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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出席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首次职工家属代

麦会议的代表。受鲴毛泽东主席

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前排左二为成都铁路局成都地

区家属代表张文英

1lr接见时的合影，前二排左九为张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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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成都铁路局工会志》出版问世了，这是记述成都铁路局工会从1953年1

月1日开始筹建到1988年12月31日为断限的一部历史资料书。正当本书即将

付印时，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决策人之一，我党我军我国各族

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

同志不幸去逝了。我们仅以出版好这本志书表达我们对邓小平同志深切的哀思

和无限缅怀。

1989年年初，我们根据上级工会的指示和铁路局关于编写局志的统一要

求，成立了局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开始组织力量，争取局和分局的新、老工会工作

者积极参与，制订志书篇目和凡例，广泛查阅和征集资料。

成都铁路局工会是随着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通车而新

建的工会组织。西南铁路地处山区，工作环境比较艰苦。三十多年来，全局广大

工会干部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职工群众，在备个历史时期，做了大量工作。他

们艰苦创业，百拆不挠，执着追求，呕心沥血，为全局的工运事业作出了卓越贡

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工会工作者继往开来，锐意改革，勇于探索，奋力拼搏，

为新时期的工会工作开辟了新的路子。

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遵照中央、四川省和路局有关修志工作的规定，本着详今略

古，存真求实的精神，力求集历史之全貌，汇精萃于一体，完整而翔实地反映全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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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名称：全称《成都铁路局工会志》；简称《成铁局工会志》。

二、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

经济改革的决定》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

地、系统地记述成都铁路局工会的历史i

三、时间断限：本志书上限自1953年1月1日起，其中组织建设篇适当追

溯；下限至1988年12月31日止，其中人物篇个别适当下延。

四、部类编排：全志共分为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大类，以专志为

主体；专志共分为组织建设、民主管理、宣传教育、群众生产、生活保险、职工文

艺、职工体育、女工家属、财务工作9篇。

五、体裁形式：采用志、传、图、表、录，以志体为主，图、表分别例在篇章之中。

六、文体表述：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文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全志分篇、章、节、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人物篇采用传、简介、表、录。文字一律

按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使用简化字。

七、称谓书写：本志书除引文外，一律用第三人称，客观记述；各种机构、部门

和会议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出现用简称；地名、铁路地区、站段、线路一律

用当时称呼，在括号内注明更改后的名称；人名根据需要冠以职务，一般情况直

书其名，不加“同志”和其它称谓。

八、纪年、计量：本志书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按照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书写计量单位；统计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字。

九、资料使用：本志书所使用的资料来源于铁道部、成都铁路局和四川省档

案馆的有关文书档案资料，并查阅了有关部门的部分文件、报纸，以及征集的部

分口碑、实物资料。所有资料经过考核、鉴别、整理，并写出资料长编，注明出处，

故志书中一般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994年12月15日

·3·



编志机构。人员
．

‘，{

成都铁路局工会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吴家梁

副主任委员 雷瑞之刘根弟

委 员 方玉田 毛纪秋 毛德林 王升秀 王家仁 王泉清 王家康

王 浩 邓帮华 兰启富 孙永清 刘金乐 陈 强 陈开萱

陈怀君 陈建华 束其民 汪德宁 林富芬 周 铄 周熔经

j周德蓉 赵思恒 赵银德 袁应魁 郭延玲 殷金怀 黄启贵

程骏舒元仲 焦志敏 靳秀山

、总纂编辑 毛德林 t，

编 辑 林富芬殷金怀 靳秀山 王家康 王皓 周德蓉

成都铁路局工会志审核人员 。

孙桂春 张世华 焦志敏 陈建华 陈战平 兰 毅 汪德宁 王成奎

成都铁路局工运史办公室

主 任 1毛德林

成 员 殷金怀 靳秀山 王家康 王 浩 林富芬 周德蓉
’

成都铁路局工会志编纂委员会领导成员变更情况 ·一

主任委员 王高仪(任期1989年3月至1993年7月)

’副主任委员 李伍国(任期1989年3月至1989年7月)

严中地(任期1989年7月至1992年8月)

办公室主任 林富芬(任期1989年3月至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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