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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铁路工运史
HU HE HAO TE TIE LU JU GONG YUN SHI

(1903～1997)

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会《工运史》编纂委员会



序 言

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会主席 矽彬
l l

I

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铁路改革深化发展和呼铁局建局40

周年之际，由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会编辑的第一部《呼铁工运史》正式出

版了。这部史书，翔实地编载了解放前京绥(包)铁路修建时期工人运动

的战斗历程；全面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呼铁局广大职工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所取得的光辉业绩·这部史著不仅为我们开展职工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了好的教材，同时也为搞好工会工作、发展工运事业提供了必要

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呼铁工运史》内容丰富，记述范围广泛，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呼铁局

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在党的工运方针指引下，发扬工人阶级艰苦创

业的光荣传统和新时期“火车头”精神，为运输生产、企业改革、建设边

疆等各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特别是反映了中国工会十二大以来，全局

各级工会按照新时期工会工作方针、政策，认真落实工会工作总体思

路，突出工会维护职能，发挥工会组织作用，为全局改革发展和稳定作

出的显著成绩·充分展示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和主力军风采。

这部《工运史》，经过几年编修，收录近百年历史，形成110余万字

珍贵资料，倾注了编辑人员的辛勤汗水。在编纂过程中，局党委和上级

工会十分关心，各有关部门和一些老同志也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谨

此一并致以谢意。

让我们全局工会工作者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局党委和上

级工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积极推进党的全心全意依

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按照全总提出的工会工作总体思路，突出工会

的维护职能，发扬伟大的抗洪精神，昂首阔步，勇往直前，开创呼铁局工

会工作新局面，谱写工运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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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呼铁工运史》是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会编辑的第一部工人运动历史

图书，在呼和浩特铁路局成立40周年之际，出版这部史书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

呼和浩特铁路局成立于1958年11月1日，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会

也同时组建。

呼铁局地处历史悠久的京绥(包)铁路线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

具有老线、边区、新局的特点。呼铁工运的发展历程，与早期的铁路建

设、地方的革命斗争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因而对工运史料的

收编追溯到京绥(包)铁路的早期工运情况，以反映历史发展的始末渊

源。 ．

《呼铁工运史》编写体例，采用编年体，按历史阶段纵述，反映各历

史时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影响，以及工会历史、工会工作等。特别着重

记述了呼铁局建立后，广大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工人阶级光荣传统

和“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优质高效、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在运输生产

等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光辉业绩。

全书时跨近百年历史，上限从1903年京绥(包)铁路修建时起，下

限到1997年呼铁局成立40周年前夕、呼铁局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

开为止。内容翔实，取材广泛。凡是党和上级工会有关工运方针、指示、

文件、会议，以及职工群众生产、生活保障、民主管理、宣传教育、文体活

动、工会建设与改革等主要工会工作均编录其中。主要篇目设6章、83

节、344个主体条目，包括附录和大事记，全书总计110余万字。资料来

源，主要根据党和工会的历史文献档案《局志》、《年鉴》、《内蒙古铁道》

报刊等。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上级领导和局有关部门以及老工会工作

者的支持帮助，谨致谢意。由于编辑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请

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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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会第一届主席智化日题词

呼欣名，灿煳荔拉之辉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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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英模活动⋯⋯⋯⋯⋯⋯⋯⋯⋯⋯⋯⋯⋯⋯⋯⋯⋯⋯⋯⋯⋯⋯⋯⋯⋯⋯⋯⋯⋯(37)

形势政策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e．O 00··．．．⋯⋯⋯⋯⋯⋯(38)

安全生产教育⋯⋯⋯⋯⋯⋯⋯⋯⋯⋯·?⋯⋯⋯⋯⋯⋯．．．⋯⋯⋯⋯⋯⋯⋯⋯⋯⋯⋯·(38)

阶级教育⋯⋯⋯⋯⋯⋯⋯⋯⋯⋯⋯“?⋯⋯⋯⋯⋯⋯⋯⋯⋯⋯⋯⋯041⋯⋯⋯⋯⋯⋯·(39)

文化技术教育⋯⋯⋯⋯⋯⋯⋯⋯⋯⋯⋯．．．．一⋯⋯⋯⋯⋯⋯⋯．．．⋯⋯⋯⋯⋯⋯⋯⋯(39)

民族政策教育⋯⋯⋯⋯⋯⋯⋯⋯⋯⋯⋯⋯⋯⋯⋯⋯⋯⋯⋯⋯⋯⋯⋯⋯04．0,⋯⋯⋯·(40)

铁路职工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一⋯⋯⋯⋯⋯⋯⋯⋯⋯⋯⋯⋯⋯⋯⋯⋯⋯⋯-．．m(40)

第九节职工群众文艺活动⋯⋯⋯⋯⋯⋯⋯⋯⋯⋯⋯⋯⋯．．．⋯⋯⋯⋯⋯⋯⋯．．．⋯(40)

职工文艺会演⋯⋯⋯⋯⋯⋯⋯⋯⋯⋯⋯⋯⋯⋯⋯⋯⋯⋯⋯⋯⋯⋯⋯⋯⋯⋯⋯⋯．，一(40)

全局俱乐部及文化设施⋯⋯⋯⋯⋯⋯⋯⋯⋯⋯⋯⋯⋯⋯⋯⋯⋯⋯⋯⋯⋯⋯⋯⋯“·(41)

成立电影放映队⋯⋯⋯⋯⋯⋯⋯⋯⋯⋯⋯⋯⋯⋯⋯⋯⋯?⋯⋯⋯⋯⋯⋯⋯⋯!⋯⋯·(41)

第十节群众体育⋯⋯⋯⋯⋯．．．⋯⋯⋯⋯⋯⋯⋯⋯⋯⋯⋯⋯⋯”一⋯⋯⋯⋯⋯⋯·(41)

火车头体协⋯⋯⋯⋯⋯⋯⋯⋯⋯⋯⋯⋯⋯⋯⋯⋯⋯⋯⋯⋯⋯⋯⋯⋯⋯⋯⋯⋯⋯⋯(41)

建局初期的几项比赛活动⋯⋯⋯⋯⋯⋯⋯⋯⋯⋯⋯⋯⋯⋯⋯⋯⋯⋯⋯⋯⋯⋯．．一“(42)

第十一节搞好职工生活促进运输生产⋯⋯⋯⋯⋯⋯⋯⋯⋯⋯⋯⋯⋯⋯⋯⋯．．．“(42)

职工困难补助⋯⋯⋯⋯⋯⋯⋯⋯⋯⋯⋯⋯⋯⋯⋯⋯⋯⋯⋯⋯⋯⋯⋯⋯⋯⋯⋯一．．．(42)

一2一

蠢蝴∥懑羞



开展互助储金会活动⋯⋯⋯⋯⋯⋯⋯⋯⋯⋯⋯一⋯⋯⋯．．．⋯⋯⋯⋯⋯⋯⋯⋯⋯⋯(43)

加强劳动保险与职工集体福利事业⋯⋯⋯⋯⋯“⋯⋯．．．⋯⋯““⋯⋯⋯⋯⋯⋯”一(43)

发动职工大搞农副业战胜自然灾害．．．⋯⋯⋯m⋯⋯⋯⋯⋯⋯⋯⋯⋯⋯⋯⋯⋯”一·(44)

第十二节女工及家属工作⋯⋯⋯⋯⋯⋯⋯⋯⋯⋯⋯⋯⋯⋯⋯⋯⋯⋯⋯⋯·一⋯⋯(44)

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期间呼铁工运的曲折道路(1966----,1978)⋯’(46)
．4． 7 ．，

一
、

’第一节呼铁工人运动遭受挫折⋯-⋯⋯⋯⋯⋯⋯A⋯·：：⋯⋯⋯⋯⋯⋯⋯⋯⋯”(46)
．

、 -?’ t‘

学习贯彻《五一六》通知，呼铁局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46)

呼铁局实行第一次军管⋯⋯·：⋯⋯⋯⋯⋯⋯⋯⋯⋯⋯k⋯⋯一⋯⋯⋯⋯⋯⋯⋯⋯·(47)

一呼铁局实行第二次军管⋯⋯⋯⋯⋯⋯⋯⋯⋯⋯⋯⋯⋯⋯⋯⋯⋯⋯⋯⋯⋯⋯⋯．．．⋯(48)
‘

● ^

。

第二节呼铁工人运动出现转机⋯⋯⋯·：⋯⋯⋯一⋯⋯⋯⋯：⋯⋯⋯⋯⋯⋯⋯⋯⋯(49)
· ：

呼铁局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j⋯⋯⋯⋯⋯⋯⋯j⋯⋯⋯⋯⋯⋯⋯⋯⋯·；··(49)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整顿工会组织⋯⋯000·00⋯⋯⋯⋯⋯⋯⋯⋯⋯⋯：⋯⋯．．⋯⋯(49)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49)

呼铁局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50)

第三节工会组织恢复整顿各项工作逐步开展⋯⋯⋯小⋯⋯⋯⋯⋯⋯⋯⋯⋯⋯⋯(50)

‘运输生产形势好转⋯⋯⋯⋯⋯·：⋯⋯⋯⋯⋯⋯⋯m．．．⋯⋯⋯⋯⋯⋯⋯⋯⋯⋯⋯⋯·(50)

基本建设成绩喜人⋯⋯⋯⋯⋯⋯⋯⋯⋯⋯⋯⋯⋯⋯⋯⋯⋯⋯⋯⋯如⋯⋯⋯⋯⋯⋯(52)

群众性科技活动继续发展⋯⋯⋯⋯⋯⋯一⋯“⋯⋯⋯五：⋯⋯⋯·：⋯⋯·山⋯⋯⋯一·(54>

第四节安全生产克服重重困难⋯⋯⋯⋯⋯⋯⋯⋯⋯⋯⋯⋯．．．⋯⋯⋯⋯⋯⋯⋯⋯(55)

·，安全生产受到冲击，事故屡次发生⋯⋯⋯咿一⋯⋯⋯一⋯⋯．．．⋯．，．⋯⋯⋯，⋯⋯一一(55)

铁路治安秩序整顿工作全面展开⋯⋯⋯．．．⋯⋯⋯⋯··^⋯．．．⋯⋯⋯⋯⋯一⋯⋯⋯⋯(56)

第五节深人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56)

学习贯彻“工业学大庆”精神⋯⋯⋯⋯⋯⋯⋯⋯⋯m⋯⋯⋯⋯⋯．．．⋯⋯⋯⋯⋯⋯⋯(56)

呼铁局召开“工业学大庆”表彰大会⋯⋯⋯⋯⋯⋯⋯⋯⋯⋯⋯⋯⋯⋯⋯⋯。⋯⋯⋯⋯(57)

全路召开。工业学大庆”代表大会·一⋯⋯⋯⋯⋯．．．⋯⋯⋯⋯⋯⋯⋯“：．．I⋯⋯⋯⋯⋯(58)

呼铁局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一·”⋯⋯⋯⋯⋯⋯⋯一⋯⋯．．．⋯⋯小⋯‰⋯k⋯(58)

内蒙古自治区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58)

第六节．工会宣传教育工作⋯⋯⋯⋯⋯⋯⋯⋯．．．⋯⋯⋯⋯⋯⋯⋯⋯⋯⋯⋯厶⋯⋯·(58)

．，开展形势教育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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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业学大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59)

第七节职工群众文艺体育活动．．．⋯⋯⋯⋯⋯⋯⋯．．．⋯⋯⋯．．．⋯⋯⋯⋯⋯⋯⋯⋯(59)

．j群众文艺⋯⋯⋯⋯⋯⋯⋯⋯⋯⋯t．．．⋯”．⋯⋯．．．⋯⋯．．．⋯⋯⋯⋯⋯⋯⋯．-．⋯⋯⋯·”(59)

群众体育⋯⋯⋯⋯⋯⋯⋯⋯⋯⋯．．．⋯⋯⋯⋯⋯⋯⋯⋯⋯⋯⋯⋯⋯⋯⋯⋯⋯⋯⋯·“(60)

电影放映工作一⋯⋯⋯⋯⋯⋯⋯一一⋯·一·：⋯⋯⋯⋯⋯⋯⋯⋯⋯⋯⋯i⋯⋯⋯⋯⋯(60)

第八节呼铁局职工沉痛悼念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一⋯(61)

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61)

， 沉痛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62)
、、j

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62)

第九节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人运动开始恢复⋯⋯⋯⋯⋯⋯一一⋯⋯⋯．．．⋯(62)

呼铁局职工揭批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_⋯(62)

．中国工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63)

中国铁路工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64)

．呼铁局召开庆祝建局20周年大会⋯⋯⋯⋯⋯⋯⋯⋯⋯⋯⋯⋯⋯⋯⋯⋯⋯⋯⋯⋯一(65)

第十节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65)

重新确定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一⋯⋯⋯·(65)

工运领域拨乱反正⋯⋯⋯⋯⋯⋯⋯⋯⋯，⋯··j⋯⋯⋯⋯⋯⋯⋯⋯⋯⋯⋯⋯⋯⋯⋯⋯(65)

第四章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呼铁工运的蓬勃发展(1979"--'1990)⋯⋯

············⋯⋯·······，·⋯···························⋯-⋯··‘······⋯···⋯···⋯⋯···⋯⋯⋯：··(66)

第一节在党的新时期工运方针指引下前进⋯⋯⋯⋯⋯⋯⋯⋯⋯⋯⋯⋯⋯⋯⋯⋯(66)

工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运输生产为中心上来⋯⋯⋯⋯⋯⋯⋯⋯⋯⋯⋯⋯⋯⋯⋯⋯(66)

贯彻全总“九大”和铁总“八大”会议精神⋯⋯⋯⋯⋯⋯⋯⋯⋯⋯⋯⋯⋯⋯⋯⋯⋯⋯(66)

呼铁局召开第三次党代会⋯⋯⋯⋯⋯⋯⋯⋯⋯⋯⋯⋯⋯⋯⋯⋯⋯⋯⋯⋯⋯⋯⋯⋯·(68)

呼铁局召开第四次党代会”⋯⋯⋯⋯⋯⋯⋯⋯⋯⋯⋯⋯⋯⋯⋯⋯⋯⋯⋯⋯⋯⋯⋯·(68)

学习贯彻党对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68)

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69)

中国铁路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7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70)

呼铁局第五次党代会⋯⋯⋯⋯⋯⋯⋯⋯⋯⋯⋯⋯⋯⋯⋯⋯⋯⋯⋯⋯⋯⋯··?⋯⋯⋯(71)

．-一4·-一



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卿⋯⋯⋯⋯⋯⋯⋯⋯⋯⋯⋯’⋯。(71)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一·(72)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o⋯⋯⋯⋯叶．．．⋯⋯⋯⋯j”(73)

学习宣传贯彻《铁路法》⋯⋯⋯⋯⋯⋯⋯⋯⋯⋯⋯⋯⋯⋯⋯伊⋯一⋯．．．⋯⋯⋯··：“：(74)

。 第二节坚持改革整顿组织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一⋯⋯j⋯·寸⋯⋯⋯⋯⋯⋯⋯⋯⋯(74)

．、呼铁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o⋯一⋯⋯o·(74)

、 呼铁局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75)

呼铁局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一：⋯⋯⋯⋯⋯⋯⋯”(76)

．呼铁局工会召开会员代表会议⋯⋯⋯⋯⋯⋯⋯⋯⋯⋯⋯⋯w⋯⋯k⋯⋯一⋯⋯抽(78)j

。．呼铁局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矗*co e·*ee；·．．⋯·¨．．．?‘．．．o⋯’⋯n一一(78)

建设“职工之家’’⋯⋯⋯⋯⋯·一⋯⋯⋯⋯⋯⋯⋯“：⋯一⋯⋯一一．．．⋯⋯⋯·^。“：⋯··、(79)

工会系统评先表彰活动⋯⋯⋯⋯⋯⋯⋯⋯⋯·一⋯⋯m．．．⋯⋯⋯⋯“⋯⋯m⋯⋯·：·：’(80)

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和职工队伍建设⋯⋯⋯⋯⋯⋯··”．．．⋯⋯⋯⋯⋯⋯⋯⋯⋯‘1“(82)

贯彻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史工作会议精神⋯⋯·矗⋯⋯“⋯·j(82)

工会信息调研和工运理论研究⋯⋯⋯⋯⋯⋯⋯⋯⋯⋯⋯⋯⋯⋯⋯·”⋯⋯⋯”；⋯⋯(83)

．． 第三节围绕纪念节日和中心工作开展各项活动⋯⋯⋯⋯m⋯⋯⋯⋯⋯⋯⋯o⋯(83)

吖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A·7％I⋯咔．⋯⋯．．．-·：”j”：．．．·一“k⋯⋯·矗”(83)

纪念“二七”大罢工60周年⋯⋯⋯⋯⋯⋯⋯⋯⋯⋯⋯⋯⋯⋯⋯⋯⋯··二⋯⋯⋯⋯·；⋯’(84)

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一⋯⋯⋯⋯⋯⋯⋯⋯”⋯⋯⋯⋯⋯⋯．．，．⋯⋯⋯⋯⋯⋯⋯(84)

．欢庆新春佳节举办灯火晚会⋯⋯⋯⋯⋯⋯⋯⋯⋯⋯⋯⋯“：⋯·一⋯。一⋯⋯w⋯⋯··f(84)

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60周年⋯⋯⋯⋯⋯⋯⋯⋯⋯．．．⋯⋯⋯j～．r．一⋯⋯·x⋯”1．(84)

庆祝“集二”铁路通车30周年⋯⋯⋯⋯⋯⋯⋯⋯⋯⋯⋯·o··：⋯⋯．．．‘．．⋯⋯”，．．．·““(84)

．庆祝教师节⋯⋯⋯一m．．．⋯⋯⋯⋯⋯⋯⋯⋯”?一，·。o矗·讧·tj⋯m”；·“⋯⋯”叠·：⋯(84)
●

，庆祝国际护士节．．．m⋯⋯⋯⋯·一⋯⋯⋯⋯⋯⋯⋯⋯·，，⋯⋯⋯⋯·“⋯⋯⋯“^一·u⋯(84)一

庆祝老年节⋯⋯⋯．．．⋯⋯⋯⋯⋯⋯⋯⋯⋯⋯⋯·一⋯⋯．．．⋯⋯：⋯··：j⋯⋯⋯·：⋯．¨“(85)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m⋯⋯⋯⋯⋯⋯“稿^⋯一M·(85)

；i，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矗⋯·‘”五⋯·：j⋯⋯滴⋯。“乙·二(85)

呼铁局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一⋯⋯·一．．．m⋯⋯··一⋯·d⋯^“··：’(85)

第四节庆祝呼铁局建局30周年⋯⋯⋯⋯⋯一⋯⋯⋯·矗卜⋯·．t⋯‰⋯⋯⋯⋯⋯“(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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