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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道部有关部门的关心帮助下，在全局各级组织的热情支持下，经过修志

人员3年的艰苦努力，一部近200万字、记述沈阳铁路105年历史的《沈阳铁路局

志》终于出版了。这是沈阳铁路局第一部志书，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认

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沈阳铁路局历史悠久，从1891年7月修筑关内外铁路到“八五’’计划末的

1995年，这105年间经历了清末封建社会、沙俄、伪满的殖民统治；经历了东北解

放、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的恢复建设时期；直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今天，沈阳铁

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路初期铁路长度仅65公里，到1995年营业里程已

达8811公里，增加了134．5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修筑的6250公里铁路

中，有清政府投资修建的早期铁路，有沙皇俄国和日本殖民者为掠夺而强行修筑

的东北干线，还有北洋军阀与日本满铁竞争修建的地方铁路。这些不同时期、不同

投资者怀着不同目的修筑的铁路，使这个地区始终保持着全国(直辖市和台湾省

除外)铁路密度最大的地位。然而，密集的路网并没使民族经济振兴，铁路线的延

长却使三江平原的丰富物产源源流入反动统治阶级和侵略者手中，广大东北民众

包括日益壮大的铁路工人队伍依旧生活在最底层。为反抗封建势力、外国殖民者

和国民党政府的残酷统治，沈阳铁路工人在共产党组织和一些工人运动领袖的带

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东北解放和支援全国解

放的战争中，沈阳铁路职工在战火中运送弹药、运送子弟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铁路职工也用自己的无私奉献

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铁路职工以其对新中国无比深

厚的感情，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并总结经验创造和树立了一批全路闻

名的先进典型，如：苏家屯机务段火车司机郑锡坤的“满超五"多拉快跑经验，沈阳

站调车组的李锡奎调车法等；涌现出一批全国闻名的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如新

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一心扑在线路上、一丝不苟严要求、一分钱掰成两

半花的孙家养路工区，勇战洪水、保护旅客、救助灾民的沈阳～北京11／12次列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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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红旗包乘组，人民的好车站新民车站，执行规章制度一点也不差、差一点也不

行的安全集体小东车站等，为沈局赢得了荣誉。随着全国铁路建设的发展，沈阳铁

路局又为全路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支援内地、支援大西北和大西南，成为当地铁

路生产和工作骨干，为加快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沈阳铁路局地处辽、吉和内蒙东部，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农林牧资源产

地，有最长最密的专用线路为工矿企业服务。随着东北重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发展，

新建干线、增加复线、电化改造、扩建站场、改建站舍，逐步适应国民经济不断增长

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面临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挑战，沈局努力转换经营机制、加

强安全基础建设、改善客货服务、发展多种经营，各项经济指标稳定增长。在加强

基本建设的同时，加大对职工生活设施建设的投入，职工工资、住房、医疗卫生条

’件都到相应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沈局在安全运输、经营管理、企业改

革等方面都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改革开放使沈阳这个百年老

局充满生机和活力。

编纂《沈阳铁路局志》，就是要记录沈阳铁路__百多年的沧桑变迁，总结历史

经验，借鉴历史的成败得失，发挥其“资政、教化、存史”功能；就是使其成为领导决

策的参谋、职工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可为各项事业提供借鉴的历史教科书。正如

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编修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

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的社会效益的

意义重大的事业"。在此，我代表沈阳铁路局，向编修局志的全体同志，特别是在修

志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同志，向给予热心指导的铁道部路史编研中心的领

导，向给予热情支持的兄弟局和有关单位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是为序。

1997年9月

]



凡 例 3

凡 例

一、《沈阳铁路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

事求是地记述沈阳铁路机构、修建、运输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

二、《沈阳铁路局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891年津(天津)榆(山海关)铁路兴

建，下限为国家“八五"计划完成的1995年。按“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沈阳铁路局重新成立和1983年合局后以及改

革开放以来铁路的发展变化。

三、《沈阳铁路局志》记事空间，以1995年沈阳铁路局管界为限，对1983年10

月1 B吉林、锦州、沈阳三局合局前的历史记述，采取分、合记述方法，能合则合，

不能合则分别记述。

四、《沈阳铁路局志》为记述文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

为主体，卷首设概述，大事记(不入篇)，入篇的有体制机构，铁路修建、运输生产、

企业管理、基建房建、多元经济、科技教育、卫生生活、中国共产党组织、群团与民

主党派、政法人武、人物等12篇，后有附录。

五、《沈阳铁路局志》按横排竖写的体例，科学分类，设篇，章，节，目，少数目下

设有子目，大部分条目是从目开始以时为序记述。

六、《沈阳铁路局志》人物篇中的传略人物，是以对全局发展有重要影响者为

基本依据，以当代人物为主，兼及历史人物(记述曾在沈、锦、吉局担任过正职的党

政领导及革命先驱、烈士、英模)，在世者不立传。对本局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

响、但不够立传条件的人物，采用以事系人或列“人物表’’、“英模录"等形式予以记

，1‘V



4 沈阳铁路局志

载。

七、《沈阳铁路局志》纪年，原则上一律采用公元纪年。B本帝国主义侵占时

期，根据行文规定和语言环境，称“东北沦陷时期"或“满铁时期"。历史久远(辛亥

革命前)有的采用传统纪年。

八、《沈阳铁路局志》数字使用方法，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

门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标准。所有使用的数据，基本依

据局计划统计处历年的统计资料汇编为准，兼用各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

夕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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髟_5

概 述

沈阳铁路从1891年修建第一条铁路

——津榆(今京山段)铁路开始，到1995年已

有105年的历史。较1881年中国自办的第一

条铁路——唐胥铁路晚建10年，较1876年

由英国商人擅自在中国领土上修筑的第一条

铁路——吴淞铁路晚建15年。

沈阳铁路历尽百年沧桑，经过两个不同

性质的社会，即：以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为一个时期的旧社会；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为一个时期的新社

会。前者长达半个多世纪，后者将近半个世

纪。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决定了沈阳铁路事

业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到

胜利实现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的46年，沈阳

铁路事业在铁道部党组和辽宁省、吉林省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方针，充分发挥广大铁路职工当家作主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迅速改变了沈阳铁路半

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落后面貌，并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的进

程，为振兴经济地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沈阳铁路地处中国东北的中南部，跨及

辽宁、吉林省的全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黑龙江省南部，河北省东北部分地区。在“四

省一区”之内涉及212个市、地、县级行政单

位，经济吸引区总人口达7 000余万人。全局

管辖地处东经1 17。4T～129。30，，北纬380441

～48。587之间。南临黄海、渤海，西南与河北

省接壤，西北与内蒙古相邻，北、东北与黑龙

江省毗连，东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隔江相望，总面积90万平方公里，山地、丘

陵占三分之二，平原、河流占三分之二。主要

山脉有长白山及其余脉千山和太兴安岭余

脉。主要水系有辽河、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

水系，其中辽河水系为全国七大水系之一。年

平均气温在一20C,-、一10。C之间，平均B照在

2 300～3 100小时之间，年降水量在370～

1 300毫米之间，无霜期大多在100～150天

之间。自然资源种类繁多，已探明储量的矿藏

近百种，其中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10种。动

植物数千种，其中珍稀动物100余种，森林资

源居全国的第二位。辽宁、吉林两省是国家重

点工业基地，有特大、大型企业51家，占全国

十分之一。全国著名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吉林

化学工业公司，辽阳化纤厂，鞍钢、本钢、通钢

及清河、辽宁、锦州、吉林、长春、双辽电厂等

家大型企业均座落在沈阳铁路局经济吸引区

之内。

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是联

系东北与关内主要交通中枢。它衔接沈哈、京

沈、沈大、沈丹、沈抚、沈吉6个方向的铁路干

线，是中国对朝鲜、俄罗斯、B本贸易和友好

往来的孑L道。全局有干线、支线54条，临管线

1条，联络线33条，大型铁路枢纽6个，全局

线路总长度16 451公里，交织成网、四通八

达。铁路网密度：吉林省每百平方公里拥有铁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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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86公里，辽宁省为2．47：公里，分别为全

国铁路网平均水平3．4倍和4．5倍。全局管

辖线路东西长1 216公里，南北长822公里，

营业里程8 810．9公里，占全路营业里程的

16．3％。营业里程按行政管辖区分：辽宁省

3 568公里，占40．5％；吉林省3 381公里，占

38．4％；黑龙江省109公里，占1．2％；河北

省152公里，占．1．7％；内蒙古自治区1 602

公里，占18．2％。线路分界点：长滨线新陈山

～陶赖昭间119．9公里；拉滨线五常～杜家

问120．9公里；牡图线鹿道～斗沟子间

146．3公里；通让线太阳升～立志间35公

里；平齐线街基～泰来间450公里与哈尔滨

铁路局分界。京山线山海关站外417．1公里；

京通线河洛营～隆化间244．6公里；锦承线

榆树林～平泉间335公里与北京铁路局相

接。通往边境的长图线到图们江国际铁路大

桥529．3933公里、梅集线到鸭绿江国际铁路

大桥250．7776公里、沈丹线到鸭绿江国际铁

路大桥254．392公里，分别与朝鲜人民民主

主义共和国接轨。全局线路东邻朝鲜，北邻哈

尔滨铁路局，西南与北京铁路局相接、西北部

延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白阿线伊尔炮站，

终点为354．7公里。

沈阳铁路局机关行政机构共设正式处室

23个，科室129个，机关另列编处室10个。

局党委机构设正式部室4个，局工会设6部

1室，局团委设3个部室。全局下属9个铁路

分局，1个铁道责任有限公司(大连)，23个局

直属单位，26个附属单位，3个临时机构。基

层站、段、厂、场、院435个。全局实行两级法

人(局、分局)三级管理(局、分局、站段)，1995

年末，全局职工总数为381 011人，其中干部

79 666人，占职工总数的21％，女职工

86 235人，占职工总数的22．6％。职工总数

较建国初期1952年125 640人增加两倍。

沈阳铁路局1995年设有营业站877个，

其中特等站5个(长春、沈阳、沈阳西、苏家

屯、山海关)一等站24个，二等站40个，三等

站141个，四等站576个，五等站91个。属于

路网性编组站7个，区段站61个，国境站3

个(丹东、集安、图们)。属于客运营业站800

个，货运营业站702个。全局综合运输能力不

断提高，正、站、岔线等总延长为16 451公

里，比解放初期5 839公里，提高1．8倍，铁

路行车信号、联锁、闭塞、通信设备基本实现

自动化、半自动化。架空明线逐步为地下电缆

所取代，设有电缆10 589皮长公里。自动闭

塞1 346公里、半自动闭塞7 363公里，电气

集中车站640个。全局配属机车2 172台，其

中内燃机车1 054台，蒸汽机车1 118台。机

车总台数较1950年863台增加1．5倍，客车

配属4 263辆；其中配有空调的客车514辆，

客车总辆数较1950年499辆，增加7．5倍。

固定资产原值计3 833 505万元，比合局后

1983年784 799万元，年增加4．1倍。全局综

合运输能力的提高，基本适应了运量增长的

需要。各项主要运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

1995旅客发送228 483千人，比1956年

74 880千人，增长205％；货物发送量1995

年212 028千吨，比1956年68 232千吨增长

211％；换算周转量1995年210 381百万吨

公里，比1950年38 997百万吨公里，增长近

440％；日均装车、日均卸车、货物静载量分别

增长94％、133％和61％。

在“八五”期间，沈阳铁路局营业长度占

全路16．1％，居首位；旅客发送量占全路

22．4％，居首位；货物发送量占全路13．3％，

列第二位；换算周转量占全路12．8％，列第

三位。但在“七五”以后旅客发送量平均增长

速度已出现负增长，1995年旅客发送量228

483千人，较历史最好年度1984年309 693

千人下降26．2％。全局行车安全趋势明显好

转，事故总件数由合局前1982年2 773件，

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283件，几乎为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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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十分之一。百万走行公里事故率由

0．623件下降为零。全局运输收入逐年增加，

1995年为636 093万元，较1956年63 412万

元增加9倍，较并局时1983年206 433万元

增加2．1倍。运输全员劳动生产率1995年为

72。4万吨公里／人，比1956年30．2万吨公

里／人提高1．4倍，比并局时1983年51．5万

吨公里／人提高40．5％。

沈阳铁路局是全路最早修建干线的两个

铁路局之一。1891年4月，清朝政府派李鸿

章督办关东铁路，同年6月开工兴建京山段，

其中龙家营～山海关间有2公里属现沈局管

辖。同时，清政府在山海关成立“北洋官铁路

局”，开工兴筑站舍和机车房。自1893年5

月，从山海关破土动工向关外修筑路基工程，

到1894年7月，中B甲午战争开始时路基修

到山海关外的中后所(辽宁省绥中县城)，铺

轨到高岭站，此时关内段正式通车到山海关

站，改称津榆铁路(山海关古称榆关)。中日甲

午战争爆发，筑路工程暂停。战后继续修建关

东铁路，1903年修到新民，山海关～新民间

开办营业，此间还修筑了沟(帮子)营(口)支

线(河北线)，中国铁路奠基人、著名工程师詹

天佑，先后派驻锦州段、沟营段负责技术指

导。这条铁路由设在天津的关内外铁路总局

管理，后改称北宁铁路局、京奉铁路局。

1896年，清朝政府派李鸿章为“钦差头

等出使大臣”，赴俄国祝贺尼古拉二世加冕。

同年6月3 B，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

诺夫和财政大臣维特签订《中俄密约》，其中

第4条规定：“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

林地方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1898年3月

27日，清政府屈于沙俄的压力，在北京又签

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从此，俄国攫取了东清

铁道南部支路(今长大、长滨线)的修筑权，并

签约肯定南部支路的起点为哈尔滨，终点为

大连。同年6月9日、9月3 B，分别从哈尔

滨和旅顺南北相向施工。1903年1月14日

东清铁道千、支线全长2 489．2公里(南部支

路944．3公里)开办客货临时营业，同年7月

14日正式营业。与南部支路同时修建的还有

营口支线，柳树屯支线、苏抚支线、烟台(今灯

塔)煤矿线等。沙皇俄国为把持铁路的修建和

经营特权，特成立东清铁路公司和东清铁路

管理局。1904年2月12日，日俄战争在中国

东北领土爆发，清廷宣布“局外中立”。东清铁

路沿线民众，开展破坏铁路、中断交通的斗

争，反抗日俄战争。1905年，沙俄战败，9月5

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签订《朴资茅

斯条约》。俄国将宽城子(长春)以南的铁路及

支线和附属地的一切特权和财产让与日本，

北部仍由中俄共管，从此沈阳铁路所辖哈大

线形成“南日北俄”的势力划分局面。1906年

5月11日，日本将宽城子以南铁路(长大线)

改称南满铁路。11月26日，日本南满洲铁路

株式会社(以下筒称“满铁”)在东京正式成

立。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出于侵略战争需

要，强行修建了安奉铁路(今沈丹线)全长

255．7公里；新奉铁路(新民～沈阳)全长

59．8公里。这两条铁路1907年4月由“满

铁”接管。其中新奉铁路在1907年6月1日，

由清政府以166万日元赎归中国所有。并着

手将窄轨改为标准轨距，又经与“满铁”签订

《关于京奉铁路延长协约》，解决了京奉铁路

延长问题，从此京奉铁路全线开通。关内外全

线通车后，关内外铁路总局改为京奉铁路总

局。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提出，要建设

一个与日本修建管理的大连港相匹敌的不冻

港，地点选定葫芦岛。建港前先修一条铁路支

线，从连山(现锦西)站出岔，到葫芦岛港口

止，1910年10月开工，1911年8月建成，全

长13．4公里。

自1891年，修建关内外铁路，到1911年

辛亥革命成功的20年间。关东铁路、东清铁

路、南满铁路，在满清政府执政时，受到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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