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代余土业遄

中露嚣}学技拳出强社



《北京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顾问刘海燕

主任金生官

副主任徐和谊张俊明 常青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镇宽 卫华诚马士华马嗣荣 王东生龙云泽冯 海孙大容孙燕昌

刘振山 朱继民 李国安李国杰 李振兴杜国盛邢德海林扶生 陈天宝

陈怀伟项大北张德华张毅周毓秋赵恒山 贺旋殷顺海倪文驹

郭泰来阎冠和黄金凯彭福旺董杨解铁噩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

主任李振兴

副主任孙明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为民沈向东林劲泉林贵



《北京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顾问刘海燕

主任金生官

副主任徐和谊张俊明 常青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镇宽 卫华诚马士华马嗣荣 王东生龙云泽冯 海孙大容孙燕昌

刘振山 朱继民 李国安李国杰 李振兴杜国盛邢德海林扶生 陈天宝

陈怀伟项大北张德华张毅周毓秋赵恒山 贺旋殷顺海倪文驹

郭泰来阎冠和黄金凯彭福旺董杨解铁噩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

主任李振兴

副主任孙明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为民沈向东林劲泉林贵



《二七车辆志》编纂委员会
(1994．11一1999．8)

主 任王善良

副主任赵恒山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星 王家骐王继华王雁平 方英奎卢 瑛卢连生 刘宗尧

杜元文李宁生 张凤河张宏泽张国明 林思班柴文华 曹 昕

程冬然路希孔潘宏雄

办公室主任潘宏雄柴文华

工作人员林贵

(---七车辆志》编纂委员会
(19鲫．8一 )

主任委员王永进赵恒山

副主任委员 刘铁翰苏敏王家骐卢连生张凤河张宏泽张振翔 李宁生

孙祖祥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工作人员

主

副主

编

资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为民 王孟礼左国富 石多启 卢 瑛 史硕致 兰 叶 刘 贞

刘 彬 刘长启 刘成立 刘宗尧 芦连福 李 实 李鸿业 李富良

陈万福 陈之义杨丹华单云鹏赵兴春赵明德赵朝方姚骏如

洪志祥郭 杰 郭麟郭世艳徒文耀 曹 昕韩仁豹 解明珠

薛万成

王为民

林贵关明德卢丽华

《二七车辆志》编辑部

编王永进赵恒山

编刘铁翰

辑王为民关明德林贵

料卢丽华



《二七车辆志》编纂委员会
(1994．11一1999．8)

主 任王善良

副主任赵恒山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星 王家骐王继华王雁平 方英奎卢 瑛卢连生 刘宗尧

杜元文李宁生 张凤河张宏泽张国明 林思班柴文华 曹 昕

程冬然路希孔潘宏雄

办公室主任潘宏雄柴文华

工作人员林贵

(---七车辆志》编纂委员会
(19鲫．8一 )

主任委员王永进赵恒山

副主任委员 刘铁翰苏敏王家骐卢连生张凤河张宏泽张振翔 李宁生

孙祖祥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工作人员

主

副主

编

资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为民 王孟礼左国富 石多启 卢 瑛 史硕致 兰 叶 刘 贞

刘 彬 刘长启 刘成立 刘宗尧 芦连福 李 实 李鸿业 李富良

陈万福 陈之义杨丹华单云鹏赵兴春赵明德赵朝方姚骏如

洪志祥郭 杰 郭麟郭世艳徒文耀 曹 昕韩仁豹 解明珠

薛万成

王为民

林贵关明德卢丽华

《二七车辆志》编辑部

编王永进赵恒山

编刘铁翰

辑王为民关明德林贵

料卢丽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七车辆志》编纂委员会
(1994．11一1999．8)

主 任王善良

副主任赵恒山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星 王家骐王继华王雁平 方英奎卢 瑛卢连生 刘宗尧

杜元文李宁生 张凤河张宏泽张国明 林思班柴文华 曹 昕

程冬然路希孔潘宏雄

办公室主任潘宏雄柴文华

工作人员林贵

(---七车辆志》编纂委员会
(19鲫．8一 )

主任委员王永进赵恒山

副主任委员 刘铁翰苏敏王家骐卢连生张凤河张宏泽张振翔 李宁生

孙祖祥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工作人员

主

副主

编

资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为民 王孟礼左国富 石多启 卢 瑛 史硕致 兰 叶 刘 贞

刘 彬 刘长启 刘成立 刘宗尧 芦连福 李 实 李鸿业 李富良

陈万福 陈之义杨丹华单云鹏赵兴春赵明德赵朝方姚骏如

洪志祥郭 杰 郭麟郭世艳徒文耀 曹 昕韩仁豹 解明珠

薛万成

王为民

林贵关明德卢丽华

《二七车辆志》编辑部

编王永进赵恒山

编刘铁翰

辑王为民关明德林贵

料卢丽华



序

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以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

际化大都市为世人瞩目。北京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首都的工人

阶级为首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抚今追

昔，令人感慨万千——

北京作为五朝之都，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然而，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北京作为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全年工业

产值不过1．05亿元，工人不足8万，日常需要的工业品不能自给，甚至

连牙膏、香皂、钉子等日用小商品也不能生产。事实上1949年才使北

京工业化进程刚刚发轫o

45年来，北京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

经历了恢复生产、建立门类较齐全的大工业基地、发展适合首都特点工

业的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工业在改革

开放中进入了空前发展时期。如今北京工业已拥有149个工业门类，

工业企业达6686余家，职工总数达156万人，固定资产原值1000亿元，

年完成利税总额达180．3亿元，在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创造部

分占到38．7％o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北京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投资，有相

当一部分是来自于首都工业。首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凝聚着首都

工业战线全体同志的血与汗。北京45年的工业发展是一部艰苦拼搏

的创业史、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不断进取的改革史。

今天，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编纂《北京工业志》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可以系统地完整地留存北京工业发展的史料，

生动具体地揭示北京工业所走过的全过程，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

成功后的欢欣，挫折后的拼搏，喜怒哀乐全部留存下来，而且，作为前车

之鉴，对于指导我们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它是我们的资治之宝。我们所编纂的志书还是育人之书，对于源源不
T



断的后来者们是最完整的认识本企业、本行业的教材。

志书的编纂实可谓造福万代的大事，从事修志的全体同志付出了

艰苦的劳动。他们当中许多老同志把大半生都献给了工业战线，为首

都工业的发展流过血汗。而今，他们以强烈的事业心“不用扬鞭自奋

蹄”，兢兢业业地用心血写志，为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都作出了贡献。同时，从事修志的中青年同志也在修志事业中得到了

学习和锻炼。

古往今来，盛世修志。这是我们所编修的北京第一部工业志，冀希

望于我们这部志书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o

1995年2月15日



喜缶d坠
日可 舌

《二七车辆志》经过北京二七车辆厂各级领导、修志工作者和有关

人员10年努力，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二七车辆志》是《北京工业志》的一部分志o《北京工业志》是一套

系列丛书，是北京地方志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专门记述北京工业的第一

套专业志书，计划由25部分志组成。各分志汇集北京地区一个工业行

业或部门完整、翔实的史料，是该行业全面、系统、权威的资料书。

1989年，北京工业系统根据京政发(1988)98号文件的要求和北京

市地方志工作规划纲要的安排，在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经

济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组织编纂《北京工业志》。

《北京工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各分志记载内容以行业

为目标，以部门为起点，尽可能地囊括全行业的基本情况；志书结构采

用横分门类，纵述历史，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记载时I'．-1上限为事业

发端，下限到1990年(个别单位例外)，做到详今略古，重点记述新中国

成立以后的情况并突出各行业的特点o

1990年6月，北京市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市经委主任和各工业

总公司(局、办、集团)等主要领导组成的《北京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并

组建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o

《北京工业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召开五次编委会会议，决定

编纂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第一次编委会会议部署了编纂工作任务，提

出了编纂志书的具体要求；第二次编委会会议就强化修志机构、充实修

志人员、加快编纂进度提出了要求；第三次编委会会议确定《北京工业

志》框架结构；第四次编委会会议要求各单位在1996年前完成志书初

稿；第五次编委会会议就工业志的编纂进度进一步提出要求，要求各单

位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努力克服当前存在的困难，善始善终地完成工业

志的编纂任务o 1998年12月市经委召开工业系统修志工作会议，决定

在继续完成《北京工业志》的同时，全面启动《北京志·工业卷》编纂任
丌T



务。到2001年元月4日，工业系统承担的《北京志·工业卷》20部分志

已全部通过了《北京志·工业卷》责任主审、责任编辑和修志专家参加的

初审。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成立后，在培训修志骨干、普及修志知识、工

业志的结构设计等方面多次举办学习班和研讨会，为编纂《北京工业

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几年先后印发了《关于充实加强编辑机构的

通知》、《关于印发向(北京工业志)编委会的汇报材料的通知》、《关于进

一步做好修志工作的通知》、《关于编纂出版(北京工业志)的通知》、《关

于调整(北京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关于落实市政府

修志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关于加强修志和年鉴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指导和推动了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编纂《北京工业志》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加修志的人员数以

万计，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一大批热爱修志工作的先进工作者。他们不

计名利，不计报酬，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为工业志的编纂作出了重大

贡献o 1994年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和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表彰了工业系统62名修志先进工作者；1997年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召开全市修志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其中工业系统有5个先

进集体和19个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分别占受表彰总数的10．6％和

19％；2000年12月20日，在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和市人事局召

开的“北京市地方志工作会议暨(《北京年鉴》)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表彰大会"上，“北京工业志"编辑部被评为修志先进集体，工业系统有

20名修志工作者被评为修志先进个人o

《二七车辆志》是与读者见面的第10部《北京工业志》分志。北京
二七车辆厂修志工作者和有关人员查阅了大量文件、统计资料和历史

档案资料，尤其是几位编辑人员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耕耘，

为完成志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编纂过程中，许多单位和个人为该志

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向北京二七车辆厂修志工作者及为本

书做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谢意。

本志书虽几经修改，但由于编纂工作浩繁，加之缺乏经验，不当之

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o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

2001年12月28日
Ⅳ



与时俱进
(代

继往开来
序)

北京二七车辆厂，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厂。1897年，清廷允

许英国修建卢保铁路，并首先在卢沟桥畔建起了“邮传部卢保铁路卢沟

桥机厂"。1901年，该厂迁至长辛店，即工厂的前身o 1921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这里很快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当年5月1日成立了工人自

己的工会组织o 1922年，为“争人权，争自由"，觉醒了的长辛店铁路工

人率先举行了京汉铁路第一次著名的“八月罢工”。1923年的“二七”

大罢工，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的壮丽篇章。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中

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国家

领导人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朱德、王震等都先后到过工厂，关怀“二

七”工人。

1901年至1949年，工厂历经了旧社会的深重困难，先后被法国、比

利时、El本侵略者所统治，工人最多时达3400多人，但只能月修四五台

修程不大的蒸汽机车、十几辆客车和四十几辆货车o 1948年12月14

日长辛店解放，翌日解放军接管工厂，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工人才从此

获得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当家做了主

人，生产有了飞速发展，至1978年，北京二七车辆厂的前身——铁道部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职工总数达10201人，比1949年增加3倍多，工

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0．2倍o

1980年1月1日，铁道部北京二七车辆工厂成为独立经营的国有

企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铁道部北京二七车辆工厂广大职工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至1997年底，拥有职工5786

人，机械动力设备固定资产原值10862．94万元，占地面积990665平方

米，成为具备年生产能力新造各型敞、平车2200辆，修理货车8000辆，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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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铸钢铸铁和有色金属铸件8000吨的中国铁路货运车辆修造基地。

1980年至1997年，是工厂继往开来励精图治的18年，是科技兴厂

创造辉煌的18年，是发扬光荣传统艰苦奋斗，塑造企业形象的18年。

这18年间，工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获丰收，先后获得北京市思想

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北京市“重合同，守信誉"单位、首都文明单位、北京

市花园式单位、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o

《二七车辆志》是北京二七车辆厂的第一部志书，以其翔实的资料，

再现了工厂百年历史，特别是着重记载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二

七车辆工人走过的艰苦奋斗的历程，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对于存

史、资政、教化，启迪当代、惠及后人，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o

Ⅵ

艨二七车辆厂党委书记鼍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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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二七车辆志》是按照北京市经委和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关于编写工业志的

指示精神编纂而成的，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北京二七车辆厂基本建设、生产、科技开发、经营

管理、职工队伍、党群工作、生活福利等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史料。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力求科学、准确地记载工

厂历史发展的脉络。

三、本志的基本断限上起1980年，下至1997年末；工厂前身沿革在《总述》中追述，但在篇

章中，如生产篇，亦对起源年代进行记载。二七工运史料在附录中记载。

四、本志采用述、志、记、录、图、表等多种体裁。本志编纂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横排竖

写，详今略远。全书设8篇、33章、98节，计58余万字。

五、本志人物篇，本着“生不立传”的编志原则，设工厂党政工团领导人、中层干部正职和高

级职称名录及人大代表、市区党代表、政协委员、工会、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局级以上劳动模

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北京市市级、铁道部、中车公司单项荣誉称号获得者；厂级领导人简

介。

六、本志使用公元纪年。

七、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不作具体详细记述。

八、本志中的厂名、机构等称谓均以当时之称谓记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尔后一般用简

称，厂名等有用“该厂”代替的情况。

九、本志资料源于区、兄弟工厂档案馆，工厂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以及车间处室所提供的各

种历史资料。数字统计以工厂上报数字为准。

Ⅶ



目 录

序

前言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代序)

凡例

总述⋯⋯⋯⋯⋯⋯⋯⋯⋯⋯⋯⋯⋯(1)

大事记⋯⋯⋯⋯⋯⋯⋯⋯⋯⋯⋯⋯⋯(13)

第一篇基本建设

第一章建厂工程⋯⋯⋯⋯⋯⋯⋯(30)

第一节选址⋯⋯⋯⋯⋯⋯⋯⋯(30)

第二节项目建设⋯⋯⋯⋯⋯⋯(30)

第二章改扩建工程⋯⋯⋯⋯⋯⋯(32)

第一节管理机构⋯⋯⋯⋯⋯⋯(32)

第二节生产工程⋯⋯⋯⋯⋯⋯(33)

第三节配套辅助工程⋯⋯⋯⋯(37)

第二篇生产

第一章车辆修理制造⋯⋯⋯⋯⋯(43)

第一节车辆修理⋯⋯⋯⋯⋯⋯(43)

第二节车辆制造⋯⋯⋯⋯⋯⋯(45)

第二章车辆配件生产⋯⋯⋯⋯⋯(47)

第一节产品品种⋯⋯⋯⋯⋯⋯(47)

第二节产品质量⋯⋯⋯⋯⋯⋯(48)

第三章生产单位⋯⋯⋯⋯⋯⋯⋯(55)

第一节货车生产系统⋯⋯⋯⋯(55)

第二节制备及辅助生产

系统⋯⋯⋯⋯⋯⋯⋯⋯(62)

第三节其他生产单位⋯⋯⋯⋯(71)

第三篇科技开发

第一章产品工艺⋯⋯⋯⋯⋯⋯⋯(87)

第一节管理机构⋯⋯⋯⋯⋯⋯<87)

第二节工艺装备⋯⋯⋯⋯⋯⋯(87)

第三节工艺革新⋯⋯⋯⋯⋯⋯(89)

第二章产品开发⋯⋯⋯⋯⋯⋯⋯(91)

第一节开发管理⋯⋯⋯⋯⋯⋯(91)

第二节产品研制⋯⋯⋯⋯⋯⋯(92)

第三章科技服务⋯⋯⋯⋯⋯⋯⋯(93)

第一节技术标准化⋯⋯⋯⋯⋯(93)

第二节计算机应用⋯⋯⋯⋯⋯(94)

第三节计量理化⋯⋯⋯⋯⋯⋯(94)

第四节科技档案⋯⋯⋯⋯⋯⋯(98)

第四章科协技协⋯⋯⋯⋯⋯⋯⋯(99)

第一节厂科协⋯⋯⋯⋯⋯⋯⋯(99)

第二节厂技协⋯⋯⋯⋯⋯⋯⋯(101)

第四篇经营管理

第一章管理体制⋯⋯⋯⋯⋯⋯⋯(105)

第一节领导体制⋯⋯⋯⋯⋯⋯(105)

第二节管理机构⋯⋯⋯⋯⋯⋯(106)

第三节企业整顿⋯⋯⋯⋯⋯⋯(113)

第二章计划管理⋯⋯⋯⋯⋯⋯⋯(117)

第一节生产计划⋯⋯⋯⋯⋯⋯(117)

第二节生产调度⋯⋯⋯⋯⋯⋯(123)

第三章财务管理⋯⋯⋯⋯⋯⋯⋯(126)

第一节管理机构⋯⋯⋯⋯·⋯··(126)

第二节成本管理⋯⋯⋯⋯⋯⋯(126)

第三节资金管理⋯⋯⋯⋯⋯⋯(127)

第四节会计核算⋯⋯⋯⋯⋯⋯(129)

第四章物资管理⋯⋯⋯⋯⋯⋯⋯(132)

第一节管理机构⋯⋯⋯⋯⋯⋯(132)

第二节物资供应⋯⋯⋯⋯⋯⋯(132)

第三节仓储管理⋯⋯⋯⋯⋯⋯(133)

第四节定额管理⋯⋯⋯⋯⋯⋯(134)

第五章设备管理⋯⋯⋯⋯⋯⋯⋯(137)

第一节管理机构⋯⋯⋯⋯⋯⋯(137)

第二节设备保养维修⋯⋯⋯⋯(137)

第六章安全环保⋯⋯⋯⋯⋯⋯⋯(146)

第一节安全管理⋯⋯⋯⋯⋯⋯(146)

第二节环境保护管理⋯⋯⋯⋯(150)

1



第七章质量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分检管理⋯⋯⋯⋯⋯⋯

第三节产品质量管理⋯⋯⋯⋯

第四节驻厂验收⋯⋯⋯⋯⋯⋯

第八章经营销售⋯⋯⋯⋯⋯⋯⋯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经销业务⋯⋯⋯⋯⋯⋯

第九章外经外贸⋯⋯⋯⋯⋯⋯⋯

第一节外事活动⋯⋯⋯⋯⋯⋯

第二节对外贸易⋯⋯⋯⋯⋯⋯

第十章厂务管理⋯⋯⋯⋯⋯⋯⋯

第一节文秘档案⋯⋯⋯⋯⋯⋯

第二节治安保卫⋯⋯⋯⋯⋯⋯

第三节监察审计⋯⋯．．．．．O

第四节法律事务·⋯⋯⋯⋯⋯··

第五篇职工队伍

第一章劳资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职工管理⋯⋯⋯⋯⋯⋯

第三节劳动定额⋯⋯⋯⋯⋯⋯

第四节劳动报酬⋯⋯⋯⋯⋯⋯

第二章干部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干部队伍⋯⋯⋯⋯⋯⋯

第三章职工教育⋯·⋯⋯⋯⋯⋯·-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职工培训⋯⋯⋯⋯⋯⋯

第三节教育管理⋯⋯⋯⋯⋯⋯

第六篇生活福利

第一章职工住宅·⋯⋯⋯⋯⋯⋯··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住宅管理⋯⋯⋯⋯⋯⋯

第二章生活服务⋯⋯⋯⋯⋯⋯⋯

第一节食堂管理⋯⋯⋯⋯⋯⋯

第二节职工交通⋯⋯⋯⋯⋯⋯

第三节公共服务设施⋯⋯⋯⋯

第四节职工疗养⋯⋯⋯⋯⋯⋯

第五节生活保险⋯⋯⋯⋯⋯⋯

2

第三章职工子弟教育⋯⋯⋯⋯⋯

第一节托幼学前教育⋯⋯⋯⋯

第二节小学教育⋯⋯⋯⋯⋯⋯

第三节中学教育⋯⋯⋯⋯⋯⋯

第四章文体活动⋯⋯⋯⋯⋯⋯⋯

第一节文化活动⋯⋯⋯⋯⋯⋯

第二节体育活动⋯⋯⋯⋯⋯⋯

第五章医疗卫生⋯⋯⋯⋯⋯⋯⋯

第一节职工医疗⋯⋯⋯⋯⋯⋯

第二节计划生育⋯⋯⋯⋯⋯⋯

第七篇党群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党委工作⋯⋯⋯⋯⋯⋯

第三节组织建设⋯J Q．．．．．．．

第四节宣传工作⋯⋯⋯⋯⋯⋯

第五节文明单位建设⋯⋯⋯⋯

第六节纪律检查⋯⋯⋯⋯⋯⋯

第七节人民武装⋯⋯⋯⋯⋯⋯

第二章工会⋯⋯⋯⋯⋯⋯⋯⋯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民主管理⋯⋯⋯⋯⋯⋯

第三节生产竞赛⋯⋯⋯⋯⋯⋯

第三章共青团⋯⋯⋯⋯⋯⋯⋯⋯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青年工作⋯⋯⋯⋯⋯⋯

第八篇人物

第一章人物名录⋯⋯⋯⋯⋯⋯·一

第一节代表、委员名录⋯⋯⋯

第二节领导干部名录⋯⋯⋯⋯

第三节高级职称人员名录

第四节劳动模范⋯⋯⋯⋯⋯⋯

第五节局级以上先进个人

(307)

(307)

(308)

(330)

(334)

⋯⋯⋯⋯⋯⋯⋯⋯⋯⋯(334)

第二章北京二七车辆厂获得

的集体荣誉⋯⋯⋯⋯⋯⋯(341)

第一节工厂获局级以上荣誉

⋯⋯⋯⋯⋯·⋯⋯⋯⋯··(341)

＼，、，、，、，、，＼，、，、，、，、，筋拐巧卯凹力姐舛舛弘他@@@@@Q@Q@

1

1

5

2

3

9

2

8

O

O

9

3

5

5

7撕撕粥投嬲抛况啪姗姗嬲粥掰拼狮

、，＼，＼，＼，、，＼，、，、，、，、，、，、，、，、，、，、，跖弱"鼹矾酡酡∞酯的饥弭似弛趴舵

1

1

1，●^

1

1

1

1

1●^

l●●■，●■

l，●^tI‘●●‘，k／L／L／L／L，L／L／L，L，L，k／L，L，k／L／L

、，、，、，、，、，、，、，、，、，、，、，、，盯盯盯虬鸲够明∞∞舛：兮∞

l

1

1

l

1

l

1，‘，厶，、l，、l，~|

Q

q

q

Q

q

0

q

Q

Q

Q

Q

Q

、，、，、J、，、，、，、，、，、，

3

3

4

6

6

6

7

1

2

1

1

l

l

1

l

1，‘，●

2

2

2

2

2

2

2

2

2，L，L，L，L，L，L／L，k，L



第二节处室、车间及班组获局级

以上荣誉⋯⋯⋯⋯⋯⋯(343)

第三节厂党委、纪委及党支部获

局级以上荣誉⋯⋯⋯⋯(345)

第四节厂工会、支会、工会小组

获局级以上荣誉⋯⋯⋯(345)

第五节厂团委及团支部、团队、

团组获局级以上荣誉

·······--·····················(346、

第六节铁道部驻厂车辆验收室获

局级以上荣誉⋯⋯⋯⋯

第三章厂级领导简介⋯⋯⋯⋯⋯

附录

一、“二七”工运史料⋯⋯⋯⋯⋯

二、重要文件辑录⋯⋯⋯⋯⋯⋯

三、工作条例⋯⋯⋯⋯⋯⋯⋯⋯

四、铁道部北京二七车辆工厂

制订的规章制度(存目)

后记⋯⋯⋯⋯⋯⋯⋯⋯⋯⋯⋯⋯⋯⋯

(347)

(347)

(353)

(363)

(371)

(391)

(405)

3



白
／出、

、△
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