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科 研 机 构

独立科研院所 抗战初期，国

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由上海

内迁重庆，四川始有从事轻工业研究

的科研机构。抗战胜利后，该所于

1946 年迁回上海，留下部分人员，设

置中央工业试验所重庆办事处。1947

年 11月，经济部以该办事处为基础，

组建成经济部重庆工业试验所，有职

工 400 余人 ，下辖 2个馆、11 个试验

室、6个实验工厂，即北碚试验馆，内

设酸碱盐、燃料、油脂 3个试验室，磐

溪试验馆，内设糖酒、皮革、纤维

(选纸)、工业分析、橡胶、食品饮料、

涂料、机械设计 8 个试验室，以及化

学、机械、造纸、油脂、皮革、耐火

材料 6 个实验工厂。重庆工业试验所

的成立，为四川轻工业科学技术事业

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建国后，轻工业部接收重庆工业

试验所，交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

代管。从 1954 年开始，在该试验所的

基础上组建成 8 个独立的科学研究机

构。其中，属一轻工业的有西南地方

工业局造纸 试验场、四川省糖酒工业

科学研究所和芳香工业科学研究室。

其组建和发展情况是：

造纸试验场，是 1954 年造纸 试

验室与 601 纸 厂 2 车间合并而成。该

场 1956 年划归轻工业部 制浆造纸 科

学研究所，1958 年下放四川省轻 工

业厅，1964 年更名为四川省轻工业厅

制浆造纸研究所，1978 年又更名为四

川省造纸工业研究所 (以下简称省造

纸所 )，1983 年下放重庆市轻工业

局。主要任务是研究制浆造纸的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开发造纸用新原

料和生活用纸、技术配套用纸。

糖酒工业科学研究所，是 1954 年

在糖酒试验室基础上组建的。1955 年

更名为四川省制糖发酵科学研究所，

1978 年再更名为四川省食品 工业研

究所，1985 年又更名为四川省食品发

酵工业研究设计院 (以下简称省食品

院)。主要从事发酵酶工程、酿酒、淀



粉及淀粉糖、甘蔗制糖、工业微生物

菌种保藏、食品分析检测、机械设备、

电子仪表等应用开发研究与设计。

芳香工业科学研究室，是 1956 年

以油脂试验室为基础组建的 。1958

年下放四川省轻工业厅 ，更名为芳香

工业研究室。后名称几经变化，1979

年改名为四川省日用 化学工业研究

所 (以下简称省日化所)。1983 年，下

放重庆市轻工业局。主要从事香精香

料、化妆品、合成脂肪酸以 及其他日

用化工产品的应用开发研究。

此后 ，四川一轻工业科研机构随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1958 年，

省 轻工业厅为加强对科研机构的领

导，成立四川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后

改名为四川省轻工业研究所 (以下简

称省轻工所)，主要是管理上述 3 个科

研单位，所内只设棉纺织科学研究室。

1964 年，省轻工业厅对所属科研机构

进行专业调整后，该所不再担负行政

管理职能，成为专职的科研单位。1979

年，轻工、纺织分厅后，该所主要从

事食品、日用化工、日用陶瓷、日用

玻璃、微电子技术、包装装璜等方面

的科研、产品质量检测和设计工作。

1965 年，重庆市为加速轻工业的

发展步伐，成立重庆市轻工业研究所

和重庆市硅酸盐研究所。重庆市轻工

业研究所主要从事日化、食品、饮料

的应用开发研究，1983 年更名为重庆

市食品工业研究所，从事食品、饮料

研究，并与日商合资在所内建立了一

个魔芋精粉生产车间。重庆市硅酸盐

研究所主要从事玻璃、陶瓷、搪瓷的

新材料、新原料、新工艺、新设备及

新产品的开发研究。

1972 年，内江甘蔗试验场由农业

部门管理改属四川省轻工业局领导，

更名为四川省轻工业局甘蔗科学研究

所，1978 年更名为四川省制糖糖料工

业研究所 (以下简称省糖料所)。主要

从事甘蔗优良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病

虫害防治、甜菜良种繁育及栽培技术、

甜叶菊等甜味剂作物引种的科学研究

工作。

1978 年 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后，出现了科技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

促进了一轻独立科研机构的发展和完

善。

1978 年，经成都市一轻工业局批

准，成都玻璃仪器厂成立厂办玻璃研

究所，1980 年 5 月实行经济独立，

1981 年 9 月划交成都市日用玻璃工

业公司领导，1985 年 6月，该所正式

成为市属专业科研所，隶属成都市一

轻工业局领导，为当时全省轻工系统

1 个属事业性质按企业管理的自负盈

亏的独立科研单位。主要从事二氧化

碳激光器玻璃工艺、设备及新产品开

发研究工作。

1979 年，成都市轻工业局筹建成

都市轻工业研究所，1981 年正式成

立。主要从事轻工机械、电子技术的

研究和推广应用，以及环境保护综合

治理的研究。

1979 年，四川省轻工业厅在轻工

业研究所内组建科技情报中心站。



1983 年更名为四川省轻工业情报研

究所。主要从事轻工业技术经济情报

研究工作。

到 1985 年，四川一轻系统共有独

立科研院、所10 个，科技人员 847 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 7 人，工程师 195 人；

固定资产原值 2725 万元。此外，还有

轻工业部成都轻工设计院、自贡市轻

工业设计研究院(经省科委 1985 年批

准，设在自贡市井矿盐工业设计研究

所内，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形成门

类比较齐全，与四川省一轻工业发展

基本适应的专业科学研究体系。

厂办科研机构 50 年代，轻工企

业科技工作开始起步，宜宾纸厂、重

庆纸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陆续建立

中心化验室，并承担部分科技开发工

作。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陶瓷、搪瓷

等行业，也积极开办技术培训班，引

进技术人员和先进生产经验，加强质

量管理，开发新产品。但“文革”期

间，一轻企业的科技工作处于停滞状

态。1976 年以后，企业科技工作得到

发展，随着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市场

竞争的需要，一批企业陆续建立了厂

办科研所 (室、组)，负责企业的技术

革新、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新技

术推广应用等项工作，成为一轻科研

战线上的一支重要科技力量。到 1985

年底，已有 80 多个企业自建了厂办科

研机构。

科技群众团体 主要是四川省造

纸学会和轻工科学技术协会。造纸学

会成立于 1965 年，轻工科学技术协会

成立于1983 年，受四川省科学技术协

会和四川省轻工业厅双重领导，并接

受中国造纸学会和中国轻工协会的领

导，主要从事技术交流、咨询服务、人

才培训等项工作。四川省轻工科技协

会成立后，发展很快，到 1985 年，所

属专业学会已有 8个，即甘蔗制糖学

会、食品发酵学会、日用化工学会、玻

陶搪学会、轻工机械学会、照明学会、

轻工技术经济研究会，并兴办了两个

科技事业实体，即四川省轻工技术经

济开发服务公司和四川省玻璃工业技

术开发服务公司。同时，成都、重庆、

自贡、攀枝花、内江、宜宾、南充、涪

陵、达县等市、地也相继成立了轻工

协会、学会。

第二节 科 技 工 作

一轻科研机构建立后，加强了科

技工作。据 10 个独立科研、情报机构

统计，到 1985 年共完成科研项目 625

项，推广应用 266 项，占 42．56 % 。它

的发展历程，虽然有其独自的特点，

但与一轻工业生产发展历程大体一



致。

建国初至 1978 年，一轻科技工作

经过几次反复。1956 年，响应中共中

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贯彻《十

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四川一轻科

技事业开始发展。1957年“反右”斗

争严重扩大化和 1959 年“反右倾”，给

一轻科技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损害。

1961 年开始，按照《关于自然科学研

究 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1963～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落

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健全科研工作

秩序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科技人员

每周六分之五的工作时间，调动了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1966 年起，受“文

革”的冲击，使刚出现生机的一轻科

技工作又遭到严重的破坏。1976 年粉

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科技工作才得

到逐渐恢复和发展。1978 年以前这一

时期，科技工作虽几经反复，但也完

成了一批科研项目，促进了四川轻工

业的发展。

在试制开发新产品方面，有电容

器纸、电缆纸、光学玻璃擦镜纸、静

电印版纸、水性印版纸、6901 过滤纸、

微型雪茄烟纸等；研制了标准电池、饱

和电池、航标灯电池、低温单元电池

和各种军用电池；开发了耐用灯泡、高

压水银灯、碘钨灯、溴钨灯、铟镉灯、

石英卤钨放映灯、多层介质膜冷反光

镜、交流短弧镝钬金属卤素灯；开发

了含氟透明药物牙膏等。

在原料方面，选育了 16 个甘蔗优

良新品种，2 个罐藏番茄新品种，即

“渝红一号”、“渝红二号”，1 个罐藏

“丰黄”桃子良种；开发了岩桂等天然

香料品种。

在设备改进方面，研究成功了斜

板式快速沉降器，10立方米横管式连

续蒸煮器，LH75—1 型行列式四头冷

液压阳模成型，强化干燥联动机等。

1978 年以来，随着中央制定的一

系列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包括平反

冤假错案、评定技术职称、提拔一批

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按规定解决知

识分子夫妻异地分居和家属由农业人

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等项政策，大大调

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科技

工作的迅速发展。

科研。1979 年 3月，省轻工业厅

召开科技工作会议，按照全国科学大

会精神，本着体现特点、发挥优势的

原则，研究提出了四川一轻科技工作

3年调整意见，即以制糖、罐头食品、

造纸、硅酸盐、日化等行业为重点，对

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扩大花色品种，改

进产品包装，节约原燃材料，消除环

境污染等问题，研究和推广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新品种，加强科技工

作。仅“六五”时期承担国家下达的

科研项目80余项，其中国家攻关项目

7 项，省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 48 项。

国家攻关项目是蘑菇罐藏新品种选育

提高单产和罐头生产技术研究，番茄

罐藏优良新品种选育及加工技术研

究，黄桃罐藏品种选育及加工技术研

究，柑桔罐藏品种选育及加工技术研



究，甘蔗早熟优良品种选育及甘蔗高

糖生产栽培技术研究，四川甜菜高产

栽培及露地越冬采种研究，表面活性

剂在制糖系统中的应用研究。1985 年

完成当年进度和已完成鉴定项目 49

项，占全年计划 57 项的 86 % 。

人才培训。科研机构的任务，既

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才。1978—1985

年，独立科研院所共举办专业培训班

66 期，培训 3784 人次，其中省食品院

办白酒等培训班 16 次、培训 1500 人，

省轻工所办化妆品、饮料等培训班 21

次、1000 人，省糖料所办糖厂原料及

农技人员培训班 9 次、644 人，省日化

所办香料工艺中专班等 7 次、139 人，

省造纸所办中专技术班等 8 次、215

人，重庆市硅酸盐研究所办全国搪瓷

技术培训班 1 期、43 人，办搪瓷职工

大学 3 期、143 人，成都市玻璃研究所

办玻璃技术培训班 1 期、100 人；省轻

工协会、学会举办专业培训班 61 期、

3394 人 (次)。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和普及科学技

术，除省轻工协会自办会刊《四川轻

工协会通讯》及《四川轻工》外，各

科研院所、专业学会和专业情报站等，

办有《四川制糖发酵》、《四川日化》、

《四川甘蔗》、《四川食品科技》、《重庆

日化》、《四川造纸》、《灯与照明》、

《中国搪瓷》(国家级)、《重庆轻工》、

《成都轻工》等刊物，此外，还有《轻

工科技信息》、《轻工信息》、《川轻经

济信息》、《日用化工参考资料》、《日

用化工科技简讯》、《日用香料科技动

态》、《四川造纸简讯》、《川轻科技信

息》以及《电光源译文简介》等。这

些刊物各具特色，其中《四川造纸》向

全国发行，《中国搪瓷》还发行国内外。

第三节 获 奖 项 目

1963 年实施科技成果登记办法

后，科技成果并未受到社会的足够重

视，直到 1978 年才 开始受到应有的

表彰。1978 年特别是 1981 年以来，四

川一轻科技工作在开展科技体制改革

的同时，认真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

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

建设”的方针，取得成果比较多，获

奖项目也多。1978—1985 年，获省及

其以上级别奖励的科研项目有 129 项

(包括科技情报成果 6 项)，其中 121

项各获奖 1 次，8 项获奖 17 次，共计

获奖 138 次。在获奖次数中，国家级

奖 10 次，部级奖 38 次，省级奖 90 次。



一、获国家级奖项目见表9—1



二、获部级奖项目见表 9—2





三、获省级奖项目见表 9—3

表 9—3 四川省一轻系统获省级奖科研成果项目表









第四节 体制改革

四川 省一轻科技体制 改革从

1979 年开始，特别是 1981 年 3月《中

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公

布后，加快了改革步伐，并取得成效。

扩大科研自主权。1979 年贯彻全

国和轻工业部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及四

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扩大科研单位自

主权，采用经济办法管理科研的决

定》，在完成国家科研计划的前提下，

广开门路，直接同生产、使用单位挂

钩，承接科研任务，有偿转让科研成

果，提供试制科研产品，开展技术服

务。1980 年，一轻 9 个独立科研院所

(除省轻工业情报研究所)已直接同生



产、使用单位签订各类技术合同 76

项，约 60 % 的项目在当年就交付使

用；经济效益亦较明显，纯收入达到

122．35 万元，其中省造纸所 55．4 万

元，省食品院 33．9 万元，省日化所

5．9 万元，省轻工所 4．45 万元，省

糖料所 2．2 万元，其他研究所 20．5

万元。此后，多次送技术下乡，为中、

小型企业、乡镇企业、“老、边、少”

地区服务，“六五”期间，累计签订科

技成果推广、技术转让等合同 300余

项，其中省轻工所就先后与省内外 30

个多个县、市签订 70 多项科技成果转

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合同，并在

技术上帮助改建、扩建和新建小型内

销果蔬罐头厂 4 个、饮料厂 5个、罐

头饮料综合食品厂 4个、玻瓶厂 2 个、

玻璃马赛克厂 10 个、地砖厂 4个、玻

纤厂 3 个、保温材料厂 1 个、化妆品

车间 1 个、牙膏用增稠剂车间 1个，到

1985 年已大部分建成投产。

试行改革拨款制度。1980 年，根

据国家科委在科技计划管理方面，实

行“专项管理，分级负责，同行评议，

签订合同”的要求，选择糖化酶中试、

皂石瓷研究、柠檬鲜橙汽酒 3 个项目

与省科委签订合同，有偿使用三项费

用 (即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科

研项目补助费)，每个项目偿还费用

20—30 % 。1984 年进而在省造纸所、

省日化所、重庆市硅酸盐研究所、重

庆市食品工业研究所进行改革拨款制

度的试点。当年 7月，一次性全部取

消事业费，改为有偿合同制。拨款制

度的改革，推动了科研工作，提高了

经济效益。以省日化所为例，1985年

纯收入达到 32．78 万元，缴税 17．14

万元。《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

决定》公布后，在未实行有偿合同的

科研单位中，积极推行有偿合同制，到

1986 年，除省轻工业情报研究所和农

业性质的省糖料所外，已全部实行有

偿合同制。

开拓技术市场。1985 年，一轻科

研机构除自办技术市场外，积极参加

各种技术交易活动。同年 10 月，在

“四川省秋季技术成果交易会”期间，

参展交易项目近 100 项，包括技术成

果转让、技术服务、人才培训等，同

时组织各类专题情报资料、技术资料、

科技期刊、实物样品等参加交流，共

接待省内外 217 个单位的代表，成交

金额 79 万元。这次展出，被交易会评

为 10 个最佳布展单位之一。

建立生产科研联合体。1983～

1985 年，省食品院、省日化所和省轻

工所等先后与省内外单位建立起 20

个跨地区、跨行业的科研生产联合体。

在联合体中，科研单位一般是技术入

股，负责新产品开发研究，提出建厂

方案，设备选型，指导调试，产品质

量检测，技术培训，帮助解决生产中

出现的关键问题。科研生产联合体的

建立，不仅扶持了一些乡镇企业的发



展，而且救活了一些企业。省日化所

与生产单位建立的 6 个饮料联合体，

1985 年生产饮料 1 万余吨，创税利

140 多万元。通江龙溪饮料食品总厂

原是一个长期亏损的小铁厂，转产后

与省食品院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从

1983 年开始，生产、效益均好，1985

年实现产值 688 万元、税利 210 万元。

表 9—4 1985 年四川省一轻系统独立科研机构一览表



第一节 普通中等专业教育

建国前，四川轻工专业学校只有

重庆造纸印刷职业学校和江津窑业职

业学校两所。江津窑业职业学校创办

于民国 28 年 (公元 1939 年) 春，校

长张继南，江西南昌人，早年留学日

本，毕业于京都工业大学硅酸盐系，回

国后曾任江苏省宿迁玻璃学校校长。

1937 年来川，后受四川省教育厅之

托，主持创办江津窑业职业学校。

江津窑业职业学校开始设初、高

级两部。初级部招高小毕业生，学制

3 年，培养初级技工，高级部招初中和

本校初级部毕业生，学制 3年，培养

中级技术人才。1945 年，增设专科部，

主要招收本校高级部毕业生和有一定

工厂实习成绩者，经考试录取，学制

2年，培养高级技术人才。

课程除基础课与普通学校相同

外，外语一律学日文，专业课有陶瓷、

搪瓷、玻璃、水泥、砖瓦、耐火物。高

级部增设矿物学、定性定量分析化学、

机械制图。专科部还增设化学原理、窑

图、工艺设计及管理学科等课程。此

外，每周有两个半天的实习课，到学

校附设的陶瓷、玻璃实习车间实习。高

级部学生在最后一个学期，要到工厂

参观学习，取得实习成绩后方能毕业。

从创办到1949 年，初、高级部各

毕业11 个班，每班学生 20—30人；专

科部 2个班，约 45 人。除少数毕业生

从事专业外，大多数失业或改行从事

其他工作。

建国后，重庆造纸印刷职业学校

于1952 年撤销。江津窑业职业学校解

放初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川东窑业

学校，只设高级部 (即中专)。1951 年

冬，该校并入重庆西南建筑工程技术

学校，为学校窑业科；1952 年冬迁重

庆，更名西南化工学校，改由西南化

工局领导；1957 年秋迁北京，与北京

化工学校合并。该校在川毕业 2个班，

50 余人，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从事



专业工作。

自该校迁京后，四川一轻系统没

有中等专业学校。据省轻工业厅 1959

年对县属以上企业的调查，技术干部

仅有 744 人，占上述企业职工总数的

0．35 % ，其中工程师 71 人，占技术

干部数的 9．55 % ；技术干部的文化程

度，大专以上占 21．59 % ，中专占

47．63 % ，初中以下占 30．78 % 。这

与当时轻工业部要求技术干部占职工

总数的 4—5 % ，相距甚远，与轻工业

生产的发展也很不适应。

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从此，

四川一轻系统普通中等专业教育逐渐

兴起、发展。其主要办学形式，一是

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一是得到国家

承认中专学历的半工半读学校。

一．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

学校设置。四川省一轻系统全日

制中等专业学校先后共兴办 3 所，即

四川省轻工业学校 (以下简称省轻

校)、四川省盐业学校 (以下简称省盐

校) 和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以下简称

重庆轻校)。

重庆轻校创办于 1958 年，是一所

工科、艺术类中等专业学校，校址在

重庆市。

省轻校是 1958 年 11 月省轻工业

厅以泸州化工学校造纸、制糖专业为

基础，经省人民委员会1959 年批准筹

建的。校址在灌县。1960 年秋正式招

生行课。“文革”中停止招生，1970 年

经省轻工业厅批准在学校金工实习车

间基础上，扩建为省轻工业机械厂，并

实行以厂办校，保留省轻校的牌子，人

财物都归工厂。1972 年恢复招生后，

1975 年经省轻工业厅决定厂校分立，

学校才又获得独立。该校现已成为省

内一所综合性的轻工中等专业学校。

省盐校是全国唯一的井矿(湖)盐

中等专业学校，校址在自贡市。该校

的前身是四川省盐业公司半工半读中

等技术学校，“文革”中被迫停办。1974

年，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复办，定名

四川省盐业学校。

上述 3 所学校开办以来，到1 985

年累计招生 6591 人，毕业 5322 人。其

中 1978 年至 1985 年毕业 2173 人，占

毕业生总数的 40．83 % 。此外，学校

还办各种短训班 35 期，结业 1578 人；

为省外代培中专生 784 名。

毕业生主要分配到省内轻工、盐

业系统，他们在生产、工作中作出了

显著贡献，已成为发展我省轻工业的

一支骨干力量。据省轻校 1983 年对部

分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在被调查的

903 人中，有工程师 7 人、助理工程师

156 人，担任正、副厂长的 23 人，科

技干部 77 人。1964 届的王殷辅任成

都市造纸公司副总工程师，1983 年被

轻工业部评为先进工作者，1984 年又

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1979 届的张



霓 (女) 1981 年被天津轻工业学院破

格录取为研究生。又如省盐校1979 届

企业管理专业财会班的 39 名毕业生，

分配到各轻工企业，到 1985 年，大多

数担任了主办会计，还有 16 人任财务

科长，占该班毕业生人数的 41 % 。

专业设置 根据生产发展需要，

采取了逐步开设和轮换招生的办法，3

所学校开办时，共设专业 10 余个，

1978 年增至 21 个。到 1985 年累计，

先后开设专业 30 个。1985 年有在校

生的专业是：制糖工艺、造纸工业、井

矿、地质、盐化工、轻工机械、硅酸

盐工艺、食品发酵、分析化学、企业

管理 (包括财务会计、计划统计、经

营管理)、日用化工、装璜美术、食品

机械、工业企业电器化。除日用化工

是新开设的专业外，其他都是能经常

招生的老专业。但有些急需的专业，如

电光源、印刷等，由于条件限制，未

能开设。

办学条件。3 校办学经历过 20 来

年的艰苦创业阶段。

省轻校开办时，仅有投资 40 万

元。当时教学所需用房，是灌县特种

纸厂移交的车间、库房、办公室等 9 幢

房屋，面积为 3200 平方米，临时工棚

6 座，2800 平方米。教学设备奇缺，图

书室藏书总量仅有 5 千余册。

省盐校复办时仅有校舍 2000 多

平方米。唯一的一幢四层教学大楼，底

层长期被工厂占用，在剩下的三层既

作办公室，又作教室，乃至学生宿舍。

校址狭窄，四周处于工厂范围之内，无

发展余地，环境污染极为严重，加之

没有教职工家属宿舍，教学和教职工

生活都很困难。此后，虽逐年有所改

善，但仍未根本改观。

1978 年后，各校基本建设逐步得

到安排。省轻校1979 年和 1984 年，国

家投资 330 余万元，按 800名学生规

模进行了恢复性的建设。在第一期工

程完成后，1985 年，又经省计经委、省

轻工业厅批准了第二期扩建方案，总

投资 480 万元，按 1480名学生规模继

续进行扩建。

省盐校于1979 年经省计委、省轻

工业厅批准，迁建自贡市大安寨。建

校规模为学生 700名，总投资 374 万

元。各项工程已于 1985 年底完成，同

年秋即迁入新校址。

到 1985 年，各校共有建筑面积

5．24 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 665 万

元，各种教学设备也渐趋齐备。省轻

校有基础课和专业实验室、陈列室 20

多个，金工实习车间 1 个，体育馆 1

座，教学仪器设置值 110 余万元，有

电视录象、摄象、电子计算机等现代

化教学设施，还有复印机、胶印机等

较先进的印刷设备，图书 6 万余册，期

刊 730 种。省盐校已有普通化学、有

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工原理、电工

及工业电子、物理等实验室和地质陈

列室，普通课实验开出率为 80 % ，技



术基础课和专业课实验能开出 50 % ，

图书近 3 万册，实验仪器设备固定资

产为 9 万余元，全校固定资产为 108

万元。重庆轻校有单板机、微机、小

型电子计算机、工艺美术教学设备和

10 多台机器的实习场地，有图书 3 万

余册，教学设备和其它固定资产总额

为 80 余万元。

教材建设。除采用国家出版的统

编教材外，各校已具备自编教材的能

力。共自编教材 46 种，选编教材 21

套，主编专业培训教材 1 套，合编、参

编、审定中专统编教材 7 门。1982 年，

全国轻工中专《轻工机械及设备》教

学大纲审定会，确定省轻校为教材编

写组长之一，承担上册的编写任务。同

年，省轻校副教授李杨训参与广东省

轻工业学校合编的全国轻工中专试用

教材《甘蔗制糖工艺》和《甘蔗制糖

机械设备》，已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全国发行。

教职工队伍。3 校开办时，有教职

工 208 人。省轻校有教职工 174 人，其

中教师 94 人 (包括进修教师 42 人)，

1962 年、1963 年两次精简压缩，教职

工降至 94 人，按当时规定，还超编 15

人。1964 年起有所增加，1965 年为

141 人。1970 年学校并入工厂后，仅

有教师 18 人。省盐校复办时，只有 教

师 2 人、行政人员 14 人，既办学又教

书。1974 年，重庆轻校恢复办学，有

教职工 18 人，其中教师 5 人。1978 年

开始，3 校教职工逐年增加。1978 年

有教师 152 人。1985 年，教职工总数

达到 505 人，其中教师 223 人。同开

办时比，教职工增长 1．4 倍。在 223

名教师中，中老年教师占多数，初步

形成老中青梯形结构和在学术上有

高、中、初级职称的教学科研队伍。除

恢复副教授职称 1 人外，经过 1982 年

职称评定，已有副教授 2 名，讲师、工

程师 34 名。

二、半工半读学校

四川一轻系统半工半读学校，一

般是由企业单独举办。1958—1974

年，据造纸、制糖等行业统计，共办

校 14 所，先后面向社会招生 5348 名。

专业设置根据生产急需确定，先后设

有造纸、机械、机修、制糖、糖机等。

学制一般为 3 年。

由于一轻工业生产、经济形势的

变化，办学时有起伏。

1958 年，省轻工业厅直属厂举办

半工半读学校 4 所。其中中元造纸厂

开办半工半读学校 1 所，学生 700 人，

分 8 个班，设造纸、机械 2 个专业。学

制为 3 年。培养目标是文化程度达到

相当于中级学校水平，实际操作技能

相当于 3 级工水平。同年 9月，602 厂

开办附设工业学校，培养技术工人，以

适应工业生产的发展，运用理论结合

实际，半工半读，学以致用。当年招

收中等技术班机械制造专业学生 100



人，招收初级技工班机械制造专业学

生 200人。1959 年，重庆轻工系统有

厂办业余中专 1 所、2班、45 人，半

日制中专 3所、3班、71 人。在国民

经济困难时期，除重庆轻工系统还有

中技 (中师) 班 168 人在学外，其余

都先后停办。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半工半读

学校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64 年，首

先恢复办学的是嘉乐纸厂的半工半读

技术学校，该校设造纸和机械专业各

1 班，招生 50名。招生对象为高小以

上文化程度，学制 4 年，2年劳动，2

年课堂学习。到 1966 年，一轻系统共

办半工半读学校14 所，专业设置为制

浆、造纸、机械、机修、糖机、制糖。

学制 4 年。1966 年，共有在校生 2272

人。

“文革”期间，四川一轻系统半工

半读学校无一幸存，直到1974 年，仅

银山糖厂恢复办学。当年招生150 人，

设制糖、糖机两个专业，分3 个班。此

后，再未招生。

半工半读学生毕业后一般即转入

本厂工作。有的学生因“文革”影响，

久未分配，直到 1969 年，四川省革委

《关于一轻系统半工半读学校 1969 年

579 名毕业生分配通知》下达后，才予

以分配。

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学历问题，

经省轻工业厅审查、转报四川省高等

教育局，分别于 1983 年和 1984 年共

批准 574 名学生学历为中专毕业，并

补发了毕业文凭。这种办学形式，对

培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

型劳动者、促进轻工生产的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 在职职工教育

在旧中国，工人只是被雇用的简

单劳动者，文化、科学技术极为落后。

建国初，四川一轻系统 70 % 以上的职

工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为了帮助职工

群众成为工厂的实际主人，适应社会

主义生产建设的发展，开展了多层次、

多渠道的在职职工教育，逐步形成包

括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职工教育

体系。

一、办学类别

(一)初等和中等文化教育 建国

后，一轻系统按照全省统一部署，以

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为主要形式，大规

模地开展扫盲工作。经过 1950一1960

年 3次扫盲，文盲率大幅度下降。据



1961 年省轻工业厅对重庆、成都、南

充 3 个地、市轻工系统和 5 个直属企

业的调查，文盲率已下降到占职工总

数的 2．4 % (包括新招收工人)。

从 1952 年起，逐步发展了职工业

余小学和中学教育。1956 年 9 月，五

通桥盐厂动员 3699 人入学，办班 72

个，分别编入初小、高小和中学班学

习。宜宾纸厂也在本年办起初中班，有

37 人入学。

1958 年，职工业余中等教育有了

发展。1959 年，重庆市轻工系统兴办

业余初中 13 所，47 个班；业余高中 2

所，2 个班，64 人入学；半日制工业

中学 4 所，19 个班，832 人入学。并

开始确定中等教育年限为 5—6 年。

1960 年，自贡市组织应入初中学习的

93 % 、应入高中学习的 73 % 的职工入

学。据重庆市轻工局对所属企业的调

查，1960 年高小毕业 3979 人，初中毕

业 305 人。

1961 年，由于生产不正常，人员

流动大，据省轻工业厅对重庆、成都、

南充 3 个地、市轻工系统和 3 个直属

企业调查，职工教育一般都处于时学

时停或停滞状态，唯有重庆市轻工系

统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所

属 36 个厂中有 21 个厂坚持办学，有

13 个厂半学半停，只有 2 个厂停课；

1961 年，有在校生高小班 6577 人，初

中班 6054 人，高中班 255 人。1962 年

后，一轻系统职工业余教育逐步下降，

1964 年虽略有恢复，但声势已大不如

前。“文革”开始，正规学校尚“停课

闹革命”，职工教育被迫全部停办。

1972 年，职工教育有所复苏，乐

山纸厂、球溪河糖厂等开始恢复职工

教育。1978 年，重庆盘溪纸厂、四川

省轻工机械厂、五通桥盐厂、重庆钟

表厂等先后恢复办学。据 1980 年 7月

调查，在一轻系统大中型骨干企业中，

恢复 办学和扩大办学规模的 已占

35 % ，其中办得比较巩固的约占一半。

1979—1981 年，共办职工业余学校 84

所，有高中班 41 个，学员 1259 人；初

中班 173 个，学员 5572 人；小学班 79

个，学员 1459 人。还有扫盲班、英语

班等。1981 年以后，职工教育重心转

入初中文化补课。

职工业余教育，对提高职工的社

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起了重大作

用，培养出不少人才，为社会主义建

设作出了贡献。例如，苟文彬在建国

初期仅是初小文化程度的学工，经过

职工教育和本人的不懈努力，逐步达

到了大学文化程度，学会了俄、德、英

和波兰 4 国外语。1960 年被重庆市树

为学习标兵。他与老工人合作的《搪

瓷瓷釉原理》一书，发展了搪瓷理论。

他先后被提为重庆搪瓷厂厂长、重庆

市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市科委副主任，

获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

(二)初中文化补课 随着职工教

育的恢复和发展，对职工文化程度的



调查摸底工作也在进行。据 1980 年

11 月四川一轻系统职工教育工作会

议资料记载，在 13 个地、市，200多

个轻工企业的15 万多职工中，大专文

化程度的约占 2 % ，高中占 12 % ，初

中占 40 % ，小学占 38 % ，文盲或半文

盲占 7 % 。职工中，“文革”开始后进

厂的约占 30 % ，他们虽然取得初中或

高中毕业文凭，但绝大部分实际上没

有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

1981 年 1月，全国职工教育委员

会，教育部、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

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切

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补课的通知》

(简称五部委《通知》)，对补课对象、

标准、政策作出了明确规定。1982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国

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把

全员培训作为企业整顿的一项内容，

要求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对职工进

行轮训，以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和业

务水平。据此，四川一轻系统进一步

制订和修订了职工教育计划，采取多

种形式，开展职工初中文化补课。

一轻系统属初中文化补课对象为

62938 人。经过补课、考试，1982 年，

省轻工业厅直属单位累计合格率为

6．8 % 。进展较快的是 1983 和 1984

年。1983 年，一轻系统累计合格率为

34 % ，其中省轻工业厅直属单位已上

升到 36 % ；四川省轻工安装公司、四

川省轻工研究所和泸州市轻工系统合

格率为 60 % 以上，提前两年达到五部

委规定的 60 % 的低限要求。1984 年，

一轻系统累计合格率为 59．7 % 。到

1985 年底，共有 45525 人取得初中文

化补课合格证，占应补对象的 72．

33 % 。其中重庆、自贡、绵阳、乐山、

内江等 6 地、市轻工系统和部分直属

企业超过了五部委规定的 80 % 的高

限要求。在胜利完成这一特定的历史

任务之后，有 1．3 万多名职工先后进

入高中或中专学习，1985 年末，其中

12 % 的职工已毕业。

(三)技术教育 在普及职工文化

教育的同时，技术教育也开始进行。

1956 年，602 厂即开办初级技术班，有

69 人学习。1957 年，省工业厅轻工业

局组织开办了建窑技术培训班、陶瓷

化验人员训练班、细瓷训练班，职工

技术培训略有开展，对所属行业的生

产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1958 年

“大跃进”时期，新工人大量入厂，为

使进厂工人尽早上岗操作，省轻工业

厅积极组织老厂进行培训，共培训

3910 人，其中机械制造 2090 人，造纸

1295 人，食品、日用品 525 人。另代

外培训 2453 人。

经过几年努力，一轻系统的技术

力量已初步形成。1959 年，省轻工业

厅对 16 个地、市轻工系统和 6 个直属

厂调查，在 99450 名职工中，有技 工

(缺成都资料) 23391 人，其中一级工

4696 人，占 20．07 % ；二级工 3217 人



， 占 13．76 % ；三 级 工 5453 人，占

23．31 % ；四级工 5298 人，占22．65 % ；

五级工 3138 人，占13．42 % ；六级工

1045 人，占4．46 % ；七级工 276 人，占

1．18 % ；八级工 42 人，占 0．18 % ；未

定级 226 人，占0．97 % 。

1960 年，职工技术培训工作更有

进展。各地轻工企业把政治、技术、文

化三者结合起来，采取以师带徒为主，

并开办技工校、短训班和业余培训等

形式，到年底新培训学工 2．4 万人，其

中技工 3000 余人。601 厂还为越南民

主共和国培养了一批造纸技术人员。

1960 年，为解决当时高小毕业生

的就学就业问题，大部分企业开始举

办职业中学。1961 年企业压缩劳动

力，职工技术培训也相应作了调整。

“文革”开始后，职工技术教育中断达

10 年。

1978 年，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

济建设以后，职工技术教育又恢复、发

展。至 1980 年 10 月，自贡市轻工系统

办各种技术学习班 95 个，参加学习

4053 人。自贡市轻工机械厂，先后组

织 1022 人参加各种岗位练兵及技术

比赛活动，参加面达 70．5 % 。内江地

区轻工系统，举办各种技术训练班 21

个、质量管理培训班 25 个、企业管理

培训班 10 个，培训 4467 人，培训面达

53．7 % 。重庆市一轻系统有 43 个单位

办学，办学面达 84．3 % 。四川省轻工

机械厂办 4 个技术工种业余学习班，

占职工总数 28 % 的职工报名入学，设

制图、工艺 2 门课程，为时 8 个月，通

过学习，机械加工废品率由2．24 % 下

降为 1．24 % ，铸件废品率由 2．24 % 下

降到 1．12 % 。一轻系统紧密结合生产

开展技术培训，共有4．24万人参加各

种短期技术培训班学习，技术素质有

一定提高。

1981 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职工教育的决定》，着重抓

了 1966 年以来进厂的青壮年职工的

技术补课。在摸底调查、统一规划之

后，采取多种形式分期分批进行。由于

各级组织重视和支持，四川一轻系统

企业办学面平均达 70 % 左右，全员培

训每年入学率达 20．11 % 。到 1985

年，参加各级各类学习的职工累计达

23．98 万人次，已取得初级技术补课

合格证的 职 工为 3．84 万人，占应补

课对象 5．39 万人的 71．31 % ，超过五

部委《通知》规定 60 % 的低限要求，重

庆、自贡、乐山、内江、绵阳等地、市轻

工系统达到了 80 % 的高限要求。

在进行补课的同时，一轻系统还

针对各工种、各岗位的需要，开办了多

种形式的短期初、中级技术培训班，据

不完全统计，参加各种短训班的职工

7．07 万人次，其中参加中级技术培训

的有 1863 人，已毕业(结业)945 人。

(四)干部培训 一轻系统的干部

培训，主要方式有送培、办业余政治

学校、训练班、干部学校 4 种。在培



训内容上，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的需要，各个 时期有所侧重。建国后

至“文革”前，侧重在政治、文化、技

术方面。1976 年以后，除上述内容外，

突出地抓了企业管理人才的培训。

送培。建国初期，干部培训重点

是学文化，一般是经过初等文化学习

后，送往有关学校深造。宜宾纸厂

1952 年在开展扫盲的同时，选派了一

部分积极分子到宜宾市总工会、西南

革大川南分校和全国总工会学习。

1958 年，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省轻

工业厅在企业中选派 274 名职工，到

省内外及国外有关院校培训。其中，送

成都工学院深造的 4名、部属轻工学

院深造的 2名、留苏研究生 2 名。1959

年上半年，省轻工业厅选送 13名处以

上干部到省委党校学习。“文革”期间，

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此后，又选

送干部到高等院校对口培训。

业余政治学校。据 1958 年统计，

轻工系统共办业余党校 7 所，12 个

班，1293 人入学；业余团校 4 所，7 个

班、1316 人入学；业余政治学校 3 所，

2 个班，414 人入学；业余哲学讲座 11

所，13 个班，6063 人入学。

训练班。1956—1959 年，宜宾纸

厂为外厂开办为时 6—10 个月的短期

训练班，理论学习采取班级组织教学，

实际操作采取师傅带徒弟。先后共培

训 1118 人，其对象有工人、工程技术

人员和行政管理干部。1958 年结业

430 人，1959 年结业 688 人。

1959 年 1 月，制浆造纸研究室开

办了中等技术训练班，学习有关制浆

造纸的技术理论及基本化学分析理

论，时间 2 年，学习人数为 54 人，其

中机制纸厂 40 人，手工纸厂 14 人。

1960 年 5月招收第二批学员 60 人。

1961 年，生产虽 不正常，重庆市

轻工系统坚持办学的企业仍有三分之

二。重庆文具厂从 1958 年以来，围绕

中心工作，结合生产需要，共办各种

训练班 13 个，轮训干部和工人达 400

多人。

“文革”后，轻工企业举办短训班

更如雨后春笋，到 1980 年上半年共办

各级干部短训班 110 期，培训干部

2697 人，其中厂级干部 187 人，中层

干部 1100 人，业务骨干 1410 人。从

1981 年开始，一轻系统依靠大、中专

院校，省轻工协会，轻工专业学会和

专业公司开办短训班。到 1985 年底，

先后举办英语、日语、电子计算机、现

代化管理、计划、统计、财会、质量

管理、经营管理、人事、劳动、政工、

供 销、经济信息、美工、技术安全等

各种训练班，学习现代科技和管理，培

训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累计 1．66 万

人次。

干部学校。1958 年 10 月，中共四

川省委工业部批复省轻工业厅党组，

“同意筹办干部学校”。省轻工干部学

校，于同年 11 月筹办，1959 年 2月 16



日开学。全校开设统计、财会、土建、

材料 4 个专业班，2 个文化班，共有学

员 277 人。同时，省轻干校还开办领

导干部短训班，计 4 期 (其中企业管

理班 3 期，每期两个月，小型糖厂训

练班 1 期，46 天)，轮训大、中型企业

科级干部 160 名，小型企业领导干部

131 名。1961 年后停办。

“文革”后虽改办干部培训班，但

由于条件限制，干部培训开始是委托

省经委干训班代为培训，计 4 期、135

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从 1981 年

3月起的第五期即由轻工业厅干部培

训班主办。校址在省轻校内。1984 年，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四川省轻工

业干部学校，与省轻校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在省轻校的统一领导下组

织教学工作。到 1985 年，省轻干校 共

办各类培训班 16 期。其中企业管理基

本知识班 1 期，工业企业管理班 10

期，陶瓷技术班 2 期，政工班 1 期，企

业厂长国家统考培训班 1 期，电大党

政管理预科补习班 1 期，共培训干部

834 人。

重庆市一轻局还办有干部学校 1

所。1984 年办班 5 个，190 人入学，

1985 年已毕业 62 人，尚有 128 人在

学。

省、市轻工干部学校共培训企业

领导干部 317 人，有 202 名厂长、经

理取得国家统考合格证，占培训领导

干部总数的 63．7 % 。

(五)职工高等教育 一轻系统职

工高等教育，大体经历 3个阶段。1958

年前，主要是选送深造；1958 年后，逐

步发展厂办职工大学，“文革”期间以

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为主，同

时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9 年中

央电大开办后，即以电大教学班为主。

职工大学。1958 年“大跃进”时，

职工高等教育发展。1961 年，国民经

济困难时，基本停办。唯重庆市轻工

系统坚持较好，1959 年开办职工大学

2 所，专业设置有造纸、玻璃等计 3 班

(包括中技、中专)，64 人入学，学制

2—4 年；1964 年还办有大专班，在学

48 人。

国民经济好转后，职工高等教育

有所恢复。据 1965 年 10月统计，重

庆市轻工系统有 5 个厂开办职工大

学，学员 107 人，学制 2年。其中重

庆罐头厂设罐藏学专业，16 名学员，

半脱产学习；重庆钟表厂设机床制造

专业，24 名学员，全脱产学习；重庆

搪瓷厂设电子控制专业，28 名学员，

全脱产学习；重庆造纸厂设造纸专业，

18 名学员，全脱产学习；重庆灯泡厂

设玻璃专业，21 名学员，全脱产学习。

职工高等教育发展本已缓慢曲

折，“文革”开始，更使它遭到厄运，

中断近 10 年之久。此后，职工高等教

育有开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和推

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两种形式。

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发表后，



轻工企业逐步开办“七·二一”工人

大学。1975 年 10月，重庆钟表厂首先

开办，有机械、电子、美术装璜 3 个

专业，学员 109 人，学制 2—3 年，开

课 22—24 门，教学总课时 2404 课时，

招收本厂及扩散厂高中文化程度职工

入学。开校后曾补课 3 个月。1975 年

底，重庆市一轻系统有 11 所工人大学

开学，学员 227 人，一般学制 2 年。

1976 年 7 月，四川省一轻系统

“七·二一”工人大学经验交流会后，

轻工企业办学热情更为高涨。至年底

统计，共办有 57 所，在校学员 1489 人

(包括原职工大学已毕业 286 人)。其

中全脱产学习的 50 所、1200 人。

1977 年，由于经费困难、师资不

足、生产任务较紧、缺乏教学设备等

原因，1977 年 8月统计只有 15 所工

人大学，其中全日制 7 所，业余 8 所，

在校学员 190 人，已毕业 30 人。1979

年 1月，为 13 所，其中 9 所在校学员

294 人；11 月底为 7 所，学员 259 人；

到年底统计，只有 6 所，有 5 所已毕

业 131 人，结业 27 人，其中 3 所有在

校学员 145 人。职工经过工人大学的

学习，有一定收获。自贡市轻工机械

厂 1978 年第一届工人大学学员 51

人，学习 2 年，除学完规定课程外，还

完成 14 项技术革新、6 项毕业设计任

务。学员毕业后，有 31 人担任技术工

作，7 人担任教学工作，5 人担任企业

管理工作，8 人当工人，是生产上的骨

干。

与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同时，

根据当时的规定，还推荐工农兵学员

上大学。1975 年 1月，四川省革命委

员会分配省轻工业厅招工科学员 350

人；8月推荐分配 68 名学员进入省内

20 所高等院校，35 名学员到省外学

习；1976 年秋，四川省美术学院为一

轻系统陶瓷企业开门办学，培训厂来

厂去美术造型设计陶瓷班学员 20 人；

12月，省计委下达省轻工业厅为高等

院校招生 55 人。以上共推荐工农兵学

员 4届、528 人。

1977 年秋，国家 恢复高等学校

统一招生考试，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

正。1978 年，根据国务院 (78) 44 号

文件精神，对“七·二一”工人大学

进行调整。经过整顿，有 2 所工人大

学获得批准验收。一是重庆钟表厂

“七·二一”工人大学。1980年，四川

省人民政府以(80) 281 号文批准定名

为“重庆钟表公司职工大学”，以全脱

产形式办学。专业设机械制造、电子、

企业管理、美工，学制 3年。学员入

学程度高中，经统考后择优录取。到

1982 年，毕业 126 人，在校学员 82

人。1983—1985 年每年招机械专业 72

名。该校有教师 33名，专职管理干部

4 人。校舍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其

中教室 315 平方米 ，学生宿舍 360 平

方米。

二是重庆硅酸盐研究所职工大



学。该校创办于 1973 年 9 月，开设工

业电子、硅酸盐化学及工艺两个专业，

学员各 37 人。学制 3 年，全日制，开

课 15 门。他们提出“挂大学的牌子，

配大学的教师，选大学的学生，用大

学的教材”。校长由所长担任，24 名专

职教师均为 1966 年前毕业的大学生。

1979 年 10 月，轻工业部教育司向全

国轻工系统推广该所努力办好“七·

二一”工大的典型经验。1983 年四川

省人民政府以(83) 277 号文批准定名

为“重庆硅酸盐研究所搪瓷职工大

学”，设搪瓷专业，学制 3 年，全脱产

学习，入学程度为高中，当年招生 38

人，1984 年和 1985 年分别招生 40

人。该校校舍建筑面积 1215 平方米，

其中教室 250 平方米，学生宿舍 600

平方米。

1984 年，四 川 省 人 民 政 府 以

(84) 277 号文批准重庆市轻工业局新

开办重庆市轻工业职工大学，开设机

械、管理工程、企业管理、搪瓷工艺、

热工窑炉、工艺美术设计 6 个专业。校

址重庆市李子坝。重庆市轻工业职工

大学建立后，上述 2 校即成为所属分

校。到 1984 年 9 月，已毕业 36 人；有

专职教师 43 人。1985 年底在校学员

为 340 人。

电视大学教学班。“七·二一”工

人大学经过整顿，由于自身办学条件

不足，绝大多数以中央、省电视大学

的开办为契机，顺势转入电大教学轨

道，开办教学班。招收学员、学制年

限、教学计划等均按电大有关规定执

行。

1979 年 2 月，一轻系统有 31 个

企事业单位开办电大教学班，设有机

械、电子、造纸仪表、盐化工自动控

制等专业，这些专业除以电大课程为

主外，并结合生产、工作实际，增开

一些专业课。1979 年共招收全科学员

797 名，单科学员 88 名。

1980 年又有发展。当年 7 月底统

计，大专班在学人数为 1042 人，已毕

业 259 人；各种外语班在学人数 395

人，已结业 25 人。

1981 年以来，一轻系统职工高等

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到 1985 年，参

加职工大学、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

大学和送入普通高等院校培训的职工

累计为 8680 人，毕业 3170 人，占

36．52 % ；在校人数尚有 5510 人，其

中职工大学 445 人，电视大学 1927

人，函授大学、夜大学 2663 人，干部

专修科 475 人。

职工教育的全面发展，促进了职

工政治、文化、业务、技术素质的提

高。加上全日制大、中 专院校分配的

毕业生，全省一轻系统工程技术人员

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已由 1980 年的

1．85 % 上升到 1985 年末的 2．84 % ，

中等以上的管理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3．11 % 。



二、领导、师资和管理

组织领导。一轻系统在职职工教

育，开始由工会领导。1955 年全国文

化工作会议后，归政府部门统一管理，

全省设扫盲委员会。重庆市除教育部

门主管外，还设有厂矿企业职工教育

办公室。自贡市设业余教育委员会。大

中型企业一般设教育科，或在工会内

设职工教育办公室。从 1961 年至“文

革”期间，厂矿企业职工教育又由工

会主管，此后才又归政府部门。“文

革”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为加强职工教育的组织领导，省

轻工业厅于 1981 年 4 月成立了职工

教育管理委员会；继后，各市、地轻

工业主管部门，陆续建立起职工教育

的领导、管理机构。重庆市一轻系统

57 个直属企业，有 44 个建立了职工

教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大中型企业

建立了教育科。自贡市盐务局所属 10

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建立起职工教育

管理委员会，设置了教育科，车间普

遍成立了职工教育领导小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职工

教育管理体制与办学实体相结合的培

训中心，也在逐步形成。1981 年，自

贡市大安盐厂以职工校为培训中心，

实行两级办学，1982 年扩充教学设

施，扩大办学 规模，由一次培训 300

人扩大到 500 人，进行文化、技术、业

务培训。1983 年，自贡市盐业地质钻

井大队，把职工的文化、技术、政治

学习和高等教育都集中在职工校，使

职工校成为大队的教育培训中心。同

年，乐山造纸厂改教育科为职工教育

培训中心，到 1984 年，该中心在教学

方面已具备“六有”，即有管理条例，

有办各类班的计划和条件，有教学大

纲，有近期和远期规划，有考试、考

核和标准，有教师职责；在办学方面

做到“五落实”，即教育经费落实 (由

中心统一使用)，场地落实(人平 0．45

平方米)，师资落实 (专职教师占该厂

职工总数 5．8‰)，教学设施落实，教

学课时落实。1984 年，自贡市轻工机

械厂结合改革，撤销教育科，成立教

育中心，并把它纳入企业管理的六大

机构之一，负责全厂职工教育工作，统

管全厂文化、政治和技术培训，掌握

全厂教育经费。1985 年，成都市造纸

公司、乐山印刷厂、内江糖厂等都先

后建立起职工教育培训中心。

在加强和完善组织机构的同时，

乐山、青城造纸厂、五通桥盐厂、省

造纸研究所、省日化研究所和重庆盐

运运销站等单位，都修订了职工教育

计划，1981 年 7月，省轻工业厅还制

订了《关于一轻系统职工教育的五年

规划和十年设想的意见》，使一轻系统

的职工教育更有计划地进行。

教职人员。职工教育的教师，除

了依靠为数众多的兼职教师外，作为

骨干力量的专职教师不断加强，特别

是 1980 年以来有了较大增长。1980



年，一轻系统有专职管理人员 94 人，

专职教师 58 人；1981 年为专职管理

人员 165 人，专职教师 272 人；1982

年上半年后，由于初中文化补课的需

要，专职管理人员为 178 人，专职教

师为 916 人；1983 年 10 月至 1984 年

9 月，专职教师为 376 人；1985 年，职

工教育进一步发展，有专职管理人员

295 人，专职教师 589 人，占一轻系统

职工总数的 2．5‰，接近国家规定的

3‰的要求。1985 年比 1980 年，专职

教师约增长 9 倍。

智力投资。“六五”期间一轻系统

智力投资明显增加。用于职工教育的

经费，据 12 个地区轻工部门的统计，

共 1019 万元，约占上述地区轻工职工

工资总额的 1．7 % (超过国家 1．5％

的要求)。

办学形式。职工文化补课全面开

展后，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形式，适

应了大面积开展职工教育的特点。从

主管级别分，有省、市、厂、车间各

级、以班级组织教学为主；从办学组

织分，有自办、联 (合) 办、(委) 托

(附近中学) 办，以 自办的居多；从学

习形式分，有脱产、半脱产、业余参

加或自学，以脱产学习较普遍。据

1983 年 统 计，脱 产 学 习 的 职 工 为

11829 人，半脱产学习的为 941 人，业

余学习的为 7541 人，分别占当年参加

学 习 的 职 工 总 数 20311 人 的

58．23 % 、4．65 % 和37．12 % 。

检查评比。定期检查评比，给深

入开展职工教育以很大推动。自1981

年以来，成都、重庆、自贡、内江、绵

阳、涪陵、凉山等地市州轻工主管部

门，每年都要进行一二次检查，并按

“四落实”(即思想、组织、计划、措

施)的情况进行评比。1984 年 3月，省

轻工业厅组织职工教育检查团，分川

东、川南、川西三个片区，开展全省

一轻系统职工教育大检查。在检查中，

肯定了成绩，提出了诸如“考试不

严”等问题，以引起有关单位注意。通

过检查评比，1980一1985 年，共表彰

职工教育红旗单位 30 个，先进集体

10 个，先进教育工作者 108 人，优秀

教师 106 人，优秀学员 55 人。

规章制度。随着职工文化补课的

开展，职工教育的各项规章制度亦开

始建立。特别是 1982 年企业整顿后，

轻工企业职工教育的各项规章制度，

进一步健全、完善。职工教育的各项

规章制度，包括职工教育的方针、任

务、原则、管理机制、办学形式、教

师工作、经费、校舍、成绩考核、学

籍、考勤等，从一般的基础管理进到

与职工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挂钩。不

少企业规定初中文化补课不及格者不

能评先进，学徒不能转正，奖金多少

视成绩好坏而定，体现了教育的科学

性和改革精神，又切合企业需要。1984

年初，乐山纸厂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

和经济责任制共20项，其中有财经管



理制、学员奖学金制等。渡口市 (今

攀枝花市) 啤酒厂制订出《自学成才

考核办法》，对自学成才的各类经济、

技术人员，经过文化考核给予一定技

术职称。此举很受职工群众欢迎。1984

年 5月，省轻工业厅下达《四川省一

轻系统企业整顿中职工教育验收细则

及评比标准》，计12项，分项计分，累

计为100 分。规定“总分在 80分以上

为优良，80分以下为合格，60分以下

为不合格。达不到合格标准的不予验

收，限期补课”。上述《细则》和《标

准》是一轻系统职工教育的经验总结

和提高，对今后职工教育的发展有指

导作用。

四川省一轻系统中等专业学校

表 9—5 1958—1985 年招生统计表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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