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裉据公司编志办续编厂志《通知》的要求，我们续编运输部1 981—

1992年阶段部志。《湘钢运输部部志》于1982年编写首卷，曾记述了1958午

至1 980年我部的历史。时间又经历了十-4＼春秋，这十二年正值我国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上拔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全党全国经历

着伟大的变革，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党的基本路线从以阶级斗争

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国民经济蓬

勃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进而向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迅猛发展。运输部也步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人云“三十而

立”，运输部已跨过“而立”之年，正在向“不惑”之龄迈进。

编纂这一阶段部志，旨在存史资治，服务当今，惠及后人，担负着

承前启后之重任。为使本卷达到史料翔实，全面准确，各站、段、队和

机关科室组织了专门人员收集资料、调查走访，写出了车间志、科室

志，为初稿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编制办公室抽调了一批写作骨干，

集中于韶山，夜以继日地工作，两易其稿，拿出了部志初稿；部党政工

领导高度重视，逐字审阅、订正，始为定稿。由于时间紧迫，不容精雕

细琢，定稿难免粗糙。然而“文章草草皆千古”，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

卷部志，毕竟是我部十二年发展历史的见证，让大家有所回味，有所思

索，正是我们的拳拳之心。

《部志》(1 981—1 992年卷)共计22篇68章约20万字。编写时采用

“志中有史，史志结合，近详远略”的记叙方式。概况(包括各篇概况

和大事记)采用史记体裁，为部志之经，设于本卷首尾，纵书我部在改革

开放的十二年中之大事、要事、新鲜事；中间各篇为部志之纬，属于志



体体裁，分别记录了我部运输生产、经营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

各项工作的沿革、发展和现状。编写时，我们力求做到“善序事理、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并设法使其

图文并茂。

《部志》(1 98 1—1 992年卷)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它不仅凝聚了编

志领导小组，编志办公室全体人员辛勤的汗水，同时还得到这一时期曾

在我部任职的老领导们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为本卷的编写提供了许多重

要的资料，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在此，我们对于参与编志、支持编志

的全体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把部志奉献给全体职工，使大家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从而更好地

认识湘钢运输部的昨天和今天，并孜孜不倦地朝着更美好的明天去奋

斗，就是我们编写部志工作的初衷和心愿。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我们今天治企业，安能不

以志为鉴呢?

由于编撰人员业务不熟，水平有限，时间紧迫，加之管理不善，某

些数据资料尚有佚失，错漏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洫钢运输部部志编写领导小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九尢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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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1981年至1992年t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在湘钢及我部的发展史

上却写下了新的篇章。同上卷部志概述的一样，运输部是湘潭钢铁公司下属的二级厂，担负

着全公司大宗原燃材料的到达和钢铁产品发出的铁路运输工作，并衔接着公司钢、铁、材、

焦、烧结、制品、水泥等主体厂的生产。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

转移，使我国经济朝着四个现代化目标突飞猛进，也给我公司钢铁生产及我部运输生产带来

了勃勃生机。197s年，在我厂建厂二十年之际，第一次实现了扭亏为盈。继烧结投产后，

1980年，我公司三号平炉投产，从此，我公司年产60万吨钢的生产规模已告建成。我部铁路

运输，也已具有产钢60万吨规模的运输锩力。

1981年，我部在册职工数达1536人，拥有蒸汽机车16台，铁路汽吊3台，铁路自备普通

车158辆，卸矿机、螺旋卸煤机、龙门吊等装卸机械8台，推土机12台，挖掘机11台。铁道线

路80多公里。铁路自动化水平有了提高，已有两个车站实现了电气集中控制，铁路道岔30％

实现了自动化，并且还建成了四个自动化道口。当年，我部完成总运量1033万吨，比年计划

的960万吨，多完成7377吨，完成年计‘划的103％。

1981年，我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在部党委的领导下，部组织学习了《关于

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基本经验，

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华国锋同志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问题，结合《决议》精神，基

本统一认识，给予了正确的评价。

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当年，我部学习首钢精神，推行了“包、保、协咎的经济责任制，使“人人肩上扛指

标，千斤重担大家挑。”并着重抓了领导班子的整顿及思想和作风建设。按照“革命化、年

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把一些青年干部选拔到了领导岗位。

1983年，我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改革要坚决，经济要狠抓”的政策，有力地开展了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企业全面整顿和机构改革。企业整顿从头年末开始进行，至当年四月

进入高潮。经过整顿和自检自查，八月份，厂企业整顿检查组对我部进行了两次检查验收，

都认为整顿工作达到合格标准。9月24日，省企业整顿检查团来我部实地检查，也一次验收
合格。

在机构改革方面，我部两级领导班子素质都有所提高，机关科室设置由原来的1．5个精减

为11个，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由原来的46人精减为42人。全部各类干部从原来的176人，

压缩为126人，其中管理干部由原来的1：6人，压缩为102人。占部当时职工定员总数的

7．32％。全部各工人岗位也都有明确的劳动定员，使各类人员分布日趋合理。通过企业的劳

l



动组织整顿和机构改革，我部共挖掘富余劳动力178人。对这些富余人员按五条渠道进行安

排：一是充实小集体，二是成立了绿化队，三是成立了护厂小分队，四是部分技术工人改变

了工种，充实缺员岗位，五是组织脱产学习。通过整顿和机构改革，我部职工的劳动纪律有

所加强，生产秩序得到了建立，各项运输生产指标均完成得比较理想。s3年，我部在籍职工

1489人，在人员减少，铁路运输设备和装卸机械没有增加盼情况下，实际完成总运量1095。3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132％，劳动生产力得到了较大提高。

为了解决职工韵后顾之忧，帮助职工解决子女待业的问题。33年，我部下决心，克暇种

种困难办起了附属加工厂，开劈铁路车辆大修业务，第一批招收待业青年4 o人，第二批招收

待业青年j1人。至此，我部基本解决了职工子弟待业的问题。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怍出了《关于经济涔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 “增

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个中心环节，我部按照中央“常州会

议”的精神，由过去党委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向企业以厂长(经理)为中心的部主任负

责制转换。在改革推动下，我部运输生产。、，经营、管理都有了新的发展。年总运量完成

1064。9万吨，完成计划的1 05．5％，局车在厂停时14。j小时，实际停时14。17小时，压缩了

0．03小时。当年，我部在册职工1449人，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349吨／人年。同时，在生产发

展的情况下，职工生活开始有所改善，全年人平收入达1004元，比83年增加了125元，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担趋用具有“四化"要求的中青年干部，已成为当时的热门

话题。1984年，我部提拔了一批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t辛青年干部担任处、科级领导。从九月

份起，实行了部主任为中心的行政领导负责制，较好地处理了党政分工的问题。

1985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部在“抓双改，深挖潜，安全运输保生产"的奋斗目标

指引下，年总运量完成1142．8万吨，完成计划的1 08．8％，局车停时年累计完成14．41小时，

压缩了0．09小时。当年，我部职工在册人数为1440人，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939 H,tt／人年，职

工个人的收入达1191元，比84年人平增加187元。

在84年起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如何理顺企业党、政、工三者关系，已成为变革时

期的重要任务。85年，根据上级精神、我部制订了主任、党委、职代会三个工作细则及行政

=亡作条例。对落实厂长负责制提供了：具体保证。

为了进一步落实经济责任制，85年起公司对我部实行了“联产承包”经济责任制，我部

与钢、铁、材、焦、烧、制、水泥等七家主体厂产品、产量挂钩，同时推行工资总额挂钩承

包。我部对下属站、段、队也实行了联产承包方案，对关键性岗位提高了奖金系数、从而较

赶地提高了生产一线职工的积极性。

根据公司党委统一布署，85年3；3份开始至12月底止，历时8个多月，我部分四个阶段进

F亍了大规模的整党lie．f1：'．。从而使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党员和群众之间，沟通了思想，增进了

虱结，推进了改革，促进了生产。进一步清除了“左”的思想影响。使全体党员、干部及职

￡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促进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6年，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我部遵循《中共t{；央

廷于制订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原则，深入改革，加强i等理，把

勿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项任务一起抓。

86年，也正是我厂进行全面技术改造、打响“五同步"工程战役的关键陛一年。为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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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钢增掭后劲，我厂要完成炼钢一号平炉的改造和主体厂房的大修；炼铁二号高炉的大修；

初轧改造以及高炉煤气柜建设工程等繁重艰巨的任务，还要在炼钢三座平炉全部停产一个季

度的情况下完成产钢42万吨，产铁49万吨、线材44万吨、焦炭53万吨的任务。为了动员全厂

职工认清形势，团结奋战，完成“五同步"工程及钢铁生产任务，厂领导提出“抓双改，刨

水平、利税突破一亿元’’的战斗口号。为了全厂奋斗目标的实现，我部精心组织安排运输生

产，积极配合炼钢改造、大制氧工程，炼铁2#高炉大修、焦化2*焦炉工程，完成建安工作量

234万元。其中铺设新铁路2．01公里；安装道岔52组；完成土石方16000m 3；接通电力照明

线6公里。同时还对我部炼钢站脱模区进行了电器集中改造，并担负了全厂大修改造所需的

大型}女Ji-'b的取送和施工废物的排除任务，为全厂“五同步”工程的顺利进行立下了汗马功

劳。

86年，我部在册职工人数为1457人，在配合“五同步”工程完成时，年完成总运量

1014．4万吨，为年计划的106．8％。但由于种种原因，路局车在厂停时达18．8小时，超过计

划的4．3小时。

根据国务院1985年发布的《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我部于1986年1月至6

月，进行了企业的工资改革，这次改革先将各种工资标准套改为常温和高温标准，然后由常

温、高温标准再套改为企工、企干标准。同时进行了工资升级，工资改革增加了职工的收

入，简化和理顺了工资关系。86年，我部职工工资收入人平达到1412元／年，比85年增加了

221元。同年，我部还进行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首批招进全民合同制工人25名。改革给人

们带来了好处，我部职工的生活水平也逐年地得到了提高，为了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我部

在二宿舍五栋后院、修建了文艺室、电视室、添置了我都第一台彩电。

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1987年，

全国改革的中心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为了适应全国改革的形势，我部努力深化内部的改

革。这一年，根据总厂的安排，我部改革的重点是放在完善以厂长负责制为中心的配套改革

上，进一步强化厂长负责制。确立部主任在运输生产中的中心地位。同时，进一步理顺部

党、政、工三者关系，加强三者之间的协作、重新修订了行政工作条例、党委工作条例和工

会工作条例。充分发挥部主任在生产经营中的决策、指挥作用及党委监督、保证和职工民主

管理的作用。

1987年为使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部成立了标准化工作领导小

组，并派人去武钢、鞍钢、本钢等企业管理先进单位考察。从而制订了我部44个工种的岗位

工作标准，促进了目标管理的规范化。为了确保安全生产“五为0”“两降低"目标实现，

在87年内，我们在经济责任制方案实施中、增加了“安全承包合同”，从上而下，层层分解

安全生产指标，层层确保安全生产目标。由于实行了安全承包合同，全年轻伤降为4人，比

86年减少4人；千人负伤率为0。24So，一般事故17件，比86年减少14件，万吨事故率为

0．018‰。这一年，我部被评为公司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和环保先进单位。

由于各种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87年我部管理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全年运输

成本降低了96万元；货运收入增))}131．2万元；第三者运量增收3．6万元；局车破损费降低了

4．13万元；局车在厂延时费减少33万元；回收废钢铁589．1吨，创节约价值4．7万元，全年增

收104．5万元，节约支出88．13J／元，实现了我部人均增收节支1300元。87年，我部在丹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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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为1481人，年完成总运量达1175万吨，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932吨／人年。由于经济效益

的增长，6月份我厂进行了浮动工资升级、职工收入又有所增长。这年，我部职工年平均收入

达1597元，比86年增长185元／入年。

1988年，我厂更名为湘潭钢铁公司。经过“五同步"工程改造后，公司钢铁生产已突破

60万吨大关，向70万吨迈进。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给人民生活也带

来了不少好处。人们也已发现在一片“恭禧发财”的吆喝声中，我国上下各种类型的公司遍

地可见、经济的炽热发展，难免不使个别人的头脑发涨。一时，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所抬

头，个别在我国解放初期就已经灭迹的丑恶现象又重新死灰复燃。在人们打开窗户吸收

新鲜空气的同时，也难免飞进苍蝇、蚊子。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没有因此而停步。

88年，我公司钢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从1988年起，在国营企

业中积极推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我部依照公司的布置，当年进行了三次工资凋

整和升级工作。二月份，我部将86年浮动升级和87年浮动升级转为厂内固定升级。八月份，

我都根据公司安排实施企业工资改革，由原来的等级工资套入公司内部的复式工资，复式工

资由基础工资、技能工资、岗位工资和工龄工资四部分组成。这次复式工资改革，贯彻了按

劳分配原则，较好地进行了内部工资的分配。十月份，我公司进入省先进企业行列，我部又

没进行了省先进企业浮动升级工作。

通过逐步的工资改革和升级，职工的收入明显地增÷长。88年我部职工年平均收入已达

)．059元比87年增长了462元。由于职工收入的增加、思想情绪稳定，生产经营蒸蒸日上，运输

生产呈现出欣欣向荣景象。88年春节，我部首次推出龙灯、狮子、花船，蚌壳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节目，给职工拜年。时下，职工文体生活丰富多彩，麻将扑克尉然成风。个别人在

有正确处理娱乐与工作的关系，对工作带来了影响。

1989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也是我公司向国家二级企业迈进的关键一

年。公司面临着电力、运输，原燃材料全面吃紧的困难。面对这一形势，公司要求全厂上下

孵强管理，挖掘潜力、降低消耗、闯过难关。我部经研究确定了“13225”奋斗目标，提出

了“强化管理上二级、安全压停保生产"的战斗口号。并且进一步完善了“安全联产承包”

圣济责任制。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场动乱波及全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

无存亡。在反对动乱、平息暴乱这场严峻的政治斗争面前，我部党、政、工、团紧密配合，

晒强职工的思想工作、要求职工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萁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围观、不参与动乱的一切活动。维护安定团

右的政治局面，坚守岗位、稳定秩序、创水平，夺高产。在动乱非常时期，我部职工尽职尽

黄，坚守岗位。当时，我厂大门被游行学生堵住，不让职工上班、我部职工就绕道从小路来

到岗位坚持工作，确保了铁路运输的畅通。

1989年，技改工作十分繁重，我部专门抽出领导干部和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组

茂技改工程指挥部，负责工程的组织和指挥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二烧铁路配套工程顺利

童成，新铺铁道线路三公里，道岔36组，新建站综合楼和新架两座灯桥等设备，共完成建设

殳资220万元。

在新技术研究与推，“方面，我部也有较大突破，为湘钢实现年产i00万吨规模可行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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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了资料；给四台机车安装了“给水预热装置”；推广应用了“无线电手持机调车装

置”。无线电调车的应用，为确保我部调车作业的安全运行及调车工作走入现代化奠定了基

础。年内，我部在炼铁站应用了五台无线电调车作业机车。往后不久，我部先后对四个车站

的所有调车作业都应用了无线电调车装置。

89年，是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也是我部各项工作步入艰难履程的一年。

但我部1403名职工，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创造了运输生产的好成绩。年完成总运量1365．4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111．4％。在生产发展的情况下，我部职工年人平收入已达2742元，比

88年增长了683元。

1990年，是我国。r七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在改革的推动下，我部已初步形成了运输为

生产服务的计划管理机制。根据公司企业管理的要求，我部全面推行标准化管理，在职工中
提倡上标准岗，干标准活，按标准化作业。并将各项专业管理纳入标准化工作范围。如物资

部门推行了A、B、C分柝法；财务部门推行成本目标管理；劳资部门执行定员定额管理。并在

所有班组中广泛开展了班组升级活动，从而涌现了一批作风过得硬、素质比较高的班组。

为了彻底消除89年动乱及东欧剧变带来的消积影响，克服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我部采取

了种种的教育与疏导措施，引导职工正确地认识国际、国内、湘钢及我部的形势。在形势任

务教育中，教育职工树立深化改革的思想，使职工认识到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才能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了使我公司在近年内达到100万吨钢铁生产的规模，90年，我公司二烧工程全部建

成，我部烧结站于同年12月31日正式开站。烧结站的建立，标志着我部为公司保证产钢100

万吨的运输生产能力已经形成。

90年，我部在册职工人数为1415人，在引导职工深化改革，严格推行标准化作业和管理

的前提下，我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实现了技术、安全等各项经济指标。全年完成

总运量1371．1万吨，全员劳动生产率达9689吨／人年，为我部近十二年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

年份。90年我部根据上级精神，于四月份进行了企业职工工资清理工作；六月份落实了国务

院1989年国营企业职工增加一级标准工资的决定；十月份，我公司进入目家二级企业，我部

又实施了国家二级企业浮动升级。经过多次的升级，90年我部年人平工资已达3067元、比89

年增加了325元。

1991年，我部紧紧围绕“抓管理，重设备、保安全、压停时，完成运量1320万吨”的方

针目标努力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生产经营任务。一年巾，我部克服了铁路到达货物不

均衡、货场货位不足，运输环境较差、运力不够、设备状况不好等不利因素，仍完成总运量

1387．8万吨，共节支局车在厂延时费20万元。与此同时，为改进我部的技术装备状况，弓l进

了太行一9型600马力内燃机车一台，并于9月份投产使用，使湘钢牵引动力向内燃化迈出了

第一步。

为了提高铁路维护质量，从根本上改变线路状况差的局面，我部在公司的支持下，对工

务用工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引进一百名民工、迅速地改善了铁路线路的技术状况。并将我

部工务段原42名铁路工凋往公司，充实其他主体厂生产一线岗位。

为了确保公司1*高炉移地大修工程在7月1日顺利开工，我部组织烧结站、装卸队、机务

段等单位提前完成了老矿石场矿石的倒运任务，为公司高炉技改工程立了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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