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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回民支队诞生58周年

铁道兵第二师成立50周年

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建局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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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成立50周年，“渤海军区回民支队”诞生58周年，铁道部第

十二工程局建局15周年之际，《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志》编纂出版，可喜可贺。

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二师，1940年8月组建时为冀鲁边区

回民大队，1944年1月扩编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以此为基础，1946年6月在东北组建东北回

民支队，1948年7月扩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二支队，1953年9月统编为铁道兵第二

师。1984年1月1日，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改编为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成为铁路建筑施工

企业。

立马横枪杀敌军，驰骋纵横保和平；志在四方修铁路，转战南北为人民。自1940年诞生以

来，我们这支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铁路护路、运输保障和抢

修抢建任务，实现了“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的誓言；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发扬

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行艰苦卓绝的反轰炸抢修，誓死保卫和平，

创建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祖国铁路建设施工，逢山凿路，遇水架桥，奉献出

青春和热血；兵改工后，局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着力培养并大力弘扬“务实、求精、团结、开

拓”的企业精神，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企业素质不断提高，特别是局“八五”计划的全面完成，企

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创造了辉煌的业绩l
’

《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翔实、生动的史料，全面、客观地再现了铁十二局及其前

身从1940年至1995年的历史发展轨迹，重点是对兵改工后企业改革发展和建设的记述。研读

局志，不仅可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激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

历史责任感，还给我们如下的启示：一是我们这支队伍半个世纪来的历史是一部勇敢战斗、不

怕牺牲的创业史；是一部志在四方、顽强拼搏的奋斗史；是一部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发展史。

二是了解十二局昨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并力求把握客观规律，慎思决策，方能珍惜人财

物力，各尽其用，事有所成。三是热爱十二局，宣传十二局，建设十二局，企业兴旺，员工有责。

局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行文落笔，皆有史实；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是了解十二局，宣传

十二局，对全局员工进行爱企业、建企业教育的极好教材。在世纪之交即将到来之际，如果说，

局志是企业世纪之交的一束鲜花，那么，这鲜花凝聚着全局职工艰苦奋斗的汗水，而从事编纂

此书的所有史志工作者的心血，更j}寻常。值得一提的是聘请的热心于修志事业、有丰富的社

会阅历、了解十二局历史的几位退休老同志，不图名利，奉献余热，精神感人，令人难忘。

纵观十二局发展之历史，展望十二局发展之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更多；希望与困难

同在，希望更大。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扬帆高

歌，为振兴十二局作出自己的贡献，用我们勤劳的双手，去谱写十二局更加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吴起善

1998年7月

(勺
f



序 二

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有着光荣与自豪的历史，其前身是由早期创建的“渤海、东北回民支

队”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二师，从组建第一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战争年代，为了祖国的解放与和平事业，舍生忘死，前

赴后继，实现了“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的铿锵誓言，创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

钢铁运输线”。新中国建设时期，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山峡谷牵铁龙，江河湖海

架彩虹，先后参加修建了黎湛、鹰厦、兰新、包兰、湘黔、成昆、襄渝、太岚、同蒲等铁路干支线，为

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1984年1月集体转工并入铁道部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思

想政治工作，广大职工发扬人民军队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市场经济的大

海洋里搏击风雨，傲立潮头，企业生产经营领域不断扩展，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显著增强。一项

帐篷，四海为家；一双铁脚，走遍天涯；走小路、铺坦途，钻山沟、通天堑，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r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奏响了一曲曲自强不息的凯歌。

江泽民同志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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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道部和中铁建总

公司的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经过全局广大职工尤其是史志工作者近三年的辛勤努力，《铁

道部第十二工程局志》终于面世了。这是一部记述全局历史的志书，是一笔具有革命光荣传统

的精神财富，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是值得全局职工热烈庆贺的一件大事。值此成

书之际，向为编纂局志付出心血，热情相助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志》上溯到1940年冀鲁边区回民大队成立，下限至1995年，系统地

反映了我们这支队伍在军队时期的战斗史，详细介绍了转工后的企业发展史，以数据和实事记

述了我单位的历史功绩。在有幸先睹我局首部如此浩大的历史巨篇的样稿时，屡屡被书中记述

的许多内容所感染和激励，特别是看到有近900名烈士为了我们的今天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且有些还是我们熟悉的战友时，不禁潸然泪下。这些都促使我们鼓舞起斗志，抛弃名利，为了明

天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全书结构严谨，内容翔实，图表丰富，叙述流畅，对于发挥其“资治、教

化、存史”之功能，加强职工“三爱”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进一步加强

对企业的宏观研究和指导，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j承载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我衷心希望全局广大职工继承铁道兵“志在四方，为国

为民，无私无畏”的光荣传统，在企业新的征途上，弘扬“务实、求精、团结、开拓”的企业精神，

深化改革，科学管理，艰苦奋斗，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为十二局的振兴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何海涛

1998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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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力求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和反映铁道部第十二工程

局的历史、现状及其特点。

二、本志上限自1 940年8月“冀鲁边区回民大队’’成立始，下限至

1995年底。为完整记述某些事物，个别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记述内容

详近略远，侧重反映1984年1月1日兵改工后的情况。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等体裁。《概述》提

挈全志，宏观全局，强化横向联系；以《大事记》为纲，补纵贯不足；以志

(第一篇至第十二篇)为主体；《人物》和《附录》殿后；图表照片分别穿插

其间。

四、本志依据“科学分类并适当考虑社会分工”和“以事分类，类为

一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原则设置篇目，同时遵循“先生产力后

生产关系，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原则编排顺序，突出专业特点，避

免交叉重复、繁简失当。结构层次主要为“篇、章、节、目、子目”。

五、《人物》分传、录、表三个层次。立传者均为在本局历史上有重要

影响的人物或英雄模范j遵循生不立传原则，按卒年先后排列；以录、表

增加载人的广度。

六、本志正文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寓论于述，述而不

论。力求做到文字精炼准确，语言简洁流畅，通俗易懂，文风严谨朴实。

七、《附录》收入局辖单位简介、1 996和1 997年局大事记、改制文

件选录、统计资料及回忆录选等内容。



八、本志中的文字一律以1992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为准；数字以

1 995年1 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

准；标点符号以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

署联合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计量单位以1 984年国家计量局制

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1 994年铁道部转发国务院“关

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的通知以及1990年国家技术监

督局等三单位发布的《关于改革全国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的通知》为准

(但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照录，并注明现行换算量值；行文中的计

量单位用汉字表示，图表中的计量单位汉字与国际通用符号并用)。

九、本志中凡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机构或单位名称、官职称谓等，

均按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纪年采用公历，记述中具体时间难以查

清的，分别用“旬、月、季、年’’等相对时间表述；旧地名在其后用( )注

明今属地；机构、单位、部门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并用( )注明约

定俗成的简称，其后用此简称。

十、本志中对正文的注释说明均采用页末注(脚注)。

十一、本志正文中的图、表、照片序号按“篇序一章序一图表照片

序”排列。

十二、本志所采用资料均来自局机关各部门及局属各单位；全局性

统计数据，以局计划处提供的资料为准。

霉溪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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