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1月 29日 星期四第 5027号 5

主 编：陈晓燕

责任编辑：王富聪

版面编辑：张 烁

电话：010-65257766
E-mail：

wenshichanglang1@163.com

史史

纪纪

第 398期
每周四出版

周
刊

史

纪

史

传

史

学

史

藏

主 编：陈晓燕

责任编辑：王富聪

版面编辑：张 烁

电话：010-65257766
E-mail：

wenshichanglang1@163.com

史史

纪纪

第 398期
每周四出版

周
刊

史

纪

史

传

史

学

史

藏

主 编：陈晓燕

责任编辑：王富聪

版面编辑：张 烁

电话：010-65257766
E-mail：

wenshichanglang1@163.com

史史

纪纪

第 398期
每周四出版

周
刊

史

纪

史

传

史

学

史

藏

主 编：陈晓燕

责任编辑：王富聪

电话：010-65257746
E-mail：

wenshichanglang1@163.com

史史

纪纪

第 438期
每周四出版

周
刊

史

纪

史

传

史

学

史

藏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思想的解放、

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带

来了新契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教

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教育水平不断提

高，规模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多，投入不

断增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提供了人才基

础和智力保障。

幼有所育：改革中蓬勃发
展的学前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和

会议的召开，是为学前教育发展的指导。

1979 年是中国学前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

一年，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召

开、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

全国托幼工作会议召开并制定《全国托幼

工作会议纪要》，一系列举措开启了学前

教育新的发展历程。1981 年颁布的《幼儿

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和 1989 年的《幼儿

园工作规程（试行）》，均对中国幼儿教育

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992 年，《90 年代

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颁布，这是中国

第一部以儿童为主体，促进儿童发展的国

家行动计划。2001 年《幼儿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发布，指导幼儿园深入实施素质

教育。2010 年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

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学前教育

是终身学习的开端，要把发展学前教育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着力实施“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有效解决“入园难”“入

园贵”等问题。2017 年，《幼儿园办园

行为督导评估办法》印发，对规范幼儿

园办园行为，维护儿童的基本权利，保

障幼儿身心健康发挥督导作用。

在一系列政策、会议的指导下，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学前教育取得巨大发

展。幼儿园数量从 1978 年的 16.4 万所

增 加 到 2017 年 25.5 万 所 。 21 世 纪 以

来，民办幼儿园类型开始出现并日渐

增 加 ，为 幼 儿 园 的 发 展 注 入 新 活 力 。

幼 儿 在 园 人 数 ，2001 年 为 2021.84 万

人 ，学 前 教 育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35.4% ，

2016 年，全国在园幼儿 4413.9 万人，毛

入园率达 77.4%。学前教育经费由中

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1980 年全国公

办幼儿园财政拨款 0.5 亿元，2017 年经

费总投入 3255 亿元。

幼 儿 园 教 职 工 数 量 ，1978 年 为

46.89 万 人 ，2017 年 增 长 到 419.29 万

人。同时，幼儿教师学历水平不断提

高，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规定，幼儿教师应具备幼儿师范学校

及其以上学历。2000 年符合上述要求

的幼儿教师（包括园长）占比为 73%，

2015 年，城市幼儿园教师（包括园长）

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占 60.3%。这些

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院

校对学前教育的重视，截至 2014 年，开

设学前教育专业的本专科院校数量为

120 多所。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

业化，有利于教师运用现代教育观念，

让每一位儿童富有个性的发展。

家庭作为幼儿成长的主要环境，

国家也采取多措施引导和支持家庭科

学养育儿童。《90 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

划纲要》中提出“使 90%儿童的家长不

同 程 度 地 掌 握 保 育 、教 育 儿 童 的 知

识”。2012 年，《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发布，此为面向幼儿园、家庭和全

社会的学前教育指导性文件。各地建立

了诸多的亲子活动中心、家长学校、早教

中心，在学前教育中，家庭、社区、教育机

构相互合作，促进学前教育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的今天，学前教育方面，家长

们也更为关注公平合理的收费、安全舒适

的环境、专业贴心的幼教队伍，更期盼布

局合理的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符合幼童年

龄特征的课程设置等。社会各界对学前

教育意义和价值的共识也在努力形成中。

强基固本：持续而丰富的
中小学教育

改革开放后，全日制中学、小学暂行

工作条例均重新修订，1980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开

启了中国普及教育的工作进程。1985 年，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召开，会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会议和《决定》提出“教育要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此也

就成为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

针 ，截 至 1985 年 ，全 国 小 学 83.23 万 所 。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

布，这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性节

点。中小学教育经费增加，经费来源增

加，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两基”任

务：到 20 世纪末，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1 年

开始，农村困难家庭学生可享受“两免

一补”，至 2007 年，基本涵盖义务教育

阶段农村所有家庭困难学生。2005 年

起国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

公共财政保障范围。2004 年，西部地区

“两基”攻坚计划启动，截至 2006 年底，

“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 98%。

2006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发布，至 2008 年秋，全面

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这是改革开放以

来乃至百年中国教育的重要成就。随后

中小学教育全面发展，至 2016 年，全国共

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3 万所，在校生 1.4

亿人。其中小学 17.8 万所，净入学率达

99.9%，初中 5.2 万所，毛入学率为 104%，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3.4%。2016 年全国

共 有 高 中 阶 段 学 校 2.5 万 所 ，在 校 生

3970.1 万人，其中普通高中 1.3 万所，在校

生 2366.7 万人，剩余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数量及在校人数。另外，2011 年启动“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农村学

校卫生设施条件不断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数量有了

绝对的增加，教师专业化水平也在不断提

升。截至 2002 年，全国中小学专任教师

1015.5 万人，随着国家生育政策和中小学

校布局的调整，2006 年专任教师缩减为

558.76 万人。1997 年初中教师学历合格

率达到 80.30%，2006 年初中专任教师学历

合格率 96.34%，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8.87%。2011 年中小学专任教师规模又

增加至 1068.6 万人，至 2016 年全国义务教

育专任教师 927.7 万人，全国高中阶段教

育教师 257.6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小学素质教育

全面推进，教育观念逐渐改变。1985 年中

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1994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等文件，明确要推进素质教育。199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使得素质教育的理论得以定型，应试

教育逐步向素质教育转型。2006 年，国务

院批转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

划纲要》明确“素质教育”为 2006-2010 年

教育事业发展的主题，至此“素质教育已

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1998

年，教育部成立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

会，32 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

立，2006 年发展至 93 个。中共十九大报

告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

质教育”，明确了当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

的根本目的和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中小学教育体

制日益完善，义务教育、农村教育、素质教

育不断推进，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规

模稳步扩大，教师素质明显增强。

“半壁江山”：从恢复调整
到创新跨越的职业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不断发

展壮大，涵盖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

大层面，职业教育制度不断完善，办学力

量日趋多元化，办学质量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中等教育结构单一，

规 模 小 ，中 职 教 育 与 普 通 高 中 差 距 大 。

1978 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上要求扩大各

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0 月，

《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

构改革的报告》发布，拉开了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序幕。1980 年，高等职业教育诞

生，一些城市开始试办，成为发展高等教

育的新路径。1984 年，全国高等职业学校

82 所，在校生 4.7 万人，专业设置涉及各主

要行业。1985 年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

的学生人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人数比例

为 35.9%，比 1980 年提高 17.2个百分点。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的发布，进一步推动了职业教

育的恢复和发展。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明确要“建立多层次、多形式

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因地制宜发展初等

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积极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1996 年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作为第一部职业教

育立法，确立了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

中的法律地位。同年，《关于积极发展高

等职业教育的原则意见》发布，截至 1998

年，全国独立高等职业院所 432 所，每年

招生 43万人。

1997 年至 2002 年，处于转型期职业

教育，出现困境和危机，2002、2004、2005

三年，国务院连续召开全国职业教育会

议，分别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

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尤其是 2005 年

第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大会，职业教育的战

略地位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从此职业教

育规模迅速发展，专任教师数量迅速增

加。2012 年，全国中职学校招生占高中阶

段招生的 47.2%。2013 年，高等职业学校

在 校 生 约 占 全 国 高 等 院 校 招 生 数 的 一

半。中职和高职教育分别占据了高中阶

段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14 年的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颁布，又加快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

步伐。

职业培训也是职业教育不可忽视的

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职业培训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国家通过实施“国家技能

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

训工程”等，培训了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能型专门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势头强

劲，中等职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科门

类逐渐齐全，为普及高中教育和培养学生

的职业技能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等职业

教育以其职业性、实用性和地方性的特

征，彰显了强大生命力，有力支撑了国

家技术型人才的需要，促进了就业结

构和教育结构的合理建构。

迈向大而强：实现历史
性大跨越的高等教育

1977 年 9 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中断十

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570 万人参加

考试，27.3万人录取。高考制度全面恢

复，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拉

开了大幕。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发布，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要

求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实施校长负责制。

1986年 3月，国务院发布《高等教育管理职

责暂行规定》，决定扩大高等学校在招生、

毕业分配等各方面管理权限。进入 90 年

代，国家用近 10 年时间，基本完成了高等

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

“部门办学”的旧体制，形成了中央和地方

两级政府管理、分工负责，在国家政策指导

下，以省级政府为主的高等教育体制。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高校开始扩

招，1998 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 108 万，

此后每年增加，至 2005 年，全国高校招生

人数已达 504 万。2008 年，高考招生人数

创历史新高，1050 万考生录取 599 万人，

录取比例为 57%。至 2014 年，全国高校招

生 698 万人，录取比例达到 74.3%。全国

高 校 数 量 也 从 1978 年 的 598 所 增 加 至

2017 年的 2914 所，中国高等教育正快速

迈向普及化。

高等教育师资队伍的规模和水平不

断提升。1978 年，高校教职工数量为 51.8

万人，2007 年增加至 197.45 万人，2016 年，

增加至 223 万人。中国高等教育师资水

平不断提升，目前有中科院院士 748 人，

工程院院士 575 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千

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国家教学名

师”授课于高校讲台，为广大学子带去最

前沿的知识，为高校科研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

也成绩显著。研究生招生数，1982 年 1.1

万人，2007 年 42 万人，其中博士生从 302

人增加到 5.8 万人，硕士从 1.1 万人增加到

36万人；研究生在学人数，1982 年为 2.6万

人，2007 年增长到 120 万人，其中博士在

学人数从 536 人增加至 22.3 万人，硕士在

学人数从 2.5 万人增加至 97.3 万人。201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为 57 万

余人。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指出，2020 年，中国

研究生在学规模将达 200 万。研究生教

育的学科门类日渐齐全，培养类型多样，

体系不断完善。

为促进“科教兴国”，国家大力实施

“985 工程”、“211 工程”，提升了我国高等

教育的国际竞争力。2015 年开始的“双一

流”建设，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建设的重

点。在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进入前

500 名的中国内地高校从 2012 年的

31 所增加到目前的 98 所。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数从 2012 年的 279 个增

加到目前的 770个。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政策的

出台，促进了中国留学生教育的较

快发展。1996 年国家留学基金委成

立，2007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实施。2013 年，中国大陆各类

出国留学总规模已排世界前列，同时，各

国 来 华 留 学 教 育 事 业 也 呈 良 好 发 展 之

势。2016 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54.5 万 人 ，成 为 世 界 最 大 的 留 学 生 生 源

国；44.3 万人留学人员在华学习，中国成

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中国目前已

与世界上 18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

合作与交流关系，充分利用世界优质教育

资源，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自 2004 年起，中国还在全球开设孔

子学院，截至 2017 年 6 月，已在 140 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 512 所孔子学院，大大提升了

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孔子学院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走出去”的标志。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仍需继续发展，

正如中共十九大指出，要“努力提升高等

教育质量、构建和完善大众化时代的高等

教育制度体系”，面向世界，开放办学，最

终满足社会和人的多元发展需求。

不可或缺：日益完善的其
他教育

除了以上各种教育类型，成人继续教

育、特殊教育、民办教育也是教育系统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也

逐渐成为提升中国教育水平的有效途径，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1987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

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颁布，“成人继续教

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等开始实施，开启

成人教育工作的新征程。截至 2016 年，

全 国 高 等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在 学 人 数 共

1229.3 万人，接受非学历高等教育学生数

量为 863 万。2017 年，成人高等学校 283

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殊教育招生人

数、毕业人数、学校数量、财政投入不断增

加。截至 2016 年，特殊教育在校人数 49.2

万，学校 2080 所，专任教师 5.3 万人，中央

专项补助 4.1 亿元，盲、聋、培智三类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90%多。

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成异军突起之势。从 1982 年

“两条腿”办教育方针的提出，到 1999 年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再到 2002 年《民办教

育促进法》的颁布，以政府办学主体，公办

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教育格局基

本形成，民办教育进入快速推进期。各级

民办教育规模持续发展，民办幼儿教育成

为更多家长的选择，民办高等教育办学层

次逐渐提高，本科生比例逐年增加。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教育事业

经历从恢复到改革发展和创新的一系列

巨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提高了全民族

素质，推动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建设

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

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

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

改革开放以来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回眸国教育事业发展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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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一起学习讨论。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年 来 ，中 国 教 育 事 业 取 得 跨 越 式 发 展 ，教 育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11 月 19 日，是被誉为“中国装甲

兵之父”的许光达大将 110 周年诞辰

纪念日。许光达是装甲兵首任司令

员，一生情系办学育人。他在抗战时

期曾任抗大训练部长、教育长和三分

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建了十余

所装甲兵院校，并亲自兼任坦克学校

校长、装甲兵学院院长，装甲兵由此成为新中国成

立初期办院校最多的兵种。许光达重视优良校风

在人才培养中的特殊作用，他在为第一战车学校

提出的“五风”校风，在装甲兵院校建设和人才培

养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50 年 9 月 1 日，人民装甲兵正式诞生。首任

司令员兼政委许光达深情地说：“我们要树立终生

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

给装甲兵事业。”同一天，坦克学校（1951 年 3 月改

称第一战车学校，1953 年 3 月更名为第一坦克学

校）在天津光明电影院举行成立大会，成为人民装

甲兵的第一所正规院校，许光达亲自兼任校长，掀

开了装甲兵教育史的第一页。在 1952 年 9 月 1 日

第一战车学校成立两周年之际，许光达到校讲话，

亲自为学校规定了校风：“学校是培养人材的摇

篮，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要建设勇敢顽强的战

斗作风，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

风，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第一战车学校根据许

光达的论述和实践，提炼出第五风——“正规踏实

的技术作风”，并得到许光达的认可，由此形成了

指导装甲兵院校建设的“五风”校风。

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装甲兵院校培养的是军官，因而许光达将英

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列在首位。1948 年 5 月，时任第

二兵团司令员的许光达在一篇战前动员的讲话中

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战斗作风（之一）是“坚决勇

敢、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前仆后继”“只有如此，才

能减少伤亡，取得胜利，刺刀见红，才是厉害的部

队。”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后，许光

达在 1964 年 7 月的一次发言中指出：“坚决勇敢、

机动灵活，要适应长途奔袭能力，猛打猛冲，歼敌

坦克（反冲击）这些是对坦克兵最基本的要求，是

过硬的本领，也是战斗的基本任务”。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许光达既是积极倡导

者又是模范践行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一种

精神状态，是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优良作

风，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从 1950 年 5 月 14 日许光

达奉命进京负责筹建装甲兵领导机关，到 9 月 1 日

装甲兵领导机关和坦克学校的同时成立，只用了 3

个半月的时间。1954 年 8 月，许光达在第一坦克学

校与学员座谈时明确告诉他们，必须牢固地树立

雷厉风行的作风，“只有这样的思想作风所训练的

军队，才有战斗力。”许光达接受组建人民装甲兵

的重任后，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披荆斩棘，不畏艰

辛，战胜了一个个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胜利完成了

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为装甲兵院校的建设和装甲

兵部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

许光达倡导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他也是这

样带头做的。人民军队从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学

习，形成了一整套学习制度，依靠学习不断地发展

壮大。装甲兵是一个技术兵种，不虚心钻研学习，

就不可能办好装甲兵院校，更不能建设好一支强

大的现代化装甲部队。在许光达的指导下，装甲

兵院校教育训练做到了“少而精”和高标准的统

一。许光达认为，“缺乏具有一定知识的干部，就

不能训练出坚强的部队”，对装甲兵干部提出“提

倡钻研学术”的要求，装甲兵由此成为全军第一个

实行院校毕业生当军官的部队。许光达要求学员

有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自己则是学习的楷模。

许光达保存至今的他在黄埔军校和在莫斯科学习

时的 3 篇笔记，工整清晰，反映了他认真学习、虚心

钻研的态度。毛泽东主席强调“学习一定要学到

底”，许光达带头到第二坦克学校学技术学操作，

带头参加“军官日”学习。装甲兵政工干部学习技

术知识，实行了政治主官登车制度。凭着这股虚

心钻研的学习作风，装甲兵院校师生和部队官兵

学军练武蔚然成风，大大推动了院校教育训练水

平的提高，提升了装甲兵部队广大指战员科学文

化和工程技术素质。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许光达是保持艰苦朴素生活作风的楷模。艰

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是我们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人民

军队的政治本色。许光达早在抗大 1940 年新年贺

词中所说的“艰苦的生活，吃小米、背柴、挖窑洞、

修校舍。”艰苦奋斗也能改造学员的思想意识，即

许光达所说的“生产运动不仅是解决了经济的困

难，锻炼了身体了，特别是改造了我们的思想意

识，尊重劳动。”许光达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要做

官，而是要革命，没有在生活上要求特殊化的权

利。只有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才能保持装

甲兵部队昂扬的斗志、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装甲

兵人不忘勤劳节俭之风，不坠奋发向上之志，不沉

湎于物质享受，不满足于已有成绩。许光达带头

申请降衔，保持普通一兵本色，被毛泽东誉为“共

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凭着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

精神，人民装甲兵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创业历程。

正规踏实的技术作风

许光达在办学建军实践中高度重视正规化和

技术问题，并形成正规踏实的技术作风，成为装甲

兵发展壮大的法宝。装甲兵成立初期车辆事故频

频发生，仅 1952 年上半年就发生了 400 多起，许光

达从培养人才的高度来对待这些事故。他认为，

学校必须培养技术工作正规踏实的人才。他在

1952 年 5 月的装甲兵干部集训会议上要求学校、基

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情况，“教育必须是正规的，

按条令、教范、教程要求去做，成为部队的模范和

榜样。否则，正规化的部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许光达指出：“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占着头等

重要地位”。“技术是装甲兵建设的基本问题，各级

首长、技术部门和党政工作等，都要以此为

中心工作。”1953 年 4 月，装甲兵党委向全

军装甲兵部队发出《关于正规化建设的指

示》。人民装甲兵牢固树立以正规化观念

治军的理念，坚持用条令条例规范部队管

理，大大提升了正规化的训练水平。许光

达还代表装甲兵党委响亮地提出“没有技

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口号，成为人民装甲兵技术

工作的指导思想。人民装甲兵颁发了第一部《技

术工作条令》，成为搞好装甲兵部队装备管理建设

的“法典”。装甲兵各级党委普遍加强了对技术工

作的领导，踏踏实实办院校教育和搞军事训练，使

得装甲兵院校和部队的技术水平逐年提高，技术

建设得到全面加强。装甲兵人正是靠着这种正规

踏实的技术作风，使装甲兵技术工作实现了规范

化，促进了装甲兵技术工作建设，实现了人民装甲

兵的跨越式发展。

“五风”校风集聚了许光达大将戎马生涯的

真切感悟，是他长期学习、办学、治军、打仗实践

经验的理论结晶，反映了他办学育人思想精髓。

它继承了抗大的优良传统，赓续了我党我军优秀

的红色血脉，体现了许光达办好院校和建好人民

装甲兵的壮志雄心。至 1954 年初，体现许光达办

学思想的“五风”校风已得到装甲兵院校的普遍

认可，成为指导院校人才培养的精神武器。许光

达倡导并带头践行“五风”，在短时间内组建起多

所装甲兵院校，培养了一大批装甲兵人才，为人

民装甲兵实现

跨越式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 作 者 单

位 ：陆 军 装 甲

兵学院军政基

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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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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