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
尔
塔
拉
蒙
古
自
治
州
地
方
志
丛
书

博
尔
塔
拉
蒙
古
合
治
州
、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志

《
博
尔
塔
拉
蒙
古
自
治
州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士
苓
编
暴
委
员
会
编

新
泪
，
〈Ad
A川
a
m
N

伊
制
中J
户
'内
d

A
m



谨以此书献给

博尔塔拉蒙古台徐州广播电视大学成主30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 (C 1 P ) 数据

|尊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编篡委员会编. 奎屯: 伊犁人

民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 7- 5425- 1349- 6 

1. ①博… II . ①博… m. ①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

播电视大学一校史町.①G728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9093 号

责任编辑李欢

封面设计陈文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

《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编篡委员会 编

出 版
新疆).... f..放成;皇乡r.d

伊犁/、 A 共成必

(奎电市北京西路 28 号 83320ω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87 x 1092 1/1 6 

版 次 2014 年 10 月 第 l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l 次印刷

印 张 27 .5 
插 页 16 
字 数 500 千字

定 价 100 . 00 7巳



主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

编篡委员会

任徐小林

副主任连卫疆孙军敖其加甫亚尔买买提

委 员李东梅 黎辉杨营阿地力张以军陈亮

左合肉拉薛霞敖娅袁福田莎如旧日戴新黔

主 编徐小林

副主编孙军

常务主编刘代云李秋仙温福海 李东梅杨营张以军

编 辑 王太华 王萍萍王豫军 王晓蓓付春梅张小泉

汪支华徐平德珠阳德孜郭新胜道冉 . I余列干

蔡虹樊德华

审 稿 王丽莎 王建新 冯谦孙雪玲邬尔娜张荣新

张梅玲阿不未提·群阿洪陶玲黄贵良



i町、if，i到j

1?(óit份分teedfd碍 l以~~叶钊-UI?
作lLf乏有何佯1~"Jt11 it，仰伊t'1-j 常Hf纣以 e

45川.....
教育部 ~JtJ":" iJ 

中央广播事业局
(刘~克已闯)

李琦涛、李连庆签发

关于筹办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

方毅同志并报

j~ 副主席:

{78}教工农字 089 号

(78)r 皮视字 070 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
曲
，
，
，
『
·
·

，A
w
j
严m
w
μ
几
句
才t
/
d
μ
♂
B





• 些l

序

在喜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建州 60 周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建

校 30 周年之际 ，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的出版问世 ， 可谓是一份丰

厚的礼物 。 这是一项十分辛苦而有意义的工作 ， 我很高兴为之作序 。

花了一些时间通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上读完思绪万千 ， 敬畏

之情油然而生 。 30 年来 ，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与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 志书客观准确详实地记录了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史，既是全景式记录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艰辛发展历程的史料 ， 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 30 年来的发展变迁，是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o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广播电视大学志》从局部出发，反映了在党的政策指引下 ， 电大教育事业发展进步

的历程 ;体现了自治州党委、政府多年坚持不懈重视、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厚

重情怀 ; 汇聚了电大历届领导、广大师生员工的智慧和汗水 ， 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

的历史资料。 30 年来，电大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秉承"育人为本、质量第

一，突出特色、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适应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探索

适合州情、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 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

走出电大校门 ， 满怀信心奔赴各自工作岗位 ， 经过实践锻炼 ， 绝大多数成为了自治州各

行各业的骨干人才，有的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为自治州经济发展、长治久安添砖加

瓦、贡献才智 O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 。 当今世界 ， 无论是国家、区域之间 ， 还是行业、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人才工作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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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让人才事业兴旺起来 ， 国家发展靠人才 ， 民族振兴靠人才 。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

播电视大学作为自治州学历教育的最高学府 ， 作为自治州直接培养基层应用型人才

的重要基地 ，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 面对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 电大全体教职员

工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央、自治区、自治州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和要求 ， 准确把握自治

州科学跨越、后发赶超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传承优良传统 ， 以教育质量为根本 ， 不

断适应时代发展步调 ， 积极推进教育创新 ， 努力把电大建成自治州一流水平重点学

校 ， 为自治州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培养更多更好的应用型人才 ， 为自治州经济发

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再立新功 。

好风凭借力 ，创业正当时 。 30 年的辉煌成就既是过去的终点 ， 又是未来的起点 O

衷心希望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能够抢抓机遇 ， 变化变革 ， 敢于担当 ， 在

新的征程中谱写出更为华丽的篇章 ， 为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秀美的博尔塔拉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

帕尔哈提 ·艾孜木

2014 年 9 月

(帕尔哈提 ·艾孜木系中共1哥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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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迎来建校 30 年之际，组织编篡出版《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 ， 回顾电大创办、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展现电大系统

办学的历史面貌，揭示电大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总结经验、开拓创新、继往开来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0 年来 ，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满怀豪情 ， 艰苦创业 ， 逐步发展壮

大 。 初期创办时没有单独的校舍 ，条件十分艰苦。 但电大人自强不息 ，奋斗不止，呕心

沥血，开拓进取，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晖 ，在服务社会中迅速发展壮大 。 如今的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有教学班 80 多个、学生 2793 人 ， 属自治州唯一的高等学

府。 先后被授予自治州、自治区文明单位、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 自治州园林单位、卫生

红旗单位、绿色学校等 ， 多次荣获"教育质量考核先进单位"、"开放教育工作质量考核

先进单位"、"招生工作先进单位"、"基于网络课程考核改革试点工作先进单位"、"全国

高校公共课统考网考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统考网考工作优秀单位"、"全国电大优秀

考点"等称号 ， 并在 2012 、 2013 年度全疆地州电大综合考评中获得第一名 O

回顾这些重大事件，深情翻阅建校 30 年的光辉历史，使我们深深感到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有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

学校。 了解历史固然重要 ， 更重要的是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和智慧 ，进而认识和把

握今天教育发展的规律 ， 以历史为向导 ，创造明天的伟大事业 。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30 年发展 ， 取得了一定成绩 ，凝聚着各级党

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和关怀 ，凝聚着全体教职工辛勤耕耘的汗水，凝聚着

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厚爱 。在此，我谨代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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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大学向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为电大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

岁月铸就辉煌 ， 历史昭示未来。 回顾 30 年历程 ， 成果丰硕 ， 欢欣鼓舞 ;展望未来 ，

任务更艰 ，催人奋进。 在今后的工作中 ， 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电大人办学的优良传统 ，

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 确立更高的奋斗目标。 努力把电大建设成校园环境优美、师资

力量雄厚、教育质量一流 ， 独具特色、更具社会影响力的学校，为"科教兴博"、促进自

治州教育事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坚信 ，在各级党委、政府 ，

在教育部门的领导和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下 ，在全体师生的团结拼搏下 ， 博

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

作为电大的学生 ， 我有幸受组织重托 ，担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校

长 ， 与全体教职工一道走过一段难忘的岁月 ， 与电大结下深深的情缘 ， 衷心地祝愿她

的明天更加美好。 借此机会 ， 也向 30 年来为电大的建设和发展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

各族干部、教职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 ， 同时祝愿在全州及全疆各条战线上工作的校友

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

徐小林

2014 年 9 月

(徐小林系中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校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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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志H以下简称《博州电大志})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博州电大的

历史与现状，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博州电大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广征博采 ，精选慎用，力求记实存真。 文

中叙述，根据语言环境不同，有"某县(市)电大工作站"、"某县(市)电大分校"、"博州

电大'\"新疆电大"、"中央电大"、"学校"等不同称谓。

三、《博州电大志》文字记述上限追溯历史发端，下限断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O 力

求准确、简洁、表述详略适宜，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学校特色。

四、《博州电大志》采用章、节、目兰级制 。 体裁为述、记、志、图、表、录。 彩页、序、大

事记置于志首。 部分章节视情况需要冠以无题小序。

五、资料来源，主要是博州档案馆馆藏博州党委、人民政府和学校档案室所存档

案与上级相关部门(单位)文书档案资料及有关报刊、杂志、史志书籍、口碑资料等。

六、《博州电大志》数字的书写，均按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七部委颁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使用文字、称谓、标点等均用国家有关规定书写。

七、《博州电大志》人物章，用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兰种形式反映。 人传人物

不分职务、民族、职业，均在本系统(地区)有一定社会影响、有突出事迹的人物。 受川、|、|

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人物列人表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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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事记》均为本系统自然、社会、人文诸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采用编年体

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

九、志书行文，采用记述文体，述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O 文中部分内容在不

同章、节中保留有交叉互见的情况，但记述角度和详略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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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82 年

7 月，博州电视转播台建成试播。

是年，原博州文教局成人教育科杨逢祥负责博州电大筹建工作。

1983 年

原博州文教局成人教育科杨逢祥负责电大筹建工作。

1984 年

4 月 2 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广播电视厅和编委批复同意，新

疆广播电视大学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分校正式成立。办学地点设在博州第一中学(现

博乐市七中)院内 。

是年，首次招收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成人大专班 60 名学生，学制 3 年，全脱产。

1985 年

是年 ，学校招收成人大专班 4 个专业 76 人。 当年在校生 136 人。

1986 年

4 月 9 日，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广播电视大学招收参加普

通高考高中毕业生的通知》。 从这年起，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开始招收参加普通高考高

中生的普通专科班，实行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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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博州卫星电视接收站落成。

11 月 4 日，为发展博州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改善办学条件，博州文教局为州电视

台拨设备专款 12 万元。

是年，学校招收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成人大专班 1 个，学生 23 名，学制 3 年，半

脱产。 当年在校生 159 人。

1987 年

11 月 27 日，学校在博州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办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大会。 博川、|、|

党委书记吴耀成及博州领导才·那克、阿尔亚、郭七六、尼·赛来、苟际尧、毛缠逊等参

加大会。 毕业的班级有 84 级工民建专业。 85 级新闻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法律专

业、党政管理专业学员一同参加毕业典礼。

是年，学校没有招生。 大专毕业学生 60 名 。 在校生 99 人。

1988 年

8 月 31 日，学校第一个电视卫星地面接收工作站建成投入使用。

是年，学校招生 70 人，包括普通高考学生 1 个班 40 人，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学制

2 年，全日制，这是学校首次试办普通大专班;成人大专班 1 个 30 人，工业企业管理

专业，学制 3 年，半脱产。 大专毕业学生 74 名 。 在校生 93 人。

1989 年

6 月 17 日，学校成立首届团支部，书记由 88 级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普通班学员李

晶担任，组织委员由该班学员王昕担任。

是年，学校没有招生。 大专毕业学生 21 名 O 在校生 70 人。

1990 年

7 月 1 日，学校按自治区教委教学计划安排，首次组织学生赴西安、成都进行了

为期 1 个月的实习 O

10 月，学校搬出博州第一中学，迁入博州师范学校，利用其旧实验室，同时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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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州蒙古二中 2 间教室办学。

是年，学校招收对外经贸专业成人大专班 1 个 31 人，学制 2 年，全脱产。 在校生

101 人。

1991 年

5 月 20 日，博州直属团委批准新疆电大博州分校、职工学校成立团总支。 团总支

书记丁云(职工学校教师) ，副书记朱巧风(学生) ，委员杨晓(学生)、徐洁(学生)、吕萍

(学生) 。

9 月 1 日，学校 1990 年招收的对外经济贸易班学员因学校师资困难，无法在博

州继续学习，由副校长吴兴学、教务副主任杨逢祥带队将该班学员转人乌鲁木齐市地

矿局电大，继续完成学业。

11 月 23 日，博州劳动人事局发文《关于安排博州电大计划内自费毕业生的通

知}，学校 28 名计划内自费生(88 级工业企业管理专业) ，全部录用为国家干部，享受

大专毕业生待遇，凡有单位接收的，由各级人事部门办理派遣于续。

是年，学校招收商业企业管理成人大专班 1 个 18 人，学制 2 年，半脱产。 大专毕

业学生 68 人。 在校生 49 人。

1992 年

3 月 5 日，副州长、新疆电大博州分校校长尼·赛来主持召开学校校委会，研究学

校领导、机构、教师、校址及自查复查上报等问题。

10 月中旬，新疆电大教务处张如智等人来到博州，对学校办学水平进行评估验

收。 因办学条件不符合要求，学校被评估为"基本不合格"学校。

是年，学校招生 118 人，包括招收成人大专 3 个班 77 人;普通大专班 1 个 41 人。

在校生 167 人。

1993 年

是年，学校招生 53 人，包括招收成人大专班 1 个 24 人，普通大专班 1 个 29 人。

大专毕业学生 29 人。 在校生 18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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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4 月 4 日，新疆电大校长苍惠双、教务处处长张如智等一行人来到学校，重点对

电大没有固定校址问题与副州长尼·赛、新疆电大博州分校校长来进行协商。

5 月 7 日，博州党委做出《关于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博州分校校址问题的决定~，决

定将新疆电大博州分校的校址设在博州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O

9 月 20 日，博州职称改革办公室批复新疆电大博州分校教师全部走中专职称

系列 。

9 月，学校由博州师范学校迁入博州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

11 月 14 日，博州人民政府印发博州政发[1994]65 号《对州教育局、农机局关于州

电大、农机校实行一套班子管理的意见的批复~，决定将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博州分校

校址迁至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 两校实行一套班子管理领导、人员统一调配。 学校对

外挂"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博州分校"和"博州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两块牌子。

是年，学校招生 82 人，包括招收普通大专 63 人，成人中专 19 人。 大专毕业学生

16 名 O 在校生 253 人。

1995 年

2 月 28 日，新疆电大博州分校与博州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正式合校，合署办公0

2 月 28 日，博州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尼·赛来，州教育

局局长太力克，州农机局局长阿不力克木 ·卡马尔，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陶军英，州人

事局干部科科长孙军等来到学校，宣布两校合并后新的领导班子成员 。

4 月 12 日，博州团委同意学校成立团委。

5 月 8-9 日，学校召开团员代表大会，邀请了博州团委书记、副书记，博州师范、

博州卫校以及学校共建单位的领导参加。 学校办公室副主任陶玲受两校团组织委托

作了学校团委工作总结报告。 大会选举莎如丽教师(女，蒙古族)担任团委书记，学生

张勇、曲秀芝、李军、其登加甫、达夏、苏万武、于俊萍、盛雷等任委员 。

5 月 19 日，新疆电大副校长巴克来学校视察工作。

5 月，学校教务处主任刘代云参编新编全国中专统编教材《数学~，由中国矿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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