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霪
蓬



丹东市校志选编
(大中专学校辑)

丹东市教育委员会史志办公室



主

编纂人员

编 王煜光 寿菜某妻蒌鍪毳委员会书记

副主编仇国政

王经临

总

编

中共丹东市教委委员会常委

丹东市教委副主任

丹东市教委史志办公室主任

纂初启章

辑于景福王经临关键 冯宝良

初启章范文正 张爱华张普

傅英训

工作人员蔡玉秋



—■‘，—工．

月玎 吕

编写校志、校史不仅可以。存史”，而

且可以起到。教化”、。资政”的作用。

一部教育志，一部校志、校史就是中国

近现代史的缩影．是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古今中外的

教育家在对师生进行思想晶德教育时，无

不重视乡土教材．无不重视从爱学校、爱家

乡抓起．以校志，校史为教材进行思想教育

是比较直观生动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很值得提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的干部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充分发挥

教育史志的。资政”作用．认真了解掌握当

地和学校的教育历史与现状．吸取先辈创

造的文明成果，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

今天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发扬优

势，发展形势，为贯彻‘丹东市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I，进一步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大力开展名教师、名校长、名学校的活

动，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把

丹东的教育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做出贡

献。

自1984年以来，我市各级各类学校都

相继编写了自己的校志、校史，这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为了进一步开发、发挥其功

能作用，我们将分批整理编辑出版《丹东校

志选编’．

盛世修志、功垂青史。本书在编辑过程

中始终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领导

和教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撰稿人员付出

了辛勤劳动，对此谨致诚挚的谢意。由于人

力不足及编辑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

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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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校
1 9 88．5～1 9 9 7．1 2

概 况

一、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的建立

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辽宁财专)。

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为适应辽宁经济发展对财

经人才的需要．于1988年5月16日经国家教委批

准建立．辽宁财专筹建于1985年．始建于1987年．

1990年全部建成．

辽宁财专是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需要．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较高．具有

较强财经管理实际工作能力，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

标．设计规模2000人．学制三年．具有现代化教学设

施的新型的财经类瞢通高等专科学校．

1985年初．辽宁省财政厅领导。就酝酿建立一

所厅属财经类高等专科学校．同年秋天责成有关处

室组织有关人员．对全省财政系统的干部队伍及全

省县级以上企(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队伍的数量、

年龄、学历结构、专业水平及来源渠道等情况进行了

调查研究．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全省

。两个队伍”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和必要的论证．从中

看出辽宁省“两个队伍”的数量不足．学历偏低．业

务水平急需提高．据当时调查材科表明．全省企

(■)业财会人员．约32．5万名．其中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的仅占百分之十几．显然不适应辽宁经济发展

对财经人才的需要．同时．每年衙增补的新生力量来

源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改变这种状况t辽宁省财

玻厅领导经过充分的考虑于1985年12月3日．以

辽财会字(19857 372号文件向辽宁省政府提出．请

示筹建辽宁财专的报告．1985年12月13日．辽宁

省政府辽政字[19857 145号文件批准筹建辽宁财政

专科学校．校址设在丹东．

1985年12月28日。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高

教局、丹东市政府在丹东宾馆联合召开了关于筹建

辽宁财专的专门会议．省财政厅厅长张敏、督导员贾

士
·阶

汝华、人事处长关继英；省高教局长王纯山、基建处

到处长丁国良l丹东市副市长张自栖、张忠．市计委

文劳处长丁安祥．财政局长郑孝伟．教育局副局长兴

成竹；省财经学校原校长隋长江、党委副书记车振国

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经过热烈地讨论．

对创办辽宁财专的认识非常一致。决心很大。

会议结束后．辽宁省财政厅与丹东市政府签订

了“关于筹建辽宁财政专科学校的坍议”。在协议的

条款中．对筹建辽宁财专所迁涉的一些事宜，都做了

明确的规定。同时．成立了以辽宁省财政厅厅长张敏

为首的、财政厅及丹东市政府有关领导参加的。辽宁

财专筹建领导小组．并组织专门的筹建机构和队伍。

以做好筹建辽宁财专的各项工作．

1986年2月20日辽宁省财政厅以辽财人字

C1986)68号文件批准建立辽宁财专筹建处．2月24

日省财政厅人事处长关继英同志来丹．在辽宁省财

经学校召开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省财政厅关于建

立辽宁财专筹建处的决定．并宣布抽调辽宁省财经

学校原校长隋长江及粱文国，刘纯禹、姚士清四名同

志为筹建处首批成员．隋长江同志为负责人．1986

年3月末。省财政厅决定抽调辽宁省财政学校党委

书记司马宝成同志到辽宁财专筹建处工作．任负责

人．随后由辽宁省财经学校抽谰和从外单位调入部

分同志先后到辽宁财专筹建处．截止到1986年6月

末．辽宁财专筹建处已有27名成员．形成了一支比

较有力的筹建工作队伍．筹建工作已经开展起来．同

年9月10日‘丹东日报'发农了。省政府批准在我

市新建一所高等学校”的文章．1986年lO月17日，

辽宁财专筹建处在‘光明日报)刊登了招聘教师的启

事．开始向全国招聘教师．10月又抽调辽宁省财经

学校副校长苏郁生同志．到筹建处任负责人．筹建处

的领导班子基本形成．三名领导的分工t司马宝成同

志牵头并负责党务工作和基建工作·苏郁生同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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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教师招聘和教学准备工作，隋长江同志负责行政

管理和征地动迁工作。省财政厅规定，辽宁财专在筹

建期间。按县团级建制．接受辽宁省财政厅和丹东市

政府双层领导．

1986年4月辽宁省计委批准了省财政厅上报

的。辽宁财专建校计划任务书”．明确了辽宁财专建

校的占地面积，建筑规模，总投资额及建设工期。

根据省计委批准的“计划任务书”的要求，立即

委托丹东市规划处．规划辽宁财专建校平面图。先后

拟出八个方案，经省财政厅和丹东市政府领导共同

审查确定了建校布局的总平面图．

校园建设的主要工程项目．特别是主体工程

——教学楼．是由辽宁省设计院设计．经过多次修

改。于1987年7月确定了最佳设计方案。7月22日

举行了主体工程教学楼奠基典礼。省财政厅顾问张

敏、警导员贾汝华、丹东市剐市长张汝明、计委主任

贾枫、省财政研究所所长吕万泰等领导同志出席了

奠基典礼。并为基石培土．丹东市财政局、电台、电

视台、报社、师专等十七个单位派代表参加了奠基典

礼表示祝贺。7月25日‘丹东日报)发表了“辽宁

财政专科学校在我市动工兴建”的重要文章．1988

年5月16日国家教委教计字09883 85号文件．批

准辽宁财政专科学校正式成立。同时批准辽宁财专

当年招生160名．设财政、会计两个专业．

辽宁财专成立后．于1990年8月．聘请著名书

法家。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原主任段云同志题写了校

牌．1993年经国家教委C19933 76号文件核准．更

名为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财专从筹建开始到学校建成的整个过程

中．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辽宁省政府等上级领导机

关的亲切关怀．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计财司长王显

明、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李延龄．财政部原副部长

迟海宾、田一农，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原刖省长王

纪元．省财政厅长纪玉英．省财政厅原厅长张敛、高

承和．原副厅级调研员贾汝华。原副厅长江小松、白

银番、于建勋、翻厅长邸红事．以及丹东市委、市政

府领导同志郑平、王文谦、牟心海、张自栖、张忠，

张英慧、赵华等多次来校视察、指导工作。并为学校

曩词．

二、辽宁财专的现状

辽宁财专坐落在我国量大的边境城市——丹

东．校园位于丹东市元宝区临江后街116号。她面向

珍珠山．背靠鸭绿江．依山傍水．环境优美．隔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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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新义州市相望．

学校占地总面积约17．3万平方米．分为校园区

和教职工住宅区两部分．

校园区占地面积约14．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7435平方米．校园建有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学生食堂

、图书馆、体育馆、报告厅、招待所、浴池、卫生所、幼儿

园、综合服务楼以及其它配套的附属设施。校园区按

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了绿化和美化．

现代化标准的教学楼，是由主楼和两侧配楼组

成．显得十分雄伟壮观。建筑面积为13397平方米。

设有规格不同的阶梯教室5个、语音室2个、计算机

房4个、模拟实验室4个、影视室1个、合班教室5

个、40人型教室50个．有配套齐全的电化教学设

施：摄录象室、编辑室、演播室以及闭路电视和外语

教学广播电台。

三栋学生宿舍楼．建筑面积为11699平方米．学

生食堂二座建筑面积为3584平方米．学校建立了物

业管理公司，对学生宿舍实行公寓化管理。宿舍房间

宽敞、空气畅通、采光合理、冷暖适宜、美称学子之

家．可容纳2000名学生同时住宿。

图书馆建筑面积为6000平方米．现有各种图书

16万多册．经济类图书约占60％．600余种期刊杂

志．100多种报纸。阅览室宽敞明亮．约有1000多

个阅览座位．极大地方便了师生们学习和阅览．

报告厅设有1100个座位．建筑面积为3180平

方米．配备了较先进的电影放映座机，大屏幕投影

机、成套的音响设备．

学校有标准的体育场地和齐全的体育器材．对

体育教学和师生开展群众性健身活动提供了方便条

件．建有1727平方米的体育馆、400米标准跑道的

运动场、足球场、室内外篮球场8个、排球场4个、

网球场1个、晕冰场1个．另外还有塞外游泳池、奠

身房等。各种体育器材都比较齐全·能够满足体育敖

学和群众性健身活动之用．

在校园区外．建设了封闭式的教职工生活区．占

地面积约27997平方米．财专住宅小区．是1987年

开始建设．1992年建成．于1992年在丹东市元宝区

珍珠路办事处的关怀下·建立了辽宁财专住宅小区

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竞支部·负责小区的全面管

理工作。截止1995年9月·小区内已建成12栋住宅

楼．总建筑面积26528平方米．共有390套三水一汽

的住房．小区建立了收发室、加热站、食堂、商店等。

专为小区的教职工服务．

辽宁财专职工住宅小区·进行了绿化和英化．筑



种了各种树木、花草．建筑了事榭和花房。美称花园

式的小区，曾多次获得省市两级文明小区的光荣称

号．

辽宁财专褒属辽宁省财政厅领导．剐厅级单位．

学校现定编制607人．实有教职工362人．其中专任

教师156人．兼职教师34人．专兼职教师的学历结

构；硕士11人I研究生18人(有30多人在读研究

生)．本科生148人、专科生13人I职称结构是：教授

7人、副教授57人、讲师93人、助教26人。未定职

称5人(以上数字均为在职人员)．

辽宁财专现开办全目制大学专科、成人大学专

科的脱产班、函授班和财政系统的在职干部培训等

教育层次．全日翻大学专科在校生2000余人。编成

49个教学班．全校设立6个系、11个专业并辅设9

个专业方向：财政金融系设置了行政事业财务、财

攻、金融3个专业9个教学班—}计系设置了会计学

1个专业lO个教学班I经济管理系设置企业管理、

财经文秘、工商行政管理3个专业5个敏学班l投资

系设置投资经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2个专业

6个教学班l外经系设置国际商务1个专业11个教

学斑I计算机信息管理系设置经济信息管理与计算机

应用1个专业8个教学班．

成人教育与全日铡大学专科同步开始办学．

1988年经省财政厅批准．建立辽宁财专成人教育

部．成教部是校内正处级单位．成教部成立初期确定

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全省县(区)财政局长和市(县)

财致干部培训、大专层次的专业证书教育．根据全省

财经事业发晨对财致干部学历层次不断提高的要

求．我校已经具鲁了开办成人大专函授教育的条件．

予1992年3月学校以辽财专成字C1992]11号文件

向省教委申报．请示开办大学专科层次的函授教育。

1992年lO月7日省教委辽教通字1：1992]309号文

件批复了学校开办大专函授的请示．并同意函授教

育开设财政、财务会计、投资经济譬理3个专业．予

1993年秋季开始招生．

1992年12月5日省财政厅以辽财党宇C19927

7l号文件决定对厅属学校的布局进行调整．决定对

内撤销辽宁省财经学校的建制．将省财经学校整体

并入辽宁财专I建立辽宁财专中专部．负责接管辽宁

省财经学校尚未毕业的全日制中专学生的教学和管

理工作．同时．辽宁财专成敬部迁至辽宁省财经学校

校址．接管辽宁省财经学校成人教育部分的辽宁省

财经学校函授部和成人教育办．中专部是临时机构。

两届中专全日制在校生毕业后．子1994年8月撤

铺．

辽宁财专成教部迁入辽宁省财经学校后．对校

园进行了改造，对原有建筑进行了维修．办学条件得

到很大的改善．辽宁财专成人教育部．现占地面积

1866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2000平方米．有教学

楼、学生宿舍楼、图书馆、招待所、食堂以及小型运

动场等办学的基础设施．1995年7月经辽宁省政府

批准建立辽宁省财经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校址设在

原辽宁省财经学校。成人中专隶属辽宁省财政厅领

导．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辽宁财专受省财政厅的

委托代管成人中专．

辽宁财专成教部与辽宁省财经成人中专合署办

学．成人中专的校长，副校长分别兼任成教部主任、

副主任．两个学校一套班子．分别设绾，分日管理．

对外挂两块牌子．对内是一套机构，大专、中专两个

层次的成人教育同时开办．

大专成人教育以函授形式为主、脱产教育形式

为辅分别招生．函授教育是远距离的教学与管理．为

适应这个特点．在省财政厅的领I≠下．在各市财政部

门的支持下，辽宁财专成教部在全省各市(含部分

县)建立了15个函授站．18个函授点．对成人函授

教育实行校、站、点三级管理．在全省已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管理网络．成人教育由初始3个专业已发晨

到10个专业．在籍的大专函授学员2165人，大专脱

产班学员521人、大专专业证书班学员1785人t毕

业、结业共4000余人．

辽宁财专从1985年开始筹建．1988年正式建

立、开始招生到今天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发展历程．辽宁财专基本上实现了设计规模的招

生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办学特色．正在向

。一流的办学环境、一漉的师资队伍、一漉的譬理水

平，一流的教学质量”宏伟目标而努力謇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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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领导与管理

第一节 领导体制的转换

1985年12月辽宁省政府以辽政字(19853 145

号文件批准筹建辽宁财政专科学校．成立了以省财

政厅厅长张敏为首及省厅、丹东市政府有关领导参

加的辽宁财专筹建领导小组．下设筹建处。由司马宝

成、隋长江、苏郁生三人负责。

1988年5月16日经国家教委批准辽宁财专正

式成立．1988年4月．辽宁省高教工委任命杨维祖

为辽宁财专首任校长．并组成学校行政领导班子．筹

建处的使命到此结束。学校成立初期．省财政厅党组

决定辽宁财专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行政领导班子

在校长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

管理工作及思想政治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负责．

涉及全校重大问题决策时校长主动听取党委意见．

党委班子负责学校的党务工作．积极开展全校师生

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学校的各项重大问题实行

保证监督。副校长是校长的助手．具体负责学校某一

方面的行政工作。副校长的任职由厅党组任命．

为实行校长负责制．省财政厅于1988年8月

18日至20日在辽宁财专召开了由旺宁财专、辽宁

省财经学校、辽宁省财政学校三所学校党政主要颁

导参加的实行校长负责制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之

前．三校都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各校初步制定了与

校长负责制相适应的一些暂行规定。例如‘实行校长

负责制实施方案>、‘校长工作暂行条例>、‘党委工作

暂行条例>、‘教代会工作暂行条例)、t教师职务聘任

制方案)等．以利于校长负责制的实行．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辽宁财专从1991年

起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目的在于保证党

在学校的颁导地位．确保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既要发挥

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又要抓好学校重大同题的决

策，不包揽行政事务．校长要向党委负责．在党委领

导下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

校长是学校行政负责人．是学校的法人代表．任

期三年．

校长对学校中层干部实行聘任制．任期两年．在

。4。

聘任前由学校组织部门进行考核，中层干部对本部

门的工作全权负责。

第二节党群组织建设

一、党的组织建设

1988年5月17日中共丹东市委组织部批准成

立中共辽宁财专委员会筹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

员有：关继英、杨维祖、刘维玲。负责召开辽宁财专

第一次党员大会的组织工作及组建中共辽宁财专第

一届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1988年9月26日中共辽宁财专第一次党员大

会召开。实有党员80人．因病因事缺席7人．实到

73人。会上．关继英同志代表筹建领导小组傲了题

为“改革创新．从严治党．为建设一所新型财专开拓

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辽宁财专第

一届委员会．选出委员4人。他们是：关继英、杨维

祖、司马宝成、刘维玲。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本届党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委员3人．他们是：司马宝成

(书记(兼))、邵茂昌(专职副书记)、蔡丹阳(委

员)．

首届党委正处于探索党政分开，实行校长负责

制的时期．也是奠定党的工作基础．逐步提高党建水

平的重要阶段．

从1989年起校党委对基层竟组织实施党建目

标管理．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开展民主

评议党员工作．开展“学雷锋．比贡献．做模范．创

先进”即。学、比、做、刨”活动．促进了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发挥．1990年在学校进行的四项成果奖

(教学、科研、服务、育人成果奖)的评选中党员占

75％．26名党员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锋党员。1991

年校党委放丹东市委授予先进党委称号、业余党校

(主要对象是学生)被评为先进基层业余党校．会计

系党支部放评为丹东市。学、比、做、创”先进党支

部．

1991年12月29日中共辽宁财专第二次党员

大会召开．实有党员126人．因病、因事缺席2人．

实到124人．会上．杨维祖同志代表第一届委员会做



题为“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党的建设．为培养合

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奋斗”的

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辽宁财专第二届委

员会．选出委员7人，他们是：杨维祖、李胜沪、苏

部生、刘维玲、张今越，张福堂，周文显。大会选举

产生了本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委员5人，他

们是：李胜沪(书记<兼>)．蔓永褰(专职副书记)、

孙长义、宋畅发、徐刚。

省财政厅党组已明确．本届党委开始实行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本届党委的主要工作目标是

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认真落实学校制定的《“八五”规划'．在

现有基础上，稳定发展．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办出

特色．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先后建立了七个党总

支。下属29个党支部。党委下发了《关于加强思想

敢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决定'．建立党员责任区．加强

党建目标管理．开展“双评”、“双学”、。双工程”活

动．表彰先进．推动后进．几年来涌现出优秀党员63

名．先进党务工作者6名。先进党支部13个．发展

党员209人．辽宁财专党委又一次被丹东市委授予

先进党委称号．．

1996年5月25日中共辽宁财专第一次党员代

表大会召开．实有党员266人．其中预备党员40人．

由全校19个选举单位选出代表70人为大会正式代

表．到会代表70人．会上，贺昌同志代表第二届委

员会做了题为“努力拼搏．实现‘九五’工作目标．

为迎接新世纪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

中共辽宁财专第三届委员会．选出委员8人．他们

是：贺昌，刘万东、李胜沪、谷义、张国升、张福堂、

周文显、郑永海．大会选举产生了本届党的纪律检查

委员会．选出委员5人．他们是l李胜沪(书记

(兼>)、韩为民(专职副书记)、孙长义、徐刚、戚玉

霜．

本届党委任职期问主要工作目标是落实。九五”

规划．带领党员和群众为把辽宁财专建成国内一漉

学校努力奋斗．

=、群团组织建设

1989年4月28日召开了辽宁财专第一次工会

会员暨教职工代表大会．选出大会代表68人．出席

大会代表60人．列席代表7人．会上．校长杨维祖

傲了题为“团结进取．锐意改革．为实现八九年辽宁

财专基本建成的总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大会选

举产生了辽宁财专第一届工会委员会．选出委员9

人．他们是：隋长江(工会主席)、曹振东(工会副

主席)、王新(专职委员)、周殿臣、顾力军、鲁恒元、

钟玉柱、付胜、张福堂等同志为委员。大会确定了本

届工会委员会的工作方针和目标．讨论通过了“辽宁

财专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细则”．讨论了“四

项成果”奖励条例。

根据本届工会的工作方针和目标．特别是辽宁

财专建立不久．抓职工教育．提高职工索质是第一位

的．组织会员和职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

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提高会员

和职工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学校工会于90

年向全体教职工发出了《开展学习雷锋精神．树立良

好校风活动)的通知，并组织广大职工投身“奉献

El”活动；又于同年“五四”青年节组织全校青年教

工到五龙背荣军疗养院访问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提高爱国热情。工会承担举办《发展中的辽宁财

专'大型图片展．颂扬财专建设中的奉献精神。加强

民主管理，发挥职工代表的作用。几年来。多次召开

代表会议．讨论学校的发展规划．住房分配方案．医

疗保健制度．奖金分配方案．各项成果奖励条例等．

开展“合理化建设”活动．围绕以教学为中心．提出

。教书育人”．“师德杯”竞赛活动方案．提出民主评

议干部．促进廉政建设．从严治校等建议．通过这些

活动使广大职工都来关心财专的建设和发展。

1994年7月13 13至14日召开了辽宁财专第

二次工会会员暨教职工代表大会．推选正式代表

116人．列席代表13人．特邀代表6人。会上．■

振东同志代表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傲了题为。团结动

员全体教职员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提高索质．同

心同德为辽宁财专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的工作报

告。大会选举产生了辽宁财专第二届工会委员会。选

出委员11人．他们是：曹振东(工会副主席)、周殿

臣、张毅(专职委员)、李秀明、顾力军、宋玉琪、孙

承军、鲁恒元、高景茂、王忠祥、罗俊为委员。大会

还讨论了“辽宁财专家属住宅分配办法”并就此方法

提出若干修改意见。

本届工会委员会根据中国工会十二大提出的工

作方针．学校工会必须努力实现以下工作任务，认真

学习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探索高校工会工

作的新路子l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职工队伍素质

建设．不断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依法维护职工权

益．进一步提高民主瞥理水平l不断加强工会自身建

设。增强基层工会的活力．确保学校提出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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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规划)的实现。

1988年11月19日召开了共青团辽宁财专第

一次代表大会，现有团员238人．其中教工团员79

人。学生团员159人．正式代表122人(教工代表43

人．学生代表79人)。会上。史广政同志代表共青团

辽宁财专委员会筹建领导小组做了题为。坚持改革，

不断创新。开创我校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的工作报

告。大会选举史广敢同志为第一届团委副书记(主持

工作)．委员有：吕志霞、吕继臣、田慧、宋志刚、范

囊．大会确定了本届团委的工作目标。在教育改革中

加强团的建设I全面实现“团要管团”．充分发挥团

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

贯彻执行。通过推行“团员证制度”提高团员素质．

壮大团员队伍。开展“团建目标管理”、“达标争优”、

。双达双升”活动．使团建工作走上了系统化、科学

化发展轨道。从1989年3月起．举办多期业余党校

培养一大批学生骨干．1990年4月．第一个大学生

学马列小组成立，到1992年初已发展到36个小组．

400多人参加学习。三年来。有300多名团员被党组

织确定为非党积极分子．有十余名团员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校团委连续三年被团省委、团市委评为先进

团委．三个团总支、二十多个团支部被评为市先进团

支部和学雷锋先进集体．

1992年4月11日召开了共青团辽宁财专第二

次代表大会．现有团员1245人．正式代表135人．会

上，史广政同志代表第一届团委做了题为“高举团旗

共携手．带领青年跟党走，培养‘四有’合格人才的

伟大实践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史广政

同志为第二届团委书记。委员有：吕志霞、王丹梅、

焦膈、张迎春、赵世君、王力华、蔡海英、申甲中、

周建舒、朴兴林、刘文卓、王萌、赵冰、杨悦、郑思

权、田红兵．大会确定了本届团委的工作目标．就是

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信念，培养“有理想、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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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作出新的贡献．

通过坚持“一情两史”教育和加强。一组两校”

建设．引导团员青年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增

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马克恩主义理论和特

色理论教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全校有马列学习小组48

个．学员有600余人，召开各种交流会、答疑会．举

行知识竞赛十余次，发表有价值的论文、调查报告、

学习体会、交漉材料50余篇。业余团校、业余党校

培养600余名优秀学员。三年来．有1346名学生被

党组织确定为人党积极分子．有200名优秀团员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6年1月8日召开了共青团辽宁财专第三

次代表大会。现有团员1749人，正式代表145人。会

上．吕志霞同志代表第二届团委做了题为“肩负历史

赋予的使命．为培养跨世纪的一代‘四有’新人而努

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吕志霞同志为第三届

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委员有：于海涛、王丹梅、

车滢滢、尹朝宇、石勇、石蛸松、石晶、史鹏程、伍

俊华、付刚、吕继臣、朱静、齐志剐、孙黎明、张中

伟、张莹、邹金波、郑丽欣、姚红雨、胡君科、聂振

英。本届团委确定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是：以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

本路线为指导．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

以《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为主线，以。四有”为

目标。以实践为课堂．努力引导青年学生用科学的理

论武装自己，用高尚的精神塑造自己．用现代科学知

识提高自己．更好地带领全校广大团员青年为实现

党的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本届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校党委硎书记李胜

沪同志代表校党委．作了题为。为培养跨世纪的一代

‘四有’新人而努力奋斗”的讲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校级党政领导千部继任衰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问 职务 姓 名 性别 任职时问 职 务

关堪英 男 1988．4—1991．12 党委书记 司宝成 男 1988．4—1988．7 副校长

杨维扭 男 1991．12—1993．5 党委书记 苏部生 男 1988．4—1996．1 副校长

贺 昌 男 1993．5—1997．6 党委书记 陈蕾 男 1988．7—1993．6 副校长

司宝成 男 1988．7—1990．3 党委删书记 李胜沪 男 1989．8—1997．6 副校长

1991．1l一1997．6 党委刚书记 秦开春 男 1993．6—1996．1 副校长
季胜沪 男

1997．6一今 党委书记 张围升 男 1993．10一今 剐校长

杨维祖 男 1988．4—1995．9 校 长 谷 义 男 1996．1一今 副校长

刘万东 男 1995．9一今 校 长

中层党政干部继任表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职务 姓 名 性别 任职时问 职务

1988．11—1992．1 外经系主任 朱景熹 男 1989．8——1996．7 图书馆馆长
刘太昌 男

1992．1一1995 经管系主任 1992．1—1996．7 计财处副处长
顾力军 女

1988．11—1992．12 会计系主任 1996．7一今 计财处处长
张世元 男

1992．12—1994．11 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1992．1—1996．7 德育教研室副主任
徐 喇 男

田锯文 男 1988．1l一1994．3 政教部主任 1996．7—1997．9 德美教研部主任

1988．1l一1989．8 投资系剐主任 冯云国 男 1992．1—1996．7 体育教研室剐主任
刘纯禹 男

1989．8—1992．1 投资系主任

1992．1—1996．7 体育教研室副主任
1988．1l—1992．1 外经系翻主任

李栋 男 1996．7—1997．9 基础部副主任
鬃峰 男 1992．1—1996．7 教务处剐处长

1997．9一今 体育部捌主任
1996．7一今 科研处处长

1988．1l—1992．1 基础部副主任 毕务勤 男 1992．1一1994 图书馆剐馆长
殷继镧 男

199Z．1——1995．9 基础部主任 1992．1一1992．12 成教部副主任
郊永海 男

王向东 男 1988．11—1994 电教部剐主任 1992．12一今 成教部主任

1988．11—1992．2 鼓务处副处长 尹长有 男 1992．12一1996．7 基建科科长

张今麓 男 1992．1—1996．7 直传部郁长 1992．1—1992．12 保卫科剐科长

1996．7一今 图书馆馆长
文彦斌 男

1992．12一1996．7 保卫科科长

一玉黎 女 1988．12一1992．2 教务处副处长 1992．2—1996．7 保卫科科长
帏为民 男

1988．12—1989．8 成教邬副主任 1996．7一今 纪检委副书记

王峨峰 男 1989．8—1992．1 成救部主任 1992．12—1996．7 外经系副主任

1992．1—1996．7 财政系主任
马龙海 男

1996．7一今 教务处处长

汤天仁 男 1988．12—1993 戚较部剐主任 夏 青 女 1992．12—1996．7 投资累副主任

1988．12一199Z．12 人事处删处长 宋玉琪 男 199Z．12—1996．7 投资系删主任
浆丹阳 女

1992．12一1996．7 0育教研宣副主任 徐軎兰 男 1993．7—1996．7 投资系剐主任

1988．12一1992．1 计财处剐处长 1992．2—1993．3 组织部剐部长
秦开春 男 孙长义 男

199Z．1一1993．6 投办主任 93．3一今 人事处处长

1988．12—1992．2 总务处剐处长 1993．3一1994．3 科研处耐处长
膏擐东 男 苏赋 男

1992．2一今 工会副主席 94．3—1996．5 图书馆副馆长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职务 姓 名 性别 任职时间 职务

1993．7—1996．7 外经系副主任 88．1l一1992．2 团委副书记
吴澄琨 男

1996．7～今 外经系主任 1992．2—1994．3 团委书记
史广政 男

1993．1～1994．9 中专部总支书记 1994．3一1996．7 学生处处长
朱继武 男

●

1994．9一1996．10 评估办主任 1996．7一今 实验中心主任

1992．1—1996．7 校办副主任 罗用之 男 1993．1—1994．9 中专部副主任
金龙春 男

1996．7一今 校办主任 1993．1——1994．9 中专部副主任
戚玉霜 女

1992．1—1994．3 学生处副处长
1994．9—1995．7 成教部总支书记

周殿臣 男 1994．3—1996．7 机关总支副书记 1994．3—1996．12 教务处副处长

1996．7一今 会计系总支书记
马云峰 男

1996．12一今 财政系主任

1992．1—1994．3 学生处副处长 1994．3——1996．7 政教部副主任
车桂花 女 蘩超 男

1994．3一1996．7 科研处剐处长 1996．7一今 宣传部部长

1992．1—1996．7 教务处处长 高云龙 男 1996．7一今 人事处副处长
魏泽明 男

1996．7一1997．7 基础部丰任

1992．1—1996．7 教务处哥q处长
范忠宝 男 1996．7一今 教务处剖处长

宋畅发 男 汁算机信息
1996．7一1997．9 管理系总支朽记 崔 美 女 1995．10一今 财政系副一E任

王和贵 男 1992．1——1993 总务处副处长 1995．10—1996．7 基础部副主任
刘贵玉 男

1992．1一1992．12 总务处剐处长 1996．7一今 外语部副主任
钟玉柱 男

1992．12一今 总务处处长 刘江雁 男 1996．7一今 校办副主任

1992．1一1992．2 劳服公司副经理 吕继臣 男 1996．7一今 学生处副处长
赵仁祯 男

1992．2一1996．7 总务处副处长 董玉林 男 1996．7一今 政教部副主任

张晓光 男 1992．1—1994 劳服公司剐经理 赵永义 男 1996．7一今 保卫科科长

瑚斗辰 男 1992．1一1996．7 科研处副处长 姜永泰 男 1992．2一1996．12 纪_险委副书记

1992．1—1992．12 会计系副主任 邵茂昌 男 1989．9一1991．11 纪检委副书记
傅胜 男

1992．1Z一1996．10 会计主任 1992．2—1996．7 组织部部长
刘维玲 女

1992．1—1996．7 会计系副书任 1996．7一今 机关总支书记
苑世纯 男

1996．7一今 成教部剐上任
1992．2一1996．12 会计系总支副书记

夏英哲 男

1992．1一1994．1l 财政系副i：任 1996．12一今 教辅总支书记
谷义 男

1994．11一1996．1 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1992．2一1996．7 财政系总支书记

向 哲 男

1992．1—1996．7 经管系副t任 1996．7一今 外经系总支书记
tl啊明 女

1996．7一今 经管系主任
1992．2—1996．7 投资、外经系总支刖书记

1992．1—1993．7 投资系剐主任 张玉书 男 1996．7—1997．9 会计系总支书记
顾中国 男

1996．7一今 投资系主任 1997．9一今 后勤总支书记

姚敬范 男 1992．1一1996．10 基础部副主任 1992．2—1993．3 教辅总支剐书记’

1990．8—1992．2 学生处处长
周文显 男 1993．3—1996．7 财政系总支剐书记

张檀童 男 1992．2—1993．1 霓办上任 1996．7一今 组织部部长

1993．1一1994．9 中专部副主任
佟玉凯 男 1996．7一今 党办翻主任

1994．9—1996．7 计算中心主任 栾蓖君 男 1993．1—1994．9 中专部总支羽书记
张福堂 男 1996．7一今 什苒机系主任

(兼计苒中心i．任) 刘Rj平 男 1996．7—1997．9 后勤总支书记



姓 名 性别 任职时问 职务 姓 名 性别 任职时问 职 务

王丹梅 女 1996．7一今 投资系总支副书记
杨树臣 男 1997．9一今 经臂系总支副书记

吕志曩 女 1996．7一今 团委副书记

范大武 男 1997．9一今 会计系总支副书记
王政宝 男 1997．9一夸 图书馆副馆长

闫 杰 男 1997．9一今 基础部副主任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 1996．12一1997．10 经管系总支副书记
孙承军 男 1997．9一今 范 囊 女

总支副书记 1997．10一今 德美部副主任

第四节 学校机构设置

1988年6月23日省财政厅以辽财人字(1988)

268号文件对辽宁财专1988年5月28日关于内部

机构设置的申请做了批复．同意设置机构如下：

党群组织机构：党委办公室、团委、工会；行政组

织机构：校长办公室、总务处、人事保卫处、基建办公

室l教学与教学臂理机构：基础部、政教部、财政系、

基建财务系、外经系、会计系、图书馆、电教部、敖务

处、学生处、科研处；附属机构：成教部、卫生所、幼儿

园、劳动服务公司。1992年5月5日省财政厅以辽财

字C1992392号文件转发省编委对辽宁财专内部机

构设置及人员编制的批复．同意设置机构如下：党政

机构有：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校长办公室、

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处、计财处、总务处、保卫科；教

学与教学辅助机构有：马列主义教研室、德育教研

窒、体育教研室、会计系、财政系、外经系、投资系、基

础部、成教部、电救部、图书馆；附属机构：卫生所、幼

儿园。到1996年底学校所属各组织机构又有了新的

调整和扩大．学校各机构设置情况见表3．

党政机构设置情况表

党 支 支 支 党 管
总 总 理 总 总
支 支 系

党 支 吏
总
支

总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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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系

研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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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心



第二章教 师

第一节教师的管理

一、教师的来源

辽宁财专是新建学校．教师来源一是全国招聘．

二是正常调配．

1986年至1990年是全国招聘教师时期t 1986

年成立了以丹东市人事局副局长李起士为组长．辽

宁财专筹建处负责人苏郁生为副组长．包括丹东市

劳动局，粮食愚、公安局、市教委和人事局人才交流

中心等有关人员参加的教师招聘领导小组．1986年

10月17日在‘光明日报’刊登向全国招聘教师的启

事．此后．从将近1300多名应聘人员中．经过考核、

试讲等工作．列1990年末招聘教师工作基本结柬，

招聘高级职称教师15人．中级职称教师49人．初级

职称教师59人．未定职称教师28人(主要是新毕业

的大学生)．共计151人．

1991年开始转入正常调配，教师来源主要是国

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或根据人才需要引进的教师，

到1997年新凋进教师共45人．其中高级职称4人，

中级职称3人．初级职称及未定职称38人(主要是

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生)．

二、管理制度的建立

遵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l保证急需．加强教

学一线I严格把关。保证质量”的原则．学校制定了

‘人事调配试行办法)l在师资考核、教师专业技术职

务评、聘方面．制定了‘辽宁财专教师职务考核、晋

升、聘任方案>、‘关于教师讲师职务评审工作的实施

意见)(学校有中级职务评审权)l在师资培训方面，

制定了‘关于教师职工进修、学习的莒行规定’I为

全面掌握教师教学、科研、培训情况．学校建立了教

师业务档案．制定了《教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以

档案记实．作为教师职称评聘、工资晋级、干部选拔、

评选先进的依据l为使教师的工作业绩与教师的利

益挂钩．学校制定了‘辽宁财专救职工津贴分配办

法'、《关于教学课时费分配的暂行办法》、‘五项优秀

成果奖励条件》和《五项成果奖评选办法>等l在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制定了‘1991w1995年师赍

队伍建设总体规划'．提出了编制规划和结构建设目

标及队伍建设措施．为落实总体规划．每年都制定年

度计划．每学期鄱提出师资建设的具体措施．

三、教师的任用

根据国家教委．省职称改革工作钡导小组制定

的有关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

文件精神和省高欺局拟定的‘辽宁省高等学校教师

职务聘任制实施细则》的要求．教师的任用．采取定

编、定岗．教师按职称全员聘任的方式．学校根据国

家、省两级教委关于聘任工作的要求．制定了‘关于

教师聘任工作试行办法'．按“办法”教师聘任工作

每年进行一次．从每年的九月份开始至来年的八月

末终止．聘期为一年．受聘人员是具有相应级别教师

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任教师I能胜任教学工作未定助

教以上职称资格的教员I具有同教师职务任职资格

相应级别的其他专业技术干部或党政干部聘任一律

以教师系列职务聘任。学年考核、评估不合格的一律

缀聘或停聘。受聘人员同校长签定聘约．1996年聘

任专兼职教师189人．教授8人．副教授47人．讲

师92人，助教34人．其他8人．

四、教师的考核

根据学校制定的‘关于教师职务考核、晋升、聘

任暂行办法’和‘教师讲师职务评审工作的实施意

见)．学校和各系(部，中心)成立了教师职务考评

领导小组。1993年以来．每年按政策、标准、规定

程序对教师进行考核评估．教师考核每学年度进行

一次．按“政治思想考核评价表”和“业务考核评价

表”分别由个人白评．按项打分．教研室评审．然后

由系(部、中心)领导小组评定．最后由学校评审工

作领导小组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

等级审定．

政治思想和业务情况的考核合计平均90分以

上者为优秀．60分以下者为不合格．教师职务考棱

的结果作为职务晋升、工资晋级、聘任、评选先进的

参考依据。对考核优秀的教师．根据职称岗位散额进

行优先评职晋升，对考梭不合格的教师由教务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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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在部门负责人对其提出改进要求。并记人考核

档案；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解除聘约，分配其他

工作．享受新职工资待遇；连续三年考核不合格的教

师．离职进修或低聘。如，1996年教师考核评估优

秀者38人．合格者151人．

五、教师的培养

根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自1993年

以来．每年都有培训计划和措施，利用各种培训形式

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

举办新知识、新学科讲座；举办计算机基础和操

作培训班l举办基础英语、日语培训班；90年派出

25名教师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研讨班；组织对全省

57家国营工业企业三项资金占用情况研讨。坚持聘

请校外专家、学者、教授、博士来校讲学、作报告、

讲课。有效地促进教师素质的提高。

建立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制度．按照专业对

口的原则．组织教师到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投资咨询

公司进行实践锻炼；剜厂矿、商店、市场进行调查研

究I建立青年教师下工厂劳动半年．参加锻炼和实践

制度．已有50多名教师受到锻炼．通过实践密切了

工农感情．使知识与实际有效的结合。

为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制定了‘关于加

强学科带头人和第二梯队建设和实施办法)．根据此

办法，选定出学科带头人4名：杨维祖、苏郁生、魏

泽明、苏益l第二梯队lO名：马龙海、粟峰、张福

堂、顾中国、粱超、佟玉凯、范世纯、王峨峰、徐刚、

傅胜．

为鼓励和培养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发挥中青

年骨干教师的中坚作用．弘扬敬业守业风尚．学校制

定了I关于选拔和培养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实施

办法'．根据此办法。选定出中青年骨干教师16名：

谷义、刘贵玉、石丽明、范忠宝、马云峰、吴澄琨、

纪璜朴、孔欣、刘俭霹、孙跃远、李永久、张有绪、

赵宝岩、宫春子、秦家腰、程燕．

为完成学校发展规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任务．

实现教师队伍的素质提高和整体优化．学校制定了

‘。九五”期问选送教师进惨学习的管理办法'．现参

加研究生班学习的有30人，参加研究生课程进修的

有56人．

为使青年教师掌握教学规律．了解教学全过程．

尽快进入教学角色．学校制定了‘青年教师助课饼

度'．凡新分配来的本科毕业生均需助课一年．没有

实践教学经历的研究生助课半年．助课经考核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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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将推迟一年见习期．延缓其助教职称的评定。

到1997年已有34人完成助课任务，经考核合格定

为助教．现还有8人尚在助课。

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中青年教师的成长．近几

年来有4名中青年教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职务，

有20多名中青年教师走上校中层以上的领导岗位。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教师政治素质。学校党

委提出了《关于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意见’，

规定每周一个返校日组织教师参加政治学习。宣传

部布置学习内容．部门考勤。各系建立了党总支、成

立了教工党支部．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在教工中开展学雷锋、学孔繁森等先

进人物活动．开展党的基本知识竞赛、理论考试等活

动，使教师思想政治觉悟有显著提高．到1997年已

有39名中青年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

用。学校党政领导十分重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政治

上信任、工作上依靠、生活上关心．学校定立了正常

的学习制度和党团活动制度．工会定期听取教工意

见和要求，学校重大决策均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创

造条件让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民主党派的负责

人享受学校中层领导的待遇。在职称评聘、内部分

配、评选先进、分房等方面均向教师倾斜，学校定期

为教师检查身体，一年一度组织教师旅游．资助教师

参加校外各种学术会议、参观、访学、进修、出国讲

学。学校还帮助教师安排子女就业、就学、入托等．

六、教师的奖惩

为贯彻国家教委关于评选优秀教学成果奖的指

示精神．学校制定了I教学优秀奖评选方案)。学校

每两年评选一次．凡获得“教学优秀奖”的教师，由

学校颁发证书及适当奖金。在年终考核评优时给加

分．在评选校先进或向上级推荐先进教师时。作为重

要参考条件。

学校历次获教学优秀奖的有：

1991年：刘贵玉、刘誊清、徐剐、姜春喜、董

玉林、冯云国、许振坤、杨连波、张玉书、石丽明、

迟铖、顾中国、秦家顾、范世纯、玉丽文、魏德绪、

李栋、李风兰、鲁恒元、张岱军、刘国冲、刘国基、

邓丽娟、孙世权、■伟、周殷臣．

1994年：刘誊清、闫东升、吴澄琨、崔美、刘

麦玉、韩向阳、徐益健、鬃峰、张福堂、傅胜、范世

纯、谷义、梁超、范忠宝、胡庆召．

1997年：秦家腰、李永久、于敏、宋丽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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