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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企业的战备人防武装工作，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广铁

集团公司的战备人防武装工作也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国防

观念不断增强；民兵组织不断巩固发展；应急保障和应急抢险能力不断提高；民兵武器装

备管理安全21年无事故；交通战备科学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创新；交通战备保障措施及设

施、装备不断完善，内外战时指挥系统的基本建设得到了保证。尤其是近几年战备专业技

术人员与其他业务部门、工程建设单位探索和研制的DT3型战备应急抢险微波系统，既

解决了战时沟通通信指挥，平时又能服务运输生产，已在全路战备系统推广应用。同时，战

备储备物资的结构和布局进行了科学调整，总价值已达2300万。交通战备工作曾荣获国

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的表彰，共有11次荣获广州军区交通战备先进单位光荣称号。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涌现出许许多多先进事迹和工作经验，为广州铁路局(集团公司)的发展和建

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战备人防武装篇》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广州铁路局各单位战备人防武装工作的建设发

展历程；真实地记录了广大战武人防干部、广大民兵在各级党政领导下，在各个历史时期

为国防建设所作的突出贡献；真实地反映了战备人防武装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英勇顽强的

奉献精神。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浸透着广铁战武干部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战备人防武装篇》作为局志中的单独的一篇，是战备人防武装工作自身的特殊要求

及保密工作的需要。战备武装处的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克服种种困难，多方收集资

料，以辛勤的劳动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完成了《志稿》的编写、校对工作。宋小阳处长为本书

的编写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此，谨表感谢。

由于《志稿》的编纂工作是一项艰苦复杂的系统工作，时间跨度大，涉及各个历史阶段

人物和事件繁杂，许多历史资料遗失，《志稿》中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读者和老领导、老同志

提出指正意见。

编 者

1998年10月29日



目 录

前言
t

’第一章广州铁路局战备、人防、武装概况⋯⋯⋯⋯⋯⋯⋯⋯⋯⋯⋯⋯⋯⋯⋯⋯⋯⋯(1)

第一节概况⋯⋯⋯⋯⋯⋯⋯⋯⋯⋯⋯⋯⋯⋯⋯⋯．．．⋯⋯⋯⋯⋯⋯抽”!⋯⋯⋯(1)

一、广州铁路局战略环境简介⋯⋯⋯⋯⋯⋯⋯⋯⋯⋯⋯⋯⋯⋯⋯⋯⋯(1)

二、战备武装处的工作任务来源⋯⋯⋯⋯⋯⋯⋯⋯⋯⋯⋯⋯⋯．．．⋯⋯一(1’)

第二节战备、人防、武装机构设置和变迁⋯⋯⋯⋯⋯⋯⋯⋯⋯⋯⋯⋯⋯⋯⋯⋯(2)

第二章战备工作⋯⋯⋯⋯⋯⋯⋯⋯⋯⋯⋯⋯⋯⋯⋯⋯⋯⋯⋯⋯⋯⋯⋯⋯⋯⋯⋯⋯(6)

第一节概况⋯⋯⋯⋯⋯⋯⋯⋯⋯⋯⋯⋯O a-O@⋯⋯⋯⋯⋯⋯⋯⋯⋯⋯⋯⋯⋯⋯(6)

一、战备工作任务⋯⋯⋯⋯⋯⋯⋯⋯⋯⋯⋯⋯⋯⋯⋯⋯⋯⋯⋯⋯⋯⋯(6)

二、广州铁路局历届战备领导小组⋯⋯⋯⋯⋯⋯⋯⋯⋯⋯⋯⋯⋯⋯⋯(7)

三、广州铁路局人防战备组织系统表⋯⋯⋯⋯⋯⋯⋯⋯⋯⋯⋯⋯⋯⋯(11)

四、历年战备工作要点⋯⋯⋯⋯⋯⋯⋯⋯⋯⋯⋯⋯⋯⋯⋯⋯⋯⋯⋯⋯(12)

第二节紧急战备工作⋯⋯⋯⋯⋯⋯⋯⋯⋯⋯⋯⋯⋯⋯⋯⋯⋯⋯⋯⋯⋯⋯⋯(13)

一、1962年紧急战备⋯⋯⋯⋯⋯⋯⋯⋯⋯⋯⋯⋯⋯⋯⋯⋯⋯⋯⋯⋯(13)

二、1964年紧急战备⋯⋯⋯⋯⋯⋯⋯⋯⋯⋯⋯⋯⋯⋯⋯⋯⋯⋯⋯⋯(16)

三、1965年紧急战备⋯⋯⋯⋯⋯⋯⋯⋯⋯⋯⋯⋯⋯⋯⋯⋯⋯⋯．．．⋯(17)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战备工作⋯⋯⋯⋯⋯⋯⋯⋯⋯⋯⋯⋯⋯⋯⋯⋯⋯(21)

五、军工生产⋯⋯⋯⋯⋯⋯⋯⋯⋯⋯⋯⋯⋯⋯⋯⋯⋯⋯⋯⋯⋯⋯⋯⋯(23)

第三节战时抢修编案工作⋯⋯⋯⋯⋯⋯⋯⋯⋯⋯⋯⋯⋯⋯⋯⋯⋯⋯⋯⋯⋯(23)

一、编案工作开展过程⋯⋯⋯⋯⋯⋯⋯⋯⋯⋯⋯⋯⋯⋯⋯⋯⋯⋯⋯⋯(23)

二、编制广州铁路局军事技术说明书⋯⋯⋯⋯⋯⋯⋯⋯⋯⋯⋯⋯⋯?”(24)

- 三、编制广州、衡阳地区铁路战备措施规划⋯⋯⋯⋯⋯⋯⋯⋯⋯⋯⋯(25)

四、修改局、分局各级应急保障措施⋯⋯⋯⋯⋯⋯⋯⋯⋯⋯⋯⋯⋯⋯(26)

五、编制株洲枢纽战备方案⋯⋯⋯⋯⋯⋯⋯⋯⋯⋯⋯⋯⋯⋯⋯⋯⋯⋯(26)

六、编制衡阳枢纽战备方案⋯⋯⋯⋯⋯⋯⋯⋯⋯⋯⋯⋯⋯⋯⋯⋯⋯⋯(27)

七、编制怀化枢纽战备方案⋯⋯⋯⋯⋯⋯⋯?⋯⋯⋯⋯⋯⋯⋯⋯⋯⋯”，(28)

八、编制广州铁路局2000年战备工作规划⋯⋯⋯⋯⋯⋯⋯⋯⋯⋯⋯(28)

． 九、历年编案和预设计工作项目⋯⋯⋯⋯⋯⋯⋯⋯⋯⋯⋯⋯⋯⋯⋯⋯(29)

第四节战时各级指挥所和地下运转室建设⋯⋯⋯⋯⋯⋯⋯：⋯⋯⋯⋯”⋯⋯(30)

一、局、分局内部指挥所的建设⋯⋯⋯⋯⋯⋯⋯⋯⋯⋯⋯⋯⋯⋯⋯⋯(30)

．二、局外部指挥所的建设⋯⋯⋯⋯⋯⋯⋯⋯⋯⋯⋯⋯⋯⋯⋯⋯⋯⋯⋯(31)

三、地区指挥所的建设⋯⋯⋯⋯⋯⋯⋯⋯⋯⋯⋯⋯⋯⋯⋯⋯⋯⋯⋯⋯(31)

四、重点车站地下运转室的建设⋯⋯⋯⋯⋯⋯⋯⋯⋯⋯⋯⋯⋯⋯⋯⋯(31)

1

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第五节战备通信⋯⋯⋯⋯⋯⋯⋯⋯⋯⋯⋯⋯⋯⋯⋯⋯⋯⋯⋯⋯⋯⋯⋯⋯⋯

一、有线通信⋯⋯⋯⋯⋯⋯⋯⋯⋯⋯⋯⋯⋯⋯⋯⋯⋯⋯⋯⋯⋯⋯⋯⋯

二、无线通信⋯⋯⋯⋯⋯⋯⋯⋯⋯⋯⋯⋯⋯⋯⋯⋯⋯⋯⋯⋯⋯⋯⋯⋯

三、移动通信⋯⋯⋯⋯⋯⋯⋯⋯⋯⋯⋯⋯⋯⋯⋯⋯⋯⋯⋯⋯⋯⋯⋯⋯

1、战备通信车组装生产⋯⋯⋯⋯⋯⋯⋯⋯⋯⋯⋯⋯⋯⋯⋯⋯⋯⋯⋯

2、战备通信车发展情况⋯⋯⋯⋯⋯⋯⋯⋯⋯⋯⋯⋯⋯⋯⋯⋯⋯⋯⋯

四、衡铁工校战备投资及产品生产⋯⋯⋯⋯⋯⋯⋯⋯⋯⋯⋯⋯⋯⋯⋯

第六节运输保障设施建设⋯⋯⋯⋯⋯⋯⋯⋯⋯⋯⋯⋯⋯⋯⋯⋯⋯⋯⋯⋯⋯

一、提高区间通过能力⋯⋯⋯⋯⋯⋯⋯⋯⋯⋯⋯⋯⋯⋯⋯⋯⋯⋯⋯⋯

二、拟制“列车运行特定办法”⋯⋯⋯⋯⋯⋯⋯⋯⋯⋯⋯⋯⋯⋯⋯⋯⋯

第七节机务、车辆保障设施建设⋯⋯⋯⋯⋯⋯⋯⋯⋯··小⋯⋯⋯⋯⋯⋯⋯⋯·

一、组建局战备储备机车纵队⋯⋯⋯⋯⋯⋯⋯⋯⋯⋯⋯⋯⋯．．．⋯⋯⋯

二、战时设置临时给煤、给水点⋯⋯⋯⋯⋯⋯⋯⋯⋯⋯⋯⋯⋯⋯⋯⋯

三、修建战时机车待避洞⋯⋯⋯⋯⋯⋯⋯⋯⋯⋯⋯⋯⋯⋯⋯⋯⋯⋯⋯

四、组建备用发电车⋯⋯⋯⋯⋯⋯⋯⋯⋯⋯⋯⋯⋯⋯⋯⋯⋯⋯⋯⋯⋯

五、战时车辆抢修及抢救设备工具购置⋯⋯⋯⋯⋯⋯⋯⋯⋯⋯⋯⋯⋯

六、拟建机车、车辆空袭时待避处所⋯⋯⋯⋯⋯⋯⋯⋯⋯⋯⋯⋯⋯⋯

第八节战备卫生车⋯⋯⋯⋯⋯⋯⋯⋯⋯⋯⋯⋯⋯⋯⋯⋯⋯⋯⋯⋯⋯⋯⋯⋯

一、组建⋯⋯⋯⋯⋯⋯⋯⋯⋯⋯⋯⋯⋯⋯⋯⋯⋯⋯一⋯⋯⋯⋯⋯⋯⋯·

二、演练⋯⋯⋯⋯⋯⋯⋯⋯⋯⋯⋯⋯⋯⋯⋯⋯⋯⋯⋯⋯⋯⋯⋯⋯⋯⋯

第九节“450”储备⋯⋯⋯·：⋯⋯⋯⋯⋯⋯⋯⋯⋯⋯⋯⋯⋯⋯⋯⋯⋯⋯⋯⋯⋯·

．一、广州铁路局“450”储备管理及变化情况⋯⋯⋯⋯⋯⋯⋯⋯⋯⋯⋯

二、“450”物资租赁⋯⋯⋯⋯⋯⋯⋯⋯⋯⋯⋯⋯⋯⋯⋯⋯⋯⋯⋯⋯⋯

第十节战备人防演练及人员培训⋯⋯⋯⋯⋯⋯⋯⋯⋯⋯⋯⋯⋯⋯⋯⋯⋯⋯

一、战备人防演练⋯⋯⋯⋯⋯⋯⋯⋯⋯⋯⋯⋯⋯⋯⋯⋯⋯⋯⋯⋯⋯⋯

二、战备专业人员培训⋯⋯⋯⋯⋯⋯⋯⋯⋯⋯⋯⋯⋯⋯⋯⋯⋯⋯⋯⋯

第+一一繁臀嘉羹聂戛矗；三磊笼主≤；；：嘉磊磊：：：：：：：：：：甍83一羹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为战备正规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91) 呵
二、抓好工作职责的“纳入”，建立明确的责任制，保证战备任务的落实 ’l

⋯⋯⋯⋯⋯⋯⋯⋯⋯⋯⋯⋯⋯⋯⋯⋯⋯⋯：⋯⋯⋯⋯⋯··j⋯⋯⋯”(91) ＼
三、加强制度化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提高战备管

。

理水平⋯⋯⋯⋯⋯⋯⋯⋯⋯⋯⋯⋯⋯⋯⋯⋯⋯⋯⋯⋯⋯⋯⋯⋯⋯(92)

四、紧密围绕运输生产这个中心开展战备工作，提高战备工作的生机

和活力⋯⋯⋯⋯⋯⋯⋯⋯⋯⋯⋯⋯⋯⋯⋯⋯⋯⋯⋯⋯⋯⋯⋯⋯⋯(92)

五、结合铁路开展的“对标达标”工作，使正规化建设不断深入发展

⋯⋯⋯⋯⋯⋯⋯⋯⋯⋯⋯⋯⋯⋯⋯⋯⋯⋯⋯⋯⋯⋯⋯⋯⋯⋯⋯⋯(93)

第十二节历年战备投资金额⋯⋯⋯⋯⋯⋯⋯⋯⋯⋯⋯⋯⋯⋯⋯⋯⋯⋯⋯⋯(99)

一、一九六二年战备投资计划⋯⋯⋯⋯⋯⋯⋯⋯⋯⋯⋯⋯⋯⋯⋯⋯⋯(99)

^

?

7

，))))))))))))))))))))))))))

1

1

l

3

3

3

5

5

5

6

2

2

2

2

2

2

2

2

2

3

4

4

6

0

nq

2㈣㈣㈣僻㈣㈣‰涵‰‰㈣㈣㈣㈣㈣㈣㈣㈣㈣㈣㈣泓佛㈣m∞



二、一九六四年战备投资计划⋯⋯⋯⋯⋯⋯⋯⋯⋯⋯⋯⋯⋯⋯⋯⋯

三、一九六五年战备投资计划⋯⋯⋯⋯⋯⋯⋯⋯⋯⋯⋯⋯⋯⋯⋯⋯

四、广州铁路局历年战备投资完成金额⋯⋯⋯⋯⋯⋯⋯⋯⋯⋯⋯⋯

第十三节平战结合综合利用⋯⋯⋯⋯⋯⋯⋯⋯⋯⋯⋯⋯⋯⋯⋯⋯⋯⋯⋯

第三章人民防空工作⋯⋯⋯⋯⋯⋯⋯OO B'OO 0⋯⋯⋯⋯⋯⋯⋯⋯⋯⋯⋯⋯⋯⋯⋯⋯

第一节人民防空建设⋯⋯⋯⋯⋯⋯⋯⋯⋯⋯⋯⋯⋯⋯⋯⋯⋯⋯⋯⋯⋯⋯⋯

第二节广州铁路局人民防空组织⋯⋯⋯⋯⋯⋯⋯⋯⋯⋯⋯⋯⋯⋯⋯⋯⋯⋯

一、1954年广州铁路局人民防空组织系统表⋯⋯⋯⋯⋯⋯⋯⋯⋯⋯

二、1961年广州铁路局人民防空组织机构表⋯⋯⋯⋯⋯⋯⋯⋯⋯⋯

’三、1990年广州铁路局人防战备组织系统表⋯⋯⋯⋯⋯⋯⋯⋯⋯⋯

第三节人民防空工事建设⋯⋯⋯．．．⋯⋯⋯⋯⋯⋯⋯⋯⋯⋯⋯⋯⋯⋯⋯⋯⋯

一、日蒋时期遗留工事⋯⋯⋯⋯⋯⋯⋯⋯⋯⋯⋯⋯⋯⋯⋯⋯⋯⋯⋯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人防工事建设⋯⋯⋯⋯⋯⋯⋯⋯⋯⋯⋯⋯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三、1960年到1968年人防工事建设⋯⋯⋯⋯⋯⋯⋯⋯⋯⋯⋯⋯⋯

四、1969年到1983年人防工事建设⋯⋯⋯⋯⋯⋯⋯⋯⋯⋯⋯⋯⋯

五、人防工事普查情况⋯⋯⋯⋯⋯⋯⋯⋯⋯⋯⋯⋯⋯⋯⋯⋯⋯⋯⋯

人防工事维修保养⋯⋯⋯⋯⋯⋯⋯⋯⋯⋯⋯⋯⋯⋯⋯⋯⋯⋯⋯⋯⋯

人防专业队伍⋯⋯⋯⋯⋯⋯⋯⋯⋯⋯⋯⋯⋯⋯⋯⋯⋯⋯⋯⋯⋯⋯⋯

一、专业队伍组建原则⋯⋯⋯⋯⋯⋯⋯⋯⋯⋯⋯⋯⋯⋯⋯⋯⋯⋯⋯

二、防空专业队伍的组建及任务⋯⋯⋯⋯⋯⋯⋯⋯⋯⋯⋯⋯⋯⋯⋯

三、防空专业队伍训练⋯⋯⋯⋯⋯⋯⋯⋯⋯⋯⋯⋯⋯⋯⋯⋯⋯⋯⋯

职工和家属疏散⋯⋯⋯⋯⋯⋯⋯⋯⋯⋯⋯⋯⋯⋯⋯⋯⋯⋯⋯⋯⋯⋯

防空警报⋯⋯⋯⋯⋯⋯⋯⋯⋯⋯⋯⋯⋯⋯⋯⋯⋯⋯⋯⋯⋯⋯⋯⋯⋯

一、建立防空报知网⋯⋯⋯⋯⋯⋯⋯-．．⋯⋯⋯⋯⋯⋯⋯⋯⋯⋯⋯⋯·

二、空勤通报方法⋯⋯⋯⋯⋯⋯⋯⋯⋯⋯⋯⋯⋯⋯⋯⋯⋯⋯⋯⋯⋯

三、防空通信保障⋯⋯⋯⋯⋯⋯⋯⋯⋯⋯⋯⋯⋯．．．⋯⋯⋯⋯⋯⋯⋯

四、防空警报的设置和发放⋯⋯⋯⋯⋯⋯⋯⋯⋯⋯⋯⋯⋯⋯⋯⋯⋯

防空灯火管制⋯⋯⋯⋯⋯⋯⋯⋯⋯⋯⋯⋯．．．⋯⋯⋯⋯⋯⋯⋯⋯⋯⋯

国防和“三防”知识教育⋯⋯⋯⋯⋯⋯⋯⋯：⋯⋯⋯⋯⋯⋯⋯⋯⋯⋯··

一、人防战备思想宣传教育⋯⋯⋯⋯⋯⋯⋯⋯⋯⋯⋯⋯⋯⋯⋯⋯⋯

二、“三防”知识教育⋯⋯⋯⋯⋯⋯⋯⋯⋯⋯⋯⋯⋯⋯⋯⋯⋯⋯⋯⋯

三、国防知识教育⋯⋯⋯⋯⋯⋯⋯⋯⋯⋯⋯⋯⋯⋯⋯⋯⋯⋯⋯⋯⋯

四、规定、办法、条例宣传教育⋯⋯⋯⋯⋯⋯⋯⋯⋯⋯⋯⋯⋯⋯⋯⋯

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保护人防建设⋯⋯⋯⋯⋯⋯⋯⋯⋯⋯⋯⋯

一、内部通报⋯⋯⋯⋯⋯⋯⋯⋯⋯⋯⋯⋯⋯⋯⋯⋯⋯⋯⋯⋯⋯⋯⋯

二、有法必依⋯⋯⋯⋯⋯⋯⋯⋯⋯⋯⋯⋯⋯⋯⋯⋯⋯⋯⋯⋯⋯⋯⋯

三、借助执法力量，解决棘手问题⋯⋯⋯⋯⋯⋯⋯⋯⋯⋯⋯⋯⋯⋯⋯

第十一节平战结合⋯⋯⋯⋯⋯⋯⋯⋯⋯⋯⋯⋯⋯⋯⋯⋯⋯⋯⋯⋯⋯⋯⋯⋯

5～
))))))))))))))))))))))))))))))))))))))

∞∞∞n他地均抛殂毖捣纵筋筋孙孙趵n

n

n站％如如∞铊蛇姐““蛎卯骢鹳曲曲∞∞3

Q

n

Q

n

Q

Q

Q

n

n

n

n

n

n

Q

n

n

Q

n

Q

q

Q

n

n

n

n

n

n

n

n

q

n

n

n

n

n

n

n

n



一、提高认识，转变观念⋯“⋯“”⋯“⋯：．．“⋯⋯．．⋯⋯⋯⋯⋯⋯．．，．”(150)

二、开展平战结合，提高“三个效益”⋯．．．；¨⋯⋯一．．．⋯⋯⋯⋯和⋯¨，(151)

第四章人民武装工作⋯⋯⋯⋯⋯⋯⋯⋯⋯⋯⋯⋯⋯⋯¨一⋯⋯．．．．_⋯⋯⋯m⋯(154)

第一节管理机构⋯⋯⋯⋯⋯⋯⋯⋯⋯⋯⋯⋯⋯⋯⋯⋯⋯⋯⋯⋯⋯⋯⋯⋯．．．．(154)

‘第二节 发展历程⋯⋯⋯⋯⋯⋯⋯⋯⋯⋯⋯⋯⋯⋯吨?^j-!”ij，·，?一“!”·：⋯·(156)

二、民兵武装组织的诞生及发展⋯⋯⋯⋯⋯⋯一”·⋯一一”⋯⋯⋯⋯·(156)

二、文革期间的民兵工作⋯⋯⋯⋯⋯⋯⋯⋯⋯⋯⋯⋯⋯⋯．．．一⋯⋯(158)

三、新时期的民兵工作⋯⋯⋯⋯⋯“⋯．．．⋯⋯⋯．．．⋯⋯⋯⋯⋯⋯⋯(159)

四、民兵政治工作⋯⋯⋯⋯⋯t⋯⋯⋯⋯；⋯⋯⋯⋯⋯⋯⋯⋯⋯⋯⋯·(161)

第三节 民兵训练⋯⋯⋯⋯⋯⋯”“⋯”o““一⋯7”⋯⋯⋯⋯⋯⋯⋯⋯m⋯⋯(166)
一、民兵军事训练⋯⋯⋯⋯⋯⋯⋯”⋯．．．⋯．．．⋯⋯⋯⋯⋯譬⋯⋯⋯·(166)

二、民兵铁路专业技术演练、训练⋯⋯⋯⋯⋯⋯⋯⋯⋯⋯⋯⋯⋯⋯⋯(171)

三、民兵武器管理⋯⋯⋯⋯⋯⋯⋯⋯⋯⋯⋯⋯⋯⋯⋯⋯⋯⋯⋯⋯⋯(172)

四、征兵优抚工作⋯⋯⋯⋯⋯⋯⋯⋯⋯⋯⋯⋯⋯⋯⋯⋯⋯⋯⋯⋯⋯(176)

五、桥梁、隧道民兵守护工作⋯⋯⋯⋯⋯⋯⋯⋯⋯⋯⋯⋯⋯⋯⋯⋯⋯(177)

附表：1．撤销的桥梁、隧道守护目标登记表⋯⋯⋯⋯⋯⋯⋯⋯⋯⋯(178)

2．民兵移交武警部队守护桥1隧道目标登记表⋯⋯⋯⋯⋯⋯(178)

3．仍由武警部队守护桥梁1隧道目标登记表⋯⋯⋯⋯⋯⋯⋯(178)

4．新增桥梁1隧道目标登记表⋯⋯⋯⋯⋯⋯⋯⋯⋯⋯⋯⋯⋯(178)

5．特殊情况桥梁、隧道守护目标登记表⋯⋯⋯⋯⋯⋯⋯⋯⋯(178)

第四节 民兵在铁路运输生产中的贡献⋯⋯⋯⋯⋯⋯⋯⋯⋯⋯⋯⋯⋯⋯⋯⋯⋯⋯(182)

一、执勤巡逻，维护治安⋯⋯⋯⋯⋯⋯⋯’⋯⋯⋯⋯⋯⋯⋯⋯⋯⋯⋯⋯(182)

二、民兵突击队为运输生产排忧解难⋯⋯⋯⋯⋯⋯⋯⋯⋯⋯⋯⋯⋯(183)

三、学雷锋为人民做好事⋯⋯⋯⋯⋯⋯⋯⋯⋯o⋯⋯⋯⋯⋯⋯⋯⋯·(186)
． 四、创建“民兵号”列车⋯⋯⋯⋯⋯⋯⋯⋯⋯⋯⋯⋯⋯⋯⋯⋯⋯⋯⋯(187)

第五章先进单位和人物⋯⋯⋯⋯⋯⋯⋯⋯⋯⋯⋯⋯⋯⋯⋯⋯⋯⋯⋯⋯⋯⋯⋯⋯(189)

4



一

一第
■

第

乙一· ／、
0



根据铁道部、广州军区及所处有关省的交通战备领导部门的部署，开展我局战备工作；人

防工作以块领导为主，完成各地区人防领导部门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武装工作也是以块

领导为主，完成各地军分区部署的各项民兵工作任务。

第二节 战备、人防、武装机构的设置和变迁

一、战备武装建制沿革

1952年8月1日，广州铁路局的前身衡阳铁路管理局，下达衡劳(52)字130号文，局

成立技术科、分局成立技术股开展人防战备工作，年底，局技术科、分局技术股相继建立，

定员6人，并规定其业务直接由局长、分局长领导。

1954年1月，技术科改为技术处，设有处长室，一科(运输)、二科(备料)、三科(工务

工程)、四科(人防)，定员共17人。

1956年5月改为军事动员处。没有分科，只配有运输、机辆、工务工程、电务等技术人

员，定员10人。

1957年5月，局机关精简缩编为军事动员科，定员5人，划归局长办公室领导。

1960年元月恢复为军事动员处，并负责局民兵指挥部的工作。

1960年4月28日成立广．州铁路局民兵指挥部，指挥由局长师军担任，副指挥有罗江

(／ii,l局长)、董万元(副局长)，参谋部设军事动员处，同时规定配备一至二名专职干部。

1960年5月，民兵组织与军事动员处分开，直接由党委领导，根据铁委(60)第95号

文，铁委增设人民武装部。

1962年元月军事动员处更名为三处，并根据党委(62)字37号文，与武装部合署办

公。

1964年8月，根据广铁党(64)字第27号文，人民武装部与三处分开。武装部定员为9

人。

1965年12月，根据广铁劳(66)字第0391号文，三处并入人民武装部，空情值班室划

归武装部领导，设战备科、人防科、民兵组织科、军训科、办公室，定员21人。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局军管会将铁路局机构归为四个办公室，武装部人

员只留下二人，其余人员均下放“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

1970年，局成立人武组，属局办事组领导，定员5人。

1971年9月至1972年11月，战备与军代处合署办公，葛冲(军管会副主任)为合署

办公领导小组组长，“9．13”林彪事件后撤消。

1972年底，根据交通会议文件03之二，铁路局成立人民武装部，设正、副部长、战备

科、民兵科、空情值班室，定员18人。

1978年人民武装部设办公室、战备科、民兵科、人防科、空情值班室，定员20人。

1982年元月，直属机关武装部划归局武装部编制(包括人防、战备、武装)，设直属科，

定员18人。

1983年，人民武装部设战备科、人防科、民兵组织科、军事动员科，撤消空情值班室，

定员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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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改为广州铁路局战备武装处，设处长室、战备科、军事动员科、武器库值班室，

定员17人。

二、战备武装机构变迁和领导名单表：

机构设置及 科室名称 职名 姓名 起止时间 备 注
时 问

局技术科 科长 于绍江 1953年元月

1952年8月至
技术科

1953年10月 1952年11月至1954
副科长 徐华丰 年元月

1955年2月至1956
技术处 处长 周志伟 年6月

‘●

1955年3月至1958
副处长 于绍江

年11月

一科(运输) 科长 张旭东 1953焦

1954年11月至 二科(材料) 科长 王汉臣
1954年至1956年1

1957年12月 月

1955年元月至1956
三科(工程) 科 长 谭桂德

年元月

1955年元月至1956
四科(人防) 代科长 杜建专

年12月

处r长 郭本银
1956年7月至1957
年5月

军事动员处 配有：运输 1955年元月至1958
1956年元月至 机辆、工电 副处长 于绍江 焦
1957年12月 等技术人员

科长 张旭东 1953年元月至

1960年元月至1964
军事动员处 处长 钟凤贵 年4月

1962年元月至1968
处长 刘华清

年10月

1960年元月至
战备科 科长 张旭东 1953年元月至

1962年2月 1960年2月至1969
人防科 副科长 刘连友

年10月

民兵科 科长 丁 敏 1969年

1962年元月至1968

三处与武装部
兼部长 处长 刘华清

年10月

合并 1962年9月至1963
副部长 王福成 年12月病休

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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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及 科室名称 职名 姓名 起止时间 备 注
时 问

战备科 科长 张旭东 1964年8月

1963年元月至 人防科 副科长 刘连友 武装部
1965年5月

民兵科 科长 丁 敏 分开办公

1962年元月至1968
人民武装部 部长 刘华清 年10月

1965年5月至1968副部长 土皂lj滑
年10月

战备科 科 长 张旭东

1965年6月至
j968年10月．

人防科 副科长 刘连友 1968年10月

1963年5月至1968
综合科 科长 杨庆生

年lo月

民兵科 科 长 丁 敏 至1968年10月

局办事组
1968年10月至 人武 科长 张旭东 1968年10月至1969

年12月
1969年12月

1970年元月至1972
组 长 门国桢

年12月
其中：战

人武组 人武组 (军代表)
备与军运

1970年元月至
处合署办
公

1972年12月 科长 张旭东

1972年8月至1984
副部长 门国桢 军代表年12月

1972年10月至1982
部长 刘华清 年8月

副部长 刘业萍
1978年元月至1982

人民武装部
年8月

1982年5月至1983副部长 张旭东
年5月 、

副部长 张宝余 19．83年元月至1987

1983年12月至1985
1972年12月至

武装部 部长 王朝清
年元月

1984年12月 1972年8月至1982民兵科 科长 石守用
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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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及
科室名称 职名 姓 名 起止时间 备 注

时 间

1972年6月至1988 85年调战备科 副科长 詹东林 研年2月’

1977年12月至1982
战备科 科长 童树基

年12月

1978年11月至1990 85年调人防科 副科长 顾凤祥
年5月 研

1980年元月至1988 85年调人防科 科长 张录
年8月 研

副(正) 崔嘉义 1982年2月至

1983年12月至1985
处长 王朝清

年元月

1983年元月至1987
副处长 张宝余

年11月

副(正) 宋小阳 1987年元月

1988年至1992年12
战备武装处 处 长 宋小阳

月

1982年2月至1987
军事动员科 副(正) 崔嘉义

年12月

科长

副(正) 林培松 1987年元月

科长

1985年至
副(正) 颜再高 1992年

1992年12月

战备科 副(正) 王钰亭 1985年12月

1988年6月至1991
高工 张鉴

年4月

高工 沈蕴华 1992年12月

副科长 陈升良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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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战备工作

第一节 概 况

广州铁路局战备工作始于1952年8月，当时为衡阳铁路管理局，以衡劳(52)第130

号文下达，局设技术科，分局设技术股，开展人防战备工作，年底相继成立，并规定由业务

局长、分局长直接领导。以后根据上级指示及情况变化，改为技术处、军事动员处、三处、战

备办公室、人防战备办公室、武装部、战备武装处等。

一、战备工作任务

贯彻上级有关战备工作方针、政策、规章和指示，拟定实施细则和办法，在铁路建设中

贯彻国防要求，制定战备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修改路局应急战备措施、重点目标保障方

案，组织战备物资储备，开展战备演练、科研、学术理论研究，进行人员培训，督促检查战备

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和平战结合利用，做好应付突发事件和战备铁路运输保障的工作。

铁路担负着战时部队的机动，战争物资的运送等巨大任务。广州铁路局(衡阳铁路管

理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郭维城局长为首带领广大铁路干部职工赴朝进行抢修抢运，

有5624人，立功受奖的有809人，有3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62年东南沿海紧急战备

期间，广州铁路局向福建前线运送了大批部队和军用物资，还运送前线紧急疏散的人民群

众。1972年，美帝加紧轰炸越南北方和封锁北方港口，广州铁路局基本上做到越南能接车

多少，我们能交多少，实现了周总理提出来的要求。1979年，在自卫反击战中，历时110天

共办作业车数达55481辆，卫生列车24列，运伤员7680人，全局干部职工全力以赴，支援

前线，做出了较大贡献。几年来的紧急战备中，“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提高了广大干部职

工的战备观念，锻炼了群众，积累了经验。在铁道部、广州军区、广东、湖南省战备领导小组

领导下，广州铁路局一直坚持设立战备机构，成立局战备领导小组，各级领导亲自布置、督

促、指导战备工作。

广州铁路局处于湘粤二省，北可通往祖国各地，株洲向东由浙赣线连通东南沿海，向

西由湘黔线连通西南要地；衡阳以西经湘桂线可通往祖国大西南，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相

连；西有枝柳线是祖国的战略三线铁路。广局毗邻港澳和边防前线，是祖国南方的交通大

动脉，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确保战时铁路通畅无阻，赢得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

略地位。全局划属战时一级保障线二条，总长992公里，二级保障线路三条，总长1455．3

公里；三级保障线三条，总长为1450公里，战时重点保障目标：，一级保障目标一个；二级保

障目标十四个；三级保障目10个。要求做好这些重点线路、目标的保障措施，战备工作量

大，任务艰巨。

广州铁路局的战备工作从1962年以来一直很繁重。1962年7月根据中央、省委指示

精神，以铁委(62)27号文“关于当前战备工作的紧急指示”下达。全局上下积极做好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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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蒋窜犯大陆的战争准备工作。1969年3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入侵珍宝岛地

区。中央拟定了“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深挖

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根据这些战略思想，在战备上做好了准备，贯彻执行中央十大

精神和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原则，编制了应急战备措施和重点

目标保障方案，进行战时指挥所等战备工程设施建设，组建了各种战备专用车辆，进行了

物资储备，开展了战备演练及人员培训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战备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从侧重应急准备到有步骤有计划的长远

建设，贯彻“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立足现实”的工作原则，进行战备工程设施的

完善配套，加强维护管理，开展正规化建设，在铁路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战备建设与经济

建设同步发展，寓战于平。全局经40余年的努力，主要取得以下成果：编制局、分局应急战

备措施，重点目标保障方案；修建局、分局内外指挥所，地区指挥所，地下运转室；通讯电台

组装特高频通信车，无线通信车，微波通信车，轨道轻油车；新建组装通信车辆，为全路组

装微波通信车39辆，小型无线通信指挥车11辆；为提高通过能力，新建会让站4个及加

铺股道3站，预案设计战备铁路25条；(枢纽迂回线)重点大桥抢修设计41份，便桥便线

设计20份；战备发电车四辆；战备卫生车二辆。

战备物资、设施，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69年11月铁道部军管会204号

电命令广州铁路局战备机车十台携带宿营车10辆，防寒、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乘务员二百

人，前往西安、贵阳支援紧急运输任务历时120余天；1970年，支援三线加快建设速度，紧

急调拆装式桁梁20孔；1975年10月，广州遭到强台风袭击，1977年岳阳地区洪水，长江

洪水倒灌，通信均遭严重影响，战备微波通信车紧急出动抢险，保证了运输通信畅通；1986

年坪石247次列车途中发生爆炸，中心医院医生随战备卫生车紧急出动，抢救伤员18名；

1985年，轴油供应紧缺，为保运输急需，运用“450”轴油150T；1987年、1988年组织卫生

车两辆，由株洲、长沙、怀化医院的医生到枝柳线山区沿线小站，给职工、家属和少数民族

送医看病；1988年京广线1207次列车发生事故，处理中急需机车动轮板簧、镀锌钢管等

器材，即时由“450”仓库提供，缩短事故处理时间；战备发电车为保证运输正常生产提供了

备用电源；战备钢梁、工字梁、大型千斤顶、抢修机具是工程、工务部门换梁、架桥不可缺少

的设备，每年都被大量利用；战备钢轨、道岔、枕木、机车配件、通信器材等在轮换和抢险中

应急使用，起到了辅助运输生产作甩。在国际主义方面，“450”储备也发挥了作用，1972年

11月援越抗美，铁道部电调广州局战备浮箱70个支援越南铁路抢修；1979年非洲坦赞铁

路桥遭到破坏，铁道部电从广州局储备库中调出拆装式桁梁五孔支援抢险。从1989年开

始，积极组织战备设施和储备物资开展平战结合利用，充分发挥战备、社会、经济三个效

益。

二、广州铁路局历届战备领导小组

1．1962年7月成立广州铁路局战备指挥部：

总指挥吴志敏

副总指挥：董万元汪良弼范伟 白玉礼刘华清王振彪

战备指挥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指挥部成员分工如下：

吴志敏同志负责领导战备指挥的全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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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万元同志负责领导全局治安保卫，主持办公室、战备指挥部日常工作。

汪良弼同志负责领导全局军事运输指挥工作

白玉礼同志负责领导①抢修组织指挥工作(包括线路、通信、机辆)②防空委员会办公

室的工作

范伟同志负责领导全局后勤工作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军事运输组织、防空、治安、武装、通信、机辆抢修、后勤等各部，各

设正、副组长如下：
-

办公室：主任刘浩

军事运输组织部：组长高志远张连元王朝清 ，

防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刘华清

副主任张旭东

治安武装部：组长王振彪王福成

线路、通信、机辆抢修指挥部：组长冯行盛

副组长 白醒亚戴桂如华 云 张连元

后勤部：组长吴培安

副组长柳文明吴连魁

2．1967年4月以广铁三邱(67)字第094号文成立广州铁路局战备领导小组(同时撤

消战备指挥部)

名单如下：

组长邱前章(副局长) ．

副组长刘华清(三处处长)

戴桂如(计划处处长)

组员 高志远(运输处处长) 刘浩 (基建处处长)

李奎恩(机务处处长) 白醒亚 (工务处处长)

谷世熏(工务处处长) 吴连魁(材料处处长)

徐杰(人事处处长) 李连科 (车辆处处长)
1

战备办公室设在三处，与有关部门的联系，了解战备工作进展情况，综合各方面提出

的问题，并定期向局战备领导小组汇报。 ．

为便于有关部门开展战备工作，在分局及局内各有关业务单位成立动员小组，负责研

究与贯彻本部门有关的战备工作。小组长原则上由局战备领导小组的成员担任，副组长由

熟悉业务的党员干部担任。

动员小组视需要由3邓人(分局5～7人)组成，要求政治可靠、熟悉业务，负责研究
制定本单位的战备措施并组织实施。

动员小组的基本任务

(1)按照局战备领导小组的要求和本部门战备工作的需要，提出本单位的战备规划和

计划；

(2)研究制定本业务部门在战时可能产生的薄弱环节及改进意见；

(3)研究制定本业务部门在战争情况下，保证运输生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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