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部教育 “家门 口 上大学”

——记北京市延庆县财政局电大教育

三 心

一张电大毕业文凭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延庆县

财政局八七级电大班毕业生来说，这一张毕 业证书却

凝聚了他们难以忘怀的三个春秋。

延庆县是北京市最远的郊县，也是唯一的居雍关

外山区郊县。1987年北京市财政局教育处为了加强财

政干部的系统专业知识和学历教育，在全市各区县招

财政专业电大学员，并按区县办成16个电大教学班。

三年来，延庆电大班赢得了全市最 好成绩。延庆县财

政局的23名电大学员全部通过统考，其中 2 人被评为

出席市电大工作站的优秀学员，大家亲切地把上电大

称为“家门口上大学”

的确，“家门口上大学”，在延庆县财政局建局

以来还是第一次。1983年，县财政局29名干部职工中，

具有中专文化程度的只有 1人，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

一个也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很难适应改革开放时期

财政工作的需要。财政局长沈振海有长远眼光，他明

白，财政工作需要一批有文化，具备专业知识，懂政

策的干部，要搞好一个县的财政工作，改变“吃饭财

政”的面貌，必须花大本钱搞职工教育。在干部学历

教育上，采取什么办法呢？送出去脱产学习，面窄不

能解众多职工求知之渴；业余学习，又缺少必要的指

导和条件；专业电大教育，这种“家门口上大学”的

形式，正是他们所需要的。87级财政专业电大，作为

财政系统大面积的专业知识培训，在全北京也还是一

个尝试。延庆财政局的领导很清楚地看到了它的重要

意义，及时把电大班纳入议事日程，安排专人负责。

考虑到干部职工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局里从 1987年 3

月开始举办预科班，用 4 个月的“补习”为电大班开

学打基础。 9月，全局23名干部职工经过考试被录取

为电大正式学员。回忆这一段学习生活，学员们感慨

不已，很多学员多年没摸书本了，再来补课，真够吃

力的。有的学员说，真忘不了“啃”微积分那一段白

天晚上的拼命劲儿，不过，为了抓住好机会，“在家

门口上大学”，他们终于一门门“啃”下来了，并尝

到了甜头。

在市财政局资助下，延庆县财政局筹建了教室，

配备了桌椅、教学设备。局领导亲自去市里请来有经验

的教授为电大学员辅导专业课。延庆到北京途经八达

岭居雍关，道路曲折，弯多坡急，每年冬季下雪时公

路阻断，负责电大班的同志就乘火车赶到北京听大课，
再带回给学员，市里的辅导老师也不辞辛苦，赶火车

到延庆辅导学员。县教育局电大工作站、市电大也尽

力为电大班解决困难，照顾远郊县的同志优先领取录

音录相带，并帮助电大班在本县借考，使电大班真正

成为 “家门口的大学”。

电大班的学员大多三四十岁、不仅上有老、下有

小，是家庭栋梁，而且是业务科室工作的中坚，他们

学起来可不象在校大学生那么轻松。影响工作，领导

要说；成绩不好，局长问起来，脸上挂不住，孩子知

道，更难为情；照顾不了家，爱人也会怨的；更莫说

三四十岁上大学，理论知识学得快，忘得也快，得花

更多的精力。学员们戏称这是先成家、后立业、再补

课。然而，国家给提供了条件，领导、家人大力支持，

学习再辛苦，他们也乐在其中。每年年终电大考试都

与财政决算工作冲突，平时上课也多少要占用工作时

间，科长科员们上课、考试去了，局长就身兼数职，

上下忙。电大班主任更是全心为学员服务，每次早来

晚归。年轻的妈妈们来上课，身 边带 着孩子，班主

任就将孩子们领到办公室，教 他们做手工，给孩子讲

故事，解除了后顾之忧，学员学习劲头十足。全班23

人，最大的四十来岁，最年轻的二十岁，互相帮助，

一同复习到深夜。有个学员生病住院，不忘将书带到

病房；有一位同志考前一天母亲病故，也坚持参加了

统考。三年辛勤努力，终于换来了好成绩。系统的专

业知识学习使这些每天与实际工作打交道的财政干部

豁然开朗，思想、 业务水平大大提高。其中四人被提

升为正科长。

延庆县财政局由于重视干部职工教育工作，几年

来，全局干部职工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结构发生了

显著变化。到87级财政专业电大班毕业的1990年 7 月，

全局干部职工有63%取得了大专以上文凭，28% 取得

中专文凭，大大超过了市财政局教育处对县财政局专

业知识结构比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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