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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是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直接投资兴建的全

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坐落在九朝古都、牡丹飘香的洛阳市东部。

这里文化积蕴深厚，古今名人荟萃，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是一

个理想的办学地方。

学校前身是原洛阳供销干校，主要担任供销社干部职工培训任

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

要，为了给供销社的改革、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一九八四年经河南

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洛阳供销干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洛阳地区供销学

校，由省地两级供销社双层领导，以省社领导为主，正式列入到中等

专业学校序列，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由对职工干部的培训转

入学历教育。一九八六年洛阳行署撤销，．学校划归洛阳市，学校名称

随之更名为“洛阳市供销学校’’。一九八八年，学校产权归省供销合

作社直接管理后，又更名“河南省洛阳供销学校”。一九九九年，根

据国家教育形势的变化，由学校申请，省供销总社同意，经省教委批

准，更名为“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其隶属关系不变。

学校自建校以来，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省供销社的直接

领导和关怀下，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风雨历程。学校历届领导带领全

体教职工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一步一个台阶

地走向辉煌。把一个原来只有9名教职工，几十间破旧平房，建筑面

积不足一千平方米，教学设施落后的、简陋的干校，建设成为一所教

育设施完善，教学手段先进，专业门类齐全的合格的普通中等专业学



校。现在的洛阳经济学校有教职工92名，其中从事专兼职教学人员

5 5名，高、中级讲师5 3名，教学一线人员全部达到本科学历。在校

学生达1 6 00余名。学校分新老两校区，总占地面积1 2 o亩，建筑面

积30000余平方米；专业设置14个；拥有完善的电视教学系统和远

程教育地面卫星接收系统。四个微机房，360余台微机，两个多媒体

教室，46座标准语音室。接入中国教育科研网，其现代化程度在同

类中专学校处于领先地位。2001年投入使用的新校区，更是洛阳市

东出口的一个亮点。校园内绿树成荫，名贵花卉四季常开，草坪四季

常青。建有假山、长廊和雕塑，修建了．溜冰场。400米标准环形跑道

和宽阔的体育场，是学生锻炼身体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夜间霓红灯

闪烁于绿树花草之间，五彩缤纷，置身于校园之内，心旷神怡，精神

舒畅。被洛阳市政府命名为“花园式学校”。学校多渠道联合办学，

与洛阳职工科技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签订开办成人大专班的协议；-9

浙江大学联合办学，成立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洛阳分院，招收本科

生，使入校学习的中专学生不出校门即可取得大专、本科学历。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在省供销社的直接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工

的努力下，大力提高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在历届中专学校技能比赛中均获佳绩，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出8 5 0 0

名合格人才，他(她)们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聪明才

智，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希望和中坚力量。由于学校成绩显著，

先后获得“河南省文明学校”、“洛阳市文明单位"、“洛阳市卫生先进

单位”、“洛阳市花园单位"等荣誉称号。



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一世纪，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领导班子和

全体教职工决心在十六大精神鼓舞下，在省政府和省供销社的正确领

导下j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向更

新更高的目标努力奋斗，再上新台阶，把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建设成

为文明一流的学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第一章 历史变迁

第一节：建校背景及校名演变

一：建校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

时期，专业人才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产生

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供销合作社，人才匮乏，是制约供销社发展

的瓶颈。据洛阳地区供销合作社一九八四年统计：全区供销社职工

2 1，8 00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有1 7 4人，达不到职工总数的百

分之一!职工文化素质底，企业管理水平差，供销社很难适应市场经

济的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多种经营

积极性空前高涨，洛阳地区有良好的果树生长条件，短短几年，各种

果树已发展到三百万亩，一亿三千万棵，年产果量五亿斤。而果品生

产加工技术落后，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经济效益很低，供销合作社作

为果品生产和经营的主管部门，大力兴办职业教育，培养各类专业人

才，成为各级供销社的当务之急。在这种形势下，原洛阳地区供销社

经过深入调查论证，提出在原洛阳供销社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筹建供

销学校的建议，为供销社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此举得到原洛阳地区行

政公署和河南省供销社的大力支持，洛阳行署1 9 84年4月2 5日以

8 4号文请示河南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当年9月2 5日以豫政字1 5 6号‘

文件批复，同意在洛阳供销干校基础上组建洛阳供销学校，设果品生



产与加工储藏专业。面向社会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在校生规

模为5 00人。学校由省、地供销社双重领导，以省社领导为主，学校

基本建设及专项资金由省社投资，学校正常经费根据实际招生人数按

全省中专学校统一标准由省社拨付。至此，河南省洛阳供销学校于

1 9 84年1 0月正式挂牌成立，于1 9 8 5年秋季招收第一届学生入校。

二、校名演变

(一‘)、1 984年1 0月，学校按照省政府批文，名称为“河南省洛阳

供销学校”，同时承担洛阳地区供销社系统干部培训任务。保留原“洛

阳地区供销合作干校”名称。

(二)、1 9 86年5月，河南省行政区划调整，洛阳地区撤销，学校划

归洛阳市，实行省、市社双重领导。洛阳市政府行文，学校更名为“洛

阳市供销学校”，同时将原洛阳市供销社职工干部学校并入我校，成

为一校两院；东院(原供销学校)以社会招生为主，西院(原市社职
●

工干校)以干部培训为主。

(三)、1 988年7月，省、市社决定：我校东、西两院在原有基础上

重新分设，我校收归省供销社直接管理，恢复原名：“河南省洛阳供

销学校”。

(四)、1 9 9 9年3月，根据教育形势的变化，由我校申请，省供销社

同意，省教委[1 9 9 9]年2 3号文件批复，我校更名为“河南省洛阳经

济学校”，隶属关系不变。



第二节：历届领导

出
、

又 任 任

姓 职 性 民 生 化 职 职 说

·名 务 别 族 盈 程 时 文 明 照片

月 度 间 号

1

姜 副 9 高 1982年至

长 校 男 汉 3 出 1 99 3生

绪 长 2

生

7

月

总 1

．王 支 9 大 1 988年1 t月

宏 书 男 汉 3 专 至1 990年1 2

祥 记 3 月

每

1 0

月

总支副书记

总 1 ( 1 988．H

支 9 至90．1 2)总

郭 书 3 ，本 支书记、校长

绍 记 男 汉 8 科 (90．1 至

南 生 94．3)党委书、

校 3 记、 校长

长 月 (1994．4至
● 1 996．3)

校 1

长 9

高 、 9 1 996年3月

智 凸 男 汉 4 本 至2000年8tu

斌 支 生 科 月

副 9

书 月

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 文 任 任}姓 职 性 民 生 化 职 职 说

名 务 别 族 盔 程 时
、

又 明 照片

月 度 间 号

1

党 9

陈 委 5 1999年5月

景 书 男 汉 4 本 至2001年6

超 记 丘 科 月
●

7

月

校 1 1997．4至

长 9 1999．5(总支

霍 、
4 副 书

万 党 6 由 记)2000．8

超 委 男 汉 丘 专 至

副 8 2000．1 2(校

书 月 长、党委副书

记 记)

校 1 2 000．1 2 至

长 9 2001．4主持

李 、 5 学校全面工

．瑞 党 男 汉 4 太 作

民 委 年 科 2001．4 至

副 9 2002．4任校

书 月 长、党委副书

记 I己

校 1 太

长 9 科 2 000． 1至

董 、 6 2002．4副校

建 党 男 汉 1 长2 002．4至

至 委 盈 今校长、党委

副 1 1 副书记

书 月

记

● 19

张 4 5 太 副 l 990年至

定 男 汉 盔 科 校 1 992年1 2月

保 9 长 6日

月



任

出 文 职 时 任

姓 职 性 民 生 化 间 职 说

名 务 别 族 丘 程
、

又 明 照片

月 度 号

党

委 t 1 999年1 0至

书 9 2002年4月副

李 记 5 校长2002年4

蓼 ’ 男 汉 5 本 月至今党委书
坤 纪 盔 科 记兼纪检书记

检 7

书 月
●

记

1

9

崔 副 3 1985．9至 正

少 校 男 汉 9 中 1988．9 科

彬 长 丘 专

8

月

1 9 198 7．3 至

黄 副 48 大 1989．7

铁 校 男 汉 丘 专 1995．5 至

姊 长 4 2000．1

月

●

1 9 本

孙 副 46 科 1990．12 至

照 校 男 汉 年 1995．5

宏 长 10

月

党

委

任 副 19 l 99 0． 1 2至

中 书 57 本 1995．5(副校

敏 记 男 汉 盔 科 长)2002．4至

、 1 0 今(党委副书

副 月 记、副校长)

校

长



出
、

又 任 任

．姓 职 性 民 生 化 职 职 说

名 务 别 族 年 程 时
、

又 明 照片

月 度 间 号

1 9 太

50 科
口 正 1 997年4月天 副

智 校 男 汉 5 至今

恒 长 月

1 9

王 57 副 1998年2月、
松 男 汉 血 太 校 至1999年11

l路 7 科 长 月

月

19 2000年1 2月

60 至2001．4省

任 盔 本 副 社派工作组

玉 男 汉 1 科 校 成员2001．4

祥 月 长 至今任副校

长

19

陈 65 本 副 2002年4月
●

贵 男 汉 盔 科 校 至今

银 7 长

月

1 9 校

楚 5 7 本 长 学

晓 女 汉 证 科 助 l 99 5年4月 校

霞 4 理

月



第三节 风雨历程

我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建的中专学校，建校历史短，

原有基础差，加上三校共处一院(洛阳市商业学校、洛阳市财经学校、

我校)校院狭小，矛盾多，管理困难。同时，在这期间，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迅猛，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教育市场形势变化很快，使我校在

发展中经历了不平凡的风雨历程。纵观二十年来，学校的发展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 9 84年到1 99 3年)艰苦创业 多层次办学

原洛阳地区供销干校是1 98 0年1 0月恢复成立的，其校院是从原

洛阳地区财贸干校院北部划出一部分土地和建筑物而组建的。占地面

积只有1 4．7亩。地面有五十年代初期建的十六间平房和十七间砖窑

洞，总建筑面积只有一千平方米。学校教职工9名，教学设施极其简
●

陋，当时还不具备合格中专学校的基本条件。为了解决办学条件的不

足，原洛阳行署鉴于当时洛阳地区在洛阳市内所占土地紧缺的情况

下，决定由洛阳地区财贸干校，洛阳商业学校，洛阳供销学校三校共

同使用原地区财贸干校校址(共有土地6 3亩)实行联合建校，即所

有建筑物按一个校院规划，三校分别投资统一组织施工，建成后各校

平均分配使用。原洛阳行署这项决定，其目的是想利用三校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省商业厅，省供销社)的投资，来改变原财贸干校校园

设施落后的面貌，将来条件成熟，合并为一个现代化的合格学校。但

是，联合建校的办法，给学校的管理和发展，客观上带来了很多矛盾。

首先是基本建设速度缓慢，任何一个建设项目，都要经过三校反复协



商，才能形成一致意见，而三校主管部门不同，资金到位时间不能同

步，有很多项目立项后能拖上一年、二年仍开不了工。省社对我校的

投资是积极的、及时的，但由于三校协商困难，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建

设和发展。经过十年的协调和努力，我校新建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楼、

食堂多功能楼和职工宿舍楼等项目，才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基本完成

了学校设施的配套建设。

这个阶段学校的另一大难题是经费困难。由于基本建设进度迟缓，

设施不完善，影响学校招生规模，而拨经费来源是按在校统招学生数

拨给的，与学校发展所需经费差距很大。九十年代初期，由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化，省供销社管理体制的改变，把学校推向市场，完全靠

学校自己创收，维持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紧紧依靠全体教职员

工，挖掘一切潜力，在多层次办学上寻找出路，克服因难。一是变理

工专业为文理兼容，由原来只有果品一个专业扩大为财务会计、市场

营销、文秘4个专业，扩大了招生规模。二是将社会统招生改为委托

培养j增加委培费收入。招收成人中专班(财务会计专业，先后招生

1 5 0余人)。三是在省、市社支持下，举办供销社干部职工短期训练

班(先后共办6期，培训2 8 0余人)。通过这些措施，缓解了经费困

难局面。

在这个阶段第三大难题是师资力量薄弱。办学的关键是教师。学

校成立之初，仅有9名教职工，其中教师仅4名。建立一支合格的师

资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学校先后采取四种办法解决：一是公

开向社会招聘。1 98 5年3月31目，在河南日报上连续刊登招聘教师



启事，在其后的4 0天时间里先后有8个省近百个县市344人来校应

聘，经过反复比较、面谈、试讲，最后选定1 7名文化素质较高、专

业对口，年富力强的专业教师。此一举措，不仅为八五年如期开学提

供了切实保证，也开创了我省公开招聘教师的先河。二是从当年大学

本科毕业生中招收人才。建校1 0年，先后接纳大学毕业生1 8名，进

一步充实教师队伍。三是重视在职培养。1 0年间我校有7 8名教职工，

经过高校培训、在职自修、参加高校自考等渠道，获得大专以上学历，

提高了教师队伍的业务素质。

综上所述，“艰苦创业，严格管理”是我校创办初期坚持的办校宗

旨。学校党委和领导班子，始终把政治恩想工作放在首位，多次邀请

老红军、老模范、及供销社先进代表来校进行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教育。

实行民主管理、科学管理、增加透明度，使全体教职工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房子不够，挤着住，住窑洞；任务大，加班加点，超负

荷承担。有的教师每周承担课时1 6节，超过国家规定2倍，没有怨

言。福利待遇低，不争不闹，不与外校攀比。学校经费困难时，许多

人自费出差招生。学校几次遇到特殊困难，向职工个人集资，每次都

超过原定数额，形成了以校为家，艰苦奋斗的良好校风。经过十年

努力，到9 3年底，在校生人数达到7 8 9名，超过省规定5 00名规模

的6 0％，为学校的前进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 9 9 4—1 9 9 8年)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等教育处于黄金时期，初中毕业生选择

上中专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源充裕。我校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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