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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序

志书编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志为镜，可以“鉴前

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意义深远。

195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训班正式创办，几

易其名，先后为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校、中国人民银

行河南省分行中等专业学校、河南银行学校、河南金融管理干部

学院(河南银行学校为其中专部)，时至今日，学校已风风雨雨走

过了四十五个春秋． 。

四十五年来，为适应国家对金融干部的需要，学校由仅对干

部的短期培训逐步发展为以岗位培训为重点，本科、大中专学历

教育、干部短训与函授教育并举的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教育机构。

为了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总结经验，深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提

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以及为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我

们编写了这本<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志》。

cN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志》的编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唯物辩证的观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资料详实、观点正确、思想

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此书编成，正值建院十周年、建校四十五周年，谨以此献给

即将召开的校庆会，献给关心和支持学院发展的各级领导、广大

师生员工、广大校友。并借此机会，向为本志提供资料以及在各

方面支持我们工作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王一丁

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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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实事求是、详今

建佼(院)以来的基本面貌。

二、时限起自1950年2月，止于1993年底。

三、主要采用图、记、志、表等体裁，以志为主。图片集中

列于书首，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纵述；各

章分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各类表格插于有关各章。

四、各章下设节，节以下各层次顺序排列为一，(一)、1、①。

五、文件、会议、组织机构等均用全称，全称名称过长并在

书中多次使用的，第一次用全称括号注明简称，其后使用简称。

六、专用名词、数字、标点、符号依照国家及河南省地方史

志编纂委员会规定填列。

七、文字以现代汉语为规范；采用记叙文体。力求文风严谨、

朴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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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

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所属的成人高校。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和发展，为了及时培养适应新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经济金融人才，1950年2月，中国人民

银行河南省分行创办了河南省第一所金融教育机构——中国人民

银行河南省分行干训班，校址设在开封。后又改名为中国人民银

行河南省分行银行学校、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校等，其

间，在新乡、开封专区曾有分校。1959年部分职工到郑州办班，

。文革”期间，全体教工迁郑。1974年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

行中等专业学校，后改名为河南省银行学校、河南银行学校。1984

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

校，建立了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河南银行学校改为学院中专

部．在学校建设的各个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人民银行

河南省分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院校历任领导励精图治，

开拓进取，广大教职工敬业乐业，辛勤耕耘．院校建设长足发展，

教学条件日臻完善，师资队伍逐步加强，办学层次不断增多，课

程设置日趋合理．教学效果稳步提高，社会声誉不断扩大。尤其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教育受到党和社会各界前所未

有的关注，学院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方针，加强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不断完善以“提

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以正规、科学、严密为特征”的教学管理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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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努力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深化教学改革，使学院青春

焕发，万象更新，呈现出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已成

为具有相当规模、为全国金融系统培养操作型人才和中高级管理

人才的行属成人高校。

学院现位于郑州市东北隅，占地153亩，校园布局合理，配

套设施齐全，建筑风格新颖，环境优美典雅，是一个较为理想的

教学、科研和学习的场所．现设金融投资系、信用会计系和基础

部三个教学部门，行政处室14个，开设有金融管理、。金融投资、

会计、信用合作、计算机、国际金融等专业。图书藏量15万余册，

各种报刊500余种。在校学生1280人～函授学员1727人，教职

工281人(其中教授、副教授43人，讲师90人)，外聘著名专家

教授35人．．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建校以来四十多个春秋，经历了创业

的艰辛，遭受了教育跌入低谷的苦楚，也品尝了事业兴旺发达的

喜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坚

持教学科研两手抓，加强校风校纪建设，深入教学改革，为我国

金融战线输送了一大批经济金融人才，计有干部短期培训13000

余人，其中地、市、县行行长1000余人I培养中专毕业生5100余

人，大专毕业生1100余人，函授大专及大专专业证书班学员5000

余人，函授中专及中专专业证书班学员近8000人。他们分布全国

各地，其中大部分已经成为盒融界的业务骨干，不少人走上了领

导岗位，据现有调查资料统计：1974级至1991级中专毕业生4183

人中任县行级以上领导的589人，其中走上省行级领导岗位的2

人、地市行级领导岗位(包括分行及其他单位的处长)的51人；

被评为高级职称7人，中级职称832人。大专毕业生1004人中任

县行级以上领导的255人，其中走上地市行级领导岗位的6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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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358人。科研方面硕果累累，仅近

十年学院教职工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论文、译文1000余

篇，公开出版论著、译著、教材、教参250余本，并锻炼出了一

支数量可观、实力较强的科研骨干队伍。此外，在加强行政管理，

兴建校办企业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努力，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

新路子。

回顾过去，风雨兼程，学院已形成“团结、求实、勤奋、进

取”的良好校风和。以岗位培训为重点，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并举”多层次、多功能的教育体系。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学院

将和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节拍，开拓进取，锐

意创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中流击水，大展宏

图，为我国的金融事业培养出更多的管理人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 事 记

1950年

2月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河南省人民银行)

在开封市建立干部训练机构，定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

训班，负责训练全省银行县支行股长以上及较优秀的有培养前途

的普通干部，任命刘一哲为主任．并在干训班内建立中国共产党

组织，由刘一哲、徐里、李殴石组成党小组．

本年举办干部轮训队两期，会计训练队一期，每期三个月，共

训练413人．

1951年

1月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训班经中国人民银行中南

区行(以下简称中南区行)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改名为中国

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银行学校，省人民银行行长李绍禹兼任校长。

2月 河南省人民银行任命张若云为副校长。并由张若云、徐

里、李殿石三人组成党支部，张若云任支部书记。刘一哲调离。

3月 李绍禹调离，张皓天接任河南省人民银行行长兼省银

行学校校长．

本年购买开封市曹门大街民房加以修建作为校舍，计有房I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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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间．

1952年

。

9月 根据河南省人民银行通知开办文化班，培训银行县支

行股长及营业所主任级、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下的干部，学制二年。

1953年
●

1月 河南省人民银行在新乡市原中国人民银行平原省分行

银行中学校址，开办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银行学校新乡分校，

任命尹成斋为副校长。‘

6月 省银行学校迁入新乡分校校址，将新乡分校并入，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统一规定，更名为中国人民

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训练班，张皓天兼任主任，尹成斋、张若云

任副主任。并成立党总支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尹成斋任总支书

记。省银行学校文化班仍留开封。 ，

7月 报经河南省人民银行、省人事厅批准，扩大文化班为中

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徐里任副校长。年底

徐里调离，李秉真接任副校长。

1954年

1月 根据总行指示精神．将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

训练班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校(以下简称河南

省银行干校)，张皓天兼任校长，尹成斋、张若云任副校长。

8月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调河南省银行干校副校长张若云

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校长，李秉真调离。

10月 河南省人民银行迁郑州后，将开封山货店街省分行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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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分给省银行干校一部分，干校从新乡迁回开封。

1955年

本年为贯彻总行制订的新会计制度、新信贷办法，训练任

务大增，全年共训练会计、城市业务、农村金融干部1196名。

。

1956年

本年，根据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

问题的决议，农业生产社会计辅导任务由银行承担，为此，干校

以训练农业会计辅导员为主，全年共训练干部1337人。

1957年

1月，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开封专区财贸干校(校址在开

封市木厂街)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校开封专区分

校，校长由开封专区副专员续凯兼任。原校长朱成章任分校副校

长。
。

3月 河南省人事局及省人民银行关于调训干部的联合通知

中确定，省银行干校调训支行股长、营业所主任、中心支行及市

行科员、办事处股长、分理处主任一级干部，学习期限半年。开

封专区分校训练信贷、储蓄、计划、会计、出纳、农金干部，学

习期限三个月。

8月 河南省银行干校、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与开封专区分校

为了进行反右整风运动，暂停调训学员。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省银行干校及新乡、

开封专区分校共训练干部5751人，占全省银行职工人数1／3，培

养出大批工作骨干。

—。—‘。、。‘‘I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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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1月 根据河南省人民银行通知，开封专区分校并入河南省

银行干校．合并后成立中共干校党委会，尹成斋任党委书记．

8月 河南省银行干校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恢复训练。

。 1959年

4月 根据河南省人民银行通知，开办县支行行长训练班，在

郑州市经四路河南省人民银行疗养所旧址开学，副校长尹成斋带

领学校部分教工驻郑办校。

本年开封专区收回借给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校

开封专区分校办学用的开封木厂街房舍．

1960年

9月 河南省委批准建立河南省财政金融学校，分设财政班

和金融班。金融班在开封市曹门大街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校址开学，

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张若云任副校长．干部文化补习学

校此后未再招生。

．11月 河南省人民银行行长张皓天调离，李静山接任河南省

人民银行行长兼河南省银行于校校长。

本年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夏末，根据中共河

南省委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城市物资供应的指示精神．河南省银

行干校停训，转为校外教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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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财政金融学校金融班因国家减少城市供应暂放长假。

1962年，省委决定停办，学生没有分配。1985年根据教育部及河

南省教育厅文件精神，经河南省教育厅同意，由河南银行学校代

办，为学生补发了毕业证书。

1962年

本年继续派出教学人员协助银行中心支行、县支行举办训

练班，还为各地训练会计、信贷教员53人，为省市县银行干训编

写了九本教材。

同年河南省财政金融学校副校长张若云调离。由于停训，河

南省财政金融学校及河南省银行干校22名职工分别调河南省人

民银行及地市银行，学校人员由48人减为25人．

，1963年． ．

’

9月 河南省银行干校恢复训练。

本年经河南省计划委员会同意；将开封市曹门大街校址卖

给惠济河工程管理局。

1964年

1月 经河南省计划委员会批准，招高中毕业生100人在郑

州校址入学。于8月学习结束，分到省内各级银行工作。

7月．河南省银行干校开封部分划归新设立的中国农业银行

河南省分行，改为河南省农业银行干校。

8月 政工干部训练班开始办班，调训银行县市支行抓政治

工作的行长、政治办公室主任、党员科长、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学

期三个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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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志

9月 总行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

行职业学校成立，附设在河南省银行干校内，招收高中毕业生本

月入学，1965年7月分配工作。以后未再招生。

’

1965年

7月，成立中共河南省银行干校委员会，尹成斋任书记。

12月 李静山调离，马金铭接任河南省人民银行行长兼河南

省银行干校校长。，

1966年

4月 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开学，训练对象是经县委以上机关

命名的银行系统学。毛著”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返回

原单位。

同月 根据中央关于中国农业银行同中国人民银行合并的决

定及中共河南省委批示，河南省农业银行干校并入河南省银行干

校，合并后，校长由马金铭兼任，副校长尹成斋。成立新的河南

省银行干校党委会，书记尹成斋。

9月 留在开封的教职工全部集中到郑州校内参加。文化大

革命”，干训停止。

1967--1973年

本阶段，。文化大革命”使正常工作完全停止。

1969年冬季，学校人员分别下放农村插队劳动I学校档案、设

备、图书等．部分被河南省人民银行取走，部分散失；郑州校舍

移交驻郑部队，开封校舍移交开封银行。 ‘

1970年7月，学校斗批改领导小组将学校行政及党团组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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