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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部党政领导现场办公



运输部与职I签订岗位责任书

运输部省部级以上部分荣誉



莱钢总厂副厂长王认清参观铁路微机联锁控制机房

i输部铁路运输工业电视监控系统



运输部党代会9：F=N-式

轧钢站路基I程开I仪式

正在建设中的轧钢站



编组站调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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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输部自己制造的I㈠检衡车

i输部内燃机车首运典礼



运输部自制冶金红锭车现场

运输部自己制造的铁路道岔

运输部职212运动会人场式



公室及本部机关各部室、基层站段的大力支持，在此_j并致谢。由于人员政策

及文字水平所限，加之时日仓促，书中难免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莱钢运输部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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