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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校建校5 0周年，学校于1 O月份举办5 0年校庆大典。校史编写

是校庆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于今年6月份组成校史编写组开始工作。3个

月来，编写组的同志们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多方考证、认真核实，在各方

支持下，尤其是经过学校几位老领导、老前辈的亲笔修订，终于完成了编写

工作，奉献给大家一部编排有序、准确翔实、印制精美的《建校5 0周年史

志》。

编写校史一直是我校l 000余名教职员工多年的心愿。学校从1 956年建

校，历经工人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机床六厂、技工师范学

院、高级技校、技术学院直到今天的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由一所最初3 0 6名

学生的工人技术学校，发展到今天在校生l 3 000余名的高等职业专科与职业

资格培训教育并重的院校，这中间每一时期、每一阶段都有许多能反映学校

发展历程的重要事件、政策方针、体制变革、人员变动、会议资料等。这些

宝贵的史料信息多年来一直散见在学校不同的地方，或珍藏在一些老领导、

老同志的记忆中，很有必要予以系统地收集与整理，将这些历史碎片缀补成

一幅展示学校五十年历史的生动画卷。l‘

这部史志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翻看这部史志，可以看到学校五十年的

发展轨迹，可以了解学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背景，

可以感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学校师生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生活状态，也

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劳动保障部、省劳动保障厅、省教育厅以及其他上级领

导部门对我校一贯的支持、关爱和指导。然而，这部史志的意义并非止于

此，它所带给我们全校教职工的不仅仅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一种

心灵的启迪和精神的激励，是一种对今天干劲和热情的激发以及对明天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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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的憧憬和奋斗。

从这部史志中还应读出的重要内容，是学校五十年来的教育信念、办学

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五十年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技工教育半

个世纪曲折发展历程的折射。学校的名称虽然几经更改，但培养目标的定位

始终恪守在“技能型人才竹上。正是由于这一培养目标符合国家发展大局的

需求，所以学校发展总体趋势一直很好。学校“重视实践、突出技能。’’的办

学特色，“产学研结合培养人才"的模式也在长期探索中逐步形成并走向成

熟。五十年来学校为社会培养的五万余名高层次的技能型人才一直活跃在全

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用他们的贡献为学校矗立起一座丰碑。未来几年，学

校将发展成为一所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职业教育型本科院校，将建设成为山

东省重要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学校的发展前景广阔，未来一定会更

加美好。

历史将铭记学校发展所留下的每一个坚实的足迹。学校也永远不会忘记

所有给予我们关怀、支持和帮助的人们。

谨以此：向国家劳动保障部、省劳动保障厅、省教育厅以及上级有关部

门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一直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兄弟院校、企事业单位、

社会各界的朋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谨以此：献给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学校历代领导、教职员工和校友。

谨以此：庆贺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建校5 0周年。

党委书记 孙云早 院长 马义荣

二OO六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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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情况

一、学院概况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培养具有大学专科学

历证书和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生产、建

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

学院初建于1 956年， 始称“山东省劳动局济南工人技术学校”；l 958年改

为“山东省劳动局机器制造学校”；1 962年改为“山东省劳动厅技工学校竹；1 965

年改为“山东省劳动厅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山东省劳动厅半工半读机械

学校竹，并作为省属总校，将原属各市、地劳动部门管理的九所技工学校列为

分校；1 969年学校改为“济南第六机床厂竹。1 978年恢复办校，校名“山东省

劳动局技工学校”；l 9 7 9年，国家劳动总局、教育部确定在技工学校基础上扩

建“山东技工师范学院竹(本科)，后停建。1 990年，国家劳动部和山东省人民

政府批准，学校改建为全国第一所高级技工学校，校名为“山东省高级技工学

校竹，2 00 0年，经国家劳动部同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山东技术

学院竹。同年，经省政府批准，改建为“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坐落于山东省省会“泉城”——济南，主校区位于济南市经十路3 8 8

号，新校区位于长清大学园区北大山西麓，总占地面积1 3 O O余亩，建筑面积

23．4万平方米，资产总值2．4亿元，全日制在校学生1 1 200佘人。同时，学院

还在济南市商业技工学校、济南市石油化工技工学校、济南市商贸技工学校、

济南第八职业中专、济南第九职业中专、济南铁路高级技工学校等设有九个教

学点。学院现有教职工600余名，其中，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104名，兼

职教授、副教授20多名。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42名，22名教师是国内职业教

育通用教材的主编，8位教师是省内职业教育专业学科组长。目前，可容纳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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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的长清校区一期工程已全部竣工投入使用，二期各项工程也已筹备并将

于近期开工建设。 。

学院是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山东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山东省卫生先

进单位、山东省高校文明校园、山东省高校平安校园，是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国家级职业培训师资培训基地、国家级数控技术实训基地、国家级高等职业教

育机电类实训基地、国家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技工学校师资培训基

地、山东省技师培训基地、山东省骨干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省首批“金

蓝领”培训基地、山东省特种作业操作证培训基地。2005年，学院通过了国

家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办学水平、办学特色和教学质量得到了

上级部门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同时，学院数控职业教育集团的组建和技师班

的试办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认可，省级精品课程取得重大突破，学院的x,L矽b

联络和国际交流不断增强。形成了教学、科研、生产、文明的和谐校园环境，取

得了显著的办学成果和办学效益，目前已成为一所在山东省乃至全国有较高知

名度的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实行院、系两级管理，分别设有机械工程系、机制工艺系、电气及自

动化系、计算机系、经济管理系、基础部等六个系部。开设有机械设计与制造、

数控技术、焊接技术与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计算机艺术设计、电子商务、劳动

和社会保障、文秘、物业管理等1 3个高职专业和金属切削、机械装配与修理、

电气工程、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与维护5个高技专业。其中，机械设计与制

造专业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职高专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是山东省教育厅确定的山东省高职高专示范专业，数控技术专业是山东省教

育厅确定的山东省高等院校精品专业，金属切削，机械装配与修理两个专业

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确定的省级重点专业和品牌专业。学院拥有实习

工厂、机械制造实训中心、数控技术实训中心、电气技术实训中心、焊接技术

实训中心、计算机中心和各种实验室、语音室、图书馆、电子阅览等良好的技

能训练条件及教学实验辅助设施，实验实训设备总值5 0 00余万元，图书馆藏书

3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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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证书"制度，学生毕业取得学历证书，同时获取高级技能职

提高了学生毕业后就业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同时，学院鼓励和支

成人教育处、职业技能鉴定所、实训中心等部门组织的各种“金

计算机等级考证、英语等级考证培训及自学(成人)考试和“专

升本"考试，为学生职业技能鉴定的考试取证、知识层次的继续提高提供了便

、利条件。学院建立了一系列的“奖、助、贷、减、补"等制度和措施，并为学

生提供大量勤工助学的机会，帮助和扶持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其中，获“黄元

吉、孙彩霞(美藉华人)奖学金一的优秀学生每学年最高可得到800元的奖励。

学院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办学指

导思想，坚持走“产、学、研"结合之路，使人才培养、科研开发与实训实习

有机结合，既出人才，又出产品。建校50年来，学院共培养各类毕业生52000

多名，培训鉴定各类人员42000多名，毕业生以技能好、品德优、作风强、素

质高而闻名省内夕卜，近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安置率一直保持在9 3％以上。学

院多次承担全省数控技能大赛和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山东赛区的赛事，并取得圆

满成功，得到了各级领导、企业和社会的好评。同时，我院在校学生在近十几

年的各项技能大赛中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中8名学生进入全国技能大赛单

项赛事前l 0名、2名学生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36名师生被授予“山东省

技术能手"称号和技师资格。

近年来，学院的教科研实力明显增强。由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参与进

行研制、开发和生产的产品，涉及到工具系列磨床、硬质合金刀片成套加工设

备、感光、化工、造纸等大型非标产品及其他项目6 O多个品种，共取得省部级

以上科研成果25项。其中，复合氮化硅陶瓷刀具中试生产工艺及关键设备获国

家“八五骨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8 5—7 1 9数控技术及装备的开发研究数

控可转位周边磨床获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奖；自主研发的2M 7 1 25周边

磨床成套设备和军工产品“3 11乙竹填补国家空白并双双荣获首届全国科学大

会奖；SYTB l 50四色坡流挤压感光材料试验涂布机组获得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

科研进步三等奖。同时，教师主编、主审、参编的全国公开发行教材5 O余部，

在国家中文核心期刊及其它公开发行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 0 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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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学院积极拓展办学思路，开展

多层达、多形式、多渠道办学路子，基本形成了以全日制高职教育和高技能人

才培养为主，涵盖成人教育和职业资格鉴定，融“产、学、研”为一体的特色

办学格局。



历史沿革

1955年1月1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省劳动局筹建“山东省劳动局济南

工人技术学校竹。

1956年6月，“山东省劳动局济南工人技术学校”在济南市经十路西段建

成。同时，根据劳动部统一技校名称的通知，改名为“山东省劳动局工人技术

学校竹，于9月1日正式开学。

1958年8月，经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山东省劳动局工人技术学校竹改

为中等专业学校，更名为“山东省劳动局机器制造学校"。

1962年7月23日，经劳动部批准，“山东省劳动局机器制造学校竹改为

“山东省劳动厅技工学校竹。

1965年1月21日，山东省编制委员会批复，“山东省劳动厅技工学校竹改

为“山东省劳动厅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

1966年4月23日，经山东省编委批准，将原属各市、地劳动部门管理的九

所技工学校，收归省劳动厅直接领导，作为厅属技工学校分校。“山东省劳动厅

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改名为“山东省劳动厅半工半读机械学校"，作为总校

下属济南、青岛、淄博、烟台、威海、潍坊、德州、聊城、济宁九所劳动局半

工半读机械学校分校。

1969年3月15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山东省劳动厅半工半读机

械学校竹及所属九所分校，下放所在市、地革命委员会领导。

1969年11月7日，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山东省劳动厅半工半读机械

学校竹改为“济南第六机床厂"。

1978年5月15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恢复办校，“济南第六机床厂竹

改为“山东省劳动局技工学校”，由省劳动局直接领导。

1979年2月16日，国家劳动总局、教育部联合通知-'决定以“山东省劳动

局技工学校竹为基础，扩建“山东技工师范学院竹。(1985年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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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年4月l 4日，经国家劳动部同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试办

“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2000年6月8日，经国家劳动部同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山东省高

级技工学校竹更名为“山东技术学院竹。

2000年12月2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山东技术学院"与“山东省轻

工业技工学校竹合并，组建“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保留“山东技术学院"

牌子。

2004年8月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学院东校区(原山东省轻工业技

工学校)分出，改建“山东技师学院竹。



三，现任领导

孙云早 男，汉族，1 9 5 9年1月出生，山东省青岛人，中共党员，本

科，研究员，在读博士，党委书记。

1979年2月至1983年1月在交通部济南交通学校上大学，任团支部书记；

1983年2月至1983年12月留校任专业课教师、班主任；1984年1月至2000年

8月在山东省交通厅工作，历任山东省交通厅综合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

处长、党支部书记。2000年9月至2003年5月任山东省交通厅运输安全处处长、

党支部书记。2003年6月至2006年2月任山东交通职业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2006年3月至今任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l 979年至l 9 8 3年大学期间，分别被授予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等称号。

1 984年至1 992年历年被山东省交通厅授予“年度厅机关先进工作者"称号，

并予以记功。1 992年至2003年分别荣获“全省职工爱国主义教育知识竞赛

优秀奖"证书、“l 0 4国道文明建设样板路工作先进个人”、“希望工程"荣

誉证书、“在1 9 9 8年度抗洪抢险斗争中，做出突出贡献，iE--等功"证书、

“山东省加快公路建设先进个人竹称号、“在特大型设备公路运输工程中，做

出突出贡献”证书、“在‘9 9 3’交通保障工作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个

人竹证书、“2000年至200 1年全省铁路道口监护管理先进工作者"称号、“山

东省交通厅机关2001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99—2001年山东省‘公

路建设质量年’活动先进个人”称号、“2 0 0 1年全省抗洪抢险先进个人，记

三等功竹、“全省交通系统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在促进我省交通科技进

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者竹证书课题项目获省交通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促

进我省交通科技进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者竹证书课题项目获省交通科技进

步二等奖和交通部通报表彰的“在辽旅渡7轮遇险搜救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个人竹称号。2002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颁发县处级领导干部进

修班学习(三个月)结业证书。2003年3月，被大连海事大学录取为交通运



输工程物流管理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l 986年执笔编写了山东省交通系统《道路运输管理讲义》。l 992年主持

并执笔编写了《道路交通管理监督检查概论》。1 9 9 3年执笔编写了《交通行

业管理及交通行业安全管理》讲义。参与并执行编写了交通部全国交通系统

干部培训通编教材《交通行政执法职业道德教程》(人民交通出版社，1 9 9 7

年8月第l版)。1 9 9 8年执笔编写了《高速公路体制及管理》讲义。1 9 9 9年

主持并执笔编写了山东省交通厅《创建交通检查文明行业》手册、画册、电

视影像片。2002年11月主持并执笔编写了《山东省交通厅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文件汇编》、交通系统安全管理干部培训教材《交通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组织参与并研究了《山东省交通运输现代化战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

社，2002年9月第l版)，并获得山东省交通科技进步一等奖、山东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参与研究了《山东省交通运输现代化目标体系研究》，并获得

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参与完成了《加入WT0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的影

响及对策》的研究，并荣获山东省交通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执笔编写了

《二元系统安全管理机制的理论依据及工作实践》讲义，并获山东省安委会

获奖论文一等奖第一名。

马义荣 女，汉族，l 9 4 9年2月出生，山东省文登县人，中共党员，

研究员，院长、党委副书记。

1 9 6 8年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后自愿报名下乡至北镇地区惠民县。

l 9 69年1 2月至1 9 70年1 2月任乡村民办教师、联中教师。1 9 70年1 2月至

1 9 7 9年4月在济南第六机床厂工作，其间业余在山东工学院学习《机械制造

工艺与设备》专业全部课程，于1 97 5年7月毕业。1 9 7 9年4月至1 9 8 5年2

月在山东省劳动局技工学校任文化理论课教师，1 9 8 5年2月至l 9 9 1年7月

任副校长。l 99 1年7月至1 995年1 2月任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l 99 3

年评聘为高级讲师。1 9 9 5年1 2月至2 00 0年1 0月任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副

书记、副校长，其间，攻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企业管理”专业的

全部课程，1 99 8年1 2月研究生班毕业。2000年1 0月至200 1年11月任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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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办的项目负责人；200 1年是国家级高职高专教学改革试点专业一《机械制造

工艺及设备》的申报、批办的项目主持人。200 1年获济南市槐荫区先进工作

者称号。

2004年9月主编的《工程制图及CAD》、《工程制图及CAD习题集》由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04年6月独立撰写的论文《对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

人才的思考》在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第l l期)发表；2004年2月独立撰

写的论文《坚持产训结合，突出高职特色》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年第

5期)发表；20 0 3年9月主编的著作((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概论》由南海出版社出版，2 00 1年6月独立撰写的论文《努力学习，认真实

践“三个代表”是领导干部的责任》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吕殿美 男，汉族，1 946年1 2月出生，山东省费县人，中共党员，高

级讲师，原党委书记、现任调研员。

1 965年8月在费县任教，1 969年1 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l 9 78年5月在

济南陆军学院历任教员、组织干事、党委秘书，1 9 8 5年1月调山东省劳动厅

工作，历任科员、副处长、处长，2000年l 0月调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任

党委书记。2 0 0 0年l 2月被聘为高级讲师。

自l 979年以来，先后主编了《山东省技工学校德育教材》、《就业指导》、

《技工学校招生考试指南》、《发扬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就业指南))、《谈

职业技能开发体系建设》、《加强山东省技工队伍建设研究》、《山东省技术工

人队伍现状及其分析》等八本专著；曾任《山东劳动通讯》杂志主编；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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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县办技工学校》、《办好高级技工学校，发展高级职

业培训》、《加速技工队伍素质建设》、《大力发展技工学校，为经济建设和劳

动就业服务》等上百篇论文、著作和调查报告，先后被省政府、国家劳动部

采纳、推广，撰写的《山东省加强技术工人队伍建设研究报告》获中国劳动

保障部劳动学会科技成果三等奖。还参与起草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

技术教育的决定》、《山东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条例》、《省委、省政府关于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关于在我省全面实施劳动预备制度的报告》。

由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适合我省实际的职业技术鉴定办法、技师聘任制度，

先后在全国介绍经验，受到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的表彰。

王兴军 男，汉族，1 9 59年1 2月出生，山东省泰安人，中共党员，高

级讲师，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l 976年l 2月至1 979年8月，泰安地区公路段工程队工人；l979年8月

至1 98 1年7月，泰安师专物理系学生；l 98 1年8月至l986年1 0月，泰安市

(地区)劳动局办事员、副科长；1 9 8 6年1 0月至1 9 8 8年4月，泰山区上高

乡党委副书记；1988年5月至1992年4月，泰安市劳动局人秘科科长；1992

年4月至1 992年1 2月，泰安市劳动局副局长；l 9 9 3年1月至1996年6月，

莱芜市人事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 9 96年7月至2 0 0 1年7月，莱芜市劳

动社会保障局局长、书记；200 1年8月至今，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

书记兼纪委书记。

1994年度获莱芜市委、市政府二等功；1999年8月获省人事厅、省劳动社会

保障厅三等功；2000年2月获莱芜市委、市政府优秀领导干部称号；2001年1月获

省人事厅、省劳动社会保障厅二等功；2004、2005年度获省劳动社会保障厅嘉奖。

2002年编写了《加强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由山东劳动保障出版社出

版；2005年编写了《探索适合于“三校生竹的高职教育》由山东劳动保障出

版社出版；2 0 06年编写了《高职教师教育主要面向教育国际化》由山东省青

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出版社出版。



金柏芹 男，汉族，1 948年1 0月出生，山东省济南人，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研究员，党委委员、副院长。

1968年至1971年在黄河第一农场工作，后改为建设兵团一师一团。1971

至1 9 77在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工作，后改为山东八三厂。l 977至l 979在济宁

师范专科学校学习物理专业。1 9 7 9至今在本院工作。

主编、参编过几本书，多次组织、协调全省、全国技能大赛，参与了几

次省级学校的评估。另外，为学院重点专业、精品专业、品牌专业的申报、

国家实训基地的申报和迎评做了大量的工作。还领导并组织了学院的单独招

生考试和阅卷等各项工作。

1 993年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竹称号，同时获得“山东省优秀教师"称号，

2002年记二等功。

王韶明 女，汉族，l 9 6 3年1月出生，山东省桓台人，中共党员，研

究生，高级讲师，党委委员、副院长。

1 9 82年7月在山东省劳动局技工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1 9 8 8年毕业于天

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l 988至l 997年曾担任山东省劳动厅机关团委副书记；

l 993年中央党校函授本科毕业，1 996年、1 997年曾兼任高级部商品营销专

业《顾客心理学》的教学工作；l 9 9 9年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研究生

班毕业，目前，天津大学M B A工商管理硕士在读。曾任山东省高级技工学

校团委书记、机关党支部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等职。200 1年7月任山东劳

动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曾聘为中国职协技工学校委员会秘书处

办公室主任，《技校简讯》杂志责任编辑，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特约研究员。

在团委工作期间，努力把共青团工作寓教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开创了

共青团工作“生动、活泼、形象"的新局面。在任期间成立了三十五个“为

您服务小队"，建立了两个“希望书屋竹，开展了“树新风、促生产、建奇功”

和“捐助希望工程"等特色活动，并带头救助枣庄寒亭失学儿童一名，帮助

其完成了6年学业。为此，在l 984至l 99 3年间，共获得校级“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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