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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地方志是我国文化建设和政权建设中的优良传统.历来就有"盛世话修志"之

美传、使历史文明载入史册，并传之于千秋万代.

建国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编篡地方志书十分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全党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四化建设土来，全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各项建设事

业日新月异，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为了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

须对历史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前人经历的事情，走过

的道路，加以总结其经验教训，做为今人的历史借鉴.发扬"古为今用继往开来之

精神，使修志工作能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总路线和总目标.因此修志工作是关系到今天四

化建设与全面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是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需要.

编写 《 宝鸡建筑段志 》 其宗旨是. . 以宝鸡铁路交通运输发展史为主线，以铁路房建

工作在运输事业中占有的地位及其重要保证作用为横断面，突出铁路房建部门与铁路运

输密切相连之关系，使房建专业之"志"与运输及其它部门之"志"综合联贯而成为一

部全面完整的"铁路交通志"

《宝鸡建筑段志 》 之编写工作，历时一年零十个月，经四易其稿，全志共收容九章

二十八节，用字二十万，包含各种图表，照片百余幅，内容概括了二十八年铁路房建之

维修、大修、基建之完成，以及政工、经济、计划、物资、劳动、文化、福利建设各方

面发展之沿革，其体反映了房建工作为运输生产，为职工生活服务之性质、任务和方

向、政策之贯彻执行与其实践结果段志"之编篡成书，有利于今后之改革与发展，

也有助于各兄弟同业者共相借鉴，互相促进。

一九八七年一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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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铁路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之管理工作，建国前，建国后，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

史时期. 建国前，陇海铁路路有各种办公房屋建筑，较多者为铁路局局址所在地.较大车

站除票房、货仓、闸房以及为运输服务之客货站台，货棚而外，还设有机务车库、工务

房屋、 行车公寓等、然房屋设备为数极少.沿铁路线每隔 5 公里处设有工务养路"道班

房.. (今养路工区)、以及桥梁、隧道看守房屋、条件也极为简陋.至于职工宿舍、 家

属住宅、 工人俱乐部、 工人子弟学校等文化福利设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铁路，从

未受到重视.除铁路局所在地专为行车和机务部门修建一部分简易员工住宅、以及专为

高阶层服务的公房而外，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全靠租赁民房或利用铁路空闲土地自费修建

简易住房安身.抗日战争时期(1938一1945) 、陇海铁路管理局迁至西安后，除利用原

西宝工程局旧址办公外，并大量租用民房分散办公 . 多数员工住房问题无妥善安置， 生

活不堪其苦.

建国以前，对于铁路房屋财产不设专门管理机构，只责成各宫'内工务总段兼顾维

修，房屋固定资产由使用单位分散自管，以致房屋常年失修，不能保证安全使用.

建国以来，随着铁路运输事业高度发展，人员倍增，员工的生产，生活、福利条件

不断改善 . . 房屋建筑物大量兴J!! ;. 其维修和财产之管理，已显得十分重要。 1951 年 6

月， 当时的郑州铁路局分设了郑州，江岸，西安三个房产建筑管理段，经过铁路房屋财

产大清查、分类，建卡，建帐、确定了建筑段的职责和管理范围 ， 对建筑段的房建技术

业务管理已形成体系.

1958年 9 月，西安铁路局成立之后，即与郑州铁路局划分管理。同年10月 1 日，戚

'立了略阳建筑段，时隔三个月，于1959年初，改称为宝鸡建筑段，与西安建筑段划分管

理.

宝鸡建筑段管辖陇海线东自茂陵，西至社棠和宝成线北自任家家湾、南 至 冉 家 词

(见管辖线路图) .宝鸡建筑段成立不久，时值宝成路电气化工程正在施工 、 宝鸡至凤

州间电气化的变电所，变频机房，电缆房，分区亭，通讯中继站，以及部分改建工程均

由段承担施工任务.

1959年始，宝鸡建筑段，除保证正常的房建大修，维修任务外，还承担着电气化工

程和宝成铁路沿线50 ， 000平方米草房临时建筑物的大修改造.当时任务量之繁重，人力

之不足， 建筑材料供应之缺乏，技术力量之薄弱，都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大

跃进"时代，由于资金缺乏，且全段尚无任何施工设备，虽在群众中开展"技术革新与

技术革命 自力更生，创造施工条件 也只限于土法上马 ， 制作一些土搅拌机，简易

元锯机，以及小改小革手工工具等、整个生产面貌十分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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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2年，基层生产班组己经逐步建立，生产秩序趋于稳定开始着手进行技术队伍

的培训，以解决劳动组织中各工种配备比例严重失衡的矛盾， 酒过"现场练兵 技

术表演赛

"文化大革命"以前(1958-19 66 ) ， 宝鸡建筑段实行两级管理体制， 段管辖的基

层单位共分设宝鸡、蔡家坡、上马营、斗鸡台、拓石、凤州、略阳等七个建筑工区、以

及大修队 ， 综合工区和水道工区.段设材料库和轨道车、汽车运输班. 至1966年， 全段

木材加工，五金加工已初步形成坐产能力，段的生I产面貌较初毯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铁路房屋建筑物是缺路运输生产和职工生活的重要设施，经常维修好， 管理好，保

证设备处于良好状态、确保用户使用安全，是房建部门的主要职责。

28年以来 (1958-] 985) ，在房建工作中一贯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整治病害相

结合"的原则. 执行铁道部制定的 《 房建工作三十字方针 >> (即: 坚持预防为主，施行

全面养护， 重点整治病害 ， 逐步改普条件，确保使用安全) .以此为原则，并结合宝鸡

建筑段宫'内地理上的特点， 房屋建筑物集中或分散、因地制宜的划分基层管理区段 . 对

管内铁路固定资产建立区域负责制，以全面加强养护维修，并建立技术动态台帐，编制

年度的维修计划，做到经常检修与计划整修，以期实现不断提高房建质盐和逐步改善使

用条件的目的 。

宝鸡建筑段管内房屋及建筑物，有建国以前遗留下来之旧式房屋，有工程部门遗留

下来之临时性房屋，还有"大跃进"年代"干打垒"式简易房屋.这些建筑物的技术状

态较差，大维修生产任务也比较繁重。如:陇海线茂陵至宝鸡各站之票房以及沿线之养

路工区房屋，多为小青瓦屋面芦席顶棚建筑，宝鸡以西大部分为砖柱土坯小青瓦半永久

式房屋 ， 常年发生屋面漏雨， 墙体潮湿，基础下沉和木结构腐朽蛙蚀，维修保养十分困

难.除有计划的进行大修处理外，采取加固补强和局部改造的方法，以延长 其使 用 寿

命，并在常年维修中，进行有计划的翻修换瓦，增设地面排水，从根本上治理病害. 随

着历史发展、这一部分建筑物，通过大修、改造，已逐步淘汰换代.

近十余年(文化大革命以后) ，由于铁路系统在宝鸡地区和较大站区有规划的逐年 

兴建和改造职工住宅、以及职工文化福利建设，大批住宅楼群和规模宏伟的 工 人俱乐

部、游艺室、办公楼、工厂厂房，以及单人宿舍、托儿所等现代化建筑的出现，原有旧

式房屋逐步得到更新换代。由于房建事业不断发展 ， 数愚不断增加，建筑段在管理体制

上和维修管理上也不断有所改革，逐步完善.

在技术管理上，由建段初期至1985年的历史期间，除房建正常维修和大修施工任务

以外，也不断承担局给中小型基础任务，尚须承担大修， 基建工程的技术设计任务.建

段初期设置的"建筑室"职责范围越来越不能与发展形势相适应文化大革命"后

期， 将 "建筑室"改组为"技术室

大修 、 基建工程设计，大维修质量检查评比，技术设备管理、新建工程的竣 工验 收 接

管，材料试验、自蚁整治以及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等工作，技术室成为全段管理机构

中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经济计划管理，初期只设有"计划统计员" 一" }.. ，负责年孕生产财务计划之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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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经济活动分析。曾一度与财务合并为"抖'划财务室" z 4， d旦保持计划业务的独立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计划管理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1978年方始恢复正常.

1983年，企业全面整顿以后，建立了"经济计划室负责全段经济与生产的计划

管理.

住宅与宿舍的经营管理，在全段管理工作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以1984年为例 : 段管

住宅房屋共有1887栋 I 528 ， 564平方米，单人宿舍房屋12栋 I 20 ， 839平方米.住宅和宿

舍房屋占全段房屋总数的51 . 8铃。其租金之收入，按铁路局制定的"以房养房"的原

则，用以冲销房屋的维修成本费。 1959年房租收入只 5 万元，发展至1984年，收入己增

长为28万元，是1959年的5 ， 6倍。

建筑材料物资的供应管理，是建筑段从事房建大维修生产之重要保证，而组织料源

则须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主要的"三大材.. (钢材、木材、水泥)一般由分局材料厂

归口供应，而大宗材料的砖、瓦、灰、石则采取就地自购二并根据大批材料与零星材料

之需求情况，利用铁路整车运输与轨道车、汽车分散运输的方法，保证大维修用料按施

工计划送达工地 。

1959年初，在"大跃进"的影响下，除安排正常维修任务外，并兼做大量的电气化

工程和改造工程，而劳力来源则十分贫乏，除补足维修定员外，不足以保证完成其它任

务，主要靠来自农村的"亦工亦农"劳动力维持，党号召以农业为基础，全面调整国民

经济建设计划，大量农村劳动力返乡生产，即又分批招收城市闲散劳动力作为合同工补

充定员，并采取在职培训与现场练兵等方法，由普通工培养成为技术工人，不断壮大技

术队伍.

1959年建段初期职工总数为398人，经过支援农业和历年招工，至1972年工人增至

557人，但依据当年生产任务量尚处于严重缺员状态。

1975年，由于段成立了基建叭，又逢略阳建筑段奉令撤销划归宝鸡建筑段接管，定

员人数增至1285人，而现员只有894人，曾是全段历史上职工总数最高而缺员最多的一

年。

劳动定额的查定与管理，为逐步实行维修与大修定额生产积累了先进合理的资料 ，

维修定额项目，在1961年曾查定160项，但以定额水平不稳，执行上存在问题不能全面

推行。 发展至1984年，维修定额已补充修订为996项，对推动维修计划管理，实行定额

生产提供了可行的编制依据.

全段安全生产情况 I 28年来，曾发生人身事故44 5件，其中轻伤428件， 重伤 13件，

死亡事故两件，轨道车行车事故 3 件，火灾事故两件 。 人身事故发生率最高是1972年的

42件，其中死亡两件.以违反操作规程与劳动组律为主要原因。惯性事故多，也反映了

当时安全生产思想教育与劳动保护工作比较薄弱。

1980年安全情况明显好转，人身事故下降为 7 件 e

开展职工文化教育与技术教育工作，是促进精神文明，培养人才，搞好安全生产，

发展科学技术管理的重要环节.段历年来一贯坚持以"技"带"普 以"师"带

"徒举办培训班，技术表演赛等方法，培养青年技术工人，很多新工人已经成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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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管理上的骨干力量，也为新老工人接替，发展房建生产新工艺闯出了新路

1975年 7 月 21 日，段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工人中选

拨学员，采取课堂理谁掌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培养技术人才.入学两期，共56

人，其中 6 名成绩优异的学员，已被分配到技术室与大修队，从事大修设计与施工管

理，其它大部分学员也成为生产岗位上的骨干，技术队饵太为加强。

1982年以来，全段各项管理，在段党委领导下，开展企面企业整顿与改革，是年开

始，有步骤的对各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定额管理等于‘进行一系列的整章建制. 1983 

年制定了"经济责任制"、 "段规"、 "奖惩条例实施细则" 等，使全段管理有 章可

循，逐级负责，为大力发展房建大维修工作，充分调动全段职工积极性，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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