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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扯彳
继《青岛铁路分局志》

(1899～1990)于国庆、局庆50华

年发行，龙年伊始，第二部力作

《青岛铁路分局志》(1991～1999)

付梓，两部志书与胶济铁路兴工

百年同步面世，深感欣慰。现应邀

为新志出版写几句絮语。

回眸往昔心潮澎湃。新中国

50年沧桑巨变，分局发展业绩辉

煌。辉煌的铸造，既不是一帆风

顺，也不是屡遭挫折，是在不断变

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解决运量增长与运能不足的矛盾

过程中获得发展；而后9年，则是

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重大飞跃。

发韧千年气势恢弘。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中华民族再腾飞、国民经济再

振兴、铁路事业再发展的东方世纪．北起分局辖区烟台、跨烟大铁路轮渡径通黑龙江，

南走蓝新铁路、新长铁路、越琼州海峡铁路轮渡直抵三亚的环海南北通途；西出神董

铁路，过银Jl I、挺进西北边陲的东西大动脉建设启动。作为具有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

环渤海经济圈交汇点、汇合两条欧亚大陆桥、世界少有的一流大港开发潜力和诱人投

资环境、连结内陆长江三角洲经济带和沿黄经济带腹地等最优越条件，铁路与地方同

兴，必将推动分局在新世纪取得更加灿烂的成就。

志以载史．继往开来。史志编纂人员、分局机关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在铁道部、铁

路局、青岛市府领导、专家、学者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夜以继日、笔耕不辍，历时

8个月脱稿，效率之高空前，企业精神至上可勉l当此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下．向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经历交通运输辖区“买方市场”考验的历史B'1-亥Y，《青岛铁路

分局志》(1991～1999)全方位记述了分局‘八五一以来在变革中快速发展．在发展中

寻求根本性变革的历程，对于广大干部职工从中审视过去与现在、顺利与挫折、经验

与教训|，开创分局新纪元，再铸企业新辉煌．无疑是大有稗益的。

2000年4月5日



光辉的历史 灿烂的明天

伽秀
青岛铁路已有百年历史，青岛

铁路分局亦建局50周年。翔实、

准确、具体地记述一个世纪青岛铁

路沧桑变革和奋斗历程，前不久出

版的第一部《青岛铁路分局志》

(1899～1990)是首开先河．即将付

梓的第二部《青岛铁路分局志》

(1991～1999)为承前启后，前、后

两部志书记述的历史时间和空间，

刚好是青岛铁路的百年史。

本志记述的时限．起于1991

年，止于1999年．是一部断代志。

全书以概述为冠，大事记为脊，系

统地记述了9年来．青岛铁路管理

体制、经营方式、运输组织、生产建设、设备能力．队伍状况、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等史实。透过这部志书．展望新千年的青岛铁路，可以相信．经过青铁人3～5年

的奋斗，一个货运重载化，客运高速化，经营管理自动化的崭新的青岛铁路必将展现

在山东半岛的大地上。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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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志书脉络清晰，资料翔买，门类齐全，图文并茂，围绕资产经营这一中心．

突出铁路运输走向市场的8寸代特色，是一部信史。我们不仅从中能了解过去，明鉴得

失：资政参考，有益当今．而且将存史流传，惠及后人。

百功易建，一‘志”难得。经几届分局领导班子的热切关注和组织推进，并在各

部门的大力协作下，编纂人员艰辛劳作，勤奋笔耕，寒暑相继，始得成书。该志书的

出版，正值青岛铁路分局实现安全生产2500天，既是献给新千年的一份厚礼，又是青

岛铁路分局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在此之际，我代表青岛铁路分局党委，向所有

编纂参与者、协作者致以谢意!并望广大读者匡谈斧正，拾遗补阙，使这项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延续下去，继往开来，与青铁分局的运输生产发展交相辉映，“志

载长存。

200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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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青岛铁路分局志》(1991～1999)记述上限自1991年始，下限至1999年汔，为接续《青岛铁路分局志》(1899—

1990)，个别内容适当上溯。

_、忐书会逢世纪之文，管内胶济铁路兴J二百年，分局建局50周年。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运用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反映分局为加速推进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以科技为先导，进

行南经济承包责任制到经营机制转换、到实施资产经营责任制的体制改革，揆探铁路运输企业拓展营销市场新特点、

新经验、新规律。

二三、志书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忐为卡；大事}己为编年体，亦辅以记事本未体。均使

用规范的语体文、简化字。

pq、忐书使用计量甲传，除必要荇外，均按同家颁《旧际单位制及其应用》规定。资料出处以劳资、企管、干部、

组织、工会等部门提供为据，伞局。降统计数字以计统分处核实为准。

五、人物记载以卒年或当选、任职时序编排，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分局党政钡导限丁正职，劳模限于省、部级以

上。

六、志书注释采用脚注式，当页编码。

州q列刎恻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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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岛铁路分局(以下简称分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济南铁路局所辖3个铁路分局之一，是以铁路客货

运输为主业、多元经营的国有企业。分局机关设于青岛市市南区，下辖运输生产站、段以及教育、卫生、生活管

理等单位，国家还在分局设有公安处、检察院、法院等机构。．

管内胶济线(青岛～济南)东起青岛0公里，西至338公里处与济南铁路分局分界；蓝烟线(蓝村～烟台)

全线；辛泰线(临淄～泰安)北起胶济线l临淄站(原辛店站)，迤西南于70公里处与济南铁路分局接轨；有胶黄、

埠头、坊子、张东、张博、’博八、博小、淄洪、南罗、东铁、铁南等支线11条，胶辛、湖杜、蓝烟、港北、港

南联络线5条。与地方合资兴建的益羊铁路(青州～羊角沟)北延渤海湾畔的大家洼；桃威铁路(桃村～威海)

东连港口城市威海；青临铁路(青州～临朐)南接叶蚕茧、青州烟产区临朐。铁路线分布于青岛、潍坊、淄博、

济南、东营、滨州、莱芜、烟台以及威海等市的50余市辖县(市)、区，．纵横贯通齐鲁城乡，矿区、港口、边防。

列车北抵京、津、辽、黑，南达沪、湘、汉、广，西通陕、甘、青、新，是沟通内陆与沿海、进行国际联运的重

要动脉。
．

运输吸引幅射区地处黄河下游，东起威海荣成成山岬，西连德州各县(市)，广达500余公里；北自滨州，南

延临沂，阔约350余公里，约当东经116．3。～122．4。、北纬35．2。～38．23。(含岛屿)。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属温

暖带季风型。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年平均气温11--14。C，愈西寒暑温差愈剧。年平均降雨量550--1000毫米，

多集中于7～8月间，属平雨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沿海受温暖季风影响，年平均6级以上风55天左右，7～

9月受台风影响，阵风达12级以上。半岛北岸多西北风，南岸多东南风；冬季多偏北风，夏季多偏南风。春、夏

多雾，青岛附近年均浓雾52．9天，烟台24．6天，成山头达83天，是有名的“雾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黄

金产量冠居全国，石油称第二生产基地，煤属四大产区之一，铁、铝矾土、菱镁矿等均占重要地位。农业历史悠

久，五业兴旺。粮食作物主产小麦、玉米、地瓜和大豆、小杂粮}花生总产量为全国之首，烤烟仅次于河南；蔬

菜种类繁多，品质优良，与美国加里福尼亚和乌克兰齐名，称“世界三大菜园；“齐纨鲁纺、桑麻千里”，临胸、

青州、乳山、牟平、栖霞蚕茧为青岛、周村和全国丝织业重要原料，“阳春桃浓李艳，金秋硕果盈枝”。为全国最

大的温带水果产区，尤以烟台苹果、莱阳茌梨、肥城桃、平度葡萄、乐陵小枣独树一帜。工副业基础雄厚。青岛、

烟台、潍坊、淄博以及威海等工业城市有发达的纺织、食品、石油化工、建材、机械、钟表等传统轻重工业；啤

酒、鞋业闻名遐尔；新创海尔、海信、澳柯玛、电子名牌产品蜚声中外，有的已跨国挺进美国发展；陶瓷业历史

悠久，为各国收藏珍品；手工艺品久负盛名，绣花、网扣、贝雕、草辫、羽毛画、内画瓶、工艺陶瓷、玻璃料器

畅销国内外。海岸线长达3000余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的六分之一。水产资源极其丰富，渔盐业发达。对虾捕

捞占全国半数以上。对外开放城市青岛建成全国“112”火炬海洋科研基地。以藻类、贝类、虾类，鱼类等人工

养殖为重点，把海洋变成“牧场”。

溯自西周尚父封齐、伯禽封鲁，泰岱以东、渤海以南，文物衣冠，代为名邦。其间，沧海桑田，兴革迂徒，

亭台丘壑，玉碑石经，志乘所载，无地不有。更有绵亘于泰安、济南、淄博三市之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向称五岳之首，“吞西华、压南衡，驾中嵩、轶北恒”的泰山；位于胶济铁路东端，拔地崛起于黄海

之滨，岚光波影，云笼霞披，被赞为“泰山虽云高，不及东海崂”的崂山，各以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

卓然屹立于世。而青岛，作为在周边腹地丰厚的古代文明沃土上迈入现代门槛，在现代旅游格局的环境基础建设

已具相当规模的百余年城市，更以其宜人的气候，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珠连璧合的欧亚城貌风情，交融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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