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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京南站原名永定fl站(旧称马家堡站)，始建于1897年，从建

站到现在已整整度过了1 00个春秋。百年老站的变迁是京都铁路历史

发展的缩影，沧桑岁月如实地记录了京都铁路的发展龆历经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日伪政权和国民政府不同时期的北京南站饱经

风霜，建国后伴随着中国铁路的成长、发展，北京南站发生了重大变

化，在铁路运输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蛰时至今日梦北京南站正以崭

新的风貌自强不息、默默奉献地顽强拼搏精神爹迎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挑战。

编纂《北京南站志》，是对车站历史沿革及现状的一次客观记录和

总结。通过调研和资料搜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录了事站的史实奄盛

世修志，即为激励后人，以史为鉴，开拓前进精爱南站、兴南站，⋯先

要知南站，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静，了解南站的历史是为了开创更美

好的明天。

1 99 2年，车站组建了站志编纂小组，由于条件所限，未能成册尊直

至1996年重新筹建了站志编纂小组，调整了成员，加快了薹作进度，

经过编志人员紧张细致地工作，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才完

成了《北京南站志》的编纂工作麝在成书的过程中，得到7社会各界、

北京铁路分局路史编委、车站各部门以及离退休老同志的鼎力协助和

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车站向为编纂站志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

心地感谢，同时也就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北京南站建设与发展的各界

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辔

站长：史宗卿

一九九八年八月



《北京南站志》编委会

主 任：史宗卿

磊|||主任霉张 福、谢国新、张明志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王树民、王文荣、刘中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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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影：高子云(特邀)、候永明

工作人员：李常松、禄小娟



目 录

第一篇概 况

第一章概 述⋯⋯⋯⋯⋯⋯⋯⋯⋯⋯⋯⋯⋯⋯⋯⋯⋯⋯⋯(1)

第二章自然环境⋯⋯⋯⋯⋯⋯⋯⋯⋯⋯⋯⋯⋯⋯⋯⋯⋯⋯⋯(2)

第一节地理位置⋯⋯⋯⋯⋯⋯⋯⋯⋯⋯⋯⋯⋯⋯⋯⋯⋯(2)

第二节自然状况⋯⋯⋯⋯⋯⋯⋯⋯⋯⋯⋯⋯⋯⋯⋯⋯⋯(3)

第三章建站沿革⋯⋯⋯⋯⋯⋯⋯⋯⋯⋯⋯⋯⋯⋯⋯⋯⋯⋯⋯(4)

第一节马家堡站名由来⋯⋯0 0 0 0 00⋯⋯⋯⋯⋯⋯⋯⋯⋯⋯(4)

第二节永定门站名由来⋯⋯⋯⋯⋯⋯⋯⋯⋯⋯⋯⋯⋯⋯(4)

第三节北京南站站名由来⋯⋯⋯⋯⋯⋯⋯⋯⋯⋯⋯⋯⋯(5)

第四章北京南站隶属关系的变化⋯⋯⋯⋯⋯⋯⋯⋯⋯⋯⋯⋯(5)

第五章车站等级的演变⋯⋯⋯⋯⋯⋯⋯⋯⋯⋯⋯⋯⋯⋯⋯⋯(6)

第一节首次定等级⋯⋯⋯⋯⋯⋯⋯⋯⋯⋯⋯⋯⋯⋯⋯⋯(6)

第二节第二次定等级⋯⋯⋯⋯⋯⋯⋯⋯⋯⋯⋯⋯⋯⋯⋯(6)

第三节第三次定等级⋯⋯⋯⋯⋯⋯⋯⋯⋯⋯⋯⋯⋯⋯⋯(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篇运输设施和设备

客运设施和设备⋯⋯⋯⋯⋯⋯⋯⋯⋯⋯⋯⋯⋯⋯⋯⋯(8)

货运设施和设备⋯⋯⋯⋯⋯⋯⋯⋯⋯⋯⋯⋯⋯⋯⋯⋯(10)

行车设施和设备⋯⋯⋯⋯⋯⋯⋯⋯⋯⋯⋯⋯⋯⋯⋯⋯(12)

装卸设施和设备⋯⋯⋯⋯⋯⋯⋯⋯⋯⋯⋯⋯⋯⋯⋯⋯(14)



第三篇机 构

第一章建国前机构设置⋯⋯⋯⋯⋯⋯⋯⋯⋯⋯⋯⋯⋯⋯⋯⋯(21)

第二章建国后机构设置⋯⋯⋯⋯⋯⋯⋯⋯⋯⋯⋯⋯⋯⋯⋯⋯(22)

第兰章经营管理机构⋯⋯⋯⋯⋯⋯⋯⋯⋯⋯⋯⋯⋯⋯⋯⋯⋯(29)

第一节劳动工资科(室)⋯⋯⋯⋯⋯⋯⋯⋯⋯⋯⋯⋯⋯(29)

第二节人事科(室)⋯⋯⋯⋯⋯⋯⋯⋯⋯⋯⋯⋯⋯⋯⋯(30)

第三节财务科(室)⋯⋯⋯⋯⋯⋯⋯⋯⋯⋯⋯⋯⋯⋯⋯(3王)

第四节安全室⋯⋯⋯⋯⋯⋯⋯⋯⋯⋯⋯⋯⋯⋯⋯⋯⋯⋯(32)

第四章综合管理机构⋯⋯⋯⋯⋯⋯⋯⋯⋯⋯⋯⋯⋯⋯⋯⋯⋯(32)

第一节车站办公室⋯⋯⋯⋯⋯⋯⋯⋯⋯⋯⋯⋯⋯⋯⋯⋯(32)

第二节行政管理科⋯⋯⋯⋯⋯⋯⋯⋯⋯⋯⋯⋯⋯⋯⋯⋯(34)

第三节路风建设办公室⋯⋯⋯⋯⋯⋯⋯⋯⋯⋯⋯⋯⋯⋯(34)

第四节退休、退职职工管理委员会⋯⋯⋯⋯⋯⋯⋯⋯⋯(35)

第五节人民武装部⋯⋯⋯⋯⋯⋯⋯⋯⋯⋯⋯⋯⋯⋯⋯⋯(36)

第六节公安派出所⋯⋯⋯⋯⋯⋯⋯⋯⋯⋯⋯⋯⋯⋯⋯⋯(36)

第五章技术教育机构⋯⋯⋯⋯⋯⋯⋯⋯⋯⋯⋯⋯⋯⋯⋯⋯⋯(37)

第一节技术科(室)⋯⋯⋯⋯⋯⋯⋯⋯⋯⋯⋯⋯⋯⋯⋯(37)

第二节职工教育科(室)⋯⋯⋯⋯⋯⋯⋯⋯⋯⋯⋯⋯⋯(38)

第六章延伸经营机构⋯⋯⋯⋯⋯⋯⋯⋯⋯⋯⋯⋯⋯⋯⋯⋯⋯<39)

第一节劳动服务公司(集经)⋯⋯⋯⋯⋯⋯⋯⋯⋯⋯⋯(39)

第二节多种经营办公室⋯⋯⋯⋯⋯⋯⋯⋯⋯⋯⋯⋯⋯⋯(40)

第四篇运输组织

第一章客运车间⋯⋯⋯⋯⋯⋯⋯⋯⋯⋯⋯⋯⋯⋯⋯⋯⋯⋯⋯(42)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机构沿革⋯⋯⋯⋯⋯⋯⋯⋯⋯⋯⋯⋯⋯⋯⋯⋯⋯(42)

第二节人员结构⋯⋯⋯⋯⋯⋯⋯⋯⋯⋯⋯⋯⋯⋯⋯⋯⋯(42)

第三节不同时期旅客及行包运输⋯⋯⋯⋯⋯⋯⋯⋯⋯⋯(4建)

第四节客运组织⋯⋯⋯⋯⋯⋯⋯⋯⋯⋯⋯⋯⋯⋯⋯⋯⋯(46)

第二章货运车间⋯⋯⋯⋯⋯⋯⋯⋯⋯⋯⋯⋯⋯⋯⋯⋯⋯⋯⋯(50)

第一节机构沿革⋯⋯⋯⋯⋯⋯⋯⋯⋯⋯⋯⋯⋯⋯⋯⋯⋯(50)

第二节人员结构⋯⋯⋯⋯⋯⋯⋯⋯⋯⋯⋯⋯⋯⋯⋯⋯⋯<5◇)

第三节货物运输⋯⋯⋯⋯⋯⋯⋯⋯⋯⋯⋯⋯⋯⋯⋯⋯⋯(52)

第四节专用线运输⋯⋯⋯⋯⋯⋯⋯⋯⋯⋯⋯⋯⋯⋯⋯⋯(sS)

第三章运转车间⋯⋯⋯⋯⋯⋯⋯⋯⋯⋯⋯⋯⋯⋯⋯⋯⋯⋯⋯(S6)

第一节机构沿蕈⋯⋯⋯⋯⋯⋯⋯⋯⋯⋯⋯⋯⋯⋯⋯⋯⋯(56)

第二节人员结构⋯⋯⋯⋯⋯⋯⋯⋯⋯⋯⋯⋯⋯⋯⋯⋯⋯(57)

第三节计划与调车⋯⋯⋯⋯⋯⋯⋯⋯⋯⋯⋯⋯⋯⋯⋯⋯(57)

第四节行车组织⋯⋯⋯⋯⋯⋯⋯⋯⋯⋯⋯⋯⋯⋯⋯⋯⋯(58)

第四章装卸车间⋯⋯⋯⋯⋯⋯⋯⋯⋯⋯⋯⋯⋯⋯⋯⋯⋯⋯⋯(65)

第一节机梅沿革⋯⋯⋯⋯⋯⋯⋯⋯⋯⋯⋯⋯⋯⋯⋯⋯⋯(65)

第二节人员结构⋯⋯⋯⋯⋯⋯⋯⋯⋯⋯⋯⋯⋯⋯⋯⋯⋯(65)

第三节装卸作业⋯⋯⋯⋯⋯⋯⋯⋯⋯⋯⋯⋯⋯⋯⋯⋯⋯(67)

第五章柳村车间⋯⋯⋯⋯⋯⋯⋯⋯⋯⋯⋯⋯⋯⋯⋯⋯⋯⋯⋯(68)

第一节机构沿革⋯⋯⋯⋯⋯O eo e oe⋯⋯⋯⋯⋯⋯⋯⋯⋯⋯(68)

第二节人员结构⋯⋯⋯⋯⋯⋯⋯⋯⋯⋯⋯⋯⋯⋯⋯⋯⋯(68)

第三节行车组织⋯⋯⋯⋯⋯⋯⋯⋯⋯⋯⋯⋯⋯⋯⋯?⋯··(68)

第豳节主要设施⋯⋯⋯⋯⋯⋯⋯⋯⋯⋯⋯⋯⋯⋯⋯⋯⋯(S8)

第六章乘务车间⋯⋯⋯⋯⋯⋯⋯⋯⋯⋯⋯⋯⋯⋯⋯⋯⋯⋯⋯(70)

第一节机构沿革⋯⋯⋯⋯⋯⋯⋯⋯⋯⋯⋯⋯⋯⋯⋯⋯⋯(70)

第二节人员结构⋯⋯⋯⋯⋯⋯⋯⋯⋯⋯⋯⋯⋯⋯⋯⋯⋯(70)

第三节乘务组织⋯⋯⋯⋯⋯⋯⋯“⋯⋯⋯⋯⋯⋯⋯⋯⋯(71)
3



第五篇运输安全

第一章安全管理⋯⋯⋯⋯⋯⋯⋯⋯⋯⋯⋯⋯⋯⋯⋯⋯⋯⋯⋯(73)

第一节制度措施⋯⋯⋯⋯⋯⋯⋯⋯⋯⋯⋯⋯⋯⋯⋯⋯⋯(73)

第二节安全教育⋯⋯⋯⋯⋯⋯⋯⋯⋯⋯⋯⋯⋯⋯⋯⋯⋯(74)

第二章行车安全⋯⋯⋯⋯⋯⋯⋯⋯⋯⋯⋯⋯⋯⋯⋯⋯⋯⋯⋯(75)

第一节行车安全成绩⋯⋯⋯⋯⋯⋯⋯⋯⋯⋯⋯⋯⋯⋯⋯(75)

第二节行车事故⋯⋯⋯⋯⋯⋯⋯⋯⋯⋯⋯⋯⋯⋯⋯⋯⋯(77)

第三章人身安全⋯⋯⋯⋯⋯⋯⋯⋯⋯⋯⋯⋯⋯⋯⋯⋯⋯⋯⋯(81)

第一节人身安全措施⋯⋯⋯⋯⋯⋯⋯⋯⋯⋯⋯⋯⋯⋯⋯(81)

第二节工伤事故⋯⋯⋯⋯⋯⋯⋯⋯⋯⋯⋯⋯⋯⋯⋯⋯⋯(81)

第四章消防管理⋯⋯⋯⋯⋯⋯⋯⋯⋯⋯⋯⋯⋯⋯⋯⋯⋯⋯⋯(82)

第六篇经营管理

第一章企业管理⋯⋯⋯⋯0 0 01 0 0 0 00⋯⋯⋯⋯⋯⋯⋯⋯⋯⋯⋯⋯(83)

第一节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的沿革⋯⋯⋯⋯⋯⋯⋯⋯⋯(83)

第二节新时期的企业管理⋯⋯⋯⋯⋯⋯⋯⋯⋯⋯⋯⋯⋯(83)

第二章．计划与统计工作⋯⋯⋯⋯⋯⋯⋯⋯⋯⋯⋯⋯⋯⋯⋯⋯(84)

第一节机构设置⋯⋯⋯⋯⋯⋯⋯⋯⋯⋯⋯⋯⋯⋯⋯⋯⋯(84)

第二节计划⋯⋯⋯⋯⋯⋯⋯⋯⋯⋯⋯⋯⋯⋯⋯⋯⋯⋯⋯(84)

第三节统计⋯⋯⋯⋯⋯⋯⋯⋯⋯⋯⋯⋯⋯⋯⋯⋯⋯⋯⋯(86)

第三章劳动管理⋯⋯⋯⋯⋯⋯⋯⋯⋯⋯⋯⋯⋯⋯⋯⋯⋯⋯⋯(87)

第一节职工队伍状况⋯·⋯⋯⋯⋯⋯⋯⋯⋯⋯⋯⋯⋯⋯”(87)

第二节劳动力管理⋯⋯⋯⋯⋯⋯⋯⋯⋯⋯⋯⋯⋯⋯⋯⋯(90)

第三节工资管理⋯⋯⋯⋯⋯⋯⋯⋯⋯⋯⋯⋯⋯⋯⋯⋯⋯(91)
4



第四节劳动定额与计件工资⋯⋯⋯⋯⋯⋯⋯⋯⋯⋯⋯⋯(92)

第四章财务管理⋯⋯⋯⋯⋯⋯⋯⋯⋯⋯⋯⋯⋯⋯⋯⋯⋯⋯⋯(93)

第一节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管理⋯⋯⋯⋯⋯⋯⋯⋯⋯⋯(93)

第二节货币资金管理⋯⋯⋯⋯⋯⋯⋯⋯⋯⋯⋯⋯⋯⋯⋯(94)

第三节运输收入与成本管理⋯⋯⋯⋯⋯⋯⋯⋯⋯⋯⋯⋯(94)

第五章物资管理⋯⋯⋯⋯⋯⋯⋯⋯⋯⋯⋯⋯⋯⋯⋯⋯⋯⋯⋯(96)

第一节机构设置⋯⋯⋯⋯⋯⋯⋯⋯⋯⋯⋯⋯⋯⋯⋯⋯⋯(96)

第二节物资计划与供应管理⋯⋯⋯⋯⋯⋯⋯⋯⋯⋯⋯⋯(96)

第三节物资采购⋯⋯⋯⋯⋯⋯⋯⋯⋯⋯⋯⋯⋯⋯⋯⋯⋯(97)

第四节仓库物资管理⋯⋯⋯⋯⋯⋯⋯⋯⋯⋯⋯⋯⋯⋯⋯(97)

第六章干部管理⋯⋯⋯⋯⋯⋯⋯⋯⋯⋯⋯⋯⋯⋯⋯⋯⋯⋯⋯(98)

第七篇综合管理

第一章职工生活⋯⋯⋯⋯⋯⋯⋯⋯⋯⋯⋯⋯⋯⋯⋯⋯⋯⋯⋯

第一节食堂⋯⋯⋯⋯⋯⋯⋯⋯⋯⋯⋯⋯⋯⋯⋯⋯⋯⋯⋯

第二节托儿所⋯⋯⋯⋯⋯⋯⋯⋯⋯⋯⋯⋯⋯⋯⋯⋯⋯⋯

第三节退休职工管理⋯⋯⋯⋯⋯⋯⋯⋯⋯⋯⋯⋯⋯⋯⋯

第四节计划生育⋯⋯⋯⋯⋯⋯⋯⋯⋯⋯⋯⋯⋯⋯⋯⋯⋯

第二章人民武装⋯⋯⋯⋯⋯⋯⋯⋯⋯⋯⋯⋯⋯⋯⋯⋯⋯⋯⋯

第一节民兵组织⋯⋯⋯⋯⋯⋯⋯⋯⋯⋯⋯⋯⋯⋯⋯⋯⋯

第二节民兵教育⋯⋯⋯⋯⋯⋯⋯⋯⋯⋯⋯⋯⋯⋯⋯⋯⋯

第三章保卫工作⋯⋯⋯⋯⋯⋯⋯⋯⋯⋯⋯⋯⋯⋯⋯⋯⋯⋯⋯

第一节治安管理⋯⋯⋯⋯⋯⋯⋯⋯⋯⋯⋯⋯⋯⋯⋯⋯⋯

第二节法制宣传教育⋯⋯⋯⋯⋯⋯⋯⋯⋯⋯⋯⋯⋯⋯⋯

第三节消防监督⋯⋯⋯⋯⋯⋯⋯⋯⋯⋯⋯⋯⋯⋯⋯⋯⋯

第四章路风建设⋯⋯⋯⋯⋯⋯⋯⋯⋯⋯⋯⋯⋯⋯⋯⋯⋯⋯⋯ )))))))))))))

蚰

∞

眄

m
m
m
m
m
M
M
蛐

M螂5
((((／_／／-／(((((((



第一节路风建设的主要任务⋯⋯⋯⋯⋯⋯⋯⋯⋯⋯⋯⋯(105)

第二节路风建设的曙常管理制度⋯⋯⋯⋯⋯⋯⋯⋯⋯⋯(106)

第八篇基本建设

第一章地亩管理⋯⋯⋯OID O 00 0 QOI⋯⋯⋯⋯⋯⋯⋯⋯⋯⋯⋯⋯⋯(108)

第二章房屋设施状况⋯⋯⋯⋯⋯⋯⋯⋯⋯⋯⋯⋯⋯⋯⋯⋯⋯(110)

第九篇科技、教育

第一章科技工作⋯⋯⋯⋯⋯⋯⋯⋯⋯⋯⋯⋯⋯⋯⋯⋯⋯⋯⋯(112)

第二章科技管理与合理化建议⋯⋯⋯⋯⋯⋯⋯⋯⋯⋯⋯⋯⋯(113)

第一节科技管理⋯⋯⋯⋯⋯⋯⋯⋯⋯⋯⋯⋯⋯⋯⋯⋯⋯(113)

第二节合理化建议⋯⋯⋯⋯⋯⋯⋯⋯⋯⋯⋯⋯⋯⋯⋯⋯(113)

第三章综合技术管理⋯⋯⋯⋯⋯⋯⋯⋯⋯⋯⋯⋯⋯⋯⋯⋯⋯(113)

第一节全面质量管理⋯⋯⋯⋯⋯⋯⋯⋯⋯⋯⋯⋯⋯⋯⋯(113)

第二节标准化管理⋯⋯⋯⋯⋯⋯⋯⋯⋯⋯⋯⋯⋯⋯⋯⋯(118)

第三节计量管理⋯⋯⋯⋯⋯⋯⋯⋯⋯⋯⋯⋯⋯⋯⋯⋯⋯(118)

第四节档案管理⋯⋯⋯⋯⋯⋯⋯⋯⋯⋯⋯⋯⋯⋯⋯⋯⋯(120)

第五节节能管理⋯⋯⋯⋯⋯⋯⋯⋯⋯⋯⋯⋯⋯⋯⋯⋯⋯(121)

第四章职工教育⋯⋯⋯⋯⋯⋯⋯⋯⋯⋯⋯⋯⋯⋯⋯⋯⋯⋯⋯(124)

第一节岗位职务培训⋯⋯⋯⋯⋯⋯⋯⋯⋯⋯⋯⋯⋯⋯⋯(125)

第二节职工文化教育⋯⋯⋯⋯⋯⋯⋯⋯⋯⋯⋯⋯⋯⋯⋯(125)

第三节青工教育⋯⋯⋯⋯⋯⋯⋯⋯⋯⋯⋯⋯⋯⋯⋯⋯⋯(125)

第十篇延伸经营

第一章多种经营⋯⋯⋯⋯·⋯⋯⋯⋯⋯⋯⋯⋯⋯⋯⋯⋯⋯⋯”(127)
6



第一节机构设置⋯⋯⋯⋯⋯⋯⋯⋯⋯⋯⋯⋯⋯⋯⋯⋯⋯(127)

第二节“两经"发展概况⋯⋯⋯⋯⋯⋯⋯⋯⋯⋯⋯⋯⋯⋯(128)

第十一篇中国共产党组织

第一章组织沿革⋯⋯⋯⋯⋯⋯⋯⋯⋯⋯⋯⋯⋯⋯⋯⋯⋯⋯⋯(132)

第二章党员代表大会⋯⋯⋯⋯⋯⋯⋯⋯⋯⋯⋯⋯⋯⋯⋯⋯⋯(134)

第三章组织建设⋯⋯⋯⋯⋯⋯⋯⋯⋯⋯⋯⋯⋯⋯⋯⋯⋯⋯⋯(136)

第一节党组织各时期的主要工作⋯⋯⋯⋯⋯⋯⋯⋯⋯⋯(136)

第二节党员管理⋯⋯⋯⋯⋯⋯⋯⋯⋯⋯⋯⋯⋯⋯⋯⋯⋯(141)

第四章宣传工作⋯⋯⋯⋯⋯⋯⋯⋯⋯⋯⋯⋯⋯⋯⋯⋯⋯⋯⋯(142)

第一节宣传教育⋯⋯⋯⋯⋯⋯⋯⋯⋯⋯⋯⋯⋯⋯⋯⋯⋯(142)

第二节通讯报导⋯⋯⋯⋯⋯⋯⋯⋯⋯⋯⋯⋯⋯⋯⋯⋯⋯(143)

第五章纪律检查⋯⋯⋯⋯⋯⋯⋯⋯⋯⋯⋯⋯⋯⋯⋯⋯⋯⋯⋯(144)

第一节机构沿革⋯⋯⋯⋯⋯⋯⋯⋯⋯⋯⋯⋯⋯⋯⋯⋯⋯(144)

第二节纪律检查主要工作⋯⋯⋯⋯⋯⋯⋯⋯⋯⋯⋯⋯⋯(145)

第十二篇群众组织

第一章工 会⋯⋯⋯⋯⋯⋯⋯⋯⋯⋯⋯⋯⋯⋯⋯⋯⋯⋯⋯(147)

第一节组织沿革⋯⋯⋯⋯⋯⋯⋯⋯⋯⋯⋯⋯⋯⋯⋯⋯⋯(147)

第二节建国前工人运动⋯⋯⋯⋯⋯⋯⋯⋯⋯⋯⋯⋯⋯⋯(150)

第三节建国后工会组织⋯⋯⋯⋯⋯⋯⋯⋯⋯⋯⋯⋯⋯⋯(150)

第四节职工代表大会⋯⋯⋯⋯⋯⋯⋯⋯⋯⋯⋯⋯⋯⋯⋯(151)

第五节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55)

第六节职工生活⋯⋯⋯⋯⋯⋯⋯⋯⋯⋯⋯⋯⋯⋯⋯⋯⋯(157)

第七节宣传、文体活动⋯⋯⋯⋯⋯⋯⋯⋯⋯⋯⋯⋯⋯⋯(158)
7



第八节女工工作⋯⋯⋯⋯⋯⋯⋯⋯⋯⋯⋯⋯⋯⋯⋯⋯⋯

第二章共青匿⋯⋯⋯⋯⋯⋯⋯⋯⋯⋯⋯⋯⋯⋯⋯⋯⋯”⋯·

第一节组织沿革⋯ee e eee⋯⋯⋯⋯⋯0e e eeo e e#e e D eee e e·⋯⋯⋯

第二节圈员代表大会⋯⋯⋯⋯⋯⋯⋯⋯⋯⋯⋯⋯·es eee⋯

第三节人员情况⋯⋯⋯⋯⋯⋯⋯⋯⋯“⋯⋯⋯一⋯⋯⋯”

第嚼节主要工作⋯⋯⋯eee e e 4 e e e ee e e e o e e e e ee ee e ee e eoe e e e ee e e e e ee e

第一章

第二章

第兰章

第四章

第十三篇人 物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e e e e e e⋯⋯⋯⋯o e e eee e e o e e e eee⋯e ee ee e e e e·e e ee o e ee

技术麓手⋯⋯⋯·⋯⋯⋯⋯⋯⋯⋯“”⋯⋯一”⋯“一⋯一

第十四篇大事记

(159)

(160)

(160)

(162)

(王巷2)

(163)

(166)

(王67)

(169)

(172)

1895年——1998年⋯⋯⋯⋯⋯⋯⋯⋯⋯⋯⋯⋯⋯e e e eee e oe(174)

第十孤篇附 录

一、风物⋯⋯⋯⋯⋯⋯⋯⋯⋯⋯⋯⋯⋯⋯⋯⋯⋯⋯e e e eee⋯(192)

二、担当线路沿线风景点⋯⋯⋯⋯⋯⋯⋯⋯⋯⋯⋯”⋯⋯·(193)

三、各历史时期路徽、标记⋯⋯eee e e·ee*eee⋯⋯⋯⋯⋯⋯⋯(194)

四、图表资料索琴1．．⋯⋯⋯⋯⋯一⋯．．e ee eee e e e eee ee·e e e eee eee eee(195)

五、编后语⋯⋯⋯⋯⋯⋯⋯⋯⋯⋯⋯⋯⋯⋯⋯⋯⋯⋯⋯⋯(198)

车站航拍图⋯⋯e e·e e e ee e e ee⋯⋯⋯e ee e e e⋯⋯⋯⋯eee e e e(封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篇概 况 北京南站志

第一篇 概 况

第一章概 述

北京南站原名永定门站，旧称马家堡站，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丰台站向东展至北京右安门外马家堡(今

京山下行12公里400米处)，是年5月动工，次年3月峻工，6月正式开通使

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马家堡站延伸到永定门(今北京南站货场

南侧)，是年10月竣工开通使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马家堡站为永

定门站，1957年2月在京山线下行9公里909米处，动工兴建永定门客运站，

1958年1月竣工开通使用，1988年1月1日改永定门站为北京南站。

一百年来，北京南站历经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日伪政权和国民

政府时期的沧桑岁月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长足发展。从建站初期只办理京奉线(今

京山线)旅客及行包到发和货物到发业务，发展到建国后办理全国整车货物到发

和京山、京广、京沪、京原、京包、京承、京秦、丰沙线的旅客及行包到发业务。

从建站初期客货混合编组列车一对、行车线路2条、日均发送旅客不足百人、行

包发送几十件、货物发送量不足200吨。发展到1997年底，办理旅客到发列车33

对、通过列车37对、行车线路19条、货物线6条、货物专用线3条、年发送旅

客410万人、行包发送量26．93万件、货物发送量11．05万吨。职工从建站初期

不足20人发展到现在800余人，其中女职工426人。四个民族：汉、回、蒙、满，

其文化结构、大学本科、大专、中专、中技、高中、初中、小学。至1997年底，

北京南站已拥有固定资产总值1025．8万元。1997年1月北京南站与北京站、北

京西站、北京北站、北京铁路客票中心实现计算机售票联网，实行通售通退售票

业务。1997年12月25日北京列车段永定门车队划归北京南站管辖，成立乘务车

间。

建国初期，车站多次作为铁道部、路局和分局的试点单位，总结推广“机

械化装卸法”和全国客运学“一站一段四车”(永定门站、大连列车段、13次

／14次、21次／22次、29次／30次、37次／38次)等生产组织、经营管理方面

的先进经验。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北京南站坚持以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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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针，继承和发扬百年老站的光荣传统，

提高客货服务质量、加强客流组织、均衡运输，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昂

首阔步奔向二十一世纪。

第二章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理位置

北京南站位于北京市崇文、宣武、丰台三区交界地，陶然亭立交桥西南角

800米处。与陶然亭公园隔河相望，东眺驰名中外的天坛公园，东北四公里处

是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西邻全路六大中转站之一的丰台站，北连新建成的

京九线，南面毗临南苑机场和大红门车站，行政区域隶属崇文区。车站界管土

地面积736432．5平方米，呈中间宽两头狭，一、二、三场均为东西走向，地势

东低西高呈1‰的微小坡面。

现北京南站所在地区属崇文区永定门地区领地。公元1012年，永定门地区

划归宛平县管辖(1928年县衙迁至卢沟桥，隶属河北省管辖)，1949年4月划

归北京市管辖，次年8月划归北京市崇文区管辖至今。

清光绪年间，永定门地区便是京城

百姓游玩的好地方。每年的农历五月初

一至农历五月十五，在永定门站(今北京

南站)南侧举行一年一度的跑车赛马南

顶庙会，还设有专为清代“天子”打猎游

玩的南苑猎场及行宫，并建有军用小铁

道供皇宫贵族游览。当时的永定门地区

行栈、饮食也较为繁华，车站附近设有茶

馆四处及文元栈、德兴栈、启和栈、永和祥、同和城、德成厚、荣庆栈等著名

的货栈，四处游人甚多。距车站不远处，有一石椿、矗立在高台之上，题为

“台若斥堠”，是京城四镇之一。(据史料记载此镇物是古代作战嘹望敌情用的土

堡)位于车站货场南侧，现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现北京南站担负京山、京沪、京广、京原、京承、京秦、丰沙等干线旅客

及行包运输到发业务和北京南 秦皇岛、北京南——昌黎、北京南——保定、

北京南——涞源、北京南——石楼(3对通勤车)、北京南 良各庄的旅客及

行包运输乘务工作(1997年12月25日北京列车段北京南站车队划归车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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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箭楼城池

辖)及临客运输等业务。其中京山、京广、

京秦线是我国运输密度较大的区段，而

京原、丰沙线具有多桥隧、曲线半径小、

坡度大的特点。京原线沿拒马河穿行于

太行山脉，最长的驿马岭隧道长达703]

米，线路坡度达12‰。北京南站担当交路

通过地区有京、津、唐、秦、石、张等经

济发达地带，也有冀、晋正待开发的山

区。同时也是连接京山、京沪、京原、京承和京九等主要干线的重要通道，因

而在全路运输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节 自然状况

北京南站地处北京市城区，华北平原西北边缘，是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

斜的平原。其中北京市的山地面积占62％，太行山脉由西南伸向西北，与北部

的燕山山脉相连，使北京形成三面环山，平均海拔48米。境内山地以海拔200

至1500米高度居多，最高峰东灵山海拔高度2302米。境内大小河流纵横60余

条，多自西北流向东南入海，永定河为该地区一大水系，地质多为沉积岩形，地

下多沙石。

气候特点：北京市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少雨，多

风沙，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11——12摄

氏度，年平均降水量350——700毫升。永定门地区年平均气温11．8摄氏度，1

月份平均气温9——4摄氏度，7月份平均气温25——26摄氏度。

特产：北京物产十分丰富，土特产品驰名中外，有密云小枣、京白梨、良

乡栗子、北京果脯、茯苓夹饼、六必居酱菜等。手工艺有：景泰蓝、玉器、雕

漆、花丝镶嵌、地毯、宫灯等。酒类有：五星啤酒、燕京啤酒、红星牌二锅头

酒、中国红葡萄酒、桂花陈酒、莲花白酒等。具有独特北京风味的烤鸭、涮羊

肉、烤肉、满汉全席更是别具一格，风味小吃有：小窝头、豌豆苗、艾窝窝、龙

须面、蜜麻花、灌肠、面茶、豆汁等使人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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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建站沿革

第一节 马家堡站名由来

北京南站原名永定门站旧称马家堡

站(今京山线下行12公里400米处)，始

建于清末光绪二十三年(1897)。

清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二日，清

政府根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呈报，开造

铁路以固军防的奏章，责成直隶总督李

鸿章迅速筹办扩建铁路。

清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清政府

将唐芦段铁路(唐山——芦台)展至天津。清光绪十五年(1889)，由湖广总督

张之洞奏准筹办卢汉线(卢沟桥一汉El玉带门)。当时因东北防务吃紧，海军衙

门会同北洋大臣奏请清政府先修关东铁路，卢汉从缓。清光绪二十年(1894)

“关东铁路”建成。清政府为抵制俄国人，下令向关外修建铁路。是年，因中日

战争爆发，关外铁路被迫停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战争停战，关外

铁路继续修建。是年秋季直隶总督李鸿章乃复行奏请修筑津通铁路(天津——

通县)，清政府怕损坏东陵风水(封建社会迷信说法)，始终不准群臣议奏，由

于当时受各种因素所迫，清政府决定将终点白通州移到卢沟桥。清政府派顺天

府尹胡塥蕖为铁路督辩大臣，当时津卢铁路采用双轨铁路(原为单轨线路)，加

上修建多处桥梁，因此经费增大官款不足，只好向英德两国借款四十万镑补充

官款。是年冬展修到丰台站。为方便铁路运输，清政府批准关内外铁路督办大

臣胡熵菜把铁路向东展至到右安门外马家堡的奏章。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农

历五月动工，次年农历三月马家堡及卢沟桥两路同时竣工，由于路基填就新土

松浮未敢轻易通车，当时正值乡试之年各处士商均盼火车早日开行。光绪二十

三年(1897)农历六月初一，马家堡站正式开通使用。

第二节永定rl站名由来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关内外铁路均为各国联

军分踞，关内铁路由英国军政局派员管理，关外则由俄国人管理。英军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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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37年永定门站

北京则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是年农历四

月，英国人金达强行将关内铁路一端终

点马家堡站(右安门外)，延伸到永定门

外马家堡(今车站货场南侧)，是年分支

线延伸至天坛(今天坛东门南侧500米

处)。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时天坛

是清代皇帝祭天朝拜的地方，在此修建

铁路有损清政府尊严，经英国人同意后，下令将天坛一段的铁路拆除。是年延

伸到北京正阳门(今正阳门东侧)，并筑支路由北京东便门起向东展至通州(今

通县)大运河西岸。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农历四月二十九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和督办大

臣胡熵菜与英国军务处在北京签订了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十条，关内外铁路交

还以后，章程五条附山海关至北京铁路军事运输章程十二条。从此京津、津榆、

通州至正阳门及永定门一带铁路交还清政府。是年农历五月，清政府改马家堡

站为永定门站(今北京南站，原右安门外马家堡站改为马家堡线路所)。

第三节 北京南站站名由来

1988年1月1日，北京铁路分局为

重新规戈tJdt,京地区铁路客运布局，更好

地方便旅客乘车，使首都铁路的客运系

统形成东、西、南、北、中五大客站的总

体格局，经上级部门批准，下达“京铁分

(1987)客字676号”文件，将永定门站

更名北京南站，西直门站更名北京北站，

东郊站更名北京东站。同时筹建北京西 北京南站客站一角

站。从此近90年历史的永定门站站名冠以北京铁路客运整体格局的客观称谓

——北京南站。

第四章北京南站隶属关系的变化

1897年——1906年，车站由关内外铁路总局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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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926年，车站归京奉铁路局管辖(京奉铁路局于1906年成立，

局址设于天津)；

1927年——1937年，归属北宁铁路管理局管辖。(1927年原京奉铁路局更

名为北宁铁路管理局)；

1937年7月——1945年8月，日伪统治时期，车站隶属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北平铁路局管辖；

1945年9月——1949年1月，归属国民党平津区铁路管理局管辖；

1949年2月——1949年6月，归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平津

铁路管理局管辖；

1949年9月——1950年3月，归属平津铁路管理局管辖(1949年10月1

日改为天津铁路管理局)；

1950年3月——1953年1月，归属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铁路分局管辖；

1953年1月——1957年12月，归属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管辖；

1958年1月——1958年7月，北京铁路分局撤销，车站归属北京铁路局管

辖；

1958年8月——1963年3月，归属北京铁路局北京办事处管辖；

1963年4月——至今，归属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管辖。

第五章车站等级的演变

北京南站(原永定门站)自1897年建站至今一百年中，车站等级经过三次

核定，(1915年前，全路大小车站不分等级)。

第一节 首次定等级

1916年(民国五年)12月6日，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长“以路之大小于

支配各项事务”，特呈请通令各路核定每年进款之多少，划分为四等。条文规定

各站每年进款在十万元以上者为一等站；五万元至十万元者为二等站；一万元

至五万元者为三等站；一万元以下者为四等站。当时，永定门站被核定为三等

站。

第二节 第二次定等级

五十年代末，为修建北京站，又不影响北京地区到发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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