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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铁路分局企业精神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共襄樊铁路分局

三届三次全委会讨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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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金杨国勋

<襄樊铁路分局志>几经寒署得以问世，实为可喜可贺之幸事。值此出版发

行之际，我们不仅要向为之付出心’血的编纂者和所有提供帮助支持的同志致

谢，更要向那些为鄂西铁道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敬。

裹樊铁路分局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分局，迄今历三十余栽。旧中国的鄂西

北没有一寸铁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鄂西铁道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走过了一条艰辛曲折的发展之路。如今已成为重要的铁路枢纽，管内裹渝、

焦柳、汉丹三线交汇，纵横交错，绵延千里，是通西南、入川陕，下湘桂、达中原的

重要通道，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o

<襄樊铁路分局志>如实地记载了分局管内铁路建设运营37年的发展历程，

镌刻着一代又一代裹铁人艰辛跋涉的足迹，志中既记载了以汉丹线修建为起点

的鄂西铁道创业经历，又客观记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历史，特别是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分局改革发展的成就和“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各项

成果有着翔实的记载。该志囊括了分局运输生产、经营管理、文化教育、生活福

利、党委群团、政法、人物等各方面的丰富史料，是一部较为系统的资料性著述o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o<襄樊铁路分局志>对于我们认识过去、服务当
代、开创未来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一本“局情书”，为我们了解分局的

昨天打开了“窗口”；它是一部“创业史"，为我们开展爱岗、爱局、爱路和爱国主

义教育提供了好教材；它是一个“智慧库”，为各级管理者作出科学决策提供了

有益参考。我们相信，分局广大干部职工会从中受到启发，获取教益。该志虽

然在体例、内容、文字诸多方面尚存不足，但仍不失为一部“襄樊铁路之全书”，

可资政、可教化、可存史，为我分局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我们期望大家能

从该志中得到裨益，以鉴往知来，共同开创襄樊铁路分局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九九九年十月



凡 例

一、<裹樊铁路分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依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记述襄樊铁路分

局管内37年的历史与现状。

二、志书上限始于1958年汉丹铁路修建之时，下限止于1995年末，国家第

八个五年计划结束之日。因本志成书于1999年，故在书后附缀志书限外1瓣
1998年分局简要大事及主要生产技术指数完成情况，以供读者查阅。

三、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表、图等，以志为主。根据分局运输生产特

点等实际情况，篇目设计采用大篇型体，“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结构科学合理，

按事物性质横排门类；按领属关系纵向记述事物发展历程；层次为篇、章、节、目
和子目，均以序号标示。全志1述、l记、1附录，9篇分志计41章133节；彩色图

片编排集中卷首，表随文排。

四、大事记以时为序，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

五、使用现代语体文，第三人称；文风力求严谨、朴实，言简意赅；突出专业

和时代特点，详异略同，详近略远，述而不论。

六、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志入传人物为1995年底前襄樊铁路分局

已故职工中有较大影响者，主要事迹善恶并举，据事直书。人物录、表记载获铁

路局级及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的人物和曾任分局党政正职领导人物。分局历任

党、政副职领导人以及工会、团委正副职领导人见有关章节“职务表"，不入人物

志。

七、采用公历纪年。书中计量单位、数字书写、标点符号用法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规定。

八、各类名称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为后文书写方便，有的全称后

加注规范化简称。地名、单位名称记述采用"-3时称谓，并注明现名称。

九、统计资料以分局计划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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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襄樊铁路分局(以下简称分局)隶属铁

道部郑州铁路局(以下简称郑铁局)。清末

至民国初年，曾动工修建川汉(成都至汉口)

铁路，不久即停工，一直未建成。自1958年

修建汉丹(汉口至丹江)铁路起，管内铁路交

通已走过37年历程。

1995年，分局管辖铁路线路总延长

1571．778公里，其中正线延长957．838公

里，营业里程933．5公里。分局下属基层单

位44个，其中车务10个、机务6个、车辆2

个、工务7个、电务4个、工附业后勤15个，

另有公检法单位3个。在册职工35400人，

为1966年的7倍；人均收入9326元，为

1966年的14．5倍。管辖车站111个，其中

一等站2个、二等站4个、三等站9个、四等

站95个、五等站1个，还有站管线路所2

个。从成立历史、管辖范围、职工人数、运

输生产任务量等各方面比较，分局在郑州铁

路局6个分局中名列第五，在全国铁路各分

局中也是一较小的分局。

辖区铁路主要分布在湖北省西北、西南

部，经由武汉、孝感、襄樊、十堰、荆门、荆沙

(原荆州)、宜昌7个直辖市的20多个市县

(含省直管市随州市)，多为亚热带湿润性气

候。经济吸引区内资源丰富，矿产有石膏、

石油、石棉、原盐、磷、铁、金红石等；水力资

源尤其丰富，已建成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和

长江葛洲坝水电站、清江隔河岩水电站，举

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在修建。沿

线大型工矿企业有十堰东风汽车集团公司

(原二汽)，荆襄磷矿，应城膏矿，荆门炼油

厂，荆门火电厂等。襄樊、荆门、荆沙等地区

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盛产稻、麦、油料和

棉花；土特产有生漆、茶叶、柑桔、猕猴桃、黑

木耳、桐油等。

分局机关所在地湖北省襄樊市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居汉水中游；建城已有2 800

年历史。襄樊自古为交通要道，素有“南船

北马”之称，号“七省通衢”，“北通汝洛，西带

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为历代兵家必

争之地。汉丹、焦柳、襄渝三条铁路在这里

交汇，形成中南沟通西南、华北路网的大型

铁路枢纽。铁路交通建设大大增强了襄樊

在现代交通中的地位，促进了襄樊及毗邻地

区经济的发展。

分局管内铁路沿线风景名胜古迹甚多。

“三国胜迹襄樊多”，襄樊古隆中为诸葛亮隐

居躬耕之地，现辟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

它著名的有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春秋

战国时期青铜编钟60多件，堪称地下音乐

宝库；随州厉山神农洞相传为神农氏炎帝出

生之地；枣阳白水寺为汉光武帝刘秀故里；

丹江口市武当山为道教名山，被联合国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阳玉泉寺是中国最早

的四大佛教寺院之一；三峡风光更是闻名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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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为了从根本上

改变鄂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支援丹江口水

利工程建设，报请中央批准修建汉口到丹江

的地方铁路，并于当年10月动工，边修建边

临运。因受自然灾害等影响，汉丹铁路两度

停建，历时7年余才修通。汉丹铁路修建初

期，采取“先通后备”方针，铺设18公斤／米

轻轨，使用星火型蒸汽机车牵引，每小时行

车速度只有十多公里，40吨以上载重货车

不能进入汉丹线；通信先是在湖北省邮电线

路上租杆挂线，后逐渐建设专用架空明线；

各站无正式客货运设备。1965年，汉丹线

续建配套，运输设备初步得到改善。1966

年1月，汉丹铁路全线通车交付临时运营；

6月，襄樊铁路分局成立，管辖汉丹铁路

410公里轻轨线路，配属23台小型蒸汽机

车(客车车辆无配属)，有通信明线4．32公

里，信号主要为手动臂板信号，路签闭塞；全

分局固定资产总值1．2亿元。分局管辖基

层单位21个，其中车务7个、机辆1个、工

务4个、电务1个、工附业后勤7个、公安1

个，职工总数4 020人，管辖车站40个，无

一、二等车站。汉丹线铁路办事处、管理处

和分局成立初期，设备简陋，管理落后，运输

生产水平低，行车事故多。1966年分局完

成旅客发送量224．6万人。货物发送量110

万吨，换算周转量6．2亿吨公里；发生行车

事件182件，事故率高达91．2件／机车百万

走行公里。

20世纪60年代，鄂西北、西南地区成

．．
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铁路新线修建首

当其冲。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焦

枝、襄渝、鸦宜诸线相继建成通车，其部分区

段(鸦宜线全部)交付分局管辖运营。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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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范围基本固定。在此期间，国家投入大

量资金对汉丹铁路继续进行续建和更新改

造，分局开始配属内燃机车和客车车辆，职

工人数大幅增加。

1966一19r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里。
分局运输生产和其它工作遭受严重干扰破

坏。运输秩序混乱，管理失控，主要指标下

降，事故多，影响运输生产的增长。1976

年，分局管辖铁路正线904．3公里，配属机

车116台，职工18273人，完成旅客发送量

543．1万人，货物发送量689．4万吨，换算

周转量26．64亿吨公里。

19r7卜1sr78年，襄渝线东段正式交付
运营，分局又配属电力机车，管内客货运量

有所增长，换算周转量增长较快。1978年，

长达8年的焦柳线配套续建工程结束；分

局管辖汉丹线(朱家台至丹江)、焦枝线(郜

营至枝城)、襄渝线(莫家营至胡家营)及鸦

宜线全线，正线910．4公里，车站98个；配

属机车125台(其中内燃、电力机车43台)，

客车144辆，正线主要铺设50公斤／米钢

轨，通信明线818．9亘长公里，电缆151．3

皮长公里，电气集中车站32站，自动、半自

动闭塞线路580．8公里，固定资产总值12．2

亿元。分局下属基层单位30个(车务8个、

机务4个、车辆1个、工务5个、电务4个、

工附业后勤7个、公安1个)，职工人数

20546人；完成旅客发送量686．4万人，货物

发送量986．3万吨，换算周转量41．11亿吨

公里。

1978年以后，分局在郑州(武汉)铁路

局领导下，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运输生



产稳定发展，安全日益好转，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979年，分局开始兴办集体企业。

1980年。汉丹线达到国家一级干线标

准；同年8月，襄渝线襄樊至胡家营电气化

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成为湖北省境内第一条

电气化铁路。

l粥卜1981年，由于加强职业教育，
职工素质迅速提高。1981年分局和主要站

段成立职工教育委员会，逐渐建立三级教育

网，围绕运输生产和安全工作，对干部和主

要工种的工人进行岗位技术培训和初高中

文化补习，初中文化和初等技术培训“双补”

合格率均达90％左右。分局成立职工培训

中心并筹建运输技工学校，各单位建立技能

培训基地，并组织职工读书自学指导委员

会，开展读书自学成才活动。

1982——1984年，分局进行企业整顿，

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经济责任

制。

1983年初。分局又接管枝柳线46公里

线路。1985年襄樊铁路枢纽基本建成。襄

樊北编组站日均办理车数达5336辆。成为

全国13个路网性编组站之一。

1986年，分局开始组建多经企业，发展

多种经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贯彻<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推行厂

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进行企业上等升级工作和干部、劳动用工、

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加强班组基础工作，

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八五”期间，完善

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各项改革进一步深

化发展。

分局各级中共组织得到巩固发展，成为

带领职工群众进行“双文明”建设的核心，工

会、共青团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发挥了积极

作用。20世纪80年代，分局党委创造的

“双文明’一体化管理”经验在全局、全路推

广。1989年。分局获“湖北省先进企业”称

号。1994年，分局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四

单位命名为“1991--1993年度全国思想政治

工作优秀企业”。

至1995年，分局参加读书自学活动的

职工有1万余名，约占职工总数的30％；先

后有42个集体、238名自学成才者及其260

项科技成果受到省、部、局表彰；有l 200人

走上车间、站段领导岗位，其中317人、122

人分获初级、中级技术职务，有5人被破格

晋升高级技术职务。1995年，分局10所中

小学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基本实现从应

试教育向公民素质教育的转变。1962—

1995年，累计培养小学、初中毕业生各2余

万名；高中毕业生8 681名，其中近2000人

考入各类大、中专院校。

1995年，分局35 400名职工中，具有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的2 745名，占7．7％；中

专、高中、中技毕业者15 304名，占43．3％；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 974名，占职工总数

8％。

改革开放以来，分局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和“科技兴局”的方针，推广应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对管内三条干线和襄

樊铁路枢纽进行技术改造，电子计算机在各

个领域普及应用。19r78—1995年。分局多次

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召开4次科学技术大

会，取得科技成果9r73项，为推动分局运输

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分局既有铁路正线有76％铺

设50一60公斤／米重轨，66．9％为无缝线

路，电气化里程占26．3％。牵引动力向内

电化发展，分局配属机车299台。保证行车

安全的“四项设备”配备齐全，内燃、电力机

车占总数的67．9％；客车车辆不断更新车

型、扩大编组，向空调化发展，配属客车469

辆，组成29列车底。通信信号采用通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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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电子技术新成果，实现了机械化和半自

动化。在襄樊建成全国铁路通信分枢纽，长

途通信以电缆为主；有电气集中联锁车站

99个，占总数86．8％，半自动、自动闭塞公

里970．5公里，信号基本实现自动化，远程

化。全分局固定资产58．4亿元，为1966年

的47倍，1978年的4．8倍。

“以运为主，多种经营”。1995年，分局

管辖正线里程、营业里程分别比1966年增

加2．3倍与2．2倍，职工人数比1966年增加

8．8倍，由于技术装备更新，运输设备完善，

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管内各线客货列车对数

增加，客货运输量大幅度增长。全年完成旅

客发送量818．8万人。货物发送量1 648．4

万吨，换算周转量240．88亿吨公里，分别是

1966年的3。65倍、15倍与6．6倍；为1978

年的1．2倍、1．67倍与5．86倍。运输进款

收入5．98亿元，分别为1970年、1978年的

湖北省西北、西南地区历来交通闭塞，

经济比较落后。20世纪初叶，清政府和国

民党政府修建川汉铁路计划流产，历史上无

铁路交通。即是素有“七省通衢”之称的襄

樊，自京汉、粤汉(武昌至株州段)铁路于

1906、1913年相继通车后，南北交通要道东

移，其交通地位每况愈下。20世纪50年

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开始大规模

经济建设，规划浦襄、平宜等铁路在襄樊交

会。60-．70年代铁路建设的发展为从根本

上改变两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创造了条件。

50年代末，国家在鄂西北动工修建丹江水

利枢纽，初期靠襄丹铁路转运建设物资。

1966年汉丹铁路全线通车后，由于减少了

转运环节，使大坝每立米混凝土造价平均

降低98％；丹江水电站安装的6台各重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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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倍与5．3倍。运输全员劳动生产率

79．11万换算吨公里／人年。为1971年的20

倍。有集体企业网点113个，固定资产原值

l 329万元，经营收入5 442．0万元，固资和

收入分别为1981年的225．3倍与36．6倍；

多种经营网点251个，从业人员3 575人，固

定资产1．56亿元，营业收入3．87亿元，实

现利润3 704．3万元；固资、营业收入和利润

分别为1986年的351倍、26．7倍与11．9

倍。

加强管理、科技进步和多年不懈整治行

车设备病害，促进了分局的安全生产。1994

一1995年进行的安全基础建设和安全标准

线建设，使分局行车安全基本达到可控状

态。1995年3月28日，实现建分局30年来

第一个连续无责任行车重大、大事故1 000

天，至年底实现连续安全1 278天，安全生

产成绩在郑铁局6个分局中名列前茅。

吨的主变压器和1台重达306吨的特大型

变压器均经铁路精心安排运送到工地。汉

丹线为丹江水利工程运送各种建设物资

200余万吨，不仅大大降低了工程造价，还

为其提前蓄水发电创造了条件。大型引丹

灌溉水利工程总干渠长70公里。其咽喉工

段排子河渡槽长4公里，高40米，128跨；施

工中需水泥砂石计30多万立方米。分局闻

讯后立即予以大力支持，每月优先调拨

6(D--800辆车皮。固定机车专列运送，使该

工程得以提前竣工，13．34多万公顷农田变

为丰产田。60—70年代国家又在鄂西北、

西南地区修建第二汽车制造厂、葛洲坝水电

站等多项三线工程和其它重点建设工程。

1969年9月，国家指令襄渝线武当山隧道

暂缓施工，先修便线绕避，莫家营至自浪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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