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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3

公司兴办教育事业始于宣统二年(1910年)6月。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有限公司曾

为本溪湖地方成立寻常高等小学校拨款，兴建一幢砖瓦结构的校舍。内有教室、图书阅

览室、体育训练室等，该校只招收日本职工子弟。翌年，公司在这所小学校里附设实业

补习学校，设簿记科。自民国五年(1916年)起，公司每年按每炼一吨铁0．0卜0．15
日元为矿务学堂提取公积金，直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止。民国十八年(1929

年)9月，公司又在实业补习学校里增设工业科，作为公司工艺实习所，开设电气和机

械两个科，修、吐年限为三年。从公司选调教师10人，招收见习生20人。该校经费于民

国卜九年(1930年)列入地方预算，公司则负责支付办学补助费。后几经演变，公司

又另行成立普通技术员养成所。“九·一八”事变后，公司仍拨给地方一定的教育经费和

无偿借用、维修校舍。国民党统治时期，因公司员工子弟就读于本溪湖镇柳塘堡国民学

校者居多，故经本溪县与公司协商，于民国三l‘六年(1947年)8月由公司接管该校。

本溪解放后，公司于1949年设立人事教育处，下有宣传教育科负责教育行政管理

和业务指导工作。先后从地方接管、自办和筹建1『工科高级职业学校、艺徒学校、卫生

学校以及干部学校等。1953年1月，在原宣教科的基础上成立了教育处。下设秘书

科、计划科、技术教育科、业务教育科、学校教育科。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制订了

1953--1962年《本钢职工教育发展十年规划》。1958年制订了《本钢普通教育事业规划

(草案)》。1960年，公司成立职工教育委员会，并制订了《196卜1967年职工教育发展
规划》。期间，公司成立了职工业余大学、业余中学、文化技术学校以及接管或创办了

普通中、小学等共12所学校。1949--1962年，为教育事业累计投资约1 984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本钢教育事业不仅没有正常发展，而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工作才有了新的生机。1981年，公司成立了培训处，机关各

处室成立专业培训领导小组。同时，公司决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和工会经费的

18％的比例提取职工教育基金。1979--1985年，为教育事业累计投资达1 131万元。

1985年，有44个基层单位成立了教育科或人事教育科。拥有各类大、中专院校5所，

工人技米学校12所(包括厂办技校)，职工文化技术学校35所，职业高中15所，普通

中、小学lO所。教育处及其所属学校(不包括公司直属学校)共有教职员工786人，

其中有中、小学教师511人。职工教育(包括公司直属职工学校)有专职教师987人，

兼职教师534人．所属小学毕业生合格率为99．11％，初中毕业生合格率为71．97％，

高中毕业生合格率为93．15％。1978--1985年间，各中学毕业生累计考入大专院校的

183名，考入中专的355名。本钢技校为各生产厂矿输送1 l 000名初、中级技术工人

和中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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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工教育

第一节 文化普及教育

扫盲 1949年10月，公司在工人中开展扫除文盲运动。1951年，在钢厂举行识

字动员大会。当年，有l 661人参加、眦余文化学习，其中参加扫盲学习的有600人。

1953年，全国掀起扫盲运动高潮，公司组织了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深入厂矿，

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按着扫盲标准要求，采取“集中识字，分散辅导”的办法，以及

立“识字牌”、设“识字岗”等方式，进行扫盲教育。1956年，全国掀起了第二次扫盲运

动高潮，公司成立了扫宵协会，办起8所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当年有7 072人参加扫盲

学习。翌年，公司有23 244名职工参加文化学习，其中参加扫胄班学习的有8 868

名，占青壮年文盲职工总数的77％。1958年，全同掀起第三次扫盲运动高潮。f}1于受

“大跃进”的影响，出现了片面追求参加扫盲人数，忽视教育质量的倾向。1959年，贯

彻全圈工矿企业职工教育工作会议和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公司提出扫盲～【：作要“提

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口号。翌年，下达《关于积极深入开展扫盲]：作的通知》。9所职

工文化学校，共开设122个扫盲班，接收学员5 472名，开设语文、算术两门课程，修

业年限为两年。 ?

文化学校 1953年初，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职工对文化学习的迫

切要求，公司成立了职工业余中学。校舍是利用钢厂锉刀车间厂房改修的，有16个教

室。开办7个教学班，学员350名，配备专职教员6名，兼职教员6名，教育下部3

名。同年11月，公司职工业余总校成立：下设13个分校，总校校长由公司副经理兼

任，副校长由教育处处长兼任，设专职教员17名，兼职教员136名。年级班次有：初

中一年35个班，初中二年11个班，业余高职1个班，共有学员l 090人。1954年，

公司职工文化学校成立。当年，招收学员500名，设高小班2个，初中班6个，招收具

有三年以上文化程度的编余职工。翌年，文化学校发展到9所，专职教育干部和教9币达

．295名，培训职工11 592人。1956年，一机修厂、第一炼铁厂、耐火材料厂、运输

部、八盘岭、通远堡和南芬等厂矿又分别成立了8所职工业余文化学校，配备专职教师

180人，专职教育干部115名。陆续开办业余高小班，初中班和高中班。业余高小班修

业年限为2年，共招收学员4 619人；业余初中班和业余高中班的修业年限分别为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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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娄罗 合 干 部 技术人员

＼人数(人卜 副处 一般
工段长

工人 学生

文化程度＼ 计 以上 干部 出 身 出 身

大专以上 。 37l 17 64 7 283

高中(含中专) 866 20 293 65 488

初巾(含技校) 2 019 53 1 612 96 258

高 小 l 245 7 527 185 526

文盲、半文盲 200 65 135

鉴于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公司开始注重干部文化教育，按职级提出具体要

求，并限期达到。1958年新工人激增，文盲半文盲又大量出现。各厂矿先后办起了“红

专大学”。自1959年，公司将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下放给厂矿管理。1960年，专职教"币

由1959年的91人增加到233人，专职教育千部有91人。全年有32 954名职工参加文

化学习，其中参加高小班学习的20 003人，初中班的10 226人，高中班的l 191人，

中专班的814人，大专班的720人。1961年，本钢职工教育随着企业的调整，出现了

办学面窄、入学率低、教师少、学习时间少的局面。1963年，贯彻“实事求是，巩固提

高，稳步发展”的教育方针，职工文化教育也有所发展。公司开办文化学习班280个，

有8 272人参加学习。到1965年，公司参加文化学习的职工有4 512人，占职工总数

的12％。按公司要求，到1966年，参加职工I{I等教育培训的人员应达700人，毕业

640人；参加高等教育(含夜大、函大)培训的人员应达935人，毕业75人。“文化大

革命”开始后，教育工作受到严重冲击，职工教育陷入瘫痪状态。 r

全员培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职工教育进入新的振兴时期。公司

当时职工文化状况是：大专程度的占2．3％，高中的占9．4％，初中的占57％，小学的

占26％，文盲占5．3％，平均文化仅有6—7年。为此，公司决定：采取切实措施，在

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全员培训，当年开办各级业余文化班150个，其中扫盲及高小班35

j个，初中班62个，高中班29个，大专班24个。1980年，公司38个县团级厂矿及事

。业单位都创办了文化学校或教学班，参加学习的职工达38 329人，1981年厂矿职工文

化学校(或教学班)有专职教师176人，兼职教师635人，专(兼)职教师的人数相当

乇1980年的4倍；公司及各厂矿新建职工教学基地l万平方米，相当于原有基地的2

倍。坚持推行三级办学，一是公司办学，设大学本科班9个，专科班3个，业余大学班

12个，语文专修班2个，业余高中班11个；二是厂矿办学有扫盲班2个，高小班25

个，初中班366个，高中班23个，中专短训班7个，大专短训班7个，电大班27个；

三是车间办学，各种班719个，共有学员2．7万人。此外，参加公司外部学习的有市电

视大学，市业大，函授大学，市教育学院。市电大文化补习班等。。

“双补”与。过高中关” 1982年，根据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等5个单位联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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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关于切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的联合通知》精神，对青壮年职工普遍进

行初中文化和初级技术补课教育(简称“双补”)。文化补课入学人数达2．28万人，经考

试，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全部合格的9 210人。翌年，应补初中课的职工为3．1万

人，经考试合格为15 960人，合格率达51．5％。为使各级机关干部尽快“过高中关”。

由公司统一举办高中脱产学习班，开设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和政治5门课程，学习

时限为一年，毕业要求基本达到高中文化程度。到1984年，有l 1个单位职工“双补”合

格率达到80％，全公司“双补”平均合格率突破70％。1985年，初中文化补课对象为

8 202人，合格5 504人。

第二节专业技术教育

从50年代起，本钢开始发展职工正规专业技术教育，陆续创办各种不同形式的职

工高等学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为本钢生产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一、职工工学院

1956年，在冶金部直接领导下，创办_『本溪业余钢铁学院，宗旨是为提I亩全市工

矿、企事业单位职【：的文化技术水平。院长由公司经理兼任，副院长由公司教育处长兼

任，设专职教务主任丰持学院工作。学院开设钢铁冶金，炼焦化学工程和工业企业电气

化3个专业，学制为6年半，翌年增设冶金机械设备专业。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

势下，该院并入新成立的本溪钢铁工业学院，为其“业校部”。由于“大炼钢铁”、“支援农

业”以及政治运动的影响，教学不正规，学员出席率下降，许多学员没有按期学完规定

的课程。1959年，业校部学制改为5年。到1961年8月，将业校部从本溪钢铁学院分

出，成立本钢业余大学。

1962年，业大根据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制订的《关于职工业余高等学校工作的几

点意见》精神，重新修订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健全了教学工作制度，其后被冶金部和辽

宁省定为重点职工业余高等院校。1964年增设了3年制中国语言文学专修科，专职教

师增加到36名，从1962年到1964年共招收学员456人。其中有43名工科学员和

19名英语专业学员获得毕业证书。当时业大存在的问题：一是办学方向不够明确，在

219名在校工科学员中，仅15名工人学员；二是教学照搬全日制大学模式和方法，脱

离生产，脱离企业实际；三是办学形式单一，不符合“长短并举、灵活多样”的业大办学

原则。经过整顿后，业大增设了业余专修科、单科进修班、半工半读中专班和大专班。

增设了炼铁、炼焦、化学产品回收等专业。自1956年业大建校，到1966年的10年业

大共有5届毕业生，毕业人数216人。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业大遭到严重破坏，教师队伍被解散，校舍被占用，教学仪

器、图书资料等价值120万元的设备被洗劫一空。1973年5月，恢复本钢业大，有20

名专职教师。开办了日语、英语和机械制图短训班。翌年，本钢业大再次被撤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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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由教育处负责筹备恢复、重建本钢业大。开设工业自动化、液压传动及控制、

工业与民用建筑，医疗4个专业，学制为5年。翌年，根据“业余大学既办全日制又办

。业余大学”的新精神，开始从职工中招收全日制学员，本科招收工业自动化、液压传动

与控制两个专业，专科开设数学、物理、化学三个专业(Oili资班)。

1980年7月，经辽宁省政府批准，本钢业余大学改为本钢工学院，并首次从国家

统一高考中录取部分全日制本科生。翌年，又从辽宁省成人高考中录取部分本钢职工。

此时，工学院趋向全日制普通大学方向发展，同时担负业大、函大、职工培训等任务。

到1982年，遵照中央教育部及辽宁省高教局关于职工大学的办学精神，本钢工学院又

改为本钢职工工学院。

(1)机构设置与体制。职工工学院直属公司领导，院长由公司经理兼任，设专职副

院长主持日常工作。行政业务管理机构设办公室，业余大学部、函授管理站、教务科、

总务科、教材科、学生科。教学机构设马列主义、体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冶

金、自动化、’制图、力学、机械、工民建12个教研室。1983年工学院成立党委，1985

年，学院的领导体制改为院长负责制。行政业务管理机构设教务处、办公室、人事科、

保卫科、总务科、财务科、集体事业科。教学机构设基础部和一、二、三系。基础部包

括数学、物理、体育、外语、马列主义5个教研室及语文组；一系包括企业管理、化工

2个教研室；二系包括电工、自动化、计算机3个教研室；三系包括力学、机械设计、

机械原理、制图、工民建5个教研室。

(2)专业设置及学制。1980年，工学院在原业大所设专业基础上，增设机械工程

专业，翌年又增设化学工程专业。学制分为全日制本科4年、5年，业余本科5年半，

专科全日制为3年。1982年，随着工学院改为职工工学院，其所设各专业一律改为专

科，全日制为3年，业余为4年。1983年，根据本钢经济发展之急需，增设冶金铁道

运输、工业企业管理2个专业。1985年又增设钢铁冶金、钢铁加工、电子计算机应用

等专业。至此，本钢工学院已设有18个专业。’

(3)教学改革与思想政治工作。1983年，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制订职工高等

工业专科学校教学计划的暂行规定》及其他有关指示精神，工学院制订了电82级和建

82级的过渡计划，制订了机械工程专业由本科转为专科的教学计划。在专业设置方

·面，进一步结合本钢实际，侧重发展焦化、环保、矿山机械。根据省高教局颁发的《职

工大学学生学籍管理暂行条例》，结合本钢的各项规章制度，工学院分别制订了《学生

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教职工奖罚制度》等。针对学员均系成人职工这一特

点，学院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以系(部)为单位，建立了学生党支部。从1983年

开始在原设马列主义课的基础上，又增设德育课，以加强思想、道德及法律知识教育。

在强化学籍管理中，实行学生操行等级评定制度，并建立了学院与学生原单位及家长的

通讯网络，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学员情况。学院还选拔优秀教师充实辅导员队伍。自学院

党委成立起，已有38名学生入党，有37人次被评为学院、公司以至市级“三好”学生。

(4)师资建设与职工队伍。自1982年起，工学院为解决师资来源问题，先后从其

毕业生中留校20人任教：．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中分配来校20余人任教。1983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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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师总数达145人。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学院分期分批派出80

余名教师到全国重点大学进修。同时，还为教师提供各种条件、机会，参加省、全国的

教研、科研活动及编写职工大学教材等工作。截止1985年底，全院教职工发展到302

人，教学人员为157人，其中副教授2人，讲9币28人，工程师18人，助教19人，助

理工程9雨21人。

(5)设施弓基建投资。1982年，学院由简易房搬进新教学楼，地点在乎LjI区东明街，

建筑面积5 200平方米。设有物理、化学、电路、电子、电机、液压等11个实验室，1个

电子计算机室，还有图书馆、资料室等，教学设施比较完善。到1985年，图书馆藏书增加

到7万余册，订阅中外文期刊杂志达700余种，各种教学设备总值达150余万元。同年，公

司决定在平山小区为工学院再建28 772平方米的校舍，计划一期工程投资800万元，二期

工程投资1 000万元，全部。T：程预计于1990年竣工并交付使用。

业大与工学院历年招生、毕业生人数

＼． 学 牛 数 学 制

牵＼目 招生数 毕业生数 本 科 专 科

度＼ 全只制 业大学 全日制 业大学 全I：t制 业大学 全R制 业大学

1956 128 5证

1957 197 5年半

1958 217 5年

1959 167 5年半

1960 189 5年半

196l 未招 第一届11

1962 202 5钲 3年

1963 83 第二届32 5年

1964 17l 5焦 3年

1965 339 第三届3l 5焦 3年

1966 未招 第闪届84

停学 第五届58 5生

1978 132 110 4焦 5年半

1979 187 4焦 3乍

1980 78 450 4年 5年半

198l 29 4钲

1982 122 33 第一届108 3年 4年半

1983 118 16 第二届122 第六届61 3伍 4年半

1984 239 30 第三届75 3年 4年半

1985 3ll 33 第四届147 第七届234 5年半 3年 4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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