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州大学迎“大考”
我受命于困难之时

1978年，渝州大学筹建之初，我由“市科技人员归队学习班”再分配
到这所学校，怀着对渝大深厚的感情，受命在困难之时、创建之初，我倍
感兴奋，也压力巨大，决心努力工作，报效渝大！

1995年3月，原国家教委正式通知将渝州大学列为首批迎接合格教
学评价的高校。教学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未能通过
教学评价的院校将停止招生。同年11月28日，学校领导班子换届，市委
任命我担任渝州大学校长。

当时，在“迎评”中存在的最大困难，是学校在井口和江北“两点办
学”。在当年投入不大的情况下，“两点办学”分散了办学的财力和物力，
也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当时又因修路造成严重堵车，使教职工上班和
回家两头都见黑；井口校区更逐步暴露出交通难、看病难、教职工子女上
学难等问题，因此大家强烈希望“两点合一”。1992年，市计委曾决定寻

找新校址，解决渝大“两点合一”，对现有校址则不
再上基建项目。

面对存在的困难，上任后我决心在几
个方面争取突破：首先，将迎接评价列为
全校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事关学校生
存荣辱的教学评价凝聚人心，通过以评
促建使学校获得发展；其次，在全校树
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努力提高教
师在学校的地位，后勤及其他工作要
为教学服务；另外，突出抓好实验室硬
件设施建设和图书馆建设，抓好各项教
学文件建设，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有幸的是，与我搭班子的党委程书记工
作能力强，在干部群众中有威望。而我熟悉
教学、科研，因此我们能很好地配合和互补，
市教委的几位处长还笑称我们是最佳搭档。

很快，我们就“迎评”工作思路议定了几
条要求：学校当务之急是抓好两项重点工作，
迎评促建，通过评价。解决“两点办学”难题，尽
快解决新校址；成立新的校“迎评促建”委员会，
由我任主任，副校长兼任的理工(井口)和文财(江
北)学院院长任副主任，各系、处主要负责人任委
员。同时，成立校评建办公室；在教职工中引导少
去议论“两点办学”问题，由专门小组去负责解
决。多做建设性工作，尽快打开新局面。

江北大龙山选为新校址
“两点办学”困局有望解决

三个月后，学校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
明显变化。市里的一位副市长在一次见到学校程
书记时，欣喜地对学校换届后的开局工作给予了肯
定和表扬。

“迎评”工作从动员开始，学校召开多层次动员
会，首先讲清评价的意义以及重在“建”和“改”的目
的；讲清学校通过评价和每位教师及职工的利害关
系；其次，由校评建办将评价的36项指标逐项分解到
各系、处，再落实责任到每一个人，要求人人为评价做
贡献；第三，由我亲自抓实验教学设备和图书馆的建
设。从市里申请获资840万元、自筹资金110万元，用于
扩充和新建一批实验室，购置图书，建设大屏幕CAI教室

和电子阅览室；第四，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开课的教学文
件要求做到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材教案、实验指导书和课

外作业或习题集“五合一”。实行领导听课制度，加强学风和文
明寝室建设。

1996年上半年，解决“两点办学”的困局取得了进展。市里决
定，以江北大龙山为渝大新校址，并请市计委尽快研究立项。6月
中旬，市计委主任来到江北校部，商谈新校址建设事项，学校详细
汇报了“迎评促建”以及请市规划设计院设计的大龙山新校区详
细规划等情况。很快，市计委即批准了渝州大学大龙山新校区详
细规划的预立项通知。

1997年初，校内专家组按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系、处进行了校内
预评。随后，学校将校内预评结果，以整改意见发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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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经历的渝州大学
□戴宏民

蝶变
1995年3月，原国家教委将渝大列为首批迎接合格教学评价高校；1999年12月，渝大正式通过“大考”。当年的渝州大学校长戴宏民先生，回忆那段难忘经历——

人生岁月中，总有一些不易忘怀的往事，尤其是那
些困难大、压力大、责任大，并关系着群体利益的大事，
常常会从记忆中跳出，让人魂牵梦萦。

我曾供职渝州大学，它所经历的升格与合并，就这样牵扯我
记忆的一段难忘过往。 处要求限时整改。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建设，到1997年年中，学校的实
验教学设备、图书、教学文件、师资、教风及学风、校舍面
积等，均已达到或接近达到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

“大战十月”负重自强
全校师生拧成了一股绳

1997年4月重庆成为直辖市后，九所高校由
四川省划属重庆市管理，市里的高教经费压力骤
然增加，原定拨给渝大的大龙山新校址建设经费
也出现了困难。此时，如何实现“两点合一”，又
在困扰着我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初，市里决定调
程书记去直辖后的重庆市委党校任常务副校
长，虽是工作需要，但此时调走学校主要领导，
仍在教职工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9月下旬，学校请四川轻化工学院、成都气象学院、天津商学院的
5名专家组成校外专家组，来校进行预评。专家们在三天的预评后提
出两条意见：一是“两点办学”影响教师稳定，给办学带来许多弊端，
希望引起足够重视；二是对迎评的临战气氛还不够，还
需再动员。为此，一些干部和教职工了解到专家意见
后，对学校能否通过评价显得信心不足，一时议论纷纷，
原来的紧张工作气氛变得松散和迟缓了。

教职工表现出的松劲情绪令人心焦，于是我找到
临时主持党委工作的龙副书记说：“评价在即，不能分
心，不能松劲！要用一个口号、一个行动，将全校教职工
凝聚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到迎接评价上来。这个口号就
是‘团结一心、负重自强，大战十月，通过评价’。”龙副书
记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9月底，学校召开全校“大战十月”动员大会，我在会
上作动员报告，要求全校师生要有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
感，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抓紧时间整改！要求全校各级干
部以身作则、坚守岗位，带领广大师生大干、苦干十月，全
力以赴、通过国家教委评价。

接着，理工学院、文财学院和各系、处分别召开教职工、
干部、学生、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大会，动员师生“大战十
月”，人人为评价作贡献!

“大战十月”很快把全校教职员工凝聚起来，大家拧成
一股绳，气氛热烈而紧张。师生团结一心，许多教师和职
工加班整改，他们提出：“不能因为我而影响学校通过评
价！”评建办的干部更是通宵加班，完成评建材料260余
盒（档案盒）、编发评建快讯三十多期。许多系、处为完
成评价材料、试讲和其他评建任务，中午送饭到工作岗
位，晚上加班到深夜；总务处职工则努力提高伙食质量，
做好全校的清洁和绿化；学校家属也被动员起来，大家
全力支持评建第一线；全体校领导更是以身作则坚守
岗位，日夜检查，督促指挥。

“大战十月”真正把渝大人的积极性、自觉性调动起来了，
为爱护学校的荣誉团结如一人，精神面貌和工作效率至善至美。时
至今日，回忆起来仍然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令人激动！

第一次“考试”好事多磨
新校园建设亟须加快进度

1997年11月9日至15日，以武汉大学副校长刘花元教
授为首的国家教委专家组11人，到渝州大学进行教学评价。

9日上午，我代表学校向专家组作了渝州大学评建
工作汇报。汇报分为四部分：学校概况；明确办学指导
思想，努力办出自身特色；加强教学基本建设，努力提高
教学质量；自评结果与改进措施。当天下午，专家组前
往江北大龙山，考察市计委预立项的新校区规划情
况。专家组听完汇报和考察后，接下来即采用“一听
二看三查四议”的方式，对渝州大学进行全方位地考
察、测试和评价。

15日，是专家组来渝大评价的最后一天。刘花元教授代
表专家组，在渝州大学全校中干、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大会上正式宣
布了评价报告。在这份评价报告中，专家组充分肯定了渝州大学

“迎评促建”取得的成绩，刘教授说：“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抓住教学

评价的机遇，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在长达两年多的时
间里艰苦努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初步形成了以工科为主、
工经文理管结合、多科性地方综合大学的格局。学生的综合素
质基本上达到了本科培养目标的要求。”评价报告还特别强调：

“‘两点’办学是制约渝州大学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急需尽早解决。”

最后，刘花元教授深情地说：“希望渝州大学越办越好，上层次、
上水平。我们期盼一所崭新的直辖市属综合大学——渝州大学屹立
在重庆市，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去机场送走专家后，我从专家联络员处得知，专家组已经进行
了投票，学校通过评价的可能性较大。这令我们十分欣喜。不过好
事多磨，不久从相关渠道传来信息，尽管渝州大学的前期工作卓有成
效，国家教委方面还是认为：渝大校园硬件设施还不够，迎检考核可
能要缓过。

听到这一消息，我急忙带上校办主任飞往北京，找到国家教委
高教司刘处长，再次汇报了渝大的大龙山预立项通知和新学校
的规划方案，并保证通过评价后会加快新校区建设。刘处长告
诉我们：“评价的目的是以评促建，缓过有利于你们解决‘两点
合一’的问题。”

1998年3月下旬，国家教委正式下达关于评价结果的通知，
包括渝州大学等四所新建高校，需继续进行教学评价工作。此时，
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我明白校园的硬件设施十分重要，这是给
专家组的第一印象，也是对学校全局的宏观展示。评价文件中虽
强调教学软件的重要性，但绝不是只要教学软件过关就可以了。
目前最大的难题是，江北大龙山建设‘两点合一’新校园的进度，
已经不能再拖延了！

我决心利用复评的机遇，请市政府加大投入，在江北校址
上加强校园硬件设施建设，逐步实现“两点合一”。这一想法，
很快得到学校其他领导的支持。

搬迁井口校区扩建董家溪
渝大“两点合一”步伐加快

在现有校址上加强校园硬件设施建设的思路明确后，渝大的几
位校领导就加紧了跑市政府和市计委的步伐。

苍天不负有心人，校领导的不辞辛劳终于迎来了好的结
果。一天，市计委主管文教的副主任告诉我们：“渝大办学很
辛苦，我们都知道，你们几届班子都在为学校建设奔跑，现在你
们决定在江北董家溪搞建设，我赞成！项目分批上，先上最急
需、最重要的，要有可行性报告。”

回到学校，我立即让基建处拟出最急需上马的项目上报市
计委。很快，市计委下文批准渝大的教授宿舍楼、学生三舍、实
验大楼和集学生食堂、招待所、多功能厅为一体的综合楼等四个
项目立项，建设经费也随即陆续到位。

7月上旬，我前往国家教委，汇报学校的整改情况。高教司
钟秉麟司长听取汇报后说：“迎接复评，学校校园面貌应有一个较
大的变化！”

趁这次出差，我还去参观了秦皇岛的燕山大学。燕山大学原是
齐齐哈尔重型机械学院，是一所部属重点大学，为了谋求学校更大
发展，他们决定搬到秦皇岛办学，但经费不够，他们决定贷款建校。
我去该校时，看见学校已建成很大规模了。受这一启发，出差回来

后，我决定利用扩招经费还贷向银行贷款，同时向附近生产
队征地建运动场以及新的篮球场、排球场，争取短时间内让
校园面貌有一个大的变化。

10月初，在校长办公扩大会上，我谈了征地修运动场的想
法，并提出“不等不靠，全校一盘棋，重点建设江北，井口逐步向校
部靠的‘两点合一’方针”请大家讨论。那天的会议开得十分热烈，
校领导以及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在江北董家溪实现“两点合一”的方
针。会后，学校基建处征地办即与生产队谈妥了先租地建运动场、
以后再征地的具体办法，同时向市计委申报修建运动场的项目。

市计委在11月便下文，批准学校运动场立项，并同意征地40
亩修建400米标准运动场一座、室内篮球场两个、排球场四个，总投
入1650万元（其中校内自筹308万元），这也是渝州大学当年最大的
一个基建项目。与此同时，学校又争取到市教委的筒子楼改造工
程，修建了近4000平方米的青年教师宿舍。

1999年2月的新学期开学前，渝大的教授楼和青年教师宿舍楼

顺利落成，于是学校将体育系、数学系和三峡经济系搬到江北校部行
课，正式开始了“两点合一”的进程。

年底时，学校又以迎接复评为理由，多次向市财政申请专项拨款和
“年终剩余拨款”，同时通过向银行贷款以及扩招后自筹资金等多种渠
道，陆续改建了行政办公楼，新修了校门、道路、大草坪，以及两个片区
的花园等。此后，又增加投资，购置了实验设备、计算机和图书，新建了
若干新实验室、大屏幕投影教室和重庆市第一个中国期刊网镜像站。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快迎评工作的同时，1998年底经重庆工商
联合会介绍，匈牙利派斯集团要求与渝大联合办学，培养高层次工商
管理人才，我考虑到这有利于学校规模的扩大和知名度的提升，经学
校办公会研究并报市教委批准，同意实行联合办学，创建了重庆市第
一所中外合资办学的渝州大学派斯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1998年，在紧张、繁忙、波折和富有成果中度过，这是四年迎评
中最重要、取得实效最多的一年。

四年艰辛成果丰硕
强强联合渝大迎来“蝶变”

1999年3月3日，接市委组织部、市高工委通知，我赴组织部开
会，到会方知是市委组织部、高工委对各校领导班
子进行调整的会议。我再任渝大校长，周希贤
由重医调来渝大任党委书记。

3月5日，市教委领导来校宣布学校新一
届领导班子，我在讲话中表示，要进一步搞好
教学软件和校园硬件设施建设，组织好第二
次“大战十月”，一举通过复评，不辜负组织的
信任和群众的期望！

好消息也在不断传来，当年10月，渝大研发
的“透平油专用滤油机”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2000年更获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市教委领导在复评前专程到渝大进行检查，看
到焕然一新的校园，认为渝大的校园环境和师生的
精神面貌以及学校管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鼓励
师生员工要“校兴我荣，校衰我耻”，抓紧最后冲刺的
十月，努力做好迎接复评的各项工作。

1999年11月9日，以安徽大学副校长易佑民为组长
的国家教委专家组一行五人到达渝州大学，进行复评实
地考察。易校长是首次评价专家组的副组长，这次他进入
江北董家溪校区，看到已经完工的运动场、综合楼，新修的
教授宿舍、学生宿舍，新修的大校门、绿草地和花园，以及已
开始动工的实验大楼，他开心地说：“和两年前相比，校园变
化真大！”易校长的这番话，让我们听了很高兴也很欣慰。

考察结束后，专家组举行“渝州大学评建工作汇报
会”，我主持会议，常务副校长向专家组作了学校评建工作
汇报。专家组经过四天认真、仔细考察，最终形成了复评意
见，充分肯定了渝大复评整改的成绩。复评评价说：“进一步
明确了办学指导思想，校园建设明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成效
明显；扎扎实实地开展了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
成效明显；营造出良好的校园科学文化环境和学术氛围。”

1999年12月，渝州大学正式获得由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
校本科教学评价合格学校”的奖牌。

通过“大考”后，渝大办学规模从评价前1995年的4000人增加
到6400人，本科专业从16个增加到25个；教学设备总值达到评价
前的三倍，图书达到55万册；市政府在迎评几年对学校基建项目的
投资，相当于迎评前16年投资的总和。

2000年初，渝大江北校区召开合并工作会议，市领导在会上说：
“重庆高校的合并，市里主要抓两项，一是重大、建大和建专的合并，现
在已经完成；二是要抓渝大和重庆商学院的合并，你们是强强联合，合
并后市里要将你们建成市里的一流大学！你们关心的井口校区教工
搬迁，实现‘两点合一’的要求也会得到解决！”会后，成立了以市教委
主任为组长的两校合并领导小组，两校的书记和校长任副组长。

2002年4月，渝州大学和重庆商学院两校正式实现了合并。关于校
名，重庆商学院提议叫“重庆经贸大学”，我和周书记认为渝州大学除有经济
文科专业外，工科专业也较多，重庆经贸大学的名字覆盖不了工科类专业，
于是便提议叫“重庆工商大学”。这一提议，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认可。

2006年，按照“井口校区整体搬迁”修建的教职工住宅——重庆
工商大学学府苑落成，井口校区大部分教职工迁入新居，渝大的“两
点合一”终于实现，至此我放下了一件大心事。

（作者系原渝州大学校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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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渝州大学和重庆商学院合并
建成重庆工商大学新校门。

1999年底，学校“大考”合格。
作者（右）与周书记和奖牌合影。

学校领导和专家组全体专家合影

复评专家组参观校园

“大战十月”，作者（左）在教室检查测试情况。

学校全力迎接“大战十月”

1978年10月成立的渝州大学
校园（井口校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