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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遵照中央关于加强

教育工作的指示，我们

在全省财政教育方面做

了一些工作。一是不断

提高各级财税部门领导

对财政教育的重要性、

迫切性的认识，把财政

教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一手抓财政工作，

一手抓财政教育。二是

制订和修订全省财政教

育的长远设想与近期规

划，并逐年安排落实。

在干部 教育 方 面，据

1982年末统计，全省参

加两个月以上脱产轮训

的干部占职 工 总 数的

50% ，占应训数的80%。
预计普遍轮训的任务，

多数地区将提前于今年

内完成，少数地区可于

明年内完成。三是抓了

省财政学校的恢复建设

和领导管理工作，充分

发挥这所学校在培养全

省财政中等专业人才和

培训在职干部方面的作

用。我们在抓好全日制

中专的同时，从1981年

起，还在省财校开办了

两年制的在职干部中专

班。此后，部分地区财

税部门，也先后举办了两年制的干部中专班或

一年制的相当于中专水平的专业班。现在，已

从专业班结业的有49人，正在中专班学习的有

250 余人。四是组织 力量统一编写了九种干训

教材，供各地财税部门使用。五是在财力、物

力上支持财政教育事业的发展，使现有十多个

地区已经新建了或正在筹建干部教育基地。
四川省财政学校，是全省财政系统唯一的

一所财政中等专业学校。我们 抓 财 政 教育工

作，是以省财校为重点的。我们的作法，基本

上是参照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日制中等 专业

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的暂行 规定》 （以 下 简 称

《暂行规定》）和财政部提出的要求执行的。
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加强领导

按照《暂行规定》的要求，主管部门对所

属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应领导管理。在具体执行

中，我们既注意全面管理，更着重于抓大事，

从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加强领导。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抓了全会精神的深入

贯彻，继续 清除“左”的 思 想 影响，进行政

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强调在政治思想上同党

中央保持一致，并尽快把工作重点转到以教学

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同时，还督促财校狠抓了

落实政策的工作，较快较好地解决 了 历 史 老

案和“文革”中的遗留问题。由于落实政策工

作抓得较好，调动了教职工的积极性。在抓财

校工作重点转移上，注意了健全学校的各种机

构，并推动学校进行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以

利于形成稳定的教学秩序，促进教学质量的提

高。下一步，我们根据党的十二大和和中央1983

年有关文件精神，要帮助财校抓好党员教育、

端正党风等工作，为全面整党做好准备。
为了做到以抓大事带动其他管理工作，必

须相应解决职责分工和健全管理制度的问题。

1982年初，我厅曾针对执行《暂行规定》过程

中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些 新 的 补 充，提出了

“加强财校领导管理的试行意见”。这个“试

行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哪些重大问题由厅党

组研究确定、或由党组分管学校工作的同志处

理；哪些具体管理工作由厅里哪些处室负责办

理；此外，还规定了一些相互联系的制度。现

在财校的各项领导管理工作，都 比 较 明 确落

实。
我厅在对财校进行各项领导管理中，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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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发挥学校领导 班 子 的 作用，既不撒手不

管，也不包办代替。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是该学

校领导办的，我们都放手和支持校领导去办，

并注意在办的过程中指导和帮助他们。
为了充分发挥校领导班子的作用，我厅十

分重视抓校领导班子的建设。学校恢复招生以

来，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根据各时

期学校管理工作的需要，对校领导班子先后作

了几次充实与调整，并将校党 总 支 改 成校党

委。二是在1981年底到1982年初省级机关进行

整顿时，对校党委也进行了一次思想、作风整

顿。整顿期间，厅党组负责同志和主管学校工

作的同志，都深入学校，多次召开座谈会，了

解情况，调查研究。然后，同校党委交换了意

见，并要求他们订出改进领导作风和各项工作

的措施。三是厅党组曾几次召开扩大会，吸收

财校党委成员参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沟

通思想，统一认识。四是厅党组分管学校工作

的同志，注意抽时间找财校领导个别谈心，交

换意见，严格要求并具体帮助他们。现在，财

校有正、副校长 4 人，平均年龄为54.5岁，其

中有 3 人在53岁以下；具有高中学历的 2 人，

大专学历的 1 人；都有比较丰富的教学或学校

管理工作经验；也能相互配合，商量共事。

二、从提高教学质量上进行帮助

（一）充实师资队伍，调动 教 师的 积极

性。师资队伍的建设，是 提 高 教 学质量的关

键。目前，省财校的教师队伍已由恢复招生时

的29人增加到62人，增加了一倍多。在现有教

师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和同等学力的41人，

占66% ，有大专学历的 8 人，占1 3% ；取得讲

师职称的17人，占27% ，取得教员职称的14人，

占23%。为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我们在

工作中注意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做到政

治上热情关怀，真诚信任；工作上充分尊重，

大力支持；生活上尽可能逐步加以改善，在一

些实际问题上，给予适当的 照 顾 与 支持。如

1977年和1979年两次调整工资，除按规定的调

整面给学校调整外，还调剂了一些指标给学校。

此外，在近儿年内，还先后解决了教职工子女

40余人的就业问题，为教师解除了后顾之忧。
目前，财校正在修建教职工宿舍，建成以后，
教师的工作和居住条件，将普遍得到改善。

在给财校积极调配专职教师的同时，还根

据财校教学的需要，从厅内或地县财税部门抽

调业务骨干到财校担任兼职教师，讲授部份课

程。有时，厅领导和一些处长也去作些专题报

告。由于专、兼职教师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取

长补短，对提高教学质量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增设了学生科，加强了学生工作队

伍，使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组织上得到了进

一步落实。据了解，财校绝大多数学生的政治

思想表现是比较好的，到工作岗位后多数也表

现不错。从最近对348名历届毕业生 的 调查统

计来看，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81人，占23.3% ；

被提拔为科、股 长的15人，占4 .3% ；被 吸 收

入党的13人，占3.7%。
（三）大力支持财校编好教材、教案。教

材建设是学校的一项基本建设，是提高教学质

量的一个重要环节。财校在编写教材中需要什

么资料，厅里尽可能提供；各处室印发的政策

性文件和制度规定，都发给或抄送给财校；厅

里召开专业性会议，都邀请有关教师参加；财

校所编的专业课教材，在定稿付印之前，多数

也由厅里组织审定。在近 十 年内，财 校 共编

写、铅印了教材 8 种，约20万册，被省内外一些

财政、财务部门采用；另外还编写油印了校内

使用的教材18种，解决了自身教学的急需。
（四）要求财校开展历届毕业生情况的典

型调查，为改进办学、提高教学 质 量 提 供依

据。这项工作，财校已于今年初做了，并写出

了书面调查材料。另外，我厅还要求财校把每

年应届毕业生的实习工作，作为教学的一个重

要环节认真抓好。在制订实习计划和联系实习

地区等方面，厅里都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五）支持并帮助财校认真搞好在职干部

中专班学员的招收和管理工作。在招生方面，

厅里除负责制定报考条件、招生办法和督促检

查外，其它诸如命题、组织考试、政审、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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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全部交由财校严格按照高考的办法进

行。录取分数线确定以后，厅里大力支持财校

按照“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 原 则 秉 公录

取。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在分数上略有

照顾外，对其他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这就杜绝

了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保证了录取的质量。在

管理方面，我们还支持财校参照全日制中专学

籍管理办法，加强对这部份学员的管理。现在

看，由于这些学员在年龄和文化水平上都比较

整齐，所以进行教学和组织管理都比较顺利，

从而保证了教学的质量。
三、从改善办学条件上给予支持

财校的办学条件，从刚恢复到现在，已有

较大改善。在校舍方面，1973年刚恢复时，被

占的校舍还未退还，学生上课、食宿的地方都

没有。当时，我们一面积极报请省委解决被占

校舍的归还问题，一面又将机关食堂腾出一些

房屋给财校暂用。经过多次口头反映和书面报

告，1977年，省委正式决 定 将原 校址一分为

二，其中的一半归还财校；1979年又批准财校

另外征地新建部分校舍，由占用单位偿付还建

款151万元。这笔还建款当时只够作 征 地的费

用。要新建，还需投资。后来，经我厅多方筹

措资金，并多次进行征地的联系，才使财校基

建工程得以开始进行。在设备方面，由于原有

设备全被别的单位占用和损毁，所以恢复办学

后，一切都得重新购置。尽管所需费用较多，

但在逐年安排下，现已基本配全、配齐。不仅

添置了600名中专生和150名干训学员所需的全

套教具、家具和其它生活设备，而且还新增了

一套电化教学器材。

更 正

本刊1983年第 6 期24页第23行和24行中，吨铝成

本万元应改为元。

第26页文章作者应为吉林省永吉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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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金 融 学 院 自

1978年复校以来，在完成教

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充分

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克服校

舍不足的困难，采取“六结

合”的办法，为中央和地方

有关部门、单位举办各种类

型的干部培训班和短训班37

期，培训学员近 4，000 人，

受到有关单位的好评。“六

结合”的内容是：

第一，校内 校 外 相 结

合。首先是充分利用本校校

舍，校舍不足，就到校外去

办班。例如，给国务院机关

事务管理局、外交部等单位

举办的财会培训班，就是由

这些单位提供教室举办的。
第二，远近相结合。当

就近办班不具备 办 学 条 件

时，就到较远的 地 方 去办

班。例如，全国地、市级财

税局长训练班，就是到北京

西郊五棵松（离校30华里）

和河北省秦皇岛市办的。
第三，请进来与走出去

相结合。在学校没有教室的

情况下，由聘请办班的单位

在校内盖木板房当教室，把

学生请到校内来；如果没有

这样的条件，教 师 就 走 出

去，送教上门。
第四，平时与寒暑假相结合。他们除平时

积极举办干训班外，还利用寒暑假为各单位办

班，如1982年暑假，他们就为广东省财政厅举

办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培训班。
第五，长班与短班相结合。办长班还是办

短班，根据时间的可能而定。时间长，就多安

排一些教学内容，使学员多学一些专业知识；

时间短，就讲授一门课或几个专题，为以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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