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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桂金

三家店工务段为北京铁路分局主要运输站段(始建于1955年11月1日)，担

负北京西部地区丰沙、大台、西北环等铁路线路、桥隧设备维修养护工作。

40多年来，三家店工务段建设和发展经历了极不寻常的进程，几代“三工人”

为段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奋斗拼搏，历尽沧桑，战胜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

接受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

不寻常地历史进程，造就不平凡的“三工人”，进入90年代，随着铁路企业

改革开放和飞速发展，“三工人”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近10年，经过

全段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取得了突出成绩。“三工”近10年稳定发展的事实表

明，始终确保“安全畅通”是“三工人”晟基本的职责和永恒的主题，建设、发

展“三工”是“三工人”始终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务实、拼搏、奉献、进取”是

“三工人”永远继承和发扬的“企业精神”。

为真实记录建段以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根据分局要求，撰写1955年至

2002年段志。

在编篡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在各科人员和执笔人的努力下，经过几上几下反

复修改、审核，又经过段领导审定，段志编篡工作基本完成。由于建段年限较长，

有些资料无处查找，时间紧，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错误和漏洞较多，恳请各方人

士多提宝贵意见。

段 长：善扩}秒(

党委书记：稚仓
2004年12月



三家店工务段座右铭

技术练不精，

作用不明显，

没有新思路，

工作抓不实，

不是好职工；

不是好党员；

不是好干部；

就是不称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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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

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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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况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简 史

三家店工务段是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下属的基层单位，段址：北京市

门头沟区三家店老宿舍8号。

1955年lO月丰沙线建成开通，11月1日成立三家店工务段。1958年1月14

日由于精简机构，三家店工务

段撤销，以安家庄车站、雁翅

车站间为界，西划张家口工务

段管辖，东划北京工务段管辖。

1960年3月1日，恢复三家店

工务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1968年10月18日撤销站段建

制，成立车务、机务、工务、

电务、车辆、房建等八部门组

成的三家店站区，当时为“革

命委员会”，军代表任主要领导。

工务段至今。

段大门

1971年8月27日，站区撤销，再次恢复三家店

第二节管辖范围

三家店工务段管辖范围：跨及北京市的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及丰台

区的部分地区。有丰沙上行线、丰沙下行线、大台线、西北环线、斜军联络线、

丰沙上行二线、丰沙下行二线、京原线、101线9条正线。

管辖交界：丰沙上行2公里、下行1．5公里与丰台工务段交界：丰沙上行61．2

公里、下行64．4公里与张家口工务段交界。丰沙上行59 205公里、丰沙下行62．877

公里。京原线2公里与燕山工务段分界；西北环线32公里与北京工务段分界；101

线1公里与丰台工务段分界；丰沙上行二线2公里至3．308公里：丰沙下行二线

1．758公里至3．779公里与丰台工务段分界：大台线、斜军联络线均在段管辖范围

内。同时负责33条专用线维修养护工作。其中丰沙线是晋煤外运主要通道，年货

物运输量为8000万吨至l亿吨，旅客列车由原3对增加至19对。丰沙线已由货

物运输干线变成北京铁路分局客货运输繁忙干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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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线233．220延长公里、站

米、隧道93窿锺7119米、

长公里、道岔74组。管内

誉囊j≯jii『。遵斟73个，其中工努有人看守11个。2002年来，段蠢机动车27辍，机械动力

_爹。j“凌备变i2台，西定资产原{妻ll。22亿元。管蠢设备趋线多，半径小，坡度大，设
．jj i『¨备技术等级为“III级”。正线上的曲线281个／89．226公里，其中丰沙上下行132

一豢。箬惫辫筑184公墨，占率沙线憨延长米舱39。寒％；最小藏线半径320米，最大坡度

”雾i!i I{_j i12．3黼。管辖隧道93座，最长的灰峪(西北环)隧道长3454米；桥梁152座，

j二1、j二j ji?率沙线永定河一号大桥，全长7ll。4米；斜军联络线永定河一号特大桥，全长1047，1

誊誓喜；|：苯；豢涉下行永定河七号桥，横跨永定河，当时为孛鹫乃至亚洲最大攀跨度钢筋
， i=。j混凝生拱桥。
≥-=-{一=，誊? ÷．

一 -罩誊j i三二。

ii，j j j 第四节职工队伍

i 2002年，三家店工务毁下设党委、工会、溺委、纪委毒个党群部门释生产技

术科黟劳动人事科、计划财务科、安全保卫科、物资管理科、综合管理办公室、
j诗蕊塞、职壤中心8个行政科(室)；1个多经办公室。5个养路车阕，1个撬粱

车黼，1个综合车间，1个施工队共8个车间。辖60个班组，工班(组)长162

：。ii j-。；人，：．≯人技师6人。年工资总额1710万元，人均年收入16787元。
置i誊|。。i鬟妻j纛≯2002年末，职工总数1183入，其中共产党员344入、共青团员52入、女鼗

曩量鬻|{|}}i鬻i蠹i纂鞠j．蟊、干部103人。学历：大本1人、大专24人、中专79人、中技8人、高

爹攀i鎏攀鬻挚i爹i氧、裙中及以下了54人；技术职称：中级6入，裰级31人。
≯■耋1箩弩j_：；_=羔 I；；|{。。“

童i ．年龄状况：

j

|_

年 龄 25岁及以下 26～35岁 36"--'45岁 46及以上 合计

jj 人数 75 169 601 338 1183

二

i毒垒羧人数毙率％ 6．3 14，3 50。8 28，6 l∞
圳

三=_：。i
i

。『。职 名 养路工 巡道工 桥梁工 巡守工 道口工 其他 总计曩
。一i
誊．。爹j’j置 ≯失 数 &多 39 138 8 84 重82 重08§

_。；一 }≯

。蔫_-≤j。， ；二

≤-；=i r!一1．亭≥___：j 孽i诲蔫火总数比％ 58．2 3．6 12．8 0．7 7．8 16．9 100
x=，

誊一一窖纛一震一雾藜_．。_然蓦鏊誊∥．．!∥一缓蒸蠹磐≤麓誊纛鬻委一

～一．。叠溪，雾黧≮∥：=i_。童}I|曩一一『：!譬。魏鬻。⋯l*_戮黪爹鏊鍪～攀篱瓣鬻一



第五节主要技术指标

2002年三家磨工务段生产任务指标统计表

项 目 单位 计划 完 成 完成率％

一、 重点工作

线路综合维修 公凰 10 10 100

道岔综合维修 组 25 25 100

优质道翁 组 189 189 100

优质|蓥|线 条 133 133 l∞

清筛大修 公里 30．5 30．5 100

60kg／m换轨大修 公里 20．2 2012 l∞

桥梁维修 座／米 8l／7748 81／7748 100

隧道维修 痉，米 5l疙5792 5l／25792 l∞

涵渠维修 座／米 256／5174 256／5 174 100

优质轿粱 庄 73 75 l∞

优质隧道 座 46 50 100

二、 质量指标

轨检车评定合格率 ％ 100 100 l∞

孰检车评定傀赵率 ％ 90 99 l∞

线路保养质量评定合格率 ％ 100 100 1∞

道岔保养质量评定合格搴 ％ 100 100 l∞

线路状态评定合格率 ％ 90 90 1∞

路基状态评定合格率 ％ 85 85 100

桥梁状态评定合格率 ％ 86 87 100

隧道状态评定合格率 ％ 11．4 12。6 100

涵渠状态评定合格率 ％ 96 96 100

桥、隧、涵维修验收合格率 ％ 90 92 lOO

三、其它指标

．全员劳动生产率 人／公里 1．23 l。25 100

多集经营业额 万元 840 930 110

多集经利润 万元 24 2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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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环境弟一早 曰舱耶垸

三家店工务段位于北京两部，管辖设备集中在燕山军都山脉群岭之中。丰沙
。 线簌军都由脉，蘩永定溺酵，离凝涤堑，轿隧裙连。其中，丰台至三家店阉，除

石景山有一段线路沿山脚并河而行外，其它地段均为平坦地带。三家店至沿河城

间，铁路线逆永定河嚣上，穿行予永定河峡谷之中，并七跨永定潺(全线八跨永

定溉九沿线崇山竣岭，悬崖峭壁，鏊岩多裸露，有弱部剥落崩灞现象。大台线(门

头沟至木城涧)铁路沿永定河流蜿蜒而上，沿线依山傍水，线路弯延曲折。

主要河流为永定潺，支线为清承河、漱河秘永定河弓|承渠，其余为季节矬懿

千沟。在永定河上有珠窝大坝、落坡岭大坝和三家店拦河水闸，峡谷中有斋堂水

库霹苇子水水库。

‘：气捩禚大陆性气候。据记载最高气温曾达翻43℃，最低气温营达到零下27
1 ℃。最大风力曾达到10级。降雨多集中在6月至8月问。冻结深度在1米至1．2

米。逡震裂度：三家店至琉璃渠为7级，琉璃渠至沿河蠛8缀。

i 管辖地域建有众多北京旅游景点，如百花山、灵山、龙门涧、妙峰山、佛教

胜地潭柘寺、戒台寺等。

第三章生产指挥系统的演变

一二=-- ==-： ‘、三家店工务段建段初期，推行的是苏联及中长铁路管理经验“一长制”，一切

i誊≥。一誊声、行致等方西鹃重大霹趱盎段长决定。
{“ -；- 1958年1月，‘‘一长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段长负责制。党委对全段各项工

二≥i．一=。；。 傣实行全面领导，行政系统懿年度诗糍，较大的工{乍安捧，工长以上的人事任免、
__¨ j |-调泐、财务决算分析等均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由段长付诸实施，定期汇报。(此

间芝家店工务段撤消，划归北京工务段)

二曼≥ 一 1966年下半年，“文纯大革命”开始。1967年，党政橇梅瘫痪，实行军管，

由“群众组织”，选举产生负责生产的领导班子，指挥生产工作。1968年，成立

“鼙禽委员会”，委员会由5至7入缝成，军代表为主任委员，负责全敷各项工作
二

和生产指挥。
j 1985年1月，根据北京铁路分局京铁分(85)企字第191号通知精神，开始

≯ 试行段长负责裁，段长是三家癌工务段第一管理者，怒法入代表，对段拣耪质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全部责任，对生产经营和行政的各项管理工作有决策权
ji 纛指挥权，这是企业涎一项重大改革。一直延续至2002年。

搿鬟誊，誊j鎏黧攀誊j篓≯嚣曩_。{．．7．2；爱麓_0。：瓣溅。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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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机构沿革弟一扁 利L利泔单

第一章机构设置弟一早 制L俐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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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梅涤肇

一

。量

焉薹羹黧。嚣劳纛囊，∞瓣冀萋撼》i。；溉瑟笺蘸季瑟蘩饔缝_

机关 领工区
年代 备注

政工 个数 行政 个数 名称 个数

官厅养路
珠窝养路

桥梁室
雁翅养路

线路室
落坡岭养路

1955 党总支 人事室
门头沟养路

至 工会 保卫股
三家店养路

1958 团总支
3 8 石景山养路 13

财务室
官厅桥梁

通风室
段长室

雁翅桥梁
落坡岭桥梁

总务室
门头沟桥梁
一号桥桥梁
工厂

官厅养路
珠窝养路
雁翅养路

撤消；
桥梁室 落坡岭养路

通风室
线路室 门头沟养路

段长室
1960 党办 人事室 三家店养路

一号桥桥
至 工会 3 保卫股 7 石景山养路 13

梁
1968 团委 财务室 官厅桥梁

增加：
材料室 雁翅桥梁
总务室 落坡岭桥梁

材料室

门头沟桥梁
直属队

直属队
工厂

珠窝养路 重新

桥梁室
雁翅养路 成立段

线路室
落坡岭养路 管界改变

1971 政治处
人事室

斜河涧养路 股室、领

石 工会 3
保卫股

三家店养路 ：[区名称

计财室
8 张仪村养路 11 改变

1973 团委 珠窝桥梁 撤消：
材料室

雁翅桥梁 官厅养路
办公室

三家店桥梁 官厅桥梁
武装部

直属队 增加：
LI一 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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