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主干道路名释义 

宿迁路 

“宿迁路”源于学校前身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

（1933—1937）所在地地名江苏省宿迁市。 

2001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原四川建筑材料工业

学校基础上建立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3 年成立的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学校几易其址，

数次更名，经历了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四川省立江津

窑业技术学校、重庆建筑工程学校、四川非金属矿山半工半读中

等技术学校、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等发展阶段。 

1933 年春, 留学日本归来的章继南（时任江苏省立宿迁中

学校长）为顺应实业救国大潮，在江苏省立宿迁中学（创建于

1927 年）增设玻璃职业高中班，同年江苏省立宿迁中学更名为

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开启我国最早玻璃类职业教育。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北沦陷无法继续办学，学校踏上

漫漫内迁之路。 

 

江津路 

“江津路”源于四川省立江津窑业技术学校（1939-1949）

办学所在地地名原四川省江津县。 

2001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原四川建筑材料工业

学校基础上建立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3 年成立的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学校几易其址，

数次更名，经历了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四川省立江津



窑业技术学校、重庆建筑工程学校、四川非金属矿山半工半读中

等技术学校、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等发展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苏北沦陷，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内

迁西南大后方，经湖北沙市、汉口等地并建立苏北联合中学，后

章继南校长带领 400 余名师生艰苦跋涉到达重庆。1939 年与四

川省立重庆高级陶瓷专科职业学校合并成立四川省立江津窑业

技术学校，章继南应邀任校长。学校设置初职部和高职部，修业

为 3 年，先后开设模型、辘轳、绘画、烧成、陶瓷、玻璃、水泥

等专业。1944 年 3 月冯玉祥将军到校留下“收复失地”题词，

师生将其烧制成瓷盘保存，现已成校史馆镇馆之宝。 

 

重庆路 

“重庆路”源于重庆建筑工程学校（1952-1965）办学所在

地地名原四川省重庆市。 

2001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原四川建筑材料工业

学校基础上建立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3 年成立的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学校几易其址，

数次更名，经历了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四川省立江津

窑业技术学校、重庆建筑工程学校、四川非金属矿山半工半读中

等技术学校、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等发展阶段。 

1949 年四川江津解放后，学校归属西南军政委员会管理，

迁址重庆市巴县百节乡并更名为“川东区窑业技术学校”；1952

年并入西南建筑工程学校设立窑业科；1953 年与重庆第一土木



建筑学校合并成立重庆建筑工程学校，隶属西南建筑工程局，校

址迁入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湾（现重庆大学 C 区）；1958 年升格

为重庆建筑材料工业专科学校，隶属中央建筑工程部。1965 年

划归新成立的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管理并开始迁出。 

 

石棉路 

“石棉路”源于四川非金属矿山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

（1966-1975）办学所在地地名四川省石棉县。 

2001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原四川建筑材料工业

学校基础上建立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3 年成立的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学校几易其址，

数次更名，经历了江苏省立宿迁玻璃科职业学校、四川省立江津

窑业技术学校、重庆建筑工程学校、四川非金属矿山半工半读中

等技术学校、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等发展阶段。 

1965 年 9 月，根据 “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

和“平战结合”的中央战略，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安排部署重庆

建筑工程学校搬迁至四川雅安地区石棉县，更名为四川非金属矿

山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以石棉矿山为依托实行半工半读，因

矿山远离城市，交通不便，教学环境差，加之受“文化大革命”

影响，教学工作几乎停止，课程教学演变为矿山劳动。1973 年 9

月经原国家建委批准，开始迁校选址，1975 年迁至绵阳现址，

学校更名为四川省建筑材料工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