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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铁道部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简史》自1997年初

开始征集资料，至2000年8月出版，历时3年零8个月。这

部简史书的出版是铁道部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一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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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记述内容涉及到抗日战争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作战行动，抗美援朝时期抢修、抢建

铁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铁路工程、路外工程施工以及多种

经营等。全书包括概述、正文和附录三大部分，其中，正文

分上、下两编编写，共12章53节，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较

好地体现了时代特色和企业特点，是一部把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融于一体的史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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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上级业务部门的帮助指导，得到了离(退)休、转业干部‘

的支持帮助，得到了中央军委档案馆、地方档案馆及兄弟单

位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凝聚着史志办两名同志的心血和

付出的辛勤劳动。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铁道部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道兵第六师第二十九团，其前身为冀鲁豫五分区基于第

十四团，组建于1944年，1949年2月升编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一五二团；1952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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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工程第六师第十八团；1953

年1月入朝参战，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第六师

第十八团；1954年4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国务院的命令

正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六师第二十九团。

1981年3月，根据铁道兵精简整编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

道兵第六师与第五师合编为第五师，撤销六师番号，二十九

团建制不变，为铁道兵直属团；1982年1月29日，根据

[1982]铁作字第017号文件，铁道兵命令第二十九团调归

第一师领导，番号不变；1984年1月1日，根据国务院、中央

军委批准，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改称为铁道部第十一工程

局第五工程处(以下简称五处)，成为国家铁路综合性一级

资质和拥有对外经营权的国有企业。

五处，是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辉煌业绩的队伍。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定陶战役、大羊湖战役、沂水战

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及四次“铁壁合围”，有敢打硬仗、恶

仗的优良作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赴朝鲜抢修铁路，战胜

了敌人的狂轰滥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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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转战南

北，志在四方，逢山凿路，遇水架桥，与兄弟部队一起修筑起

一条又一条的钢铁大道。1952年一1983年，铁道兵第二十

九团新建铁路干线、支线、联络线、专用线、枢纽站计394．77

公里，修建公路350．87公里，修建六师家属基地、眉山疗养

院等房屋4．22万平方米，完成投资3．57亿元(不含朝鲜铁

路)，被祖国人民赞誉为“铁路建设的突击队”；1980年一

1983年，还承建了外委工程0．5亿元，共计完成投资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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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1984年1月1日并入铁道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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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水利、电力等建筑工

程。自1984年一1995年，共修建铁路80公里，公路44．36

公里，承揽300万元以上的公路、工业与民用建筑及其它

建筑工程55项，完成工程总投资8．38亿元。从1952年．

1995年，五处(含部队时期)共修建铁路正线474．77公里、

公路395．23公里，其中隧道61．5座、19 411．37延米，桥

154座、10 905．87延米，涵管l 393座、21 452．23横廷米，完

成路基土石方3 516．95万立方米，房屋34．97万平方米(含

民用房屋18．88万平方米)，完成投资12．45亿元。五处承

建的一批浩大宏伟的工程，不仅享誉路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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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部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简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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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革命战争的胜利、铁路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其它各项建设

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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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处历史与现状的全面情况的媒介。通览本史，可以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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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决策和指导工作时提供借鉴，

为向广大职工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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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往鉴来。我们希望五处全体职工，珍惜自己的历史，

并以史实为借鉴，按照“揽任务、抓管理、树正气、办实事、塑

形象、谋发展”的十八字方针，不断创新，奋发图强，抓住机

遇，加快发展，振兴企业，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创造出更加灿

烂辉煌的业绩，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崭新姿态，迈向21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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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长：谢建国

党委书记：苗忠稳

2000年6月1日



说 明

一、《铁道部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简史>的编纂是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时间为序、实事求是的记述铁道部

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史记述的年代，上限从1944年山东定陶县人民

武装大队在定陶县扩编为冀鲁豫五分区基于第十四团起，

下限至1995年12月止，个别事物因时因事上溯下廷。

三、本史体裁采用述、记、史、传、图、表等，以史为主体。

四、篇目设置按事物属性分类，层次名称除概述、大事

记、附录外，均采用章、节、目，并视需要在目下增设子目和

亚子目。

五、本史按详近略远、详独略同和生不立传、以事系人

等原则在章节目中记述。

六、本史所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七、本史统计数字的使用，遵循1983年12月10日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有关规定。

八、本史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以外，一般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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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数字表示。书中的年月日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九、本史记述的国家、地理、省市、单位名称和政府官职

等，均按当时的历史>--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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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简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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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确保施工

任务的完成⋯⋯⋯⋯⋯⋯⋯⋯⋯⋯⋯(139)

第三节加强战备，搞好部队训练⋯⋯⋯⋯⋯(141)

一、战备工作⋯⋯⋯⋯⋯⋯⋯⋯⋯⋯⋯⋯(141)

二、训练工作⋯⋯⋯⋯⋯⋯⋯⋯⋯⋯⋯⋯(142)

(一)部队干部训练⋯⋯⋯⋯⋯⋯⋯⋯⋯(142)

(二)专业技术兵训练⋯⋯⋯⋯⋯⋯⋯⋯(144)

第四节重视科技建设，确保工程任务完成⋯(145)

第五节努力为施工生产服务，搞好后勤保障

⋯⋯⋯⋯⋯⋯⋯⋯⋯⋯⋯⋯⋯⋯⋯⋯(148)

一、完善供应管理体制，提高保障能力⋯(148)

二、开展经济核算，提高经费自给率⋯⋯(150)

三、广开料源，做好工程物资保障⋯⋯⋯(152)

四、坚持自修为主，提高装备完好率⋯⋯(154)

五、做好生活保障，提高部队战斗力⋯⋯(155)

5

了莎



下 编

工程处时期

(1984年1月一1995年12月)

第十章部队并入改编。队伍转轨变型⋯⋯⋯⋯⋯

第一节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一、并入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二、并入准备工作⋯⋯⋯⋯⋯⋯⋯⋯⋯⋯

第二节 铁道部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成立
●●●●●●●●●●●●●-●●-●●●●●●●●●●●●●●●●●●●●●●●●●●●●●●●

一、第五工程处的成立⋯⋯⋯⋯⋯⋯⋯⋯

二、五处首届领导班子⋯⋯⋯⋯⋯⋯⋯⋯

三、编制大调整⋯⋯⋯⋯⋯⋯⋯⋯⋯⋯⋯

四、五处首次政工会⋯⋯⋯⋯⋯⋯⋯⋯⋯

五、整党⋯⋯⋯⋯⋯⋯⋯⋯⋯⋯⋯⋯⋯⋯

六、五处首次团代会⋯⋯⋯⋯⋯⋯⋯⋯⋯

七、五处成立工会⋯⋯⋯⋯⋯⋯⋯⋯⋯⋯

八

九

十

、五处首次党代会⋯⋯⋯⋯⋯⋯⋯⋯⋯

、三项制度改革⋯⋯⋯⋯⋯⋯⋯⋯⋯⋯

、五处首届职代会⋯⋯j⋯⋯⋯⋯⋯·

第三节工程施工⋯⋯⋯⋯⋯⋯⋯⋯⋯⋯”

一、顺利完成临沂区段站工程⋯⋯⋯··

(一)完成临沂区段站工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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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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