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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工务

1953—1996

E凸士杈志

济南铁路分局兖州工务段编



兖州工务段志编纂领导小组(1994年7月)

组长：高传海

副组长：邵德全牛立田

成 员：装志营张红顺郝玉平 司品专

主编：高传海

主审：邵德全

兖州工务段志编纂领导小组(1986年10月)

组长：张伯明

副组长：蒋继祥张宪河

成员：李炳和邵德全郭 明

l卢德海I郝玉平王广弟王长锁
主编：张伯明

主审：蒋继祥

编纂人员名单

主笔：匿固颜廷玺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培华 刘锡光．狄振华 张学荣匿圆 颜廷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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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铁路分局兖州工务段志>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段历史研

撰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她比较系统地记

述了段的沿革，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全段干部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创建的光荣业绩。这部指导思想明确，

观点正确，内容翔实，突出工务特点，体例完备，文字较为简炼的志

书出版，对于我们认识过去，以志史为鉴，扬长避短，开拓未来有着

十分重要意义。在此对参加编写本书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谢意。

段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的反映了广大职工以社会

主义主人翁姿态，所创出的丰功伟绩，探索了企业管理，安全生产，

改革创新中的经验和：Ki7110今后，敬请全段干部职工以此为鉴，吸

取教益、悟出哲理、解放思想、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段志中取得的一切成
就，是几代兖工人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精心养路的结果。

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证明将来，目前铁路正面I临着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粗放型向集约型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严峻

考验。我们坚信，曾经用自己的汗水撰写了光辉史篇的兖工人，在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必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中为铁路运输再做新贡献，再谱新篇章。

高传海

1996年12月．



凡 例

一、 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述事物。突

出兖州工务段的特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二、 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重述兖州工务段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成就。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

统一。 ．

．三、 时间断限；上限自1953年、下限至1996年，在个别节目

中为说明究底上溯至1908年。

四、体例：采用述、志、图、表、录、记，以志为主。

结构：全书依次由序、概述、大事记、志、附录、后记六部

分组成。志分十一章，章下分节，节下为目，有的设有子目。

五、纪年方法：采用公历纪年o

六、称谓：各机构、部门、组织等名称在文中除第一次出现

外，多用其习惯简称，如：济南局、兖工段、团支部等。

七、 数字书写：按国家有关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行文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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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领导班子研究《段志》工作

充州工务段办公楼

《段志》评委会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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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机群作业

2．维修车在进行捣

固作业

3．整组更换道岔

(民兵战备演练)

4．原530道口

5．530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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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长高传海(中)、党委

书记牛立田(右)现场办公

2．小型气压焊实验

3．边坡回填机技术鉴定会

4．GJY一Ⅱ型轨道检查仪

5．运轨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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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石铁路及兖石疏解线特大桥

建

兖州北站

设

∞

新兖铁路运河大桥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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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

老年娱乐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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