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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铁道部鞍山工务器材厂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和建设起来的以

生产普通道钉、螺纹道钉、钢轨用接头螺栓、高强度平垫圈和弹条扣件

为主导产品的铁路线路上部器材的全国重点铁路工厂。编纂与出版以生

产活动为主线、全面记述鞍山工务器材厂历史和现状，回顾其发展的历

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铁道部对鞍山工务器材厂的恢复和建设，始终予以极大的关怀和重

视，为鞍山工务器材厂支援全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无

论是在恢复生产初期的艰苦岁月，乃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各个经济建设

时期，尽管出现和经历了“大跃进，j：“文化大革命”的坎坷和曲折，鞍山

工务器材厂的生产建设仍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着鞍山工务器材厂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老企业，

焕发了企业的青春。从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产品质量、经营机

制和经济效益到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鞍山

工务器材厂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鞍山工务器材厂的发展历程中，广大职工牢

固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思想，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在废墟上建成一

个具有先进设备的铁路线路上部器材的专业基地，同时又培育造就了一

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提高经济效益、加速企业改造和发展建功立业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富有

守岗敬业、锐意进取的先进模范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展现了鞍山工

务器材厂的工人阶级团结、严细、勤奋、文明和拼争奉献的道德风貌及

艰苦创业、务实创新、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全厂职工以自己的聪明才

智和创造精神，为保证铁路物资供应和铁路事业的发展谱写出一章章熠

熠生辉的诗篇。

盛世修志，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泱泱中华，政通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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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并放，百业俱兴。为总结经验，鉴镜过去，开拓未来，1985年春，根

据铁道部和鞍山市市政府办公厅关于编纂厂史的通知精神，组织人力编

写了第一部以顺时记事的方法撰写的小册子，乃第一次尝试，时间仓促

加之缺乏经验，有许多应该纳入厂史的内容没有容进去。此次续编厂志，

是一次拾遗补缺，以臻完善的好机会，秉承我中华民族编史修志优秀文

化传统，遵照全路史志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关于搞好史

志工作的指示，按照史办字(1 993)2号文件关于铁路单位志书编纂出版

工作的若干规定，在厂党委的领导下首先成立了以党委书记兼厂长李金

陵为组长，纪委书记戴玉玺和厂工会主席秦之峰为副组长及张少勇、李

日顺、刘忠恩、尚庆珂为成员的厂志领导小组。并筹划力量，从1993年

下半年开始进行厂志资料搜集和编纂的工作。旨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全面准确地记载鞍山工务器材厂的历史和现实，藉以继承和发扬铁路职

工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弘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和建设鞍山工

务器材厂的业绩，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性资料和佐证，为广大职工

群众提供传统教育教材，奉献一部有关鞍山工务器材厂成长和发展的史

料。

鞍山工务器材厂的建立、壮大和发展，是铁路企业成长、壮大和发

展的缩影，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全

厂职工拼搏奋发、自力向上的精神，是鞍山工务器材厂持续发展不断取

得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鞍山工务器材厂是发展我国铁路事业保证铁路线路上部器材供应的

摇篮。1949年至1992年，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产量总计790464吨。为

支援全国铁路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鞍山工务器材厂是座大熔炉，即出

产品，又出人才，培育了不少优秀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

和技术工人，为隆昌工务器材厂选派了数十名懂生产、会管理的工作和

生产骨干，这是值得欣慰的。

史志之书，乃信古传今之作，新编“鞍山工务器材厂志’’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真贯彻实事求是、

详今略古原则，展现了鞍山工务器材厂发展壮大的历史，《鞍山工务器材

厂志》又是一部真实记载历史的具有研究，效法的史料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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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鞍山工务器材厂志》的编纂出版过程中，东北近现代史学会副

会长、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馆长、张

学良旧居陈列馆馆长原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总编室主任杨景华先生和中

国铁路物资总公司领导对鞍山工务器材厂志编纂工作给予了关怀和指

导。鞍山工务器材厂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职工，特别是许多为恢复和建

设工厂出过力，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同志、工程技术人员给以了热情的

帮助和支持。“众手成志’’，新编《鞍山工务器材厂志》全厂干部职工都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一并致谢。

厂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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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铁道部鞍山工务器材厂志》是根据铁道部、中国铁路物资总公

司关于编写铁路物资史志的指示精神编纂成书。本《厂志》比较详尽的

介绍了工厂生产经营、企业管理、技术进步、职工生活、党群工作等方

面的情况，是一部综合性、资料性的书籍。

二、《厂志》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记述了鞍山工务器材厂的发

展进步情况和厂管附属企业公司的成长脉络。附录主要是工厂历年来所

获荣誉。

三、《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则，详今略远，实事求是地记载工厂发展的历史。

四、编写采取记叙文体。志、记、述、图、表、录体裁皆有。以时

顺事，横排竖写，叙而不论。采用公元纪年。

五、《厂志》上限为1935年，下限原则上断至1992年。为续修厂志

衔接之便，对工厂1993年和1994年的重要活动以及两个文明建设方面

所取得的成果也分别有所记述。

六、为宣传先进模范人物的创业精神，根据工厂实际，设有人物录，

简介他们为工厂发展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意在激励他人·启迪后人。

七、《厂志》内容源于厂档案室、厂属各科室提供和口碑资料，并经

核实。

八、1985年曾出版过一部厂史小册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厂

志》是对1985年《厂史》的修订和续编，若有不妥之处，以本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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