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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国家重点投资建设

丰台一沙城一大同和北京至秦皇岛电气化铁路。北京铁路分

局于1979年5月15日组建丰沙大电气化供电段筹备组，经

过近五年的筹备于1983年11月1日成立丰台供电段。

22年来，丰台供电段不断发扬建段初期的那种敢打敢拚

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而确立“树首都段

风范，永远争第一”的奋斗目标，形成“敬业兴段，优质供电”的

企业精神。历任领导班子带领全段干部职工认真贯彻部、局、

分局的指示精神，以改革为动力，以提高人员素质确保安全供

电为重点，狠抓各项管理工作，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双丰收，全段上下形成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良好氛围。

从1996年开始连续6年获部级安全标准币范段和分局四好

班子的称号，截至2001年12月31日实现安全生产2794天，

创历史最高记录。所有这一切都记载着丰台供电段发展与前

进的轨迹，成为北京铁路发展的新篇章。
’

丰台供电段22年的建设发展历史，是一部不断经受考

验，迎接新的挑战的历史。作为一方之全书的《丰台供电段

志》，翔实地记录下这一切，以此告慰前辈创业之艰辛；并使后

人对丰台供电段的历史可鉴，温故而知新，永志不忘。但愿这

本《段志》在丰台供电段的发展建设和开创美好未来中发挥

“存史、资政、教化”作用，激励我们去开创丰台供电段更加辉

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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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丰台供电段志》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客观全面

详实记载了建段22年来发展、变化过程。本志严格依照志书

的体例要求采取“横排竖写”方式，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编纂成书。

二、本志上限1979年5月，下限2001年末。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段藏档案及兄弟单位有关史志书籍、

报刊、图片并部分口碑资料。

四、本志资料所涉及机构演变人员任免均以文件或人事

命令为准。

五、本志所记载的各种数据均由各相关部门提供，并经考

证、核实，计量单位均使用国际计量单位以中文书写，部分铁

路专用术语、词汇保留行业特色。

六、文中涉及“路局"，“分局”均特指北京铁路局、北京铁

路分局、“丰供"系指丰台供电段、“筹备组"系指丰沙大电气化

供电段筹备组、“电化局"系指铁道部电气化铁道工程局。

七、“筹备组"曾用过《丰沙大供电段筹备组》、《丰西供电

段运营筹备组》、《丰沙大电气化供电段运营筹备组》、《丰沙大

电气化供电段筹备组》，为编写方便统一用《丰沙大电气化供

电段筹备组》。

八、全书共十四篇，以志、记、传、表、图、照片为表述形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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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况

第一章 综述

根据京铁人1138号文件，1979年5月成立北京铁路分局丰沙大电气化供电

段筹备组，1983年11月1日改为北京铁路分局丰台供电段。1991年被授予“路局

一级企业”称号，晋升为副处级单位，1994年行政管理机构由股室改为科室，科室

正职、领工员、分段长、车间主任由股级晋升为副科级。占地面积为24551平方米。

管辖范围：京包线沙城至郭磊庄站下行225公里与大同分局分界处，丰沙线丰台至

沙城站103．2公里；京秦线至北刘庄下行19．30公里与天津分局分界处。段址：北

京市丰台区何家园子56号，邮编100070。

1984年12月18日，丰沙大铁路双线电气化铁道大同至张家口南站供电，同

年12月31日张家口南站至丰台西站供电，1985年12月15日京秦线电气化铁道

提前一年全线通车，即日在丰台西站三场举行开通议式，成为北京分局第一条电气

化铁路。其作为晋煤外运的又一条铁路通道，缓解了京山线的运输压力。

至1998年末，丰台供电段共有职工1157人，其中干部93人，工人1038人，技

术人员43人。机关共有13个科室，2个分段、3个接触网领工区、4个车间、47个班

组担负着运营维修、更新改造、大修施工、后勤保障等任务；固定资产1．2亿元，其

中5万元以上机械设备6台，汽车23辆，轨道车23台；全段接触网线共计

1177．176条公里，回流线588．328公里，吸流变压器136台；在丰、沙、张区段为

BT供电“V”型天窗检修，山区洞群为半补偿简单悬挂，其它为全补偿链型悬挂，全

段设备60％地处山区，坡陡路险，地形复杂，丰台、丰台西及北京枢纽无天窗、每年

春季检修一次，平时为事故状态修；京秦线全部采用全补偿，AT供电，无固定天

窗；管内共有丰台、丰台西、双桥3个较大编组站、35个中间站、45个区间、131个

隧道；全段共有8个牵引变电所、8个分区亭，1个开闭所，主变压器共19台总容量

为30300千伏安，自用变压器24台总容量为820千伏安，27．5千伏固补电容器16

套，年供电量均为26400千伏安。

建段初期，各科室制订职责范围和岗位责任制，为8所8亭订做模拟图板及倒

闸卡片，各车间、班组、结合本管辖设备，制订接触网、变电所(亭)工作制度；在开展

企业升级活动中，制订丰台供电段各科室各工种的“工作标准”、“管理标准”、“作业

标准”，使管理工作做到规范管理，有序可控。在搞好承包、弥补赤字、发展多经、提

高质量方面，扩宽多经渠道，增加收入。做到一支笔，一本账和定期财务分析会。在

企业升级方面，坚持抓升级，从管理抓起，抓管理，从基础抓起，夯实基础，强化管

理，在建线建家时，全段职工以“团结、进取、求实、创新”的企业精神，对接触网设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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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粉刷，极大地改善组班的生产、生活条件，并在安全标准示范段方面取得较好

成绩，几十年来，52次受到路局、分局的表彰，至2001年，实现安全生产2794天。

1995年10月17日，京郑铁路电气化开通，北京西供电段成立，为加强管理，

根据分局指示，1999年4月1日，将京秦、北京枢纽地区部分电气化区段划归北京

西供电段。至1999年4月丰台供电段管理接触网855条公里，牵引变电所7个，分

区亭6个，开闭所1个，主变压器共17台总容量为379000千伏安，自用变压器为

20台总容量为770千伏安，27．5千伏固补电容器14套，固定资产1．58亿元。行政

管理机构9个，1个多经，2个分段，2个接触网领工区，大修、工厂、车管车间各1

个，职工总数974人，其中：女职工215人，干部157人，职工文化结构，大专以上学

历52人，中专112人，高中(技)690人，初中级以下120人，技术结构：高级技术职

称1人，中级技术职称(含政工)14人，初级技术职称(含政工)49人，工人技师2

人，段党委下设9个支部，段工会下设9个车间工会，团委下设6个团支部。

第二章丰台供电段成立

第一节丰沙大(丰台至沙城至大同)电气化供电段筹备组成立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加速铁路建设提高运输能力适应国民经

济的发展，尽快解决铁路运输严重滞后的矛盾，作为“六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丰沙

大双线电气化铁道改造和京秦线电气化铁路建设项目被列到议事日程。

随着北京铁路分局管内丰沙大和京秦线电气化铁路建设，1979年5月15日，

北京铁路分局组建以朱殿吉为组长、林振声为副组长的“北京铁路分局丰沙大电气

化供电段筹备组”。1982年9月朱殿吉调出，王杰接任组长兼独立党支部书记。筹

备组在分局机务科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主要工作任务是：逐步健全管理机构，制定

管理制度，吸收选拔、培养管理干部，招收新职工，壮大职工队伍，组织新工人技术

培训，现场实习，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掌握电气化铁道施工质量和设备状况，配合电

化局施工，组织职工开展建段活动，为正式建段接管运营做好准备工作。

1979年至1983年末人员逐步增加到876人。附表(1)人员构成情况表。

表(1) 人员构成情况表

年项 职工总数 干部 服务人员 生产人员 技校中专大专 男职工 女职工

1979 59 8 1 50 44 15

1980 214 18 2 194 176 38

1981 239 18 3 218 193 46

1982 301 23 9 269 2 61 8 245 56

1983 876 24 29 823 3 81 13 782 94

·2·



第二节组织建设

电气化铁道专业在北京铁路分局内是个新专业，要搞好电气化专业的组织机

构，培养干部，一是要学习国外和外局的经验，提出方案，请求分局干部部外调专业

技术干部。二是要深入调查结合丰沙大的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机构设置及在实践

中发现人材，选拔人材。

丰沙大电气化供电段筹备组，在干部选拔上采取“解放思想，破除形而上学”等

观念，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根据干部选拔条件和要求，坚持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人材。

采用群众推荐，民意测验与领导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做好干部选拔工作，大胆选拔

那些事业心强，作风正派，具备专业能力，群众威信高，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成

熟一个晋升一个，经几年的努力在分局干部部的大力支持下，使干部队伍从1980

年的6人增加到1983年24人。

1983年11月1日，根据京铁人(83)第1168号文件通知：为了加强丰沙大电

气化工程运营前的筹备工作，保证按时投产运用，路局决定，在原筹备组的基础上，

正式成立丰台供电段。同时结合丰台供电段实际，根据京铁分(83)人字618号通

知，成立段长室、办公室、技术室、财务室、人事室、职工教育室、业务室、保卫股、材

料室和工厂车间1个，领工区4个，并根据定员要求配齐。根据京分政干(83)字第

1302号通知林振声任丰台供电段副段长。1983年12月19日，根据京铁分党

(1983)第116号批复，成立中国共产党丰台供电段独立总支部委员会，根据京分政

干(83)第0293号通知，王杰任丰台供电段党总支副书记。1983年3月，丰沙大电

气化筹备组，共青团总支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团代会，选举产生总支委员会，根据京

分政干(83)字第0181号张涛任团总支书记，是年11月8日，根据京分政干(83)京

第1804号通知任命宋礼忠为丰台供电段工会主席。至此丰台供电段党政工团各级

组织基本健全，三级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企业管理

工作开始纳入运营体制轨道，为丰沙大电气化铁路开通运营，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三节职工队伍培训

1979年12月，分局要求向河北省社会招生50人(后称老50)，在北京铁路分

局琉璃河职工学校的大力协助下，完成入路前教育及电气化铁道专业知识的培训

任务。

1980年，筹备组本着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原则，在丰台西站和怀柔北

“铁中”分别建起培训基地，于是年末在北京地区社会招生118人(后称118)，在丰

台西培训基地内进行专业培训后，送到绵阳、略阳、勉西、襄樊、石家庄供电段进行

实习培训。

1982年接收复转军人33人，在丰台西基地培训后，送石家庄供电段、丰沙线

电化局签订师徒合同实习培训。

1983年1月至5月对招新工300人、农转工30人在怀柔北基地培训后，送石

家庄供电段签订师徒合同实习培训。

1980年至1982年，南口铁路机械学校分配中专生共60人，这部分人到段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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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参加筹备组的组织领导工作，一部分人参加组织培训和教学工作，部分到北

京供电局和供电段所用产品的厂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后来随着供电段的发展状

大，这部分人均成为供电段骨干。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兄弟段的大力支持下，到1983年末共招收新工258人，培

训出2级接触网工120人，牵引配电值班工40人，三电人员39人，(电调15人，开

关钳工5人，油化验分析3人，仪表检修工2人，高压试验工6人，继电保护工5

人，电机钳工3人)共计199人，是丰沙大线电气化铁道开通前的基本力量。尚有约

300名接触网工，仅培训一年，达不到1级工水平。

第四节工程验收

为配合监督丰沙大电气化铁道施工质量，“筹备组”依靠工程技术人员，本着干

中学的精神，自丰沙线电气化工程进点施工，组织在丰台西培训的近200名新工，

参加丰沙线电气化工程局的旎工实习。工程技术人员同电化局设计部门、施工部门

密切合作，边施工边协商解决施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为保证工程质量，调整修改

原设计方案。例如：供电段段址，原设计在丰台西站，对于生产指挥工作，生活均不

方便，经多次协商，改设在生产指挥最为适宜的丰台。再如原设计中丰台西站相隔

不到900米设牵引及动力同电压等级的两个变电所，经工程技术人员与有关部门

建议改设为现在的一个变电所，为国家节省资金。另外在丰沙线隧道内接触网绝缘

水平不符合标准；沿线建造及段内房建布置官厅变电所位置的选择以及在官厅东，

沿河城东，张家口南站，石景山南站建工区的建议为提高电化工程质量作出贡献。

1984年10月，为了对丰沙大线工程质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筹备组”首先组

成工程验交领导小组：

组长：林振声

副组长：李德才张载泉丁之龙

组员：李志民许秉文(工程师)吴金友(工程师)蔡建木(工程师)

程振明 卜春起方克璞李德起

下设接触网组：由张载泉负责，技术室、领工区的技术员、领工员、工长、网工等

人组成。

牵引变电所组：由李志民负责，技术室、领工区的技术员、工长、值班工等人组

成。

设备资料组：由许秉文负责，技术室、材料室、工厂组成，并组织工班长，老工人

和工程技术人员、领工区干部15人，利用20天的时间，对丰沙大线24个区间，24

个站场，徒步走行648条公里，占管辖739．5条公里的87．6％、组织了检查，共发

现支柱、导线、线岔、分段绝缘器、开关、绝缘子等不合格约1000件左右，其中重大

问题近百件，如：支柱基石虾沉，支柱倾斜及露筋，绝缘子爬弧距离不够，隧道绝缘
子表面光滑度差，材质脆裂，导线裂开等，为丰沙大线电气化铁道开通运营验收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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