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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乡铁路分局于1983年建立

了编志机构，开始了《新乡分局志》的编纂工作。1987年3月新乡铁路

分局撤销并入郑州铁路分局后，为了记载新乡铁路分局的历史状况，根

据上级指示，由郑州铁路分局史志办公室继续完成《新乡分局志》的编

纂工作， 现以《新乡铁路分局志一郑州铁路分局志分册》的形式印刷

成书，以发挥其资治、存史和教育的作用。

二、《新乡铁路分局志一郑州铁路分局志分册》以下简称《新乡分

局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想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实事

求是的精神，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详今略古，重

点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及发展。

三、《新乡分局志》上限始于1902年，道清铁路和和京汉铁路在新

乡分局管界内动工起、下限至l 986年底，个别部分延伸至1 987年3月

，o日新乡分局撤销。全志采用述、志、记、图、表诸体裁撰写。以文字

记述为主，并附以适当的图表。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记文述事，采

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

四、《新乡分局志》共设概述、大事记、线路、桥隧、运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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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客运、机务、车辆、工氖电务、基建、房建、安全’企业管

理、教育、卫生、生活福利、多经集体、党、工、团、公检法、基层单

位简况等二十六章，106节，计45万字。、

’五、《新乡分局志》在编纂过程中，根据先内后外、先近后远的原

则，一查阅了分局、路局，北方交大、铁道部及国家档案馆的文献资料i、’

走访调查知情入，取得了部分口碑资料；分局科：部、室和基层站段、‘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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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编纂分局志提供了大量资料，凡此，均为志书的编纂打下了基肥。

六、新乡分局撤销后由于原分局建制已不存在，人员调动、资料散

失等原因，原新乡分局各部门工作已无法详尽全面地记述。根据领导的

指示，由郑州分局史志办副主任陈学斌、陈鹤年负责，重新修订了篇目，在

‘已有资料的基础上≥于．1990年6月开始撰写各个章节，1991年6月完成

初稿，1991，#-12月‘完成二稿、1992年‘6月完成三稿，送领导审定。1983年

4月成立新乡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起至完成审定稿止，历时8年。

七、《新乡分局志》的编纂是在分局领导的重视关怀下完成的．分

局各部门和基层单位提供资料，给编纂工作以密切的配合。上级和地方

有关史‘志领导机构对编纂工作给予了具体指导和帮助，新乡分局撤销

后，新乡办事处龙辛酉主任，办公室李明立主任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协

助。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新乡分局志》编纂人员少，撰稿和

总纂时问紧，资料殊感匮乏，考证困难及撰稿人水平有限，故舛误纰漏

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斧正，为感。
一

j 一九九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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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地理位置

第一节 自然概况

新乡铁路分局地处华北大平原南端，河南省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南濒黄河，西依王

屋、北顺太行、东连齐鲁。在铁路网中，以京广线K485+800，太焦线K207+500和北京铁

路局为界，以新荷线K148+000和济南铁路局毗邻，以京广线K650+1 50和焦枝线

K112+000处分别和郑州，洛阳铁路分局连接．分局管辖内有京广、太焦、焦枝、新荷4条干

线和新焦．汤鹤、安李、石林四条支线。正线长度973．809公里。有连地、郑州、长东3座

黄河大桥。．长东壹C河大桥全长1 0．287公里，为亚洲第一长桥。
’‘

新乡铁路分局地跨晋、豫、鲁3省，居于我国南北交通的咽喉，京广线新乡至郑州段为

全国铁路最繁忙，通过能力最大的区段之一．由京广线、太焦我，焦枝线和新荷线组成运输

通衙，成为东北、华北、山西能源基地和华中、华南及华东地区进行物资交流的纽带，不仅

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巩固国防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地形地貌

新乡铁路分局管辖范围的地理概貌，是地形复杂、地貌多姿、中山、低山、盆地、丘陵、

平原兼有并存。京广线由安阳进入分局管内，经新乡、过黄河，至郑州分局一．穿越地带

为黄河冲积平原和太行山山前倾斜平原，地势平坦。自然坡度约为1／2000"-"l／5000·由

北向南倾斜．太焦线由起点站月山车站向北，过九府坟车站以后。线路沿丹河、白水河溯游

而上，进行于太行山区，傍山依水，穿山越河，地势险要，桥隧相连。1986年底，分局管辖

的太焦线有隧道50座，总长18025．70米，桥梁93座，总长为4559米．山区皆为石灰岩露头，河谷

内有狭窄的谷地，地质条件比较稳定。进入晋东南盆地，地形为丘陵地带。焦枝线自月山

站引出，靠太行山南麓，向西南方向，跨沁河经济源、越王屋山进入邙山余脉丘陵地带，由

连地大桥跨黄河，经杨文车站进入洛阳贫局。月山至济源为山前倾斜平原，由积洪扇群所组

成．济源至苗℃河北岸为侵蚀剥蚀丘陵地区，系第三系砾岩、砂页岩组成，其上为黄土所复。黄

河南岸越邙山地段为黄土丘陵。新荷线由新乡南站引出，向东经延津，过封丘，越滑县，入

长垣，由赵堤过黄河大桥，进入山东省境内，由荷泽南站进入济南铁路局。经由地带均为

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开阔平坦，但工程地质复杂。线路经过为松软地层、沙丘等不良地质地

段。自然坡度由西略向东倾斜。

新乡分局管内为大陆性干旱、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降雨集中。

吸引区域内经济概况

新乡分局吸引区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储量，产量最为显著．太焦线穿过的山西晋东南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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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初步查明煤炭地质储量1900亿吨，可供开采1500亿吨。地区煤层埋藏稳定，埋藏深度

浅，地质构造简单，易于开采。河南省境内现有焦作、鹤壁、济源3个较大的煤矿及其他

小型矿区。近年来又查明新乡市管辖的辉县市境内有一较大的煤田，储量达14．7亿吨．在吸

引区内，还有较大的铁矿和铝矿储量。此外。还有硫磺、石膏、白云岩、高蛉石、石灰岩、

耐火粘土，锰矿、汲炭、石棉、铅：’铜等矿产资源。位于豫北濮阳、范县、长垣县境内的中

原油田，储量丰窬，为全国第四大油田。

新乡分局吸引范围内的豫北地区，平原面积大，气候条件好，适宜多种植物的生长和繁

育。新乡、焦作、济源、安阳、濮阳均为小麦高产区，粮食作物除小麦外，主要还有玉米、

水稻、，谷子：红薯、‘豆类等十余种：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花生，芝麻、油菜、药材等．武

陟、沁阳、温县、孟县出产的山药、牛膝、地黄、菊花“四大”怀药久负盛名。新乡，获肇

县的棉花产量高，质量好，原阳县在盐碱地上用黄河水浇灌后种植水稻，加工的大米色正味

桃，在河南省内外已有名气。‘晋东南和豫北地区还有许多经济树种，苹果、梨、桃、柿、核

香、山楂、枣的产量亦颇为丰富。

在吸引区内主要城市有新乡、‘安阳，鹤壁、焦作、濮阳、长治等6个省辖市、还有下

辉、辉县、晋城、济源4个县级市，分别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新乡市是一』蕾新兴城市。解放前为新乡县。lt949年解放后建市。现为河南省直辖市，辖四

区八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乡市工业从萌芽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到1 986年，新乡工

业已形成以纺织．视械。轻工、食品，电子，化学：建材为主的七大骨干行业。主要大厂有部

属760厂、755厂、1 34厂、116厂等。760厂生产的美乐牌电视系列产品已享誉国内外。

安阳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名胜古迹很多．有

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处，位于市郊小屯衬一带的商代王都遗址一一殷墟、驰名中外。中

华人民共和周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形成以轻纺工

业为主，轻重兼有，门类齐全的工业基地。安阳钢铁厂是河南省的钢铁基地，年产钢材30多万

．髓．，钢锭40多万吨、生铁50多万吨。安阳自行车厂年产自行车70多万辆，已升为全国A级产品。

．：l 濮阳是1 983年设立的省辖市。市辖范围内地下岩层中含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燃气。中原油

田的石油远景储量可达20亿吨、天燃气资源为4千亿至6千亿立方米。濮旧市工业以石油、

化工为工业骨二F，1 986年产原油610万吨，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40万吨的中原化肥厂正

在建设中。 ．．

c

，焦作、鹤壁市和山西省辖的长治市都是以煤炭工业为主，具有电力、化工、冶金，机

械、轻纺、建材等多种门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第二节 沿 革

中国铁路的缘起．是中国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绎济

侵略的结果。新乡铁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修建的。

新乡之有铁路始于1 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九世纪末．英帝国福公司采取贿赂等手

段窃取了山西五府(盂县、平安、潞安、泽州．平阳)及河南怀庆府所属的矿产开采权，并

于1902年未经清政府允许而悍然动工修建道清铁路。是年7月开工，1 904年1月31日新乡至

待王段竣工，’3月7日通车。1 907年3月道清铁路全线通车。



京汉铁路原名芦(沟桥)汉(口)铁路。京汉铁路于1897年(漕光绪二十三年)‘4月开

工修建，1 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北段由正定修至新乡．是年5月到次年9月铺设路基，

1905年8月零星工程完成，南北两段同时修至郑州黄河大桥，1 905年大桥建成。全线通车。

京汉铁路与道清铁路在新乡交汇。

道清铁路和京汉铁路由英国、比利时国分线管理，各自为政。囊汉铁路在新乡设有一个

车站，即新乡县站。道清铁路在新乡建有3个车站和一条长2．44公里的接站支线。

1905年3月10日遭清铁路收归国有，清政府邮传部铁路总公司在道口镇之三里湾设监督

局，但车、机，工，财务仍由英·福公司把持，1 908年4月道涪铁路监督局迁至焦作。民国初

年，交通部改道清铁路监留局为道清铁路管理局．下设车务、机务、j二务段，并在新乡、焦

作各设有车务、机务、工务段。1 927年原英·福公司的英籍职员全部撤离，改变丁，道滴铁路

由外国人垄断行车业务的局面。

京汉铁路通车后，1907年初京汉铁路公司改为京汉铁路局，归清政府邮传部直辖，事实

上行车及工程管理仍有法国与比利时人把持。1 909年1月1日中国政府收回京汉铁路，将铁

路监督改为总办，铁路上一助工作逐渐由中国人自己办理。l 914年1月总办改为局长，下设总

务、车务、工务、机务等处，车务、工务、机务处下各设3个总段。总段下设有分段。彰德、新

乡设有车务分段、彰德还设有机务分段。

1 928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7月4日南京政府交通部改京汉铁

路为平汉铁路。1936年1月1 H，南京政府铁道部撤销道清铁路管理局，道漓铁路改为平汉

铁路的一条支线。

1 937年“七七”事变，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侵华17--I军沿平汉、津浦铁路长驱直

入．新乡于l938年2月18 t-1被日军占领。由于国民党军队破坏了黄河铁桥，I：1军暂停沿平汉

铁路南下。至此，平汉线黄河以北路段及道清铁路全路沦入敌手。成为日本侵略者奴役人民

和掠夺巾国资源日0上具。

日军侵占新乡后，平汉北段和遭清铁路为H伪满铁j匕史事务局所辖。为了掠夺沁阳一带

的矿产资源，1938年，日军将道清铁路由清化经东马、陈庆、跨丹河，过沁河延筑到怀庆<今

沁阳县>西关，计18公里。

为了沟通平汉和陇海铁路，1938年日军又修筑了新(乡)井(封)铁路。为了解决修建新开

铁路的轨料之需要，用拆西墙补东墙的办法，将道清铁路三里湾、道口至新乡游家坟站一段

拆除。拆下来之路料大部分用于修筑新开铁路。至此，道清铁路新乡至道口段不复存在。新

开线由平汉线小冀车站起，经阳武、齐亦集、荆隆宫等7个车站达于开封，线路全长

02．91 3公里(含新乡一小冀既有线14．23公里)，年初修建，5月5日通车。

1939年4月l 7日，伪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交公司)成立。公司下设北京，天

津、张家口、济南4个铁路局。平汉线誊?河以北路段及道清线为北京铁路局所辖。

日军为了利用铁路支撑侵略战争，提高铁路的运输能力，在设备上增添了电气路签和

n丐6机车，把货物列车的载重量提高到每列l 500吨。

1 940年7月1 R，伪华交公司开封铁路局成立，下没开封、新乡两个地方分局。新乡地

方分局管辖常口线(新乡至怀庆)、平汉二F线(壹渖Ⅱ北岸至宝莲寺)和新升线<新乡至小

冀>．新乡设有机务段、工务段、检车段、lU气段、酱务段，爱路段及宿泊所(公寓)，开

封保健院在新乡设有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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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宣告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9月，国民政府委

派交通特派员石志仁等由渝赴平，设平津区交通特派员办公处，接收华北铁路等交通事业及

机构。办公处下设各分区接收委员办事处，负责接收伪华交公司各铁路局。开封分区接收委

员吴世恩率员，自1945年9月29日起接收开封铁路局。接收范围是：平汉线彰德宝莲寺问至

黄河北岸，陇海线杨集刘堤圈至开封，新开支线小冀至开封，常口支线新乡至常口。

1945年n月5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又电令郑州至黄河南岸及黄河桥亦交开封区接收，

铁路接收后，运输业务仍无法运行，道清线及黄河桥破坏严重，根本不能通车，平汉线新乡

以北经抢修后也只能通车至安阳。

1946年3月1日，交通部公布重新分区办法，平汉北段及道清支线重新划归平汉区铁路

管理局管辖。是年，平汉区铁路管理局在新乡设立办事处，处长李学治。另外，新乡还设有

舔安机务段，郑安工务段、郑安运转段，郑安电务段、郑安警务段、各段以K663+986与郑

郾各段分界．

平汉区铁路管理局为了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于1946年11月28日在新乡设置新焦段

道清线)修复工程处，并制订了平汉线抢修复旧计划。至1947年，新焦段及黄河桥已能勉强维

持通车。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战争创伤尚未痊愈的新乡铁路又陷入了战乱之中。

949年新乡解放前夕，铁路因国民党军队在溃败时疯狂破坏，已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1 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兵临新乡城下，驻新乡国民党军队第40军宣布

技降．5月6日解放军进城，新乡回到了人民手中．新乡铁路开始了历史发展新阶段。

新乡解放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郑州铁路管理局派员接管了新乡铁路。5

目23日成立新乡铁路办事处，章奋任处长，耿振林任副处长。

1 949年新乡铁路办事处组银机构示意圈

处 长，副处长

办事处成立后，立即领导解放了的铁路职工，以忘我的劳动进行了铁路抢修．新乡解

收的第三天，即5月8日，就先把机务段和工务段的线路修好。机务段工人日夜抢修被破

坏的机车。5月15日，新乡至焦作修复通车。5月22日下午4点，新乡至郑州亦正式接轨

通车．新乡至安阳一段，因线路破坏已两年有余，铁路器材遗失严重，修复难度颇大．新乡

亡务段与郑局工程队分南北两个抢修队奋力抢修．随着线路的修复，新乡办事处的管界和机

构也相应变化．从6月30日起，管界由小冀向南扩到老田庵．9月15日，新乡办事处与邯郸

办事处合并为邯新办事处(设邯郸)．其间继续进行平汉线新乡以北线路的抢修．10月1日，

平汉线易名京汉线。10Yi 2日，新乡安阳间两抢修队在宜沟附近K540+500处接轨会师。

o月11日，由安阳向新乡开出第一趟客车．

：4：



i950年1月1 2日，邯新办事处改为邯郸办事处，管辖范围自黄河北岸K663+986至石门

南闸口．1950年8月25日，郑州分局成立，京汉线邯郸南K446以南及新焦线由郑州分局管

辖。 ．

＼、 ．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郑州局对所辖京汉线逐步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造。从

950年起、对京汉线进行了换轨大修，加固提高桥梁等级．改进通信信号设备，加强区段站

等，，．使运输能力有了显著提高。．黄河铁路大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只能行驶80吨以下

的小型机车，以每小时不超过5公里的速度过桥，列牟重量不超过600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经过先后5次加固和更换新梁，载重能力可以允许使用r1丐1型机车双机牵引，不减

速通过，使黄河桥的通过能力提高36倍。

1953年1月1日，南阳寨以北划归天津铁路管理局，成立新乡铁路运输分局

1 953年新乡铁路运输分局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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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撤销，所辖安阳以南线路由天津铁蹄管理局移交郑

管辖。

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京汉线客货运量日益增长。安阳至新乡段下行货流密度1953年为

369万吨，1956年达到928万吨，增长2倍，年平均增长44．3％。新乡至郑州段下行货流密

度，1953年为390万吨，1956年达到1050万吨，增长I．69倍，平均年增长39．1叻。而安阳至

新乡和新乡至郑州两个区段的通过能力利用率分别达到了83．3％和72．6％，接近饱和。

∥1956年lo月16日，京汉线安阳至郑州段复线建设开工。1957年1 1月，由于武汉长江大桥

通车、京汉、粤汉两线贯通，并改名为京广线。1958年1月1日各分局撤销，新乡车务段成

立，管辖范围为安阳至郑州北间及新焦线、汤鹤线，直属铁路局领导。I 958年5月I 5日，京

广线安阳至郑州段复线竣工，并由铁路局检查验收运营。

l 958年8月31日，成立新乡调度所，属车务段领导。

1 958年Io月1 7日，新乡办事处成立，其性质为郑州铁路局的派出机关。主任李重樊，副

主任申林庆。其工作性质是负责对外联系，组织车务段管辖范围内有关各单位协作及监督，

检查工作．管辖范围为京广线安阳至南阳寨站、新焦线和汤鹤线。

I 959年8月25日安(阳)李(珍)支线由郑州铁路局接管运营，并由新乡车务段管辖。

I 960年6月1日，新乡车务段撤销并入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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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60年7月10日，京广复线安阳至郑州闻全部采用电冲自动闭塞。1 961年6月，。新乡车

站大站电气集中开通使用，大大提高了行车安全和运输效率。 j ，1

1 961年8月1日，办事处各科室撤销，成立新乡、安阳车务段，受铁路局直接领导。新

乡调度所改为调度分区，受局调度科统一指挥。

1 963年4月1日，新乡铁路分局成立，新乡办事处、新乡、安阳车务段同时撤销。新乡

阔度分区改为调度所，由分局领导。分局长由常天胜担任，副分局长申林庆，徐树阁。分局

组织机构定员为56人。

1 965年7月1日，铁路局将机务，车辆、工务、电务、生活供应、建筑段交由分局领

导。 、|．

新乡铁路分局组织机构示意图 (196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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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6年元月1日，詹东线焦(作)五(阳)段移交郑州铁路局正式投入运营j该线于1 957年

开工，I 960年底铺轨通车，1 961年1月1日开始i晦运：1 966年交郑州铁路局后。归新乡分局

管辖．

1 969年2月，石(涧)林(县)支线由新乡分局接管运营。是年，铁路局将卫生系统基层单

位交分局领导。
。’

1 970年1 o月1日，焦枝线铁路建成交付使用。该线自1969年1 1月开工，1 970年7月1 H

通车。新乡分局管辖焦枝线月山K。+000至邙山杨文间K11 2+000。

1 973年，各中小学交分局领导。

为了提高詹东线的运输能力，适应煤炭运量逐年增长的需要。郑州铁路局1 973年开始。修

建月山至晋城北段复线。是年1 2月开工，1974年l 2月交付使用。1’1 983'年，郑‘州’铁路局对月

山、长治北段进行了电气化改造。该段电气化工程于9月动工，1 985年10月基本完工‘，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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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在月山和长治北站分别举行了电气化铁路通车典礼，正式投入运营。

1 986年1 2月31日，新建的新(乡)菏(泽)铁路由新乡分局接管。该线1 983年3月动工兴

建，1 985年1 2Yl 28日全线通车，全长165公里。新乡分局接管后，管辖到算王庄站东K148+

000处。至此，全分局管辖营业线路达75'4．495公里，线路总延长1 742．686公里。

1986年底，新乡分局机关设置行政科、室32个、分局政治部设部、室5个。还设有分局

纪委、人武部、工会、团委以及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全分局共有基层单位40个，其中运

输生产单位30个、生活卫生单位5个、其它单位5个。分局内共设有83个车站，其中一等站3

个，二等站4个，三等站14个．四等站56个，五等站6个。另有线路所1个。

1 986年末．，全分局共有职工33481人，其中干部5446人(含技术干部1 389人)、工人

。8035人，女职工5l 28人。

1987年3月20日，新乡陕路分局撤销，并入郑州铁路分局。

历任 党 委主要负责人

’

机 沟．．．职务 姓 名 i；壬 职 时 间 备 注

‘．

一

新乡党总支 书记 朱照勋 1950年～1951年

新乡党总支 副书记 于宗林 1950年～1951年

新乡地区党委 书 记 席 超 1951年～1952年12月3 1日 195l成立，
1952年底撤销

新乡运输分局党委 书 记 耿振林 1953年1月1日～1953年12月31日 1953年1月1日成立，

1953年l，&且31日撤销

新乡运输分局党委 副书记 张建业 1953年1月1日～1953年12月31日

新乡地区党委 书 记 刘占鳌 1954{F 1月1日～1958年9月1日 1954年1月1日成立，
1958年9月1日撤销

新乡地区工委 书 记 陶 锐 1953年9月1日～1960年2月12日 1 958年9月1日成立

新乡地区工委 副书记 欧阳宝爵 1960年2月12日,～1963年4月1日

新乡地区工委 副书记 杨凤亭 1960年3月28日～

新乡地区工委 副书记 武贤臣 1961年3月5日～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政’委 刘占整 1933年4月1日～1964年7月31日 1963年4月1日成立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副政委 常天胜 1983年4月1日～1970年3月28日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副政委 张鉴善 1 963年4月1日～1963年lO月11日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书 记 李苏民 1984年7月31日～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副书记 张常青 1964年6月16日～

新乡铁路分局 组长 李贵龙 1 970年3月28日～1971年6月25日 军管组长
核心小组

新乡铁路分局 副组长 常天胜 1970年3月28日～1971年6月25日
核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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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新乡铁路分局党委

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书 记

副书记

副书记

书记

副书记

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第一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代书记

副书记

书 记

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李贵龙

常天胜

刘占鳌

姬仲超

冯庆华

孙小占

尹学恒

邢介江

梁志杰

李怀义

张绍义

付汉生

李永录

赵庆文

李怀义

王曼青

杨国辉

李永录

王福水

高俊生

高乃明

董喜海

高乃明

1971年6月25队,1973年lo月9日
1971年6月25日～1972年2月19日

1971年6月25日～1972年7月13日

1971年6月25日～

1972年10月19日～

1973年10月9 H-,-1975年7月1日

1973年3月2 H,～,1978年7月20日

1974年2月1日～1975年4月12日

1975年7月1日～1978年6月24日

1975年6月1日～1976年6月24日

1976年6月24日"～1978年“月8日

1976年6月24日～1977年1月

1977年12月20日～1983年4月1日

1977年12月20[h1983年4月1日
1977年7月1日～1983年4月1日

1977年9月29日～1981年2月1日

1978年7月20 H一--1978年11月10日

1983年4月1日～1984年7月14日

1984年2月11日~1985年12月7日

1984年7月14日～1985年4月6日

1985年4月6日^,1987年3月20日

1985年4月6日一1987年3月20日

1985年1月29日～l 985年4月6日

1987年3月20日分局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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