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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 话

《开封车务段志》是一部以记载开封车务段运

输生产管理为主体的综合性志书。上限1 9Io年元月1

日，下限l 987年l 2月31日，计78年。

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路

线为根本依据，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太观点和方法。

本志书编写结构为章、节、目三个层次。有的

引用文件或书中原文，为保持原貌，则顺序仍为原

顺号。

本志书内容分：概述、大事记、段管各站、运

输安全、企业管理、职工教育、职工生活福利，

集体企业、党群工作等，共计26章、97节、42万字，

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或

照片。

本志书本着先经济后政治，先生产后管理，及
· 1 ’



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原则进行编写。编写中详今

略古，偏重于生产，安全、管理予以详记，其余则略

写．

地点、入名、物名及单位名称概用全称，年、

月、日用阿拉伯文。

本志书资料，来源主要有两处：一为本段各

站、各股室提供；一为编辑人员搜集。为便于阅

读，书末列有《主要参考资料》，以供参考．

本志书是集体劳动成果，为本书提供资料、摄

影，绘制图表的有二十余人．郑州铁路分局史志办

公室领导，对本书进行了精心审修。在此，特向所

有关怀、支持本书编写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

谢。

由于本志书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虽经编辑人

员与有关人员反复核对修改，仍难免有所差错，恳

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编者

1988年12月15日



序

在我国编志撰史，由来已久，而盛世修志，更

是一条历史性规律，在神州大地处处滚动着改革开

放春潮的新形势下，在铁路运输日益发展的今天，

我段等一部志书——《开封车务段志》在段志室全

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历经三载，瀚海寻珠，今天

终于脱稿成书，这是我段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其在我段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上，必得留下显著的

一笔。

开封，位居中州，古称汴梁，其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使之在交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行经六省区，被称为祖国第二条大动脉的陇海

铁路线，其源就始于此。作为该线最早的车站，现

几乎有二分之一归属开封车务段，因之，开封车

务段的历史是与陇海线共增岁月，与之共同发展

的。铁路史志虽有前例，但基层站段编志，对我们
' l ’



来说却属首创。段志室编纂人员就是在这种毫无基

础的情况下欣然受命的。他们认真学习上级文件、

深刻领会时代精神，‘四处求师，探古访今，在任务

繁重但又十分陌生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跋涉，以

较快的速度向我们献出了这本既概括车务段八十年

沧桑历史、又体现新时代风貌的新型志书。

“志属信史”，《开封车务段志》完全体现了

这一原则，它的内容不仅都源于历史，而且都是经编

纂人员在浩繁的史料中筛选而得，晚清政府的腐败

落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战乱，日本帝国主义

的野蛮侵略，以及建国后人民铁路的迅速发展，

。文化革命’’的严重创伤，十年改革的累累硕果等，

都是通过生动的叙述，并在翔实的资料中得以完整

的体现的，读之既能增长历史知识，又能促入奋发

进取，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完全可以作为我段对青

年工人进行路史教育的基本教材。

主题突出，特点鲜明，是本书的又一特色。作为

管辖中间站的开封车务段，其根本工作就是组织各

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搞好运输生产。对此特点、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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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体现的比较适宜；在篇目设置上，生产、安

全，循序而列，在内容层次上，行车、客货，先

后有序，不但有各个时期的运输概况分述，还具有

各种设备条件下的办理规范；不仅有各年度安全情

况的统计，还附有各个年度，各种情况下的安全分

析及管理办法。文、图、表相兼互衬、集于一体，

是分析制定我段安全生产措施，提高管理水平的必

备资料和可靠依据。

众手成志，本志书是全车务段干部职工的劳动

结晶。同时，也是我段可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基层

单位自己编纂的志书，本书定有诸多不尽完善之

处。但白壁微瑕，不遮其辉，我们相信，它的实际

价值以及积极作用．对总结我们的经验，推动改

革，必将发挥出显著的借鉴作用。

赵德鑫

l 988年l 2月7日



序 二

随着国民经济的振兴，改革浪潮的澎湃迭起。

反映了政通人和、兴旺盛世的《开封车务段志》一

书终于脱稿成书了，这是我段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

成果，是全段职工的一件大喜事!

开封车务段西承郑州，东接商丘，中经古都开

封，辖区跨经三市六县区，不仅是郑州铁路局管内的

重要区段，也是整个陇海线上的中枢区段之一。它的

位置，在整个铁路运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

上级领导下，我们开封车务段全体干部职工奋发进

取，改革创新，连年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无负于

人民的重托。春雨萌春笋，盛世方编志。我们的段志

就是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改革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它

是我们车务段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改革方针的又一显

著成果。

作为搿信史”，编志不仅仅是为了解历史，更主

要的还是通过历史这面镜子来溯古察今，借以资

治。我认为，本书的作用是可以起到这一特殊效果
·4’



的。一者，本书以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各项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并以此作为评判得失

的标准，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该书的正确方

向；二者，它的内容比较全面、资料比较翔实，7从

党，政、工、团组织的建设发展，到生产形式的改

革变迁，各个时期的各方面内容，均有较适当的叙

述记载；三者，该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详今略

古”的原则体现得比较适宜，是全面反映我段古今

全貌的志书l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全国经济建设

的重点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

化改革”。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既要注重历史经

验教训，更要面向未来，我相信：有党的方针政策

指导，有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有全段干部职工的

共同努力，再加之这本志书给我们提供的历史资料

作为借鉴，我们车务段一定能做出更大成绩，在振

兴国民经济中做出更大的贡献l

瞿世焕

1 98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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