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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淮南成为省辖地级市。新中国
建设时期急需能源，淮南这座城市地下蕴藏着丰
富煤炭资源，淮南的煤炭以及这片土地成为了那
个时代的“香饽饽”。

这座城市对煤炭行业人才的渴求，让淮南煤
矿工业专科学校走进了淮南。专科学校针对煤矿
行业的特点，培养煤矿急需人才。淮南煤矿工业
专科学校以她特有的“淮南速度”，成为淮南文
化的明信片。为淮南带来了活力，让淮南挺直了
脊梁。

历史垂爱努力人
我接到淮南市作家协会主席金妤的电话是在

2022年3月31日下午，金妤主席说：“今年是淮
南市建市70周年，我们市作协将进行一个主题创
作——‘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你作为市作
家协会的一名成员，又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由
你来写安徽理工大学的前身——淮南煤矿工业专
科学校1952年以来的这段历史，不知你可愿意接
下这个任务？”

我欣然接受。欣喜的是市作协主席亲自约
稿，说明这个任务很重要，为淮南市建市70周年
而作很有意义。另一方面，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
力与挑战，因为我仅仅是2002年进校读书的，如
今已进入 2022 年，70 年了，能经历淮南煤矿工
业专科学校1952年前后历史的前辈还健在的已为
数不多了，让我把1952年前后的安徽理工大学的
历史写清楚，需要一番寻访。

所幸，经安理大原测绘学院院长严家平教授
推荐，电话采访到了孙文若教授和张怡宁教授夫
妇。张怡宁教授一直在淮南煤炭工业专科学校致
力于教授力学；孙文若教授1953年毕业于淮南煤
炭工业专科学校，留校工作，任土木学院院长多
年，得到师生的普遍好评，美誉度很高。

不过，因孙文若教授夫妇现居深圳，年事已
高，不便接受采访。推荐了他的同学——现任安
徽理工大学袁亮校长的父亲袁大进。

袁亮，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
长，多么荣耀而辉煌的杰出人物，我哪能轻易打
扰？但是，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如此深厚的文
化渊源不可能迹断烟灭，于是我冒昧访问了袁
亮。

袁亮校长，笑容满面，平易近人，亲切慈
祥。他很高兴把1952年前后安理大的那段重要历
史重新提起。他说，如果没有1952年前后的那段
历史，安理大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我们要感谢
那一段艰苦岁月，感谢那一代人的努力，才让今
天的安理大成为了淮南的骄傲，成为了安徽省高
等教育学校的一颗耀眼明珠。

袁亮院士说：“作为安徽理工大学的校友，
很高兴看到你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让世人了
解，我父亲是当年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的学
生，是亲历者、见证者。他目前身体尚好，我来
安排你采访我的父亲。”

袁大进，安徽金寨人，1930年出生，1950年
就读于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1953年6月毕业
于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

50年后，2002年，机缘巧合，我进入安徽理
工大学（原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读书。随着
时代的发展、市场的需要，这时候学校已经发展
成为覆盖工学、理学、管理学、医学、文学、经
济学6大学科门类，增设了机械、计算机、自动
化、环境工程、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专业，我
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辅修法学专业。

93岁高龄的袁大进老人接受了我的采访。老
人清晰地记得，1952年8月25日，安徽省人民政
府成立。此时是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师生思想
最为活跃时期。由于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暴增，基
础设施与教学器械无法做到同步跟进，严重影响
到师生们的正常教学秩序与基本生活。

那个年代，所有的学校财政也只能保工资，
没有任何办公经费，全靠勤工俭学，开荒种粮种
菜。上课没有仪器，还缺课桌凳、缺教室、缺图
书，他们种树、种菜，卖的钱补助点办公费。老
师们带着学生捡半截砖头盖教室、垒院墙，引领
着学子创造奇迹。

和袁大进老人交谈后，我对淮南煤矿有了更
深的理解，也对老一辈淮南矿工产生了由衷的敬
佩。为了祖国的煤炭建设，袁大进老人一毕业就
服从国家分配下了井，分配到了淮南矿务局大通
煤矿。那时候新中国建国不久，煤矿条件差，矿
井基础建设没有太多的成本投入，没有质量标准
化，袁大进毕业那会下井挖煤全靠爬掏肩挑，年
轻的时候腰就没直起来过。

老人亲眼见证了煤矿的进步与发展。
随着祖国的逐渐强大，矿井建设投入多了，

煤矿井下条件才好了，井下使用的生产工具逐渐
变成了机械化 、现代化。他在工作期间积极参
与“五小”制作，曾多次创造发明专利，为淮南
煤炭事业奋斗了终身，直至退休。工作期间，袁
大进被淮南市评为“科技革新能手”荣誉称号，
被煤炭部授于“高级工程师”职称。

看着 93 岁满头银发的袁大进老人，虽已高
龄，但他思维的枝叶依然滴青流翠，他激情的火
焰仍旧喷薄迸溅。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
烈烈如火。

江淮大地启明星
1950年9月，袁大进在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

校学习专业课。从1952年6月起，学校按照燃料
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指示，正式开始实行学制和
专业科组设置的变更和改革，原来招收高中毕业
生进校需学习3年方能毕业，现缩短为2年可毕
业。为了适应煤炭生产对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需
要，学校共设立了煤田地质、测量、井巷工程、
采煤、洗选煤、矿山机械和煤矿机电七个专业，
分别隶属地质、土木、采煤和机电四科。

1952 年暑假，学校按照新设置的专业和新
学制招生；对 2 年以上各专业老生作了相应调
整，缩短半年时间，改为2年半毕业，个别相应
专业班级作了合并。学习苏联学校6小时一贯制
作息制度，规定每天上午连上6节课，开办本科
试点。

袁大进在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2年半学习

期间，见证了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从一片茅草
房变成丛楼林立的楼房，见证了煤校的日新月
异。1953年1月，袁大进毕业分配到了大通煤矿
上班。

袁大进进校时，1951年5月，华东军政委员
会教育部通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4月17日以

“高一字第 355 号”批复“中国煤矿工业专科学
校”改名为“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6 月 18
日启用新印。同年10月，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
理总局通知：学校由淮南矿务局代管，淮南矿务
局副局长王际岩暂代学校校长。

袁大进当时是学校的学霸，品学兼优，博得
了校长王际岩的欣赏，要是放学没课，他就会到
校长办公室请教一些采煤专业上的知识。那一
天，电闪雷鸣，袁大进去找校长请教煤与瓦斯的
问题。

王校长脸色有点苍白，他昨夜没有睡好。走
起路来，还不忘用手捶腰，看来他的腰病又发作
了。袁大进当即满眼泪花，感受到了王校长对这
个学校付出了太多的辛劳。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
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
底的高贵信仰。王际岩校长不允许学校平庸，更
不允许学校落后于全国的其他高校。

袁大进在校期间，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
府教育部任命王际岩为校长；2月，中共安徽省
委批准成立学校党委会，王际岩为书记，程西海
为副书记。至此，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以崭新
的面貌出现在江淮大地上，成为我国煤炭教育事
业一颗耀眼新星。

袁大进回忆说，从 1951 年至 1955 年，是淮
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快速发展时期，在办学方
向、管理体制、教学模式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
和开创性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招生工作成绩尤为显著。1951年建校当年，
学校招进专科新生254人，预科新生224人，在
校学生达到 775 人，比 1950 年增加了 75.7%。
1952 年，学校又开办了短期地质钻探、土木工
程、工资薪酬等干训班。

加强师资力量。到1953年，在校生总数达到
1400多人。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学校除了从南京
金陵大学和无锡江南大学招聘教授外，还从矿务
局机关、基层矿厂和兄弟院校选聘教师，在职
称、薪酬、住房等方面予以优厚待遇。到1952年
底，学校教师总数增加到313人，其中教授32人。

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从 1951 年至 1954 年，
学校持续不断地开展了新校区基建工作，办公
楼、教学楼、招待所、大会堂、餐厅、浴室、教
职工住宅等总面积达到40000多平方米，实习工
厂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位于陈洞路（现淮河
大道中段）东侧，面积600亩的校园里，从20世
纪50年代开始建设了三栋苏式老红楼、一幢千人
大礼堂、一座四层图书馆和一条树影斑驳的梧桐
大道。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从一所职业学校真
正意义上发展成了一所工业专科学校。

（未完待续）

父子同是安理人
——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发展壮大史

焦小梅

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