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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技术管理⋯⋯⋯⋯⋯⋯⋯⋯⋯⋯⋯⋯⋯⋯⋯⋯⋯⋯⋯⋯⋯⋯⋯⋯⋯⋯⋯(1396)

第一节基础管理⋯⋯⋯⋯⋯⋯⋯⋯⋯⋯⋯⋯⋯⋯⋯⋯?⋯”·ge 000⋯⋯⋯⋯(1397)

第二节行车规章管理⋯⋯⋯⋯⋯⋯⋯⋯⋯⋯⋯⋯⋯⋯⋯⋯⋯⋯．．．⋯⋯⋯⋯．(1409)

第三节立项调研和审定⋯⋯⋯⋯⋯⋯⋯⋯⋯⋯⋯⋯⋯⋯⋯⋯⋯⋯⋯⋯⋯⋯(1418)

第二章科技研究与管理Iota Q18⋯⋯⋯⋯⋯⋯而⋯⋯⋯⋯⋯⋯⋯⋯⋯⋯⋯⋯⋯⋯⋯(1424)

第一节科研组织和主要科研方向OOO 60B OO$D 000⋯⋯⋯⋯⋯⋯⋯⋯⋯⋯⋯⋯⋯(1425)

第二节技术革新⋯⋯⋯⋯⋯⋯⋯⋯⋯⋯⋯⋯⋯⋯⋯⋯⋯⋯··Og"⋯⋯⋯⋯⋯”(1429)

第三节科研成果⋯⋯⋯⋯⋯⋯⋯⋯⋯⋯⋯⋯⋯⋯⋯⋯⋯⋯⋯⋯⋯⋯⋯⋯⋯(1432)

第四节科技情报⋯⋯⋯⋯⋯⋯⋯⋯?⋯⋯⋯：⋯⋯⋯⋯⋯⋯⋯⋯⋯⋯⋯⋯·⋯(1438)

第三章电子计算技术和减速顶调速系统⋯⋯⋯⋯⋯⋯⋯⋯⋯⋯⋯⋯⋯⋯⋯⋯⋯(1442)

、 第一节电子计算技术·?⋯⋯··?⋯⋯⋯⋯⋯⋯⋯⋯⋯·?⋯⋯⋯⋯⋯⋯⋯⋯⋯”(1442)

第二节减速顶调速系统⋯⋯⋯⋯⋯⋯⋯⋯⋯⋯⋯⋯⋯·⋯⋯⋯⋯⋯⋯⋯⋯”(1450)

⋯．． 第七篇多元经济．． ．一 。：．??

第·章集体经济．⋯：⋯⋯⋯⋯⋯⋯⋯⋯”’⋯⋯⋯⋯⋯⋯⋯⋯··⋯⋯⋯⋯⋯⋯⋯⋯(1466)

第一节概况⋯⋯⋯⋯⋯⋯⋯⋯⋯⋯⋯⋯⋯⋯⋯⋯⋯⋯⋯⋯⋯⋯⋯⋯⋯⋯⋯(1466)

， 第二节工业生产⋯⋯⋯⋯⋯⋯·?!⋯⋯⋯⋯⋯．．．⋯⋯⋯⋯⋯一⋯⋯⋯⋯⋯⋯·(1474)

第三节建筑工程⋯⋯．．．⋯⋯⋯⋯⋯⋯⋯．．．．⋯⋯⋯⋯⋯⋯⋯⋯⋯⋯⋯⋯⋯⋯(1485)

．．第四节商饮服务·,OO O·9 ·．．．⋯?⋯⋯⋯⋯⋯．．．⋯⋯⋯⋯⋯⋯⋯"⋯⋯⋯”(1490)

。 第五节运输服务⋯⋯⋯⋯?⋯·i⋯⋯⋯⋯⋯⋯⋯⋯⋯⋯．．．⋯⋯⋯⋯⋯⋯⋯⋯(1499)

，．t第六节农副业生产⋯⋯⋯⋯⋯?⋯⋯⋯⋯⋯⋯．．．⋯⋯⋯⋯⋯⋯⋯⋯⋯⋯⋯一(1504)

第二章多种经营．伊⋯⋯⋯⋯⋯⋯⋯⋯⋯⋯．．．⋯⋯⋯⋯．．．⋯⋯⋯．．．⋯·．，⋯⋯⋯⋯(1508)

r， 第一节企业概况．．．⋯⋯⋯⋯⋯⋯⋯⋯⋯⋯⋯⋯一⋯⋯⋯⋯⋯．．．·戆·!⋯⋯⋯(1509)
第二节管理体制⋯⋯?⋯．．．⋯⋯⋯⋯⋯⋯一⋯·⋯⋯⋯⋯．．．⋯⋯⋯⋯⋯⋯⋯·(1512)

t第三节企业的兴建与发展⋯·⋯⋯⋯⋯⋯⋯⋯⋯⋯⋯⋯⋯⋯⋯⋯⋯：”⋯⋯”(1513)

第四节企业管理⋯⋯⋯⋯．．．⋯⋯⋯⋯．．．⋯⋯⋯⋯．．．⋯·一‰⋯⋯⋯⋯⋯⋯⋯(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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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局直属多经企业⋯⋯⋯⋯⋯⋯⋯⋯⋯⋯⋯⋯⋯⋯⋯⋯⋯⋯⋯⋯⋯⋯

第三章外经事业⋯⋯⋯⋯⋯⋯⋯⋯⋯⋯⋯⋯⋯⋯⋯⋯⋯⋯⋯⋯⋯⋯⋯⋯⋯⋯⋯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国外工程承包⋯⋯⋯⋯⋯⋯⋯⋯⋯⋯⋯⋯⋯⋯⋯⋯⋯⋯⋯⋯⋯⋯⋯

第三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000 000000⋯⋯⋯⋯⋯⋯⋯⋯

第四节对外贸易⋯⋯⋯⋯⋯⋯⋯⋯⋯⋯．．．⋯⋯⋯⋯⋯⋯⋯⋯⋯⋯⋯⋯⋯⋯

第五节国际旅游服务⋯000000⋯⋯⋯⋯⋯⋯⋯⋯⋯⋯⋯⋯⋯⋯⋯⋯⋯⋯⋯⋯

第六节对外援建⋯⋯⋯⋯⋯⋯⋯⋯⋯⋯⋯⋯⋯⋯⋯⋯⋯⋯⋯⋯⋯⋯⋯⋯⋯

第四章煤炭生产经营管理⋯⋯⋯⋯⋯⋯⋯⋯⋯⋯⋯⋯⋯⋯⋯⋯⋯⋯⋯⋯⋯⋯⋯

第一节煤炭行业状况⋯⋯⋯⋯⋯⋯⋯⋯⋯⋯⋯⋯⋯⋯⋯⋯⋯⋯⋯⋯⋯⋯⋯

第二节安全生产技术管理·OralgO aOIIll⋯⋯⋯⋯⋯⋯⋯⋯⋯⋯⋯⋯⋯⋯⋯⋯⋯

第三节煤炭经营管理⋯．．．⋯⋯⋯⋯⋯⋯⋯⋯⋯⋯⋯⋯⋯⋯⋯⋯⋯⋯⋯⋯⋯

第四节煤炭生产深加工⋯⋯⋯⋯⋯⋯⋯⋯⋯⋯⋯⋯⋯⋯⋯⋯⋯⋯⋯⋯⋯⋯

第八篇文教体育卫生生活

第一章教育⋯⋯⋯⋯⋯⋯⋯⋯⋯ooD ooo 000⋯⋯⋯⋯⋯⋯⋯⋯⋯⋯⋯⋯⋯⋯⋯⋯⋯(1558)

第一节职工教育⋯⋯⋯⋯⋯⋯⋯⋯⋯⋯⋯⋯⋯⋯⋯⋯⋯⋯⋯⋯⋯⋯⋯⋯⋯(1559)

第二节专业教育⋯⋯⋯⋯⋯⋯⋯⋯⋯⋯⋯⋯⋯⋯⋯⋯⋯⋯⋯⋯⋯⋯⋯⋯⋯(1596)

第三节高等教育⋯⋯⋯⋯⋯⋯⋯⋯⋯⋯⋯⋯⋯⋯⋯⋯⋯⋯⋯⋯⋯⋯⋯⋯⋯(1611)

第四节基础教育⋯⋯⋯⋯⋯⋯⋯⋯⋯⋯⋯⋯⋯⋯⋯⋯⋯⋯⋯⋯⋯⋯⋯⋯⋯(1614)

第二章报纸⋯⋯⋯⋯⋯⋯⋯⋯⋯⋯·⋯⋯⋯⋯⋯⋯⋯⋯⋯⋯⋯⋯⋯⋯⋯⋯”o⋯·(1637)

第一节．：远东报》⋯⋯⋯osm ooo omo⋯⋯⋯⋯⋯⋯⋯⋯⋯⋯⋯⋯⋯⋯⋯⋯⋯⋯⋯(1637)

第二节‘西铁消息》报⋯⋯⋯⋯⋯⋯⋯⋯⋯⋯⋯⋯⋯⋯⋯⋯⋯⋯⋯⋯⋯⋯¨(1640)
第三节．：齐铁工人报》⋯⋯⋯⋯⋯⋯⋯⋯⋯⋯⋯⋯⋯⋯⋯⋯⋯⋯⋯⋯⋯⋯⋯(1643)

第四节‘哈尔滨铁道报》⋯⋯⋯⋯⋯⋯⋯⋯⋯⋯⋯⋯⋯⋯⋯⋯⋯⋯⋯⋯⋯⋯(1646)

第五节eft丹江铁道报》⋯⋯⋯⋯⋯⋯⋯⋯⋯⋯⋯⋯⋯⋯⋯⋯⋯·O O 00 00⋯·(1651)

第三章广播电视⋯⋯⋯⋯⋯⋯⋯⋯⋯⋯⋯⋯⋯⋯⋯⋯⋯⋯⋯⋯⋯⋯⋯⋯⋯⋯⋯(1652)

第一节有线电视⋯⋯⋯⋯⋯⋯⋯⋯⋯⋯⋯⋯⋯⋯⋯⋯⋯⋯⋯⋯⋯⋯⋯⋯”·(1653)

第二节对外报道工作⋯⋯⋯⋯⋯⋯⋯⋯⋯⋯⋯⋯⋯⋯⋯⋯⋯⋯⋯⋯⋯⋯⋯(1671)

第三节文化市场管理⋯⋯⋯⋯⋯⋯⋯⋯⋯⋯⋯⋯⋯⋯⋯⋯⋯⋯⋯⋯⋯⋯⋯(1674)

第四章卫生环保⋯⋯⋯⋯⋯⋯⋯⋯⋯⋯⋯⋯⋯⋯⋯⋯⋯⋯⋯⋯⋯⋯⋯⋯⋯⋯⋯(1679)

第一节概况⋯⋯⋯⋯⋯⋯⋯⋯⋯⋯⋯⋯⋯⋯⋯⋯⋯⋯⋯⋯⋯⋯⋯⋯⋯⋯⋯(1680)

第二节医疗⋯⋯⋯⋯⋯⋯⋯⋯⋯⋯⋯⋯⋯⋯⋯⋯⋯⋯⋯⋯⋯”⋯⋯⋯⋯⋯。(1687)

第三节卫生防疫与执法⋯⋯⋯⋯⋯⋯⋯⋯⋯⋯⋯⋯⋯⋯⋯⋯⋯⋯⋯⋯⋯⋯(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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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计触生育⋯⋯⋯⋯⋯⋯⋯⋯⋯⋯⋯⋯⋯⋯⋯⋯⋯⋯⋯⋯⋯⋯⋯⋯⋯(1730)

第五节爱国卫生运动⋯⋯⋯⋯⋯⋯⋯⋯⋯⋯⋯⋯⋯⋯⋯⋯⋯⋯⋯⋯⋯⋯⋯(1740)

第六节疗养康复⋯⋯⋯⋯⋯⋯⋯⋯⋯⋯⋯⋯⋯⋯⋯⋯⋯⋯⋯-⋯⋯⋯⋯⋯”(1744)

第七节初级卫生保健⋯⋯⋯⋯⋯⋯⋯⋯⋯⋯⋯⋯⋯⋯⋯⋯⋯⋯⋯⋯⋯⋯⋯(1747)

第八节环境保护⋯⋯⋯⋯⋯⋯⋯⋯⋯⋯⋯⋯⋯⋯⋯⋯⋯⋯⋯．．．⋯⋯⋯⋯⋯(1751)

第九节牲畜检疫⋯⋯⋯⋯⋯⋯⋯⋯⋯⋯⋯⋯⋯．．．⋯⋯⋯⋯⋯⋯⋯⋯⋯⋯⋯(1759)

第五章生活⋯⋯⋯⋯⋯⋯⋯⋯⋯⋯⋯⋯⋯⋯⋯⋯⋯⋯⋯⋯⋯⋯⋯⋯⋯⋯⋯⋯⋯(1763)

第一节商业⋯“⋯⋯⋯⋯⋯⋯⋯⋯⋯⋯⋯⋯⋯⋯⋯⋯⋯⋯⋯⋯⋯⋯⋯⋯⋯·(1764)

第二节乘务员公寓⋯⋯⋯⋯⋯⋯⋯⋯⋯⋯⋯⋯⋯⋯⋯⋯⋯⋯⋯⋯⋯⋯⋯．．．(1774)

第三节职工食堂⋯⋯⋯⋯⋯⋯⋯⋯⋯⋯⋯⋯⋯⋯⋯⋯⋯⋯⋯⋯⋯⋯⋯⋯⋯(1780)

第四节农副业生产000 000···0 B⋯·mOO ooo⋯⋯⋯⋯⋯⋯⋯⋯⋯⋯⋯⋯⋯，．．⋯(1784)

第五节托儿所幼儿园0·0 O·O⋯⋯⋯⋯⋯⋯Imo OD Q⋯⋯⋯⋯⋯⋯⋯⋯⋯⋯”QOOBOD(1795)

第六节液化石油气供应⋯⋯⋯⋯⋯⋯⋯⋯⋯⋯⋯⋯⋯⋯⋯⋯⋯⋯⋯⋯⋯⋯(1801)

第七节宿舍、招待所⋯⋯⋯⋯⋯⋯⋯⋯⋯：．．⋯⋯⋯⋯⋯⋯⋯⋯⋯⋯⋯⋯⋯⋯(180B)

第八节职工生活用水·0··#0 00 ·000⋯⋯⋯⋯⋯⋯⋯⋯⋯⋯⋯⋯⋯⋯⋯⋯⋯(1808)

第六章群众文化⋯⋯⋯⋯⋯⋯⋯⋯⋯⋯⋯⋯⋯⋯⋯⋯⋯⋯⋯⋯⋯⋯⋯⋯⋯⋯⋯(1811)

第一节文化设施⋯⋯⋯⋯⋯⋯⋯⋯⋯⋯⋯⋯⋯⋯⋯⋯⋯⋯⋯⋯⋯⋯⋯⋯⋯(1812)

第二节文艺队伍⋯⋯⋯⋯⋯⋯⋯⋯⋯⋯⋯⋯⋯⋯⋯⋯⋯⋯⋯⋯⋯⋯⋯⋯⋯(1825)

第三节群众文化活动⋯⋯⋯⋯⋯⋯⋯⋯⋯⋯⋯⋯⋯⋯⋯⋯⋯⋯⋯⋯⋯⋯⋯(1831)

第七章职工体育⋯⋯⋯⋯⋯⋯⋯⋯⋯⋯⋯⋯⋯⋯⋯⋯⋯⋯⋯⋯⋯⋯⋯⋯⋯000．·0(1835)

第一节体育组织⋯⋯⋯⋯⋯⋯⋯⋯⋯⋯⋯⋯⋯⋯⋯⋯⋯⋯⋯⋯⋯⋯⋯⋯⋯(1836)

第二节体育设施⋯⋯⋯⋯⋯⋯⋯⋯⋯⋯⋯⋯⋯⋯⋯⋯⋯⋯⋯⋯⋯⋯⋯⋯⋯(1836)

第三节体育活动⋯⋯⋯⋯⋯⋯⋯⋯⋯⋯⋯⋯⋯⋯⋯⋯⋯⋯⋯⋯⋯⋯⋯-．．⋯(1843)
‘ ·+ ‘

· ，

。 第九篇中国共产党哈尔滨铁路局组织

第一章组织沿革⋯⋯⋯⋯⋯⋯⋯⋯⋯⋯⋯⋯⋯⋯⋯⋯⋯·⋯⋯讥⋯⋯⋯⋯⋯i⋯·(1859)

第一节东北解放前的哈铁党组织活动⋯⋯⋯⋯⋯⋯⋯⋯··：⋯⋯⋯⋯⋯⋯⋯(1859)

第二节东北解放后的哈铁党组织机构⋯⋯⋯⋯⋯⋯⋯⋯⋯⋯⋯⋯⋯⋯⋯⋯(1865)

第二章党员代表大会⋯⋯⋯⋯⋯⋯⋯⋯⋯⋯⋯⋯⋯⋯⋯⋯⋯⋯⋯⋯⋯⋯⋯⋯⋯(1877)

’第一节·哈尔滨铁路局⋯⋯⋯⋯⋯⋯⋯⋯⋯⋯⋯⋯⋯⋯⋯⋯⋯．．。⋯⋯⋯．．．⋯(1877)

第二节齐齐哈尔铁路局⋯”8 00·i⋯⋯⋯⋯⋯⋯⋯⋯⋯⋯⋯⋯⋯··‘⋯⋯”(1880)

第三节牡丹江铁路局⋯⋯⋯⋯⋯⋯⋯⋯⋯⋯⋯⋯⋯⋯⋯⋯⋯⋯OI· J·”(1882)

第三章重要政治活动⋯⋯⋯⋯⋯⋯⋯⋯⋯⋯⋯⋯⋯⋯⋯⋯⋯．．⋯⋯⋯⋯⋯⋯⋯“(1883)

第一节恢复铁路运输支援解放战争⋯⋯⋯⋯⋯⋯⋯⋯⋯⋯⋯⋯⋯⋯⋯⋯(1883)

·3。



第二节民主改革⋯⋯⋯⋯⋯⋯⋯⋯⋯⋯ooloos ooo QOo gOI⋯⋯⋯⋯⋯⋯⋯⋯⋯⋯

第三节“镇反”、。肃反”⋯⋯⋯⋯⋯⋯⋯⋯⋯⋯⋯⋯⋯⋯⋯⋯⋯，⋯⋯⋯⋯⋯·

第四节抗美援朝⋯⋯⋯⋯⋯⋯⋯⋯⋯⋯⋯⋯⋯．．．⋯⋯⋯⋯⋯⋯⋯⋯⋯⋯⋯

第五节“三反”⋯⋯⋯⋯⋯⋯⋯⋯⋯⋯⋯⋯⋯⋯⋯⋯⋯⋯⋯⋯⋯⋯⋯⋯⋯⋯

第六节学习、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第七节整风和反右派⋯⋯⋯⋯⋯miraioi 001 QBl 00Q⋯⋯⋯⋯⋯⋯⋯⋯⋯⋯⋯⋯⋯

第八节反右倾整风⋯⋯⋯⋯⋯⋯⋯⋯⋯⋯⋯⋯⋯⋯⋯⋯⋯⋯⋯⋯⋯⋯⋯⋯

，第九节。五反”、“四清”⋯⋯⋯⋯⋯⋯⋯⋯⋯⋯⋯⋯⋯⋯⋯⋯⋯⋯⋯⋯⋯⋯⋯

第十节。文化大革命一⋯⋯⋯⋯⋯⋯⋯⋯⋯⋯⋯⋯⋯⋯⋯⋯⋯⋯⋯⋯⋯⋯⋯

第十一节清理“三种人一⋯⋯⋯⋯⋯⋯⋯⋯⋯⋯⋯⋯⋯⋯⋯⋯⋯⋯．．．⋯⋯⋯

第四章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节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

第二节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

第三节领导方式与管理方法的创新⋯⋯⋯⋯008ooo ooo ooo·oo⋯⋯⋯⋯⋯⋯⋯⋯

第五章组织建设⋯⋯⋯⋯⋯⋯⋯⋯⋯⋯⋯⋯⋯⋯⋯⋯⋯⋯⋯⋯⋯⋯⋯⋯⋯⋯⋯

第一节领导班子建没⋯⋯⋯⋯⋯⋯⋯⋯⋯⋯⋯⋯⋯⋯⋯⋯⋯⋯⋯⋯⋯⋯⋯

第二节党支部建设⋯⋯⋯⋯⋯⋯⋯⋯⋯⋯⋯⋯⋯⋯⋯⋯⋯⋯⋯⋯⋯⋯⋯⋯

第三节党员管理⋯⋯⋯⋯⋯⋯⋯⋯⋯⋯⋯⋯⋯⋯⋯⋯⋯⋯⋯⋯⋯⋯⋯000 000

第四节历次整党⋯⋯⋯⋯⋯⋯⋯⋯⋯⋯⋯⋯⋯⋯⋯⋯⋯⋯⋯⋯⋯⋯⋯⋯⋯

第六章宣传教育000QOQi”001⋯⋯⋯⋯⋯⋯⋯⋯⋯⋯⋯·00 000 0DO OOOtDO⋯⋯⋯⋯⋯⋯⋯

，第一节时事政策教育⋯⋯⋯⋯⋯⋯⋯⋯⋯⋯⋯⋯⋯⋯⋯⋯⋯⋯⋯⋯⋯⋯⋯

第二节理论教育⋯⋯⋯⋯⋯⋯⋯⋯⋯⋯⋯⋯⋯⋯⋯⋯⋯⋯⋯⋯⋯⋯⋯⋯⋯

第三节生产宣传⋯⋯⋯⋯⋯⋯⋯⋯⋯⋯⋯⋯⋯⋯⋯⋯⋯⋯⋯⋯⋯⋯⋯⋯⋯

第四节文艺思想教育⋯⋯⋯⋯⋯⋯⋯⋯⋯⋯⋯⋯⋯⋯⋯⋯⋯⋯⋯⋯⋯⋯⋯

第五节对外宣传报道⋯⋯⋯⋯⋯⋯⋯⋯⋯⋯⋯⋯⋯⋯⋯⋯⋯⋯⋯⋯⋯⋯⋯

第六节党校工作⋯⋯⋯⋯⋯⋯⋯⋯⋯⋯⋯⋯⋯⋯⋯⋯⋯⋯⋯⋯⋯⋯⋯⋯⋯

第七章党委办公窒工作⋯⋯⋯⋯gOD Q00 001⋯⋯⋯⋯⋯⋯⋯⋯⋯⋯⋯⋯⋯⋯⋯⋯∥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文秘工作⋯⋯⋯⋯⋯⋯⋯⋯⋯⋯⋯⋯⋯⋯⋯⋯⋯⋯⋯⋯⋯⋯⋯⋯⋯

第三节信息、调研、刊物⋯⋯⋯⋯⋯⋯⋯⋯⋯⋯⋯⋯⋯⋯⋯⋯⋯⋯⋯⋯⋯⋯

第四节保密工作⋯⋯⋯⋯⋯⋯⋯⋯⋯⋯⋯⋯⋯⋯⋯⋯⋯⋯⋯⋯⋯⋯⋯⋯⋯

第八章老干部工作⋯⋯⋯⋯⋯⋯⋯⋯⋯⋯⋯⋯⋯⋯⋯⋯⋯⋯⋯⋯⋯⋯⋯⋯⋯⋯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队伍状况⋯⋯⋯⋯⋯⋯⋯⋯⋯?⋯⋯⋯⋯⋯⋯⋯⋯⋯⋯⋯小⋯⋯⋯·
第三节政治、生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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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开展活动⋯⋯⋯⋯⋯⋯⋯⋯⋯⋯⋯⋯⋯⋯⋯⋯⋯⋯⋯··¨．⋯⋯⋯⋯·(2039)

第五节老战士老干部协会⋯⋯⋯⋯⋯⋯⋯⋯⋯⋯⋯⋯⋯⋯⋯⋯⋯⋯⋯⋯⋯(2044)

第九章统一战线工作⋯⋯⋯⋯⋯⋯⋯⋯⋯⋯厶⋯⋯⋯⋯⋯⋯⋯⋯⋯⋯⋯⋯⋯⋯(2048)

．第一节统战对象⋯⋯⋯⋯⋯⋯⋯⋯⋯⋯⋯⋯⋯⋯⋯⋯⋯⋯⋯⋯⋯⋯⋯．．．⋯(2048)

第二节统战工作的措施和办法·一⋯⋯⋯roOD I⋯⋯⋯⋯⋯⋯⋯⋯⋯⋯⋯⋯⋯(2054)

第十章纪检监察⋯⋯⋯⋯⋯⋯⋯⋯⋯⋯⋯⋯⋯⋯⋯⋯⋯⋯⋯⋯⋯⋯·“⋯⋯⋯⋯(2056)

；第一节组织机构⋯⋯⋯⋯⋯⋯⋯⋯⋯⋯一⋯⋯⋯⋯⋯⋯⋯⋯“”⋯⋯⋯⋯”(2057)
第二节检查处理案件olo ooo moo QQB QOO⋯⋯⋯⋯⋯⋯⋯·⋯⋯⋯⋯．．．⋯．．．⋯⋯⋯”(2059)

第三节党风党纪廉政教育⋯⋯⋯⋯⋯⋯⋯⋯⋯⋯⋯⋯⋯⋯⋯⋯⋯⋯⋯⋯⋯(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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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科技管理

中东铁路建没初期，中东铁路建设局由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对工程实行全面负责。中

东铁路局成它后，各业务处室的负责人均为工程师(医务处医师、法律处律师)；同时在机

务、车务、工务，电务等处内设技术科、负责本系统的技术工作。中东铁路的技术标准，计

量单位主要是俄制。 ，

‘

伪满铁路时期，铁道技术研究所、中央试验所、卫生研究所、兽医研究所等从事铁道科

学技术研究的机构均由满铁株式会社直属领导。会社所属的哈尔滨铁道局、齐齐哈尔铁道

局、牡丹江铁道局不设总工程师和研究机构，但注意任用高级技术人员、工科大学生担当行

政领导和技术工作，使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两者兼顾。这个时期废除了俄制技术标准。在线

路上部建筑方面大多搬用美国技术标准l在电力和通信上仿照德国技术标准，只是在计量单

位上把英制改为公制。_部分标准件中的螺纹和管螺纹仍采用英制。

1950年5月，中长铁路管理局成立，中苏共管中长铁路。因新中国诞生不久，缺少铁

路管理经验，以苏联铁路管理模式为主。中长铁路实行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铁路管理局设

总工程师，各业务处及其基层单位均设总工程师进行技术管理。中长铁路对完成运输生产任

务及上缴国家利润有三大法宝‘D，技术组织措魔就是其中之一。技术组织措施在每年编制生

产财务计划的同时，由铁路局总工程师负责，组织行政与工会的有关干部、技术人员和以先

进生产者为主的工人代表共同制订，并组织实施。技术组织措施的主要内容为：采用新技术、

新经验、新的管理方法，改进运输生产上的主要环节和消除薄弱处所，在确保完成任务的基

础上提高各项运输技术指标，降低各种消耗。

1953年齐局学。中长”经验，也实行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 ．

1953年12月，哈局公布《总工程师暂行职务范围》，明确各级总工程师是各级机构技

术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领导和监督其下级单位总工程师的工作，负责领导编制技术组

织措旌，组织审定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分析提出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方法；领导拟定新建、

大修方案‘，审核批准设计文件和预算，组织工程验收；组织事故调查，研究制定安全生产措

臆；审查批准劳动工时定额和材料消耗定额，主持研究提高劳动生产率措旌；组织拟订劳动

竞赛指标和保证条件；审查批准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培训计划和课程。铁路运输企业的技术

①三大法宝t生产财务计划、集体合同和技术组织措麓

●39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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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从此有了比较明确的范围。

齐局于1954年成立局总工程师室。1956年10月，齐局公布《局总工程师工作条例(草

案)》，其职务范围与哈局总工程师职责范围基本相同外，增加了组织制订和督促实行技术计

划、审核运行图各项技术指标两项职责；并有权提出关于本局范围内工程技术人员任免、调

谴、奖励的建议。

为了深入推广先进经验和开展科普工作，中长铁路在1951年1月成立技术馆。其主要

业务是推广先进作业方法和研究采用合理化建议，举办先进技术和先进方法展览，组织先进

方法培训班，编辑和出刊科普读物等等。1954年1月，齐局成立技术馆，其任务与中长铁

路技术馆同。

1958年，哈局和齐局为了使铁路运输的科技工作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发展需要，先后在

技术馆基础上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所，从事运输生产中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研究。在成立

研究所时，曾一度把机务化验所、工程试验室、电务试验室划归研究所领导。经过实践，不

久归属原建制，有利于运输生产。

哈局与齐局的科学技术研究所都隶属本局总工程师领导。至此，以总工程师技术责任制

为核心的科技管理(系技术管理和科研管理的简称，下同)，既有技术管理方面内容，又有

了科研管理方面内容，管理结构比前更趋完整。

1959年，哈局、齐局和牡局相继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科技工作的领导机构。下

设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日常的科技管理工作。当时因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开展

“大跃进”，科委办公室隶属铁路局党委领导，并负责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

“大跃进”形势下，广大职工大搞修车机械化、养路机械化、腌工机械化、装卸机械化，减

轻了笨重体力劳动、提高生产效率成效明显。现在使用的很多养路、施工、修车、装卸机械

是由那时的机械改进发展而成。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修建土驼峰和小驼峰。这些初期建成

的驼峰，初步提高了车站编解能力。但很多方面受“大破大立”的影响，以丰观意识代替科

学规律，脱缰野马式地“放卫星”、“创高产”，破除了铁路运输应有的规章制度、作业过程、

工艺等技术标准，普遍出现车辆超载、列车超速、机车超负荷运行，并不合理延长检修周期、

简化修程和工艺等。表面上在“大跃进”中运输生产指标比1957年增幅很大，实质上除了

虚报浮夸问题外，运输设备遭到严重损伤。加上大量未经培训的新职人员顶岗作业，导至

1961年冬运期间很多车辆不能装车运行，不少机车扒窝不能出库牵引列车。造成晚点、堵

塞、忙乱被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秩序和效能。经过调整、整顿，1962年逐，步趋于正常，各

项技术指标等回落到1957年的水平(．--f比部分)。

1961年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Ok字方针)，齐局科委办公室撤销，其

日常业务由铁路局总工程师室承担。

1962年齐局遵照《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f条)、《铁路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和国家科委副主任韩光讲活的精神，结合深入站段调查的实际情况，重新组织制订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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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齐齐哈尔铁路局技术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和《技术组织措施》，并建立了以铁路局总

工程师为首的技术责任制系统。上述两个文件包涵了两个主要内容，即保证正常运输生产的

技术管理工作和促进生产发展的技术准备工作(就是运输生产准备阶段的技术管理工作，

．·也相似于常说的技术管理前期工作)。贯彻的结果是：把“大跃进”时破了的作业过程、工

艺等技术标准结合实际重新确立起来；经过维修和大修，使线路桥梁、机车车辆、通信信号

及其它机械动力设备的质量状态恢复到1957年的良好水平，保证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进行。

同时，根据已在变化和即将变化的情况①，加强某些部门的运输能力，采取改进作业方法、

编组计划和运行图等等措施，做好运输生产发展的技术准备工作，使铁路运输与变化的客观

实际相适应。 ’．

是年，哈局贯彻《七十条》和《铁路企业工作暂行条例》，公布了《哈尔滨铁路局总工

程师条例》。其中规定局总工程师是局行政领导，『损之一，在局长领导下对全局技术工作负
全面组织领导责任；通过各业务处总工程师(或负责技术的副处长)实现全面组织领导。使

在“大跃进”中破废了的科技管理工作又走上正常轨道。并且由于强化了技术准备工作，于

1962年在完成滨洲线客货运输任务的前提下，仅用一年时间完成了封锁滨洲线松花大桥进

行更换裂纹钢梁和整修桥墩的大修任务。

‘1966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科技管理受到批判。翌年和1968年，哈局和齐局

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科技管理机构撤销，专业干部有的调走，有的送到“五·七”干校学

习，技术责任制和科技管理荒废殆尽。．

1972年6月根据交通部《关于铁路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编制的初步意见》，齐局

。成立了综合技术室。综合技术室的业务为技术管理，技术鉴定、设计文件审查、设备技术改

造。与此同时，哈局也成立了综合技术室。1973年3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下达《关于加强

科技工作的指示》，齐局党委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铁路局党委和行政管理科技工

作的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简称科委办)负责科技管理的日常工作。综合技术室内成立科

技组负责科委办工作(两个名称一套机构)，业务上受交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黑龙江省科

学技术委员会的指导。翌年10月，哈局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科学技术办公室，负责

贯彻技术政策、掌握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科研方向、规划、用款、成果鉴定工作。科技办

设在科学研究所内，由一名副所长兼任科技办主任。1975年，哈局撤销科技办机构，保留

名称，仍由科研所负责该项工作。 一
’

1978年哈局规定局总工程师室为局总工程师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总工程

师领导下负责全局的技术管理和科研管理；组织编制技术组织措施和科技发展规划；审查各

一 ． ．．
，．

{

①当时。因前苏联在1960年单方撕毁协议，满洲里口岸站的进出口运量大幅度下降，满洲里原油及石油产品换装

区、机械设备换装区几乎空间起来，滨洲西部线运量骤然降低}1961年起由于大庆油田开发，大庆的原油迅猛增加，并

经平齐线外运至全国各地}随着牙林线往大兴安岭西坡伸延，木材也年年增多．因此，货流和车流发生很大变化。

·139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