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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三线企业对于职工教育发展有现实需求ꎮ 在建设时期ꎬ相关企业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基本

内容ꎬ以文化、技术能力提升为要求开展职工教育ꎮ 其路径与形式包括开办厂内培训、选送职工赴厂外学习、设
立“七二一”大学等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小三线企业在主管部门组织和领导下ꎬ多措并举ꎬ着力提升职工文化与

技术能力ꎬ取得了较好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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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背景下ꎬ各省区市普遍建立以地方军工及其配套企

(事)业单位为主体的后方战略基地ꎬ即小三线ꎮ 安徽是华东小三线建设重点地区ꎬ于 １９６４ 年开始筹

建本省小三线ꎬ至 １９８６ 年前后小三线单位调迁至城市决策出台ꎬ共建有小三线企业 ２３ 家ꎮ〔１〕 相关企

业为国防工业建设作出贡献ꎬ离不开企业职工的奉献与奋斗ꎮ 国内外小三线研究成果丰硕ꎬ亦有学者

就小三线青年职工思想教育和子弟学校建设展开探讨ꎬ〔２〕然而ꎬ对于小三线企业职工教育的全面梳理

仍待推进ꎮ 本文拟聚焦 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８６ 年安徽小三线企业职工教育问题展开历史考察ꎬ进而丰富新

中国职工教育史研究ꎮ

一、建设时期小三线企业的职工教育需求与教育内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前ꎬ是小三线建设时期ꎬ小三线企业以军品生产为主要任务ꎬ相关

单位按照“分散、靠山、隐蔽” 〔３〕的选址方针多建于山间乡村ꎬ生产生活条件艰苦ꎬ随着小三线建设战略

的推进ꎬ相关企业对于职工思想、文化与技术教育发展需求日渐凸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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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ꎬ职工思想波动影响小三线发展稳定ꎮ 小三线建设初期ꎬ技术工人主要来自工业强市对口单

位的迁入支援ꎮ 以安徽霍山县为例ꎬ该地小三线建厂初期的“技术干部和关键工种技术工人”主要来

自南京、上海等市相关企业ꎮ〔４〕彼时小三线建设时间紧迫ꎬ山区条件艰苦ꎬ部分工人难免在进山后产生

思想波动ꎬ没有做好扎根于山区的思想准备ꎬ甚至存在“可能调离山区”的侥幸心理ꎮ〔５〕尽管ꎬ小三线建

设初期企业职工经过层层选拔支援三线建设ꎬ但面对艰苦的客观条件ꎬ部分职工难免产生畏难情绪ꎮ
客观而言ꎬ小三线企业外来职工促进了企业生产发展ꎬ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家庭原因ꎬ这些职工“思乡

之情逾显浓郁”ꎬ〔６〕思想亦产生波动ꎮ 此外ꎬ小三线企业与地方关系颇为复杂ꎬ其建设时期与地方关系

总体平稳ꎬ但难免出现龃龉ꎮ〔７〕在面对小三线职工与当地村民产生矛盾的时候ꎬ为团结当地居民ꎬ稳定

职工队伍ꎬ企业对小三线职工进行思想教育的迫切性亦同样提升ꎮ
其二ꎬ职工来源复杂ꎬ文化、技术水平不一ꎮ 小三线是三线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承载独有的

省区市后方基地发展使命ꎮ 相关单位围绕地方军事工业开展建设ꎬ决定了企业职工须有相应的文化

和技术能力ꎮ 就安徽而言ꎬ该省地处彼时“战备前沿”ꎬ第一批小三线规划项目上马省区即包括安徽ꎬ
主要以“半自动步枪、枪弹、手榴弹、地雷、迫击炮”等项目为建设核心ꎮ 其后ꎬ安徽又陆续上马引信厂、
高射机枪厂、内河小艇厂等项目ꎮ〔８〕尽管ꎬ筹建时期江苏、上海等省市支援了安徽小三线大量的技术工

人ꎮ〔９〕但企业进入发展阶段后ꎬ职工数量持续扩充ꎬ来源复杂ꎬ技术水平不一ꎮ 此间ꎬ部分进厂职工名

额分配给了小三线建设当地社队ꎬ部分用于解决职工家属就业ꎬ还有安置退伍军人ꎬ等等ꎮ〔１０〕 安徽小

三线企业从建设当地、域外地区大量招工虽促进了职工队伍壮大ꎬ但他们学历与技术水平普遍不高ꎬ
企业对于职工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提升有着现实需求ꎮ

实际上ꎬ小三线建设时期主要为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ꎮ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波折ꎬ职工教育亦受波及ꎬ职工队伍呈现技术、文化、管理水平低ꎬ技术人员少的特

点ꎮ〔１１〕不过ꎬ我国教育发展并未停滞ꎮ 有研究指出ꎬ“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ꎬ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

文化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教育的方针ꎮ〔１２〕总体而言ꎬ“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职

工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中心ꎬ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彼时小三线职工教育的基本内容ꎮ
早在中共七大上ꎬ毛泽东即指出:“掌握思想教育ꎬ是团结全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ꎮ 如果这

个任务不能完成ꎬ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ꎮ〔１３〕 小三线开建后ꎬ相关企业聚焦职工思想政治

教育开展了一系列工作ꎮ 教育内容主要以阶级教育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著作为

主ꎬ其中ꎬ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十分重要ꎮ 并且ꎬ企业还针对实际问题对职工开展思想疏导性教育ꎮ
淮海机械厂在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至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的建厂初期ꎬ即围绕小三线建设方针和“要准备打仗”

的战备要求开展宣传教育ꎮ 党员干部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老三篇”等著作ꎬ并“结合开门整党学习

毛主席关于论党的建设等有关文章”展开学习ꎮ １９６９ 年至 １９７６ 年间ꎬ该厂针对不同阶段党的学习要

求ꎬ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ꎬ组织干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论马克思”“论马克思和

恩格斯”等ꎮ〔１４〕皖西机械厂在建厂初期ꎬ同样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中心ꎬ“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ꎬ
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ꎬ号召职工树立军工为荣ꎬ以山区为乐ꎬ艰苦创业ꎬ积极投身到三线建设”ꎮ〔１５〕

以上教育工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是为彼时三线建设战略发展服务ꎬ二是推进职工思想政治学

习ꎮ 而后者更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特征ꎮ
在面对矛盾问题时ꎬ小三线企业往往能够主动对本厂职工开展思想教育ꎬ进而化解厂、地矛盾ꎮ

例如ꎬ皖西机械厂初建时期ꎬ外来职工对当地农民颇有轻视态度ꎬ造成双方产生矛盾ꎮ 为解决这一问

题ꎬ厂方积极与“当地区委、镇委”开展讨论研究ꎬ采取有效措施ꎬ对职工开展思想疏导与教育ꎬ具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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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组织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心群众生活ꎬ注意工作方法»ꎬ反复地传达中

央的方针政策ꎬ并把“三不四要”坚决地贯彻下去ꎻ对于违反群众纪律的职工ꎬ予以严肃的批评ꎬ并请当

地老红军作报告ꎬ详细介绍山区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史ꎻ组织职工到贫下中农家去访贫问苦ꎬ树立艰苦

斗争、关心农民生活疾苦的思想基础ꎮ 经过反复思想教育ꎬ相关职工改变了原先轻视农村的态度ꎬ有
工人说:“想不到这里还是红军根据地ꎬ老前辈把山区看作一块宝地ꎬ我们更不能轻视它!” 〔１６〕 在小三

线建设发展历程中ꎬ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ꎬ为维持企业与地方、职工与当地村民的关系稳定与和谐ꎬ小
三线企业对于职工的针对性思想教育十分必要ꎬ这些教育着力化解厂、地矛盾抑或内部职工龃龉ꎬ对
于团结职工队伍ꎬ发展企业生产十分重要ꎮ

与此同时ꎬ为发展军工生产、推进三线建设战略ꎬ职工文化、技术教育也是不能忽视的ꎮ 前已述

及ꎬ小三线建设历程中ꎬ企业招募的新职工来源复杂ꎮ “一些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低ꎬ有的甚至是文盲ꎬ
在进厂前对车间设备、名称、性能、用途乃至机器运转状况和基本操作方法都不了解”ꎮ〔１７〕 因此ꎬ安徽

小三线企业组织各类培训班ꎬ不仅要求职工学习文化知识ꎬ还要求职工对相关的生产基础知识、生产

工艺流程、机器设备性能等内容展开学习ꎮ 例如ꎬ东风机械厂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ꎬ即“组织了一期青壮年职

工小学三年级文化补习班ꎬ配备专职教师 １ 人ꎬ聘请教师 ２ 人”ꎬ同年 ７ 月ꎬ工厂又组织了一期青壮年

职工扫盲班ꎬ配备了专职教师 １ 人ꎬ“３０ 名学员在老托儿所脱产学习ꎬ半年后ꎬ有 ２３ 人以能认识 ３００—
５００ 个字结业”ꎮ １９６８ 年至 １９８０ 年ꎬ“该厂共扫除文盲和普及初中文化知识教育 １４５ 人次ꎬ接受各工

种技术知识教育 ３５０ 人次ꎮ” 〔１８〕皖中机械厂 １９７５ 年“由厂工会负责开办职工技校ꎬ招收一个班级 ５０ 名

学员ꎬ学习文化、技术等四门课程”ꎮ〔１９〕这些企业开展的职工文化、技术教育对于技术骨干培养、产品

生产发展乃至加强企业的组织管理水平均有重要意义ꎮ

二、建设时期安徽小三线企业职工教育的主要形式

在三线建设战略下ꎬ推动企业工人快速进入备战生产状态ꎬ安定其思想ꎬ引导工人掌握相应技术

和设备操作技能ꎬ提升职工工作效率均是小三线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现实要求ꎮ 为解决以上问题ꎬ安
徽小三线企业多措并举发展职工教育ꎬ取得了较好成效ꎮ

(一)开展职工厂内教育培训

为补齐企业职工文化与专业技术能力短板ꎬ安徽小三线企业普遍开设了各类培训班和夜校ꎮ 这

些培训班主要聚焦某一专题展开ꎮ 例如ꎬ淮海机械厂 １９７２ 年“组织新学员 １６０ 人进行车工、磨工、电
工和速成看图方面的技术理论学习”ꎬ每周 ２ － ４ 个课时ꎬ学习结束时进行考试ꎮ〔２０〕１９７５ 年上半年ꎬ东
风机械厂检验科还办了一期文化补习班ꎬ“历时 ２ － ３ 个月”ꎮ〔２１〕培训班教育周期较短ꎬ一般针对文化、
技术某一具体方面展开培训ꎬ有时也会包含思想教育内容ꎮ 此外ꎬ还开设了夜校ꎮ 顾名思义ꎬ夜校主

要在晚间授课ꎬ是我国业余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ꎮ 东风机械厂自 １９７１ 年起ꎬ下属“各个连队相继办起

了业余夜校”ꎮ 其中ꎬ“电镀连职工丁德轩编写了约 ２０ 万字的«电镀讲义»被油印装订成册ꎬ全连职工

人手一本”ꎬ该夜校以«电镀讲义»为教材ꎬ由教材编写职工丁德轩讲课ꎬ每周两个晚上ꎬ一直坚持到

１９７３ 年春天ꎮ〔２２〕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ꎬ皖西机械厂还举办了工人政治夜校ꎬ“主要是通读«毛泽东选集»１ － ４
卷ꎬ利用每星期一、二晚上集中学习 ２ 小时ꎬ参加人数达 ４５０ 多人”ꎮ〔２３〕 相较于各类短期培训班ꎬ夜校

的教育周期较长ꎬ具有一定的连续性ꎮ 此外ꎬ小三线企业还积极利用当地公办学校的师资力量ꎬ在厂

内开办专业课程培训ꎮ １９７４ 年ꎬ霍山县工人函授大学在淮海机械厂开办机械专业学习班ꎬ由合肥工业

大学教师定期到厂授课ꎬ学习班开始时“有 ７０ 余名职工报名参加学习”ꎬ至 １９７６ 年ꎬ“近 ２０ 名职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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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结业证书”ꎮ〔２４〕一般而言ꎬ厂内培训往往理论联系实际ꎬ课堂与实践教学相结合ꎬ经过相应教育ꎬ参
训职工在思想政治、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等方面素质得到提升ꎮ

(二)选送职工赴厂外培训

小三线企业招收的新职工———进厂后一般为学徒ꎬ普遍需要接受专业培训ꎮ 因此ꎬ这些职工入职

前ꎬ大多会被送往对口企业学习相应产品生产技术ꎬ以便尽快投入生产工作ꎮ 根据江北机械厂原副厂

长白和平忆述:“进厂早期ꎬ我就被安排去湖南二八二厂参加实习ꎬ住在宿舍ꎬ培训了 ８ 个月ꎮ 去的都

是全国各地的学徒ꎬ有山东的、浙江的、有河南的ꎮ” 〔２５〕 皖西机械厂建厂初期ꎬ为了掌握某型迫击炮弹

的专业生产技术ꎬ“由王永庆带队一行 １０ 人ꎬ前往国营二八二厂学习专业知识ꎬ历时三个月”ꎻ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ꎬ“由查协民带队计 ２５ 人ꎬ去国营二八二厂学习计量、化验、检验”ꎻ１９６６ 年 ４ 月至

７ 月ꎬ“由胡锡荣带队计 ４０ 多人ꎬ到国营二八二厂学习装药、总装技术”ꎮ〔２６〕正式投产后ꎬ小三线企业还

陆续选派职工赴有关城市对口企业进行专业技术培训ꎮ 淮海机械厂投产后ꎬ为掌握军品生产技术ꎬ曾
选派大批人员到外省有关工厂进行多种专业技术培训ꎬ据不完全统计ꎬ“工厂在军品生产期间ꎬ共派出

近 ３００ 人次到四川四五六厂、昆明三五六厂、广州、北京、南京、上海、河南等地ꎬ学习五四式 １２. ７ 毫米

高射机枪、五八式 １４. ５ 毫米双联高射机枪及光学瞄准具的制造技术”ꎮ〔２７〕同时ꎬ小三线企业还选派职

工赴相关对口专业的大专院校开展学习ꎮ 皖西机械厂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７７ 年ꎬ“先后五次选派‘工农兵’大
学生共计 １７ 名到上海、西安、合肥等大专院校学习”ꎮ〔２８〕 安徽小三线建设时期ꎬ企业外派大量职工学

习相关产品专业生产技术ꎬ极大提高了企业技术能力ꎬ保障了其军品生产ꎮ
(三)设立“七二一”工人大学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ꎬ毛泽东的相关指示不仅极具号召力ꎬ往往形成全国层面自发性社会化

运动ꎬ具有代表性的如“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等ꎮ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毛泽东为«从上海机床

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所写的编者按刊发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ꎮ〔２９〕此后ꎬ“七二一”指示

迅速在基层推广ꎮ 安徽小三线企业在“七二一”指示号召下亦纷纷建立“七二一”工人大学ꎬ这些

学校多建于“文化大革命”末期ꎬ学制 ２ ~ ３ 年ꎬ职工毕业后一般回原厂工作ꎮ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ꎬ淮海机械厂

创办了该厂“七二一”工人大学ꎮ 学校“相当于科级建制ꎬ配备指导员 １ 名ꎬ专职教员 ３ 名ꎬ工作人员

２ 名ꎬ聘请兼职教员 ８ 名”ꎮ 该校成立后ꎬ共计“招收学员 ２０ 名ꎬ其中女学员 ５ 名”ꎮ 学员主要通过自

愿报名、组织推荐的方式从工人中产生ꎮ 学校开设专业为机械专业ꎬ施行全日制脱产学习ꎮ 毕业后ꎬ
这 ２０ 名学员主要被分配到本厂工作ꎬ其中ꎬ在技术部门工作的 ４ 名ꎬ到子弟学校任教的 ３ 名ꎬ其余则

回到原生产岗位ꎮ〔３０〕１９７６ 年 ５ 月ꎬ安徽省红星机械厂也响应毛泽东“七二一”指示ꎬ主动办起了

“七二一”工人大学ꎮ 该厂从全厂职工中选拔了 １６ 名中、青年工人开办了机械专业班一个ꎬ学制为

２ 年ꎬ“教师主要从本厂工程技术人员中聘请兼课ꎬ并两次从中国科技大学请来教师给学生授课”ꎬ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学生毕业后ꎬ大多回原单位工作ꎮ〔３１〕

安徽小三线“七二一”工人大学侧重技术能力教育ꎬ本着“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ꎬ坚持开

门办学的方向ꎬ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ꎮ〔３２〕在课程设置上ꎬ突出“用什么学什么”ꎬ往
往结合小三线生产实际需要ꎬ以业务为中心设置课程ꎮ “七二一”大学名为大学ꎬ毕业生实际能力仅

相当于中级技术人员ꎮ 〔３３〕换言之ꎬ“七二一”大学并不能为企业培养高级工厂技术人员ꎮ 不过ꎬ其
教育内容以实用主义为宗旨ꎬ以专业技术和文化知识为内容ꎬ对于职工能力提升亦有积极意义ꎮ

小三线企业职工教育并不限于以上方式ꎮ 例如ꎬ小三线企业还沿用了传统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师
徒制”的职工教学模式ꎬ这是我国自古传承下来的一种教学模式ꎬ基于此ꎬ学徒可以快速掌握相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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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ꎮ 这种教育形式在安徽小三线企业里也很普遍ꎬ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规章制度ꎮ 据亲历者回忆ꎬ
“技术工人进厂后ꎬ要有数年的学习期才能出师ꎮ 普通流水线工人下了车间ꎬ由领导直接安排一个对

应工种的师傅ꎬ带着学习ꎬ周期很快ꎬ一两天就能掌握基本工作能力了”ꎮ〔３４〕此外ꎬ“文化大革命”时期ꎬ
小三线企业还选送职工去“五七”干校加以培养ꎮ 不过ꎬ“五七”干校发展具有多面性ꎮ〔３５〕 这些学

校在革命化语境下快速设立ꎬ侧重思想政治教育ꎬ文化、技术教育非其主要内容ꎮ 总体而言ꎬ小三线企

业运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对职工进行各方面教育培训ꎬ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职工的思想、文化与技术

能力ꎬ稳定了职工思想ꎬ发展了企业生产ꎬ进而为小三线建设战略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ꎮ

三、改革开放初期小三线企业的职工教育及其成效

职工队伍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ꎬ与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ꎮ 只是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的职工队伍素质水平还不高ꎮ “据 １９７９ 年底对两千万职工的调查ꎬ８０％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ꎬ其中

文盲、半文盲占 ７. ８％ ꎻ工人实际操作的技术水平低ꎬ技术等级多数在三级以下ꎻ管理人员多数缺乏现

代化企业的管理知识”ꎮ〔３６〕基于现实短板ꎬ早在 １９７８ 年ꎬ“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应当

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比例ꎬ特别是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比例’”ꎬ１９７９ 年全国五届二次会议还提

出要多举办多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ꎬ创办职业中学和技术学校等ꎮ〔３７〕此后ꎬ安徽省职业教育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ꎮ
安徽小三线主管部门安徽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安徽国防工办”)ꎬ为提升职工

队伍素质ꎬ同时也考虑到山区军工单位职工子女就业问题ꎬ于 １９７８ 年成立了安徽省大江机械工业学

校ꎬ校址即设在舒城县晓天镇ꎮ 这所学校系中等技术学校ꎬ专业设置包括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工业

企业管理等ꎮ〔３８〕大江机械工业学校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招生ꎬ学生毕业后一般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ꎬ相
当部分毕业生被分配至小三线企业ꎬ有力支援了小三线建设ꎮ １９７９ 年ꎬ大江机械工业学校还在国防系

统 １１ 个厂开设技工班ꎬ对普通工人开展技术培训ꎮ〔３９〕至 １９８２ 年ꎬ大江机械工业学校搬迁至六安市ꎬ与
安徽省国防工业干部学校合并ꎮ 该校为安徽小三线企业培养了大批管理和技术人才ꎬ“后来基本都成

长为了各三线厂的骨干”ꎮ〔４０〕大江机械工业学校不仅注重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教育ꎬ还培养了大批企

业管理人才ꎬ对于改革开放后小三线企业技术革新乃至军转民战略推进均有积极意义ꎮ
如前述ꎬ大江机械工业学校建设初期还在内部和部分小三线企业中设立技工班ꎮ 例如ꎬ皖西机械

厂 １９８０ 年在安徽国防工办批准后开设技工班ꎮ 其师资、经费主要由企业自行解决ꎮ 技工班首次招生

４５ 人ꎬ开设机械制造专业两个班ꎬ学制一般为初中 ２ 年ꎬ高中 ３ 年ꎬ“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８５ 年ꎬ共招生 ２００
人ꎬ毕业 １３６ 人ꎬ为工厂输送了一批技术工人”ꎮ〔４１〕在技工班基础上ꎬ安徽国防工业系统的技工学校进

一步发展ꎮ “技工学校是专门培养中等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ꎮ〔４２〕安徽国防工办主办的直属技工学校

于 １９８３ 年成立ꎬ其前身即安徽省大江机械工业学校技工班ꎮ 该技工学校“在 ９７３ 厂、９３５６ 厂、９３０７
厂、９３０８ 厂、９３３５ 厂、９４０９ 厂、９３２２ 厂、９３６１ 厂、６８９１ 厂、９４２ 厂、９３３６ 厂、９３２４ 厂、９３７４ 厂、９３７３ 厂、
９３４６ 厂设立了 １５ 所分校ꎬ开设车工、钳工、焊工、化工、电工和电镀等多种专业”ꎮ〔４３〕 技工学校主要招

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ꎬ初中生学制为 ３ 年ꎬ高中生学制为 ２ 年ꎮ
虽然小三线技工学校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发展ꎬ但其中仍有不少制约因素ꎮ 隶属于淮海机械厂的

“安徽省国防科工办大江机械学校淮海技工班”于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正式更名为“安徽省国防科工办技工学

校淮海分校”(以下简称“淮海分校”)ꎮ 淮海分校“行政属工厂领导ꎬ业务工作由省国防工办技工总校

领导”ꎬ至 １９８５ 年ꎬ该校有教职工 ９ 人ꎬ专职教师 ４ 人ꎬ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仅 ２ 人ꎮ〔４４〕总体而言ꎬ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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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企业技工学校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ꎬ在开展教学过程中ꎬ甚至不得不从一线工人中选任兼职教师ꎮ
正如原皖东机械厂技工学校教师汪胜虎所回忆:“技工学校是企业办学ꎬ教师人数少ꎬ师资力量难以保

证ꎬ工厂甚至得从技术人员里面聘请兼职老师ꎮ” 〔４５〕此外ꎬ各小三线企业技工分校成立初期ꎬ主要由自

身组织力量办学ꎬ学生水平参差不齐ꎬ“教材较深ꎬ而多数课程又都是聘请工厂科室人员授课ꎬ致使教

与学双方都感到吃力”ꎬ影响了教学成效ꎬ直至 １９８４ 年后ꎬ“统一了教材和教学进度ꎬ招收的学生水平

相近ꎬ教学质量较前有所提高”ꎮ〔４６〕

不过ꎬ技工学校课程内容围绕企业产品生产开设ꎬ也能注意提升学生综合文化素质ꎬ为企业培养

了较多专业对口的技术工人ꎮ 淮海分校“开设的课程有政治、体育、语文、数学、物理、工程力学、机械

基础、机械制图、电工与电工基础、金属工艺学和专门工艺学等”ꎬ课程以“理论教学”和“实习教学”相
结合ꎬ两方面学时各占一半ꎬ〔４７〕凸显了学校办学的实用性ꎮ 技工学校学生毕业后ꎬ普遍被分配去了相

关的小三线企业ꎮ 总体而言ꎬ技工学校教学内容涉及企业生产方方面面ꎬ着力培养适应军工企业生产

发展和技术需求的一线职工ꎬ推动了小三线职工队伍素质提升ꎮ
另一方面ꎬ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正式下发«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ꎬ就新阶段职工教育工作作了全面部署ꎬ〔４８〕对我国职工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安徽国防工办在«决定»下发后ꎬ即于芜湖市召开了全系统职工教育工作会议ꎮ 会后ꎬ“各军工企

业成立了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ꎬ设立了职教工作机构ꎬ配备了专兼职教师ꎬ安排好职教经费和教学场

地ꎬ并制定出职工教育工作计划”ꎮ〔４９〕１９８２ 年 ２ 月ꎬ安徽国防工办正式开设安徽广播电视大学省国防

工办分校ꎮ 实际上ꎬ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冲击教育事业造成人才断层的客观现状ꎬ创办“电大”已成

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我国扩大高等教育规模ꎬ加快培养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ꎮ〔５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国

防工办分校即在此背景下建立ꎬ在专业设置上ꎬ包含了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机械管理工程、电子工

程、汉语言文学、档案等诸多内容ꎮ 至 １９８５ 年底ꎬ“有专职教师 １０ 余人ꎬ共招生(含 １９８２ 年前直属教

学点)４８７ 人ꎬ培养全科毕业生 ８７ 人ꎬ单科结业生 １４２ 人”ꎮ〔５１〕在“电大”教育发展下ꎬ小三线企业职工

获得了拓宽专业与学历教育的新渠道ꎮ
安徽小三线企业则在实践中大力推进“双补”教育ꎮ 早在«决定»中即有对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

补课要求ꎮ 至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 ２ 日ꎬ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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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补课工作的联合通知»ꎬ要求各级领导把青工“双
补”教育摆在应有的位置上ꎬ真正作为职工教育的重点和企业整顿的重要内容ꎮ〔５２〕 嗣后ꎬ“双补”教育

成为小三线企业职工教育重要内容ꎮ
这一时期ꎬ东风机械厂首先组织人力ꎬ对全厂职工的文化程度进行摸底排队ꎬ在此基础上围绕三

方面推进“双补”教育:一是制订职工教育规划和管理制度ꎻ二是明确职工教育管理机构和职工教育用

房ꎻ三是建立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ꎮ〔５３〕东风机械厂“因厂制宜”ꎬ开展青工“双补”和干部培训

等工作(详见下页表 １)ꎬ使职工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ꎮ
尽管ꎬ“双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小三线企业中得到推进ꎬ但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例如ꎬ淮海机械

厂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成立职工教育委员会ꎬ组织 ３５ 岁以下的青年工人进行“双补”教育ꎬ确定的“双补”对
象有 ２５９ 人ꎮ 文化补习采取全厂集中脱产的形式进行ꎻ技术补课采取以车间为单位的半脱产形式进

行ꎮ 然而ꎬ该厂由于彼时生产任务较重ꎬ抽调人员按要求“双补”有困难ꎬ“仅 １６４ 人参加并通过文化考

核取得结业证ꎬ占应补人数 ６７％ ”ꎮ〔５４〕改革开放后ꎬ小三线军品任务总体减少ꎬ但部分企业由于国家需

要ꎬ保有较大的军品生产任务ꎬ相应企业职工教育时间保障亦受影响ꎮ 但这并不能否定小三线企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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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５ 年东风机械厂青壮职工“双补”情况统计表〔５５〕

青年职工开展“双补”教育所取得的成绩ꎮ 正是在“双补”的广泛开展下ꎬ小三线企业青年职工总体素

质得以提升ꎬ并对青年职工的长远职业发展和企业生力军的建设培养产生了积极作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改革开放后小三线企业更加重视职工的学历教育ꎬ纷纷将重点培养职工送入高校

开展脱产或半脱产学习ꎮ １９８０ 至 １９８５ 年ꎬ皖西机械厂相继派往合肥工业大学、安徽财贸学院、合肥师

范学院、省委党校等大专院校职工学习 ３５ 人次ꎬ专业涉及管理工程、财会、统计、党政管理、机械工程、
汉语文学等诸多方向ꎮ〔５６〕基于多重途径的教育培训ꎬ小三线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的综合素质不

断提升ꎬ不仅促进了企业生产ꎬ也在客观上助力了地方军事工业的发展ꎬ并为小三线企业在改革开放

后融入市场经济大潮、适应新的发展形势ꎬ准备了必要的人才队伍ꎮ

四、结　 语

１９６４ 至 １９８６ 年间ꎬ安徽小三线企业因发展稳定和生产需求ꎬ广泛开展了职工思想和文化、技术教

育ꎬ对于促进小三线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具体来说:一是保障了三线建设顺利推进ꎮ 尽管“文化

大革命”时期我国职工教育发展出现波折ꎬ但小三线职工教育并未中断ꎬ职工思想与文化、技术水平得

以保证ꎬ企业顺利完成相应的军品生产任务ꎬ安徽小三线建设稳步发展ꎮ 二是促进了军转民战略实

施ꎮ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ꎮ 安徽小三线企业不仅通过思

想政治教育ꎬ让职工适应工作重点向“四化”建设转移ꎬ提高其大局意识ꎬ安定了职工情绪ꎬ总体缓冲了

“回城”“搬迁”风的干扰ꎬ同时ꎬ基于新技术的学习和改革创新ꎬ这一时期民品生产不断发展ꎬ保障了

企业“军转民”ꎮ 三是发展了新时代地方军事工业ꎮ 在小三线建设历程中ꎬ难免遇到诸多问题与困难ꎬ
小三线企业通过有效职工教育ꎬ保证军品顺利生产乃至新品不断成功研制ꎬ使企业得以长久生存ꎮ 进

入 ２１ 世纪ꎬ安徽仍有五家原小三线企业担负着国防生产的重要使命ꎬ系新时代地方军事工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ꎮ〔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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