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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上差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云南米轨铁路的历史快车驶过了风雨沧

桑80余载；开远铁路分局的成长步履跨过了耕耘收获20余年。

在米轨铁路的风雨历程和开远分局的发展道路上，沉积着大量

的历史文献、典籍、章制、照片和实物。把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收

集、整理并保存、相传，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为此，分局于1989

年建立了“窄轨铁路历史陈列馆”，现在又编纂了《开远铁路分局

志》，这无疑是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事。

为了编纂这部分局志，分局的修志人员“倾拳拳之忱、奋勤勤

之劳”，克服重重困难，奔波千里铁道，跋涉迢迢山川，查找历史

档案，寻访知情人士，广征博采搜集文献资料2 000余万字、历史照

片2 000余幅、文物1 093件，历经6年伏案疾书，数易其稿，终于

付梓成书，真可谓“倾注三江五湖水，挥动千钧写春秋”。

翻开这部分局志，我们不仅看到了丰富的文字、翔实的图片、

分明的结构、规范的文体，而且深刻地感受到了“追览既往、奋扬

开来”的历史昭示。在风云变幻的旧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

暗天日里，中华民族被躁躏，国土被蚕蚀，路权被掠夺，外国资本

驱使中国劳工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中国较早的昆河米轨铁路。为争路

权和扬我民族之尊，滇南乡绅、业主和广大有识之士集资创办了蒙

宝寸轨铁路。这两条铁路在风雨飘摇中历尽苦难，千疮百孔，几近

瘫痪，直到新中国成立回到人民的怀抱，才重新获得新生。在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铁道部、铁路局的领导下，米轨铁路走上了蓬勃发展

的道路。而今开铁工人通过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和拼搏奉献，把米

轨铁路改造和建设成为拥有雄厚固定资产和一万多名职工以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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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远铁路分局志

产经营、生活后勤、文教卫生等工作体系齐备的现代铁路企业，成

为雄踞滇南地区、纵跨滇中南昆明市和3个地州所属12个市县的

运输大动脉，为开发、建设和保卫边疆，为发展和繁荣边疆经济，

为加强边疆各族人民的团结，为促进云南省的对外开放，作出了巨

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远分局在改革和发展

中蒸蒸日上，阔步前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取得了今

非昔比的工作成就。安全运输生产连续4 500多天无行车重大、大事

故，成绩名列全路第二，分局先后被评为“云南省先进企业”和

“国家二级企业”。 ～

《开远铁路分局志》记述的正是米轨铁路和开远分局发展的历

史印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筑路劳5-．的斑斑血迹和米轨先辈们不

屈不挠的英勇抗争；可以嗅到米轨铁路保卫边疆、支援前线、壮怀

激烈的炮火硝烟；可以聆听到开远分局几十年拼搏进取的奋进足

音。它是开铁工人的革命斗争史，是米轨铁路的艰苦创业史，是开

远分局的改革发展史，是米轨铁路不断奋进的历史诗篇，是开铁工

人战天斗地的壮丽诗行。从这些历史的诠释中，从这些诗的韵律中，

我们认识了米轨铁路的今昔，感受到了开铁工人的风貌，领悟到了

“献身边疆建设，振兴米轨铁路"开铁精神的深邃内涵，获得了心

灵的启迪和共鸣，增强了对现实奋斗的力量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历史写就的这些诗，今天需要拜读，未来需要珍存。让历史

“彰往察来”警示现实，让历史总结经验告诉未来，让植根于肥腴

历史沃土的米轨铁路振兴发展，让拼搏奋进的开远铁路分局蓬勃于

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1

1 996年8月



尼 例

一、《开远铁路分局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争实事求是地记述开远铁路

分局的历史与现状，反映米轨铁路的特点和时代性。

二、记述时限上自1903年修建滇越铁路始，下至1990年末。为记述某些事物、事

业的完整性，个别章节适当上溯。记述范围原则上以下限管辖现状为界。为记述方便，1970

年8月1日开远分局成立以前，简称“管内”。对历史上的滇越铁路起点站昆明南站，适

当予以记述。

三、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概述统领全志，以大事记为纲，以

人物篇和附录殿后，随文插有大量历史照片和文物照片，以资佐证。图片除署名者外，均

为开远分局窄轨铁路历史陈列馆提供。

四、篇目结构按照先生产力后生产关系、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从现代社

会分工的实际出发，根据铁路运输的性质，结合开远分局的特点，进行科学分类，突出

铁路建设、运输生产、多种经营、企业管理。尤其以运输主业为核心，其它围绕运输主

业按大类归并划分。结构层次为篇、章、节、目，少数目下设细目。

五、除少数历史文献引用原文外，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文风崇尚严谨、朴

实、简洁。除概述外，叙而不论，据事直书，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详近略远，详特略同，

通典不录。

六、人物篇设人物传、省、部级以上英模名录、其他人物表。立传人物以对本分局

铁路事业有显著建树的人士为限，按生卒年先后排列。生不立传。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

人的方法入志。

七、某些机构、会议、文件等过去的名称和常用语，在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

用简称。译名在括号内加注外文。

八、民国及其以前一律用历史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记述中具体时间难以查

清的，用甸、月、季、年等相对时间记述。

九、计量单位除历史上旧计量单位照实记载外，一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

十、引文、专业术语、名词需要注释的，均采用脚下注。

十一、机构演变、人事任免、英模人物等，均以组织、人事、劳资、工会等部门提

供的决定、命令、通知或资料为依据。统计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以档案、

文献资料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以路局、分局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统

计部门没有的，采用各部门的数据。



l

上册目录

概述⋯⋯⋯⋯⋯⋯⋯⋯⋯．(1)

大事记(1885""1990)⋯⋯(7)

第一篇铁路建设

第一章昆河铁路⋯⋯⋯．(3 3)

第一节地理环境⋯⋯⋯⋯⋯(3 3)

第二节修建缘起⋯⋯⋯⋯⋯(3 5)

第三节勘测设计⋯⋯⋯⋯⋯(3 8)

第四节工程施工⋯⋯⋯⋯⋯(4 o)

第五节技术设备⋯⋯⋯⋯⋯(4 8)

第六节重要桥梁⋯⋯⋯⋯⋯(4 9)

第七节破坏、修复⋯⋯⋯⋯(5 4)

第八节废约赎路⋯⋯⋯⋯⋯(6 2)

第九节技术改造⋯⋯⋯⋯⋯(6 4)

第二章蒙宝铁路⋯⋯⋯．(6 9)

第一节地理环境⋯⋯⋯⋯⋯(6 9)

第二节缘起⋯⋯⋯⋯⋯⋯(7 o)

第三节筹资⋯⋯⋯⋯⋯⋯(7 2)

第四节修建⋯⋯⋯⋯⋯⋯(7 4)

第五节延展⋯⋯⋯⋯⋯⋯(8 2)

第六节扩轨⋯⋯⋯⋯⋯⋯(8 3)

第三章支线⋯⋯⋯⋯。(8 6)

第一节鸡个线⋯⋯⋯⋯⋯⋯(8 6)

第二节昆石线⋯⋯⋯⋯⋯⋯(9 1)

第三节昆小线⋯⋯⋯⋯⋯⋯(9 4)

第四节草官线⋯⋯⋯⋯⋯⋯(9 5)

第四章专用线⋯⋯⋯⋯．．(9 9)

第一节修建⋯⋯⋯⋯⋯⋯(9 9)

第二节管理⋯⋯⋯⋯⋯⋯(103)

第三节维修⋯⋯⋯⋯⋯⋯(104)

第五章昆明枢纽(米轨)
⋯⋯⋯⋯⋯”⋯⋯⋯⋯⋯⋯⋯·(107)

第一节枢纽缘起⋯⋯⋯⋯⋯(108)

第二节枢纽改造⋯⋯⋯⋯⋯(108)

第三节枢纽站段⋯⋯⋯⋯⋯(109)

第二篇 运输生产

第一章行车组织⋯⋯⋯(112)
第一节机构⋯⋯⋯⋯⋯⋯(112)

第二节车站⋯⋯⋯⋯⋯⋯(113)

第三节列车乘务⋯⋯⋯⋯⋯(141)

第四节调度⋯⋯⋯⋯⋯⋯(144)

第五节运输方案⋯⋯⋯⋯⋯(150)

第六节列车运行图⋯⋯⋯⋯(152)

第二章旅客运输⋯⋯⋯(154)
第一节机构⋯⋯⋯⋯⋯⋯(154)

第二节客运设施⋯⋯⋯⋯⋯(154)

第三节客运量⋯⋯⋯⋯⋯⋯(160)

第四节客运服务⋯⋯⋯⋯⋯(164)

第五节客运组织⋯⋯⋯⋯⋯(170)

第六节行李、包裹、邮件运输

⋯⋯⋯⋯⋯⋯⋯⋯⋯⋯⋯⋯⋯(172)

第七节旅客票价、行李包裹运价

⋯⋯⋯⋯⋯⋯⋯⋯⋯⋯⋯⋯⋯(174)

第三章货物运输⋯⋯⋯．(176)
第一节机构⋯⋯⋯⋯⋯⋯(176)

第二节货物运输量⋯⋯⋯“·(177)

第三节计划运输⋯⋯⋯⋯⋯(195)

第四节货物运输组织⋯⋯⋯(198)

第五节货车满载⋯⋯⋯⋯⋯(203)

第六节货物换装⋯⋯⋯⋯⋯(213)



2 开远铁路分局志

第七节货场管理⋯⋯⋯⋯⋯(217)

第八节货物运价⋯⋯⋯⋯⋯(223)

第九节装卸⋯⋯⋯⋯⋯⋯(228)

第四章国际联运⋯⋯⋯．(233)
第一节沿革⋯⋯⋯⋯⋯⋯(233)

第二节联运协定⋯⋯⋯⋯⋯(239)

第三节国境站⋯⋯⋯⋯⋯⋯(244)

第四节联运量⋯⋯⋯⋯⋯⋯(245)

第五章军事运输⋯⋯⋯(249)
第一节机构⋯⋯⋯⋯⋯⋯(249)

第二节运输⋯⋯⋯⋯⋯⋯(252)

第三节管理⋯⋯⋯⋯⋯⋯(259)

第四节运费清算⋯⋯⋯⋯⋯(260)

第六章机务⋯⋯⋯⋯⋯(261)
第一节机构⋯⋯⋯⋯⋯⋯(261)

第二节机务设备⋯⋯⋯⋯⋯(264)

第三节机车运用⋯⋯⋯⋯⋯(281)

第四节机车检修⋯⋯⋯⋯⋯(288)

第五节能源⋯⋯⋯⋯⋯⋯(299)

第七章给水电力⋯⋯．(303)
第一节机构⋯⋯⋯⋯⋯⋯(303)

第二节给水⋯⋯⋯⋯⋯⋯(304)

第三节电力⋯⋯⋯⋯⋯⋯(312)

第八章车辆⋯⋯⋯⋯”(317)
第一节机构⋯⋯⋯⋯⋯⋯(317)

第二节车辆运用⋯⋯⋯⋯⋯

第三节车辆检修⋯⋯⋯⋯⋯

。第四节车辆技术改造⋯⋯⋯

第五节新技术⋯⋯⋯⋯⋯⋯

第九章工务⋯⋯⋯⋯。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设备⋯⋯⋯⋯⋯⋯

第三节维修⋯⋯⋯⋯⋯⋯

第四节大中修⋯⋯⋯⋯⋯⋯

第五节抗灾⋯⋯⋯⋯⋯⋯

第六节修配⋯⋯⋯⋯⋯⋯

第七节采石⋯⋯⋯⋯⋯⋯

第八节林业⋯⋯⋯⋯⋯⋯

第十章电务⋯⋯⋯⋯⋯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信号⋯⋯⋯⋯⋯⋯

第三节通信⋯⋯⋯⋯⋯⋯

第四节设备检修⋯⋯⋯⋯⋯

第十一章运输安全⋯⋯．
第一节行车安全⋯⋯⋯⋯⋯

第二节路外安全⋯⋯⋯⋯⋯

第三节客运安全⋯⋯⋯⋯⋯

’第四节货运安全⋯⋯⋯⋯⋯

第五节装卸安全⋯⋯⋯⋯⋯

后1巴⋯⋯⋯⋯⋯⋯⋯⋯⋯⋯⋯

(319)

(330)

(344)

(349)

(352)

(352)

(355)

(368)

(376)

(380)

(385)

(387)

(388)

(389)

(389)

(391)

(396)

(406)

(409)

(409)

(422)

(426)

(428)

(430)

(43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埘一f 1

概 述

开远铁路分局位于云南省南部工业重镇开远市，北距省会昆明市248公里，南距国

家级口岸河口217公里，踞南疆之门户，扼边陲之要冲，是进出滇南的交通枢纽和物资

聚散地。

开远分局管内有昆(明)河(口)、蒙(自)宝(秀)两条干线，昆(明)小(石

坝)、昆(明)石(咀)、草(坝)官(家山)、鸡(街)个(旧)四条支线。总延长线路

1000毫米轨距826．811公里，其中正线657．524公里；600毫米轨距40．672公里，其中

正线33．904公里(另有准轨正线2．740公里)。是国家铁路网中唯一的米轨铁路。 。

米轨铁路宛如一条蓝色的玉带，绵亘在风光绚丽的云岭高原，它由北向南，沿南盘

江蜿蜒，依南溪河延伸，在高山深箐中盘绕，于河流和悬崖间穿梭。沿途坡陡、弯急、隧

道密，南北高差1 807米，全线平均坡度4 o／00，最大坡度30‰；曲线占正线总长的52．2％，

300米以下半径曲线占全部曲线的82．8％，最小曲线半径80米；桥梁265座，总延长

7 475．3米；隧道195座，总延长23 137．4Z：，是典型的山区铁路，曾有“蛇形的铁路，船

形的火车，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旅客”之说。

铁路以开远为中心，北与准轨贵昆、成昆铁路衔接，南与越南米轨铁路相通。途经

昆明市和玉溪、红河、文山三地州所属呈贡、宜良、华宁、弥勒、开远、蒙自、个旧、建

水、石屏、屏边、马关、河口等县(市)。沿线世居哈尼、彝、苗、傣、壮、瑶、回、布

依、拉祜、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内矿藏资源丰富，霞石矿储量冠全国之首，锡储量居全

国第二位，锰矿保有储量占全国第六位，富矿储量占全国50％，居首位。工业基础雄厚，

是云南重要的能源、化工、建材、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农业盛产水稻、玉米和甘蔗、烤

烟、花生等经济作物，草果产量居全国第一。沿线为喀斯特地貌，气候北部是“四季无

寒暑”的暖温带，南部是“挥汗如雨”的热带和亚热带。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点缀在铁

路沿线的名山胜景：有风景秀丽的昆明西山和滇池，有“天下第一奇观”的路南石林，有

似人间仙境的宜良九乡，有“亚洲第一洞”的燕子洞，有规模宏大、甲于全滇的建水孔

庙，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珍禽异兽、奇花异卉众多的屏边县大围山自然保护区，有北回

归线横贯其间的碧色寨站，有浓郁南国风情的边境口岸河口等。

维系南防边陲的米轨铁路，是云南发展经济，繁荣边疆的重要交通动脉。1990年米

轨铁路完成的货物发送量占全省铁路货物发送量的21．9％，完成的旅客发送量占全省铁

路旅客发送量的38．3％，完成的出省物资运输占全省铁路出省物资运输的11．7％。米轨



2 开远铁路分局志

铁路是云南乃至大西南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的最经济、最便捷的陆上通道，铁路从昆

明至越南海防出海全程854公里，比现在从昆明经贵昆、湘黔、湘桂铁路至广东湛江出

海缩短1 320公里，也比今后经南昆铁路至防城出海缩短458公里，而且东南亚各国铁路

均为米轨，便于联网，开展国际联运。

开远分局米轨铁路，始建于本世纪初，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是中国近代铁路

史上帝国主义在华最早修建的铁路之一，也是出现在云南乃至大西南的第一条铁路。

十九世纪末，当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垄断、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帝国主义各国加

剧瓜分中国之际，法国趁机于1898年夺取了自云南边界河口至省城昆明的铁路权。从

1903年起历时七年，耗资1．5亿法郎，强索华工近30万人(其中死去6万余人)修建了

这条铁路。从而把云南境内昆明至河口的465公里铁路与法属殖民地越南境内老街至海

防的389公里铁路联结成跨国的滇越铁路。

滇越铁路的通车，使云南这个封闭的内陆高原地区有了一条走向海洋的通道，促进

了云南与世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铁路沿线兴起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和商

业城市。但是，由于铁路为法国殖民者所操纵，它便成了其侵略掠夺云南的工具，给云

南人民带来了灾难：铁路所经地段均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享有治外法权，外籍人员

违犯中国法律，中国政府无权查办，概由法国处理，法国在蒙自设立监狱，关押中国反

帝爱国志士和越南革命党人，法国还从滇越铁路运送军火支持云南地方军阀的统治；法

国利用滇越铁路对云南经济进行掠夺，他们控制云南交通命脉，以运价作为杠杆，实行

高运费政策，在运费之外加征通过税和名目繁多的杂费，以榨取高额利润，1915年至1920

年，法国滇越铁路公司云南境内一段年均盈利100万法郎，1921年至1930年增至600余

万法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与滇越铁路运价相配合，利用汇率控制云南的外汇，收购中

国白银，造成白银大量外流，自1914年至1930年的17年间，法国由云南搜罗外运的银

元达1 455万元；法国通过滇越铁路大量向云南倾销法国商品和掠夺云南的经济资源，美

国的统计报告称：“美、英、德、日四国(在滇)的贸易总额不过占云南贸易的百分之四

十左右，而法国则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1909年至1938年，法国从滇越铁路掠走的锡

达234 242吨，价值293 845 923关平银两。滇越铁路象一根吸血管，吸吮了云南大量的资

源和财富，而留给云南的却是一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景象。

陷入民族危急的云南人民，为夺回滇越铁路滇段路权，奋起抗争：1899年杨自元聚

众起义，夜袭蒙自城，赶跑了勘测铁路的法国人；1903年周云祥领导个旧锡矿工人起义，

响亮地提出了“阻洋修路”的口号；云南留日学生上书清政府，要求“废约赎路”，他们

中的同盟会会员创办《云南》杂志，揭露法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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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进行保路斗争的先声；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法国欲展筑支

矿。滇南锡业工商业者为抵制法国的这一图谋，以拳拳爱国之心，数

(旧)碧(色寨)石(屏)铁路，在蔡锷将军的支持下，一条长达177

云南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法国政府屈服于日本压力，中

并与日本缔结条约，准许日军登陆越南，假道滇越铁路进犯云南，云

烈抗议，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下令接管滇越铁路滇段，并拆毁河口至

铁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中法两国谈判，由中国赎回滇段

人民历经半个世纪的斗争，才使路权得到回归。但是，国民政府接管

被拆毁的铁路，相反把铁路推向内战，使铁路陷入半瘫痪状态。

云南铁路工人是伴随着法帝国主义修建和经营滇越铁路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支有

3 000多人规模的产业大军。它从诞生那天起，就饱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凌辱，不断为自

己的生存而斗争。1907年暴发的7 000名浙江籍路工向洋监工索取欠薪的斗争，是中国工

人运动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但是，这类斗争是自发的经济斗争，最终都遭到帝

国主义和清政府的镇压而归于失败。

1927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滇越、个碧

铁路作为工人运动的重点，派出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铁路沿线，组织发动工

人，开展反对法帝国主义和云南军阀的斗争。6月1日开远铁路工人召开代表会，发表

《告全体会员书》，号召铁路工人团结起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榨。这是云南铁

路工人首次向法帝国主义宣战的檄文。1927年底共产党员刘林元来到芷村铁路总车房，

以洗炉工为掩护，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云南铁路第一个党支

部。从此，云南铁路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自在斗争转向自为斗争。《中国劳动大会

文献》记载，1928年当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斗争处于低潮的时期，滇越、个碧铁路

工人向法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资本家及其走狗监工把头的大小斗争就有13次。

30年代初，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席卷到云南，由于叛徒的出卖，云南省和铁路地下

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铁路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但是，党在铁路工人中播下的革命火种

并没有熄灭，铁路工人的爱国反帝斗争仍在此起彼伏地进行着。1931年为抗议法国稽查

殴打四名无票乘车的中国妇女的罪行，开远和昆明南站两千多铁路工人、市民、学生举

行反法大示威。“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消息传到云南后，愤怒

的开远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商人、居民、学生举行集会，成立“滇越铁道区抗日救国

总会”，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对日宣战。1937年为反对法国铁路公司裁员减薪，暴发

震惊全省的滇越铁路滇段总罢工，迫使当局撤回裁员减薪令。云南《民国日报》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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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大规模之罢工，在本省尚属创举。”

在解放战争年代，云南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

爱国民主运动中，进行了一系列争取生存权利和推翻国民党官办工会的斗争；建立和发

展“云南新民主主义工人同盟”、“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滇越铁路滇段和个碧

石铁路建立秘密交通线，传递情报和护送干部及物资到游击区，把优秀的铁路工人输送

到“滇桂黔边区纵队”，积极参与云南的武装斗争；在云南和平起义后，当国民党军队反

扑昆明时，铁路工人成立义勇自卫队，投入昆明保卫战，保护铁路，抢修机车车辆，迎

接人民解放军进云南，为云南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米轨铁路凭借着法国殖民者留下的简陋而残破的机车、

车辆、线路等设备，为百废待兴的云南经济超负荷地运行。货运量由1950年的29．9万

吨，迅速增长到1957年的234．7万吨，增长6．8倍；客运量由1950年的147．8万人，增

长到1957年的380万人，增长1．6倍。

1956年，年轻的共和国以雄伟的气魄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铁道兵奉命来

到南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修复了被国民政府1940年拆除的碧河段铁路，恢复了中断

十八年之久的中越国际联运。通过越南转口运输，沟通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较过去由

川黔桂经汽车运输到云南，每年可节约运费1．5亿元。1958～1978年共运输出口物资198

万吨，接入195万吨，为云南经济建设和越南抗美救国斗争作出了贡献。1973年7月24

日越南国会授予山腰国境站一级抗战勋章。

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中，米轨铁路在“左”的思想支配下，盲目追求

高指标，竞相放“卫星”，浮夸风、瞎指挥盛行，货运量由1958年的245．2万吨，突增

至1959年的428．4万吨和1960年的546．8万吨，创米轨铁路最高历史水平。然而，这

样的“成绩”却是以规章制度松弛、管理混乱、设备失修、事故迭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

1958年～1961年米、寸轨铁路年均发生的行车重大、大事故达到160件，是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纪录。1961年至1965年经过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米轨铁路才逐步医治了“大跃进”中造成的创伤，得到稳步的发展。

1966年开始的、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米轨铁路在调整后出现的健康发

展进程，管内各级领导机关被“造反派”夺权，职工分裂成对立的两派，打派仗，搞武

斗，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规章制度废弛，运输生产陷于瘫痪，列车时停时开，1968年

完成货运量155．3万吨，跌至1954年以来最低谷。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反革命集团后，米轨铁路运输拨乱反正，逐步走向正常。

1979年，在祖国的尊严受到威胁和挑衅的严重时刻，处于战争前沿的米轨铁路，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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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枪林弹雨，出色地完成了支前运输任务，开行军列上千趟，趟趟正点，列列安全，没

有发生任何差错和事故，受到铁道部和省军区的嘉奖。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开远分局在改革开放中，确立

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实现安全生产为重点，以搞好经济承包，调动职工增运增

收积极性为动力，以推行现代化管理为手段，以抓基础上等级和建设文明单位为途径的

发展方针。采取积极稳妥的步骤，建立起党委实施政治领导，行政依法指挥生产，工会

发挥民主管理职能的新的企业领导体制。针对过去统得过死、管得过细、卡得过紧的高

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弊端，从放权站段，搞活基层入手，实行了一局多型，分类承包，包

死基数，定额上交，鼓励多产，多超多留的承包模式，把运输生产任务逐项分解，层层

落实，从分局到站段、车间、班组和个人，形成了全员承包的格局。在分配上，分局根

据管内各单位工作性质不同、考核要求不同的特点，采取工资总额包干、利润工资含量

包干等分配模式，并配套制定了“万含工资考核办法”、“安全经济责任制奖励办法”、

“企业升级承包责任制奖惩办法”，逐步形成了责、权、利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中，分局把激发起来的职工积极性，及时引向改善企业内部

经营管理，向管理要效率、要效益，探索出适合米轨特点的“以方针目标为主线，以全

面质量管理为中心环节，以教育为先导，以标准化和班组建设为基础，有计划地运用现

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管理模式，使分局由传统管理步入现代化管理，全面提高了企

业素质。分局继1989年跨入云南省“先进企业”行列之后，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

业”。

米轨铁路地处边疆山区，自然条件恶劣，技术标准低，设备落后陈旧，行车事故一

直是困扰米轨运输的头号问题。1984年以来，分局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党、政、

工、团齐抓共管安全，从思想教育入手，狠抓“两纪”(劳动纪律、作业纪律)，从严治

路，落实标准化作业措施。采取科学管理手段，把影响运输生产的各种不安全因素纳入

安全网络图，实行有效控制。不断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铁路安全系数。强化全员

防洪，总体防洪，立体防洪的“三防”机制，把防洪抢险工作落到实处，确保铁路行车

安全。截止1990年末，分局连续2 461天无责任行车重大、大事故，实现第六个安全年，

安全成绩名列全路56个分局的第4位。

五

随着云南经济的迅速发展，设备老化，病害严重的米轨铁路愈来愈不适应需要。为

了挖潜提效，国家早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对米轨铁路进行了技术改造，机车、

车辆改装成自动钩及空气制动机，取代了落后的链子钩及真空制动机；昆河干线安装使

用了机械臂板信号和联锁设备，结束了车站值班员敲击钢轨与扳道员联络接发列车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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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在昆河线增设了9个会让站，提高了区间的通过能力，从外局调入了部分米轨和准

轨改米轨机车、车辆，缓解了运力的紧张。1970年，国家投资1 700多万元，把本世纪三

十年代民间集资建成的蒙宝干线的轨距由600毫米扩为1 000毫米，实现了滇南人民米轨

联网、一票直通的夙愿。为了满足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第五、六两个五年计划提出的米

轨昆河干线货物发送量1985年达到768万吨的要求，从70年代中期开始，铁道部投资

6 708万元，对米轨昆河干线实行“以工务设备为主，以牵引动力为中心，以提高运能为

目的”的全面技术改造。在保持轨距、限制坡度和小曲线半径的现状下，将全部25公斤

／米轻杂钢轨更换为38～43公斤／米钢轨}对桥、隧、路基重点病害进行整治；新建小龙

潭大桥，增建开远北编组站；扩建王家营米准轨换装站、昆明北站、宜良区段站以及开

远南客运站；从1978年开始运用国产“东方红”21型液力传动内燃机车，淘汰外国产的

各种老式蒸汽机车，1985年全部实现米轨牵引动力内燃化，平均牵引定数提高10％I新

造各种货车553辆，客车118辆；开远南北场分别采用6502继电半自动闭塞，并实行无

线平面调车指挥；机车安装了自动信号、自动停车装置和无线电话⋯⋯。所有这些技改

项目的实施，使古老的米轨铁路焕发了青春，跟上了铁路现代发展的步伐，提高了米轨

整体综合运输能力。

米轨铁路经过全面技术改造，改革内部经营机制和强化基础管理，运输生产达到历

史最好水平。1978年至1990年货物发送量年均654．6万吨，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28年年均377．1万吨，增长73．6％，为法国管理时期年均15．5万吨的42．2倍，为国民

政府管理时期年均20．3万吨的32．2倍。旅客发送量年均638．7万人，较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前28年年均454．6万人，增长40．5％，为法国管理时期年均26万人的24．6倍，

为国民政府管理时期年均120万人的5．3倍。 ．

进入九十年代的米轨铁路，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云南和滇南经济持

续、稳定、高速的发展，使昆河铁路昆明～开远段已接近饱和的运能与日益增长的运量

不相适应，滇南地区出省物资运输将越来越受到准轨车辆不足的制约；而地区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性，又使开远以南的运量增长缓慢，运能富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

发展，铁路死运价对市场活物价的矛盾日渐加剧，米轨铁路低运价、高支出尤为突出；南

昆铁路和昆河高等级公路通车后，标准低、设备老化的米轨铁路将面临强劲的竞争⋯⋯。

挑战既是发展的压力，又是发展的机遇。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崛起，以及云南省全方位的

开放，联结东南亚各国的云南米轨铁路，将成为云南和大西南“打开南门，走向亚太”的

前沿通道，并带动米轨铁路沿线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抓住机遇，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强

化管理，扩能改造，拓展通道，发展多元经济，将使米轨铁路以新的姿态跨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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