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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丰台车辆段志》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客观、全

面、翔实地记述了建段100年发展、变化的历程。本志依照

志书体例，采取“横排竖写”方式，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编

纂成书。

2．本志上限1902年，下限2001年末。在记述过程中，

为顾及事物发生、发展的延续性，偶有延伸o

3．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全

书以大事记为纲，以概述统领全志o

4．本志资料来源于段藏档案及路、分局档案馆、国家第

一档案馆、第二档案馆以及有关史志书籍、报刊、图片并部分

口碑资料。

5．本志一律用语文体。记述原则是：文风严谨、朴实、简

洁，语言通俗易懂；据事直书，不加褒贬；立足当代，详近略

远，详独略同o

6．本志所记载的各种数据或事件资料均由相关部门提

出，其单位均使用国际单位以中文书写。某些铁路专用术
语、词汇保留行业特色或习惯用法o

7．行文中所涉及“部、路局、分局"或“路、分局’’均特指

“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o“丰西”指丰台

西、“丰东”指丰台东，“文革”指文化大革命命，“丰辆”系丰台

车辆段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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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摘编

抵触，按中央和市有关规定执行。

中共延庆县委办公室

1983年8月30日印发

中共延庆县委

延庆县人民政府

关于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

(1983年8月26日)

近几年来，我县农村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

制，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加

快，广大农民迫切需求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但是，我县目前农

村小学教育尚未普及，新文盲又继续产生，城乡初中质量差，毕

业生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状况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很不

适应。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特作如下规定：

一、充分认识教育事业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把中小学教

育列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在服务首都、富裕农民，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过程中，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提

高劳动者的政治、文化素质，造就农村需要的各种人才，是农

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文化教育事业的充分发

展，就不可能建设繁荣富庶的新农村。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充

分认识加强中小学教育，提高农村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认清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切实步骤，认真

加强中小学教育工作。
”

为了加强对中小学教育工作的领导，县委、县政府每年至

少抓两次，公社(乡)至少每个季度抓一次，县、社(乡)党

委、政府要经常了解教育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要动

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心中小学教育，为教育事业增砖添瓦。每

学年第五周为全县“教育宣传周”，由县委宣传部、教卫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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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县政府延发(1983)14号文件作出了“关于知识分

子、科技人员政治、生活待遇的暂行规定”文件下发后，各单

位又陆续提出 了一些具体问题，经县委、县政府研究，现对这

些问题具体说明如下，请照此执行。

一、关于文件第四条大专毕业生取得中等以上技术职称者

按规定年限发放岗位津贴的问题。

1．文件规定的“大专毕业生”主要是指大学本科四年以上

和大学专科二年以上的毕业生，大学本科肄业可按大学专科毕

业生对待。“文革”期间入学并毕业的大专学生，凡经过统考合

格的可以列入享受岗位津贴范围，未经过考试或考试不合格者

暂不列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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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413)









20年代为99公里，40年代为44l公里，50年代为796公里，60年代为526公里，

70年代为442公里，80年代为350公里，90年代为520公里。2001年车辆检修管

辖范围是：京山线到杨村，京广线到松林店，京九线到霸州，京原线到南观村，丰

沙线到沿河城，京包线到康庄，另外还包括环城线。

保证铁路车辆的安全、正点运行，是丰辆的基本任务。丰辆不但按时按质按

量完成任务，而且曾突破历史记录，形成闪光点，1985年劳产率为14．62辆／人

·年；1988年至2001年劳产率平均为13．92辆／人·年，居分局货车段第一位；

1991年的通过修为历史最好水平，达927万辆；1988年至2001年平均通过修为

分局平均通过修总数的56．4％，居分局第一位。

2001年生产任务完成段修3640辆、辅修9560辆、轴检8辆、通过修9176521

辆。残车指标为117辆／天，段修休时为65．4小时／辆，辅修休时为21．7小时／

辆，轴检休时为21．7小时／辆，临修休时为15．5小时／辆。2001年拥有机械动力

设备286台，其中标准设备218台。设备固定资产为417．29万元，占全段固定资

产总值的49％。2001年设备维修431台次，设备完好率为98．9％。修旧利废产值

为60万元。两经收入3105万元，外委厂修176辆、外委段修1102辆、外委辅修

1268辆。

丰台车辆段作为铁路运输单位，处安全关键部位。1948年12月前，事故平均

每月在40件以上。1951年丰台检车段响应铁道部的号召，开展“安全无事故月”

活动。从那时起，安全工作常抓不懈，通过历次安全百日竞赛，抑制事故，保障畅

通．至2001年连续实现第六个安全年。

丰台车辆段的安全形势靠产品质量得已确保。2001年，段修和站修一次交验

合格率分别是98．5％和99．1％。段修、辅修和轴检热轴率分别是4．22件／百辆、

4．88件／百辆和9．10件／百辆。2001年，技术指标完成情况是，段修成本823．95

元、流资定额71．22万元、流资周转11．63天，全员劳动生产率15．28辆／人年。

丰台车辆段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用社会主义思

想、共产主义目标教育、鼓舞、激励广大职工的干劲，并在其指导下进行企业管

理。50年代初，为迅速恢复经济与开展生产，丰台检车段提出“勤俭建国，修旧利

废”的号召。进而形成王山精神；60年代初，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提

出“坚定、踏实、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口号，带领职工共度难关；70年代，为

弘扬“三老四严”的作风，展开学习大庆、学习解放军的运动；80年代，为培育独特

的企业文化，促进安全生产，提出自己的企业精神，即“团结、奋进、求实、奉献”；

2000年企业精神更新为“安全、优质、高效，团结、敬业、争先”。精神文明建设促

进生产任务的圆满完成和安全形势的全面好转，使丰辆整体工作得以提高。

丰台车辆段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具有革命的传统。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

失败，中共派杨宝昆到丰台创建组织，领导京奉铁路员工抗议白色恐怖、支援“二

七”罢工斗争。丰台花车房员工在中共丰台长辛店联合支部领导下，加入反对军

阀的斗争。抗战期间，中共地下组织一直坚持战斗在丰台检车段，在抗战胜利之

际使日寇埋藏于段内的大量钢材得以大白于天下。国民党统治时期，丰检员工参

加抗议国民党空军中尉孙浪涛枪击丰台站工人徐亚平事件。1948年底，丰检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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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基层组织领导下成立护厂队，保卫胜利果实，同时积极抢修丰台至杨村、

丰台至涿州、丰台至永定门的铁路，修复廊坊被炸客车，保障平津两地顺利解

放。抗美援朝时期，丰台检车(车辆)段先后派出自己的职工30人赴朝参战，并捐

款36，000，000元(旧币)支援前线，同时承担军用物资和战车的装运任务。1955

年，选派28人赴大西南支援建设。在援外工作中，除接待、培训国外同事外，还先

后派出20人支援坦赞铁路建设。多年来，丰辆培养造就大批专业技术骨干，至

2001年底已向外输送314名干部。

第二童地理位置

丰台车辆段位于北京西南部之丰台镇，处于东经116。、北纬39。，属于城八区

之一的丰台区管辖。现丰台镇所在地区，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属

燕国领地，秦灭燕(公元前226年)属广阳郡，东汉时期(公元25年一220年)属幽

州，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属幽都县，辽开泰元年(公元1010年)改属宛平县，

1949年4月划归北平市25区，同年7月改归15区，1950年8月改为北京12区，

1952年8月属丰台区。

丰台车辆段担负京山、京广、京原、丰沙、京九、京包等铁路干线和环城小运

转列车车辆的检查、修理任务，其所处位置是联结出海口岸和内地的必由之路，

亦是沟通东北、西北、华北和中南地区的枢纽，更是躬卫京畿、联络四方的重地。

丰台车辆段按地理位置可分为段内和段外两部分。

其段内部分占地38518平方米，呈倾倒之梯形，东窄西宽，最狭处为东门车

辆过轨处，仅30余米。段址距北京市中心12公里，东北部与全路六大中转站之

一的丰台站隔轨相望，西北部同丰台机务段遥相对峙，西部和西四环南路毗邻，

南部与新崛起的桥南居民楼群并立，东部则同丰台电务段一路之隔。

其段外部分散布于京山、京广、京原、丰沙、京九、京包等铁路干线上，具体位

置如下。

1．段东门外，丰台站之东南方，夹于京山线与京广线，设有丰东列检所；丰

东列检所之东为丰东站修所。

2．段西南方，看丹道口之南，与丰台机械保温段并肩而立的是南信号列检

所。

3．丰台西编组站之北的西道口设有红外线轴温探测基地；其南，丰台西电

力机务段之东为丰西一场列检所，丰台西电力机务段之西为丰西五场列检所；丰

台西站食堂之南为丰西站修所，丰西站修之东南为丰西三场列检所，之西南为丰

西二场列检所。

4．永定河畔，首都钢铁公司之侧，丰沙线和京包线的交汇点——石景山南站

之西北设有石景山南列检所；首钢西北侧设有三家店列检所；康西草原东侧，丰

沙线与京包线之交接处——康庄站之东设有康庄列检所。

附图1—1 丰台车辆段所在地——丰台在北京铁路枢纽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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