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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根据莱钢集团有限公司的要求，运输部于。

2001年9月成立莱钢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志编

纂委员会，全面铺开《莱钢运输部志》的编纂

工作。

本卷志书断限为1996年1月至2000年12

月，与1995年编纂的断限为1986年至1995年

的《莱钢运输部志》相衔接，也是《莱钢志》

第四卷的系列分卷之一。

为编写好本志，撰稿人员查阅了大量的档

案资料，向在职及非在职领导及职工进行了广

泛而细致的调查了解，历时4个月，于2002年

1月底完成第一稿，2002年2月至4月，按照史

志的特点及编写要求，先后经过4次修改，于

2002年4月底定稿。整个志书分总述、机关科

室基层单位篇、运输生产篇、设备维修篇、基

本建设篇、企业管理篇、技术进步篇、职工篇、

党群工作篇、人物篇、大事记等10篇51章130

节，共26万字。为查阅方便，运输部重要文件

资料及文中图表索引收入附录，不另立篇。个

·别小节因史料太少，将其并入有关章节之中，

不再独立设置o ．

岁／



2 莱钢运输部志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运输部党政领导给予

极大的关切，得到了集团公司厂志办公室及本

部机关各科室、基层站段的大力支持，在此一

并致谢。由于编纂人员政策及文字水平所限，

加之时间仓促，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

正o

《莱钢运输部志》编纂委员会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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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部是莱钢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直属单位，位于莱芜市钢

城区艾山办事处东邻。主要经营铁路运输，担负着莱钢原燃材料

的输入，成品、半成品的输出以及衔接各生产厂的运输任务，是

莱钢生产的主要工序之一o 2000年末，所辖准轨铁路58．25千米、

道岔193组、GK，F型内燃机车9台、GK2B型内燃机车2台、轨道

车5台、内燃轨道吊车4台(其中两台改造为电磁吊车)、铁路普

通车辆180辆、冶金专用车43辆及其它相应的铁路运输设备设

施，年货运能力800万吨以上。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58亿元、净

值o．91亿元。

运输部共有职工920人，其中工人754人、干部166人；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3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28人，初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79人；大专以上学历的167人。下设东车务段、西

车务段、机务段、机车段、车辆段、电务段、工务段、桥隧段共

8个基层单位。1999年6月机关科室由部室制改为科室制，行政

设6科1室，即运输计划科、机动技术科、安全环保科、财务科、

供应科、劳动人事科和部办公室；党群设3个科，即政工科(包

括组织、宣传、纪委、武装部)、工会、团委o

5年来，运输部千余名干部职工进一步熔铸和提炼“顾大局、

讲奉献、创优质、争一流”的企业精神，始终恪守“大局为天、

服务为上、人和为本”的企业经营思想，以公司利益为上，以生

产厂效益为重，顾全大局，降本挖潜，勇闯路外市场，追求卓越

的运输服务质量，认真履行优修保运、优运保产、优质服务保一

线的运输职责，科学调度、优化作业计划，认真组织、保证稳产

高产。5年共计完成货物运输量4467．87万吨，完成货物周转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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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85．79万吨·公里，并于1996年突破年货运量826万吨的大关。

各项运输设备检修，均按计划全面完成，到2000年末，设备综合
完好率达99％。

1996年，运输部经过分析现状实力和竞争市场，率先在全厂

开展运输保产“承诺服务”活动，之后又逐年开展了“服务承诺

纵深行、服务承诺锦上添花、服务承诺追求卓越和星级服务”等

活动，不断挑战运输极限，勇于承担压力，积极主动地从运输组

织与设备改造等方面挖掘潜力，保证并促进了铁后工序的稳定顺

行、稳产高产o 3月，运输部为提高红锭人炉温度，调整机车作

业，专门投入一台机车专送红锭，实行一炉一送，红锭热送率达

98％以上。在供锻压厂连铸坯热送工作中，加强联系，合理组织，

实现一车一炉一送，使调送温度由300摄氏度提高到500摄氏度，

最高温度达780摄氏度，为锻压厂节能降耗做出了积极贡献。

2000年末，公司实行炼铁4座120立方米高炉15炉到16炉的调

送，运输部牢固树立大局思想，克服频繁交叉作业影响，用优质

服务质量圆满完成调送任务。依托铁路运输，开拓路外市场，全

方位把握市场动态，承揽对外加工和运输业务。5年完成翻车

60662车，脱硫扒渣62296车，承接社会运输818车。全部职工的

成本意识、效益观念不断增加o

5年来，运输部以强化素质教育、锻造职工队伍为基点，加

强企业严细实管理，加快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步伐，

拓宽内涵，挖潜增效，自我加压、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壮

大。

加强和完善基础管理，实行以“四精”(能源配置精心运筹、

技术革新精耕细作、内部管理精细严明、费用开支精打细算)为

内涵的企业内部精细严管理。1999年，在全部开展’99管理年活

动，以现场管理为基础，带动了能源、设备、财务、成本、劳动

力等二系列管理上水平。与时俱进，开展学习推广炼钢以人为

本、系统思考、管理创新、超越自我的管理理念，不断推进现代

化管理，初步形成五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形势的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的科学管理方式。财务管理强化成本核算，坚持一支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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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统筹兼顾，保证重点；设备管理认真落实“一书四标准"

的设备管理模式，落实对号制，制定下发了《设备管理十大机

制》，全面提升了设备管理综合水平。加强配件质量管理，大大

降低设备临修率。现场管理方面，出台《现场管理考核办法》，

使监督检查、考核工作步人规范化、秩序化的良性循环轨道，

2000年，运输部机车段创出了公司现场管理的样板车间。劳动力

管理拓宽领域，针对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广泛应用之后空余

出的劳动力，实行运输部劳动力动态管理和职工德、能、勤、绩

量化考核，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竞争上岗和部内、段内待岗制

度，激活人力资源，减员增效工作稳步进行。

狠抓安全生产，安全指标是冶金运输工序晋等升级的重要考

核指标之一。根据冶金铁路运输的任务和特点，从安全教育、建

章立制、现场检查人手，重新修订各项规章制度，相继出台《安

抛《行规》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在全部开展危险预知、事故
预案活动，整治隐患，保证安全行车。2000年，开展“安全培训

教育年"活动，对全部172名助理以上领导干部和基层安全员、

安全网员进行安全培训，合格率100％。落实安全技措，对东山

口、北山口、炉下排水及主要走行线加强防护，炼铁炉下增设照

明设施，对全部35吨、65吨铁水车分别加装制动和安全副钩。

推行标准化作业，开展党、团员身边无事故和青安岗等活动。顺

利通过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l8001职业安全卫生管理

体系的审核。截止到2000年，运输部已连续21年无工亡，10年

无重伤，万吨事故率均优于部颁一级水平。连年被集团公司评为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被省冶金总公司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5年来，运输部加快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工作，

结合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推动科技新步伐。1996年6月，自行

承担第一台GK，F型内燃机车大修，通过配件互换，实现了柴油

机、转向架两大部件的互换，压缩大修停时，不断提高大修质

量，完善内燃机车大修管理体系并试车成功，实现了内燃机车全

部修程不出厂o 8月，编组区3台机车采用了无线调车调速(1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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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提高了调车作业效率和调车作业安全系数。1998年，对内

7燃机车进行了PC及重联改造，该项目于1999年10月通过省科委

的技术鉴定。1999年8月，将12辆闲置的平板车改造为H型钢

运输车，满足了中型厂的H型钢运输。研制的连铸坯热装吊具，

为供锻压厂的连铸坯热装热送做出了积极贡献。车辆的信息管理

顺利实施，实现了部调、段调间的数据共享，对微机联锁监测系

统进行技术论证。利用现有设备改造加工设计的轮对、轴瓦、自

锁式铁鞋和车辆防倾卡轨器，销往厂外兄弟企业。5年创出技术

革新成果539项，累计创效益754．14万元。

由运输部承担的总图运输改扩建工程全部完成。1996年1

月，钢铁站微机联锁全线开通使用；1999年1月，焦化区18组道

岔信号微机联锁开通使用；5月，轧钢站27组道岔信号微机联锁

开通，10月，一铁站16组道岔信号微机联锁开通，2000年末运

输部站场设备微机联锁控制率(除段管线外)已达到95％。自

1992年至1996年引进9台GK，F型内燃机车后，1999年1 1月，又

有2台GK：B型内燃机车投入使用，运输部牵引动力全部实现内燃

化。“九五”期间，运输部初步实现了铁路运输的“四化”要求，

即牵引动力内燃化、调车作业平面无线化、铁路信号微机联锁

化、铁道线路重轨化，适应了集团公司做强做大的发展要求。

5年来，运输部站在企业生存发展的高度，树立“大教育”

观念，实施“大人才”战略，将企业职工的政治理论、业务技

术、职业道德、学历教育等纳入全过程培训，既搞战略性培训，

又搞战术性培训，努力建设高素质的职工队伍，营造“学习工作

化，工作学习化”的素质教育氛围o 5年来，分层次组织各级培

训班75个，培训2465人次，150多人通过函授、自学等考试获得

大专及以上文凭，企业整体素质得到提高。1998年，运输部职工

教育适应性培训获山东省职工教育优秀成果二等奖。1997年至

2000年，运输部连续4年被公司评为职工教育先进单位o

5年来，运输部注重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政治核心工程”、“凝聚力工程”为载体，



总 述 5

进一步浓缩“顾大局、讲奉献、创优质、争一流"和求实创新的

精神，共建一个铁路运输大家庭。1996年至2000年运输部运输指

标完成情况见表1。
表l 1996年。2000年运输部运输指标完成情况表

项目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货运量(TY t) 825．96 800．35 748．03 756．52 721．32

其中：到达 299．41 328．98 316．17 325．83 290．44

外发 100．74 99．55 91．48 101．76 111．98

厂内普通 58．11 47．97 57．60 68．91 75．91

厂内冶金 367．18 323．73 282．78 260．02 242．99

莱矿 0．52 O．12

周转量(万t．km) 5203．67 5066．58 5089．99 5202．73 5110．33

其中：到达 2068．15 2217．90 2133．77 2154．5l 1901．33

外发 745．95 730．94 710．78 8‘40．05 1008．42

厂内普通 370．25 300．19 433．12 528．29 579．75

厂内冶金 2016．23 1816．99 1812．32 1679．88 1620．83

莱矿 3．09 O．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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