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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舟山水产职业教育
□杨宁 郭丽娜

学宫开办定海渔业
技术传习所

舟山近代水产职业教育起源
颇早。辛亥革命后民国7年（1918

年），国民政府农商部派江苏省立
水产学校渔捞科主任、技士李士襄

(又名李东芗）到定海，借学宫（在

现定海一中校园内）开办部属定海

渔业技术传习所、渔业试验场，自

任所长兼场长，历时8年时间。招收

省内甬台温沿海渔家子弟入学，进

行技术训练，改进渔具渔法，购入

表海号渔轮供实习。

《上海海洋大学志》记载：“民

国7年（1918年）1月，渔捞科主任李

东芗受命赴定海，筹办中国第一所

渔业技术传习所及渔业试验场。”

农商部渔牧司司长汪扬宾还曾到

传习所演讲渔业技术改良问题。这

所渔业技术传习所是浙江现代性
质的海洋教育起源，开启了舟山水

产职业教育先河。

从台州到舟山，开
启北移之路

民国6年（1917年），浙江省教
育司决定在浙东台州渔区开办一
所水产职业学校，培养水产技术人

才。初名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

校址在临海县葭沚镇（今椒江区葭

沚街道）椒江书院内。学校开办以

来，面向全国招生，南至广东，北至

山东，都有学生前来报考。学制采

取预科两年、正科三年。学生需穿

水手服装，以便学习期内适应水产

作业生产。学校自备有实习用渔轮
一艘，载重量30吨。

民国 14年（1925年），该校内
部发生新旧校长交替席位之争，

又因经济问题导致学生罢课，管

理混乱，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浙江

省立甲种水产学校两任校长期

间，共办学10年。民国16年（1927
年）这所水产学校结束在葭沚的
办学使命，省教育厅决定把学校
迁往更加接近渔区的舟山群岛定

海县，继续办学。

民国 6年 （1917年） 至 23年
（1934年），浙江省实业厅在定海县
大校场（现定海城区环城西路海军

司令部）设立一个省立水产品制
造模范工厂。民国16年（1927年），
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从临海迁
到定海，与省立水产品制造模范

工厂合并，改称为浙江省立水产科
职业学校。次年春天分科招生。厂

校合并后，厂名更为省立水产品制
造厂。

民国20年（1931年），该校有学
生108人、教职员27人，设渔捞、制

造、职工3科。民国22年（1933年），

改为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招收

初中毕业生入学，学制三年；另外

将高小毕业入学的学生编为初级

水产职业班，属技工学校性质。教

学设备也得到充实、改善，除原有

工厂具有水产品加工用的各种设
备外，还新建海上实习用的铁壳渔

轮一对，150吨级水产冷库一座，各

种实习实验设备比较完备。民国23
年（1934年）10月，学生对校长不

满，引起学潮，浙江省建设厅将学
校停办，改为浙江省立水产试验
场，开设水产训练班、渔业指导人

员训练班。

抗日战争爆发后，省立水产试

验场停办。学校校舍和设备，除渔

轮被海上警察局接管外，大部分保

留下来。民国28年（1939年）夏，定

海被日寇侵占，部分图书和仪器设
备转移到乡间获得保存。抗日战争

胜利后民国36年（1947年）9月，浙

江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恢复办
学。民国38年（1949年）2月，学校

又有4个班级158名学生；5月因时
局动荡、内部管理混乱，学生又罢

课请愿，于是向学生发放肄业证书

后解散，学校停课。

舟山解放后，一分
为二孕育新校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950

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人民政权建

立后，舟山旧有的水产技术教育得
到了调整和布局。当年，人民政府

将在此办学23年的浙江省立高级
水产职业学校师资归并到省内平

湖乍浦的国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
办学。1951年11月，乍浦的国立高
级水产职业学校又并入上海水产

专科学校，该专科学校后来发展
为现在的上海海洋大学。浙江这

段水产职业教育历史也成为上海
海洋大学百年办学史的少许部

分，《上海海洋大学志》 记载：

“1951年11月，经华东水产管理局
批准，浙江乍浦国立高级水产职
业学校并入，与原职业部合并成

立技术部，对外定名为上海水产
专科学校附设水产技术学校，设

渔捞、制造、养殖、轮机4个科和渔

村师范班。”

浙江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

名义上迁移至乍浦，但是在舟山办

学遗风遗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舟
山后续的水产职业教育。

1958年创办的舟山水产学院，

与民国时期的这所水产职业学校
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有三：一，作

为舟山水产学院筹建办学的重要
基础学校———浙江省水产干部学
校，1956年建校时就继承了原省立
高级水产职业学校不动产校舍，设

立在该校园内。二，舟山水产学院

部分教师本来就是原省立高级水
产职业学校教师。三，舟山水产学

院创办时初设工业捕鱼、水产加

工、养殖3个本科专业，与省立高

级水产职业学校设立的渔捞、制

造2个专业，培养领域基本相同。

舟山历史上第一所
高等学校创办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经过

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后，教育事业又

开始逐步得到新的恢复发展。浙江

省也开始唤醒一度沉寂的海洋，积

极谋划开展海洋渔业人才培养，舟

山水产学院开始酝酿筹建并应运

而生。

1957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渔
业工作会议上，浙江省代表提出创

办浙江的水产学院。后经中共浙江

省委批准，根据当时发展水产“以

捕为主”的方针，决定将校址设在

舟山，名称为舟山水产学院。1958

年9月，学院正式开学，办学地点设

在定海县城南门外舟山地委干部
学校内。学院设工业捕鱼、海水养

殖、水产加工3个本科专业，首批招

收本科生83名，预科生60余名，另

有干部补修班学生170名。同年10
月，浙江省水产干部学校并入，舟

山水产学院就从南门外搬迁到北
门外的水产干校上课。

舟山水产学院首届学生开学
典礼是1958年9月22日在舟山海
军礼堂举行。调任中共定海县委书

记岳剑秋为学院党委书记，后来上

海水产学院支援前来办校的李星
颉任教务长。1960年，学院又增设

淡水养殖、海洋水文气象、海洋渔

业资源3个专科专业。同年，浙江

省政府拨款，开始在普陀平阳浦新
建校舍。1961年下半年开始，教学

楼、办公楼、宿舍、食堂等建筑物

先后竣工，学院师生陆续迁入新校
址办学。

就这样，舟山历史上第一所高

等学校———舟山水产学院完整地
建立起来。以舟山为代表的新中国
成立初期浙江海洋水产职业教育

又得到了恢复与提升、发展和繁

荣，为当代浙江乃至全国海洋渔业
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培
养和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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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渔场是世界著名的渔场。自近现代以来，舟山水产职业教育伴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而诞生，培养了一

代代海洋捕捞和水产加工技术人才，满足了舟山渔业生产的需要。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

立初期，舟山都办有水产职业教育机构或者专业性高等院校，理清前后的办学历程，探清历史脉络，把水产职业

教育历史无缝地梳理好，对我们办好当代舟山海洋教育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1958年舟山水产学院最初校址

建院初期教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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