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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正上小学六年级，
父亲何秋阳在家中讲:“舟山要办
两所大学，一所是舟山水产学院
（即现在的浙江海洋大学前身），另
一所是舟山师专。”时任舟山地委
宣传部教育科长的父亲，负责主持
舟山水产学院筹建事宜。

1958年6月4日，父亲代表舟
山地委宣传部参加了浙江省委宣
传工作会议。会上，时任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陈冰宣布：浙江要
建水产学院，招生100名，由省水
产厅筹办，省水产厅厅长张立修
亲自挂帅……

会后，父亲向舟山地委汇报了
这一情况后，时任地委书记王裕民
即与省委相关部门交涉，要求水产
学院由舟山地委筹办。获准后，地
委立即成立了舟山水产学院筹建
班子：地委常委、秘书长江革负总
责，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黄穗具体负
责，地委宣传部教育科长何秋阳负
责主持筹建工作。

1958年8月，父亲亲自拟订了
《舟山水产学院工作计划（草案）》，
包括学院定名、院址、培养目标、办
学原则、专业设置、学制、招生、教
学原则、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授课
时间安排、组织机构（行政机构、党
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

干部配备质量要求、教学计划、教
师、开学后课程设置等等。

同时，父亲还拟订了一份舟山
地委向各县委发的文件，要求各县
委抽挑30名渔民骨干进入水产学
院轮训（普陀12名，岱山9名，嵊泗
5名，定海2名，象山2名），以提高
渔民捕捞技能。

学院校址暂设在位于定海南
门的舟山地委党校，不久搬往位于
定海北门外义桥的省水产干校校
址，1960年又陆续搬迁到沈家门平
阳浦。

关于院党委书记人选，经过三
次遴选，由舟山地委报浙江省委同
意，任命岳剑秋（规定大学党委书
记须13级以上高干）为院党委书
记。学院初期的领导班子成员为：
院党委书记岳剑秋、院长王裕民
（舟山地委书记兼任）、副书记张静
波、副院长董聿茂、副院长韩春岛
（省委任命）、党委办主任何秋阳
（不久主动去教务处任副职，由胡
明州接任）、教务处长李星颉教授、
人事处长（先陈加和，后石云鼎）、
总务处长（先石云鼎，后徐云）。

关于基础课教师，地委宣传部
从舟山中学调选了一批业务能力
强的教师。如:舟山中学原化学教
研组组长陈笃甫、舟山中学原数学

教研组组长崔濯尘担任基础课教
师。关于专业课教师，父亲通过地
委组织部将历年来从上海水产学
院毕业分配到舟山工作、适合担任
教学工作的部分毕业生，如佘显
伟、陆惠迪、于建勋等调入舟山水
产学院任教。

为了增强学院师资力量，父亲
还赴上海，想从上海水产学院（以
下简称上水院）招聘一批助教或讲
师。一开始，上水院答复现成的助
教和讲师调不出，不过同意从分配
到浙江的毕业生中，抽挑出几名优
秀毕业生。于是，当年上水院优秀
应届毕业生唐逸民、吴汉民、钱木
兴、吴挀兴等被分配到舟山，担任
舟山水产学院专业课教师。

此外，父亲还想请调一位上水
院教授，但被上水院以“工作需要
调不出”为由拒绝了。父亲没放
弃，找上水院党委书记胡友庭再三
恳求：“我们是新办大学，你们老大
学应发扬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帮
我们先把学校办起來。”

“不调但可以借一下，学校开
办起来后再还。”在父亲的“纠缠”
下，胡友庭书记虽然当场没有同
意，但松了口，“我同系里商量一
下，如果可以，请李星颉副教授到
舟山帮助做些筹备工作，开学后再

回上海。”父亲当即与胡友庭书记
约定回舟山后再联系。

父亲回到舟山，向地委宣传部
领导作了汇报，并联系胡友庭书
记，敲定了李星颉副教授暂借事
宜。随后，父亲安排工作人员专程
去上水院接李星颉副教授来舟
山。期间，担心上水院变卦，父亲
特别叮嘱工作人员：“李副教授没
来舟山，你们就住到上水院去，直
至学院放人。”

几天后的晚上，父亲说：“去码
头接李副教授。”当晚，地委书记王
裕民等领导亲自去码头，等待从宁
波驶來的“中浙一号”客轮，接李星
颉副教授。当时那敲锣打鼓的迎
接场面，至今我依旧记忆犹新。

学校初步筹建完后，父亲接地
委领导指示，于1958年9月22日在
定海陆军礼堂组织召开“舟山水产
学院、舟山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庆祝
大会暨开学典礼”。时任舟山海军
基地司令员马龙、舟嵊要塞区司令
员张秀龙、舟山地委、县委领导等
参加了成立庆祝大会。

成立庆祝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开幕。会上，由省水产厅厅长
张立修宣读省委关于成立两校的
批文；地委书记王裕民宣布两校正
式开学；舟山水产学院副院长董聿

茂讲话；李星颉副教授代表上海水
产学院致词；两位陆、海军部队首
长分别致贺词，现场气氛热烈。会
后，全体与会领导还与两校师生进
行了会餐、观看了文艺演出。从
此，舟山教育史上有了舟山水产学
院、舟山师范专科学校两所高等院
校。

筹建舟山水产学院期间，父亲
顶烈日冒酷暑，无数次奔波于杭
州、上海、北京等地，找省有关部门
求教解决一些学校筹建中遇到的
难题。学院正式开学后不久，父亲
调任舟山水产学院党委办公室主
任。父亲认为，学院最重要的事务
是教学工作，于是主动向学院请
求，去教务处抓教学工作。

同年12月，父亲为学院制订了
《学院工作计划纲要》，理顺了政治
挂帅、生产劳动、教学工作三者的
关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付出，舟
山水产学院几经更名浙江水产学
院、浙江海洋学院，到现在的浙江
海洋大学。校址也一再搬迁，从舟
山地委党校到原省水产干校（定海
北门外）、普陀平阳浦，到现在的舟
山长峙岛。

（本文根据本人父亲生前留下
的舟山水产学院筹建部分亲笔原
始材料和其生前叙述，以及相关当
事人回忆撰写而成。部分照片来
自浙江海洋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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