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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长：王继烈

序

◆酸二遮二上
党委书记：白铭

根据北京铁路分局关于加强修志工作的通知(京铁分(88)字653号)文件指示

要求，西直门车务段于1988年12月19日成立了《段志》编纂委员会，南段长兼党

委书记王洪勋任主任，副段长李映雪、李建忠、杨德忠任副主任，党委副书记、J：=

会主席、纪委书记及各股室主任为编委．拟定了《段志编纂工作的安排》。于1989

年3月9日组成了《段志》编纂办公室，由退居二线的段劳动服务公司党支部书记

解好洁任主任。开始了西直门车务段志编纂工作。

编忠工作是上对先辈，F对后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全体工作人员

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编纂。上

限时间为1905年．F限时间为2000年底。共14篇、87章、273节，图片87幅，折

合总汁约50万字。初次较为系统的辑录了西直f3车务段辖区从晚清修筑京张铁路开

始，95年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过程，可起到存史、资治、教育作刷。

本《段志》资料来源于本段档案室和段机关各科宅、各部门、查阅了铁道部南

口东园事务所、詹天佑纪念馆、北京铁路局档案室、北京铁路分局档案室、兄弟站

段有关部门以及昌平县、延庆县文史部门等有关资料。编纂工作采取边收集资料边

整理资料的方法，自1989年4月14日开笔至1990年3月1日完成1990年以前部分

《段志》手稿的初稿，历时近一年。2001年根据分局续编1990年至2000年《段志》

的要求，由段长李建忠、党委书记土建武任主任，副段长崔星、金林华、赵抗援任

副主任，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及各科室科长、主任为编委，拟定了《段志续编工作

的安排》，进行了段志续编工作．2002年10月完成续编初稿。2004年初根据分局要

求对段志进行总编：首先车务段成立了以段长土继烈、党委书记王建武为主任，副

段长赵抗援、崔星、金林华、马敬东为副主任的编委会，对原手稿初稿、续编初稿

进行修改、调整，增加了部分章节，于2004年5月完成合编本初稿。

编纂本《段志》工作中因西直门车务段几度分合，又因“文革”中造成资料散

失，在综述历史沿革中不尽完善，对现状掌握也不够全面，再加上编者思想、文化

及业务水平有限，时间短促．错误遗漏之处可能不少，诚恳期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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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况

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地理位置

西直门车务段段址设在北京市西城区北滨河踏群红村。位于北京北站东侧，

隔一条便道与车站相对。邮政编码是100044号。

西直门车务段管界为北京北线(原西

沙线)自北京北站至清华园站间与北京北站

分界；京包线自康庄站至东花园站间与张家

口车务段分界：京包线东北环星火站西店线

路所至北京东站间与北京东站分界，西店线

路所至百子湾站问与百子湾站分界：西店线

路所至田家洼线路所问与双桥站分界：两北

环线自沙河站至后章村站间与i家店车务段

分界：京通线自昌平站至昌平北站问与怀柔

北车务段分界。运营里程为120．856公里。

西直门车务段管辖1 7个车站，1个乘 展M‘

务车问；分布在西城、海淀、朝阳、昌平四个区和延庆县。

两直门车务段是北京枢纽的组成部分，是联结华北铁路网的一个环节。

西直门车务段辖区南r】车站以南为华北平原，地势平坦运输通畅。南口车站

往北，nj站两公里即进入太行山山脉北京西山与燕山山脉军都山相交的山谷即

“关沟”。线路爬坡蜿蜒而上．一路桥隧相接。到青龙桥车站经过“人”字形线路，

列车逆行折向西方，穿过军都山八达岭隧道，即是八达岭车站。至此，方走完18

公里的“关沟”险路，前方已是坦途。在丰沙线通车前，“关沟”段是北京通往

我国西北的通道，曾臼运行32对列车，达到饱和点。丰沙线通车后，缓解了“关

沟段”运输紧张状况，“关沟段”又承担了新的任务，成为丰沙线的分流线，是

北京至沙城的主要客运线，北京至八达岭的旅游线，中国与蒙古、东欧等国际线。

两直门车务段辖区的气候属于北温带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夏季盛行风从海洋吹向大陆，暖热多雨；冬季盛行风从大陆吹向海洋，寒冷干

燥。管内随地势的变化，气温略异。南口车站以南平原区气候接近北京市区；南

口车站至八达岭车站地势步步升高，气温缓缓降低，j堡至康庄为寒冷地带。

第二节 自然状况

西直门车务段隶属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管辖17个车站．1个乘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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