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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志》自1995年初开始征集资料，至1998年12月出版，

历时4年。这部志书的出版，是总公司系统一项重要的基础建设，是两个文明建

设的可喜成果，是企业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此书记述内容纵向近50

年，横向涉及到战时铁路、公路的抢修、抢建、新建铁路工程、路外工程、工业生产、

多种经营、施工设备、工程物资、科技教育、企业管理、党群工作等方方面面d全书

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共编15篇、76章、328节，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并较好地

体现了时代特色、企业特点，把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于一体，可以说是一部企

业百科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各部门和广大职工的积极

支持与热情关怀，得到了铁道部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得到了铁道兵史料编审领

导小组办公室的积极协助，尤其是凝聚着编纂工作人员的心血和付出的辛勤劳

动。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其前身为东北人民解放军

(后改称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组建于1948年7月5日，1949年5月16日改编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1954年3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政务院的命令正式整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成为我军诸军兵种中的一个工程技术兵种。1983年

2月1日，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成立铁道兵指挥

部；1984年1月1日，铁道兵指挥部改称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原铁道兵近十五万官

兵集体转业(兵改工)并入铁道部；1989年7月1日，根据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的

决定，将工程指挥部改编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成为具有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

和拥有对外经营权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是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辉煌业绩的队伍。解放战争时

期，在“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的号召下，铁道部队勇往直前，配合

解放大军的攻势，奋力抢修哈长、北宁、津浦、平汉、陇海等铁路干线，共修复被国

民党军队破坏的铁路1629公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入朝参战的铁道部队在千里

铁道线上，展开了持久、激烈的反轰炸抢修斗争，战胜了敌人的狂轰烂炸，用鲜血

和生命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祖国和平建设时期，铁道

兵转战南北，志在四方，逢山凿路，遇水架桥，修筑起一条又一条的钢铁大道。从



1954年至1983年，铁道兵新建铁路干线、支线、联络线、专用线12593公里，被祖国

人民赞誉为“铁路建设的突击队”。期间，铁道兵部份部队还奉命于1965年至1968

年执行援越抗美铁路、公路保障任务，帮助越南人民抢修铁路550多公里，新建、改

建铁路470多公里，修建公路400多公里。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后，广大干部、工人

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征途上奋勇拼搏前进。在铁道部领导

下，不断深化改革，转变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为祖

国铁路建设事业再立新功；同时不断拓宽施工领域，除铁路工程外，还积极承揽公

路、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工程、地下铁道、机场、港口、水利、电力、矿山等建筑工

程；在国际承包工程方面也赢得一席之地。自1984年至1995年，总公司修建铁路

7400余公里，承揽500万元以上的公路、工业与民用建筑及其他建筑工程871项，

工程投资约330亿元人民币和5400万美元。从1954年到1995年，总公司(含铁道

兵)共修建铁路20054公里，约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新建铁路的三分之

一；修建铁路桥梁940公里，约占全国新建铁路桥梁的48％；修建铁路隧道1523公

里，约占全国新建铁路隧道的57％。总公司承建的一批浩大宏伟的工程不仅享誉

国内外，而且是队伍素质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定将激励我们向“高、精、尖”领域

攀登。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志》的编纂，坚持了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以

翔实的史料，朴实的文风，全面、真实地记述了我们这支队伍数十年艰苦奋斗，为

革命战争胜利、铁路建设事业发展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与积累的历

史经验；同时也记述了广大干部、战士、职工战天斗地，顽强拼搏，开拓进取，无私

奉献，造福人民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貌。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了解

我们总公司历史与现状的全面情况的媒介。通览本志，可以为各级干部尤其是领

导干部进行决策、指导工作提供帮助，为向广大职工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岗

敬业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提供生动的教材，还可以为社会各界人士与我们合作共

事，共同开发工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

志往鉴来。我们希望总公司系统的广大职工，珍惜自己的历史，并以史实为

借鉴，不断改革创新，奋发图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创造出更

加辉煌灿烂的业绩，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崭新面貌，迈向二十一世纪。

王振侯李国瑞

1998年12月1日



凡 例

一、《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基本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运动的

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的年代，上限从1948年7月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改称第四野

战军)铁道纵队起，下限至1995年底，个别章节和图片的内容适当上溯下延。

三、本志记述的范围，原则上以下限管辖的现状为界定，对历史上曾经管辖而

后又撤销或移交出去的单位，予以适度记载。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图表穿插其中。

五、篇目设置按事物属性分类，适当照顾部门分工，力避交叉重复。层次名称

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均采用篇、章、节、目，并视需要目下增设子目、亚子目。

六、本志按详近略远、详独略同和生不立传、以事系人等原则对中国铁道建筑

总公司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记述。行文按1993年2月铁道部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

中心印发的《关于铁路单位志书编纂出版工作的若干规定》和1995年5月印发的

《铁路单位志行文若干要求》执行。

七、本志记述的国家、地理、单位名称和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当地的历史

习惯称呼。历史地名变化，注明今地。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和必要时用全称，注

明以后多次出现写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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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是铁道部领导下的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具有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融科研、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于一体，并拥有对

外经营权。下辖第十一至二十工程局、石家庄铁道学院、铁道建筑研究设计院、工厂局、物资

局、北京中铁建筑工程公司和其他一些直属单位。1995年在册职工139774人。施工队伍和经

营网点遍及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公司机关驻北京市复

兴路40号。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组建于1948年7月5日，是一支

具有光荣传统和辉煌业绩的队伍。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军人，还是企

业员工，都一往无前，艰苦奋战。在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虽几经演变，但始终是铁道战线上

一支能征善战的“突击队”。在解放战争中，一边组建一边投人繁重的铁路抢修战斗，“野战军

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复到哪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敌人的狂轰烂炸，舍生忘死，勇往直

前，创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南征北战，不畏艰辛，足迹遍

布祖国高山大川、戈壁荒漠，修起了一条又一条钢铁大道。1984年1月1日铁道兵并人铁道部

后，以改革为动力，勇闯市场，开拓进取，较快地实现了由军队生产型向企业生产经营型的历史

性转变。从基本上是单一的铁路建设跨人了多种经营和多领域施工，并逐步由国内市场走向

国际市场，成为国内外建筑市场上的一支劲旅。自1954至1995年，共修建铁路20054公里，约

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建铁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同时还修建公路2000多公里，房屋

建筑近600万平方米(其中高层建筑约300万平方米)，新建扩建机场17座，地下铁道、水利、

电力、港口、矿山和其他工程也在逐年增加，其产值、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均名列全国大型建筑企

业的前列。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这支队伍堪称是一支具有强劲的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队伍，

为祖国铁路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2· 概述

铁道兵部队从1948年7月5日成立到1984年1月1日脱离军委序列，并人铁道部，走过

了35年的光辉历程。在35年中，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担负抢修、抢

建铁路和公路的战斗任务，是实施铁路保障的骨干力量。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参

加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国家第一至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铁路建设，还参加了国防工程施工，抗

洪抢险，抗震救灾等。即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也没有停止过修路架桥，日日夜夜

奋战在崇山峻岭中，报效国家，造福人民，同时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功绩不可磨灭。

1948年夏季，在东北战场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辽沈战役即将开始。为迅速改善战区

铁路状况，确保战争所需物资、装备和兵员的及时输送，7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以东

北人民解放军(后为第四野战军)所属护路军为基础，组建铁道纵队，下辖4个支队，计1．8万

人，由东北军区组织实施。战区首长对加强铁道部队建设十分重视，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陈

云、罗荣桓曾先后到新组建的部队视察指导工作。陈云在对部队讲话中明确提出，铁道纵队要

做到：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抢修到哪里。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作战的需要，铁道纵队

组建后便立即投入了繁重的战时铁路抢修和维护任务，从关外到关内，由北方到南方，边抢修，

边前进，先后及时抢通了哈长、沈山、津浦、平汉等主要铁路干线，有力地支援了辽沈、平津战役

和渡江作战，显示了铁道部队在我国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宣告结束。为全面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铁路，

支援解放军继续南下解放全中国，并准备参加战后国家大规模铁路建设，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

16日发布命令，将原属第四野战军的铁道纵队拨归军委建制，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团，由军委铁道部直接领导，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渡过长江后，兵

团部队相继修复了沪宁、浙赣、粤汉、湘桂、北同蒲等铁路线，同时修复了陇海线，至此，全国各

主要铁路干线基本畅通。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执行工程任务的需要，铁道兵团的组织

编制又作了新的调整。即在原有4个支队的基础上，增编1个支队。1950年8月，根据中央军

委命令，将5个支队整编成3个师、2个独立团，并改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从护路军到铁道

纵队、铁道兵团，铁道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广大指战员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

下，英雄顽强，艰苦奋斗，日夜抢修维护铁路，北起松花江，南到珠江口，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陇

东山谷，共抢修铁路1629公里，为野战军顺利南下，西进，解放全国，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作战，为保证战时铁路畅通，铁道兵团所属各部队奉命于1950年11月开始陆续渡过鸭绿江，

入朝执行铁路抢修任务。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除原3个师外，又以兵团直属桥梁团为基础，补

人接收部分新兵，于1951年6月组建了第四师，加强了战斗力量。此后，为准备反击敌军侧面

登陆作战，改变朝鲜北部的铁路态势，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抢建朝鲜战区铁路的协定。

据此，中央军委命令正在国内进行整训和施工的4个铁道工程师和由2个农业建设师整编的

铁道工程师，于1953年1月人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领导下执行抢建铁路新

线任务。同年9月，中央军委、政务院发布统一调整铁道部队的命令，决定将在朝鲜的6个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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