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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相关

解放区规模最大的电讯学校

1948 年春，解放战争顺利推进，战线不断
拉长，为服务战争和战争胜利后的新中国建
设，我党我军急需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工程
人员，创办一所培养电讯工程人才的学校，成
为当时的急务。

1948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北军区
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华北电专”)，校
址选在获鹿县 （今石家庄市鹿泉区） 大李庄、
符家庄、郑家庄、杜家庄和张家庄一带。

当时，石家庄已经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
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
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1948 年 5 月 12 日，华北电专正式建校。由
后来的开国中将、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我军
通讯工作的开山鼻祖”的王诤担任校长兼政
委。学校设立 9 个专业，共有学员 1700 多人，
是解放区规模最大的电讯学校。

这所解放区规模最大的电讯学校，由3所学
校和2支队伍合并而成——中央军委电讯工程专
科学校、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晋冀
鲁豫军区通讯学校、中央军委三局电讯队、中
央军委三局延安气象队。

这3所学校和2支队伍是我党我军在对敌斗
争中陆续组建的重要通讯兵力量。

中央军委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前身是红军
时期的中央军委无线电通讯学校。

在红军反围剿和白区地下工作的斗争实践
中，我党逐步认识到无线电通讯的重要性。
1930 年，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以半部电台起
家，并于 1931 年 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军委
无线电通讯学校，王诤为校长。这所学校是我
党我军第一所无线电通讯学校。

1936 年 1 月，中央军委无线电通讯学校迁
至延安，改名为中央军委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学校在1948年合并前，已向战场输送了1000多
名无线电技术人员，这些通讯兵被毛泽东主席
赞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是以晋察
冀军区无线电训练大队为班底组建起来的。在
1948年迁至获鹿前，校址在保定曲阳。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大队规模较小，主
要培养报务员。1947 年 3 月，晋察冀军区司令
员聂荣臻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在大队基础
上，成立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除培
养报务员外，还正式培养大、中专电讯工程技
术人员。

为此，学校增设了两年半学制的工程班，
学生入学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毕业学员去电
讯设备制造厂、广播电台、电话局；还增设了
学制两年的机务班，学生入学文化程度相当于
初中，毕业学员能维修当时我军所用的 15W 电
台电源设备等；还有学制一年的电话班，毕业
学员能装置维修电话单机和交换机，能架设线
路及排除故障等。

晋冀鲁豫军区通讯学校成立于 1945 年 12
月，在 1948 年 4 月迁至获鹿前，在邯郸武安百
官村办学。

学校在武安的两年半，是解放战争最艰难

的时期。其间，学校为我党我军培养了500多名
报务员，保证了军队通讯工作的需要。该校的
干部和教师，后来也成为华北电专的重要管理
和教学力量。

中央军委三局电讯队，原驻地在平山县西
黄泥村。

电讯队的教师，是曾在山西晋绥军区通讯
学校任教的中央军队三局电讯技术人员。中央
军委三局，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专门负责保障
全军通讯联络的领导机关。

电讯队的学生，一部分来自晋绥军区通讯
学校，是经过初步培训的，约四五十人，一部
分是电讯队从山西转移到河北后招收的新生，
约七八十人。

除了上述以电讯工程为主的教学机构，参
与组建华北电专的，还有一支主攻气象研究的
队伍——中央军委三局延安气象队。

延安气象队从延安赶到获鹿时，已经是
1948 年 8 月 18 日。负责人张乃召和 6 名队员赶
着牲口，带着福丁式水银气压表 （英寸制）、空
盒气压表、手持风速表、手摇干湿球湿度表等
一大批气象教学器材，到华北电专报到。

就这样，来自延安、曲阳、武安、平山的3
所学校、2支队伍的师生齐聚获鹿，在华北电专
开启我党我军规模最大的电讯工程集中教学
学习。

着重培养学生实操能力

华北电专设有校部和三个大队，校部和一
大队驻大李庄，二大队和三大队驻符家庄、郑
家庄、杜家庄和张家庄。

三个大队有专业划分。一大队负责培训无
线电工程和无线电机修人员，二、三两个大队
负责培训无线电报务人员。

由于学生文化水平普遍低于要求，学校在
教学方法上采用实物教学，非常重视实验和实
习，着重培养学生实操能力。

以机务班培养机务员为例，培养目标是学
员毕业后要具备独立检修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
的能力。因此，教学中除了讲授电学和无线电
原理，还要尽可能地进行示教和实际演示，以
增强学生们的感性认识。

当时，无线电器材还比较紧缺，为了能更
大程度采用实物教学，学校主管部门给学校争
取了很多从前线缴获的电讯器材。

除了理论课外，还有电工焊接和修配实验
课，锻炼学员的动手能力，如练习使用火烙
铁，手工绕制高频线圈、高频扼流圈等。

毕业前，在学完大部分理论课后，学校还
安排学生到华北军区通联处工艺训练班 （阳泉

兴隆工厂） 实习了3个月，在老师傅的指导下，
装配、调试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

学员们还要学习钣金工、钳工和焊接工。
为了理论联系实际，学校会让学生制作一些生
活学习用品，如油灯、菜盆、铅笔盒等，进一
步理解材料学和力学的常识。

陆空通讯班的主要教员是国民党驾机起义
人员，他们大都是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陆空班
毕业，文化水平较高，会英语，懂气象，基本
按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陆空班学的教学内容
授课。

陆空通讯是学习重点，主要包括通讯种
类、通讯联系区分及方法、空中报务员应准备
的工作、起飞后的联络、无线电定向、无线电
着陆实施、遇险通讯等。

当时，学校有一位教授英文和中文莫尔斯
电码收发报的教员朱贻先，她技术熟练，发报
速度快，每分钟达150码。在她的指导下，学生
们经过刻苦学习，中英文收发报速度都可达到
每分钟120码，并初步学会了同一时刻将信息双
向传输的双工通讯。

气象课程内容，学校按初级气象专业人员
的要求，设天气常识、天气预报知识、地面气
象观测和气象仪器等几门课，有理论，有实际
操作。

气象课程教学所使用的教材是张乃召等
教师编写、刻蜡纸油印的，观测记录簿是学
生们用 16 开的毛边纸刻板印刷的。除了气象
理论，教师还带领学生进行气象观测实习，
使用的气象仪器全部是从延安带来的，由于
教学仪器很紧缺，师生们使用操作仪器时特
别小心。

学校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实习和实验。这
使得很多学生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实操训练，在
走上工作岗位后不用见习就能独立工作。

当时的学生对电讯工程知识的渴望，对学
成本领去前线战斗的迫切，都写进了“华北电
专”的校歌中。

“我们生在艰苦伟大的时代，为着大众的生
存解放，要牺牲一切，斗争到底，今天我们的
战斗任务是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战斗
的学习和生活，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体
格要健康，锻炼成革命的技术人员。我们要努
力，我们要努力，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努
力、努力完成教育的计划；努力、努力完成光
荣的任务，前线等着我们。”

在艰苦环境中培养人才

战争年代，物资紧缺，供应困难。华北电
专的师生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要克服诸多的

困难。
首先一点就是简陋的校舍环境。
学校校舍都是借用的民房。说是集中办

学，其实教室分在多处。一处在家祖庙，一处
在教堂，还有一处在村民高颂华家。

学校伙房在村民高爱成家南院。当时的伙
食，主食以小米为主，副食也只有瓜菜之类，
经常喝倭瓜汤。

西头街高兰科家院里有一棵大槐树，槐树
上挂着一口大钟，每天早晨，学生们听到钟
声，排队到家祖庙院里集合。

学校的教室、课桌，只能自己动手制作。
师生们和泥托坯，砌成一个个台子，高的就是
课桌，矮的就是凳子。学习必需的文具如纸
张、铅笔等来源也很缺乏，就千方百计地节约
使用，或者找代用品。没有纸张，就到集市上
买旧账本代替。铅笔短得手都捉不住了，就用
废纸卷个筒子套上接长了再用。学生们的书包
是用旧纸折的纸夹，四边折起中间再折一次，
与现在的卷宗相似。

学校的生活不仅艰苦，而且管理严格。学
生每天早晨跑步出操，星期一会操，白天上课
学习，晚上点名后自习，时间安排很紧。学员
们既是学生又是军人，相互见面要敬礼，去见
队长进门要喊报告。

为了躲避空袭，山洞也是学校的临时教室。
1948 年 9 月上旬，国民党飞机每天来轰炸

华北军政大学。华北电专与华北军政大学是
近邻，也就天天躲避空袭。

9 月 13 日、14 日，国民党空军先后出动多
架轰炸机、驱逐机，轰炸华北军政大学校部所
在地南新城 （距符家庄只有二三里）。由于敌机
频繁轰炸，师生们不得不搬到距符家庄4公里外
山中的山洞里上课。

1948 年 10 月 28 日，前线传来国民党要以
10 个师的兵力偷袭石家庄获鹿县一
线的消息，师生立即行动，将轻便
的教学器材连夜装上火车运往山西
阳泉，笨重的教学物资运往山洞隐
藏。部分师生向南转移，连夜行
军，最终停驻在赞皇山区继续组织
学习，并架设电台开展实习。由于
我军严密部署，国民党偷袭企图以
失败告终，不久师生们又回到获鹿
继续学习。

从 1948 年 5 月到 1949 年 3 月，
华北电专在艰苦的环境中持续为我
党我军培养并输送着一批又一批电
讯工程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它逐步发展成
为我国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先的重点
院校，在电子科技高等教育史上谱
写了辉煌篇章。

1949 年 3 月 31 日，华北电专迁
至张家口，扩建为中央军委工程学
校，学校于1949年11月27日举行开
学典礼。毛泽东主席为学校题词“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
队第一所正规化建设的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学
校的使命也由为战争培养急需电讯工程人才，
转向为军队正规化建设输送技术人才。

1951 年后，全国高校开始院系调整。1952
年 5 月 19 日，大连大学 （现大连理工大学） 电
讯系并入学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
学院。1958 年 1 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
信兵学院，8月迁往西安。1959年中央批准为全
国重点大学。

196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更名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因地处
西安，简称“西军电”。是年，毛泽东主席再次
为学院题词“艰苦朴素”。

1966年4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
工程学院奉中央军委统一部署集体转制成为普
通高校，更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 年，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成为全国重点院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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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所诞生在石家庄鹿泉区小
村庄里的电讯工程学校，在新中国成
立前，是我党我军办学规模最大的无
线电通信工程技术学校，被誉为培养
“千里眼”“顺风耳”的摇篮。

它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
身——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它逐步发展成为
我国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先的重点院
校，在电子科技高等教育史上谱写了
辉煌篇章。

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
们重温那段历史，探寻我党我军电子
科技教育的河北印记。

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新中国电子科技教育的摇篮
□杨宏伟

今 天, 在 石
家庄市鹿泉区郑
家庄、张家庄、
大 李 庄 、 符 家
庄，还能找到数
座老房子，它们
是当年华北军区
电讯工程专科学
校（以下简称华
北电专）在当地
办学的旧址。

从1948年 5
月 到 1949 年 3
月，华北电专在
获鹿县（今石家
庄市鹿泉区）办
学 的 艰 苦 岁 月
中，来自五湖四
海的学校师生和
当地老乡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

当时，华北
电 专 的 学 生 有
1700 多 人 ， 为
了 解 决 住 宿 问
题，当地老乡们
总是毫无怨言地
把最好的房子腾
出来，让给师生
们住，几个村几
乎有一半以上的
人家都住上了教
员和学生。一些
老乡则几口人挤
在一间房子里，
还有的干脆搬到
邻村的亲戚家住。

学生们经常帮助老乡推碾推
磨，挑水扫地。农忙时到地里帮
着收秋种麦。学生们唱解放军军
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
的队伍向太阳……”老乡和孩子

们也跟着一起唱。
1948 年 秋 天 ，

国民党对华北电专附
近村庄进行轰炸。为
了躲避空袭，师生们
帮助老乡在村子四周
大沟的两侧挖了很多
猫耳洞，飞机一来，
学生们扶老携幼一起
躲进猫耳洞里，躲过
多次敌机轰炸。

到 了 1949 年 春
节，学生们给村里整
修街道，按照部队标
准，把村里的大街小
巷打扫得干干净净，
规范整齐。

据 当 地 村 民 回
忆，最近几十年里，
经常有曾经在获鹿华
北电专就读的学生来

村里，追忆曾经学习和战斗的地
方，看望村里的乡亲们，共叙当
年的情谊。

华北电专3大队6队的学生
王茂本就是其中之一。王茂本是
1948 年秋天来到获鹿县符家庄
的，当时只有 15 岁，1949 年 2
月毕业后离开符家庄。

“房东对我们特别好，乡亲们
把我们当自家的孩子一样。他们
的生活不富裕，只要有点好吃的
东西，都要分给我们吃。”已是耄
耋之年的老人动情地回忆，“临走
时，房东老大娘还给我们煮了鸡
蛋，让路上吃，他们自己平时都舍
不得吃鸡蛋。”

文/杨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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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左图：：华北军区电华北军区电
讯工程专科学校在石讯工程专科学校在石
家庄市鹿泉区大李庄家庄市鹿泉区大李庄
旧址旧址。。

右图右图：：华北军区电华北军区电
讯工程专科学校一大讯工程专科学校一大
队学生装机实习队学生装机实习。。

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二大队学员毕业合照。

时任华北军
区电讯工程专科
学校校长王诤。

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在石家庄市
鹿泉区符家庄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