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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包头铁路分局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略古详

今的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完备，力求反映铁路分局

的地区特色、企业特色和发展基本概貌。

二、本志记事时限，上限为1923年，下限为1988年。个别内容略

有上溯。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月、日均用阳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的沿用年号，放在公元纪年后括号内。，

三、本志除大事记为编年体外，其余采取记叙文体，横排纵写，以

横为主，事以类从，分类设志。全书九篇，下设章、节，节以下按需要设目

记述。 ．

●

四、所用资料来源有三：(1)路局、分局统计资料汇编及档案室、馆

资料}(2)有关部门、科室撰写的资料长编；(3)原分局路史临时办公室

收集、整理的存留资料。．·另外参考了各基层提的单位站、段、厂、院史

料。以上资料，均经揆理鉴别，存真求实，力求严瑾、朴实，简洁。。

五，单位名称及地名、团体、会议，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

复出现酌用简称；一律使用当时原名，必要者括注现名。

六、本志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述形式，以志为主，图、表．

附于文中，囿于资料之匮缺，未用照片；不设生人传记，但有老红军战士

的人物简介： ．

七、行文中文字、数字及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符号的使用，，除历史

■弓



性资料外，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
●

国家计量局等单位公布的有关方案、规定、用法、命令为准。



序

斛粤砰

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和发掘，《包头铁路分局志》终于以花蕊般的

芳香，展现在您的面前。这是包头分局付梓的第一部志书，它以翔实的

史料、多彩的画面忠实地记录了包头分局艰难曲折的历程和发展壮大

的足迹，真实地再现了包头铁路分局几代人艰苦奋斗、奉献创业的精神

风貌。尽管这部志尚属珲璞待琢，但仍不失为一部能帮助我们回顾历

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的一面镜子。它对于为帮助广大职工认识路史、

局情，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都将是一本有益的教

材。。
●

一部铁路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包头铁路的历史也成为

这部史中的一个缩影。自从一九二三年铁路通车到包头至今，已历七十

度春秋。其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浸透了中华民族的血泪和辛酸。新

中国的诞生，使包头铁路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与人民共和国和草原钢城

同步崛起。包兰铁路的建成，揭开了包头铁路分局迅猛发展的新篇章，

成为绾结西北、华北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包、包兰两条干线上的

一颗璀灿的明珠。三十多年来，包头铁路分局从无到有，由，J洌太，，伴随
着地区国民经济及文化建设而兴荣、而发展，为内蒙地区的工农牧业发

展、加强民族团结、建设草原、巩固边防，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更为包头铁路分局注入了新的生

机和活力，使包头铁路分局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



》包括：概述、大事记、建置沿革、铁路建设、运输生产、经营管

卫、党群工作、公安政法及人物等，九篇四十五章约六十余万

字。它的面世，是几代包铁员工共同的夙愿。《志》坚持实事求是、略古

详今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本着言而有据、疏而不

漏，纵贯钩元，横排宏类的思路，以较充盈、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揆理有

实，删繁就简，用朴直的文笔，浓缩了包头铁路不同时期的发展，融汇了

铁路运输众多学科诸多方面的情况，力求内容丰腴，文字朴实，史实清

r楚，纠讹匡误，以事立体，以志寓理，志理浑然，不失为一次修史编志的

有益尝试。

分局志鉴工作者以发动群众之广泛，收集资料之广阔，付出精力之

勃勃，穷两载之艰辛，成以本志确是“众手成志”、专兼结合的产物，实应

‘嘉许。这期间，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各部门及专家的指导、帮助，分局各站

段、机关各部门以及无数老领导、老同志都为本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给予了全力支持，它的成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分局党政工团齐心协

力关怀的结果，为此，一并真诚地致谢：

由于岁艰绵长、资料缺匮等原因给编纂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为了

反映历史的真实，坚持了宁缺勿滥的原则，难免阙遗，不能不引以为憾。

同时，由于编志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x-,l星，它对于我分局来说毕竟是

第一次，纰漏和失误也会不少，诚恳地盼望各级组织和领导、专家以及

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鉴历史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瞻未来之前途，取是舍非，去璞琢

玉，得以裨益。这部《包头铁路分局志》若能给您以启迪，将是我们感到

欣慰的。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八月



编 史修 志

功在当代 惠及后世

新支呷’
’

编史修志，以史为鉴，达到“资治，教化"之目的，历来是中华民族的

光荣传统。1923年铁路通车到包头，至今已六十五年。前二十六年包头

铁路历尽艰辛、饱尝屈辱、破烂不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

“一五’’期间，包兰、包白、包石、包环等干支线以惊人速度建成，．开创了
，

铁路建设的光辉一页。四十年的发展，使包头铁路有了长足的进步，成

为内蒙古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尽管目前铁路运输还不适应国民经济

发展的需要，但四十年巨大的历史成就，毕竟是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
，

开展编史修志工作，总结包头铁路的发展进程，对于我们认识国情、局

情，鉴古观今，指导当前，规划未来，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发扬“人民

铁路为人民"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功在当代、惠及后世。
’

分局决定，在前些年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加快编修《包头铁路分局
，

志》的步伐，有两三年的时间，完成这一历史工程。无疑这将是分局文化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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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事业上的一件大事。编修《分局志》，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一是质

量要求高。这不仅指文字通顺、体例得当，没有错别字，更重要的是要经

得起历史的考验，真正成为包头铁路历史的写实，经验的总结，直到促

进分局各项工作发展的作用。二是时间要求紧。当前正是编史修志的

大好时机，历史不允许我们再拖了，否则贻误事业，有愧后人。我们决定

用两三年的时间出志，时间是紧迫的。三是业务生疏。编史修志是一项

新的工作，所谓“新"，首先是人员新。承担编修《分局志》的同志都是第

一次做这项工作，相对这一工作而言都是新人。其次是业务新。编史修

志有它特殊的要求，这与总结、报告、新闻写作不同，存在一个再学习的

问题。
’

在人员新、业务新、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为适应工作的需要，

修志工作必须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

’一、充分认识编辑分局志的重要意义。 ．

●

‘

，，

中华民族历来有良好的修志传统，我国之所以在全世界被誉为文
～

明古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

。

～

产。方志就是遗产中的一部分。据统计，自唐宋以来，历代所修的方志，

保存至今的有8000多种，约占我国全部文化古籍的十分之一。

我国的方志不仅数量多，而且历史悠久，虽然学术界对它的渊源有

多种说法，但它有二千多年的历程是毋庸置疑的。另外，编纂方志的连
●

续性一直持续不断，几乎各朝代都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特别是自宋代方

志体例渐备以来，编纂方志El趋兴盛，尤以清代为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修志工作一
·4·



向十分重视，早在五十年代末，国家就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当时曾三同
●

志主持这项工作。“文革’’期间虽然中断了，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这项工作又提上了日程，并且进入一个新时期。1981年成立了中国

地方史志协会，随后又恢复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现在，全国绝大多

数省、市、县都已成立了修志机构，修志工作已经列入了各级地方政府

的工作日程。1986年10月22日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

万里、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在这次会上，具体落

实了国家“七五"计划对地方志提出的要求。显而易见，编修社会主义新

方志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思想建设，同时它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
●

成部分。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是极端重要的问

题。’’四中全会江泽民同志提出国情教育问题。要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

需要深刻认识我们的国情、区情、局情，因此，修好分局志具有极为重要
-，

的意义和作用。 ．

(一)编修分局志有显著的资政作用

就方志而言，它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一方人文，一邑产物，无所东
'。

载，无所不包。它是一地的百科全书。《分局志》是包头地区铁路发展的

全书。它集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于一书，这对了解分局的历史、现状，懂

得解放近40年铁路事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哪些好的经验可以
‘

借鉴，哪些教训值得汲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同时它还可以为各级领

导从实际出发，正确决策提供信息，对免走弯路或碰钉子，起着直接的

作用。“如在搞桥涵设计时要考虑50年、100年内最大洪量，掌握历史
·5。



上洪水流量要调查走访，有了洪水真实的记载，就能提高准确资料，保

证设计质量。"
、

(二)编修分局志有益于爱国主义教育 ，

编修分局志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精神文明建

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应是主要的。分局志将以

相当篇幅记载不同时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
’

历史的褒贬，表彰分局的英模人物，让那些为铁路发展作出贡献的人们

流芳百世，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敬。进而在分局形成一种学先进、做贡

献光荣的良好风气。这对培育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移风易俗，都一

将产生良好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编修分局志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

明建设的基本工程之一。
，

(三)编修分局志有存史的作用
． ：j

编修分局志鉴是一项基础性建设，必须对这项工作引起足够的重
●

视。目前有些单位的负责同志，认为修志工作是一项额外的工作，增加
～

了不必要的负担，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试想，如果没有编史修志这项工

作，那么你那个科室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你能说清楚吗，你的前任有哪

些成功的经验和措施，有哪些失误和不足更是一无所知。因此，修志工．

作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搞好分局志的编修工作，是提高和振奋

一代人的精神风貌的大事，是每个企业领导者和撰稿人的职责，而不是

负担。对这项工作要抓早、抓好、抓细、抓出成效。．
‘

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使编修分局志的工作全面铺开

为切实搞好：分局志’’的编修工作，首先应坚持这样几条原则：
．6．

’



一是坚持求实的原则。《分局志》最根本的要求是求实，是客观实际

的记载，离开了“实"就失去了志的价值，也就起不到“资政、育人、存史一
t

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任何时候，任何记载，

必须是客观事实的准确反映，来不得半点的虚假，不能加杂任何个人的

意愿，也不应受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的左右，从事编鉴修志的同志都要

深刻的认识这一点，把它作为一条指导性的根本原则。

二是坚持科学的原则。这里讲的科学，是说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
J，

思想的基本原理，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我们的编辑和写作工

作，凡是与党的路线相违背的观点，与马列主义相悖的理论、坚决不能

收入志中，同时还要讲究科学的态度、严细的作风，不能把违反科学的

东西、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搞进来。

三是坚持群众路线、“众手成志”的原则。“众手成志"是中华民族的．
●

传统，我们要继承、发扬这个好传统。《分局志》的编纂工作要走专兼职．

相结合的道路，发动群众一起搞，使《分局志》更具有广泛性，体现群众·
。

．

的心声，保证史志的科学性、求实性。 一

’

?’

四是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编修《分局志》不象写总结。要费很多

人力、物力、财力，切不可马马虎虎，粗制滥造，应付了事。我们最终的志’

稿要经过反复修改，要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点突出，体制完善、’

文风端正的目的，要经得起后人的检验。
L

其次要采取以下几点具体措施。
‘

1、进一步提高对编修分局志工作的认识。首先撰稿人要在思想上
，

摆正修志与其他工作的关系，要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态度、认真的态
．7．



度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还要帮助单位领导提高对修志工作认识。只

要单位领导认识提高了，把修志列入议事日程，这项工作就一定能做

好。 。

2、任务落实到人头。由于这项工作质量要求高，时间要求紧，再拖

不得了，从现在起就要从内容到时间一一落到人头上。这样才能保证按
，

时完成分局下达的任务，保证《分局志》能够按时成书。这就是“众手成

志。" ．

3、工作纪律和时间要求。编纂《分局志》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如
， ●

，

果没有一些章程、没有一些守则，很难在予定时间内完成数十万字的一

部巨著。这就要求每个撰稿人，要按分局的统一规定、统一要求、搜集资

料、撰写初稿。在写作的过程中要做到志体化、规范化，从体例、结构到

行文．，要处处合乎志书的要求。要在规定时间内交稿。 ．

4、采取签定协议的办法。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通过签定
●

协议的形式，把具体内容写在协议书上，做到时间、人员、任务三落实，

便于掌握进度，控制质量。

志书是官书，编史修志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编修《分局志》已经

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些人的肩上。我们盼望这一部内容翔实、特色鲜

明、形式新颖的《分局志》问世。

1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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