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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集宁铁路分局实现安全生产2000天之际，《集宁铁路分局大

事记》出版了。这部《大事记》上溯1914年，下至1991年，记录了分局管

内78年内所发生的大事，是我分局第一部大型史料性书籍。她的问世，

是集铁分局的·件大喜事，给分局安全生产2000天献上了一份厚礼。

我热烈祝贺她的诞生。

历史，是过去对未来的诏示，是昨天对今天的启迪。

这部《大事记》政翔实的资料、朴素的语言，真实地、客观地、历史地

记述了集铁分局成立、发展的一件件大事，内容涉及到重要工程的修建

竣工，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分局领导的重要活动及变动，重要接待活

动，重要涉外活动，上级部门对分局的命名和表彰，政治、科技、文化、教
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成就和重要变化，重大自然灾害和各种重大、大

事故，著名人物逝世，机构人员变动等。通观全书，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

集宁分局全面地呈现出来，是戬们了解集宁分局发展变化的不可多得
的字典式资料书。

这部《大事记》在短短的10个月的时间内就编辑出版了，她是全体

编纂人员和全分局干部、职工共同劳动的结晶。

我衷心希望这部《大事记》为分局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续修分局志起

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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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依照“修志范围以现管辖区域为准”的规定，本大事记追溯虱民

国时期的张绥铁路(后改为京绥铁路、平绥铁路)，解放前的京绥铁路管
理局、张家口铁路管理局，时间上限到1914年，下限到1991年，时间跨

，度78年。 ．．

二、根据“新方志的大事记要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建分局前部分只

作粗略记述，建分局后部分则记述得较详尽。 -

三、大事记对重大的政治运动只作事件的记述，对涉及的事不作具
，

体交待。 ．

。四、大事记中记述的事件，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记述。

． 五、大事记中对年、月、日的记述，月查不清的记“是年”，日查不清

的记“是月’’，同一时间记“△”。

六、大事记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月日均用阳历；在行文中使用当

时历史纪年时，则历史纪年放在括弧内。

七、关于有关重大、大事故的记述，大事记只作概况记述，对发生事

故的规律和教训给读者以了解和研究，不作为处理事故的依据。

八、本大事记由于历史年代久远，一些资料很难查找，而找到的有

的其说不一，有的则无文字记载。这些资料虽经考证，但也难免有差错

之处，敬请读者指正和谅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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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一1915年

1 9 1 4年(民国三年)

1．月

是月 为展筑张(家口)绥(远)铁路大同至丰镇段，交通部准许募

集短期借款，第一期银洋30万元，限期一年，月息七厘，由京绥铁路收

入按月提款储存银行，以期支付。
‘

’

1 9 1 5年(民国四年)

6 月

是月．张绥铁路募集第二次短期借款，颁布第二次短期借款简章

十条。借款总额银洋100万元，仍为补充大同至丰镇段筑路工程费用。

9 月

1日 张绥铁路大同至丰镇地段竣工通车，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影响，资金不足，张绥段不得不停工长达四年之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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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1 6年(民国五年)

1 月

23日 交通部奏改京张、张绥铁路为京绥铁路，其后线路虽展修

至包头，仍沿用京绥铁路旧称(后于1928年12月又改为平绥铁路)。

5 月

是月 交通部发布命令，张绥路定名为京绥路。

6 月

是月 京绥路募集第三次短期借款，颁布借款简章共十三条，借款

总额银洋100万元，借期一年，月息七厘，本息在一年内分四次抽签偿

还。同时把第一、第二次借款还清。

10 月

是月 交通部公布京绥铁路管理局编制规定，共十一条，局内设四

个处、十六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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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一1918年

·1 91 7年(民国六年)

1"0 月

是月 京绥路为推进营业，募集第四次短期借款，颁布短期借款简

章十一条，借款总额银洋100万元，借期一年，月息七厘五，分两次偿还

本息。

1 9 18年(民国七年)

1 月

是月 鼠疫蔓延至京绥铁路丰镇、萨拉齐、绥远(今呼和浩特)等

地，北京政府规定萨拉齐等地为防疫施行区域，丰镇与北京闻铁路中

断，据统计死者达1500余人： 7

r? 只

是月 京绥路计划复工修筑，派工程师刘锖、邵善阊勘测丰镇至绥



1917年一1918年

·1 91 7年(民国六年)

1"0 月

是月 京绥路为推进营业，募集第四次短期借款，颁布短期借款简

章十一条，借款总额银洋100万元，借期一年，月息七厘五，分两次偿还

本息。

1 9 18年(民国七年)

1 月

是月 鼠疫蔓延至京绥铁路丰镇、萨拉齐、绥远(今呼和浩特)等

地，北京政府规定萨拉齐等地为防疫施行区域，丰镇与北京闻铁路中

断，据统计死者达1500余人： 7

r? 只

是月 京绥路计划复工修筑，派工程师刘锖、邵善阊勘测丰镇至绥



1918年一1919年

远的路线。

△ 为偿还积年欠款，京绥路募集第五次短期借款，总额为银洋

400万元，借期四年，月息七厘五，从1919年起，分四年抽签偿还。当时

因国内情况，远未募足。

1 9 19年(民国八年)

1 月

3日 交通部为展筑京绥路丰镇以西铁路向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

社借款300万日元，以1918年所发公债券余额作抵。日方言明日后须

借款时，该公司有优先权。从此日本势力侵入西北铁路。

．、 2 月

是月 京绥路丰镇至绥远段线路勘测完毕。

3 月

是月 停工达四年之久的京绥路开始筹备向绥远展筑。后因资金

发生困难，又募集短期借款100万元，于1921年4月勉强修通卓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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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绥远一段。

11．月

是月 京绥铁路丰镇至苏集段竣工·

、 12 月

●

· ●

是月 交’通部令京汉路与京绥路合并，称京汉、京绥铁路管理局。

后于1920年7月决定两路仍分别设立。

1920年(民国九年)

1 月

是月 京绥路修到平地泉(今集宁)并通车。

5 月

是月 京绥铁路管理局呈报筹备接修绥包线事宜，并派员勘测。

18



1919年一1920年

至绥远一段。

11．月

是月 京绥铁路丰镇至苏集段竣工·

、 12 月

●

· ●

是月 交’通部令京汉路与京绥路合并，称京汉、京绥铁路管理局。

后于1920年7月决定两路仍分别设立。

1920年(民国九年)

1 月

是月 京绥路修到平地泉(今集宁)并通车。

5 月

是月 京绥铁路管理局呈报筹备接修绥包线事宜，并派员勘测。

1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