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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贸易学校（简称北京财贸学校）位于原宣武

区广安门内南线阁枣林前街，于 1958 年组建。1978 年升格

为大学，即北京财政贸易学院（简称北京财贸学院）。由于

城区原校园已不适应办学的需要，上世纪 80 年代在南三环

外的丰台区花乡樊家村新建了校园。1995 年北京财贸学院

与位于朝阳区的北京经济学院合并，改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简称首都经贸大学），分为东西两个校区。又经过 20 多年

的发展，现在东校区原经济学院处改为外国留学生部。而本

科生、硕博研究生全部在西校区原财贸学院处上课和住宿，

地铁 10 号线在大学北门旁设置了首都经贸大学站。 

    本文所述内容包括的只是作为中专时期的北京财贸学

校学生，不包括改为大学后的校友，也不包括为房山区各金

融商贸单位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学历班的学员。 

    北京财贸学校自建校至 1968 年（文革期间 1966 年开始

停止招生），培养出大量学生，分配到北京市各区县及少量

外地工作，其中房山区也有不少财校的校友。截止到 1997

年 6 月底，房山区有财校学生 58 人（不含此前已调回北京

城区工作的），其中男 18 人，女 40 人。1961 年入校 4 人，



1962 年入校 1 人，1964 年入校 7 人，1965 年入校 46 人。

这 58 人中含燕山地区 17 人（其中 1 人后调天津大港石化

区），矿区商业 5 人，中央和市属厂矿及科研院所 7 人。 

1965 年入校，1968 年 12 月 28 日冒着纷飞的大雪分配

来到房山县的共 110 名学生，其中县供销社系统 20 人，分

配到石楼供销社；县贸易公司系统 90 人，分配到房山城内、

良乡城内、良乡修造厂、磁家务房山煤矿、周口店长沟峪煤

矿等商店。这是财校作为中专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包括财政

银行专业和商业企业管理专业共 8 个班（另有一个两年制商

企专业试验班此前半年分配到房山县良乡服务商店 1 人），

400 多人。因当年建设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后发展为北京燕

山石油化工公司）的需要，所以才会分配给房山这么多人（另

290 多人分配到东城、西城、崇文、宣武、丰台、朝阳、海

淀、石景山及通州、大兴、门头沟、昌平等区县）。 

分配到房山县贸易公司的 90 人，其中 40 人都安排在总

部设在周口店的长沟峪煤矿商店。商店原有职工（含临时工）

共 70 人，分布在从周口店经零三工地煤矿家属宿舍区，长

沟峪煤矿，到胜利桥栗园的六建公司、东方红炼油厂（现春

光商场位置）的多个商店门市部里，路程长达 8 公里。商店

领导是头一天夜里 11 点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让第二天早晨

去北京城里接学生。一下子来了 40 人，吃住问题一时都解

决不了，商店领导就安排学生先借住在商店总部相邻的北京



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实习站办学习班。由于

文革期间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实习站长年无人居住，所以临

时紧急打扫卫生，安装电灯，取暖煤球炉安装烟筒生火。第

一天的午饭，因商店总部食堂只有一个临时工炊事员，解决

不了，让 40 个学生自己去周口店村里的供销社门市部买糕

点面包当饭（当年长沟峪商店在周口店除办公机构外，只设

有蔬菜门市部和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卖书兼放广播，沒

有百货、副食）。商店的运输工具只有一辆毛驴车，车把式

连续几天去位于良乡南关的木器厂拉运 40 个学生用的木床

板和木条凳，往返一趟整 50 公里路，天不亮就出发，天黑

了才能回到周口店。 

    在文革期间全国只有 8 个革命样板戏的文化饥渴年代，

长沟峪商店分配来的 40 个学生里，有的父母在中央乐团搞

音乐，有的家长在北京搞美术设计，所以商店领导很快就发

现并组织学生排练出一台文艺节目。除位于房山县的三个北

京矿务局所属国有煤矿外，还到门头沟区各煤矿及市里巡回

演出。商店的黑板报、会议室、店面货架、女墙等都写上了

标语口号，画上了宣传画，商店搞的反浪费漫画展还被县文

化馆发现，整体移到县里展出。驻周口店的铁道兵部队医院，

多次有干部战士自发来商店院里观看和记录黑板报，并要求

和画黑板报的人见面。 

    这批学生按照北京市当时的工资政策，中专毕业生月工



资 32 元。由于房山、良乡 1958 年从河北省划归北京市，这

时还执行五类工资区标准，所以分配在房山、良乡、良乡修

造厂三个商店的学生每月工资 31.5 元，只有在周口店、磁家

务等矿区商店工作的学生实行六类工资区标准 32 元。分配

在长沟峪商店的 40 个学生，属于为东方红炼油厂代培，发

的工作证（当年没实行身份证，工作证就是个人身份的唯一

证明）上填写的是“练习生”。不到半年，即 1969 年春，发生

了两次大的人事工作变动：一是大安山煤矿上马，需要在海

拔 820 米的山上建大安山煤矿商店（简称 820 商店），于是

从县贸易公司所属的各商店调去一批人，其中财校学生占了

多一半。二是东方红炼油厂新建扩建商店商场，需要这批学

生调过去，但双方没有谈成，结果是将长沟峪商店位于胜利

桥栗园附近的六建门市部和东炼门市部的原有人员和商品

及设施等移交给东炼。共移交 25 人，其中财校学生 16 人，

这样分配到长沟峪商店的 40 人还剩 24 人。后来，县银行（即

现工商银行）的领导见这批学生全在做售货员，没有安排财

务工作，就跟县贸易公司（1970 年已改为县商业局）领导

协商，想要调去这批人，但商业局始终没同意。 

    财校在房山工作的各届校友，包括后来调回北京城里

的，都为房山县的建设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洒下了自己

的汗水。仅从一直留在房山工作的财校各届这 50 多名校友

看，分布在商业、服务业、粮食、药材、石油、化工、机械、



科研、殡葬、税务、审计、质量监督、区政府、街道和居委

会等各个行业和系统。从事的工作以售货和财务为主，少部

分人提拔为经理、书记、主任、局长、科长等。个别同学改

行，比如有一个 68 届女同学后来调到区政府史志办公室，

作为主编编辑了《房山农业志》《百花山志》等多部志书。

另外，这批学生中还涌现出几位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 

             

(2018 年 9 月修改) 

 



 

（照片说明） 

1992 年 12 月 12 日，为筹备北京财贸学校建校 35 周年和北

京财贸学院建院 15 周年校庆，老院长蒋哲夫带领几位老教

师来到房山，看望在房山区和门头沟区工作的校友。房山区

和门头沟区共寻找到 75 名校友，当天到会近 50 人，这是在

原房山区政府楼前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