅维修科领执照，除完成正常教工住宅维修任务外，开展对外

经营服务，以外养内。(2)制定处、科、班组职责范围；制定处长、科长、班组长及各类人员岗位职

责、考核及奖惩办法，用制度规范后勤干部职工行为。1997年4月后勤办公室编制了《北京工

业大学后勤管理改革文件汇编(一)》。

电话管理改革实行社会化服务。1994年4月1日起北京工业大学南磨房住宅小区电话单

立帐户，对用户实行电脑计价收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4年5月1日起，校处以上干部住

宅直拨电话过户给本人，限定报销金额，超支自负。1995年3月24日北京工业大学与北京市

电话管理局签订合建北京工业大学电话支局协议书，同年12月31日北京工业大学739局全

部开通，1996年正式投入使用，总容量为10000门。1996年对办公电话实行经费包干制，取得

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8年10月10日，北京工业大学与北京市电话局正式签订在

学生宿舍安装201校园电话卡公用电话协议书，解决学生打电话难的问题。

后勤产业按照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运行。

熙园宾馆1989年8月开始营业。主要接待外籍教师、专家、学者和校际及社会往来宾客。

陆续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艰苦创业，10年创造营业收入2827．6万元，利润745．7万元，上

交北京工业大学300多万元，上缴税金100多万元，新增固定资产近600万元。连续10年保持

朝阳区先进企业光荣称号。

劳动服务公司1982年7月成立，安置待业青年250人，安排职工家属40人。以经营商贸

为主，是一个综合性服务经营性企业。设有综合百货商店、打印部和乐天园餐厅。1982年一

1998年共上缴国家各种税金34．4万元，为北京工业大学提供赞助、上交和工资返还81．7万

元，其中投资25万元购置黄河通套大客车2辆，作为接送教工上下班服务班车。

汽车服务部1989年成立，下设汽车队、京天驾校、京天加油站、京天修理站。

1960年建汽车队，1984年底第一次在经济分配上打破大锅饭，尝试按劳取酬办法。1987

年实施经济承包岗位责任制，单车成本核算，司机经费包干。承担全校教学、科研、行政各类用

车及接送教职工上下班任务，运行机制属于有偿服务型。现有大、中、小客车、卡车32辆。

1986年建京天加油站，1995年2月10日领取营业执照正式对外经营。1999年底固定资

产从初建时7万元增加到30万元，累计盈利50万元，上交北京工业大学12万元。

1991年11月建立汽车修理站。到1999年底，建320m2正式厂房和200m2大棚，拥有烤漆

房一座、电脑检测仪、免拆清洗器等设备，属经营型企业。

京天驾校1986年成立，自筹资金30万元，购跃进“13"4型”车16辆。后陆续投资142万元

购车，现有车辆24辆。1986年至1999年京天驾校固定资产230万元，共培训学员4954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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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校内学生实习500余人。上交汽服部9万元，赞助校工会及其它单位10万元，上交企业所得

税21万元。并返还校发工资，减轻学校负担。

1999年后勤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在三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9年8月31日第451次校

长办公会通过了《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啦会化改革方案》，组建后勤管理处和基建修缮处，作为后

勤小机关，代表学校管理后勤各类服务实体。按“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组建：通讯服务中心、

校园环境管理服务中心、校医院三个管理服务型单位；饮食服务中心、幼儿教育中心、交通管理

服务中心、供应服务中心、动力修缮管理服务中心、家属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六个有偿服务

型单位；熙园宾馆、京天驾校、京天修理站、京天加油站、金天材料公司、熙园出租汽车公司、劳

动服务公司七个经营服务型单位。完成了“小机关、多实体、大服务”管理体制和管理服务、有偿

服务、经营服务三个类型的机构设置。在改革中按需设岗，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以岗定责。完

成了后勤管理处、基建修缮处及各中心岗位全员聘任制和合同制的用人机制改革。制定了中心

职能、管理条例及各类人员岗位职责、考核办法及奖惩办法。1999年基本完成了后勤管理体制

改革进程。

三 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党的发展从建校初期一个总务处党支部几名党员到1963年十几名党

员。1966年“文革”前总务处党总支下属二个党支部48名党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

织得到发谖。1986年10月北京工业大学党委批准校务处党总支分为总务处党总支和基建处

党总支，1989年1月5日又批准总务处党总支与基建处党总支合并为后勤党总支。四十年来，

后勤党组织注意加强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宗旨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廉政勤政建设、党风党纪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教育。通过1983

年整党，1986年整党补课，1990年党员重新登记，党的领导班子得到整顿，党支部战斗堡垒、政

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明显加强，党员发展工作正常进行。1992年至1998年底发展新党员42

名。截止1999年底后勤党员为201名，占全校党员总数、党支部总数的10％。伙食科、校医院、

锅炉科节能办、教室科总务处办党支部和一批共产党员先后被评为校级先进党支部、校级优秀

共产党员。有的被评为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北

京市绿化先进个人及荣获全国绿化奖章，为党组织增添了光彩。

四 群众团体与专门委员会

工会

后勤系统有总务处、基建修缮处、汽车服务部、校医院、熙园宾馆、劳动服务公司6个部门

工会，分别于八十年代后得到恢复和成立，先后选举产生了几届工会委员会。在北京工业大学

校工会领导下，各部门工会每年制定工作计划，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团结组织职工开展各项文

化体育等健康有益的活动。关心职工生活，看望慰问离退休、特困职工，发挥了工会四项社会职

能作用。总务处工会1995年至1997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校先进教职工之家，1998年进入校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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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教职工之家行列，并多次在校、后勤运动会获团体第一名和一等奖。基建修缮处工会继进入

校先进教职工之家后，1998年又被评为校模范教职工之家。校医院工会1997年被评为校先进

职工之家。

1995年5月成立后勤分工会，在校工会领导下，协调后勤各部门工会日常工作。1995年组

织后勤优质服务月宣传工作，1996年至1998年组织第三、四、五届后勤职工春季运动会，1996

年举办后勤职工第一届卡拉OK大赛。建立后勤职工特困档案，开展送温暖活动。强化部门工

会、教代会代表组二级民主管理，发挥参政议政职能作用。

共青团

后勤团支部1962年成立，与校机械厂共青团员共同组建校务处团总支。1984年11月更

名为后勤团总支。现设5个支部。依照校团委和后勤党总支工作部署开展工作，领导团支部的

思想、组织和文化建设，检查考核团支部工作。反映团员、青年的建议、要求，开展团员、青年喜

闻乐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

专门委员会

后勤各部门专门委员会(领导小组)是北京工业大学各委员会的基层工作组织。设有计划

生育、卫生绿化、交通安全、分房委员会、校节能领导小组、公费医疗改革领导小组、房改领导小

组7个机构。组织健全，责任分明，分别按各自工作性质和职能开展工作。

纵观四十年的发展变化，北京工业大学后勤工作在校党委和校行政领导下，在历任后勤党

政领导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下，后勤党政工团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积极工作，经过艰苦创业，

奋发开拓，后勤改革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基本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轨道，服务

质量和服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为学校稳定、发展和“211工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深化

后勤社会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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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务后勤管理

第一节 概 述

总务后勤工作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北京工业大学建校以来，在各个历史阶段总

务后勤工作对学校教学、科研、生产和师生员工的生活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1959年12月17日北京市委决定由尹凤翔负责筹建北京工业大学。1960年1月19日在

朝阳区三里屯建筹备处。1960年8月迁址潘道庙，建立了后勤总务组，由曾志刚任组长。下设：

行政小组、设备小组、基建小组，负责后勤行政管理、设备采购和学校基本建设，形成了后勤保

障工作的雏形。

1960年10月，总务组更名为总务处，曾志刚任总务处处长。下设：行政科、设备科、膳食

科、财务科、医务室、副业科。

1963年10月5日经北京市高教局批准，曾志刚任总务处处长，崔映洪任行政处处长。总

务处下设：总务科、膳食科、医务室、托儿所、修建科。行政处下设：财务科、设备科、出版科、校办

工厂。这时后勤保障工作的范围和规模都有了较大发展。

1966年行政处撤消，曾志刚调出，崔映洪任总务处处长、高景斌、夏鸿文任副处长。总务处

下设：处办公室、财务科、设备科、膳食科、基建科、总务科、托儿所、医务室。这时，十年动乱已开

始。在十年动乱中后勤没有大发展，处于半停顿状态。

1968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继进校，成立了工人、解放军、北京工业大学干

部三结合的后勤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咸盛、副主任奎山、崔映洪。1971年6月改为校务组，组

长李咸盛、副组长崔映洪、高景斌。下设：行政组、生活组、供应组、财务组、设备组、营房组、托儿

所、卫生所、汽车班。学校师生停课闹“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后勤保障工作处于维持状态。

1971年至1975年校务组领导干部调动频繁，军队干部调入朱金利、金镇、罗润福；地方干

部调进罗维安、刘占勇等。不久，罗维安调市人事局，刘占勇调人民大学，朱金利调青锋机械厂，

金镇调回部队。在人员不断变动情况下，学校恢复了招生，后勤保障工作跟不上，经常停水、停

电，婴幼儿不能入托，校园环境脏、乱、差，设备紧缺、物资供应不足，伙食单调，影响了学校的发

展。

1975年校务组更名为校务处，处长李咸盛、副处长罗润福、高景斌，崔映洪调校生产科研

处。校务处下设：处办公室、总务科、基建科、伙食科、财务科、家属科、幼儿园、卫生所、汽车队。

1975年后，总务后勤工作机构较合理，人员较稳定，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各项保障工

作有了较大发展。改造了供水系统，接上了自来水，杜绝了停水现象。解决了双路供电，减少了

停电现象。伙食质量有了改善，幼儿入托问题也基本解决。后勤在为教学、科研、生产、师生员

工服务方面，水平不断提高。

1978年3月13日，校党委任命刘广钰为总务处处长，李咸盛、夏鸿文为副处长，高景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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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这时期，机构变动不大，运行机制有了初步改革意识。从瓦工班建学校围墙，每天完成定

额，奖励0．3元。食堂每月2、4、6元奖金，到1980年实行联产计酬，从而较大地调动了广大职

工的积极性。每天有上百人来校参观学习，为全国高校伙食改革作出了榜样。

1981年10月7日，校党委任命乔柏年为校务处处长，夏鸿文、李咸盛任副处长。刘广钰调

出。机构没有大变化，改革逐步深入，成效显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1984年前后，随着学校发展，后勤机构设置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因此，进行了较大

调整，成立总务处和基建处。以原校务处基建科、修缮科为基础组建基建处；校医院成为后勤直

属单位；劳动服务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属后勤；1986年10月汽车队脱离总务处，成立

京天公司，成为后勤直属单位；1988年11月成立后勤办公室(正处级单位)统一协调后勤两个

处和三个直属单位日常工作。财务科脱离总务处成为校直属单位。在此期间，王凤奎任总务处

处长，李咸盛、赵铁庄任副处长。下设：处办公室、伙食科、总务科、幼儿园、房屋家具管理科、卫

生绿化办公室。运行机制是经费承包责任制。

1988年11月25日，王凤奎退居二线，李咸盛任总务处长，赵铁庄、丁文建、王昆、王元海、

魏泽民先后任副处长。下设：处办公室、伙食科、总务科、家属科、学生宿舍管理科、房屋家具管

理科、教室管理科、幼儿园、绿化办公室、房改办公室、电话管理办公室。运行机制是任务、经费

包干责任制。分为管理服务型、有偿服务型、一科两制等多种形式。最近10年，机构、人员、运

行机制相对稳定，各项工作基本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的轨道。对“三服务两育

人”的宗旨加深认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90年总务处被评为全国高校先进

总务处，第一批被北京市评为文明校园，为学校进入“211”工程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圆满完成了

后勤保障任务。

1998年初，李咸盛退休。王元海、魏泽民任副处长。1998年暑假后，后勤系统第二次深化

改革开始，干部聘任制和工人合同制。实行干部、职工竞争上岗，按北京工业大学后勤社会化改

革方案，1999年7月后勤办公室与总务处合并为后勤管理处，处长冯志华、副处长王连仲、史

芹。按照“管理、管理服务、有偿服务、经营服务”组建后勤“小机关、多实体、大服务”的管理体

制。后勤管理处组建“精干、高效”班子，代表学校甲方。下设：办公室、财务室、房屋管理部、监

控部。管理服务型单位：通讯服务中心、校园环境管理服务中心、校医院。有偿服务型单位：饮

食服务中心、幼教服务中心、供应服务中心、交通服务中心。经营服务型单位：熙园宾馆、熙园出

租公司、京天驾校、京天修理厂、京天加油站、劳动服务公司。转制后学校在经费上对小机关和

管理服务型单位采取全额拨款；对有偿服务型单位实行差额拨款；对经营服务型单位实行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按规定完成对学校上缴利税及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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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机构设置与历任领导

1960年1月——1960年10月

总务组●I》刀殂

厂———T——一]
行 设 基

政 备 建

组 组 组

1960年10月——1961年12月

总务处儿》刃几

行 设 膳 财 校

政 备 食 务 医

科 科 科 科 室

1961年11月——1963年12月

总务处

总 膳 医 幼 修 商

务 食 务 儿 建

科 科 室 园 科 店

行政处

财 设

务 备

科 科

出

版

科

校

工

厂

1966年——1968年

总务处，l》刃几

处 财 设 伙 修 总 托 医 汽

务 备 食 建 务 儿 务 车

办 科 科 科 科 科 所 室 班



·10· 第一章 总务后勤管理

1968年——1974年

校务组

行 生 供 财 设 营 托 卫 汽

政 活 应 务 备 房 儿 生 车

组 组 组 组 组 组 所 所 班

1975年——1983年

校务处

总 修 伙 卫 汽 财 幼 办 家

务 建 食 生 车 务 儿 公 属

科 科 科 所 队 科 园 室 科

1983年——1986年

总务处

交 财 总 房 伙 校 幼 办 绿 家

通 务 务 管 食 医 儿 公 化 属

科 科 科 科 科 院 园 室 办 科

1987年——1999年7月

总务处Jl孓力≯‘

办 伙 总 幼 家 教 电 房 房 绿 学

公 食 务 儿 属 室 话 管 改 化 宿

室 科 科 园 科 科 办 科 办 办 科

注：1987年成立学生宿舍管理科，1997年归学生处；1990年成立教室管理科；1993年成立

电话管理办公室；1996年成立房改办；财务科1987年归校机关；汽车队1986年归京天公司，

成为后勤直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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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后勤管理处——

甲方一

乙方一

办公室

监控部

房屋管理部

后勤财务室

管理服务型一

有偿服务型一

注：1999年9月2日校人事处通知：

房屋管理部家具管理组

校园环境管理服务中心

卫生绿化办公室

通讯服务中心

校医院

饮食服务中心

幼教服务中心

供应服务中心

交通服务中心

校收发室并人后勤通讯服务中心；国资处物资中心并人后勤供应服务中心。

处机构历任负责人名单

1960——1999。12

单位 姓 名 性别 职务 任职年月 任职变动

处 长 1978年
校务处 刘广钰 男 调出

副校长 1979—1981

处 长 1981—1984
校务处 乔柏年 男 调出

总务长 1984—1985

总务长 1992．7
后 勤 巩中华 男

副校长 1994．2～2000．5

总务处 曾志刚 男 处 长 1960 调出

崔映红 男 处 长 1964 已故

后勤革命委员会 崔映红 男 副主任 1966 已故

总务处
高景斌 男

副处长 1966
调出

后勤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 1966

校务组 罗维安 男 组 长 1971—1973 调出

校务处 处 长 1975

李咸盛 男 副处长 1984—1987 退休
总务处

处 长 1989—1998．12

校务处 罗润福 男 副处长 1980 已故

fi刚

司

公

厂站公馆租校理油务宾出驾修加服园园天天天动跑一熙一尿一尿一尿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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