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5806



通辽铁路分局志
1917·-—--------——2000

《通辽铁路分局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铁道出版社



发行部调换。



私协彦’

厦

吞缸
在喜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恰逢通

辽铁路分局安全生产实现3500天、运输生产和经营管理再获丰收

之时，7通辽铁路分局志》编纂完成，万分高兴，可喜可贺，盛世修

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

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

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因

此，中央对编史修志十分重视，铁路系统在80年代中期掀起了修

志工作高潮，到90年代初形成了铁道部、铁路局、分局三级修志的

局面，通辽分局自有史以来已经80多年了，期间没有一部完整的

史册，铁路事业的发展被湮没了，广大职工的英雄业绩被埋没了，

出现了一个历史空白，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输大企业，没有自己的历



≮

史，是一大遗憾。在全路修志热潮中，我分局也将这项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的重大文化系统工程当作大事来抓，设立了机构选调专

人负责筹备编纂分局志。盛世编纂通铁分局志，实为弘扬革命传

统、推动我分局运输生产经营进步之一大系统工程。它全面记述

我分局历史，探索规律，继往开来，总结前人之业绩，资治今朝之工

作，启迪后人之奋进，均有莫大教益。

通辽铁路分局管辖铁路，历史悠久，上下达80余年，纵横达3

千余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与吉林、辽宁、河北四省区交界

处，扼平齐、大郑、京通、通让、通霍线和集通铁路之中枢，连接祖国

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西部的铁路网。东临祖国产粮基地吉林，

西南连接祖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都北京，北部有大兴安岭余脉

中的露天煤海，南有辽宁的各个入海口和进入关内的第二大通道，

在路网中占据重要位置o
’

解放前，它饱经沧桑、历尽磨难、满目疮痍。解放战争中，它曾

是东北解放区的前沿分局，也是辽沈战役中惟一的一条铁路补给

线，管内职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前线输送大批的部队人员和

作战物资，为支援人民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有

27名铁路员工为支援解放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政通人和，人民铁路开始新生，铁路建设、运输生

产蒸蒸日上，各业兴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有长足

进步。经过铁路工作者们几十年的辛勤努力，通辽已由50年代的

三等小站逐渐发展成为一等站和全国路网中的重要枢纽。

通辽铁路分局管内铁路，历经中华民国和东北军阀、东北沦

陷、解放战争和人民铁路诸多时期。80余年历史资料散失各方，

修志人员，不畏艰辛，四处搜寻，挑灯夜战，始得完成初稿。继之史

志办与各部分撰稿人良工苦心，锲而不舍，请教专家，反复切磋，精

心加工，三易其稿，雕琢成志o《通辽铁路分局志》作为分局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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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辽铁路分局80年历史发展的长篇叙事诗，是记载分局广大职

工光辉业绩的英雄史诗，也是为分局各条战线职工立下的一块丰

碑。《通辽铁路分局志》的结构经纬分明，详略得当，应用了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原则精神，应用了新观点和新方

法，记载了通辽铁路分局之发展变化和广大职工为开创人民铁路

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及日夜战斗在运输一线的广大职工的平凡业

绩。它是一部历史性资料性著述，应广为利用，即可为管理资政，
‘

又可为广大职工和青少年进行爱国、爱路、爱分局教育之良好教

材。此书问世，会使全分局的干部职工精神为之振奋o ．

然而，尽管编辑人员和撰稿人员多方努力，各级领导层层把

关，终因水平所限，起步较晚，缺乏经验，资料欠缺，难免有苟简滥

收、言不尽意、疏漏偏颇之处，殷切希望各位读者予以斧正。

以志为镜，明鉴万里，继往开来，严实拼搏，勇创一流，大力弘

扬通辽铁路分局的光荣历史，振兴通辽铁路分局的诸方事业，在前

人创业的基础上为通辽铁路分局再铸辉煌o

2002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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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改革开放后的方针政策为依据，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通辽

铁路各个部门、各个系统的历史和现状o
’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917年修建四郑铁路开始，下限为国家g九

·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和世纪末年2000年，因时因事适当上溯下延。按露详

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64年重建分

局和改革开放以来管内的发展变化o

三、本志记述空间，以2000年底前分局管界为限，平齐线和郑家屯地

区及各单位全部包含在内。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以志为主体，以大事

记为纲，以概述统领全志，以章节形式载志内容。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辅

以图表和照片。

五、本志的篇目结构是g从现在社会分工和科学的实际出发静，根据铁

路运输的性质和企业管理的内容，结合分局的特点，进行科学分类，按类归

属，不按部门隶属关系立志，排序先后不代表某一部门工作重要与否。结

构层次主要为篇、章、节、目4个层次，大部分内容是以目为单元以时为序

记述，少数目下设有子目或亚子目。

六、本志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用第三人称，要求文风严谨、朴实、简

洁、语言通俗易懂，本书除概述中有夹叙夹议外，余者均用记述文体，据事

直抒，不加褒贬，不加渲染，详近略远，详独略同o ·

、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以记事本末体为辅。大事记对年＼月、日记

述，月无考记“是年”，日无考记誓是月嚣，同日以搿△”标明。



八、人物记载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为在辖区内去世的分局党政正

职＼革命烈士、工运著名人物和在分局内外有重大影响及特殊贡献的人物

立传，顺序以卒年为序。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论。在世的省部级以上

英模人物和特殊人物入表和录，以命名时间为序，分局的党政副职以上领

导、分局纪委书记、分局工会主席＼分局总工程师、分局总经济师、分局长助

理均以任职时间为序录入。领导人物任职时间以人事干部部门提供的资

料为准，如人事干部部门无记载，以公布的任职时间为准。对于在世的、有

重要影0向的人物，本着以事系人的原则，分散在各章记载。

九＼本志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根据行文规

定和语言环境，称搿东北沦陷时期”或“伪满时期嚣、。日伪时期”o“解放靠系

指1947年5月的最后一次解放，。建国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o
’

十＼本志数字使用方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颁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标准。所有计量单位一律使用公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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