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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匝珏E疆

根植机电半世纪传承积淀深厚，情系职教五十年沧桑桃李芬芳。

在建校50周年庆典之际，《山西机电职业枝术学院志》编辑完成，付印出版，给祥和

典雅的校庆活动献上了--e厚：iL,。

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无疑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却镌刻着一所学校奋进前行的年轮，

犹如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践行者，既有拓荒的艰辛．更有成功的喜阮。从创建初始的太

原工学院附设机械工业学校．到而后的山西省机械工业学校，再到今天的山西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50年的跋涉，留下了一滴滴辛勤的汗水，一串串坚实的脚印，一项项骄人的业

绩．一份份珍贵的记忆。对学院50年发展变迁的相关史料积累、筛选、归纳、整理，以文

载之，以志记之，褒肯前人，激励来者，是当代人的责任。

50年，引领学院前行的精神支柱，是“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院精神，激励

一代代省机人勤勉耕耘的行为动力．是“不进则退，无功为过”的哲学理念。学院初创时

期规模甚小，条件简陋，由于历史原因，曾两度停办，三易校址。1973年在长治恢复办

学．也近乎白手起家。经过35年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校沫浴改革

开放之春风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拥有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开设专业15个、专业实训

中心6个、各类实验实训室40余个、图书馆藏书30余万册、运动场馆近20万平方米《在册

学生7000余人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确值得欣慰。升格建院6年来，面对新世纪新挑

战，学院倡导“开放、信誉、和谐、文明”的校风， “敬业、爱生、博学、育人”的教风

和“尊师、守纪、勤学、实践”崩学风．确立“立足机电行业，争谤山西一流”的学院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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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的50年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志》序

象目标．“青春理性、勤奋好学”的学生形象目标，“文雅诚信、健康厚识”的员工形象

目标，“管理科学、标准健全、考核严格、运作有序”的管理形象目标，“净化、绿化、

美化、文化”的环境形象目标，学院“十一五”时期改革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以实为

本，以人为本，以机为本，以质为本”的“四个为本”办学理念和实施以符合“高”的标

准，凸显“职”的特色，形成“软”的优势，拥有“精”的品牌为内容的“四字精品”强

校工程，现阶段又积极倡导健康生活、快乐工作、文明校园、和谐环境的新理念．它们共

同组成传承深厚、内涵丰富的学院文化，潜移默化为广大师生的自觉行动和良好素质，成

为凝聚人心、推动工作的强大精神动力。一本《院志》所体现的核心精神，正在于此。

编辑《院志》，是一项谨慎的决蓑。因为“志”的素材只能来源于真实的历史记录，

几乎无法抄录和摹仿其它同类文本，编者只能踏踏实实，细致八微地查阅、考证每一档

案、资料或证言，科学严谨地收录、加工和编辑所有内容。谨慎之缘由．在于恐其不缜

密．惧其不周至，

阅读《院志》，方感决策之正确。透过一部2。余万字的《院志》，将50年的历史画

面一幕幕呈现在眼前。有些事故变迁虽已久远，却仍历历在目；有些事情鲜灵活现，仿佛

置身其中，客观}生和真实性成为最大亮点。由此也进一步感受到编者们付出的巨大努力，

以皇甫志芳为主编的编写小组，视“修志”为大局，克服困难，排除障碍，沉身静心．合

力攻关，用短短几个月本应属于度假和休闲的时间，完成如此繁琐、沉重的基础性工作，

精神难能可贵，绩效非同一般，谨向他们致以谢意j

感悟《院志》，仍能体会“人无完人、事无美足”之真缔。50年的成果固然令人鼓

舞，但办学历程中的许多缺憾也令人酸楚。特别是自1958年建校至1973年学校复办之间

的这段历史．可访谈的当事人廖廖，可查阅的史料无几，笔重而言轻，自在情理之中。在

学校的发展历史中，也曾有过一些良好的“机遇”．因未能恰当把握。与我们擦肩而过，

使学校的发展多了几分迂回和曲折，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深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院

志》也不失为一部“警示录”．提醒人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有所作为。

建校50周年庆典也是学院发展的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

导向，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工作水平，是学院发展的永恒主题。我们坚信，学院的未来套更

加美好。

与编辑《院志》有关的若干随想，整理于此，是为序。

矛奎

二00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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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胜利街校址的毕业生 在长冶复办初期的校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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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机持工业学校

山西省人民政府

一九九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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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授、副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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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章 概 述

沧桑易序，文脉传承。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根据2002年5月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成立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批复》(晋政函E2002388号)，由“山西省机

械工业学校”独立升格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已有50年的办学历

史。

第一节初创时期

从1958年8月学校创办，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学校

的初创时期。其间于1973年在长治恢复办学，以贾天科、秦书忠为代表的创业

者带领全校师生创造了基本的办学条件，使学校从此植根于上党大地。

一、太原建校(195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系太原工学院附设机械工业学校，创建于

1958年8月，校址在太原，太原工学院副院长郑文华兼首任校长，张选良任党

支部书记。这是我省机械行业兴办最早的一所中专学校。建校初期，曾开设机

器制造、农业机械、铸造和金属热处理4个专业。1961年6月，首届毕业生600

余人走向社会。

1962年5月，由于连续3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困难，学校停办。

1965年5月，停办3年的学校重新复学，更名为太原机械学校，校址移至

太原市胜利街，隶属于山西省机械工业局领导，时任校长郑毅，副校长武风能、

王风喜。当时学校有教职工26名，开设机械制造、铸造、金属热处理、仪表、计

量等5个专业，先后招收二届学生，在校学生400人。1968年最后一届学生毕

业分配。后受“文革’’动乱的影响，学校再度停办。

这一时期，由于办学不太正规、校址变迁、档案资料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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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志

料有限。

二、长治复办(1973．8—1978．12)

1973年8月27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晋革发(1973)163号文批准，在长

治恢复办学，定名为山西省机械工业学校，校址占用当时长治市北郊文卫巷7

号长治液压元件厂东厂厂址，进入恢复重建时期。

(一)艰难起步

学校复办于“文革”后期，由于动乱影响及“反回潮”和“朝农经验’’的干扰，

客观上使学校起步艰难，虽为复办，但人．、财、物一无所有，实际上是白手起家。

复办时，校园内荒草遍地，垃圾成堆，房舍大都为1958年大跃进时期所建，质

量低劣，加之年久失修，屋顶漏水，门窗残缺，破烂不堪，多属危房，稍好一点的

房屋，被长治市物资局、海校等单位占用，可利用面积有限。我们的创业者们，

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努力创造了最起码的办学环境和教学条件。

1973年8月，贾天科、王斌(军代表)、英俊等十几位同志分别从不同单位

调入学校，着手复校筹备工作。他们在投资数额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改建和整

修了教室、办公用房、宿舍、饭厅等，疏通了下水道，砌起了围墙，艰难地迈开了

学校复办的第一步。

1973年10月16日，山西省机械工业局党组决定：成立山西省机械工业

学校党的领导组，由贾天科、王斌、英俊3人组成，贾天科同志任组长。行政上，

贾天科同志兼任学校革委会主任，王斌同志任副主任。随之，学校设立了政工

组、教务组、后勤组等3个党政办事机构，英俊、黄文奇、侯忠英分别任3个组

的负责人。

1973年11月1日，来自全省机械行业及地方保送的第一批67名学员入

学，11月5日举行了简朴的开学典礼仪式，标志着山西省机械工业学校正式

复办。复办初期，开设“机械制造"一个专业，专职教师3人。

1975年工宣队代替军代表进驻学校，参与学校管理。1975年9月，在校学

生255人，教师增加到9人。

1976年3月，宋肥则同志调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后勤工作。

(--)创设基本教学条件

复办初期，各项工作均不就绪，教学环节尤其突出，教师短缺，无计划，无

大纲，无教材，没有实验条件，没有图书资料，没有实习场所，教学工作举步维

艰。

制定教学计划与大纲。1973年下半年，学校派人前往北京机校、山东机校

等地参观学习，参照兄弟学校同类专业的有关教学资料和文件，初步编制了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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