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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二二月，我校师生停课三天，太规模整修羲萄E操场，基本平彗出刚径活动场

在‘九八二二‘F：』j全国椎个文明礼貌门活动巾，我校师啦前往I．业北il|}

路汽’’站参加义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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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欢度1988年元旦之际，我校第一部校志终于问世了。这是我校的一件大好

事，值得热烈庆贺1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我校37年漫长的历史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

调。例如1960年省财政金融学校初创，校址设在古老破旧的都城隍庙内，师生忍受着令

人难熬的饥饿读书、劳动，为我省财金战线造就了第一批中专生；又如1964年我校师生

一齐上阵，全凭人拉肩扛，没花国家一分钱，建成了我校第一座田径运动场。这些事迹

我们是应该认真学习的。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师生分派相斗，物毁人亡的种种惨痛教

训，也是应该牢记不忘的。如此众多而富有意义的史实集载于校志，用以告诫今人，传

示后人，这对于我们今天办学育人，促进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今日的校志记载了前人的功过，而我们今日的工作又将由后人指点评说。我们应该

在党的十三大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全力以赴地创造第一等的工作，无愧于前人，造

福于来者，为我省金融战线输送更多更好的专业人才。

wj‘

山东银行学校校长 王柏
、

198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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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沿 革

山东银行学校成立于1964年，但它，是由其前身省行的干部学校逐步演变而来的·

所以本志的上限自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千劫Il班开始，一直叙述到本志编篡成

书的1986年12月底止，是为下限。在这段曲折盛衰的历史中，分六节叙述如下·

第一节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的干训班，干，

校的设立、调整与合并(1949年一-'1958年哆

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成立后，为了及时训练干部，提高干部的政治、业

务，文化水平，省行本身和各地区中心支行都先后成立了干训班，有的后改干校，最终

都合并于济南省行第一千校，其历程如下·

一，直属省行的三个干校。

第一于校于1949年初在总行干校旧址(济南市仁智街)办第一期，这期学员是招考

的。到第二期迁至东华街3号(原都城隍庙)．所训干部统由省行下达指标，并由各

地，市行选送，分政训队、会训队。这时干校主任由省行宋青云行长兼，先后由戴伯超、

吴健，侯荫南任副主任。1950年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干部学校，由龙维寅任主

任。1955年龙维寅调机械部，先后由王锦宸，耿斌，张毓修任校长。训练的学员分行长

班，股长班，大都半年结业。

第二干校是省行为了解决部份老干部虽有政治基础和工作经验，但业务理论和文化

水平低，对上级文件精神的领会，和实际工作中都受限制的困难，因而于1951年在烟台

市海岸路6号设立工农速成学校一处，由陈子未任校长，姜明为副校长。1953年奉总

行指示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调训学员也是由省行下达指

标，由各地、市行经过规定的考题测验后选送。开始只学文化，后来改为前半段学文

化，后半段在文化提高的基础上再学习业务。1954年改为省行第二干校，由周友仁任校

长，1957年张登亮来校任书记。学员学习年限大约是；由初小达高小程度的二年结业，

达到初中程度的是三年毕业。到1958年迁济南与第一千校合并。

第三千校是1951年建立的，校址原是青岛陵县路6号的一个仓库，开始是干训班，

后改为三干校，先由董桂堂任主任，学习综合业务。1953年周山任主任。改为专t1N练

会计和储蓄，1957年迁德州，由鲁波任校长。1958年迁济南与第一干校合并，

二，各地区设立的干训班(1950"-'1958年)

除以上三个干校外，1950,"-'1956年各地区先后开设了干调班十一处，有滕县，泰安、

一l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