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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殿民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继承传统，启迪后人。

在学校三十华诞之际，《运城市财经学校志》经过校志编纂

委员会的披沙练金，集腋成裘，今天终于正式出版了，她的问世，

是学校发展进程和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在学校范围

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为构建和谐校

园、和谐社会树起的一座丰碑。

三十年艰苦创业薪火相传。

三十年砥砺耕耘硕果芬芳。

运城市财经学校的前身是原运城地区会计学校和商业学

校．自1978年建校以来，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在省市两级党

委政府的关怀下．在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历经沧桑，走过了

建校、合校、迁址等不平凡历程。从当时土围墙里的几排旧平房、

几十名教职工和百余名学生，发展到今天拥有占地面积260余

亩、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5000余名在校生的国家级重点中等

职业学校。30年累计为国家培养了近3万名中、高级财经人才。

进人新世纪以来，学校抓住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4年9月，经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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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批准，成功挂靠山西财经大学，成立山西财经大学运城学院，

实现了学校发展的历史性跨越。2006年。学院顺利通过了山西

财经大学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2007年，被教

育部命名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同年12月．会计、市场

营销专业被评定为“山西省中等职业教育省级示范专业”。

目前，学校教学设施精良，基础设施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

学经验丰富，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在社会上享有较好的声誉，在

全省职业教育中起到了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的骨干示范作

用，为发展我省的中等职业教育作出了较大贡献。

《运城市财经学校志》是学校30年发展建设成就的实录，是

重要历史文献和资料的汇集，它为广大读者了解财经学校提供

了详实的参考资料，同时也为我们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职业

人才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这本校志必将起到回顾历史、总结

经验、资政教化、振奋精神、再铸辉煌的重要作用。

承前启后展硕果，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奉献。

继往开来谱新篇，启示着财校人的决心和期盼。

仅以此言。是为序1

2009年9月



凡例

一、本校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和目的：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回顾办学历程．启迪后人奋进，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二、本校志记述上限为1978年4月下限至2009年9月，在

此期间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力争提到。

三、本校志横排门类、纵述始末，以时间先后顺序，以叙述记

事为主．重大事件以编年体为主。前有概述、后有大事记、附录及

编后记。

四、本校志所引用的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及会议、文件

名称，在行文中首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酌情简称。

五、本校志中所列数字一律使用阿位伯数字，文字一律使用

简体汉字。

六、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校志资料大部分录自学校档案、文件、文献资料、各科

室提供及部分当事人，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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