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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头 篇

序

编史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

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编史修志为鉴史治今的好事。

几度寒暑，几多耕耘，《成都车轮厂志》在建厂40周年之际终于面世，这是我

们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成都车轮厂志》是我们厂40年历史的第一次全面回顾。全体编志人员按照

党委要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则，以1958年5月至1998

年12月为断限，尽可能完整、准确、真实地将成都车轮厂的发展情况辑录起来，为

努力编写成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工厂特点

的志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58年5月，为适应宝成铁路通车后成都局修车用轮需要而开始筹建的成都

车轮厂，至今已走过40年的成长发展历程。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尽管在历史长河

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从零起步，艰苦创业、顽强奋斗的成轮厂干部、职工来

说，却是难以忘怀的。40度春秋，40年风雨，一代又一代成轮人艰苦奋斗、团结拼

搏、执着追求，把深厚而凝重的情感倾注于铁路发展事业，谱写了一章章壮丽的诗

篇；老一辈创业者们以其有力的臂膀、强壮的脊梁和辛勤的汗水为我们浇铸了坚

实的基础，换来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我们厂在全路同行业中曾取得过一些

开创性的成就，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跨进了全路21个车轮厂的先进行列，先后荣获

了分局先进单位、分局综合治理模范单位、路局文明单位、路局模范职工之家、分

局、路局“团结、学习、勤政、廉洁”好班子、路局科学进步奖、铁道部质量管理奖、铁

道部优质产品、铁道部安全优质车轮厂等系列荣誉称号，我们厂生产的轮对连续

二十年实现安全生产无责任行车险性、重大、大事故，在全路同行业中享有较高的

信誉。

成都车轮厂的历史，是凝聚着全体职工辛勤汗水和心血的历史。40年的实践

表明，历经风雨考验的职工队伍日臻成熟，真正拥有了昨天，把握了今天，更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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