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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对于安帮治世， 反映各地人物风情， 地理物

产，经济状况：了解千百年历史发展的兴衰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部门志的编写，为

本行业综合记述历史和现状，借鉴和吸取历史经验教洲，提供经济发展战略依据，对职工进

行厂史教育等，更有其独特的作用。

四Jll省汽车运输第五十一队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她也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逐渐

走上了一条发展和壮大的道路。其中有食：tlk时的艰辛， 失误时的挫折， 也有引人瞩F1的成

就。更霞要的是她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积累了⋯整套专业运输企业的管理经验。 一j：

是，编写一部《四川省汽车运输第五十一队队志》，忠实记录车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已成

为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责任。

本志书的编写工作，是在车队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的。于一九八三年八月至一九八五年

十二月历经两年多的时间， 得以最后完成。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此项工作，加之资料比较缺

乏，编写人员的水平所限，难免出现遗漏和不妥之处。但整个车队的发展概况，各方面的管

理情况及演变，将如实地，尽可能全面地显现在各篇章史料之中，

整个编志工作，受到了车队党总支，队领导的高度鼋视和灌县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得

副了车队行政、计财、机务、材料、安全、营运、检验、车管、保卫等职能股室和队工会的

积极协助，提供数据、文字资料，以及不少老师傅老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我们谨代表木

去编写组，向关怀：支持此书编写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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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四川省汽车运输第五十一队，系综合性的专业运输车队，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一l：

种齐全，分工细致。各项管理甜度工艺流程建全．车队曾几分几合和部份调整，不少资料散

失不全，因此；不能每一小变动都加以叙述，只能有详有略，大体反映建队二十多年来构历

史概况。

二，本志分八篇共二十一章，约四万五千余’j!．各篇章节有多有少。}i限，撼水断冷·

九六三年七月，下限至一九八四年底，但有些史料也有延伸情况．

三，由于不少历史资料缺乏，我们发动各股室和不少老职工提供必要的资料．对ll碑树

料和数据：加以核实，坚持实事求是，对无法核查的，宁可从略，不叙无据．

孵，大事年表．凡是对本队有较重大影响的事件，事故，皆录之．因年代较久．资料缺

乏，tIJ|能录取不全。对全国性的历次政治运动。除专门篇章概述车队情况外，其余Ⅲj弩职机

关辑述，本志从略．

]J：，编志领导小组名单：

李光耀 李福企 一F祖良 吴和玉

编 辑， 李光耀 李福伞

主 审； 李光耀

主 笔： 李福全

封面设计： 王祖良

绘 图： 唐世茂

图片摄影： 吴和玉 曾福时

校 对： 徐义明 吴和玉

印 刷： 灌县都江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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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罐 概 述

四Jll省汽车运输第五十一队，座落在灌县城关蒲阳路口．建设路1 07号； 占地一万五千

零四+一平方米(约2 8亩)。 有正式职工五百三十四人； 各型汽车～百六十一辆(1 984

年底)．固定资产一百-iS万元(不包括汽车)，年产值五百四十多万元。隶属於四川省

汽车运输公司汶川公司(公司驻波川县)。根据省政府文件，汶川公司予一九八五年九月一

日起，正式下放阿坝藏族自治州。

汽车五十一队正式建队子一九六三年七月，它的前身是～九五八年在成都组建的阿坝藏

族自治州汽车运输公司第二队，于一九六零年冬，从成都市府青路撤迁到灌县现址。其主要

经营路线是阿坝州内全境十三个县。

车队是主要从事运输生产的专业性汽车运输队，产量为吨公里。车队的保养和修理作业

主要为本队营运车辆服务，同时也承接少数外修车辆。经过二十多年艰苦不解的努力，车队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它自己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一九六0年至一九六四年，是车队的初建时期，当时只有五十辆3．5吨进L-I老式却贝尔

的柴油车，职工人数不足二百人，全部坟备也只有几台旧式皮带车J末，钻床。车辆保养维修

全凭手工操作。职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住的是土砌房屋，在一片荒草地，

乱坟岗上开始了安家立业的战斗。由j二生产工具落后，行车路况差。还有几个县不通公路)，

故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平均车吨月Jl‘Ⅸ二千一L． 八百车吨公里。 因为当时运输车辆少，所

以，车．队对阿坝州各族人民的生活，ql建设发挥了重要作井j。

一九六四年，柴油车全部交汽车八队，一：月份接新解放货车2 0台，加上六三年从江津

沪州I公司接车2 5台、共4 5台，后来叉从成都公司接客车l 0台。正式担任州内的客运业

务。生产也开始摆脱了前几年的低产徘徊状态，开始了较大的起步。一九六五年平均货车月

产达到三千三百七十九车吨公里，六六年已上升到了四千零九十七车吨公里．客车产量也由

一}乙六五年的平均一千八百一十八车吨(，^、)公里，猛升到平均月产三千：二百八十车吨人公

里．产煎达一目‘四十多万元。经济效益的逐步提高，使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车队

新修了部份职]：宿舍，部份简易保养车库。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领导机构瘫痪了，车队的生产和工绍都受

到了很大冲击．虽说还未出现停产情况、但生产确受到了很大影响，从-．tL六七年起，货车

月产水平急剧下降，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的三年中， 平均月产三千一百五十四车吨公

里，比文革前下降2 0％：一九六八年甚至降到月产二千八百六十车吨公里，降到了历史最

{氐水平。一九七0年以后，货车才逐步上升到三千车吨公里以上。但是，文革期间的客运

生产较正常，车队已拥有客车3 0台，月产在三千五百车吨公里以上。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

七0年前，我队解放货车支援攀fll-三线建设，在成都曹家巷住点，与支援四川建设的北京车

队在一起，仿制了许多新保修机具， 如打肽机，骑马卡折装机，蹄片铆合机等，减轻了劳

动强度，提高了工效．总的来说，文革期间，没有造成严重停产，虽然受到一些损失，相对

说来，不算-i一分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工人多，派别斗争不十分严霆，群众组织没有酿

成严重对立，气氛缓和，一九六七年=月上级又派驻了军代表，对稳定局势，平息对立，促

成联合起了推动作用．绝大多数职工的政治览高，始终坚守工作岗位，坚持生产的主人翁



精神， I{觉不目觉的抵消了文革的一些错误影响．因此， 年队矗经过文革最初几年娲动希．

后，生产电兢逐步趋于正常．

一九七六年，党中央一举粉碎r“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

“文革”动乱，广大群众被鹱挪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爆发出来了，全国掀起了大干社

会主义|!：{J热潮。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在公司统一领导下，掀起了。创建大庆式企业”

的活动，生产效益不断提高．产量持续增长，三年三大步。从七七年到七九年三年里，货车

平均车吨月产达五千三百一十三车吨公里，比文革前的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增长,12．1％：

比文革中的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增长6 8．4％：尤其是一九七八年五月，货

车平均月产达到七千二酉一十二车吨公里，创造j，同行业全省最高记录。连续三年的增长，

创造了全省同行业较高的生产水平。客运生产也保持在三千车座公里以上。由于受“极左1

恩潮的影响，在生产中，强调高指标，高速度，只重视产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只求侠，不

求稳。忽视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使生产工作失去了持续稳产的能力，这些都是应当引为

教训的．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后，在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引

下，车队也进行了几次较大的调整，改革工作。一是一九八一年将全部客车移交汽车八队经

营，二是党的工作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逐步实行党政分工，党组织重点抓好党务工

作：生产实行队长负责制。进行了企业整顿；完善了岗位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三是领导班

子进行了两次大调整，使其年龄 文化水平，管理能力更加趋于合理。一九八四年；车队又

开始经营客运。经过这一系列工作，车队的运输生产出现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局面，一九八0

年至一九八四年，货车平均月产在三千九百多车吨公里．客运生产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也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八月， 客车平均月产四千七百四十九车座公里，5 1 1 6 9号单

车，月产突破八千车座公里以上，创造了建队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累

计上缴幂lj润达四百五拾二万六千九百零六元。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四的速度递增．使车队连续

三年被评为省公司先进车队和一九八二年度交通厅先进车队。

通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汽车五十一队已初具规模．营运车辆不断得到更新，保养作

业已初具半机械化水平，生产雒力和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职工生活福利有了很大改善。但

还存在一些问题，生产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生产条件，生活福利设施都还需

要改善，运输企业还面临着进一步改革和调整的任务，全行业体制改革还剐刚开始；车队内

部的改革还需深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增产。挖潜工作还待不断加强，特别是面临新

的运输形势，努力提高竞争能力t开展优质服务，闯出新的门路，以受好地适应国民经济稳
定，持续发展的需要。

祖国在前进．社会在进步，要以开拓的精神，搞活企业，使交通运输事业有一个新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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