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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铁路分局志》正式出版了，这是分局历史研撰的一项重要成

果，是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 自1899年19月，德国人打下胶济铁路的第一个路桩，济南铁路分

局管内铁路史迄今已逾90多年。建国前修建的胶济、津浦铁路质量差、

标准低，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痕迹。建国后，铁路回到了

人民怀抱，国家多次对既有线路进行重大改造，并修建了泰肥、辛泰、

究石铁路新线，建成了济南枢纽，铁路状况明显改善，运输能力成倍

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济南铁路分局跨入了改革开
放、全面振兴的新时代。但是，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分局

管内的建设和发展，也曾遇到过失误和挫折。

《济南铁路分局志》真实地概括了分局管内铁路建设和运输生产的

发展历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广大职工以主人翁姿态所创出的丰功伟绩；着意探索了有益于铁

路建设和运输生产的经验和教训。今后，以此为鉴，就可不走或少走

弯路。我们相信，分局各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会从中受

‘。到启发，吸取教益，悟出共同哲理，取得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因

此，它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必将对分局的改革开放、运输

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济南铁路分局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数革命先驱和几代铁路工人前

赴后继、艰苦奋斗的结果。看到《济南铁路分局志》，就会想起已故前

辈和正在为铁路建设和运输生产默默无闻而忘我劳动的人们。鲜丽的

花朵应献给他们，《济南铁路分局志》是为他们树起的丰碑。

、岛瘪墨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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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记述事物，突出济南铁路分

局特色，体现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建国后，突出记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的成就；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掌握以生产力的标准，体现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时间断限：上限自i899年起，为保持个别重要项目的完整性，在概述、

大事记和铁路建设篇中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85年底。

四、内容体例：

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

结构：全志由序、述、记、志、传、录六部分组成，序言、概述、大事记在

前，附录在后，中设建制沿革、铁路建设、运输生产、经营管理、教育文体、生

活卫生、政法人武、中国共产党济南铁路分局组织、群众团体和人物10篇，按篇、

章、节、目分层次记述，个别目下增设子目；

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五、纪年方法：采用公历纪年，为查对建国前的旧纪年，在附录中附《年号

对照表》。 ．

六、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第一次

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地点、站名、铁路线名使用

1985年底名称，有变化时用括号注明。

七、数据书写：按国家有关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法规书写。全书中收

录的数据，建国前以历史资料记载为依据；建国后以分局计划统计科核实后的数

据为准。兖石铁路于1985年底交付路局临管、分局代管，为此，有些篇章的记述

和统计数字不含兖石铁路。

八、志书资料：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再注明出处。记述的机构变更、人

事、任免、先进人物和烈士命名等均以分局组织、人事、劳资等有关部门提供资

料为依据。各篇中涉及的领导人员，均按任职、任期的时序编排。

九、人物立传：志书不为生者立传，入传者为济南铁路分局辖属人物和对推

动或阻碍分局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辖属以外的人物。人物排列顺序，以卒年和

当选的先后排列。

十、卷首照片：按事物发展的主次归类，并按时序编排。有些照片的时限，适

当下延至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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