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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志编写组

一九九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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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银行学校校志》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和有关人员的辛勤劳动，现与

读者见面了．

在校志编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调查研究，广

泛搜集资_jl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完整、准确、公正地反映枣庄银校建校以来的

历史面貌。本志采用编年记事横排竖写的写作手法，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为主线，分不同

阶段详细记述了她十七年的发展变化里程。

为了加强对校志的编写工作．学校专门成立了以闰跃存同志为组长、陈克同志为副

组长．师梦、倪辉、马亚东三同志为成员的编写小组。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编写工作由

师梦同志负责完成。之后，杨锦泉，郭克武二同志也参与了编写工作。成稿后，陈克同

志修改。最后，经学校党委及新老领导集体审议定搞。《校志》今日成册付印，是集体劳

动与智慧的结晶．

本校志从1986年着意初稿．至今，历时八年。初稿对，市教育局马润之同志对该志

做了一定的贡献，在此表示感谢。同时，对在编写过程中积极提供历史资料和热情帮助

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时间仓促，有些资料搜集不齐、编写的内容难免有差错疏漏

之处，恳请读者谅解．并真诚地希望批评指正，使之日臻完善．

校志编写组

一九九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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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枣庄银行学校鸟瞰

山东枣庄银行学校座藩在君山西路二百三十五号

图为学控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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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校学生宿舍楼。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领导来学校捡查指导工作。

九九一年九月省人民银行韩光远副行长到校检查

指导工作并做重要讲话。



九九二年四月实行行校合一体制后，市人行行长

一九九二年九月学校召开^教师节。座谈会，市人民银行觉组副书记．副行长张根荣一中一、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阎耀存一左二『)，原任校长陈玉文一右1)到会

向教师致以节日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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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阎耀存同志．在会上作动员会议精神，突出教学，团结实千．共创一流成绩v动员犬一九九三年三月，学校召开^贯彻省市行九三年工作

学校组织毕业班学生到全省重点扶贫地区山亭区半湖

乡搞社会讽蠢。



一为学生在微机房实习。

靠办公现代化的需薹，学校开设电子计算



陶冶了师生情操，

一织师生开展书法盆景活动，活跃了师生

枣庄银行学校还承担了教学研究工作，图为财会教

学研究会九三年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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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山东枣庄银行学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的三十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之一。校址座

落在山东省枣庄市君山西路313号．是鲁南地区唯一的一所部属中等专业学校。始创至

今，她经历了。山东银行学校枣庄教学点”，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所属“山东枣庄银

行学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所属。山东枣庄银行学校”等历史阶段，已有十七个春秋。

一九九二年，根据形势的需要，经省人民银行研究，报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同意，将

“山东枣庄银行学校”交枣庄市人民银行代管，暂停对社会招生，加挂。山东省人民银行

干部培训中心”的牌子。学校现有教职工84人，其中，专职教师41人，具有本科学历

者21人，专科学历者17人，占教师总数的90％。职称结构，高级讲师6人，讲师15人，

占教师总数的50％；中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0％以上。

建校十七年来．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以金融理论和业

务知识为重点，始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密切配合金融改革开放的需要，努力培养适合

金融工作各方面需要的人才。学校先后开设了城市金融、财务会计、金融管理和保险等

四个专业。每个专业开设二十多门课；与枣庄电视大学分校联合举办了电大金融班，自

办了金融和财会两个专业的中专函授班。均取得了较好的办学效果；同时还肩负全市珠

算技术等级鉴定和珠算协会的日常工作；肩负全市中等专业学校财会教学研究会和全市

中等专业学校思想政治研究会的日常工作。

学校十七年为全省金融系统输送各类中专毕业生2119人，电大专科毕业生48人，函

授中专毕业生709人，短期培训金融干部2800人次。共计5676人。对金融事业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第一节 山东银行学校枣庄教学点

十年文革期间，我国的教育事业遭受到严重的冲击。金融教育也不侈l外，金融战线

人才短缺的状况同日益繁荣兴旺的金融业的发展极不适应。1976年1月，在省行召开的

全省人民银行地、市行长会议上，枣庄市人民银行副行长申锡云同志向省人民银行提出

了在枣庄办学的要求。经省人民银行研究并征得了当时枣庄市革命委员会的同意后，确

定在枣庄市西部(今天的校址)利用30间平房和30间防震棚为校舍，从银行抽调了6名

职工因陋就简开始办学。是年，招收工农兵学员90人，于9月1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至

此．山东银行学校枣庄教学点诞生了。当时，学校占地面积仅有6亩。教学计划的安排

及教材的选用皆由山东银行学校指定，师资主要由山东银行学校负责，不足时在当地聘

请。

第二节省行所属枣庄银行学校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79年1月，山东省计划委员会以鲁计[1979]246号文件

l



正式批准，将山东银行学校枣庄教学点为。山东枣庄银行学校”，由枣庄市人民银行代管。

1980年，山东省人民银行以鲁银发C1980]36号文通知．枣庄银行学校经费开支独立。

由山东省人民银行拨付。人事仍由市人民银行代管。其职能主要是为入行和农行培训干

部．

根据金融事业发展的需要，1981年9月，经山东省计翔委员会批准，枣庄银行学校

面向全省招生，其生源纳入省招生计划。同年招收干部中专学员40人，于1981年9月

举行了开学典礼。。山东枣庄银行学校”亦正式挂牌。

在1979年至1984年这个阶段里，枣庄银行学校肩负着短期培训和正规学历教育的

双重任务．此期闻．共招收干部中专学员378人。社会中专学生105人。短期培训干部

1350人次。教学计划的安排及教材的选用均按总行教育司的规定执行．

到1984年底，全校已有教职工60多人，专职教师31人。增建教学楼一座(后改为

学生宿舍楼)，面积800多平方米。占地总面积也扩到了33亩，具备了办学的基本条件。

第三节总行所属枣庄银行学校

1984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山东枣庄银行学校”为总行直属的中等专

业学校．学校的劳动、人事、经费等，均由山东省人民银行代管。面向全省招生，生源

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学校规模定为12个教学班，学生600人，教职工134人，专职教师

70人。

由于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对枣庄银行学校的大力支持，到1986年，学校发展到有9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441名，教职工93人，专职教师49入；大专以上学历22人，占教

师总数的53％。教学计划的安排和课程的设置及教材的选用，一律按总行教育司的规定

执行。学生的招收、入学、管理、毕业等事项，均按山东省教委的<中等专业学校教学

籍管理规定》执行。

此外，增建新办公楼(即现在的行政办公楼)一座，面积i000多平方米，建图书、

阅览、礼堂综合楼一座，面积640多平方米，增建教职工宿舍楼三座，面积2000多平方

米。占地面积已扩到39．6亩，即现在的规模。

随着新形势的需要，为改善全校师生的就餐条件，1988年改建食堂一处，新食堂总

面积为1065平方米。其中，操作间面积是160多平方米，餐厅八口可容纳600多人同时

就餐。食堂和餐厅都配有纱门、纱窗，水密石地面。机械化程度较高，。三防”设施齐全。

曾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1990年，建教学楼一座，面积2000多平方米．有普通教室十一

口，综合教室一口；微机房一处；教研办公室十八闻。微机房面积80．6平方米。有微机

19台。供学生上机实习．机房的装修达到标准要求；电教设备较为齐全，配有电影机一

部，录像机三台，电视机十台，投影仪二台，幻灯机一台．并备有一定数量的投影胶片

及音像教材，能保证正常开课使用。1991年，建实验银行一所，占地140多平方米。设

会计、出纳、储蓄、计划四个框组。实验银行除完成正常的营业任务外，还定期接纳在

校学生的实习，与教研室共同完成学生实习课的教学任务．

1985年至1991年间，学校共面向社会招收中专学生759人，干部中专学员5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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