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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制机构．

第四篇经营管理

1953年前，管内铁路单位，一直由设在内蒙古自治区外的铁路管理部门管

辖。1953年在集宁成立第三工程局后，运营单位和工程单位分别由太原铁路管

理局和第三工程局管理。1958年建局后，原由太原铁路管理局和第三工程局管

理的基层单位由呼局统管起来，在技术、人事、计划统计、财务、劳动工资、物资、

房产、生活等各方面很快形成一套适应当时形势的规章制度，并严格管理，效益

连年递增。运输总利润，由1958年的1349万元，上升到1959年的6401万元、

1960年的7949万元。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呼局管理工作仍井然有

条，各项工作开展顺利。。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管理机构瘫痪、规章制度废驰，

1967～1970年运输不计利润，1971～1976年计算利润也很微薄，最低年份

(1974年)只有90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迅速恢复管理制度，尤其经

过1982---,1985年开展的企业整顿和1986年以后开展的“抓管理、上等级"活动，

局、分局、站段三级企业改革扩权，把现代化管理方法、手段引入企业，使经营管

理在思想上、方法上有了根本性转变：一是由过去单一抓运输生产建设的状态

中解放出来，向勇于改革、开创新路，在搞好主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集

体经济的方向转变；二是从只讲生产数量、不讲经济效益的经营思想中解放出

来，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向转变；三是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中解放

出来，向建立经济责任制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转变；四是从分配上的“大锅饭"、

‘‘平均主义”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向坚持按劳分配，敢于拉开档次的方向转

变。运输总利润，1986年后突破亿元大关，多种经营在1986"'1988年起步年头

获得利润1580万元，集体经济开办九年(1979-'-,1988)获利2513．89万元；职工

住宅1978年以后年均修建2000户，正逐年改善；职工月平均工资由1958年的

62．55元上升到1988年的179．86元，奖金分配由过去的平均拿奖变为按劳动

技能和强度拉大档次。

一461—



第四篇经营管理

第一章体制机构

第一节管理体制

1923年京绥铁路通到包头后，管内铁路归京绥铁路管理局管辖。1928年北

京改称北平后，管理局改为平绥铁路管理局。此时管理局下设总务、工务、车务、

机务、会计、材料等处，处下设课；基层站、段、厂由管理局有关处直接领导，实行

三级领导。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入华北，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张家口

铁道事务所”的名义经营康庄至包头段铁路。1938年在北平设华北交通株式会

社，并下设张家口铁路局管辖清华园至包头段铁路。此时虽系分区设局，但仍实

行三级管理体制。

1945年“八．一五"日军投降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度解放了孤山至旗

下营的220公里铁路，在平地泉(现集宁)成立平绥铁路管理处管辖管内铁路。同

时民国政府交通部仍采取分区管理的体制，设平绥区铁路管理局管辖平绥铁

路，实行管理局、总段(运输总段、工务总段)和基层站段三级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管内铁路由天津铁路管理局张家口分局管辖。

1951年张家口分局成为太原和天津两个管理局合并后的天津铁路管理局中的

一个分局，仍下辖京包线西段。1953年太原铁路管理局再次成立，下辖大同运输

分局，管辖京包线西段铁路，实行管理局、运输分局和基层站段三级管理体制。

管理局的机务、车辆、工务、电务、房建等业务处直接领导基层站段，处内设有劳

资、人事、财务、计划、材料等职能科室和专职人员，由他们直接领导基层站段的

生产经营。1956年铁道部虽然将大同等所有运输分局改为管理分局，扩大了分

局权限，“主管运输，协管其他”，但对基层站段影响不大。

1958年铁道部根据中央“全民办铁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决

定，将管理局与工程局合并，实行“工管合一”；同时实行铁道部和省市双重领导

的体制。1958年11月呼局正式成立，由铁道部第三工程局与呼和浩特管理局筹

备处合并实行“工管合一"和铁道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体制。局不设

分局只分设三个办事处，对下直接领导运输工作，对其他业务则为指导关系；基

层设立站段。

1961年根据中央“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铁路局不再“工管合
·—一46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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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制机构

一"，基建、运输分开；改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为铁道部垂直领导，恢复了中央集

权垂直领导的体制。

1967年铁路实行军管，同时于1970年铁道、交通、邮电合并为交通部，但呼

局仍存在并受军管。这一时期，路局、分局设军管会，站段设军管组，并在军管领

导下相继成立了三级“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以生产、后勤等组代替各

业务处室，机关人员大量精简下放劳动。

1975年铁道部又单设。根据中央“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对铁路进行了整

顿。1978年呼局取销“革委会"，恢复铁路局、分局、地区工委、站段三级半管理体

制(地区工委不是一级完整的管理层)。1985年后在企业改革中，探索以经济办

法管理铁路的新路子，路局对分局、分局对站段逐步放权，扩大了各级单位的自

主权。 ，

第二节领导制度

建国前的铁路分别实行过：局长和总工程司制，委员会委员长制，日军军事

管制下的铁路局长和军事交通团制，管理局局长制等。但因呼局现管区内建国

前仅有京包线西段的一段铁路，没有局级机构，仅有附属的基层站段，是执行单

位，不可能实行这些制度。

建国初铁路企业学习苏联和中长铁路经验，推行“一长制”的领导制度，由

行政长官一人领导负责，1954年中共中央华北局作出“在国营工矿企业中实行

厂长负责制的决定"，铁路企业也开始执行，呼局现管区内的铁路基层单位都执

行了厂长(站、段长)负责制。

呼局成立后，根据中共“八大”将企业厂长负责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

责制的决定，路局、办事处和基层站段一律实行。行政重大问题都由党委集体讨

论决定，由行政领导(局长、办事处主任、站段长)执行。1961年中央又发布试行

《国营工业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进一步用条例

的形式肯定下来。

1967"-'1973年铁路实行军管，呼局和基层站段都派驻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小

组，统管铁路运输生产，党、政、财、文大权归军管会。1968年呼局上下机构均成

立“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由

军管会的干部、铁路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1972年共产党组织恢复活动，又实行

了党委(主要干部与“革委会”一套人员)一元化领导。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

主管理”的原则，铁路企业又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79年局在包头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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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经营管理

车务段进行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试点，1981年又在企业整顿试点单位呼

和机务段、包头东站进行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到1981年年底，路

局、集宁和包头分局、包头工程学校及91个站段级单位均试行了这种领导制度。

1985年4月，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铁道部的要求，在全局工作

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厂长负责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指导思想、方法步骤、

组织领导和“积极慎重”的试点工作原则。选择工程处、包头铁路工程学校和13

个基层站段作为全局第一批试点单位。6月下旬，局召开试点单位领导干部会

议，组织学习中央、铁道部和内蒙古党委的有关文件，交流了试点工作情况。局

党委书记吴昌元就推行厂长负责制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作

了讲话。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局特别是试点单位领导层的思想认识。会后，试点单

位按照准备、实施、总结三个阶段开展了工作。11月，铁道部下发了《关于扩大厂

长负责制试点范围的通知》，将呼局列为全路推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之一。

局党委作出了《关于改革领导体制，推行厂长负责制的安排意见》，各分局级单

位也都作出了相应安排。

从1985年底到1986年6月，在对基层单位检查、帮助、指导的同时，路局

组织人员反复研究起草了局长负责制的《三个条例》和《干部管理办法》。1986年

7月1日，经铁道部批准，正式试行局长负责制。随后，包头、集宁分局及所属站

段全部试行厂长负责制。局直属14个单位，也陆续推行了厂长负责制。同年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

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路局及时修订了《三个条例》实施细则(试行)，陆续制订公

布了《呼和浩特铁路局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厂长任期目标责任

制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对分局长、站段长调离工作实行审计公证的通知》

等文件，基本健全了厂长负责制的各项制度。在此期间，对其他形式的领导体制

也进行了试点。在集宁南站、包西配件厂等单位试行了厂长兼党委书记的兼任

制；在包西机务段、包西车辆段等单位试行了“一长三总”的行政领导体制。1988

年，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和铁道部要求，路局党委研究决定，全局未实行厂长负

责制的单位，一律从1988年元月1日起实行厂长负责制。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生

产经营决策快了，效率高了；党委紧密结合运输生产实际，全员做思想政治工

作，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会发动职工参政议政，评议领导干部，支持厂长正

确行使职权，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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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制机构

第三节管理机构

一、设局前机构

1923年12月(民国十二年)，张绥铁路局在管内的包头、归绥较大地区设立

机务、车务、工务、电务等段，另设有铁路医院，子弟学校等。1946年1月3日，在

归绥设立了平绥铁路第三总段。1948年10月，经过近三年的解放战争，平绥铁

路归绥(今呼和浩特)至包头间仍处在国民政府控制之下，由当时的平津区铁路

管理局归绥包头联合办事处管辖。办事处地址设在归绥(后迁到大同)。当时，归

绥地区下属单位有：铁路分医院、子弟学校、工务段、警务段、调度所、运输第三

总段六个。包头地区下属单位有：分诊所、子弟学校、工务段、警务段、检车段、电

务分驻所、车房七个。

1949年7月，由华北人民政府组成“驻绥远联络处"。下设“铁路工作组"住

在归绥站。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和平解放，平绥铁路全线回到人民手中，平

绥铁路亦改为京包线，由张家口铁路分局管辖。原京包铁路西部办事处由大同

迁回归绥，改称“绥包办事处”，由张翼成、张道文、李钧等人负责。1953年1月1

日铁道部决定分别成立北京铁路管理局和太原铁路管理局，同时成立大同铁路

分局(归太原铁路管理局领导)管辖京包线，由张翼成任分局长。。

为了接管集宁～二连的铁路业务，铁道部于1955年6月27日决定成立集

宁运输分局，第一任分局长邢骏。同年11月19日太原铁路管理局局长彭伯周签

署命令：“在铁道部未正式批准前，暂行公布集二线国际联运组织机构如下：集

宁铁路分局设行车安全监察室、车务科、商务科、客运股、运输计划股、计划科、

人事劳动工资科、军事动员股、总务股。集宁换装管理处设技术作业科、人事科、

劳动工资科、会计室、集宁北站、白音察干和土牧尔台装卸作业所。车站，集宁北

～二连共设21个。基层单位还有：集宁列车段及赛汉塔拉驻在所；集宁、赛汉塔

拉机务段，土牧尔台、二连机务折返段；集宁、赛汉塔拉运输整备所；集宁、土牧

尔台、赛汉塔拉、二连燃料厂；集宁配电厂、赛汉塔拉发电厂；赛汉塔拉救援列

车；集宁车辆段及集宁北站、土牧尔台、赛汉塔拉、二连列车检修所；集宁北、赛

汉塔拉工务段；集宁建筑段及集宁、赛汉塔拉建筑分段、集宁房产管理所；集宁

水电段；集宁铁路医院；集宁卫生防疫站；土牧尔台、赛汉塔拉、二连卫生所；集

宁材料厂，二连分界站统计事务所"。11月24日，太原铁路管理局指定集宁北站

进站信号机处为大同、集宁分局间的分界线，自12月1日起实行。11月27日，

集宁至二连的国际铁路干线在集宁举行验收交接签字仪式，正式划归集宁分局

管辖。
7··一465·—-——



第四篇经营管理

1956年8月，铁道部预想在包头设立铁路局，指示太原铁路管理局派员赴

包头组建“包头铁路临时办事处”。由任发庆任主任。1958年1月1日包头铁路

办事处正式成立，这时新增加的运营单位有：尔甲亥(今为包头西)、宋家壕、海

勃湾、临河站，尔甲亥机务段、水电段、房建生活管理段，包头、临河电务段，包头

客运段，包头、临河铁路医院，包头生管段、材料厂，尔甲亥、包头车辆段，包头工

务段。同时还设立包头铁路职工子弟中学1所、小学1所。1958年7月14日，呼

和浩特铁路管理局筹备处成立，由李克非同志担任筹备处主任，邢骏、张翼成等

同志参加筹备工作，于同年10月11日，经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示，同

意铁道部第三工程局①与呼和浩特管理局筹备处合并，改名为“呼和浩特铁路

局"，同时上报铁道部批准。

=、设局后机构

呼局成立即行撤销了集宁铁路分局，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铁路运输与基建任

务统由呼局承担。为有效发挥机构职能作用，1958年11月18日公布“呼和浩特

铁路局机关、办事处、工程处组织机构与定员方案"。局机关设置三室十五处，外

加三个临时办公室。即：局办室、总工程师室、安全监察室、运输处、机务处、车辆

处、工务处、电务处、人事处、材料处、卫生处、文化教育处、财务处、生活建筑处、

计划统计处、基本建设处、工业企业处、公安处。三个临时办公室是运输办公室，

基建办公室和钢铁办公室。除钢铁办公室外，运输基建办公室分别设在运输、基

建处内，不另增定员。局机关定员编制633人(不包括机关党委、团委)。局直属

单位设有第一、二、三、四工程处，包头、集宁、临河三个办事处及包头铁道学院。

此外，仍保留原第三工程局机械筑路队、给水工程队、建筑工程队等机构，并成

立桥梁工程队，统归路局直接领导．

路局新设的基层单位有：

1．运输部门：集宁办事处领导集宁列车段，集宁、二连、呼和浩特站；包头

办事处领导包头列车段，包头、昆独仑召、白云鄂博站；临河办事处领导三盛公

(今为巴彦高勒)、三道坎(今为乌海西)、临河站。其余各站由各办事处公布报局

备案。撤销原三局包头车务段和铁道兵临河车务段。

2．机务部门：集宁机务段、呼和浩特机务段、包头机务段、集宁水电段、尔

甲亥(今为包头西)水电段、三道坎机务段筹备组、尔甲亥机务段筹备组、呼和浩

特机务配件制造厂筹备组。尔甲亥机务段筹备组归包头机务段领导。撤销原三

①为了贯通华北与西北地区铁路大动脉，加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铁路新线建设，1953年1月经铁遭部批准，成立
第三工程局·局址设在集宁．1954年11月集二线修建竣工后局址西移包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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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制机构

局包头机车车辆段、铁道兵临河机车车辆段。

3．车辆部门：集宁车辆段、尔甲亥货车车辆段、苕潭客车车辆段、尔甲亥齿

轮厂筹备组、尔甲亥车辆修配厂筹备组。

4．工务部门：集宁工务段、集宁南工务段、呼和浩特工务段、尔甲亥工务

段、临河工务段、西斗铺工务段、呼和浩特工务大修队、呼和浩特工务机械修配

厂、呼和浩特采石事务所。撤销原三局包头工务段、铁道兵临河工务段。

5．电务部门：集宁电务段、呼和浩特电务段、尔甲亥电务段、临河电务段、

呼和浩特电务工程队、包头电务工程队、呼和浩特通信信号器材制造厂筹备组。

撤销原三局包头电务段、铁道兵临河电务段。

6．材料供应部门：集宁材料厂、呼和浩特材料厂(包括制材部份)、包头材

料厂、汽车队。撤销原三局沙城材料厂、包头材料厂、集宁材料分厂和呼和浩特

制材厂筹备组。

7．工程部门：第一工程处成立第一、二、三、四、五工程队，撤销原三局第一

工程段各工区，第二工程处成立第一、二、三、四工程队，撤销原基建处所属第

五、六、七工程队(改组为第一、二、三工程队)，撤销包头改建委员会(改组为第

四工程队)；第三工程处成立第一、二、三、四、五工程队，撤销原三局第三工程段

各工区；第四工程处成立第一、二、三、四、五工程队，撤销原三局第三工程段各

工区；第四工程处成立第一、二、三、四、五工程队，撤销原三局第四工程段各工

区。

8．基本建设部门：基建处领导设计事务所。

9．工业企业部门：工业企业处领导包头机械修配厂、昆独仑召混凝土预

制厂。撤销原三局包头机械修配厂、张家日混凝土预制厂。

10．生活建筑管理部门：集宁生活建筑管理段、呼和浩特生活建筑管理段、

包头生活建筑管理段、临河生活建筑管理段。撤销铁道兵包头生活供应段、第一

建筑工程队。

11．文化教育部门：集宁职工学校、丰镇职工学校、包头职工学校、集宁铁路

中学、包头铁路中学、呼和浩特铁路中学筹备组。撤销原三局包头职工学校、包

头铁路中学。设置小学23所，业校25所。

12．卫生部门：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集宁铁路医院、包头铁路医院、临河

铁路医院、集宁防疫站、包头防疫站。撤销原三局包头医院。

13．公安部门：集宁公安分处、包头公安分处、临河公安分处。撤销原三局包

头公安段。

14．科学技术研究部门：设立科学技术研究所，由总工程师领导。撤销原技

术馆。
·—-一467·-一



第四篇经营管理

同年12月4日，路局又公布成立赛汉塔拉工务段及三道坎(今为乌海西)工

务段，并相应调整了有关工务段的管辖范围。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的指示，

1959年9月15 El对呼局部分组织机构做了如下精简、合并和调整：

(一)局机关：成立档案室，受局党委办公室和路局办公室双重领导，为一级

行政机构。

(二)基层单位：

1．呼和浩特材料总厂改为呼和浩特材料厂。

2．包头配件厂与混凝土预制厂，由工业企业处划归材料供应处领导。

3．机务配件厂与车辆配件厂合并为机务车辆配件厂，由材料供应处领导。

4．呼和浩特电务工程队与包头电务工程队合并为一个工程队。

5．原包头、集宁、临河生活建筑管理段生活部分，划归包头、集宁、临河办

事处领导，同时受生活管理处领导。原办事处总务科改为生活管理科；呼和浩特

地区生活管理部分由生活管理处直接领导。

6．包头、集宁、呼和浩特、临河地区在原生活建筑管理段基础上设置房产

建筑管理段，仍为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由房建处直接领导。

7．苕潭车站，根据铁道部指示，自l 9 5 9年8月1日起改为包头车站；

原包头站改为包头东站。
‘

8．撤销各工程处附属工厂，改为修配所。

9．各工程处(三处除外)减少一个工程队。即一、四工程处按四个工程队编

制；二工程处按三个工程队编制。

10．给水工程由原四个分队精简为三个分队。

11．撤销西斗铺工务段，与尔甲亥工务段合并。

12．撤销各办事处总工程师室。

13．包头、l临河、呼和浩特地区各设置农牧场一处。包头、临河农牧场由包

头、临河各办事处领导；呼和浩特农牧场由生活管理处领导。

14．尔甲亥机务段改为包头机务段。

15．桥梁工程队、建筑工程队附属工厂撤销，改为修配所。

截止同年12月，呼局共精简处、科级机构18个，合并8个(包括队、厂)。非

生产人员全局共压缩1296名(包括党委、公安、文教、卫生)，占非生产人员总数

16．9％。压缩后的全局非生产人员定员，占全局职工总数11．19％，其中管理人

员占8％，服务人员占3．19％。 ·

1960年4月按中央“增产增事不增人或少增人”的指示精神，对局机关组织

机构做了重新调整：成立军事动员科；将人事处划分为人事、劳动工资两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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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制机构

职工生产管理处改为生活福利处；将材料供应处分设为材料和工业企业两处}

将运输处分设为车务、货运与客运三个处。此时局机关处室22个，一个独立科

(军事动员科)；行管、服务，生产人员总数929人；各办事处的科、室机构也相应

调整，与局机关处室名称对口；基层单位也做了部分调整。

1961年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根据铁道部和内

蒙古党委指示，在1959年第一次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基础上，再次“精简

机构、压缩人员’’，精简重点是基建部门。精简后撤销了第一、二工程处及所属组

织机构，新成立的工程处为局机关职能机构，领导新编制的四个工程段。根据铁

。道部指示，成立了呼和浩特铁路办事处，为路局派出机构。为适应当时形势，部

分基层单位的机构、业务、隶属关系等也做了调整。到1961年底，全局行管、服

务、生产人员定员由1960年的7986人减为4846人，减少3140人，占39．3％。

1961～1965年间，除铁路局机关处室机构进行过较大调整和撤销临河铁路

办事处外，其他基层单位的组织机构基本保持稳定。1965年8月24日根据铁道

部关于体制机构改革的指示精神，呼局公布的局机关行政机构为16个处、3个

室，即：总工程师室、局办室、安全监察室，运输处、国际联运处、机务处、车辆处、

工务处、电务处、基建处、房建处、物资处、计统处、财务处、劳资处、教育处、卫生

处、生活处、三处。此时公安处组织机构不列机关编制；直属机构有包头、呼和、

集宁三个办事处。

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后来发展到群众组织夺取党政财文大权等，至

此呼局各级机构瘫痪，失去运转功能。1967年4月13日，中央下达处理内蒙问

题的决定，呼局管内进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实行军事管制。同年10月以后，

先后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呼局“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12月3日经内蒙

革委会批准成立后，经12月11日局革委会研究决定，革委会下设政治部、生产

指挥部和办公室。1968年9月24日，又将办事机构由两部一室改为三个组，即

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同时正式宣布取消原路局机关各处、室、部、委、会的设

置(包括基建处、科研所)；在组以下再设立若干个办事小组；站、段、厂、校级单

位，则实行军队的连、排、班编制。

1972年5月25日局机关恢复了处室制度。设置办公室、安监室、综合技术

室、运输处、机辆处、工电处、计划处、人事处、财务处、公安处、人民武装部。11个

部门，定员450人。

局革命委员会在恢复局机关处室建制的同时，成立了包头、集宁分局管理

直属以外各站段(厂、场、队、院、校)。两分局定员为：包头150人，集宁120人。当

时，新设置的分局级机构还有工程总队、“五七”干校和包头技术学校。

分局成立后，包头、集宁和呼和办事处即行撤销，成立了乌达(今乌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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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经营管理

临河、阿吉拉(今包头西)、呼和浩特、赛汉塔拉、二连地区工委，为分局的派驻机

构。各地区工委内不再设置机构，配专职工作人员为：乌达3人、临河8人、阿吉

拉4人、呼和9人、赛汉3人。工委人员编制内包括政工人员。

此时，站段级生产单位共设置56个，铁路医院及防疫站7个，职工子弟中学

18所，小学(包括抗大小学)31所，公安分处两个。

1978年4月3日，按铁道部通告，呼局决定：撤销全局各级“革命委员会"名

称，恢复铁路局、分局、地区工委、站段(厂、校、所、院)组织机构的本来面目，更
换新公章。为加强企业管理，对局、分局、工程处和各基层站段组织机构进行了

适当整顿、调整和加强。

各级机构设置与编制是：

(一)局机关设：局办室、总工程师室、安全监察室、运输处、外事办、客运处、

机务处、车辆处、工务处、电务处、房建处、计划处、人事处、财务处、教育处、卫生

处、职工生活管理处、人武部、物资处、基建处、公安处21个处室。行政管理、服务

人员定员为487人。另设有会议楼等附属机构24个，编制为339人。

(二)包头分局机关：设办公室、总工程师室、安全监察室、清仓节约办公室、

运输科、机务科、车辆科、工务科、电务科、计统科、财务科、人事科、教育科、基建

房建科、生活卫生科、人武部16个科室。行管服务人员编制为188人。另设收入

检查室等附属机构7个，编制为153人。

(---)集宁分局机关：设办公室、总工程师室、安全监察室、清仓节约办公室、

运输科、机辆科，工务科、计统科、电务科、财务科、教育科、人事科、基建房建科、

生活卫生科、人武部15个科室。行管服务人员编制为148入。另有收入检查室

等附属机构8个，编制为115人。

(四)工程处机关：设办公室、人武部、施工技术科、计统科、财务科、人事科、

物资科、机械科、生活卫生科、科技室、五七办公室、试验室12个科室。行管服务

人员编制为92人。工程处下设第一、二、三、四、五、六工程段和工务大修队、电务

工程队、汽车队、工程修配厂、材料厂11个段级单位。

全局行管、服务人员比例为：运输12．4％；工程13．4％；工业11．9％。

新机构变动情况是：(1)物资工业处改为职权处，直接领导各材料厂、包头

轨枕厂、包头西配件厂、集宁机械修配厂、呼和工务修配厂(在生产业务上受工

务处领导)、呼和通信信号厂。(2)将基建和工程分设。工程处为职权处，基建处

为局内职能处。(3)将综合技术室改为总工程师室。(4)将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办公室(临时机构)合并到教育处。(5)教育处内设综合科，管理全局教育部

门的人、劳、财、计工作(一直未执行)。司机学校、中小学校教员、工勤人员的调

出、调入、提升、改职，统由教育处管理；同时将呼和浩特地区的中小学校划归教

一470一

掌

⋯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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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处直接管理。(6)环保办公室业务划归计统处管理。(7)印刷厂生产业务由局

办室领导。(8)爱国卫生委员会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业务设在卫生处。(10)防震

工作设在总工程师室。(11)成立采石管理所，设在工务处。(12)成立临河卫生

防疫站。(13)成立乌达、赛汉塔拉、包头西铁路医院分院，分别受就近医院领导。

(14)成立呼和浩特、乌海两个分局所属的办事处，为分局的派驻机构。(15)成

立劳动定额鉴定队，由人事处领导。为明确两分局间的管界划分，1978年6月24

日重新拟定：京包线784公里(海岱与东兴站间)，以东归集宁分局管辖，以西归

包头分局管辖。

根据铁道部、最高人民检查院、司法部通告，1980年8月16日分别成立呼

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同时在集宁、包头分局设立运

输基层检察院和铁路运输法院。

1979年"'1983年，根据上级规定精神，组织机构和定员编制除做过个别调

整外，保持了相对稳定。

随着整顿和改革的深入，为适应运输生产需要，1984年9月22日，重新编

制了局、分局、工程处等各级组织机构：1．撤销劳动人事处。分别成立劳动工资

处和人事处。2．撤销环保办公室。劳动保护、锅炉监察工作划归劳动工资处；环

保工作划归卫生处。卫生处改称“卫生环境保护处"。3．货运处、客运处、外事办

公室与运输处合并为运输处。4．撤销旅行服务所，业务划归运输处领导。5．劳动

工资处设锅炉监察科。对外称“呼和浩特铁路局压力容器检验所"。6．局机关浴

池自10月1日起，划归集宁分局呼和生管段领导。7．撤销呼和直属房建工程队，

人员、财产、设备全部划归集宁分局管理；同时成立呼和第二房建段，归集宁分

局领导。

此时，直属机构有：勘测设计所、包头技术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所、公安处、

集体企业处、中心医院、司机学校、呼铁一中、职工学校、呼和工务修配厂、电务

大修队、工务大修队、汽车队、印刷厂、林业总厂、中心防疫站、材料总厂、通信段

18个单位。全局共有基层生产单位74个，中学25所，小学21所。

定员编制，局机关行管服务人员513人，附属机构331人(不包括集体企业

处)；

包头分局机关行管服务人员803人，附属机构191人；

集宁分局机关行管服务人员ZOO人，附属机构166人；

工程处机关行管服务人员105人。 ，

‘

。

1985,---,1988年，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中，为适应新形势，对局、分局级机构

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改革：

1985年3月1日，将工程处、基建处、勘测设计所分别更名为呼局“工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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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经营管理

司"、‘‘工程承包公司"、‘‘勘测设计公司"(又称：“勘测设计工程咨询公司”)。工程

公司下属单位同时改为“××公司”。同年12月19日又将上述单位改为呼局“工

．程处"(下属单位改为段)、“基建处"(仍保留工程承包公司)、“勘测设计所”(仍

保留咨询公司)。1987年8月1日又将勘测设计所改为“勘测设计院”。1988年

12月27日将勘测设计工程咨询公司改为“勘测设计工程咨询服务所”。

为加强企业内部财务审计工作，根据铁道部要求，1985年3月12日公布成

立路局审计处。分局和工程处成立审计科。

根据局党委第278次会议决定，从1985年8月6日起，分别设立货运处和

运输处机构；外事业务划归货运处，对外仍称“呼局外事办公室’’。8月13日成立

路局统计工厂，为机关附属机构，隶属计统处领导。
’

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1986年1月27日建立呼局电视大学分校，

这是建局以来行政部门设立的第二所大学。

1986年7月成立“多种经营管理处’’，对外称：“呼和浩特铁路局多种经营总

公司”(1988年12月27日为发展同苏联东西伯利亚铁路局、蒙古乌兰巴托铁路

局之间的易货贸易业务，又在“总公司”内成立“边境贸易公司”机构)。8月27日

撤销集宁分局基建工程队，设备、人员、业务划归集宁房建段；同时成立集宁房

建段大修分段。

1987年3月18日撤销局企业改革办公室、调查研究室(“五四三’’办公室与

路风办公室两个临时机构同时撤销)，成立企业管理办公室，精神文明和路风建

设工作纳入该室。10月1日在北京顺义县李遂乡新建的铁路医院分院成立，为

路局卫生环保处直接领导的附属机构。

1988年2月5日成立局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6月14日成立呼局秦皇岛疗

养院一处。10月13日成立扬州培训中心。11月10日起呼局职工学校正式改名

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12月17日成立监察处、政工处、老干部处、客运处。

主5；蓁菱誊耋麦粪妻：调查研究组、企业管理科，节约能源科。 ⋯j4．人防战备办公室。 ‘J
．企业管理办公室：调查研究组、企业管理科，节约能源科。 ，一

一467i2运I输处：技术设备科、货运计划科、车站科、调度科。 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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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制机构

7．货运处：货运管理科、装卸作业科、集装箱管理科、外事办公室。

8．客运处：客运管理科、客运组织科。

9．机务处：运用科、检修科、水电科、设备科、燃料热力科、验收室。

10．车辆处：运用科、检修科、技术设备科、验收室。

11．工务处：线路科、桥隧科、技术设备科、大修科。

12．电务处：通信科、信号科、大修科、机要通信室。

13．房建处：房建科、技术科、房管科。

14．基建处：办公室、技术科、监察科、财务科、综合科。

15．物资工业处：原材料科、机电科、工业生产科、设备汽车管理科、综合科。

16．劳动工资处：工人科、工资科、组织定员科、劳动定额科、劳动保护监察

科、锅炉监察科。

17．人事处：行管干部科、技术干部科、干部培训科、审干科。

18．计划统计处：运输计划科、修建计划科、劳资计划科、长远计划科、运输

统计科、综合统计科。

19．财务处：运输收入科、财务科、会计科、成本科、综合基建财务科。

20．审计处：运营审计科、综合审计科。

21．监察处：检查科、审理科。

22．教育处：学校教育科、职工教育科、综合科。

23．职工生活管理处：生活管理科、生活供应科。

24．卫生环保处：医政科、防疫科、环境保护科、爱卫办、计划生育办。

25．政工处：宣传科、政工科、路风建设科。

26．老干部处：办公室、组干科、生活科、文体宣传科。

27．局志办。

28．机关保卫科。

附属机构30个：

1．《内蒙古铁道》报社

2．调度科

3．多种经营总公司

4．电子计算所

5．计量管理所

6．教育中心筹备组

7．直属业校 、

8．局第一招待所

9．局第二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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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机关服务组

11．局档案馆

12．．机务化验所

13．电务试验所

14．工务大修旧测队
‘

15．电务试验室 l

16．信号试验室 j

17．电务大修设计组 j

18．劳动定额队 。。

19．统计工厂 i?

20．旅行服务所

21．土地管理办公室

22．地震办公室

23．采购供应总站

24．铁道学会

25．企管协会

26．红外线检修所

27．机关汽车队

28．李遂分院

29．秦皇岛疗养院 、

30．杨州培训中心 ，

机关定员编制行管服务人员定员643人，附属机构744人。

(二)铁路分局、工程处机构：

包头分局设：总工程师室、安全监察室、办公室、人防战备办公室、信访接待

室、培训办公室、机务科、运输科、货装科、客运科、车辆科、工务科、电务科、房建

科、修建科、物资科、人事科、劳资科、计划统计科、财务科、行政科、审计科、企业

管理科、政治教育科、监察科、老干部科、保卫科27个科室。附属机构11个：收入

检查室、多种经营科、电子计算所、集体企业科、包头西办事处、临河办事处、乌

海办事处、调度所、铁道学会、信息调研办公室、工程发包公司。分局机关行政管

理、服务人员定员为517人，其中附属机构207人。

集宁分局设：办公室、信访接待室、总工程师室、安全监察室、企业管理办公 I
室、人防战备办公室、机务科、车辆科、运输科、货运科、装卸科、工务科、房建科、 ?l

基建科、电务科、客运科、物资设备科、财务科、人事科、职工教育科、劳动工资 。 i

科、生活卫生科、计划统计科、审计科、政纪监察科、政治工作科、老干部科27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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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制机构

科室。附属机构1：L个：收入检查室、铁道学会、调度所、劳动服务公司、电子计算

所、多种经营办公室、机关锅炉房、呼和办事处、呼和地区业校、集宁地区业校、

列车文工团。分局机关行政管理、服务人员定员为547人，其中附属机构268人。

工程处设：施工技术科、计划统计科、经营开发科、机械设备科、财务科、审

计科、劳动人事科、安全质量监察室、宣传教育科、监察科、物资科、生活管理科、

老干部科、企管科、处办室、集体企业科、多种经营办公室、科学研究室、保卫股

19个科室(股)。附属机构8个：中心卫生所、试验室、职工学校、食堂、招待所、小
车库、幼儿园、第二幼儿园。机关行政管理、服务人员定员为169名，其中附属机

构58名。

(三)局直属机构21个：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下设包头、集宁公安分处)、勘测设计院、包头工程学

校、运输检察分院(下设包头、集宁基层检察院)、运输中级法院(下设包头、集宁

初级法院)、集体企业处(劳动服务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工务大修队、电务大

修队、工务修配厂、通信段、呼和材料总厂、呼和林业总厂、印刷厂、汽车队、呼和

浩特铁路成人中专学校、司机学校、呼铁一中、电大分校、中心医院、中心防疫

站。

(四)基层站段级组织机构112个(不含党校)：

机务部门7个单位：包头西、临河、呼和浩特、集宁、赛汉塔拉机务段，包头、

集宁水电段。

车辆部门3个单位：包头、包头西、集宁车辆段。

车务部门6个单位：包头、临河、乌海、呼和、集宁、赛汉塔拉车务段。

一、二等站11个：包头东、包头、包头西、包头北、临河、乌海、乌海西、呼和浩

特、集宁、集宁南、二连。

客运部门2个单位：包头、呼和浩特客运段。

工务部门10个单位：包头、临河、乌海西、呼和浩特、集宁、赛汉塔拉工务段，

呼和工务大修队、工务修配厂，哈业胡同、陶b齐采石场。

电务部门6个单位：包头、临河、呼和浩特、集宁电务段，呼和通信段、电务大

修队。 。

房建部门5个单位：包头、临河、集宁、呼和浩特第一、第二房建段。

生管部门4个单位：包头、乌海、呼和浩特、集宁生管段。

工业部门5个单位：包头轨枕厂、包头西配件厂、包头汽车队、集宁汽车队、

集宁机修厂。

物资部门4个单位：包头、集宁材料厂、呼和材料总厂、呼和汽车队。

工程部门7个单位：呼和第一工程段、包头第二工程段、集宁第三工程段、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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