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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蚌埠铁路分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翔实、全面

地记述蚌埠铁路分局管内铁路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重点反映建国后铁路建

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突出蚌埠铁路分局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时间断限为：上限自1898年动议修建津浦铁路时起，下限至1995

年末，但因时因事可作适当下延。

三、本志记述范围原则上以1995年末蚌埠铁路分局管辖区域为界定，但根
据不同时期管界的变化及记述的需要，记述范围作以适当延伸。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现形式，以志为主，图、表、录

穿插其中，原则上按时间先后顺序记述。大事记中对年、月、日的记述，月查不

清的记“本年”，Et查不清的记“本月”，同一时间记“△”。

五、本志篇目设置，按事物性质分类，力求避免交叉重复。层次名称，除概
述、大事记外，均采用篇、章、节、目，个别目下增设子目。章下无题综述因需而

设，不求一律。全书共10篇、53章计116万字。

六、本志文体，采用记述体、语体文，第三人称。《概述》总揽全书，以叙为

主，以议为辅。

七、本志称谓书写，机构按当时名称，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

重复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

八、本志按国家有关单位《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法规要求书写。书中采用的
数据，建国前均以历史资料记载为依据，建国后以统计部门核实后的数据为准。

九、本志历史纪年，清代使用朝代纪年，民国时期使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志中提到的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解放后，指1949年1

月蚌埠、淮南、合肥等地区解放后。

十一、本志各种资料来源于铁路内外历史档案、统计资料汇编、典籍文献、

各类志书、各铁路单位提供的资料长编以及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资料，均经考

证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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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一震方庆晖

王兆玉王学平

{§昌开 芦绍恕

许青山许开华

刘亦云 刘亦华

刘鹤青李文祥

李儒华李世武

张作龙张伟

张祥干张继德

吴义胜I吴利昌j

陈中华 陈伟

陈长源 陈鸿鹏

杨树林林志刚

周国玺赵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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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明金康

赵群赵有远

胡济川 胡金岭

徐家英徐志彬

顾德龙顾理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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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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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华

张明杰

余文靖

陈大刚

陈兴道

杨 桢

金援朝

赵华宁

恽晓东

徐鑫寿

郭洪顺

傅阜晨

樊国跃

王峰

白桂新

乔凤兰

刘 忠

刘守之

李建华

张洪庆

张贺新

何奇

陈 斌

陈志奇

杨卫东

房永根

赵玉海

高松

徐玉顺

黄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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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铁路分局管辖的铁路横跨江淮大地，沿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

久，文化灿烂。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却是百业凋零，经济基础薄弱。

铁路发展亦十分缓慢，设备落后，管内仅有津浦、淮南、水蚌三条铁路，连年的战

争使其屡遭破坏，支离破碎，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后，兴修线路，更新设备，发

展科技，强化管理，铁路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分局基本建

设规模空前，通过“中取华东”和“再取华东”铁路基本建设大会战，分局管内铁

路布局更加合理，运输能力大为提高，尤其是京九铁路的投资建成，对缓解全国

南北运输紧张的矛盾，改善国民经济中铁路的“瓶颈”状况，完善路网布局，充分

发挥运输综合效益，加快沿线地区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至1995年，分

局管辖主要线路8条，运营里程1083．3公里，固定资产原值62亿元。近年来，

分局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断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大力

弘扬“团结、严实、进取、奉献”的蚌铁企业精神，使企业整体素质得到提高，涌现

一批以路洪祥、张振国为代表的全国、省、部、局劳动模范，掀起学先进、赶先进

的热潮，推动了分局各项工作的发展。

蚌埠铁路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早在1922年，蚌埠铁路机务段工人就秘密

成立了赤色工会。1926年，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成立，四名党员全部是铁路工人。

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蚌埠铁路工人有组织地与反动当局开展不屈不

挠的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铁路工人配合新四军夜袭车站和军列，

配合解放军护桥护路，迎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时

期，分局数百名铁路职工赴朝参战，其中有二十名职工在朝鲜战场上献出了宝

l f



贵的生命，为保障前线军需及时供给、赢得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蚌埠

分局成立50年来，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踏实奋进的蚌铁人，坚定不移地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同心同德，艰苦创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取得

了经济发展、企业稳定、职工收入逐年增加的辉煌成就，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

篇章。所有这些，《蚌埠铁路分局志》都作了生动、翔实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

贵的历史资料，这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一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

材。

《蚌埠铁路分局志》计有10篇53章1 16万余字，记载了从清朝末年N-十

世纪末近百年江淮铁道的历史，历史跨度长，工程浩繁，任务艰巨。广大撰稿人

员和史志编纂人员辛勤劳作，笔耕不辍，寒暑相继，广征博采，反复雕琢，形成了

这部集历史性、资料性、科学性、知识性于一体的综合著述。它不仅为我们各级

领导和部门提供管理和决策的依据，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各项工

作提供有益的借鉴，还能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为此，我代表分

局向为该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上千名专兼职修志人员以及在编纂中提供过帮

助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百年那得更百年，今El还须爱今El。回顾走过的峥嵘岁月，既有顺利发展

的欢呼与喜悦，也有摸索前进的曲折和痛苦；既有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失误的

沉重教训。我们打开记忆的尘封，回眸过去的岁月，就是为了从刈‘历史的思考

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汲取丰富的经验；从曾经的辉煌中坚定必胜的信心，激

发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气磅礴的改革年代，党

的十六大确定了本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铁路的跨

越式发展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战略举措，时间

把我们再一次推向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历史关头，我们深

感肩上责任的重大，面临任务的艰巨o“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让我们用昨天的

历史，去照亮今天开拓进取的道路；让蚌埠铁路分局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鞭策我

们加快改革发展的步伐；让先辈们的英雄事迹，激励我们全力以赴投身到铁路

跨越式发展的宏伟事业当中；让《蚌埠铁路分局志》在我们今后的奋进征程中，

充当时代文化的载体，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让光辉的昨天和灿烂

的明天一并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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