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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站站志

《丰台站站志》领导小组

组 长：邱彦坡(站长) 付组长：常伯伟(党委书记)

顾问：蔡耀西

组员：马恒智、韩英魁、马成贵、张宝黎、王志宏、王继敏、

刘胜旗等

《丰台站站志》主要编辑人员

主编：王志宏 付主编：薛见富

编 委：高玉珂、蔡耀西等

封面封里设计：

缮 写：7日 ]·

图片

校

摄影：

对：

《丰台站站志》主要工作人员

崔宏宇、

吴秀敏、

金志霞、

张宝黎、

高玉珂、

崔 立

高伟、梁秀琴、王志华、王剑茹、

周燕、崔立、杨敬婷

薛见富、张立春、李先玉、于中和

赵云祥、耿万海、周燕、金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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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一站台西侧景观

车站夜景一瞥



丰台站站长邱彦坡在聚精会神地审阅“站志”稿

车站行政领导在讨论“站志”内答



-m螂

丰台站党委书记常伯伟同志在认真审阅“站志”稿

车站党委在审查“站志”稿中有关党委部分时的合影



车站听取离退休干部、老工人对编制“站志”的

意见。图为部分参加座谈会退休人员的合影

站志办的人员与主编、副主编研究总编排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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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站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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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势在必行”。丰台站在北京铁路分局的领导下，通

过自己的精心组织和努力，终于使《丰台站站志》印刷成书。我热

烈祝贺她的问世，为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这一重任

而感到光荣。

丰台站历史长久，从诞生到现在已渡过了九十四个春秋，风风

雨雨，事过万千。这个与中华民族铁路发展大致同步的大型编组站在

华北铁路网和北京枢纽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我国铁路运输事业默默

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年

中，这个古老的车站焕发了青春，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奋勇前

进!

编纂《丰台站站志》是对丰台站的历史沿革及现状的一次较大

规模的调查研究，她是一部以比较全面、翔实可靠的数据材料为基

础的朴实无华的资料书，将为各有关部门和方面起到借鉴和参考的

“资治”作用；她也是一部既告慰为丰台站的运输发展辛勤工作的历

代劳动者，又是有益当代、教育后人的重要史料。她会为丰台站的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站志》成书的过程中，广大干部、职工、工程技术人员付

出了艰苦的劳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她是丰台站集体智慧

的结晶。在此，我向为本志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作



丰台站站志

为丰台站第三十任站长，我也愿就此机会向关怀丰台站的各级领导

和同志们，向为本志提供援助、给予支持的有关领导、专家表示崇

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碍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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