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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黄焕忠

《福州铁路分局志》在分局、分局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经过

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于2001年12月编纂成书。这是我分局在编纂

《福建省铁路志》和编辑出版10部《福州铁路分局年鉴》之后的又一项重要

成果。借此，谨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福建铁路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领

导和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在分局志编纂过程中殚精竭虑，付出辛勤

劳动的所有参与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福州铁路分局志》记述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在京闽籍官员

联名发起创办福建铁路，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修成28公里漳

厦铁路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截止1995年12月)，陆续修建鹰

厦铁路、外福铁路、漳泉肖铁路等3条干线及福马铁路等6条支线的历史

和现状；记述福建铁路发展中的兴衰起伏的历史变化，其中既有取得巨大

成功的丰富经验，又有造成某些失误的深刻教训；记述福州铁路分局“自

信、领先、务实、团结”的企业精神和全分局37000多职工拼搏、奉献的战斗

风姿。

江泽民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

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福州铁路分局志》是一部企业志，分局历史

的机构设置、铁路建设、运输生产、经营管理、科技教育文化、多元经济、生

活服务、党委群团、政法人武等方面的工作尽囊其中，是一部百科全书，是

昨天的记录、今天的佐证、明天的借鉴。本志总体上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

丰富、体例完备、文字通畅的要求，较好地体现了时代风貌和福建铁路的特

色。《福州铁路分局志》为我们了解局情、借鉴历史、做好工作、减少失误提

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为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激发广大职工敬业爱岗、建

功立业，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由于这部《分局志》时间跨度大，许多资料散失不全，加之我们缺乏修

志经验，因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帮助我们正误补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客观地反映

福建铁路的发展历史，突出企业特点和时代特色，力求达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限为1995

年，个别内容略有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采用横排纵写、以横统纵的编排方法，分类以篇、章、节、目

记述。首立《概述》、《大事记》，末列《附录》，中设《机构设置》、《铁路建

设》、《运输生产》、《经营管理》、《科技 教育 文化》、《多元经济》、《生

活服务 医疗卫生》、《中国共产党福州铁路局、分局组织》、《群众团

体》、《政法 人武》、《人物》等11篇54章，共78万字。

四、本志采用述、记、传、志、图、表、录等表述形式，以志为主体。图

(含照片)部分集中于卷首，其余的和表附置于有关章节中。

五、本志行文除引用古籍资料，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

求通顺、朴实、简明，使之文约事丰，言简意赅。

六、本志使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概念，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时间。建国前沿用历史朝代年号纪年，在后括

弧内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称谓书写，对人名直书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对历

史上的朝代、政权、党派团体、官职、地名均列当时名称；对有变更的车

站站名，用现称并在括弧内标注旧名。各种名称在行文中首次出现时

用全称，对多次出现使用简称的，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弧注明。

八、本志数字用法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颁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九、本志资料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南昌、成都、福州等地历史档

案、报刊资料，和上海铁路局、南昌铁路局、福州铁路分局、福州铁路勘

测设计院、福州铁路工程总公司等单位提供的档案及资料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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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211)

(213)

(217)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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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运输清算收入⋯⋯⋯⋯⋯⋯⋯⋯⋯⋯⋯⋯⋯⋯⋯⋯⋯⋯⋯⋯⋯⋯

运输成本及利润⋯⋯⋯⋯⋯⋯⋯⋯⋯⋯⋯⋯⋯⋯⋯⋯⋯⋯⋯⋯⋯

资金管理⋯⋯⋯⋯⋯⋯⋯⋯⋯⋯⋯⋯⋯⋯⋯⋯⋯⋯⋯⋯⋯⋯⋯⋯

审计监督⋯⋯⋯⋯⋯⋯⋯⋯⋯⋯⋯⋯⋯⋯⋯⋯⋯⋯⋯⋯⋯⋯⋯⋯

第四章物资管理⋯⋯⋯⋯⋯⋯⋯⋯⋯⋯⋯⋯⋯⋯⋯⋯⋯⋯⋯⋯⋯⋯⋯⋯⋯

第一节物资供应与管理⋯⋯⋯⋯⋯⋯⋯⋯⋯⋯⋯⋯⋯⋯⋯⋯⋯⋯⋯⋯⋯

第二节机械动力设备管理⋯⋯⋯⋯⋯⋯⋯⋯⋯⋯⋯⋯⋯⋯⋯⋯⋯⋯⋯⋯

第三节物资节约与节能管理⋯⋯⋯⋯⋯⋯⋯⋯⋯⋯⋯⋯⋯⋯⋯⋯⋯⋯⋯

第五章劳动人事管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干部管理⋯⋯⋯⋯⋯⋯⋯⋯⋯⋯⋯⋯⋯⋯⋯⋯⋯⋯⋯⋯⋯⋯⋯⋯

工人管理⋯⋯⋯⋯⋯⋯⋯⋯⋯⋯⋯⋯⋯⋯⋯⋯⋯⋯⋯⋯⋯⋯⋯⋯

定员定额⋯⋯⋯⋯⋯⋯⋯⋯⋯⋯⋯⋯⋯⋯⋯⋯⋯⋯⋯⋯⋯⋯⋯⋯

工资、津贴、奖励⋯⋯⋯⋯⋯⋯⋯⋯⋯⋯⋯⋯⋯⋯⋯⋯⋯⋯⋯⋯⋯

运输劳动生产率⋯⋯⋯⋯⋯⋯⋯⋯⋯⋯⋯⋯⋯⋯⋯⋯⋯⋯⋯⋯⋯

劳动保护⋯⋯⋯⋯⋯⋯⋯⋯⋯⋯⋯⋯⋯⋯⋯⋯⋯⋯⋯⋯⋯⋯⋯⋯

第六章房建地亩管理⋯⋯⋯⋯⋯⋯⋯⋯⋯⋯⋯⋯⋯⋯⋯⋯⋯⋯⋯⋯⋯⋯⋯

第一节房建管理⋯⋯⋯⋯⋯⋯⋯⋯⋯⋯⋯⋯⋯⋯⋯⋯⋯⋯⋯⋯⋯⋯⋯⋯

第二节地亩管理⋯⋯⋯⋯⋯⋯⋯⋯⋯⋯⋯⋯⋯⋯⋯⋯⋯⋯⋯⋯⋯⋯⋯⋯

第七章 退休退职职工管理⋯⋯⋯⋯⋯⋯⋯⋯⋯⋯⋯⋯⋯⋯⋯⋯⋯⋯⋯⋯⋯

第一节机构没置⋯⋯⋯⋯⋯⋯⋯⋯⋯⋯⋯⋯⋯⋯⋯⋯⋯⋯⋯⋯⋯⋯⋯⋯

第二节退休职工活动经费⋯⋯⋯⋯⋯⋯⋯⋯⋯⋯⋯⋯⋯⋯⋯⋯⋯⋯⋯⋯

第三节为退休退职职工办实事⋯⋯⋯⋯⋯⋯⋯⋯⋯⋯⋯⋯⋯⋯⋯⋯⋯⋯

第一章 科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教

第五篇 科技 教育文化

机构队伍⋯⋯⋯⋯⋯⋯⋯⋯⋯⋯⋯⋯⋯⋯⋯⋯⋯⋯⋯⋯⋯⋯⋯⋯

科技主要成果和引进技术⋯⋯⋯⋯⋯⋯⋯⋯⋯⋯⋯⋯⋯⋯⋯⋯⋯

电子计算机应用⋯⋯⋯⋯⋯⋯⋯⋯⋯⋯⋯⋯⋯⋯⋯⋯⋯⋯⋯⋯⋯

环境保护⋯⋯⋯·：⋯⋯⋯⋯⋯⋯⋯⋯⋯⋯⋯⋯⋯一⋯⋯⋯⋯⋯⋯．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职工教育

第三节普通教育

第三章文化⋯⋯⋯⋯⋯⋯⋯⋯⋯⋯⋯⋯⋯⋯⋯⋯⋯⋯⋯⋯⋯⋯⋯⋯⋯⋯

第一节文化线建设⋯⋯⋯⋯⋯⋯⋯⋯⋯⋯⋯⋯⋯⋯⋯⋯⋯⋯⋯⋯⋯⋯⋯

第二节文学艺术创作⋯⋯⋯⋯⋯⋯⋯⋯⋯⋯⋯⋯⋯⋯⋯⋯⋯⋯⋯⋯⋯⋯

第三节史志、年鉴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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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多元经济

第一章多种经营⋯⋯⋯⋯⋯⋯⋯⋯⋯⋯⋯⋯⋯⋯⋯⋯⋯⋯⋯⋯⋯⋯⋯⋯一一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经营业务⋯⋯⋯⋯⋯⋯⋯⋯⋯⋯⋯⋯⋯⋯⋯⋯⋯⋯⋯⋯⋯⋯⋯⋯

第三节管理制度⋯⋯⋯⋯⋯⋯⋯⋯⋯⋯⋯⋯⋯⋯⋯⋯⋯⋯⋯⋯⋯⋯⋯⋯

第四节直属企业⋯⋯⋯⋯⋯⋯⋯⋯⋯⋯⋯⋯⋯⋯⋯⋯⋯⋯⋯⋯⋯⋯⋯⋯

第二章 集体经济⋯⋯⋯⋯⋯⋯⋯⋯⋯⋯⋯⋯⋯⋯⋯⋯⋯⋯⋯⋯⋯⋯⋯⋯⋯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生产经营⋯⋯⋯⋯一⋯⋯⋯⋯⋯⋯⋯⋯⋯⋯⋯⋯⋯⋯⋯⋯⋯⋯⋯

第三节经营管理⋯⋯⋯⋯⋯⋯⋯⋯⋯⋯⋯⋯⋯⋯⋯⋯⋯⋯⋯⋯⋯⋯⋯⋯

第三章工业生产⋯⋯⋯⋯⋯⋯⋯⋯⋯⋯⋯⋯⋯⋯⋯⋯⋯⋯⋯⋯⋯⋯⋯⋯⋯

第一节邵武轨枕厂⋯⋯⋯⋯⋯⋯⋯⋯⋯⋯⋯⋯⋯⋯⋯⋯⋯⋯⋯⋯⋯⋯⋯

第二节三明铁路机械厂⋯⋯⋯⋯⋯⋯⋯⋯⋯⋯⋯⋯⋯⋯⋯⋯⋯⋯⋯⋯⋯

第三节沙县采石场⋯⋯⋯⋯⋯⋯⋯⋯⋯⋯⋯⋯⋯⋯⋯⋯⋯⋯⋯⋯⋯⋯⋯

第四节郭坑工务修制厂⋯⋯⋯⋯⋯⋯⋯⋯⋯⋯⋯⋯⋯⋯⋯⋯⋯⋯⋯⋯⋯

第五节 厦门园林绿化工程管理所⋯⋯⋯⋯⋯⋯⋯⋯⋯⋯⋯⋯⋯⋯⋯⋯⋯

第四章地方铁路开发⋯⋯⋯⋯⋯⋯⋯⋯⋯⋯⋯⋯⋯⋯⋯⋯⋯⋯⋯⋯⋯⋯⋯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工程项目⋯⋯⋯⋯⋯⋯⋯⋯⋯⋯⋯⋯⋯⋯⋯⋯⋯⋯⋯⋯⋯⋯⋯⋯

第三节铁路建设附加费⋯⋯⋯⋯⋯⋯⋯⋯⋯⋯⋯⋯⋯⋯⋯⋯⋯⋯⋯⋯⋯

第七篇 生活服务 医疗卫生

(298)

(298)

(299)

(300)

(300)

(301)．

(301)

(302)

(303)

(304)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09)

(309)

(310)

第一章生活服务⋯⋯⋯⋯⋯⋯⋯⋯⋯⋯⋯⋯⋯⋯⋯⋯⋯⋯⋯⋯⋯⋯⋯⋯⋯(311)

第一节机构⋯⋯⋯⋯⋯⋯⋯⋯⋯⋯⋯⋯⋯⋯⋯⋯⋯⋯⋯⋯⋯⋯⋯⋯⋯⋯(311)

第二节服务设施．．．⋯⋯⋯．．．⋯⋯⋯⋯⋯⋯⋯⋯⋯⋯⋯⋯⋯⋯⋯⋯⋯⋯⋯(312)

第三节生活供应⋯⋯⋯⋯⋯⋯⋯⋯⋯⋯⋯⋯⋯⋯⋯⋯⋯⋯⋯⋯⋯⋯⋯⋯(316)

第四节铁路制服⋯⋯⋯⋯一⋯⋯⋯⋯⋯⋯⋯⋯⋯⋯⋯⋯⋯⋯⋯⋯⋯⋯⋯(318)

第二章 医疗卫生⋯⋯⋯⋯⋯⋯⋯⋯⋯⋯⋯⋯⋯⋯⋯⋯⋯⋯⋯⋯⋯⋯⋯⋯⋯(319)

第一节机构⋯⋯⋯⋯⋯⋯⋯⋯⋯⋯⋯⋯⋯⋯⋯⋯⋯⋯⋯⋯⋯⋯⋯⋯⋯⋯(319)

第二节卫生、防疫⋯⋯⋯⋯⋯⋯⋯⋯⋯⋯⋯⋯⋯⋯⋯⋯⋯⋯⋯⋯⋯⋯⋯⋯(320)

第三节医疗设备⋯⋯⋯⋯⋯⋯⋯⋯⋯⋯⋯⋯⋯⋯⋯⋯⋯⋯⋯⋯⋯⋯⋯⋯(324)

第四节医疗技术⋯⋯⋯⋯⋯⋯⋯⋯⋯．．⋯⋯⋯⋯⋯⋯⋯⋯⋯⋯⋯⋯⋯⋯·(326)

第五节妇幼保健⋯⋯⋯⋯⋯⋯⋯⋯⋯⋯⋯⋯⋯⋯⋯⋯⋯⋯⋯⋯⋯⋯⋯⋯(328)

第六节爱国卫生运动⋯⋯⋯⋯⋯⋯⋯⋯⋯⋯⋯⋯⋯⋯⋯⋯⋯⋯⋯⋯⋯⋯(329)

第七节计划生育⋯⋯⋯⋯⋯⋯⋯⋯⋯⋯⋯⋯⋯⋯⋯⋯⋯⋯⋯⋯⋯⋯⋯⋯(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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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中国共产党福州铁路局、分局组织

第一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组织沿革⋯⋯⋯⋯⋯⋯⋯⋯⋯⋯⋯⋯⋯⋯⋯⋯⋯⋯⋯⋯⋯⋯⋯⋯

历次党员代表大会⋯⋯⋯⋯⋯⋯⋯⋯⋯⋯⋯⋯⋯⋯⋯⋯⋯⋯⋯⋯

组织建设⋯⋯⋯⋯⋯⋯⋯⋯⋯⋯⋯⋯⋯⋯⋯⋯⋯⋯⋯⋯⋯⋯⋯⋯

重要活动⋯⋯⋯⋯⋯⋯⋯⋯⋯⋯⋯⋯⋯⋯⋯⋯⋯⋯⋯⋯⋯⋯⋯⋯

第二章宣传教育⋯⋯⋯⋯⋯⋯⋯⋯⋯⋯⋯⋯⋯⋯⋯⋯⋯⋯⋯⋯⋯⋯⋯⋯⋯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政治宣传⋯⋯⋯⋯⋯⋯⋯⋯⋯⋯⋯⋯⋯⋯⋯⋯⋯⋯⋯⋯⋯⋯⋯⋯

安全生产宣传⋯⋯⋯⋯⋯⋯⋯⋯⋯⋯⋯⋯⋯⋯⋯⋯⋯⋯⋯⋯⋯⋯

理论教育⋯⋯⋯⋯⋯⋯⋯⋯⋯⋯⋯⋯⋯⋯⋯⋯⋯⋯⋯⋯⋯⋯⋯⋯

统战工作⋯⋯⋯⋯⋯⋯⋯⋯⋯⋯⋯⋯⋯⋯⋯⋯⋯⋯⋯⋯⋯⋯⋯⋯

第三章纪律检查⋯⋯⋯⋯⋯⋯⋯⋯⋯⋯⋯⋯⋯⋯⋯⋯⋯⋯⋯⋯⋯⋯⋯⋯⋯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建置沿革⋯⋯⋯⋯⋯⋯⋯一⋯⋯⋯⋯⋯⋯⋯⋯⋯⋯⋯⋯⋯⋯⋯⋯

党风党纪教育⋯⋯⋯⋯⋯⋯⋯⋯⋯⋯⋯⋯⋯⋯⋯⋯⋯⋯⋯⋯⋯⋯

纠正不正之风⋯⋯⋯⋯⋯⋯⋯⋯⋯⋯⋯⋯⋯⋯⋯⋯⋯⋯⋯⋯⋯⋯

落实政策、违纪案件⋯⋯⋯⋯⋯⋯⋯⋯⋯⋯⋯⋯⋯⋯⋯⋯⋯⋯⋯⋯

信访工作⋯⋯⋯⋯⋯⋯⋯⋯⋯⋯⋯⋯⋯⋯⋯⋯⋯⋯⋯⋯⋯⋯⋯⋯

第四章老干部工作⋯⋯⋯⋯⋯⋯⋯⋯⋯⋯⋯⋯⋯⋯⋯⋯⋯⋯⋯⋯⋯⋯⋯⋯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老干部机构⋯⋯⋯⋯⋯⋯⋯⋯⋯⋯⋯⋯⋯⋯⋯⋯⋯⋯⋯⋯⋯⋯⋯

老干部政治生活⋯⋯⋯⋯⋯⋯⋯⋯⋯⋯⋯⋯⋯⋯⋯⋯⋯⋯⋯⋯⋯

老于部生活待遇⋯⋯⋯⋯⋯⋯⋯⋯⋯⋯⋯⋯⋯⋯⋯⋯⋯⋯⋯⋯⋯

老干部文体活动⋯⋯⋯⋯⋯⋯⋯⋯⋯⋯⋯⋯⋯⋯⋯⋯⋯⋯⋯⋯⋯

第五章党校工作⋯⋯⋯⋯⋯⋯⋯⋯⋯⋯⋯⋯⋯⋯⋯⋯⋯⋯⋯⋯⋯⋯⋯⋯⋯

第一节建置沿革

第二节教师队伍

第三节教育教学

第九篇 群众团体

第一章工会组织⋯⋯⋯⋯⋯⋯⋯⋯⋯⋯⋯⋯⋯⋯⋯⋯⋯⋯⋯⋯⋯⋯⋯⋯⋯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共青团⋯⋯⋯⋯⋯⋯⋯⋯⋯⋯⋯⋯⋯⋯⋯⋯⋯⋯⋯⋯⋯⋯⋯⋯⋯⋯

第一节组织设置⋯⋯⋯⋯⋯⋯⋯⋯⋯⋯⋯⋯⋯⋯⋯⋯⋯⋯⋯⋯⋯⋯⋯⋯
6

、，、，、，、，、，、，、，、，、，、，、，、，、，、，、，＼，、，、，、，、，、，＼，、，、，、，

2

2

5

8

6

8

8

1

3

5

8

8

9

1

3

5

7

7

8

9

0

l

l

2

3

3

3

3

3

4

4

4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6

7

7

7

7

7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k，k／L，＼／L／L／L／k／L／L／L／L／k／L／k，L／L／L／L／L，L，L／＼，L，●＼

、，、，、，、，、，＼，、，、，

6

6

6

9

O

3

6

6

7

7

7

7

8

8

8

8

3

3

3

3

3

3

3

3／k／L，L／L，L，L，L，L

一

’．

一

一

一

～

～

～

～会

～

～

～

～表

．

．

．

．p～

¨

一

一

一^1

一

～

一

一

】

●

●

●

●

】、

～

～

～

～职

～

～

～

～会

●

●

●

●

_‘__～

～

～

～

～表

．

．

．

．b～革设作产员沿建工生会置织传众会建组宣群工



第二节组织建设⋯⋯⋯⋯⋯⋯⋯⋯⋯⋯⋯⋯⋯⋯⋯⋯⋯⋯⋯⋯⋯⋯⋯⋯

第三节团代会⋯⋯⋯⋯⋯⋯⋯⋯⋯⋯⋯⋯⋯⋯⋯⋯⋯⋯⋯⋯⋯⋯⋯⋯⋯

第四节团的活动⋯⋯⋯⋯⋯·⋯⋯⋯⋯⋯⋯⋯⋯⋯⋯⋯⋯⋯⋯⋯⋯⋯⋯一

第五节学校团队工作⋯⋯⋯⋯⋯⋯⋯⋯⋯⋯⋯⋯⋯⋯⋯⋯⋯⋯⋯⋯⋯⋯

第三章学(协)会、研究会⋯⋯⋯⋯⋯⋯⋯⋯⋯⋯⋯⋯⋯⋯⋯⋯⋯⋯⋯⋯⋯⋯

第一节福建省铁道学会⋯⋯⋯⋯⋯⋯⋯⋯⋯⋯⋯⋯⋯⋯⋯⋯⋯⋯⋯⋯⋯

第二节财会学会⋯⋯⋯⋯⋯⋯⋯⋯⋯⋯⋯⋯⋯⋯⋯⋯⋯⋯⋯⋯⋯⋯⋯⋯

第三节体育协会⋯⋯⋯⋯⋯⋯⋯⋯⋯⋯⋯⋯⋯⋯⋯⋯⋯⋯⋯⋯⋯⋯⋯⋯

第四节老战士协会⋯⋯⋯⋯⋯⋯⋯⋯⋯⋯⋯⋯⋯⋯⋯⋯⋯⋯⋯⋯⋯⋯⋯

第五节企业管理协会⋯⋯⋯⋯⋯⋯⋯⋯⋯⋯⋯⋯⋯⋯⋯⋯⋯⋯⋯⋯⋯⋯

第六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第七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第八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_

第十篇政法人武

第一章公安⋯⋯⋯⋯⋯⋯⋯⋯⋯⋯⋯⋯⋯⋯⋯⋯⋯⋯⋯⋯⋯⋯⋯⋯⋯⋯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惩治犯罪⋯⋯⋯⋯⋯⋯⋯⋯⋯⋯⋯⋯⋯⋯⋯⋯⋯⋯⋯⋯⋯⋯⋯⋯

第三节治安管理⋯⋯⋯⋯⋯⋯⋯⋯⋯⋯⋯⋯⋯⋯⋯⋯⋯⋯⋯⋯⋯⋯⋯⋯

第四节内部保卫⋯⋯⋯⋯⋯⋯⋯⋯⋯⋯⋯⋯⋯⋯⋯⋯⋯⋯⋯⋯⋯⋯⋯⋯

第五节消防⋯⋯⋯⋯⋯⋯⋯⋯⋯⋯⋯⋯⋯⋯⋯⋯⋯⋯⋯⋯⋯⋯⋯⋯⋯

第二章检察⋯⋯⋯⋯⋯⋯⋯⋯⋯⋯⋯⋯⋯⋯⋯⋯⋯⋯⋯⋯⋯⋯⋯⋯⋯⋯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刑事检察⋯⋯⋯⋯⋯⋯⋯⋯⋯⋯⋯⋯⋯⋯⋯⋯⋯⋯⋯⋯⋯⋯⋯⋯

第三节经济检察⋯⋯⋯⋯⋯⋯⋯⋯⋯⋯⋯⋯⋯⋯⋯⋯⋯⋯⋯⋯⋯⋯⋯⋯

第四节监所检察⋯⋯⋯⋯⋯⋯⋯⋯⋯⋯⋯⋯⋯⋯⋯⋯⋯⋯⋯⋯⋯⋯⋯⋯

第五节法纪、控告申诉检察⋯⋯⋯⋯⋯⋯⋯⋯⋯⋯⋯⋯⋯⋯⋯⋯⋯⋯⋯⋯

第三章审判⋯⋯⋯⋯⋯⋯⋯⋯⋯⋯⋯⋯⋯⋯⋯⋯⋯⋯⋯⋯⋯⋯⋯⋯⋯⋯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刑事审判⋯⋯⋯⋯⋯⋯⋯⋯⋯⋯⋯⋯⋯⋯⋯⋯⋯⋯⋯⋯⋯⋯⋯⋯

第三节经济审判⋯⋯⋯⋯⋯⋯⋯⋯⋯⋯⋯⋯⋯⋯⋯⋯⋯⋯⋯⋯⋯⋯⋯⋯

第四节申诉信访工作⋯⋯⋯⋯⋯⋯⋯⋯⋯⋯⋯⋯⋯⋯⋯⋯⋯⋯⋯⋯⋯⋯

第四章治安综合治理⋯⋯⋯⋯⋯⋯⋯⋯⋯⋯⋯⋯⋯⋯⋯⋯⋯⋯⋯⋯⋯⋯⋯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铁路治安治理⋯⋯⋯⋯⋯⋯⋯⋯⋯⋯⋯⋯⋯⋯⋯⋯⋯⋯⋯⋯⋯⋯

第三节法制宣传教育⋯⋯⋯⋯⋯⋯⋯⋯⋯⋯⋯⋯⋯⋯⋯⋯⋯⋯⋯⋯⋯⋯

第五章法律监督⋯⋯⋯⋯⋯⋯⋯⋯⋯⋯⋯⋯⋯⋯⋯⋯⋯⋯⋯⋯⋯⋯⋯⋯⋯

(387)

(389)

(390)

(391)

(392)

(392)

(393)

(394)

(395)

(396)

(396)

(397)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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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法律顾问⋯⋯⋯⋯⋯⋯⋯⋯⋯⋯⋯⋯⋯⋯⋯⋯⋯⋯⋯⋯⋯⋯⋯⋯(424)

第二节行政复议⋯⋯⋯⋯⋯⋯⋯⋯⋯⋯⋯⋯⋯⋯⋯⋯⋯⋯⋯⋯⋯⋯⋯⋯(425)

第六章人武人防战备⋯⋯⋯⋯⋯⋯⋯⋯⋯⋯⋯⋯⋯⋯⋯⋯⋯⋯⋯⋯⋯(425)

第一节人民武装⋯⋯⋯⋯⋯⋯⋯⋯⋯⋯⋯⋯⋯⋯⋯⋯⋯⋯⋯⋯⋯⋯⋯⋯(425)

第二节人民防空⋯⋯⋯⋯⋯⋯⋯⋯⋯⋯⋯⋯⋯⋯⋯⋯⋯⋯⋯⋯⋯⋯⋯⋯(427)

第三节铁路战备⋯⋯⋯⋯⋯⋯⋯⋯⋯⋯⋯⋯⋯⋯⋯⋯⋯⋯⋯⋯⋯⋯⋯⋯(428)

第十一篇人物

第一章人物传略⋯⋯⋯⋯⋯⋯⋯⋯⋯⋯⋯⋯⋯⋯⋯⋯⋯⋯⋯⋯⋯⋯⋯⋯⋯

第二章人名录⋯⋯⋯⋯⋯⋯⋯⋯⋯⋯⋯⋯⋯⋯⋯⋯⋯⋯⋯⋯⋯⋯⋯⋯⋯⋯

老红军战士⋯⋯⋯⋯⋯⋯⋯⋯⋯⋯⋯⋯⋯⋯⋯⋯⋯⋯⋯⋯⋯⋯⋯⋯⋯⋯⋯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共福建省党员代表大会代表⋯⋯⋯⋯⋯⋯⋯⋯⋯⋯⋯⋯⋯⋯⋯⋯⋯⋯⋯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福建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

福州铁路分局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第三章人物表⋯⋯⋯⋯⋯⋯⋯⋯⋯⋯⋯⋯⋯⋯⋯⋯⋯⋯⋯⋯⋯⋯⋯⋯⋯⋯

福州铁路局、福州铁路分局历任党政正职领导名表⋯⋯⋯⋯⋯⋯⋯⋯⋯⋯⋯

福州铁路局、福州铁路分局、工程总公司、设计院先进人物表(省部级以上)⋯

附 录

附录一⋯⋯⋯⋯⋯⋯⋯⋯⋯⋯⋯⋯⋯⋯⋯⋯⋯⋯⋯⋯⋯⋯⋯⋯⋯⋯⋯⋯⋯⋯

重要文献资料辑存⋯⋯⋯⋯⋯⋯⋯⋯⋯⋯⋯⋯⋯⋯⋯⋯⋯⋯⋯⋯⋯⋯⋯⋯

陈嘉庚致毛主席的电报⋯⋯⋯⋯⋯⋯⋯⋯⋯⋯⋯⋯⋯⋯⋯⋯⋯⋯⋯⋯⋯⋯

陈嘉庚给陈云副总理的信⋯⋯⋯⋯⋯⋯⋯⋯⋯⋯⋯⋯⋯⋯⋯⋯⋯⋯⋯⋯⋯

叶飞省长给陈云副总理的信⋯⋯⋯⋯⋯⋯⋯⋯⋯⋯⋯⋯⋯⋯⋯⋯⋯⋯⋯⋯

商办福建全省铁路公司招股章程⋯⋯⋯⋯⋯⋯⋯⋯⋯⋯⋯⋯⋯⋯⋯⋯⋯⋯

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暂定章程⋯⋯⋯⋯⋯⋯⋯⋯⋯⋯⋯⋯⋯⋯⋯⋯

福州至漳州初勘路线说略(福建铁路公司暂定章程附录)⋯⋯⋯⋯⋯⋯⋯⋯

附录二⋯⋯⋯⋯⋯⋯⋯⋯⋯⋯⋯⋯⋯⋯⋯⋯⋯⋯⋯⋯⋯⋯⋯⋯⋯⋯⋯⋯⋯⋯

管界变迁表⋯⋯⋯⋯⋯⋯⋯⋯⋯⋯⋯⋯⋯⋯⋯⋯⋯⋯⋯⋯⋯⋯⋯⋯⋯⋯⋯

附录三⋯⋯⋯⋯⋯⋯⋯⋯⋯⋯⋯⋯⋯⋯⋯⋯⋯⋯⋯⋯⋯⋯⋯⋯⋯⋯⋯⋯⋯⋯

为《福州铁路分局志》提供资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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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福州铁路分局(简称福州分局)成立于1965年5月，其前身是成立于

1959年1月的福州铁路局。福州分局管辖的铁路，除福建省境内的全部

国家铁路外，尚有71．8公里鹰厦铁路余家站以南的线路在江西省境内。

福州分局是全国铁路网东南部的尽头式分局，1995年与全国铁路只

有一个鹰潭口相连接，与南昌铁路分局(现为南昌铁路局)在鹰厦铁路K7

十000交界。管内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800二

1900毫米，夏秋之交多台风，常有暴雨造成线路病害。线路所经地形为东

南沿海和丘陵区，山峦起伏，河流纵横，河谷盆地穿插其间，鹰厦、外福两大

干线大部分都是沿闽江、九龙江的干支流河谷而行o

1995年，福州分局管辖鹰厦、外福和漳泉(梅剑段)3条干线，漳州、漳龙、

龙坎、永嘉、南平东和福马6条支线。运营里程1104公里，线路延展长度

1654．85公里，其中正线1108．70公里，正线中有电气化铁路712．57公里。

福建历史上的铁路可追溯到清朝末年曾有过一条短短28公里的铁

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8月，在京闽籍官员联名发起创办福建铁

路。同年10月，经清廷商部奏准，在福建成立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

司，向社会人士及海外华侨筹集筑路资金。1906年4月进行路线初勘，计

划修建漳(州)一厦(门)铁路。1907年7月动工，历时三年半，至191 1年1

月，仅修成漳州市郊江东桥至厦门对岸嵩屿一段28公里的铁路，并投入运

营。后因管理不善、军阀混战等原因，导致年年亏损，只得停止运营。抗日

战争爆发后，1938年厦门沦陷，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拆毁并盗卖铁路器

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仅剩下荒废的路基和倒塌的站房。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福

建铁路建设。1955年2月开始修建鹰厦铁路，铁道兵指战员和闽赣两省

民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开山架桥，

移山填海，鏖战22个月，以惊人的建设速度，于1956年12月建成举世瞩

目的鹰厦铁路。鹰厦铁路北起江西省鹰潭站与浙赣铁路接轨，由资溪县进
： 1



人福建省境内，经光泽、邵武、顺昌、沙县、三明、永安、漳平、华安、长泰、龙

海等县市至终点厦门市，全长695．19公里。鹰厦铁路的建成通车，是福建

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福建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1956年3月，铁道兵转战闽江北岸开始修建外福铁路南平至福州段(外

洋至南平段与鹰厦铁路同时修建)，后因资金和材料不足而停建一段时间，

于1959年12月全线建成通车。外福铁路由鹰厦铁路外洋站出岔，经南平、

古田、闽清、闽侯等县市，到达省会福州，全长193．6公里。鹰厦铁路和外福

铁路的建成，对巩固东南国防，发展福建经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此后，福建全省掀起了修建铁路的热潮。

1958年6月建成漳州支线，从鹰厦线龙海县郭坑站出岔，至漳州市

郊，全长11．517公里，1 958年8月正式纳入运营。

1 964年12月建成漳(平)一龙(岩)支线，从鹰厦线漳平站出岔，沿雁

石溪南岸至龙岩市，全长55．95公里，沿线设苏坂、坂尾、雁石、苹林、龙岩

北等站，1965年1月正式运营。

1965年末建成安丰支线(后改名南平东支线，现为横南铁路的一段)，

位于南平市境内，从外福线洋丹仔站出岔，沿闽江向北，到南平东站，全长

10．6公里。

1 971年10月建成福(州)一马(尾)支线，从外福线终点福州东站出

岔，向东延伸至马尾镇，全长21．248公里，沿线设樟林、魁岐等站，1973年

3月正式纳入运营。

1973年建成龙(岩)一坎(市)支线，起自漳龙线的龙岩北站，至永定县

坎市镇，全长36．18公里，沿线设红炭山、富岭等站。

1976年5月建成永(安)一嘉(福)支线，从鹰厦线永安市益口站出岔，

至嘉福矿区，全长27．773公里，沿线设坑边、峰海等站。

1958年10月开工建设漳(平)一泉(州)铁路，从鹰厦线漳平市梅水坑

站出岔，1959年11月建成梅水坑至大深段；1966年5月，修建天湖山支

线，将大深至剑斗段列入该线建设项目内；1970年8月建成大深至福德

段；1979年12月建成福德至剑斗段，1981年5月纳入正式运营；1 991年

lO月建成剑斗至湖头段并正式纳入运营。1976年福建省政府决定将漳泉

铁路延伸至湄洲湾肖厝港，全长263．8公里(包括天湖山、肖厝港支线、后

渚港专用线等)，1 993年9月动工，1 995年10月铺轨到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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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2月动工修建横(峰)南(平)铁路。横南铁路北起浙赣线横

峰站，南接外福线南平南站，全长251公里，全线设22个站，其中江西段5

个站，福建段17个站o 1998年12月建成通车。

此外，还有许多部门从60年代起，先后修建各种行业专用铁路线。截

至1995年底，全省共有专用线136条，总延长为1 85．002公里，分布在50

个车站。

由于50年代中期历史条件的限制，福建铁路建设的设计技术标准较

低。铁路线依山傍水，高堤深堑，桥隧相连，坡度大(最大坡度为22％0)，弯

道多(曲线总长占正线52．4％)，曲线半径小(半径250米的曲线有335

个)，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台风暴雨，山洪暴发，因而线路病害十分严重。

‘60年代至70年代，为了确保铁路畅通，福建铁路实施了大规模的整治

路基病害，补充增加运营设施等工程。为此，国家共投资13065．05万元，其

中基本建设1702．17万元，更新改造3725．94万元、大修7636．94万元o

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福建省经济迅速发展，也为福建铁路建设提

供良好的机遇，各项投资大幅度增加。这一时期共投资132091．41万元，其中

基本建设54888．63万元、更新改造50781．03万元、大修26421．75万元。

从1959年至1989年，鹰厦、外福干线路基大修整治达50433件，完成

投资18252．96万元o

1978年5月，国家批准对鹰厦、外福两条干线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

截至1990年，鹰厦线技术改造共投资41183万元o

1983年7月，国家批准鹰厦线进行电气化改造，1986年8月正式开

工。根据国家计委提出的“分期建设，分段开通，分期取得效益”要求，整个

工程分4期4段进行o 1988年7月，永安至漳平段105公里电气化开通；

1，990年1月，来舟至永安段124公里开通；1991年5月，鹰潭至邵武段147

公里开通；1991年6月，邵武至来舟段137公里开通；1993年12月漳平至

厦门段181公里开通。至此，鹰厦铁路694公里电气化全线开通，福建从

鹰潭口的接车能力比电气化前提高了一倍，为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福建

省的改革开放做出一定的贡献o．

与此同时，外福铁路为修建福建省最大的水电站——水口电站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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