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I

I钮瞩

罨i惑

五五五面■里舅

中国 · 方考出殷社





主

委

主 编：

副主编：

顾 问：

编 辑：

编写人员：

工作人员：

数字审核：

摄 影：

田金雨王书玉 田和平刘润生 焦泮功

《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志>编辑部

张子全

袁国标王书玉

I李体仁l张公灿
云龙郭恩浩

云龙郭恩浩

宋建华孟繁禄

马玉红张润玲

师雅鸾

龚继超黄建郑

焦泮功柴学志

赵惠丽师雅鸾

赵惠丽霍鹏程贺时庸

自立威李碧君

窦晓君



主

委

主 编：

副主编：

顾 问：

编 辑：

编写人员：

工作人员：

数字审核：

摄 影：

田金雨王书玉 田和平刘润生 焦泮功

《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志>编辑部

张子全

袁国标王书玉

I李体仁l张公灿
云龙郭恩浩

云龙郭恩浩

宋建华孟繁禄

马玉红张润玲

师雅鸾

龚继超黄建郑

焦泮功柴学志

赵惠丽师雅鸾

赵惠丽霍鹏程贺时庸

自立威李碧君

窦晓君



≯
l
夕
一，

艺

掀

彦

取
●

堕
有
●—-

厩

明
。9

倪
协

●

张
老
奢

郑州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张子全书

公

交

企

业

精

神

，
．．．夕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序

时逢《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志》一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借应邀作序的机

会，写上几句话，以表示对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的关注之情和对公交战线广大职

工的希望。

郑州市现代化公共交通，始创于1954年2月。四十多年来，从公共汽车

通车，无轨电车运行，到汽、电车公司合并，走过了一段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艰苦创业，不断发展的光辉历程。其间，市公共交通由开业时的职工17

人，6部运营车辆，3条运营路线，发展到汽、电车并举，各种大、中、小车

辆860多辆，运营路线28条，已形成以火车站为中心，辐射东、西、南、北

四周的路线网络；公交企业由原来的一个小型企业，发展到已拥有5个汽车公

司、1个电车公司、1个汽车修理厂，计7个生产单位与经济开发总公司、职

工医院、幼儿园、城市客运警察大队4个辅助单位和“中裕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99“中裕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两个合资企业，职工4200多人，已形成

可提供多层次、多形式服务的大型城市公交骨干企业。

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动脉，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从它

诞生那一天起，对郑州市的经济发展，沟通城乡交往，方便居民出行等方面起

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服务于郑州市的改

革开放，搞活经济；服务于郑州市商贸城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

更加突出，深受郑州市各界人民的赞誉o

1996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郑州市视察时提出“把郑州市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商贸城市”，这是对郑州市的鞭策和鼓励。希望工作在公共交通

战线的职工，要以江泽民总书记的题词为动力，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保

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加压负重，开拓进取，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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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志

公用事业，其发展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因

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心公共交通事业，热情支持公共交

⋯貅长、／强密爵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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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

代，有益后世为宗旨，全面、系统、准确地论述和反映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三、全志上限始于1954年初郑州市公共汽车公司成立，下限断于郑州市

公共交通总公司1996年末。

四、全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反映历史现状，突出时代特点与专业特

点。

五、全志原则上采用横分门类，纵述事实，以章节形式，横排竖写，按章

分类，以类系事。

六、全志采用述、记、志、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书末设劳模

录、大事记、附录、附表。

七、志书所载人物采用简介形式，着重记载本专业出席市级、省(部)级

劳动模范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同时，收入有从事本专业之前的模范人

物。

八、全志编写资料来自于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档案室和老干部、老工人

的口碑资料。数据主要来自于总公司历年统计报表。为减少篇幅，一般不注资

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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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大动

脉；是传播精神文明的窗l=l；是人民群众从事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基本代步

工具。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是体现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和

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郑州市解放前，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手推独轮车、畜力木轮

车和脚驴o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时，市内有黄包车340辆。1950年市政府组

建黄包车大队j参加组队的有192辆，归属郑州市搬运公司领导。1954年，黄

包车陆续改装为脚踏三轮车。1956年脚踏三轮车发展到618辆。1959年，三轮

车客运队更新脚踏三轮车为轻骑机动三轮车。这几年，就是这支三轮车队伍；

承担着郑州市市区出租客运的主要任务o

1954年，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入郑州。郑州市成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为满足省会迁郑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及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

市政府于1953年上半年决定，由市城市建设局负责开辟郑州市公共汽车路线，

以比较先进的公共汽车，逐步替代城市落后的三轮车客运工具。

1954年元月19日郑州市公共汽车公司正式成立。元月31日举行了由郑州

市副市长王均智、市城市建设局局长王言同志参加的郑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开业

典礼。2月1日，．公共汽车正式投入运营。从此，郑州市开创了市区现代化公

共交通的新纪元。

郑州市现代化公共交通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1996年经过了四

十二年的发展历程。纵观这四十二年的发展史，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

点，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o ．

一、1954年至1965年，是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的兴起、发展阶段。在这

段时期内，车辆、人员不断增加，运营范围逐渐扩大；各种规章制度相继建

立，各项业务管理办法日臻完善；社会服务和经济技术指标连年上升。在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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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国城建系统开展的“五好”竞赛活动中，公司被评为省级先进单

位。公司二队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o ‘

但在这一阶段，由于遭遇了超越经济发展规律的1958年的“大跃进”和

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为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市政府指示，

公司的运营车辆，白天在市区运客，夜间到郊县拉粮。这种拼设备、拼体力的

作法，一度造成车辆严重拖保失修。到1962年，完好车率和工作车率分别下

降到60．4％、54．8％。并由于油料极其缺乏，供不应求，有近40％的车辆被迫

停驶o

，．1963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期间，公司重点组织车辆保修，

实行奖金与保修任务和行车质量挂勾，很快使完好车率与工作车率恢复到了

90％、80．2％，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也得到明显提高。1964年下半年，在全省

城市公共交通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经验。到1965年底，公司在册车辆发展

到82辆，路线11条，职工737人o

二、1966年至1976年。是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的动乱阶段o 1966年5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次全会相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帙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举国上下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一运动从开始至结束，郑

州市公共汽车公司正常的生产秩序被冲跨，职工们的思想被搞乱，致使整个企

业处于一片混乱瘫痪状态，运营形势每况愈下。据统计，在这十年中竞有八年

连续亏损，累计亏损金额达176．54万元，仅1976年就亏损53．61万元。交通

事故连续不断，1970年至1976年共发生交通责任事故343起，平均每年发生

近50起，造成伤231人，亡33人，损毁各种车辆53辆。到1976年底，完好

车率、工作车率，分别下降到62．4％、59．8％，再次出现40％左右的车辆被迫

停运待修o，

但在这混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也由于广大职工群众不惧

艰险，顶风破浪，，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使城市公共交通在“乱”中求得了

发展。先后开辟了6条郊区路线；新建了大石桥和花园路口两个调度停车场；

试办了小汽车出租业务。同时，为解决运力不足的难题，大修厂还组织力量装

配新型客车34辆、摩托车48辆。并且，由于推广固定润滑新技术，而荣获省

重大科技奖。到1976年底，公司在册车辆发展到139辆，路线15条，职工人
·2·



概述

数达到1639人。 ’，

三、1977年至1984年。是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整顿发展阶段o 1977年，

是“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一年，时运初转，职工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给神州大地播下了春天的生机。公交

企业职工认真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企业

进行了全面整顿。恢复与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初步实行了全面计划管理，全

面质量管理和全面经济核算。恢复了公司总调度室，调整了路线布局，更新了

站台设施，加强了行车服务检查，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职业道德教育，

使企业管理和服务得到了较快地恢复与发展。1983年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检查

验收，公司被评为企业整顿合格单位。边整顿、边发展，企业在整顿过程中，

积极筹措资金先后购置新车100余辆，改造解放牌发动机280台，新建了华山

路、郑花路两个调度停车场。恢复了1974年停办的汽车出租旅游业务，开辟

了郑州至少林寺、郑州至开封两条旅游专线。到1984年，出租旅游车队发展

到拥有职工134人，小轿车34辆，大客车15辆的规模。1983年公共汽车公司

被市政府评为市工交、财贸、基建战线的先进企业o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单一的汽车

客运已满足不了城市人民的需求。1978年4月17日，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

成立“郑州市电车会战指挥部”，筹建郑州市电车工程。电车会战指挥部在京、

沪、杭、沈和武汉等市组成的技术顾问小组配合下，发动群众，昼夜奋战，仅

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会战任务。于1979年4月30日在郑州市纬五路电车停

车场，隆重举行了电车通车典礼。省、市主要领导段君毅、胡立教、戴苏理、

赵文甫、李庆伟、于一川、徐学龙、孙化三、张质彬等同志参加了大会。从

此，郑州市公共交通形成了汽、电车并举的新结构，为郑州市的城市客运谱写

了新篇章。

电车通车后，以电车会战指挥部人员为基础，于1979年9月，成立了郑

州市电车公司。电车公司领导一开始就建立了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了企业

管理，很快使电车客运队伍以新人、新设备、新姿态活跃在郑州市的城市客运

战线上。并在职工群众中积极开展热爱公交心灵美、车容整洁环境美、礼貌待

客语言美、方便乘客行为美的“四美”及其它一系列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使电

车客运的服务质量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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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15日，郑州市编制委员会根据市政府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决定将郑州市汽车公司、郑州市电车公司合

并，成立郑州市公交公司(见附录C-e])，并于1984年7月宣布实施。两个

公司合并后，至1984年底，公交公司拥有各种车辆336辆，其中运营车辆320

辆；运营路线25条；路线总长度585．6公里；职工3523人。

四、1985年至1996年，是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改革进取，强化管理阶段o

1985年是汽、电车两个公司合并后的第一年，公司面临着职工思想问题多，

规章制度不统一，资金短缺，运力不足诸多方面的问题和在郑州市召开全国青

少年运动会、百货会、钢材会、糖酒会的重大任务。面对这些问题和任务，公

司领导班子在加强自身思想建设的同时，对于中层领导，采用汽、电车干部相

互交流、党政干部相互交流、机关与基层干部相互交流的办法，进行了三次调

整，举办了五次学习班，，促进了两个公司干部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思想认识地统

一。对于职工群众结合党内整党活动，开展了“为人民服务”大讨论，提高了

党员和广大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在经营管理上，采用边实践、边修订、

边整理的方法，先后统一了两个公司的以经济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97项管理

制度，建立了按章办事的新秩序。在运营生产上，积极筹措资金700万元购买

新车94辆，改造1日车25辆。经过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全国在郑

州召开“四会”期间的运营服务任务，为河南省及郑州市争了光。会后。公司

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1986年至1988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司本

着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先急后缓，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原则和积极稳

妥，大胆尝试的指导思想，在企业内部推行了二系列改革。一是改革领导体

制，实行了经理负责制。1985年5月，经市政府批准，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

1986年，经理依据《：经理工作条例>赋予的职权，组织了强有力的行政指挥

生产的领导班子，克服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影响生产的不

良局面，形成了党、政、工按各自条例规定办事的良好气氛。二是改革行政中

层领导干部任免制，实行行政中层领导干部聘任、解聘制。搬走了中层领导干

部的“铁交椅”，’激励了中层领导干部的进取心和责任感。三是改革工资奖金

分配制度，实行了工资奖金全浮动。改变了过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

得”，“不劳也能得”的弊端，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优越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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