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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取材尊重历史，提供史料数据追本溯源，总结经验教训，进而认识客观经济

规律，促进企业的发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州

二、准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羼鹦朗

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事物的本质，体现人民群
⋯

n，

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

三、结构：全书采用章、节、目的编写形式，尽可能记叙条理化。分为概述，历史沿

革、行政机构设置、生产能力、建筑产品，经营管理、职工教育、党群工作、劳动保眸与生

活福利、先进录共1 0章4 5节，另附大事记。并配有图、表：照片1 8 0幅，以增强形象

性和真实感。全书约2 0万字。

四、断限：本书上限到l 9 5 o年，下限到l 9 8 4年。簿洋近略远的原则，重点从

l 9 5 5年组建建工部华北包头工程总公司第一工程处起纂写，个别地方为保持事物的完整

性，延伸到l 9 8 5年。

五、文体：白话文、记遗体、横排纵写，力求通俗易懂和莫实反映史实原貌。
。。_。 ”

^

六、附解：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简称为。内建一公司。。书中凡属。现行”

“现有”均指l 9 8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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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志 良

“盛世修志”。志书是我国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记录，编纂方志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修方志一直是很重视的，建国后，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提倡整

理和编纂地方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修志工作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新形势。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所必需的。通过修志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记载下来，科学地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本

原因，认真考察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回顾我公司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使人深深感到：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

公司从一个公私合营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具有较高施工能力的综合性施工

企业，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编写企业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物

史观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反映党的英明领导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又反映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歌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详载公司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突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人民群众在创造物质财富、精神

财富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业绩，从而以大量的事实，激发本公司职工热爱企

业、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

今天，我们进行伟大的改革，开辟前进的道路，正处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

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改革必须立足于对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不善于总结经

验。必定不能开创新局面。通过编写企业志，可以了解我公司每一发展过程，总结成败得

失，从历史和现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既可指导我们当前的改革，又

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事实依据。同时可以教育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让他

们懂得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我自t]-T'-作当中曾经发生过什么挫折，又是怎样

吸取教训的；了解道路的曲折、创业的艰难，从总结经验教训中增长见识，扩大视野，保持

爱劳动、爱科学、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优良美德，提高工作和劳动技能，自觉地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献身。

一九八六年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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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自治区大型国营建筑施工企业，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

历史。公司机关座落在呼和浩特市中心，公园南路1 4号，东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残废军人

休养院，西邻内蒙古二轻工业学校，南接居民住宅区，北与人民公园相望。公司办公楼建筑面

积4 l 3 5平方米，系1 9 6 0年建成。经加固装饰，显得敦实俭朴；楼前有新修的章坪和
花坛，水泥方砖铺地。办公楼东侧是公司l井、2井家属楼，西侧是拥有1 2 5 6个座位的

公司礼堂。

l 9 8 4年公司下设十个直属单位：六个土建工程处、三个附属处和劳动服务公司；另

有建筑设计事务所和集体经济的第七工程处。各工程处，仓库，队(点)分布在市内三区。

全公司占地总面积l 9 8，7 1 g平方米，其中生产性占地约l 5 O，0 oo平方米，生产性

房屋建筑面积1 7，9 1 2平方米，非生产性房屋建筑面积2 0 4 3 8平方米(以上均不包

括家属住宅区在内)。较大的职工住宅区分布在兴安南路、西郊糖厂平房、东郊幸福村，公

园南路、营坊道、乌兰恰特、锡林南路和东洪桥等地。公司拥有固定资产1 4 7口．9 4万

元，主要施工机械设备9 6 6台，试验测最仪器仪表6 2台(套)。年末实有职工6 2 0 0人，

包括蒙古、满、回等少数民族职工3 0 8人；其中全民职工3 6 5 7人，大集体职工人l 3 8 8

人；工人平均技术等级2．9级。有工程技术人员2 6 5人，其中高级工程师1人，工程师

(包括技师)5 4人，助理工程师3 4人，技术员8 7人。

公司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呼和浩特支行开户，帐号9 l 2 3 5 0 0 4。公司机荧电话总

机号码2 3 2 7 1—2 3 2 7 4。 j

公司前身由解放初期的公营时代建筑公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二师的一部分台并发展

而成。1 9 5 4年下半年开赴包头，参加大规模新兴工业基地建设。1 9 6 0年移驻呼．翔浩

特市。1 9 6 9年以前为中央直属企业，I 9 7 0年l 0月下放内蒙古自治区，改为现名。

l 9 8 4年9月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指示精神，下放到呼和浩特市，划归市建筑工

程管理局领导。

．三十余年来，公司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几经改变建制起落分合，逐步发展。五十年

代，公司经历了初步的锻炼和发展。六十年代中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企业的管

理、施工生产和产品质量曾一度全面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由于。文化革

命”的十年动乱，队伍遭到了严重破坏，生产每况愈下，公司成了有名的。重灾户”和亏损

大户，1 9 6 6年至l 9 7 7年累计亏损3，7 O 0万元。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

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政策，广大职工团结奋战，1 9 7 8年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赢利6 7．7 7万元，向国家上缴税利9．6万元。

三十余年来，公司转战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先后承建了国防、工业、农业、商业、

’ 1 ’



科学技术、文教卫生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不同结构、不同用途的建筑工程项目。在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参加了草原钢城包头市和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建设，为繁荣和发展少

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向一些地区和单位输送了大批基

本建设的技术业务干部和工人。

从l 9 5 5年至l 9 8 4年，公司共完成了3 2 0个建设单位的l 1 0 8个单位工程

(5 0 0平方米以上的)。累计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5 0，2 7 9．3 6万元，竣工建筑面

积2 9 0．5万平方米。从l 9 6 0年以来在呼和浩特地区完成建筑面积2 2 3、5万平方

米，占全市同期建筑面积的近4 0％。I 9 7 8年至1 9＆4年累计向国家上缴税利4 5 2．3

万元。

到I 6 8 4年末全公司拥有固定资产净值l 4 7 9．9 4万，j，每一个职一L、F均达到

2 3 8．7元，入均动力装备率由1 9 6 o年的1马力，增加到3．2 3马力。技术装备率由

1 9 6 o年的人均4 9 7元，增加到1 1 2 7．2 1元。垂直运输、水平运输、混凝土搅拌

等工序的机械化施工程度已达到酉分之九十五以上。1 9 8 4年完成竣工面积2 i 6 2 2 4

平方米，是1 9 5 5年9 3 2 o 7平方米的2．5倍。全员劳动生产率l 9 8 4年达到7 7

8 7元，比较好水平的1 9 6 5年提高百分之一百四十三点五九。1 9 7 8年至1 9 8 4年

实现的利润达到1 9 6 4．3万元。

公司办公楼

对公司三十余年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的成绩，党和政府给了较高的荣誉。i 9

·2·



5 8年夏季，朱德同志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内蒙古第一机械厂时，亲自检阅了以我公司职工f为

主组成的欢迎队伍，我公司邢德瑞同志等和其它单位参加建设的同志一起与朱德同志合影留

念。1 9 5 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包头市接见建设包钢的各单位代表，我公司李宝善同志参

加了接见，并同周总理合影留念。I 9 5 9年在全国建筑业评比中，公司被评为“优胜单

位”。同年，被建筑工程部命名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郭连峰同志代表公司全体职工光

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I 9 7 9年，公司用4 8天建成呼和浩特市三十六中教学楼，保证

了秋季按时开学上课，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通报表扬和奖励。

近几年来，公司承担的高层建筑，复杂而难度大的正程增多，技术装备、施工工艺、各

项管理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经济效益逐年提高。在内蒙古彩色电视中心大楼滑模施工中，

创出了三天一层的高纪录。目前，公司具有较高的综合施工能力，初步形成了承建“高、

新、大”工程的优势。在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指引下，公司坚持改革。搞活经济，

积极开拓建筑市场，强化管理，层层落实经济承包责任制，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自我发

展能力。1 9 8 3年公司首次向国外提供劳务，在中东地区的约旦王国承建了一批工程项

目，为企业赢得了信誉。I 9 8 4年8月在北京柳芳北里住宅小区工程的全国招标竞争中，

以工程造价合理、工期短和公司技术装备好等优势中标，打入了北京建筑市场。l 9 8 4年

l 2厅达到国家企业整顿验收标准。当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除安全生产外)创造了历史最

好水平。l 9 8 5年7月，公司被自治区授予“城市经济改革先进集体”的苯誉称号。

·3·



第二章历史沿革

内蒙古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一个历经三十五年，转战七个省、市、自治区，不断发展和

壮大起来的大型施工企业。就其历史沿革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节天津时期

、 1 9 5 0年，为适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建设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后勤

部以当时天津市的“利群”、 “四义”两个私人营造厂为基础，配备部分部队干部组建的公

营时代建筑公司。公司驻天津滨江道3 3 2号，有职工约2 0 0 0人。第一任经理黄浩然、监

委书记阎殿华，公司先后承建的主要工程有部队营房、天津师范大学、保定医学院、石家庄

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和新乡棉纺织厂等。 一

：1 9，5 1年下半年，公营时代公司由隶属部队下放给地方，改建为华北基建总公司天津

分公司I不久又改为华北工程管理局直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公司经理刘向导，总工程师黄

浩然、刘文翰，党委书记阎殿华，副书记曹云祥。华北直属第二建筑公司是地师级建制，下

设五个工区，职工队伍有2 5 0 0入。承担的主要工程除时代公司未完成项目外，还承建了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扩建工程和敢城机场等。
1 9 5 3年冬至1 9 5 5年4月是华北直属第二建筑公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二师的

并存时期。其中华北直属第二工程公司五工区和建筑二师六团是组成内蒙第一建筑公司前身

的基本单位。

而建筑二师六团则是组成内建一公司前身的基本队伍和核心(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步兵第3 2 7团，抗美援朝回国后于1 9 5 2年1 0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 3兵团1

0 9师3 2 6团，1 9 5 3年4月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改编了八个师的工程兵部队，1 0 9

师改编为建筑二师)。建筑二师六团的建制是：团机关设司令部、。参谋处、政治处、干部管

理处、后勤处，下设3个营、1 2个连，官兵总数为1 6 0 0人。第一任政治委员吕文山，

团长柴映堂，副团长郑利丰，参谋长李安常，干部管理处长石建如。

整编后的建筑二师，首先承担了河北定兴军用机场的建设任务。六团具体承建滑行道、

机窝、停机坪和场内道路工程，1 9 5 3年6月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提前完成了任务。同年

7月至9月全师开往辽宁省，参加了宽甸9 1 5工程和丹东3 I 5工程的建设，又圆满完成

了两座军用机场的同类工程任务，受到了辽宁省委的高度赞扬。后于1 95 3年冬季回师天津

塘沽、新河等地进行冬季技术培训，由五工区提供业务和技术，对部队官兵进行训练。

1 9 5 4年4月建筑二师六团又奉命由团长柴映堂带领两个营(包括配属六团的四团一

营)参加了由华北直属二公司--T区承包的故城军用机场施工。--T区负责营房建设、现场

技术指导和材料供应，六团担负机场跑道、引道等工程。这个机场的规模比定兴机场大一

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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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工期紧、质量要求高，当时施工只有五台破旧的混凝土搅拌机，还是从上海资本家手里

租来的。经部队昼夜奋战，到6月底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临现场给

予表扬。部队其余人员由参谋长李安常带队仍驻守天津新河、汉洁和华北直属二公五二亡区

配合，边施工边培训。从1 9 5 4年6月起合并施工，管理骨干由五工区人员承担，部队每

个班配备1—2名老工人作辅导员，实行边培训、边施工。在这一时期部队还未转业，六团

和五工区还是两个牌子，两套行文，共同完成培训、施工两大任务，为以后的正式合并和即

将承担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任务作了技术、队伍和组织上的准备。在这一时期地方建筑力量的

业务、技术与部队的严明纪律和作风，水乳交融，共同提高，相互促进，从而培育了一支

基本建设战线的初生力量。但在管理上还处于学习和摸索阶段，在施工手段上基本是肩挑人

担，在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等方面都处于十分艰苦和简陋的状况。

第二节包头时期

1 9 5 4年6月2 0日中央决定华北直属第二建筑公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二师承担

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任务。同年6月下旬由参谋长李安常带领六团二营(包括五工区配属的

管理干部和辅导员)由天津到达包头，7月6日由团长柴映堂带领另两个营(包括华北直属

二公司二工区部分干部和工人)由河北故城也到达包头，全团在东河区会合。这一阶段华北

直属二公司五工区与建筑二师六团，虽然还保持两个名称，但实际已经合并管理。7月底配

属六团的四团一营也到达包头，部队和职工总数达到2 0 6 0人。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开

始了开发建设包头的前期工作一一建设东河区生产生活基地。这一时期的五工区党委书记

<六团政委>是段英章，五工区主任<六团团长>柴映堂，副主任(六团副团长>郑利丰、

副主任<六团参谋长>李安常、主任工程师许泽民。

1 9 5 5年4月下旬根据毛主席的转业命令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建筑二师正式宣布集

体转业，同年5月1日中建部华北包头工程总公司成立(简称华建)，驻地迁至包头市新市

区<后称青山区)新建的办公楼。同时撤销华北直属二公司。建筑二师六团，华北直属二公

司五工区，加上I 9 55年春由河北渭水、石家庄等地陆续调往包头市的原华北直属建筑二公

司二工区的3 0 0余名职工组成华北包头建筑总公司第一工程处。第一任党委书记吕文山，

副书记段英章，副处长柴映堂(代行处长职权>、郑利丰、李安常，副主任工程师许泽民。。

处机关设1 3个党群和行政职能科室，下设三个混合工段，一个专业工段，工段下设专业队

和班组，职工全员2 1 0 0人。 ‘

包头地处祖国北部的严寒和风沙地带。五十年代初这里是一片荒原， “沙漠莽莽黄入

天”， “人面难辨媸与妍”，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当时的施工设备十分简陋，初到包头连一

台搅拌机也没有，主要运料工具是扁担、抬筐和土篮，施工全部是肩挑人担和传统的泥瓦匠

方式。职工生活十分艰苦，带家属的职工没有住房，只好自己动手搭设瓜棚式的住宅，后来

发展到自建公助的士坯房。加之部队战士转业为工，大批大龄职工成家，’当时一间工栅要住

四、五对新婚夫妇。职工的劳动保护也很简陋，只有套袖、垫肩、风镜三大件，冬季增白茬

皮坎肩。因此，当时曾流行着这样的民谣： “老婆纺毛线，孩子拣料炭，白天黑夜沙子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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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象逃难的，近看象要饭的，仔细一看是华建的”。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广大职

工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了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工业基地的建设。1 9 5 4年先头部队

到达包头东河逸后，立即搭起工棚，就地埋锅造饭，投入紧张的施工。8月份仅用1 8天就

建成了一幢2 0 0 0平方米的三层宿舍楼，到l 9 5 5年1 1月全部完成了砖木结构的四层

办公楼、三层宿舍楼、平房、食堂、仓库、锅炉房等自弩基建项目和赴包后的首批工业建设

项目一一青山区变电站、及宿舍楼、仓库、食堂等工程。总计建筑面积2 8 0 0 0平方米，

当年降低成本2 8万元，打响了开发建设包头的第一炮。此后又相继投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和

国防建设。
1 9 5 6年承担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啥尔滨飞机制造厂的1 0 4工区(原为建筑二师

五团)和l 0 6工区先后调到包头。包头工程总公司由下属四个工程处增加到六个工程处。

后来为了集中兵力搞好两个军工厂(6 I 7和4 4 7厂)的建设，i 9 5 6年7月总公司决

定将六个处合并为两个大处，第一工程处承建6 I 7厂，第二工程处承建4 4 7厂。合并后

的第一工程处人数增加到5 9 4 5人，处党委书记是吕文山，处长是贾淮舟．副处长是龙洪

亮、柴映堂、李安常，主任工程师是祝炯，副主任工程师是许泽民。 。：

合并大处后不到两个月，又因力量过分集中，指挥上不适应现场型施工的需要，I 9 5

6年9月又将两个处划分为六个处，并集中土方、混凝土和管道施工力量成立了第七工程

处，划分后的第一工程处党委书记由已调总公司任副经理的贾淮舟兼任，副书记是张培生，

副处长是柴映堂、朱兆祥、李安常，主任工程师是祝炯，副主任工程师是许泽民。职工总数

减到l 7：2 9人。，一处设基础、吊装、砌筑三个专业工段，1 8个施工队。

I 9 5．8年元月根据建筑工程部和电力工业部的决定．电力部北京基建局第一工程处±

建部份的施工队伍近6 0 0人合并到包头工程总公司第一工程处。合并后的党委书记是张培

生，副书记是王书杰，处长是杨玉亭，副处长是柴映堂、武明文、李安常，主任工程师是祝

炯，副主任工程师是王式祯、许泽民。

l 9 5 8年8月建工部直属企业体制改变，华北包头工程总公司改变为建工部包头工程

局，同年I 2月1日又改为建工部第二工程局。第一工程处也相应改变为建工部第二工程局

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公司机关设1 1个职能科室，下设机构由工段改为l一5工区和机供

站；全公司职工总数达到5 2 6 9人，其中管理干部3 8 7人。拥有固定资产净值l 6 2．

3 9万元，各种施工机械设备2 1 1台。职工生潘逐步改善。

l 9 5 8年夏季朱德总司令亲临6 l 7厂视察了一公司施工的所有工地并接见了公司代

表，为总公司亲笔题写了： “多快好省地建设工厂”的题词，使全体职工受到极大的鼓舞，

迸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到I 9 5 9年1 0月基本

按期完成了所担负的在包头的建设任务。

第三节呼和浩特时期

I 9 5 9年1 1月，根据建工部第二工程局的决定，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先由二工区开始

逐渐由包头向呼和浩特市转移，承担呼市钢铁厂和河西公司等工业和国防重点项目的建设口

到I 9 6 1年上半年一公司全部转入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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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呼和浩特市的前后几年间，职工队伍的规模和结构曾发生了大起大落酌变化，i 9

5 8年大建设大招工，到1 9 6 0年底职工总数由l 9 5 7年底的I 7 2 9人猛增列＆26 0

人，1 9 6 1年到I 9 6 2年根据国家调整国民经济的形势，先后精减职工昌0 5 9人，

支凝农业第一线，到l 9 6 2年底职工总数降到1 6 8 5人。下属基层单位改为3个工区，

1个机运队，．9个区属工程队。 ．‘

l 9 6 3年6月为了加强建筑力量的统一指挥，经建工部第二工程局和自治区建设厅决

定：自治区建设厅建筑工程公司干部3 8 0人，工人1 4 0 0人并入一公司，职工总数增加

到3 5 0 0人，下属基层单位增加到5个土建工区及安装处、木工厂、予制厂、机运队、维

修队。

1 9 6 4年5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建工部(6 4)建筑办字第4 6号文件决定．撤销

第二工程局和山西省建筑总公司，改建为建工部华北工程管理局。并决定原第二工程局一，

四公司全建制合并组成建工部华北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合并后的党委书记是杨官义，副书记

是张培生、胡七恒、郭连峰，经理是张育才，副经理是柴映堂、马洪训、郭玉祥、边昭瑞、

李在泉。公司党群机构设1 0个部、委、办，行政机构设l 4个科室，公司下设l一4工程

处、机电处、予制厂、木工厂、运输处、维修队和医院、学校、托儿所等。工程处下设工程

队和车间。职工总数达6 3 0 0人。

I 9 6 5年4月3 0日，华北工程管理局、自治区计委、建设厅共同决定将第一建筑公

司第三工程处、维修队和水电处五个安装小组共计1 0 I 2名职工和相应的机械设备，房产

一并下放自治区建设厅。
1 9 8 5年l 0月1日，华北工程管理局改变为建工部第八工程舄，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隶属八局领导。

l 9 6 7年8月3 1日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第l 3次全体会议批准，成立公司

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2 7人组成，主任委员霍道余、副主任委员边昭瑞、陈希贤。设政治

部、武装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后勤部和办公室。
1 9 6 9年i 1月根据建工部的决定，以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四处为基础，抽调了l 65 2

名职工(其中干部1 8 8名)和相应的设备组成一个团的建制调往湖北山区，支援内地第

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I 9 7 0年7月2 3日，国家建筑工程部、建筑材料工业部撤销，成立国家基本建设委

员会，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随之改属国家建委八局领导。同年9月3 0日公司革委会决定公司

职能机构由4部1室改设为：专案办公室、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后勤组、武装部。

同年9月3 0日，经国务院业务组批准，国家建委(7 0)建八军字第l 0 0号文件决

定，从1 0月1日起将国家建委第八工程局在内蒙的六个直属企业单位全部下放内蒙，从此

国家建委八局一公司改为内蒙第一建筑工程公司。1 0月8日根据国家建委军管会(7 0)

建八军办字I 7号文件决定，将内蒙第一建筑工程工程公司当时正在山西施工的第三工程处

和配属三处施工的水电处部分职工共1 2 0 0人及相应的设备调入山西省。将正在字夏施工

的第五工程处8 0 0余人和相应的设备调入宁夏自治区。

l g 7 1年9月1 6日经公司革委会决定公司职能机构又改设为三处(政治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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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后勤处)，一部(武装部)，一室(办公室)。

1 9 7 9年自治区建工局成立，内蒙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归口建工局领导。同年4月2 8

日经自治区建工局党组以内蒙建工党字(7 9)2 8号文批复，公司党群机构设8个科室，

行政机构设1 1个科，下属单位改为工程队，实行两级管理的体制。公司党委书记是芦振

洪，副书记是齐恩华，经理是朱兆祥，副经理是张太波、刘振庭、薛忠、营喜坤，副主任工

程师是胡内圣。年末职工总数为4 5 6 6人。同年8月自治区建工局决定：原属内建一公司

的职工医院和三个子弟学校的全部人员、没备收归建工局直接管理，同时公司予制厂、木工

厂成建制调出．组成局属构件公司。 ⋯

1 9 8 3年8月自治区建工局改建为自治区建筑总公司，所属单位：酱遍进行了机构改

草，-按照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要求，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公司新的领导班

子经过民意测验、组织推荐和上级考核，于1 9 8 4年6月2 0日经总公司党组并里请内蒙

党委批准组成。公司党委副书记是王志良，经理是张太波，副经理是徐汉洪、陆思民、陈

山，“工会主席是程景春，顾问是芦振洪、刘振庭，总工程师是胡内圣，副总工程师是侯佐

光、王考业，畜6总会计师是刘福江。

1 9 8 5年8月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了减少层次，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自治

区人民政府决定，撤销自治区建筑工程总公司，所懑单位全部下放到所在市领导。内建一公

司改属呼和浩特市并归口市建工局领导。同时把配合内建_公司施工的原内蒙机械施工公司

第三施工处分5 70名职工和所有设备、厂房等净值为1 9 4 9 4 7 6．9 3元的固定资产，划

归内建一公司。根据自治区建筑总公司党组办字(8 4)第5号文件与自治区教育厅(8 4)

第8 0号文件把原由自治区建工局直接管理后又下放到内建一公司的三个职工子弟学校连同

3 2 7 7 7 0．3 3元固定资产和部分人员也划归呼和浩特市管理。

。内建一公司3 5年来，曾先后5次成建制的抽调了近5 0 0 0名骨干力量和大批的设备

充实了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建筑队伍，同时完成工业、国防、科研、交通运输、文教卫生

及公用、民用等各类单位工程1 1 0 8个，总建筑面积达2 9 0 5 2 1 3平方米。施工范围

涉及天津、2保定、石家庄、固原、平罗、大同、丰镇、延庆、丹东、宽句、通辽、定兴、故

城、包头、’呼市、平庄、千里山、黑脑包、清水河、公乌素、赛汉、集宁、四子王旗、察素

齐等地，并在八十年代进入首都和国外建筑市场。建筑产品已由建国初期的砖混、砖木结构

和包头时期的钢筋混凝士、钢结构为主发展到新结构、多用途、装修复杂的高层建筑为主。

施工手段也由肩挑人担、人工搅拌，经过水平运输车子化、垂直运输机械化发展到目前的全

机械运输、自升式起重、。液压滑模等。在管理上由过去的单纯现场型管理发展为多指标、多

体系，经营型和区域性的综合管理体系。职工生活和劳保福利也极大改善。

1 9 8 4年公司设2 0个科室，下设：t 0个土建和专业处(厂)，2 9个施工队、车

间，职工全员6 2 0 0人，正式管理干部6 1 3人，其中工程技术干部2 6 5人，已成为具

有一定技术实力，设备齐全，力量比较雄厚的区域性建筑施工企业。

附：历史沿革示意图

1 9 5 4年调包头后兴建的基地办公楼外景。

历年施工流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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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建成的包头基地办公楼(现为包头铁路分局办公褛)

原建工部二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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