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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陕西省志·铁路志》（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出版问世，可喜可贺。
陕西省第二轮修志是省委、省政府发文，省地方志办公室规划、组织的一

项重要工程，《铁路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主持、记述历史、流传百世的

官书。西安铁路局作为《铁路志》的承编单位，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及时安排

布置，建立机构，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班子，启动编修。历经四年多的紧张工

作，终于顺利完成，交出了这份答卷。

“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是志书编修的根本宗旨。本志存

储了大量翔实、鲜活的信息，堪称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书。

这部《铁路志》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突出铁路专业特点、突出改革、

创新的时代精神，突出陕西省地方特色，记述了陕西省铁路运输事业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０５年的历史，见证了陕西铁路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如：高能耗、高排放、
低效率的蒸汽机车牵引列车的历史得以终结；列车编挂守车、运转车长值乘的

历史画上句号；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大量取代人工作业；运输能力、

运输效率的空前提升等。这些发展和变革使陕西铁路在全国铁路网的枢纽作

用和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本志所载１６年的历史，展示了国家“八五”到“十五”
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省内铁路运输能力不断增强，技术装备更新升级，体制机

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生产经营模式大胆创新，运输效率、服务质量显著提高的

发展业绩，重现了铁路运输战线广大职工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奋



斗历程和光辉业绩。

修志存史，可以更好地审视过去；存史资政，可资工作参考，可供以后借

鉴；教化后人，可以传承文化，弘扬传统。本志中熠熠闪光的企业文化、企业精

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积淀，必将成为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惠及后

人。

本志出版之际，陕西省多条铁路正在兴建，高速铁路正不断延伸，高速铁

路动车组列车在三秦大地驰骋。展望未来，铁路运输业发展前景喜人。我们

坚信，铁路运输企业广大职工和全省人民一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将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和更加辉煌的明

天。



凡　　例

　　一、本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全面、

系统地反映本志时间断限内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达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起于１９９０年，下限止于２００５年。个别事物因时因事适当上
溯。记述范围，以下限铁路管辖现状为界。

三、本志坚持横排门类、纵写历史、事以类从、以类系事的原则。门类的划

分归属，既考虑科学合理，又适当照顾现状，视内容繁简设篇、章、节、目四个层

次，个别情况视需要可设子目。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索引等体裁，以志为主。概述有叙

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志为语体文，秉笔直书，

寓论于述；图表置于适当位置或相关章节，与志相辅。

五、本志用第三人称，文字力求通顺朴实，言简意赅。

六、数字表述，各种名称、成语、顺序号和少数不确切的数字用汉字，公历

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及数字计量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使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七、鉴于全国铁路运输的整体性和调度指挥高度集中，铁路局、铁路分局

的管辖范围与当地行政区划不尽一致，铁路局、分局的统计资料均按管辖范围

计算，多超出省辖范围，故本志所载数字，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主要建筑实体，如线路、桥梁、隧道能用陕西省境内数字的，一律用省

境内数字；有的同时用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所辖数字。

（二）运输营业情况，尽可能用陕西省内数字，确系无法分清的，用省内铁



路运输企业管辖内的数字。两种情况文中均注明。

八、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革命烈士、去世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编传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和火车头奖章获得者

编列名录；鉴于本志断限内大部分时间陕西省没有铁路局，故西安铁路分局、

安康铁路分局党政主要领导编列名表；后期成立的西安铁路局党政领导编列

名表；有特殊贡献专家编列名表。

九、本志资料以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陕西年鉴》、《西安铁路分局年鉴》、《安康
铁路分局年鉴》、《郑州铁路局年鉴》、《西安铁路局年鉴》、档案资料、统计资料

和陕西省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料为主，辅以报刊、口碑、音像等资料。

本志所用照片均由西安铁路局档案史志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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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陕西省地处内陆中纬度地带，属显著的大陆形季风气候，全省年平均气温１１６℃，地

理位置十分优越。

陕西矿种丰富，是全国的煤炭资源大省，含煤面积约６万平方公里，分布于６０个市、

县。到２００４年，省内五大煤田探明储量１６５９亿吨，居全国第三。其中灰分小于１０％、硫

分小于１％的优质煤炭储量８００多亿吨，居全国之首。神府煤田探明储量１４００亿吨，是世

界少有的动力煤、气化煤田，为世界七大煤田之一。陕北侏罗纪煤田属特低灰、特低硫、高

发热量的优质煤和化工用煤，以质优量大闻名中外。国家规划建设的十三个大型煤炭基

地中，陕西就有三个。石油主要分布在延安、榆林境内，已发现油区十二个，地质储量７亿

吨左右，探明储量４亿吨以上，居全国第十位；陕西北部探明天然气１７００亿立方米。有色

金属钼矿储量全国第三，产量占全国一半。汞矿储量居全国第二，５４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

十位。黄金储量全国第五，有产金县（市）１８个，黄金生产企业４１个。号称“金三角”的勉

县、略阳、宁强三县及潼关是国家黄金、有色金属重点开发区。陕西省位居全国前三名的

２８种矿产中，大部分为非金属矿。其中水泥用灰岩居全国第一位，长石居第二位。

陕西国防工业研发，在全国名列前茅，卫星测控、航空航天工业地位举足轻重。机械

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居全国第五位，纺织工业居全国第八位，电子工业居全国第三位。

陕西科技开发能力、综合科技力量雄厚，在全国地域评价中名列第三。２００５年，有科

研院所４８９个，科研人员１３４万人。陕西高等教育居全国前列，有普通高校６７所，在校学

生３５３７８万人。

陕西旅游资源丰富，种类齐全，既有名山大川、景色奇丽的风景名胜等自然旅游资源，

又有独特的历史古迹、革命旧址等人文旅游资源。全省有各类等级旅游景点７４处，其中

３Ａ级以上景点３７处。

陕西省农业发展形势喜人。杨凌是国家首个农业科技示范区。全省奶山羊数量居全

国之首，奶类总产量居全国第六位。生漆资源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核桃居第二位，桐油

居第六位。以苹果、核桃、石榴、板栗等为主的经济林果种植面积１６００多万亩。陕西果品



及果品原汁远销欧洲、东南亚、北美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省农作物播种面积６１３５４

万亩。建成标准化示范园７０００多个，认证公布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１４５个，全国无公

害水果、蔬菜示范基地县及出口基地县６个。

陕西省省会西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丝绸之路起点，３１００年古城，

１１００年帝都，与雅典、开罗、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是陕西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

通、通信中心，也是西部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和全国重要的国防工业、科研、高等教育基地

和旅游热点城市。

作为西部大开发前沿和桥头堡的陕西省，实施工业强省和项目带动战略，经济和社会

发展迅速，全省国内总产值由１９９０年的３７４９亿元增至２００５年的３６７５６６亿元，翻了三

番还多。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雄厚的科技研发

实力，为陕西省铁路运输事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１９９０年以来的１６年中，依托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乘当地强劲的发展势头，陕西省内

铁路运输企业投身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改革中振兴、发展，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经营管理更

加科学化、现代化、市场化，运输能力显著增强，职工生活进一步改善，锻炼了一支技术过

硬、作风优良、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以铁路为骨干，以公路为网络，以空运、水运为补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

初步形成，但铁路建设的不足，仍是陕西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除陇海线横穿关中，襄渝

线、阳安线横穿陕南南部，宝成线从宝鸡出发，沿西部省界南下外，省内铁路运营线路向北

仅到前河镇（梅七线）、铜川（咸铜线）、钟家村（太西线）、和禹门口（侯西线）一线，关中北

部至陕北，陇海线以南，阳安、襄渝线以北，宝成线以东的广大地区，铁路线路建设存在大

片空白，而且，陕西省跨度最大的南北方向铁路缺少一根脊梁。路网尚未形成。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西延铁路建成投入临管运营，在钟家村车站与侯西线、咸铜线接轨并连

通陇海线。陕西铁路运输向北延伸至延安，省内铁路增加３１１６公里。１９９５年５月，宝中

线建成临管运营，１９９６年７月正式运营。宝中线由宝鸡出发，向北偏西方向，穿过甘肃庆

阳地区，直通宁夏回族自治区。省内铁路增加１１５２公里，开辟一条北向出入通道，２００５

年，每天由此口通过列车２７对。２００１年 １月，西康线开通运营，增加铁路 ２６７５公里，

２００５年，日通过客车６对、货车１９对。西康线由西安向南直通安康，经襄渝线可东进湖

北，南下川渝，比经由宝成线入渝缩短５８３公里。１１月，包西铁路神（木北）延（安北）段开

通临管运营，在延安北站和西延铁路接轨，省内铁路向北延伸至神木，覆盖陕北全境，穿越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经包神铁路，使陕西省经济联系区域辐射内蒙古自治区。陕西铁路增

加３８２３８３公里，开辟一条北向运输新通道。１２月，宝成线阳（平关）上（西坝）段二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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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车，省内增加线路２４０９７公里，通过能力增加，２００５年，日通过客车１９对、货车３６

对。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陇海线宝兰段二线建成通车，省内铁路增加９９８１５公里。此前，

这条铁路只能单线运行，严重束缚运输能力，二线开通，天水口日通过列车５６对，比２００１

年提高５５５％。２００４年１月，宁西线西（安）合（肥）段开通运营，省内铁路增加２５５公里

（其中６５公里属外局管辖）。宁西线穿越陕西省东南部，这是一片历史悠久、物产丰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铁路运输的处女地。宁西铁路经过这里，连接豫西南地区，

与鄂北相临，陕西铁路增加一个东南向出入口（商南）。２００５年，商南口日通过列车２６对。

同１９９０年相比，１６年间，加上枢纽和既有线改造，陕西省境内铁路增加２１９７２４４公

里，增加５９７５％；营业线路增加 １４５２４３公里，增加 ７３５９％。路网密度由 １９９５年的

００１公里／平方公里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０１６公里／平方公里。作为包西线南段的神延、西

延线，和西康线相连，成为纵贯陕西南北的钢铁脊梁；在全国路网中，随着包头到柳州南北

大通道的贯通，成为华北、西北地区入川和连接大西南新通道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柳通道

的全线贯通，对完善路网主骨架、开发陕西北部能源基地，加速“三西”地区发展，促进老区

人民脱贫致富、振兴陕西地方经济有重要意义。阳安线扩能改造工程２０００年完成后，成为

西南铁路骨架重要组成部分，输送能力客车由每日４对提高到９对，货运量由每年１２００

万吨提高到１８５０万吨。同时，西康线与阳安线、宝成复线配套，形成西安—安康—阳平

关—成都新的通路能力。

到２００５年，一个纵贯南北、横跨东西、覆盖全省，连接河南、甘肃、宁夏、山西、湖北、四

川，辐射重庆、内蒙古等省市区的铁路网初步形成。陕西成为国家铁路网承东启西、连通

南北的咽喉要道，进出川、渝、滇、黔等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成为西北和全国客、货流集散

地和运转枢纽，在全国铁路网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铁路运营里程延长、线路抗病害能力增强，出入通道增加，经济辐射区、吸引区扩大，

是铁路运输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为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好条件。

三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的１６年，陕西省铁路运输技术装备得到较大更新，科技含量大幅提升。

１９９０年，有蒸汽机车１２８台，占机车总数的３０１％。原先由蒸汽机车牵引的旅客列车

和货物列车逐步改由电力或内燃机车牵引。此后，蒸汽机车数量迅速减少，２０００年，仅剩７

台，占机车总数的１３％。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最后一台蒸汽机车ＱＪ—６９３４（前进６９３４）从

新丰镇机务段退出运输舞台，结束了陕西省境内蒸汽机车牵引列车的历史，是铁路牵引动

力革命的重要里程碑。陕西省成为原郑州铁路局管内陕、豫、鄂三省中最先淘汰蒸汽机车

的省份。２００５年，省内电气化铁路 ２８４４０９４公里，比 １９９０年 １８９１０５７公里增加

５０３９％。同时，内燃、电力机车型号也在不断更新、优化。牵引动力革命，使列车技术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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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高，机车牵引定数增加，运输能力增强。同时，污染排放降低，机车乘务人员劳动环境

改善，劳动强度减轻。

客车车辆档次提高，旅客列车质量不断优化。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０日，首列全列空调特快

列车西安—北京４１／４２次由西安站开出，改变了客运列车“绿皮车”一统天下的历史。为

加快旅客列车更新换代，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发挥主业和多元经济两方面积极性，自筹资

金，先后投资改造、开行西安—安康９３／９４次、西安—北京３５／３６次，西安至广州、武昌、宜

昌、昆明、厦门、上海、烟台、长春、银川等１４对空调列车。２００５年，客车配属１７８２辆，比

１９９０年增加５５６％。其中软卧车１５２辆，增加２４５５％；硬卧车５２８辆，增加１７２１６％；硬

座车减少１７辆。客车开行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４对，旅客发送人数增加４４８％。旅客乘坐火

车出行更加舒适、快捷。

适应列车速度提高、载重增加的要求，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对既有线路进行大规模改

造。线路由轻轨改重轨，轨枕由木枕改钢筋混凝土枕，道岔轻型改重型，道口平面改立体

（交叉），线路开放改封闭。到２００５年，除宝中、西户、咸铜、阳安、梅七、包西线用５０公斤／

米钢轨外，其他各线全部为６０公斤／米钢轨与同型号道岔。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先后完成咸铜线、侯西线西韩段电力贯通线及相关工程，结束了这些

区段铁路运输使用农电的历史。行车信号设备不断优化，１９９０年，有电气集中联锁车站

１６１个，１９９９年增至２４０个，２００１年，达到２８０个。２００３年，１８个车站升级为计算机集中

联锁。２００５年，有电气集中联锁车站２４７个，计算机联锁车站４１个。２００２年之前，自动闭

塞信号全部是三显示；经过改造，２００３年，信号四显示区段１４６２０５公里；２００５年，信号四

显示区段增至４９４０２５公里，占自动闭塞区段的８６６７％。“三（显示）改四（显示）”使平

行图列车追踪时间由８分钟缩短为７分钟。

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广泛应用，是陕西铁路运输装备现代化一个质的飞跃，是铁路运输

管理、指挥和运行的重大历史性变革。

１９８９年底，推广移植货运调度装车日班计划管理系统，改善了货运调度人员工作环

境，计划数据更加准确可靠。１９９０年，编组站货车信息管理系统开始运行。该系统数据处

理涵盖编组站作业全过程，提高编解效率５％。其中确报自动收发处理和１８点确报计算

机取代人工，２００４年，省内各编组站均使用该系统，实现确报自动转发，撤销了设在编组站

的电务确报所。１９９４年，计算机货票系统在西安铁路分局启动，此后全省铁路运输系统逐

步推广。２００５年，各货运站均使用此系统，实现货运票据微机制票。

１９９６年，铁道部客票发售与预定系统在西安车站试点成功，开始推广应用。１９９９年，

实现部分地区联网售票。２００５年，列车移动补票系统与客票系统联网；省内铁路电子售票

车站１５３个，其中联网车站９１个，形成覆盖全省的铁路电子客票销售网络。

１９９８年，车站现车信息管理系统、货车调度计算机管理系统、集装箱追踪管理系统相

继投入使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车站货运管理系统、中型货运站货运管理系统和车号自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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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系统投入使用。

２００２年５月，列车调度系统在西安铁路分局陇海线５个行车调度台及所辖区段的车

站投入使用。２００３年，行车调度台全部开通列车调度系统，终结了行车调度工作数十年使

用铅笔、橡皮、三角板的历史。２００４年５月，启用施工命令管理系统，人机合理分工，充分

发挥计划调度员与计算机各自特长，提高运输组织安全可靠性和效率。

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使铁路运输生产过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崭新的形态和模

式。从计划制定和安排，到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数据的生成、查询、分析、传递等，全部由一

个高速运转的网络系统所覆盖；从行车调度指挥，到现场行车组织、调车作业，从客货营

销、制票、售票，到车流监测、追踪，所有岗位全部电子化，几乎都有信息终端。计算机取代

了人工，铁路运输工作更加精细、快捷、方便，工作环境改善，劳动强度减轻，安全系数增

加。

与此同时，铁路运输不断提速，增强能力，提高效率。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８日，开行西安至

韩城朝发夕归管内快车，单程运行４小时３０分，接近公路运行时间。１０月５日，西安—北

京４１／４２次改为快速列车，平均旅速８３９公里／小时，运行时间压缩１小时２２分。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日，陇海线孟宝段和西户线开行无守车、无运转车长值乘的无守货物列

车，开启了铁路运输的一项重大改革。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省内（铁路局）管内及分界站出

入货物列车全部安装列尾装置，开行无守（车）列车，结束铁路货物列车编挂守车、运转车

长值乘的历史。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８日，郑州至宝鸡客运机车实行长交路牵引。１１月１６日，新

丰镇车站形成三级四场模式，成为路网性编组站，增加编组、通过能力４５６７列，８１１２辆。

以上变化，是省内铁路运输能力提升的标志性事件。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全路列车五次提速，第一、二、四次提速不直接牵涉陕西。２０００年１０

月２１日第三次提速，包括陇海线在内。新的列车运行图在列车提速和运力安排上，加大

对西部地区倾斜力度，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２００４年４月，第五

次列车提速，增开西安至北京、扬州，宝鸡至济南和安康至神木四趟旅客列车，是提速调图

以来增加客车最多的一次。同时，首次开行西安—北京 Ｚ１９／２０次夕发朝至旅客列车，旅

行时间１１小时３０分，比原图压缩２小时３分。

由于上述发展、变化，陕西省铁路运输能力大幅提高。２００５年，铁路各分界口通过客

车１３６对、货车２５７对，比１９９０年分别增加６３９％和３０２％；货物发送量６８６９４万吨，比

１９９０年翻一番，其中发往外省、市、区货物４５７９４万吨，比 １９９０年 １４７０９万吨增加

２１１３％；旅客发送３４３４９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４４８％；完成换算周转量１１５７４０百万吨

公里，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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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革是这一时期省内铁路运输企业的主旋律。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没有铁路局，只有西安、安康两个铁路分局。铁路局是铁路运输

企业的法人，负责铁路运输的经营和管理；铁路分局是铁路局管辖的运输生产单位，负责

管内运输生产经营，财产权和经营管理自主性有一定局限。１９９４年７月，铁道部和陕西省

政府共同出资组建的地方、铁路合资企业陕西西延铁路公司成立，虽说规模不大，在全省

铁路运输企业中所占份额很小，但却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铁路运输企业。２００５年３

月１８日，西安、安康铁路分局撤销，西安铁路局成立，为陕西省铁路运输事业发展提供更

多有利条件。

在继续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基础上，１９９３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铁路运输

企业改革进入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西安铁路分局成立全局第一家律

师事务所，安康铁路分局配备专职法律工作人员。两分局分别发出文件，赋予站段与职责

相适应的经营权，增强基层单位活力。１９９４年，优化运输站段组织结构，探索开展合同运

输、协议运输。１９９５年，改革行包管理体制，西安车站行包房实行内部企业化经营管理。

１９９６年，调整部分站段生产布局，关闭日均装车不足３辆的车站２１个，日均发送旅客不足

２０人的１３个车站停办客运业务。西安西站货场实行内部企业化经营试点。西安铁路分

局和陕西省地方铁路公司组建陕西铁路支线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咸铜、梅七、西户、下桑４

条支线实行地方运价。

陕西省公路、航空运输快速发展，高速公路增多，民航价格调整，运输市场竞争空前激

烈。由于铁路运输本身高（高度集中）、大（大联动机）、半（半军事化）特点和计划价格体

系，加上走上市场较晚，铁路运输遇到强有力的挑战。铁路运输企业适应市场形势，改革

营销方式，二等以上车站和各车务段成立客货营销机构；通过宣传教育，广大职工更新观

念，摒弃“铁老大”思想，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变“坐商”为“行商”，走出去

做宣传、搞营销。１９９８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分别成立营销机构，统管客货运输和运输收

入等方面的对外经营职能，启动客货运输市场运行机制，拓展营销渠道，保货源、争客流。

同时加大企业化改革步伐，宝鸡车站、咸阳车站实行行包房内部企业化经营改革；把市场

经营机制扩大到旅客列车，西安—韩城８２５／８２６次、宝鸡—广元７２５／７２６次、宝鸡—天水

７２７／７２８次３趟慢车试行内部承包经营。１９９９年，铁道部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省内铁路

运输企业围绕铁道部“政企分开、减员提效、扭亏为盈”目标，加大改革力度。改革财务管

理，建立资金有偿占用制度，完善成本控制网络，开辟外部资金市场，增强资金融通能力，

提高资金效益。２０００年，按照铁道部“干支分离”部署，４条支线实行财务分开。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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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实行网运分开，组建郑州铁路局客运公司西安客运分公司、安康客运分公司（２００３年

客运分公司撤销，恢复原建制）。通信业务划出铁路，划归中国铁通管理。２００２年，西安铁

路分局成立支线运输公司，成立下桑支线办公室，变更西户支线管理主体，成立西户支线

办公室。支线运输公司实行资产经营、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２００３年，４条支线实

行单独核算、单独统计和单独考核。２００４年，适应铁路运输装备现代化进程和经营管理大

跨度要求，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大幅度调整生产力布局，撤、并３７个运输生产单位，扩大站、

段管界，做大、做强站段。与１９９０年相比，２００５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所辖（含省境外）一

等车站增加４个，二等车站增加１个，三等车站增加３０个，四等车站增加６０个，五等车站

增加１２个。客运营业站比１９９３年减少１０６个，其中特、一等车站不变，二等车站减少３

个，三等车站增加３个，四等车站减少１０５个，五等车站减少１个。车站数的变化，一方面

反映陕西省境内线路里程增加，车站增多；另一方面，体现了小型客、货运车站减少，铁路

以中、长途运输为主的发展趋势，是１６年改革、调整的结果。

省内铁路跨越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穿越秦巴山区，百分之六十以上线路在坡度大、隧

道多、地形复杂的崇山峻岭之中；自北向南，经过温带、暖温带、北亚热带三个气候带，沿途

气候、地质状况复杂多变，对运输安全十分不利。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实施运输安全监

督制度变革，１９９６年，成立全路首支安全监察大队，监察人员按线路、区段分工，不间断检

查和长期监控分管区段的现场作业、设备质量、施工安全等，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保证

安全生产有序可控、基本稳定。

运输主业以外各系统的改革，本着“精干主业、剥离辅业、分流人员”的精神，与主业改

革同步进行。１９９２年，物资供应系统实行计划供应与市场调剂相结合，统配物资按计划分

配，计划外物资实行市场调节。生活服务系统打破单一服务型体制，建立经营服务型体

制。１９９４年，工业系统推行“一厂一制”和内部分厂制，全面承包、多元化经营。生活系统

采取“切块划小”“分灶吃饭”办法，部分生活福利项目从主业剥离，向“以副补主”过渡。

医疗卫生系统部分科室向社会开放，实行有偿服务。１９９５年，生活服务系统从事社会服务

的部分人员剥离分流。１９９７年，生活部门逐步从主业剥离，面向社会经营，自筹部分工资。

１９９８年，成立工程发包公司，统一对内承包，对外开发市场。铁路职工子女教育和医疗系

统实行“内部分立，经费包干、服务内部、面向社会”改革。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两分局分别组建

经济技术开发、工程（集团）、劳动服务三大公司，建设项目管理、生活服务和物资管理三大

中心，三大公司、三大中心从主业剥离。２００１年，按照铁道部运输主业与多元经营企业明

晰产权、规范核算，实行“三分开”的部署，多元经营与运输主业实行企业分设、财务分账、

人员分开。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分别成立多元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对多元企业国有资产监

督，分局与多元集团形成投资与回报关系。各大公司按市场机制运作，成为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运输主业和多元经济有机结合，互不挤占，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分配办法和用工制度改革，关乎生产力中首要的、能动的要素，是省内铁路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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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要方面。１９９０年，继续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铁路分局考核站段综合指标完成情

况，建立纵向考核经济责任制，主要运输站段工资随完成工作量浮动；站区实行横向经济

责任制考核。按照运营单位的性质和任务，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有“百元产值工资含

量”、“利润包干”等１１种纵向经济责任制，“三乘一体”、“站区联锁”等横向经济责任制。

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向为主、横向补充，纵横交叉的经济责任考核体系。１９９６年，

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终止了全民与合同制两种用工制度并存局面。１９９９年，提高主要运

输站段经营效益奖励标准，提高安全生产、生产任务完成所占分值，与非运输单位拉大差

距。职工个人工资继续实行“捆、挂、浮”分配。

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各项保障逐步由企业转向社会。１９９０年，全民职工养老金由企业

按照国家劳动保险规定支付；合同制职工养老金由企业统筹，向地方缴纳养老保险基金。

１９９３年，开始试行所有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１９９８年９月１日起，职工养老保险

由行业统筹改为社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养老保险业务受陕西省劳

动厅、社保局领导，和当地同类企业实行同等标准。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陕西省政府先后批准

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及其职工整体参加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２００２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

输企业、郑州铁路局驻陕直属单位、铁通陕西分公司、铁路工程公司等单位及其职工正式

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１年５月，分别成立陕西省西安铁路分局失业保险代办中心、

安康铁路分局失业保险代办中心，实施陕西省失业保险。与此同时，实施住房制度改革，

职工住房分配由福利性改为货币化。子女教育由自办学校、只招收铁路子弟发展到服务

内部、面向社会。医疗由自办医院、职工免费、家属半费过渡到服务职工家属，面向社会，

职工、家属自费药物不断增加。随着学校、医院逐步剥离和运行方式转变，子女教育和医

疗的福利成分越来越小。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５年，铁路运输企业所办中、小学、幼儿园和医院移

交当地地方政府管理，铁路职工子女教育、医疗全部社会化。彻底结束了铁路有史以来自

办社会事业、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的历史。

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西安、宝鸡、安康、汉中等各铁路地区电话专网与地方市话公网实施

联网，阎良、韩城等地铁路市话中继线增加，彻底改变铁路电话打出难、打进更难的局面，

推倒了横亘在铁路和社会之间通讯联系的厚厚高墙，密切了铁路与地方政府、社会、企业

的联系，有利于铁路运输融入地方经济，借地方经济势头，促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加快自身

发展步伐。

到２００５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实现了由较封闭的内部运行为主，到面向社会、融入社

会、开放型经营的变革。生活服务和各项保障事业的社会化，使铁路运输企业卸下社会职

能包袱，企业运营、职工生活与社会息息相关。形成铁路运输与地方经济互相促进、共同

发展的良好格局。西安铁路局成立，企业自主权扩大，管理、指挥、统筹效能显著增强，铁

路运输事业更加精干高效。多元经济持续发展，物资、基建、房产、生活部门既服务主业，

又是面向社会的经济实体。职工收入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６倍以上，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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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更加积极向上。

五

陕西境内铁路多在山区，职工、家属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艰苦的环境锻炼了队

伍，锻铸了独特的企业精神。巴山精神就是这种企业精神的集中体现。

安康工务段巴山工务车间地处陕川交界、山高谷深的大巴山腹地，担负襄渝铁路８１

公里线路、７８座桥梁、５８座隧道的养护维修任务。１９７７年以来的３０多年中，巴山铁路人

在艰苦条件下，培育并不断弘扬巴山精神，将襄渝线这段地质条件最复杂、基础最薄弱、病

害最严重的“担心线”，养护成了“放心线”。３０年安全无事故，涌现出一大批安心山区、无

私奉献的典型人物。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青年文明

号”等局级以上荣誉称号１０２项，其中国家级１１项、省部级２８项。

巴山精神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巩固发展于铁路科学发展新阶段。巴山精神就是“安

心山区的奉献精神，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坚定乐观的自强精神”。

基本内核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务实创新。时代精神是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情怀，科学

求实、自立自强的品格，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本色，依靠群众、创新实践的作风。１９９０年，

中共陕西省委将巴山精神誉为“新时期的延安精神”，号召全省“北学延安、南学巴山”。陕

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６所院校将巴山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实践基地。

巴山精神也是省内铁路运输职工的精神，鼓舞广大职工奋发图强，拼搏进取，取得优

异成绩。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６年，铁路货运量由３３８８６万吨增至１２１２３万吨，客运量

由２３７１万人增至３６００万人。全员劳动生产率由６３３１万吨公里／人年提高到１２３２１万

吨公里／人年。

与此同时，省内铁路运输遇到多次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１９９０年７月３日，一列油罐

车在襄渝线梨子园隧道内，因外溢油气团遇接触网电火花发生爆炸，安康铁路分局职工和

地方、军队、武警官兵，冒着连续爆炸、高温、缺氧、油压增大等危险，奋战２３昼夜，抢险修

通。李富成、刘次昆、王照利、王永江４位铁路职工不幸殉职。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０日、６月２５日、１１月９日，宝成线１９０公里处左侧山体三次崩塌，宝成

线运输中断。灾害发生时，工务职工及时拦停列车、保证安全；铁路部门积极组织抢险，三

次提前抢通线路，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从设计到施工，仅用２３６天，完成修建４８９６米线路，

４座桥隧的改线工程，彻底根治了病害。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３日，因货主单位押运人员违反有关规定，造成停留在西安东站禁溜线

一辆装载雷管的棚车爆炸，西安东站缓行器设备、操纵楼、信号楼、计算机房及办公楼遭严

重破坏，编组作业区瘫痪，直接影响西安枢纽畅通。西安铁路分局及时采取编组业务分

流，在灞桥站换挂机车等措施；站场抢通后，缓行器采用手动调速，又采取新丰镇车站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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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流、西安西集结郑州北，加大西安东站超编奖励力度等措施，保证枢纽畅通。

２００２年６月９日，陇海线Ｋ１０６２＋１７０处灞河铁路圬工桥被洪水冲垮，行车中断。西

安铁路分局临机应对，仅用９个小时实现水害地段的迂回运输，创造中国铁路桥塌路断抢

通速度之最；同时采取得力措施，挖掘运输潜力，５天建成１０６１线路所，使水害区段单线日

均通过能力１８０列以上，最高达２１６列，创造中国铁路单线通过能力之最；经过５８个昼夜

顽强奋战，陇海铁路灞河桥于８月１８日建成通车，比计划提前１３天，创造中国铁路同类桥

梁建设速度之最，创造了富有陕西铁路特色的灞河桥速度，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灞河战

歌”。

每次抢险，特别是陇海、宝成、襄渝等线路的运输中断、抢险，都得到中央、省、部的极

大关切，国务院、陕西省、铁道部多位领导多次到现场指导抢险、慰问职工。对抢险表现突

出者，及时给予表彰和嘉奖。

突发事件、重大事件，集中反映企业的指挥管理水平和应变能力，集中反映职工队伍

素质和精神面貌，从而成为企业发展历史上的闪光点。历史证明，陕西省铁路运输企业的

干部、工人队伍，是一支作风顽强，吃苦耐劳，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六

优秀的队伍，必有其杰出的代表。１９９１年，追捕犯罪嫌疑人英勇牺牲的民警廖光有，

１９９３年，与盗窃铁路器材罪犯英勇搏斗而献身的青工胡宝昌，１９９４年，勇斗歹徒牺牲的青

工叶波，先后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１９９２年，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周宏亮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９３年，略阳工务段女巡山工易兰芬当选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９７年，西安铁

路分局党委书记任德振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０３年，西安铁路分

局局长赵彦方当选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９２年，西安科研所高级工程师计雅筠，１９９３年，西安铁路分局总工程师胡梦林，副总

工程师马永潮经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帖。

１９９５年，西安铁路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刘世柱被人事部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

作者，宝鸡机务段高级工程师蔡渝生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两人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１９９６年，安康车辆段高级工程师郭洪涛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西安铁路分局审计分处

处长、高级会计师俞志鹏当选国际审计学会中国分会会员。以他们为代表，１６年来，省内

铁路运输企业累计培育出各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人员１１５３人（含教育、医疗专

业）。

这支队伍领导班子中，有２０多人先后走上更高层级领导岗位。其中副省部级２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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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级８人、副局级１７人。

１６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和关怀下，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凭陕西省自然、资

源、物质、文化之地利，乘陕西省改革发展之劲风，克服重重困难，经受严峻考验，走过一条

波澜壮阔的路，留下一路闪光的足迹，登上了新的高度；为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不可

磨灭的贡献，为新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更好条件。

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建设势头更盛。西延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正在进行，西安铁路

枢纽北环线、郑州—西安客运专线建设先后开工，襄渝线胡家营—安康、安康—梁家坝扩

能改造工程拉开序幕。展望未来，陕西省将拥有更多的铁路线，更多的对外交通连接通

道，更广阔的经济吸引区和辐射区；同时，铁路客货运输将更现代化、更快捷、更高效。铁

路运输事业，将和全省经济、社会一起，向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展翅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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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线 路 建 设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增建新线和复线９条，其中６条投入运营；为适应新线

运用、提速扩能，既有线和枢纽改造也相继动工和投用。

第一章　新线建设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新建宝中线（宝鸡—安口窑）、宝成二线（阳平关—广元）、西

康线（西安—安康）、宁西线（西安—商南段）和陇海线宝兰二线（宝鸡—天水）、包西线（神

木北—延安北）竣工运营。２００５年，开工建设西安铁路枢纽北环线、襄渝二线胡家营—安

康段、安康—梁家坝段和郑州—西安客运专线。

第一节　宝中线（宝鸡—安口窑）

宝（鸡）中（卫）铁路为国家Ⅰ级电气化铁路，南起陇海铁路虢镇车站，纵贯陕、甘、宁三

省（区）十四个县市，北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境内包兰铁路迎水桥车站，全长４９９６公

里。其中陕西省境内１１５２公里，投资６７０２亿元，每正线公里造价１３４５万元，西安铁路

分局管辖宝鸡—安口窑段，正线１３６公里、１４个车站、１个线路所。限制坡度 ６‰；双机

１３‰，最小曲线半径一般地段８００米，困难地段４００米；全段大、中桥梁９２座，小桥５４座，

涵渠３９８座，隧道３２座，路基土石方１２００万立方米；生产房屋６２０１９平方米，生活房屋

５８１８０平方米，其他建筑物１５９０７６换算平方米，接触网２４１５条公里，１０千伏电力线路

２８８６条公里，牵引变电所３座，开闭所１座，配电所１座，通信光缆１５５条公里，通信站３

个，红外线轴温探测站５处。

一、勘测设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简称铁一院）组织宝中铁路勘测设计，１９５８

年，铁道部以铁鉴武（５８）字６５号令批准《宝中线设计意见书》，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铁一院两



次编制初步设计，１９６１年铁道部下发审查意见。铁一院完成部分施工设计，峰山隧道开

工。因压缩基建战线，９月停工。

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４年，由于开发甘肃华亭煤矿需要，根据铁道部安排，设计单位分别编制

《宝鸡至中卫线方案研究》、《宝鸡至中卫线可行性研究报告》报部。１９８４年３月，铁道部

《关于新建铁路宝鸡至中卫铁路设计任务书的报告》报国家计委。１９８６年１月，国家计委

《关于宝鸡至中卫铁路设计任务书的批复》转发国务院批准的设计任务书。４月，铁一院完

成初步设计，１９８８年７月和１９８９年６月，分别完成宝鸡—安口窑段和安口窑—迎水桥段

技术设计。并开展施工图设计。

二、施工验收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国家计委批准宝中铁路开工建设，１９９０年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

目。６月，铁道部下发《关于加快宝中线建设的通知》，明确中国铁路工程发包公司为建设

单位，成立“铁道部宝中铁路建设办公室”，中国铁路工程发包公司组织工程招标，选定中

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第一、二、三、四、五、电气化工程局，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第十一、十六、

十七、十八、二十工程局和郑州、兰州铁路局１３个单位承包施工，铁十三和十九工程局分

包部分施工任务。１９９１年初，议标选定接管单位兰州铁路局为施工总监理单位，由兰州和

郑州铁路局分局承担各自行政管段的监理任务。下半年全面开工，当年线下主体工程开

工累计完成４０％。１９９２年线下主体工程累计完成８０％。１９９３年控制重点工程全部突破，

线下工程基本完成。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８日，全线提前４３天铺通。１１月１１日开始工程临管运

输。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１～５月１４日，铁道部宝中铁路初验委员会初步验收，宝中铁路设计和

施工质量总评优良。５月上旬，除后开工的虢镇—千河下行立交疏解线和安口南工业站

外，全线基本建成。６月１日，交付郑州、兰州铁路局临管运营。８月，虢镇—千河下行立

交疏解线竣工，９月交郑州铁路局临管。１０月安口南工业站竣工，１９９６年５月交郑州铁路

局临管。７月１２～１５日，以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为主任委员，陕、甘、宁三省、区政府领导

为副主任委员的国家验收委员会，全面检查验收宝中铁路。同意铁道部初验委员会意见，

宝中铁路设计和施工质量总评优良。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６日，交付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正

式运营。

４１ 陕西省志·铁路志



宝（鸡）中（卫）线西安铁路分局管内竣工项目主要工程量

　表１－１－１

项　　目 单　位 竣工工程量

建筑长度 公里 １５２．６０
路基土石方 万立方米 １３７０
路基加固 万立方米 １３．２３
桥梁 座／公里 １３８／１５．５９２
其中：特大桥 座／延长米 ２／２８８０
　　 大桥 座／延长米 ３５／８３１８
　　 中桥 座／延长米 ４９／３３９６
　　 小桥 座／延长米 ５２／９９８
涵渠 座／横延米 ４１７／９３７１
隧道 座／公里 ３２／２３．９４８５
其中：大于３０００米 座／米 ２／７４８６．５
３０００米～１０００米 座／米 ４／７４８９
　　 小于１０００米 座／米 ２６／８９７３
铺轨 公里 １９９．４６９
其中：正线 公里 １５２．５９９
　　 站线 公里 ４６．８７０
铺砟 万立方米 ３８．８９
通信干线电缆 公里 １５３．０２９
信号电气集中 站 １４
电力贯通线 公里 １５５．１
其中：架空明线 公里 １０８．４
　　 电缆线路 公里 ４６．７
牵引变电所 处 ４
开闭所 处 １
架设接触网导线 条公里 ２６２．５
给水站 处 ２
车站 处 １４
其中：编组站 处 —

　　 区段站 处 —

　　 工业站 处 １
　　 中间站 处 １２
　　 会越所 处 １
房屋 万平方米 １２．８３７８
其中：生产房屋 万平方米 ６．０５７９
　　 生活房屋 万平方米 ６．３２９９
地亩 公顷 ７０７．４
其中：永久用地 公顷 ５４８．９
　　 取弃土用地 公顷 １５８．５

　　注：表中数据选自《年鉴》《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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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 宝中铁路（宝鸡—安口窑）示意图

（１９９６年）

第二节　宝成二线（阳平关—广元）

宝成铁路增建第二线阳（平关）广（元）段工程，北起阳平关车站宝鸡端 ＤＫ２６７＋５１０，

南至与成都局交界处ＤＫ３４４＋６９３２，位于陕西省宁强县和四川省广元市境内，全长７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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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陕西省境内２４１０公里。

一、勘测设计

１９９３年，国家决定宝成铁路阳平关—成都段增建第二线。国家计委印发《关于审批西

南铁路北通路建设方案的请示》的通知，同意铁道部西南铁路北通路方案并经国务院批

准。同年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下简称铁二院）完成初步设计，１９９５年完成技术设计。

铁道部《关于宝成线阳平关至成都段增建第二线（含引入成都枢纽）工程清理总概算的批

复》，阳广段总概算２６９５０７万元。铁二院采取合站并行、单绕、局部双绕、多处换边把既有

宝成线分别纳入复线上、下行线的总体设计方案。中国首次在既有电气化铁路上增建第

二线。第二线设计范围为阳平关（含）—青白江（不含），设计里程ＤＫ２６７＋５１０～ＤＫ６３９＋

０００，既有线全长３６９．３６公里。郑州铁路局和成都铁路局分界点在广元站（原上西坝站）

进站端ＤＫ３４４＋６３９．２０＝ＤＫ３４６＋８００，西安铁路分局管辖长度７７．１８公里。

主要技术标准：铁路等级：Ⅰ级；正线数目：双线；限制坡度：既有线维持现状，增建第

二线双机１３‰；最小曲线半径：增建第二线４００米；牵引种类：电力；机车类型：阳平关—广

元为ＳＳ４；牵引定数：４０００吨；到发线有效长度：８５０米；机车交路：维持既有机车交路；闭塞

类型：自动闭塞。

二、施工验收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３日，宝成二线开工。阳广段建设单位郑州铁路局采取招、议标方式选

定中铁十一、十五、二十局、西安铁路工程（集团）公司为施工单位，沈阳铁路监理公司、北

京通达监理公司为监理单位。宝成二线施工运输矛盾十分突出。阳广段地处嘉陵江峡

谷，两岸既无公路，又无法修筑便道，工程材料和设备必须通过既有线运输，西安铁路分局

运输部门采取合理行车组织和调度措施，解决运输堵塞，保证路料供应。

宝成二线阳平关—广元段，建筑长度８４３６公里，既有线７７．１８公里，二线左线７４．５５５

公里，右线７０．６２公里。新建桥隧３９０７公里，占总长度５２．４％。正线铺设Ｐ６０型钢轨。

主要工程数量：新征土地１６１４亩，回收土地１１１６亩，拆迁路内外房屋７３１８４平方

米，改移道路４．５米，迁移电力线路２０．１公里，路基土石方２５１５０１５立方米，圬工４０１７１８

立方米，喷射混凝土４５８６平方米；桥梁４７座８２７８．９８折单延长米，涵渠１５７座，１９６７．２４

横延长米；隧道及明洞３１座３０７８９．６２延长米；铺轨９０．６６公里，铺道岔７２组；新建房屋

１４４栋６５９９８．７５平方米；通信线路１１３５０４公里，信号联锁道岔１２４组，１８信息自动闭塞

７４．５６复线公里，机车信号１４４台；电力输电线路２８８．３７公里，配电所１座；牵引供电网

１２５．７５条公里，牵引变电所２座，分区亭２座；给排水管道２１５６９米，水井４座，水塔２座；

８个中间站改扩建及１６公里既有线改建等。西安铁路分局与施工部门配合，增建朝天、燕

子砭、冉家河货场。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宝成线二线阳广段工程全线开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竣工，历时９年。

当月完成固资移交。按照铁道部规定，宝成线附广段增建二线工程成立验交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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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既有线运输畅通，分站、分区间交验。开通前设备试交验与工程同步进行。自交验

之日起，投入工程运营，７２小时内行车安全由施工单位负责，７２小时之后由接管单位负

责。

第三节　西康线（西安—安康）

一、勘测设计

西安—安康铁路北起陇海铁路西安新丰镇编组站，南跨灞河、沿河，经引镇、青岔，

穿越秦岭，再沿乾佑河、旬河，在襄渝铁路吕河车站接轨，并增建第二线，引入安康东编组

站，正线全长２６７５公里，概算总投资１０２８亿元。西安安康铁路是中国华北、西北地区入

川和连接大西南的新通道，是铁道部“八纵八横”路网规划中包头—柳州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比宝成铁路入渝距离缩短５８３公里。

１９９０年３月，西康铁路完成初步设计，１９９４年３月完成技术设计，１９９６年１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视察工地，９月，国家计委将西康铁路列入当年基本建设新开

工大中型项目。

西康铁路由铁道部铁一院按国家Ⅰ级单线电气化铁路设计，预留双线条件。青岔—

营镇段一次建成双线，限制坡度６‰（双机１３‰）；最小曲线半径４００米。

　　二、施工验收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建设单位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招标选定施工单位１７个和监理单位１１

个。１２月１８日，西康铁路全线开工。此前开工的秦岭大隧道，１９９６年完成投资６亿元，完

成全隧道工作量的５７５５％。秦岭特长隧道由两座基本平行、相距３０米的单线隧道组成。

Ⅰ线隧道长１８４６０米，Ⅱ线隧道长１８４５６米，埋深超过１０００米地段长约３８公里，最大

埋深１６００米。是国内最长，埋深最大的山岭铁路隧道。两隧道人字形纵坡基本相同，进

洞后１４７公里１１‰上坡，然后３‰下坡出洞。隧道进口高程８７０米，出口高程１０２５米，洞

内轨面Ⅰ线较Ⅱ线高０２４—０５６米。除两端有少量曲线伸入隧道外基本为直线。

秦岭山区地势险要，沟谷纵横，植被茂密，隧道附近人烟稀少，有十多平方公里无人

区，交通极为不便。服务于隧道施工的临时工程量大，计修建施工便道２９５公里，便桥９

座，改建原林场公路隧道３座，架电力线路４０７公里，铺给水主管８公里以及无线通讯系

统等。

全线修建桥梁１７２座，延长３７２７公里，占线路长度的１４％，涵渠４２９座。隧道９７座

延长１２２９７公里，占线路总长的４６％，全线修建、改建车站或线路所２３个。

西康铁路在新线铁路中首次实行投资包干责任制，坚持科学组织，工艺创新，为中国

铁路建设创造多项第一。秦岭特长隧道Ⅱ线平导钻爆掘进提前１１２天贯通，Ⅰ线 ＴＢＭ掘

进提前３２天贯通，南北两段铺架提前半年接轨。全线提前一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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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口特大桥工程、是西康铁路八项控制工程之一，全长３８７８１６米。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５

日开工，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墩台完工达架梁程度。１９９９年７月完成铺轨、桥面工程。２００３

年铁道部评为优质工程。１９９７年，灞桥联络线工程开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完工。１９９８年，新

丰镇陇海铁路下行正线东段新建工程开工，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２日开通使用。１９９９年，新丰镇

机务段简易引入工程开工，当年完工。１９９９年，新丰镇—纺织城电气化工程开工。９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现场为青年突击队授旗，２０００年８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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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２　　　　 　西康铁路示意图

　　（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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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８日，最后一节轨排在营盘车站对接，西康铁路全线铺通。国务院总理朱

基、副总理吴邦国批示，称赞西康铁路“创造了铁路建设的新水平”。

２００１年１月５日，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任主任的西康线初验委员会全面检查西康沿

线工程，审查各专业小组现场研究的有关问题，确认“西康铁路除秦岭Ⅱ线隧道及青岔至

营盘间第二线外已按设计建成，可以开通临时运营，交付郑州铁路局临管”。

２００２年１月６日，铁道部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车站举行“西康铁路开通运营庆祝

大会”，铁道部副部长蔡华庆、总工程师王麟书、铁路总工会主席黄四川、陕西省长程安东、

政协主席安启元、副省长巩德顺等出席大会并为首发列车剪彩。２月１７日，铁道部再次组

织有关专家检查、评估西康线，认为“在当前线路允许速度下，基本具备开行旅客列车条

件”。至此，西康线客、货运输全面开通。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全面验收检查西康线工程，验收委员会召开第三

次会议，确认西康铁路本次验收范围内的“各项工程均符合设计文件和工程质量评定验收

标准。全线具备正式运营条件，通过国家验收，交付郑州铁路局西安铁路分局运营”。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西康铁路青岔营镇（原称营盘）间第二线２２９５３公里Ⅱ线特长隧

道及中桥各１座交付运营。同时交付的还有秦岭隧道附属构筑物、运营通风设备、消防灭

火装置、灾害报警系统等。至此，新建西康铁路及秦岭隧道工程完工销号。

第四节　宁西线（西安—商南）

宁（南京）西（西安）铁路西安—合肥段，西起陇海铁路新丰镇编组站四场与零口站连

接，经陕西、河南、湖北省，在安徽省与合九线合肥西接轨后引入合肥东编组站。线路全长

９５５．３５公里，其中陕西省境内２５５公里，７隧、２站、１桥１０项控制工程，主要集中在陕西省

境内。桥隧总长占线路长度的４５％。其中：东秦岭特长双线隧道１２．２７公里，桃花铺１号

隧道７．２４公里，磨沟岭隧道６．１１３公里。

一、勘测设计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铁一院初测西安—南京线穿越秦岭山区走向。１９７３年，根据卫星图片

等资料现场踏勘，１９９４年完成可行性研究。同年铁道部计划司下达《关于下达西安—南京

铁路通路可行性研究任务的通知》，确定按西安—南阳—南京通路方案修建。１９９６年１０

～１１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专家项目评估。１９９８年２月完成初步设计，７月完成

初步设计鉴定。１９９９年６月完成技术设计，７月完成技术设计预审，９月国家计委下发审

批项目建议书，２０００年３月，国家计委下发可行性报告批复。

主要技术标准：线路等级：Ⅰ级；正线数目：单线预留双线，特别困难地段越秦岭及垭

口蔡家河—灞源到砚川间两区间一次建成双线；限制坡度：６‰，双机１３‰；最小曲线半径：

一般地段１２００米，困难地段６００米；牵引类型：电力；牵引机型：ＳＳ４Ｂ；牵引定数：４００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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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线有效长：８５０米，双机区段（新丰镇—西峡）８８０米；闭塞类型：继电半自动；旅客列车

最高速度：新丰镇—零口及花园—西峡１００公里／小时，零口—花园其他地段１２０公里／小

时～１４０公里／小时。

二、施工验收

２０００年初，铁道部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４省就铁路建设达成协议，确定铁道部工

程管理中心为建设单位。３月，建设单位完成土建工程施工监理招标，组成现场建设总指

挥部。宁西铁路西安—合肥段列入国家２０００年第四批基本建设新开工大型项目计划。５

月２８日，宁西铁路西安—合肥段工程全线开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正式铺轨，２００３年６

月１８日全线铺通。７月初，宁西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安排全线各施工单位的自查自验和初

验工作。１０月５日，完成自查自验。１０月８～２４日完成站前专业（轨道、路基、桥函、隧

道）、站场设备（土建、水、暖、电）对口检查。１０月２１日～１１月初，对口检查接触网、电力、

供电、信号、通信专业。１１月１５～２８日进行各专业复验，１２月５日完成现场验收。１２月

１５日交管理局接管，２００４年１月７日开通运营，８日开行客运列车。

宁西铁路西安铁路分局管辖 ２４８．３公里（新丰镇站中心与洛阳分局里程 Ｋ２４８＋

２８５３３）。除陇海线新丰镇、零口车站外，有中间站２１个，牵引变电站７个（零口、桥南镇、

灞源、砚川、商洛、丹凤和清油河），分区段２个（蔡家河、油房沟）。宁西铁路西安—南阳段

静态投资１０７．２亿元，其中西安铁路分局管段投资占四分之三。

　图１—３ 宁西铁路（新丰镇—商南）示意图

（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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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宝兰二线（宝鸡—天水）

一、勘测设计

陇海铁路宝兰二线东起宝鸡市，经甘肃省天水、陇西等县市，至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西安铁路分局管辖的西安—天水间新建线路１３６．７００公里（上行线１４．８９１公里，下行线

１２１．８０９公里），陕西省境内９９８１５公里。工程总投资４９．５亿元，设计标准为 Ｉ级电气化

铁路，预留第三线条件。

１９９１年３月至１９９２年３月，铁一院完成陇海线宝天段初测及初步设计方案比选全部

文件。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４年２月，补充初测宝天段；１０月完成全部文件编制。

二、施工验收

２０００年１０、１２月，铁道部公开招标确定站前、站后工程施工和监理单位，宝兰二线建

设单位郑州铁路局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管理单位西安工程指挥部，施工单位有中铁一

局、十六局、成都铁路局等２９个，监理单位郑州中原铁道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等４个。

是年１１月１８日开工。宝天段正线里程１２６公里，工程计划工期４年。２００２年初，铁道部

党组提出加快宝兰二线工程建设步伐，６月１日，铺架工程开始，２００３年１月中旬，历时７

个半月铺架全段完成。站后接触网、电力、房建、通信、信号等工程在铺架前后平行作业，

交叉施工，６月底全线建成通车运营。全线工程合格率１００％，优良率９０％以上。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３月２０日，西安铁路分局宝天段施工协调、竣工验收、新线开通领

导小组，配合施工、及早介入，对口检查。轨道、桥涵、隧道、路基４个专业组检查正线１３６．７

公里、６个车站１２．６公里、桥梁８７座、涵洞１１１座、隧道５３座、路基４７．８公里、路基防护加

固１３．４万立方米。４月９～１３日平推检查，对口检查的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形成站前工

程现场验收纪要。５月２６～６月５日，平推检查宝兰二线１３个车站的站场设备、房屋建

筑、给排水、电力。６月１２日完成福临堡—宝鸡间站前、站后工程验交。６月２３日完成新

建区间９个、新建车站４个、合设车站开通５个、所有与既有线衔接段的转线、宝鸡枢纽过

渡引入、７个老车站关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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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４ 陇海铁路（宝鸡—天水）增建二线示意图

（２００３年）

第六节　包西线（神木北—延安北段）

一、勘测设计

包西线钟家村—延安北是西延铁路。西延铁路１９７３年动工，１９９１年１２月铺轨到延

安，１９９２年８月１日通车。历时１８年，其间停、缓建９年。而后延伸至延安北站，１９９７年

竣工。

包西线神木北至延安北段（简称神延铁路）为国家１级干线铁路，北起神朔铁路神木

北站，南至延安北站与西延铁路接轨，纵贯榆林市的神木、榆林、米脂、绥德、清涧和延安市

的子长、宝塔区等９个县（区），正线全长３８２．３８公里，运营里程３８４．６７公里。神延铁路

是铁路网骨架中包头至柳州南北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延铁路是国家规划中包头至西安铁路的北段，西延铁路是包西铁路的南段。１９９３

年１０月铁道部和陕西省政府联合以铁计函〔１９９３〕５５７号文向国家计委报送《关于报送新

建包头至西安铁路神木北至延安北段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１９９５年２月国家计委以计交

能〔１９９５〕１８６号文批准神延铁路项目建议书，１９９８年２月国家计委以计交能〔１９９８〕２１５号

文下达《国家计委关于包西铁路神木北至延安北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６月国家计委

以计投资〔１９９８〕１１３１号文，批准神延段铁路列入１９９８年基本建设新开工大中型项目，７

月陕西省计委以陕西计项目〔１９９８〕４８０号文批准神延铁路开工。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以下简称铁一院）为勘测设计单位。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铁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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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完成神延铁路的初步设计和修改初步计划；１９９８年３月铁道部和陕西省以铁鉴函

〔１９９８〕５４号文批复初步设计。神延段铁路沿线地形，地质条件比较复杂，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神木至榆林为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东南缘接壤地带，榆林至延安为陕北黄土

高原梁
"

沟壑区。主要不良地质有活动半活动沙丘，滑坡、湿陷性黄土、煤窑采空区等。

大部分线路沿河谷两侧迂回或穿山而行，桥隧相对集中，全线桥隧总长７９公里，占线路总

长的２１％。

神延铁路主要技术标准：线路等级１级干线。正线数目单线，大保当至延安北预留双

线条件，神木北和大保当车站预留等二线引入条件。限制坡度单位６０％，双机１２．５％；最

小曲线半径４５０米。牵引种类内燃，预留电化条件。机车类型东风４Ｂ型。牵引定数上行

１７００吨，下行３５００吨。到发线有效长度８５０米（双机地段加３０米），部分车站平面预留１

０５０米条件。继电半自动闭塞。客货运量初期客车２对／日，货运量９９５万吨／年；近期客

车３对／日，货运量１４２０万吨／年。

二、施工验收

神延铁路由铁道部、陕西省合资建设，双方共同组建的陕西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项目法人，对项目资金的筹措、建设、运营管理、偿还贷款、资产的保值增值等全过程负

责。铁道部、陕西省政府（铁鉴函〔１９９８〕５４号文）“关于新建铁路包西线神木北至延安北

初步设计的批复”，核定神延铁路总概算为６４．７４亿元。其中，资本金为３２．５亿元（铁道部

出资２６亿元，陕西省出资６．５亿元），亚洲开发银行贷款２亿美元（折合人民币１６．６亿

元），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贷款１４．６亿元，部、省共同担保、西延铁路公司自筹１．０４３亿元。

１９９８年４月，根据铁道部、陕西省人民政府意见，西延铁路公司委托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

承担神延铁路的建设管理工作，并签订了神延铁路建设管理协议和合同。铁道部工程管

理中心按照部、省批准的建设规模设计文件、技术标准、建设工期及概算，包投资总额、包

建设工期、包工程质量、包产出能力、包建成。神延铁路项目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８日正式开工

建设。全线分１６个内资标段和１０个外资标段，分别通过国内和国际竞争招标，择优选定

中铁一、二、三、四、五、隧道局、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二十局及郑州、呼

和浩特铁路局承担内资标段的工程施工；中铁十五局一处、三局、十七局一处、十八局一

处、十一局、隧道局一处、十九局、十一局五处、十五局承担外资标段工程施工任务。由四

川铁科建设监理公司、铁道建筑研究设计院工程监理部、中铁隧道局勘测设计院工程监理

部、北京瑞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郑州中原铁道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华

铁工程咨询公司、北京铁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监理任务。该工程由铁道部工程

质量监督总站新线铁路监督站实施质量监督。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８日，神延铁路重点控制工程延安北站（改扩建）和秃尾河特大桥先期开

工建设。同年９月初各内资土建标段全面开工，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０个外资土建标段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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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底内资标段线下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外资标段完成工程总量７０％以上。２０００

年１月、５月分别从北端和南端开始铺架，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５日铺通。全线三电及站后配套工

程施工于年底前建成。神延铁路设３８个车站（含神木北、延安北既有接轨站），新设３６个

车站，初期开站１８个（区段站１个，中间站１７个），缓开站１８个；通信采用同步 ＳＤＨ传输

系统和接入网设备，设通信站３个；车站采用６５０２电气集中，区间采用６４Ｄ型继电半自动

闭塞，设１０ＫＶ电力贯通线及配电所７处，其中神木１０ＫＶ配电所预留神木北方向电力贯

通线路接引条件；全线设无线列调通信和车辆红外线轴温监测系统；改建神木北机务段１

个，新建榆林派驻机车折返段１个，绥德补机折返所一个、延安北机务段１个。

竣工主要工程数量：路基土石方３６０３万立方米；隧道２６座３０７２９．４成洞米，特大桥

１９座１６１９２．８延长米，大、中、小桥２３１座３２０２７延长米；涵渠１０９５座２３４４１．７横延米；

正、站线铺轨４５９．７公里；架设通信干线４１３．４公里，电力线路４９７．１１公里。全线建设用

地３２０８６．５亩，其中防护林用地１２５２５亩。针对陕北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实情，建设中落实

国家批准的“水保方案”，全线水保圬工５４１万立方米，黏土包坡６４５万立方米，施作防

护林６８００亩，草方格７２００亩，种植乔木４８万株，灌木１３０７万株，撒草籽８１９万平方米，

坡面种草１９８万平方米，车站植树种花 １５万株，种草坪 ９万平方米，利用可耕土造地

２４１１亩，用于水保及绿化投资３亿元，成为全国首条穿越大漠和黄土高原的绿色通道。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日至６日，通过铁道部、陕西省组成的神木北至延安北铁路工程初验

委员会初验。参建单位对初验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神延

铁路开通临管运营。２００２年进一步完善各项配套设施和收尾工程建设，实现全面竣工并

于年底销号。２００４年元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包西铁路神木北至延安北段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委员会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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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５ 包西铁路（神木北—钟家村）示意图

（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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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襄渝二线（胡家营—安康—梁家坝）

一、胡（家营）安（康）段

（一）勘测设计　１９７８年６月，襄渝线开通后，重庆全部北上、部分东出南下车次经襄

渝线运行；成都部分东出、南下车次经由成渝线、襄渝线绕行，出川受到限制。同时，襄渝

线地形地质复杂，线路病害严重，行车限速区段较多，严重影响线路通过能力，满足不了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求。铁道部下决心修建襄渝二线，彻底解决西南地区北上的交通瓶颈。

襄渝二线工程由沪汉蓉通道胡家营至安康段和襄渝线安康至梁家坝段两个项目组成。新

建线路４０９６公里。西安铁路局管内４０５６公里，陕西省境内２６７４公里。新建线路穿越

秦巴山区，有隧道１４９座、桥梁２０１座、涵洞２２２座，桥隧比例达全线８０％以上，是全线地

质环境最复杂，施工任务最艰巨，建设难度最大区段。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铁道部发展计划司组织召开沪汉蓉通道襄樊至安康段增建第二线预可

行性研究审查会。２００４年，铁道部以铁计函〔２００４〕３４３号文《关于报送武汉至安康铁路增

建第二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以发改交运〔２００４〕１８５３号文

批复。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初步设计，经铁道部审查后下发。

胡安段东起湖北省十堰市郧县胡家营镇至陕西省安康市。主要技术指标，既有线维

持现状，增建二线为Ⅰ级铁路，限制坡度为６‰，旅客列车设计速度１６０公里／小时，最小曲

线半径２０００米，困难地段１６００米，牵引定数４０００吨，到发线有效长度８５０米，双机地段

８８０米；闭塞类型为自动闭塞。主要工程量：新征土地９３７亩，回收土地５５．４亩，拆迁路内

外房屋１１．９３万平方米，迁改电力线路８０．４公里，路基土石方２３８３万立方米，桥梁３８

座５５７５．１３延长米，隧道３３座８１７３０．６４米，涵洞３２座１０８５２横延长米，桥隧比重占新

建线路的９３％。新增安康东站Ｖ场、安康机务第二整备场，新建下白河、下冷水、下棕溪３

个车站，白河、蜀河、旬阳、旬阳北、安康东５个车站需要站改和车站信号微机联锁改造，冷

水、棕溪、吕河、早阳４个车站需要信号微机联锁改造，关闭既有麻虎、兰滩、长沙坝、高店

铺、朱家碥等５个车站。

（二）开工建设　胡安段工程为增建铁路工程项目，位于鄂西北及陕南汉江峡谷区，属

襄渝线东段，途经陕西白河县、旬阳县至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峡谷岸坡陡峻，山高谷深，地

质极为复杂，铁路沿线基本没有沿河阶地可以利用，增建二线桥隧相连，多以特长隧道及

特大桥工程远离汉江岸坡行进于既有铁路左、右侧的中低山区，新建隧道８０９３３公里，占

新线建设的８３％，工程极为艰巨。２００５年５月，完成站前工程招标，６月２８日开工。中标

施工单位有：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三集团电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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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监理：陕西同大、北京铁城监理公司、兰州铁道学院监理公司。线路

全长１３７６５公里，总投资３５３５２亿元。陕西境内１３０６５公里。建设工期４３个月，预计

２００８年年底完工。２００５年末，完成征地拆迁总量的６５％，桥涵完成２５％，隧道完成２０％。

２００５年底，襄渝二线胡安段完成计划投资５亿元。

二、安（康）梁（家坝）段

（一）勘测设计　２００２年，铁道部以铁计函〔２００２〕５０９号《关于报送〈西安至重庆铁路

增建第二线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上报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４年，铁道部以铁计函〔２００４〕

２３４号《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审批西安至重庆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建议书的请示〉的通

知》，同意西安至重庆铁路增建二线方案。同年，铁道部以铁计函〔２００４〕３４２号《关于报送

〈襄渝铁路安康至重庆段增建第二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上报国家发改委，随即获

国家发改委批复。同年，中铁第二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初步设计，经铁道部审查

后以铁鉴函〔２００４〕８５９号下发。

安梁段主要技术指标：既有线维持现状；增建二线为国家Ⅰ级电气化铁路，限制坡度

６‰，加力坡１３‰；最小曲线半径一般地段２０００米，困难地段１６００米；到发线有效长度

８５０米，双机地段 ８８０米；双线自动闭塞。主要工程量：新征土地 ４３０３７亩，回收土地

６２１９亩，拆迁路内外房屋３９６万平方米，迁改电力线１６２５公里，路基土石方８０６７１立

方米，桥梁１６４座３４９６０７６延长米，隧道１１６座１５９５８２９５米，涵洞１９０座３１７０６横延

米，桥隧比重７１％；新增安康客机折返段，新建新麻柳、新官渡、新毛坝３个车站，安康、石

庙沟、大竹园、紫阳、向阳镇、高滩、万源、肯花、花楼坝、宣汉、石柱槽、蒲家、双龙等１３个车

站需要站改和车站信号微机联锁改造，麻柳、巴山、官渡、毛坝等４个车站需要信号微机联

锁改造，关闭既有月河、南溪沟、月池台、大米溪、权河、松恻坡、曹家坝、罗文、梁家坝９个

车站。

（二）开工建设　襄渝线安康至重庆增建第二线工程安康至梁家坝段，北起安康市，横

跨汉江、嘉陵江水系，沿途穿越安康盆地、秦岭和大巴山区，途经紫阳、万源、宣汉等市县，

南至四川省达州市。全长２７１９２３公里。陕西省境内１３６７５４公里。建设单位西安铁路

局襄渝铁路工程指挥部，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铁二十局、中铁十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工程有限公

司、中铁三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７月完成站前工程招标工作，８月９日开工。

年内征地拆迁完成总量４５％，大临设施完成总量７０％，桥涵工程完成７％，隧道工程完成

１０％，工程总投资７５０７亿元，２００５年完成计划投资６亿元，计划工期４年，２００９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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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郑西客运专线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５日郑西客运专线开工建设。郑西铁路客运专线是铁道部《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中“四纵四横”之一的徐州至兰州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自郑州客站

引出，经河南省郑州、洛阳、三门峡市和陕西省渭南、西安、咸阳市，在咸阳西站与陇海铁路

接轨。线路全长４８４５公里，基本与陇海铁路平行。其中河南省境内３１８７公里，陕西省

境内１６５８公里。全线计划新建洛阳南、新三门峡、西安北等车站，建成后将满足开行时速

２００公里以上旅客列车的需要。郑西铁路客运专线为双线，正线铺设无砟轨道，采用跨区

间无缝线路，线间距５米，最大坡度２０‰，全线控制工程主要是路基，长大隧道和重点桥

梁，线路穿越豫西山地和渭河冲积平原，南倚秦岭，北临黄河，沿线８０％区段为黄土覆盖，

湿陷性黄土区施工技术是最大的技术难题。２０１０年２月６日建成通车。

　图１—７ 郑西客运专线示意图

（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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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既有线改造

　　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陕西铁路普遍提速改造管内既有线路，其中陇海、宝中、宝成、宝天、襄

渝干线部分区段尤为突出。

第一节　宝 中 线

　　１９９６年，宝中线通车以来，客货运量迅速增长。２００１年，虢镇—安口窑段上行货运密

度达１８３６万吨（另客车４对），能力已饱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和宝兰复线施工期

间运量分流，既有线段通过能力不能满足运量增长需要，铁道部决定对能力限制区段陇

县—神峪河段进行扩能改造。

一、主要工程

（一）陇县—史家铺—火烧寨—神峪河间改单线半自动闭塞为单线自动闭塞，采用

ＺＰ—８９型三显示８信息集中移频自动闭塞设备，双机热备；区间长轨采用普通绝缘方式，

不考虑胶接绝缘。

（二）陇县、史家铺站各增加到发线１条，神峪河站增加到发线２条，火烧寨站到发线

维持既有，宝鸡端增设安全线１条，史家铺站宝鸡端安全线仍按既有设１道；轨道类型与既

有线标准一致；各增加股道需集中取土帮填路基，陇县、神峪河站内纵向排水槽在既有到

发线基本站台长度内设置，神峪河站帮填路堤底部不填２米厚渗水土，做好浆砌片石护坡

后垫层。

（三）各增加股道车站联锁在既有６５０２型电气集中基础上利旧改造；站内采用２５ＨＺ

相敏轨道电路；正线电码化采用叠加发码方式，按ＺＰ—８９型移频设备单套设置，侧线采用

交流计数发码方式；各站新设信号微机监测系统并联网，其开关信息量采集应满足 ＤＭＩＳ

系统要求。

（四）与单线自闭改造配套的通信、电气化、电力、桥涵、房建等工程，其中房建总建筑

面积控制在２３０平方米以内，均为生产房屋。

（五）有关线路、桥梁、隧道等病害整治工程投资与本扩能工程同步实施。

（六）宝中线南半部冯家山站—千阳站间增加段家湾会让站及供电加强；北半段陇

县—神峪河段车站改建及由半自动闭塞改为单线自动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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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与效果

工程总投资３６７７万元，其中铁道部投资２５７５万元，列部管更新改造项目，铁路局投

资１１０２万元，部、局投资同步到位。２００２年开工，当年竣工投用。

扩能改造完成后，通过能力由２９．３对提高到３６．３对，提高能力７．０对，年输送能力货

运２１００万吨、客车４对，能满足本线运量增长及宝兰二线施工分流需要。

第二节　宝 成 线

一、Ｋ１９０改线

１９９２年５～１１月，地处秦岭山脉的宝成铁路１９０公里处桑树梁数十万立方米山体３

次崩塌位移，中断行车３５天之久。川陕震惊，西南告急，国务院关注。经７０００多名抢险

大军的奋力抢修，疏通梗阻。为根除病害，铁道部在宝成铁路１９０公里处实施改线方案，

由马蹄湾车站—徐家坪车站区间１８８公里７１０米开始，四跨嘉陵江，至１９３公里７０５米与

既有线相接，以彻底绕过病害地段。改线总长 ４．８９６公里。主要工程数量：４座大桥

１２５０．８４延长米，基础钻孔桩２０２３延长米，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１．２５万立方米。４座隧

道２２７８延长米，开挖石方１１．０万立方米，衬砌２．７８万立方米。基挖填土石方２１．３６万

立方米，铺轨５公里，架设电气化接触网５．３条公里，建成１—８米小桥１座，接长既有涵洞

５座。桥隧工程总长３．５２公里，占改线段的７２．０７％，是改线工程主体。

改线工程投资８２６２．４１５１万元，铁一院设计，西安铁路工程一公司（下简称工程一公

司）、骊铁公司施工，西安铁路分局配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开始施工准备，１９９３年２月

１０日开工，１２月２２日完成改线工程，转线开通。

二、阳平关疏解线

１９９１年９月，铁一院根据铁道部《关于进一步开展西南区北通路初步设计方案比选的

通知》进行初测，１９９２年７月完成初步设计。１９９３年３月，补充阳平关站改建与疏解线方

案研究资料，３月２９日铁道部建设司在西安召集郑州铁路局、西安铁路分局、铁一院分析

研究疏解线补充资料确定：阳平关站按５股道、将既有中间站台改扩建、增加地道跨线设

备进行改造；修建灭火沟至阳平关站的疏解线，改扩建阳平关东站。１１月铁一院完成初步

设计。１９９４年３月铁道部建设司审查初步设计。１９９５年１月完成技术设计。列车按上下

行行驶。但从灭火沟线路所～阳平关站间复线的二条单线线路均按双方向使用设计，以

增加行车组织的灵活性。工程总投资１８８４２．６２２５万元。施工单位：西安铁路工程集团公

司、中铁十一、十五、二十局、西安铁路分局工业工程公司、略阳供电段、电务工程队、线桥

工程公司。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西安工程指挥部组织中原监理公司、西安铁路分局总工室、建管中

心、工务、机务、电务分处、略阳工务段、供电段、电务段、建筑段、车务段、西铁工程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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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西铁分局工业工程公司、线桥公司、中铁三局电务处、中铁十五局、二十局参加，检查验

收阳平关疏解线Ⅱ期工程，达到验收标准，２００２年６月３０日开通投入使用。

　图１—８ 阳平关站改建与疏解线示意图

（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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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陇海线宝天段

宝天段咀头西渭河特大桥是横跨渭河铁路单线桥，位于石家滩—拓石区间，起始里程

为陇海线ＤＫ１３２１＋０３１７８，全长６５６０８米。该桥为１０５＃隧道改线的一部分，由于受地

形、地质及车站条件的限制，本次改建线路自 Ｋ１３１９＋６００引出，穿白清隧道后，以３座特

大桥及２座隧道引入拓石车站，桥位平面条件较差，桥上处于 Ｒ＝５００米的圆曲线。桥上

部采用１孔２４Ｍ＋１９孔３２Ｍ预应力混凝土梁，墩台除宝台挖方台，夭台为耳墙式桥台外，

其余均采用圆形实体墩。基础采用两种形式，１＃墩采用矩形基础，考虑岩面倾斜，错台布

置，宝台及夭台，采用明挖基础，其余各墩均采用钻孔桩基础。主要工程数量为桥墩１９

个，桥台２座。

根据铁一院设计的咀头西渭河特大桥施工设计文件，确定施工方案。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５

日破土动工，由于岩石风化严重，地质条件复杂，结合冬季施工特点，首先从宝台、１＃、３＃、５

＃、６＃开始，先着手钻孔桩施工，进入枯水季节后，加快渭河中钻孔桩基础施工。

施工实行单项作业记名负责制，优奖劣罚；实行工程质量一票否决制；材料试验合格

后才能使用。隐蔽工程坚持签认制；作业实行“三检制”，发现不安全因素，及时解决。

１９９６年４月，工作局面全面打开。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主体工程竣工，年底投入使用。

第四节　阳 安 线

阳安铁路沿线陕南山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同时本地铁路网尚未形成，进入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线路通过能力仅利用５０％ ～６４％。１９９３年，国务院批准西南铁路北通道建设方

案，新建西康铁路及宝成铁路阳（平关）成（都）段复线相继开工建设，阳安线遂成为西南铁

路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车站到发线有效长和牵引供电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列车

牵引重量仅２４５０吨，限制区段输送能力，此时仅客车４对／日、货运量１２００万吨／年，与入

川主通道要求不相匹配。铁道部于１９９８年２月向国家计委报送《阳安铁路扩能可行性研

究报告》，其原则是在增建第二线总体框架下研究单线扩能的实施方案：通过延长车站到

发线有效长度、更换大功率机车和电力增容等措施提高列车牵引重量，将输送能力提高至

客车９对／日，货运量１８５０万吨／年。与西康线、宝成复线配套，形成西安—安康—阳平

关—成都通路能力。主要工程内容：车站到发线有效长除勉县至城固及汉阴１０个车站达

到８５０米标准外，其余车站均由６５０米延长至８５０米；增设俞家沟车站并对货运量较大的

６个车站减缓站坪坡度；牵引供电增容，配套机务设施；增强或改造勉西、汉中等车站运营

设备等。工程总概算９４３５２万元，其中勉西区段站１１８９６６万元，安康枢纽及相关工程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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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９８万元。１９９８年下半年开工，２０００年全部按设计完成。

第五节　襄渝线胡家营达县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襄渝线客、货运量迅速增长。由于供电能力不足，列车牵引重量

较低；部分区段线路病害限速运行，少数站间距离较长等原因，以致区间通过能力与运量

增长需求不相适应，成为当时全路少数几个限制区段之一。

为满足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要求，改善路网结构、扩大西南北口通路能力。１９９８年铁道

部提出《襄渝线襄樊至达县段扩能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８日国家计委批准

开工建设。

襄渝线胡达段单线扩能改造设计由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负责，其原则为：通过牵引供电

增容改造，逐步更换大功率机车，将列车牵引重量由３４００吨提高到４０００吨。增设会让站

和双线插入段，整治线路病害，撤除长期限速区段，提高区间通过能力。同时，对部分既有

运营设备进行配套改造、扩建，使近期运能达到胡家营—安康段客车 １３对／日，货运量

１２６０×１０４吨／年；安康—达县段客车１２对／日，货运量１３４０×１０４吨／年。胡家营至达县

扩能改造设计概算７１３６５亿元，另有大巴山隧道病害整治工程概算８５１４万元。

扩能改造工程主要有：在大竹园、大米溪站间，曹家坝、花楼坝站间开设预留的月池

台、清水溪会让站；巴山、官渡间增设定点计轴自动闭塞；增建蜀河、大竹园、松树坡、青花、

宣汉五个变电所；整治大巴山隧道病害，改造万源、花楼坝车站及安康机务段等工程项目。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襄渝线扩能改造工程开工，至２００２年底各施工项目基本按设计完成，

电气化贯通、大巴山隧道撤除长期限速，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７日，襄渝线扩能工程胡达段通信工

程开通。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襄渝线扩能改造完成。远动系统进入试运行，工程电力贯通线

及配电所、牵引变电所工程全部开通运营。铁道部投资近９亿元，包括７个配电所、５个牵

引变电所，以及巴山隧道整治等相关配套工程。唯个别变更设计项目和新增大成等六座

隧道隧底病害治理等工程延至２００４年完工销号。

第六节　西 延 线

西延铁路从１９７３年开始修建，工程三上三下，边投资边建设，期间停、缓建９年，到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修通到延安，前后历时近２０年。

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西延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势在必行。经过努力，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４

年正式立项，并将其列入第六批新开工的国有大中型固定资产重点投资项目，总投资

６４２１６万元，其中铁道部６２４１６万元，陕西省１８００万元，全部以资本金形式投入。西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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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司２００４年６月组建西延扩能指挥部，９月上旬在铁道部以最低价中标形式完成工程

招投标，择优确定施工、监理单位。９月１５日举行施工承发包合同和委托监理合同签字仪

式。９月２３日在蒲城车站举行陕西省发改委、省国土资源厅、郑州铁路局以及沿线地方领

导参加的施工动员大会，扩能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年底，完成正线换轨２８４公里，换

枕１５７公里，路基土石方１４３万立方，涵洞１５座，电力贯通线立杆３０７公里，完成韩家

河、蔡河、狄家河等站开工，完成川口、延安南两个新开站３０％的土建工程。

２００５年，西延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年完成投资２５４００万元，超额完成铁道部下达的２

亿元计划任务。完成正线换轨１４４．６公里，站线铺轨３０．５５公里，占设计能量的７１．６％；

全部完成川口、延安南、崂山、督河村、弥家河、蔡河、狄家河、韩家河、闫庄９个新开车站；

完成３站微机联锁及５站电气集中联锁开通使用；建成并开通５站的红外线轴温探测站；

全部完成１０ｋｖ电力贯通架空线１２９．４３公里，铺设高压电缆８．８公里；完成站场路基土石

方９５．４９万方，占设计总量的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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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枢纽改造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内铁路枢纽，经过改造和扩建，枢纽范围逐步扩大，运输效率不

断提高。

第一节　西安枢纽北环线

一、勘测设计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西安枢纽北环线作为西安铁路枢纽客运系统扩能工程一部分，进行

两次预可行性研究工作。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铁道部发展计划司组织有关单位审查西安铁路枢

纽总图方案，决定“西安枢纽扩能工程纳入西安至重庆铁路增建第二线工程一并实施，枢

纽客运系统扩能工程（含新建北环线工程）单独立项建设”。同年１２月完成《西安铁路枢

纽客运系统扩能工程预可行性研究》后，铁道部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及西安、咸阳市部分单

位现场调研，形成一致意见“近期修建北环线，分流货物列车”。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开

展初测和可研设计。２００３年５月完成《西安铁路枢纽扩能工程可行性研究》。２００４年初，

铁道部决定建设郑西客运专线，由于西安枢纽客运系统扩能工程与客专引入枢纽方案密

切相关，铁道部决定单独立项建设北环线。同年５月完成《西安铁路枢纽新建北环线工程

初步设计》。经过四次优化调整设计方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５日通过铁道部审查，１２月３１

日，铁道部以铁鉴函〔２００４〕８６２号文，批复下发。

西安枢纽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联结陇海、西康、宁西、包西、侯西、咸铜和西户

等铁路线，在全国铁路网中起着骨干作用。西安枢纽北环线工程东起陇海铁路新丰镇车

站，向西经西安至安康铁路临潼北站，绕临潼军用机场后设新筑站，跨越灞河、渭河后接入

咸铜线萧家村车站，与既有线咸铜线并线增建第二线至长陵车站后北折上塬，跨３１２国道

后至陈家台村附近下塬，在茂陵站与陇海线相接。正线长度 ８１４４２公里，工程总投资

１８２６７亿元。

全线设计车站６个，其中新建新筑站，改建临潼北、萧家村、长陵、茂陵、窑村站。新建

长条村、行者两个线路所和张村辅助所。

为保护环境，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８日，郑州铁路局以郑铁办报〔２００４〕３６号文报陕西省政

府，提出北环线通过西安泾渭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请求。同年８月在北京召开《西安铁路枢

纽新建北环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预审会。２００５年５月陕西省环境保护局以陕环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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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９７号《关于对西安泾渭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调整问题的批复》。同年１１

月２８日，国家环保总局下发《关于西安铁路枢纽新建北环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结合工程及环境的实际变化，经不断优化确定声屏障设置。对车站和区间绿化设计

均采取乔木与灌木相结合，常绿树与落叶树相结合，新筑、长陵、茂陵车站工区空地种植白

三叶，区间选用紫穗槐株距１米～２米。

二、线路施工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２３日，铁道部工程交易中心组织完成北环线站前工程施工、监理招

标工作，４月２６日开工。北环线工程大、施工工艺复杂，线路位于关中腹地，南望南北气候

分界线秦岭山脉，背靠绵延千里、沟壑纵横黄土高原，经过渭河冲积平原。沿线是渭河一、

二、三级坡地及灞河、渭河河床漫滩地。地层上部属第四系全新冲积黏质黄土，下部是全

新统冲细砂，粉质黏土和中粗砂。沿线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交通方

便。

全线站前工程有：路基土石方５３９万立方，铺轨：正线１１５８７公里，站线１９６６公里，

铺道岔１０６组；新建特大桥７座（其中正线双线桥６座），中桥１２座，跨线桥２７座，小桥涵

２３２座，桥涵总延长占线路总长度的４０％。由投标的中铁一局、中铁十五局、中铁电化局及

西南交通大学工程建设监理公司、中原铁道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负责。

站后工程主要工作量：新建牵引变电所１座，分区亭２座，架设接触网２１３３４条公里，

回流线１３９１条公里，新设牵引供电远动系统设备１套。电力工程新设１０千伏高压线路

１６１公里，高压电缆８４公里。信号工程新建微机联锁５站，６５０２型电气集中２站，闭塞

方式采用双线单方向四显示自动闭塞６３６公里。各站新设 ＴＤＣＳ与微机监测二合一设

备。通信线路采用一光一缆直埋制式，敷设２０芯单模直埋光缆２３１９７公里，安装各种通

信设备２１１台（套）。新建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４套，车号地面识别系统３套。房建面积７

２４３平方米。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６日，中铁电化局建设公司在梁村特大桥落下北环第一钻，拉开北环线

全线施工帷幕。６月２３～２５日，铁道部运输指挥中心到西安铁路局调研后提出：北环线是

彻底缓解西安枢纽通过能力紧张状况最关键、最重要的建设项目。鉴于西安枢纽点线能

力不配套，能力极度紧张状况，建议建设部门加快北环线建设进度，早日实现枢纽客、货分

流运输，缓解西安枢纽能力紧张状况。铁道部领导作重要批示，并电报传送西安铁路局。

北环线提前建成通车已成铁定目标。影响北环线全面开工关键是征地拆迁。因北环

线地处西安市、咸阳市城乡结合部，厂矿企业多，经营效益相对较好；沿线群众房屋建筑结

构复杂，标准较高，农田均为灌溉方便的上好良田，部分还是果园及大棚蔬菜基地。５～６

月省政府、省国土资源厅和西安重点指挥部前后召开征地拆迁和地亩会议后，各施工单位

征迁人员上联省国土资源厅及西安、咸阳国土局，下跑各区、（县）、乡镇，沿线路调查，重点

开路，先易后难，很快打开征地拆迁局面。７月１０日，西安市高陵县梁村交出第一块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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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秦都区、渭城区开始交地，创造全线陆续开工条件。９月３日，中铁十五局第二项目

部，组织８台强夯机械和其他配套大型设备，由３８０名施工人员配合，在西兰路特大桥以西

３公里范围内，填方段基础强夯处理和８个涵洞同时施工，其场面为当时全线路基施工之

最。９月２４日，铁道部副部长卢春房、建设司司长安国栋全面视察北环线建设工地再次提

出：加快建设速度，提前投入运营。１０月９日，西安重点工程指挥部召开设计院、施工、监

理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迎接新挑战。１１月中旬，站后工程招标完

成。投标站后施工单位中铁三局电务公司、中铁电化局通号处进驻工地。１１月末，Ⅱ标、

Ⅲ标小桥涵开工超过７０％，路基开工达１２公里；Ⅰ标首开盖板涵和中桥各１座。北环线

工程进入全面施工。２００５年底，西安枢纽北环线完成计划投资９５亿元，完成站线铺轨

３０公里，完成总量３６％，路基土石方完成７０万方，开工累计完成总量的１６３％。计划

２００７年完工。

第二节　西安—西安东

１９９５年上半年，铁道部投资８００多万元，西安东—西安间自动联系改自动闭塞。两站

间上下行正线各增加一架通过信号机，解决区间通过能力加强问题，当年竣工投用。

一、下行线将西安站下行进站信号机×内移２８０米（现有下行进站信号机×距车站最

外方７号道岔警冲标４２７米，距太华路立交桥东侧２９６米），使西安车站Ⅰ场３道下行出发

信号机至西安站下行进站信号机×间距离由原来的１．８公里增加到２．０６公里，保证两站

间距离达到可以增设一架通过信号机的要求。下行进站信号机内移后，因受地形限制，在

原进站信号机位置设复示信号机，以保证司机望。

二、上行线拆除西安东站西牵出线到西安东车辆段及北郊专用线的４／６、８／１０两组渡

线道岔，延长西安东车辆段洗罐所牵出线，Ⅳ场西咽喉道岔改造东移，在４０２＃道岔外正线

与洗罐所牵出线增加一组渡线。由于４０２＃道岔前后均为曲线，要改造Ⅳ场西咽喉，并在改

造东移后的４０２＃道岔外铺设６０公里１／１２道岔，改移正线两端曲线交角和４０２＃道岔西的

曲线半径（由原来 Ｒ＝６５０米改为 Ｒ＝４００米），西安东站上行进站信号机 Ｓ，东移３００米，

使西安站１道上行出站信号机至西安东站上行进站信号机 Ｓ间距离，由１７６公里增加至

２．１公里，保证两站间上行正线增设通过信号机１架。局部改造西安站东部咽喉区道岔结

构。将下行正线曲线半径由１５００米改为７００米，将上下行正线间９／１１与１３／１５“八”字形

渡线改为交叉渡线，并西移；将上行正线与机务段东端联络线间１／３渡线西移。在西安东

站Ⅳ场最南侧股道西端与Ⅲ场最北侧股道间增设联络线。解决西安东车辆段机车直接进

出Ⅲ场（调车场）２道取送段修车问题。全部改造西安东Ⅳ场西咽喉，采用复式交分道岔，

Ⅳ场改造后，到发线长度可满足需要，保证两站间上行正线两闭塞分区最低标准长度。

孟—西平行图原通过能力６８．６／６５．４对，改造后提高到１６８．５对，年输送能力上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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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２１００万吨，为宝中线分流７５０万吨。

第三节　新丰镇编组站

新丰镇车站原为渭南车务段一个四等站，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铁道部《西安铁路枢纽扩建任

务书》，同意修建西安枢纽新丰镇编组站。１９８０年铁一院按近期二级四场设计，１９８４年铁

道部批复。新丰镇编组站按二级四场布置，预留单向三级四场条件，由东向西布置，机务

段设于到达场北侧与陇海正线之间，站、修所设于下行到发场西南侧，其东侧预留车辆段

位置；货场设于站修所西侧；设半自动化驼峰１座，溜放部分设三级制动位，调车场采用点

连式调速系统，峰前到达场（Ⅰ场）按到达线１２条布置，近期设８条；下行到发场（Ⅱ场）按

到发线５条布置，近期设５条；调车场（Ⅲ场）按调车线３６条布置，近期设１８条；上行到发

场（Ⅳ场）按到发线９条布置，近期设９条；调车场尾部设牵出线２条。１９８６年开工建设，

１９８８年１月，随着陇海线电气化改造，上行到发场（９股道）在原车站基础上改扩建成，

１９８９年７月１日，新丰镇车站从渭南车务段划出，为分局直管三等站。１９９１年６月新建到

达场（８股道）、下行到发场（５股道）、８１１线路所及下行外包正线开通，１９９２年７月，新建

调车场（１８股道）及机务段投入使用，单向混合式二级四场编组站型主体形成。１９９４年１

月，新丰镇车站升格二等站。

１９９６年，西康线开工建设，引入西安枢纽，新丰镇编组站按简单引入进行改造（咽喉部

分施工改造）。西康线引入新丰镇编组站进出站线路，上行线利用既有陇海下行线引入上

行到发场，下行线利用既有出站线路接下行到发场，上、下行线分别按双向行车设计；新建

及改建陇海下行线按三级五场规模一次到位。１９９９年开工建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完工。

２０００年，宁西线开工建设，引入西安枢纽，再次改造扩建。二级四场改扩建为三级

四场站型，新建出发场及环至线，改移陇海下行正线及西南下行正线引入，并设倒装线２

行正线及西南下行正线引入，并设倒装线２条，取消原二场，预留陇海线下行到达疏解

线；半自动化驼峰改为自动化驼峰；新建货票管道传输系统；实现编组站综合自动化。

远期预留发展为双向三级七场（设交换场）的条件。峰前到达场（一场）新增到达线 ４

条，共１２条；调车场（三场）在预留位置增加１２条（其中原二场到发线３条改为调车线，

新建９条），计３０条；上行到发场（四场）维持９条不变；取消下行到发场（二场），仅保

留机走线和下行正线；新建下行出发场（五场）１４条（含改建牵出线２条和新建机走线１

条，既有西康正线１条），预留２条；机务段增建机车出入段线１条，整备线１条，备用机

车停留线３条，不落轮线１条。

宁西线经零口车站引入新丰镇编组站，零口按直通场预留，线下工程按直通场规模

一次施工，近期按上、下行横列式布置中间站设计铺轨，并预留设置何零联络线条件；上

行场（二场）在既有车站基础上改造到发线４条，新建下行场（一场）到发线３条，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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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间联络线１条；宁西线引入下行场（一场），并利用既有陇海下行线引入上行场（二

场）；改移陇海下行线。

２００２年，车站改扩建开始。９月，新丰镇车站升格１等甲级站，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改扩建

完工。

２００５年，为缓解西安枢纽运能紧张状况，按照铁道部要求，路局决定修建何（寨）—

零（口）联络线和零口车站直通场改造。９０天完成从设计到施工，从交验到运营的全部

任务。铺设钢轨１９５３公里，更换道岔９３组，增加到发线１０条，改造接触网３９３９１公

里。新丰镇编组站扩建工程完成计划投资０８亿元。

　图１—９

西安铁路枢纽示意图

（２００５年）

第四节　安康枢纽

　　随着西康线建设和阳安线、襄渝线襄樊至达县段扩能改造工程相继完成，安康枢纽

客、货运量急剧增长。

１９８９年，铁道部投资对襄渝东段扩能改造。为增大区间通过能力，在早阳至安康东

间增设朱家碥车站配站线１股，１９９１年竣工。同时开工还有安康东站货场扩建，增铺货

１４第一篇　线路建设



场装卸线１条，适当延长原装卸线。至１９９１年安康车站新建站舍５２４８平方米，但两层

候车大厅框架结构因设计差误和基础局部沉陷，大梁严重裂纹，一度威胁安全，后用湿

包钢及环氧树脂注浆技术加固梁、柱。１９９０年改造并扩建旅客站台风雨棚；１９９３年新

增单侧楼梯跨线天桥１座６２８米。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批准西南铁路北通道建设方案，新建西安至安康铁路、阳安铁路单

线扩能改造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这些工程对安康铁路枢纽改、扩建的主要项目

包括：西康线在吕河车站与襄渝线接轨，增建第二线引入并外包安康东编组站，与安康

东至安康间原复线插入段联轨抵达安康车站等，均于２０００年前完工。安康枢纽范围向

东扩至襄渝线旬阳车站，向北延展至西康线大岭铺车站，包含９个车站１个线路所。安

康东编组站站型由Ⅰ级２场扩建为Ⅱ级４场并预留Ⅲ级４场条件。按地理位置和在路

网上的作用分类，安康东站由地方性编组站变为区域性编组站。改扩建的安康枢纽能

力不断提高，日均办理车数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８５５辆到２００４年的６９５５辆，发送旅客１９９１

年３９８万人到２００４年发送旅客７１８５万人。

２００５年，仅安康车站发送旅客２６４万人，比２００４年增加２６万人。３月１０日安康火

车站候车大楼由于地基下沉，经西安市危房鉴定中心检测鉴定为 Ｄ级整栋危房，关闭停

止使用。６月１１日，安康车站临时候车厅启用，主体建筑面积１２４５平方米，总高度６６

米／长６０米／宽２２２米。其中候车室面积１１００平方米，夹心彩钢板屋面墙体结构。新

建候车大厅预计２００６年完工。

　图１—１０

安康铁路枢纽示意图

（２００５年）

２４ 陕西省志·铁路志



第二篇　技术装备

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的线路、桥梁、隧道、机车、车辆、信号与通信等运输

技术装备得到较大更新改造，特别是计算机的应用，为陕西铁路发展增添了动力。本篇

主要记述陕西境内铁路技术装备发展变化和养护维修的情况。

第一章　线路　桥梁　隧道

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总延展里程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２１９７．２４４公里，营业里程增

加１４５２．４２５公里，桥梁和隧道也不断增加。经过多年的更新改造和养护维修，设备质

量明显提高。

第一节　线　路

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５年间，陕西省境内铁路线路在原有基础上建成新线和复线６条：包西

铁路钟家村—延安北—神木北段，也就是西延铁路和神延铁路。神延铁路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７日开通临管运营。２００４年元月通过国家验收委员会竣工验收。宝中线虢镇—安口窑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６日，交郑州铁路局西安铁路分局正式运营。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西康铁路通

车。宁西线西安—商南２００４年１月７日开通运营。宝成二线阳平关—广元段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２６日开通。宝兰二线宝鸡—天水段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通车运营。陕西省境内铁

路延展长度、电气化铁路、营业里程等（见表２－１－１、２－１－２）。

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专用线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７８条，总延展长度比１９９０年增加

１１９．２７８公里（见表２－１－３）。

为适应运量不断增长和铁路六次大提速的需要，从１９９１年就开始大规模改造线路，陆

续更改干线和支线的钢轨与道岔。１９９６年，陇海线６０公斤／米重型钢轨全部贯通。１９９７



年，宝成线陕西境内６０公斤／米重型钢轨贯通。１９９９年，采用哈克扣件新技术山区铺设无

缝线路１２公里，这是省内首例在山区铺设的无缝线路。当年第四季度在西安至宝鸡更换

提速道岔１５０组，将换下来的６０公斤／米道岔移位侯西线，解决了侯西线线路与道岔不匹

配问题。２０００年８月，西康线秦岭隧道１８．４４７公里钢轨，长轨条运送及工地焊轨任务全

面完成。该隧道采用的是弹性整体道床，６０公斤全余热淬火钢轨及新型扣件。２００５年，

陕西境内陇海线更换ＶＺ２００Ｉ型可动心轨提速道岔１１９组，消灭平交道口，全线实现绿色通

道贯通，提速区段实现全封闭。至年末，除宝中线、西户、咸铜、阳安、梅七、包西铁路用５０

公斤／米钢轨外，其他线路均为６０公斤／米钢轨与同型道岔。

线路轨枕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５年逐渐以钢筋混凝土轨枕ⅡⅢ型代替木枕，除包西线个

别路段和其他线路只在小半径曲线处采用木枕外，其余均采用钢筋混凝土轨枕，Ⅱ型钢

筋混凝土轨枕每公里铺设１８４０根，Ⅲ型每公里铺设１６６７根。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西宝”

山区５５万根木枕全部下道，宝成铁路１９５７年通车以来，有４６年历史的木枕彻底被钢筋

混凝土轨枕取代。对道床养护是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全部采用机械清筛，对提高工效，消灭

翻浆冒泥，改变道床板结，提高道床弹性，为重载提速起到较好作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发展状况表
　表２－１－１ 单位：公里　

年份 线路延展长度 其中正线 电气化铁路 营业里程

１９９０ ３６７７．４９０ ２４５７．０６１ １８９１．０５７ １９７３．７７１
１９９１ ３７３２．２４１ ２４７０．２８２ １９００．９１１ １９７３．１８５
１９９２ ３７６７．９７５ ２４６９．６９４ １９００．３２３ １９７３．０９９
１９９３ ３７７２．３８５ ２４６９．４０２ １９００．０６７ １９７２．８７８
１９９４ ４１０６．３５１ ２７５８．３８７ １９００．０６７ ２２５６．８７８
１９９５ ４２７０．２５ ２８８７．６ ２０２９．２２９ ２３９３．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４２９４．３９４ ２８９０．９８７ １９００．０６７ ２３９０．６
１９９７ ４３１５．０５４ ２７５６．０６２ １９１５．４３６ ２３９２．８７８
１９９８ ４３１５．９９ ２７５６．０６２ １９１５．４３６ ２３８９．３５３
１９９９ ４３８５．５３３ ２９４９．６９３ ２１０９．１４４ ２３８９．１８
２０００ ４４６２．２０８ ３０２１．４４９ ２１６４．１５２ ２４４０．２８
２００１ ５２３５．５２４ ３６１０．５６２ ２３９５．０１７ ３０４２．９７
２００２ ５２３３．４７７ ３６０９．３２１ ２３９３．７７６ ３０３８．３６５
２００３ ５７８２．５９３ ４０３６．９０９ ２５１８．３９７ ３２７２．２５
２００４ ５８２１．６５０ ４０３６．６５２ ２８２１．０１２ ３２７８．７８２
２００５ ５８７４．７３４ ４０６１．８０８ ２８４４．０９４ ３４２６．１９６

　　注：①不含包（头）神（木）铁路神木北－大柳塔－石圪台３９．５公里

②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

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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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线路管辖一览表

　表２－１－２ 单位：公里　

　　 　　线　别

单　位　 　　　
营业长度总计

延 展 长 度

总　计 正　线
代维修非路产专用线

总合计 ３４２６．１９６ ５８７４．７３４ ４０６１．８０８ ４３９．９５６

按段划分

西安工务段 ５３８．６９９ １３０３．０７８ ７７７．８２４ １３０．５１

阎良工务段 ４６４．５９７ ７２０．８７２ ４８１．２８６ １０２．７９１

宝鸡工务段 ４２１．２１０ １００６．９５４ ７１２．５０４ １１５．４８４

略阳工务段 ３５１．９７８ ５４３．２１５ ４２１．８８８ ３９．７９７

汉中工务段 ３５１．２３７ ５０５．７０４ ３５１．２３７ ３８．２３１

安康工务段 ３５９．７４２ ５５４．６９９ ３８２．７３３ ２．８１５

万源工务段 ２６９．７３３ ３７５．１７１ ２６９．７３３ １０．３２８

西延公司 ６６９．００ ８６５．０４１ ６６４．６０３ －

按线划分

陇海线 ４３５．５ １５７６．６３４ ８９３．５５５ １９３．９２７

宁西线 ２４８．２ ３６４．４９８ ３０２．９６３ —

南同蒲线 ２０．５ ２４．７３１ １９．７１８ —

侯西线 ２１２．４ ２９３．９８ ２１１．６９３ ４０．９１６

襄渝线 ４０６．８ ５９４．２２５ ４０６．８０４ １１．９０８

宝成线 ３４１．９ ５２６．４９７ ４１３．１５８ ３９．７９７

宝中线 １３６．１ １８５．８１５ １３６．８１３ ２１．５６９

西康线 ２６７．５ ３８７．２８１ ２９０．４０７ １．２３５

西户线 ４１．３ ４４．２４１ ４０．５８４ ２７．０８３

咸铜线 １３４．２ ２６０．８１１ １４８．０４７ ５８．２５４

阳安线 ３５６．６ ５１８．６２６ ３５６．１７１ ３８．２３１

太西线 ４１．６ ５３．０６４ ４３．５４１ ３．７６５

包西线 ６６９．０ ８６５．０４１ ６６４．６０３ －

下桑线 １２．８ １６．７８７ １２．７６４ ０．３８４

梅七线 ７０．８ １００．２４ ６９．１９９ １．４４８

联络线 ３１．０ ６２．２６３ ５１．７８８ １．４３９

　　注：①万源工务段管辖线路含境外１３６公里

②表内数据来源于《西安铁路分局志》、《安康铁路分局志》，西安、安康铁路分局、西安铁路局、西

延铁路公司年鉴及年度统计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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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专用线统计表
　表２－１－３

年份

专用线

管理车

站（个）

总延

展长

（公里）

装卸作业

作业量

（万吨）

占铁路运

输总量％

专用线

用户

（户或条）

共　　用

共用车站

（个）

户数

（户）

作业量

（万吨）

１９９０ ６７ ６９１．３９４ — — ３１３ — — ２７８．２

１９９１ ６７ ６９１．４ ３１０５．０ ５９．１ ３２６ — ９７

１９９２ ６７ ６４８．７ ３１６３．９ ５９．４ ３０８ １７ ９５ ３８８．２０

１９９３ ６９ ７１２．６ ３２３３．８ ５８．０ ３１１ １７ ９５ ３９０．２５

１９９４ ４９ ７２３ — — ３２１ １７ ９５ ４１３．７０

１９９５ ６８ ７２３ ３１８０．８ ５９．０ ３２１ １７ — ４０３．１３

１９９６ — ７２１ — ６０．０ ３２２ — — —

１９９７ ７７ ７１５ — ６８．０ ３２５ — — —

１９９８ ７６ ７２３ — ６７．９ ３２９ ２４ ８７ ５１１．３３

１９９９ — — — — — — — —

２０００ ９０ ７７７．２２ ３４１８．０２ ６７．５ ３５９ — — —

２００１ ８８ ７７１．３２ — ６５．２ ３４５ １７ ９５ ４１５．２

２００２ ８８ ７７１．８１ ３１８０．８４ ５９．０ ３４６ １７ ９５ ４０３．１３

２００３ ９３ ８０２．０２２ — ５３．５ ３４１ １６ ８３ ５４２．７９

２００４ ９４ ８１０．６７２ — ７３．８ ３４６ １５ ８１ ５７３．７６

２００５ １０９ ８１０．６７２ ５１５５．９５ ６５．３ ３８０ ３４ １１６ ５６３．１１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第二节　桥梁　隧道

２００５年末，陕西省境内铁路桥梁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２５９座，总延长增加２１３３８４米。

隧道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５２９座，总延长增加４１１７６３米。（见表２－１－４）

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５年，随着铁路新线和复线不断建设，桥梁和隧道也快速增加。宝成二

线阳平关—广元段新建桥梁３９．０６８９公里，占总长度５２．４％，西康线修建桥梁１７２座，

占线路长度的１４％，隧道９７座占线路总长度的４６％。宁西线陕西境内桥隧总长占线路

长度的４５％。包西铁路神木北至延安北，桥隧总长７９公里，占线路总长的２１％。而襄

渝二线胡家营—梁家坝，桥隧比例高达全线８０％以上，桥梁２０１座、隧道１４９座。１６年

间，铁路部门注重加大对既有桥隧的维修、大修和改建。陇海线沣河大桥原为６－２６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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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式钢梁，修建于１９３５年，运营６７年，桥墩基础木桩，钢梁病害严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实施整治，更换６孔钢梁为圬工梁，改木桩基础为混凝土旋喷桩基础。２００２年４月完成

基础加固与河床铺砌，７月完成大桥换梁工程。１９９９年，桥梁维修为适应提速要求，铁

路部门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合作，应用碳素纤维布加固裂损混凝土梁完成４座８孔，同

时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整治锚螺栓折断病害。２０００年陇海线西安至宝鸡段完成提速区

段１４座桥计６４孔圬工梁加固及两座桥的限界架和１座桥扣件改造。加固陇海线漆水

河桥墩一座，更换宝天段非标小跨度钢梁１座１０米，加固裂损圬工梁２３孔，整治隧道道

床下沉，翻浆冒泥病害９座。２００１年，南同蒲线风陵渡黄河特大桥病害整治，注重消灭

圬工梁裂损，加强监控检测，保持设备完好状态。完成潼关黄河桥和宝成线明水坝大桥

桥面大修。２００２年６月９日，陇海线灞河桥被洪水冲垮，中断行车。为吸取教训，铁路

部门全面调查桥梁存在的浅基和木桩基础病害，制订整治规划。同时增加桥隧维修费

用。２００２年比２００１年增加 ５２．５万元，平均每换算米 １５．０８元，较 ２００１年增加 ２．６３

元／米。

２００４年完成桥隧限界资料工作，采用 ＣＡＤ绘制完成西康线、侯西线、宝成线１５座

桥梁检定工作，完成陇海线河浅基加固、宝鸡金陵河桥、南同蒲潼关桥更换钢梁和南

同蒲黄河大桥路基下沉整治，宝中线严家山隧道衬砌加固。

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桥、隧涵使用状况并针对第六次铁路提速及时进行大修、维

修，投入到西宝段桥涵改造工程１４００万元，宁西线桥梁加固９８００万元，完成西康线老

河桥基础加固墩身包箍，维修７０２座桥梁和３６２座隧道、涵梁２４２６座，更换桥枕、更换

桥上分开式扣件，整修支座、墩台浅基防护，修补圬工桥梁、钢梁加涂面漆，通过改建和

针对性整治，病害得到整治，桥隧质量进一步提高，保障了运输安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桥梁隧道涵渠状况表

　表２－１－４

年份

桥梁总数 长度分类 隧道总数 涵渠总数

座
总长度

（米）

特大桥 大　桥 中　桥 小　桥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１２２９１０ — — — — — — — — ８１６ ４３８９６８４６８２１２４８０９

１９９１１９７３１２３２２０ — — — — — — — — ９４７ ４３９３５６ — —

１９９２１９８６１２２９２７ — — — — — — — — ９５１ ４５１１６５５２７８１１９７０６

１９９３１８３２１２１３４５ １２ １０５９７３０６６２７３２５２９３５１６７ ９８５ １２８４９ ９４８ ４４０１７０４２８９１２００４５

１９９４１９９０１２４５７０ １２ １０５９７３０６６２７３２５２９３５１６７ ９８５ １２８４９ ９４８ ４４０３０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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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桥梁总数 长度分类 隧道总数 涵渠总数

座
总长度

（米）

特大桥 大　桥 中　桥 小　桥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座
总长度

（米）

１９９５１９９０１２４５７０ １２ １０５９７３０６６２７３２５２９３５１６７ ９８５ １２８４９ ９４７ ４４０４４５ — —

１９９６１９７８１２５０４８ １２ １０５９７３０９６３５９８５２８３４９６５ ９７１ １２６６５ ９５２ ４５２０５７ — —

１９９７１９８６１２８１３３ １５ １２７７７３１３６４１４０５３６３５３４８ ９６４ １２６４２ ９５４ ４５８０７２ — —

１９９８１９８６１２８１２６ １５ １２７７７３１３６４１３９５３６３５３４３ ９６４ １２６４２ ９５４ ４５９００６ — —

１９９９１９９７１３１６３５ １５ １２７７７３２３６７２２９５４２３５７５３ ９５９ １２６４９ ９５４ ４７９１１３ — —

２０００１９９７１３１６３３ ２３ １７８５４４０５９００５８５９３３９４７５１１３５１６０６４ ９５４ ４７９１１３４３７５５３８６１

２００１２８２０２５３１５４ ４７ ３８９９２６１９１４０７８３７９９５３４２５１３５６１９９７３１１３７７１８９５６３８４１１１０３９７

２００２２６６５２３５６０３ ４７ ３８９９２６１９１４０７８３７９９５３４２５１３５６１９９７３１１３７７１８９５６６２６４１０２４５４

２００３３１９６３３６４６１ ７８ ７２７３４７７３１８３７８４８７４５８６４１１４９５２１１２６１２４６８５３３８３３６４７４４７５７１

２００４２６８１２３４５１３ — — — — — — — — １１９５６８９４５４６２５２１０２４５１

２００５３２６７３３６２９４ ６２ — — — — — — — １３４５８５０７３１７６４５２１１７９２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第三节　设备养护

一、养护基地

陕西省境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的养护维修主要是铁路工务部门担负，工务部门

包括：工务段、大修段、采石场与林场。

工务段：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铁路设有西安、三原、韩城、宝鸡、拓石、凤州、略阳、安康、

汉中、紫阳、万源（位于四川省）、镇安１１个工务段。分别承担陇海、宝成、阳安、宝中、侯

西、太西、南同蒲、西康、宁西、咸铜、梅七、西户、下桑、襄渝线部分区段的线路、桥梁、隧

道大修、养护维修和紧急抢修任务。１９９４年西延公司，所属的工务业务桥梁隧道涵渠的

维修任务交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代维修。１９９７年６月，拓石工务段易名宝鸡

西工务段，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宝鸡西工务段并入宝鸡工务段，韩城工务段并入三原工务段，

凤州工务段并入略阳工务段。紫阳、镇安两个工务段，分别并人万源、安康工务段。

２００５年，撤并整合后，陕西境内铁路有西安、阎良、宝鸡、略阳、安康、汉中６个工务段，另

有境外万源工务段。从改变既有线路维修体制着手，将线路、桥隧领工区合并整合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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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车间、桥梁车间、班组设置也趋于多元化，成立巡养班、维修队、检查组。

工程段：按专业分工担负线路、桥涵、隧道等技术设备的大修更新改造任务。１９９０

年，陕西境内有咸阳桥隧工程段、虢镇线路工程段和汉中线路桥隧段。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咸

阳桥隧工程段易名咸阳桥隧工程公司。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撤销虢镇线路工程段和咸阳桥隧

工程公司，同时成立西安线桥大修段，同年１１月撤销汉中线路桥隧段，整建制划入汉中

工务段管理，并设立汉中工务段汉中线路桥隧大修分段。２００５年９月，撤销汉中工务段

汉中线路桥隧大修分段，整建制划交西安线桥大修段管理。２００５年末，陕西境内铁路有

西安线桥大修段一个专业工程段。段内设各业务管理科、部、室。下设线路一、二、三、

四、五、六工程队，桥隧一、二、三、四工程队，机械化线路队、机械化施工队、修配所、焊轨

厂等１５个生产车间。

采石场为养护维修铁路线路提供道砟和片石。１９９０年末，陕西省境内有华山、毛家

庄、颜家河、汉阴四个采石场。当年生产石料２８２０７０万立方米。１９９２年３月，撤销毛

家庄采石场。１９９３年投资１６万元，完成汉阴采石场湿式防尘工程。１９９４年７月西延

铁路公司卧虎山采石场成立，为养护包西线神钟段提供石料。１９９７年颜家河、华山采石

场易名颜家河、华山石料供应段。１９９８年投资２８５万元，修建颜家河石料弃砟场，投资

２１００万元，扩建改造华山石料段生产基地。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颜家河石料供应段划归宝鸡

工务段，改为宝鸡工务段颜家河石料供应站，华山石料供应段划归西安工务段改为西安

工务段华山石料供应站。１９９８年，投资８２５万元，改建汉阴采石场，更新碎石、装载机

械、改进环保工程和弃碴场建设，由于修建西康铁路，１９９９年后，陆续扩能改造后的汉阴

采石场生产能力已达到年产１级道砟１０万立方米。１９９９年道砟产量１５．６万立方米，

２０００年产量１６．５万立方米。２００５年９月，撤销汉阴采石场，整建制划交汉中工务段管

理，改为汉中工务段汉阴石料供应站。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有华山、颜家河、汉阴、卧虎山

４个石料供应站，华山石料供应站的主要产品是路用标准一级道碴，承担陇海、咸铜、侯

西、梅七、西康、宁西等线路大、中维修用砟及西安北环新线建设用砟的生产供给任务。

颜家河石料供应站承担陇海线（西安—天水）、宝中线（宝鸡—安口窑）、宝成线（宝鸡—

广元）段的大中维修石料供应任务。汉阴石料供应站主要承担襄渝、阳安、西康铁路大

中维修用砟，卧虎山石料供应站负责包西线神钟段的大中维修用砟任务。

林场为绿化线路，护坡，防止水土流失提供苗木，由所在地工务段管理。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各工务段林务工区陆续撤销，沿线绿化用苗均需外购。而兴平、临潼林场，社

棠、阎良、阳平关苗圃绿化育苗工作比较好。１９９０年育苗３２２．３万株。２００１年４月成

立西安铁路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土地管理分局，由工务部门管理的林业工作移交西

安土地管理分局。２００２年７月，成立西安铁路林业局，编制《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铁路造林绿

化规划》，当年绿化铁道线１００公里。２００３年，成立西安铁路林业局稽查站，加大林业绿

化管理和林政管理执法工作。２００４年西安至宝鸡提速达标绿化通道建设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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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有临潼、兴平、社棠３个林场，阳平关、阎良、蒲石３个

苗圃，提供各种苗木２８２４万株，绿化了西延、神延４１公里铁路沿线和宝天、西宝、西潼

绿色通道建设。

二、制度与管理

铁路线路、桥梁、隧道、涵渠的养护分维修、中修、大修三个作业等级。根据轨道检

查车、工务复测队和桥梁检定队提供的技术数据提出工务设备大中修意见；根据每年

春、秋季设备安全大检查统计的线、桥、隧、涵、路基技术状态实际变化情况失格程度，危

及人身、行车安全的程度和发展需要，提供大中修、更新改造申请书，由铁道部、铁路局、

铁路分局三级审批，安排计划。计划项目确定后，根据任务量、技术复杂程度，分别由部

属设计院、局属设计院、分局勘测设计所承担设计任务。一般大中修由分局设计所承担

设计任务。

１９９０年，铁道部下发《加强养路机械化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机械化养路作

业。１９９１年，拟订《线路中修管理办法（草案）》和《加强大中修施工组织，保证运输安全

措施》。并据山区和平原线路工作繁简调整单价。山区线路中修每公里４７９万元，平

原线路４４万元。１９９２年，引进郑州铁路局机械化养路工程段大型养路机械捣固线路。

由于评分成为考核养护线路的指标，养路工作程序倒置为“先修后检”，失去了轨道动态

检测指导养护工作的实际意义。为纠正此类不良风气，铁道部在《线路维修改革办法》

中规定，以轨检车动态检测和人工静态检查综合评定为考核线路质量的基本指标。对

工务段的评价具体规定了徒步检查工区及线路设备的数量。

１９９８年，制订《桥隧路大修工程管理工作暂行办法》和《桥隧路大修工程奖励办

法》。２０００年，各工务段成立机械维修工队，加强线路机械捣固。２００１年，制定《天窗修

及实施办法》，为加强机械化作业创造条件。在实行一套完备的考核检查，养护规定外；

当年，工务系统加大科技投入，采用跨区间无缝线路设计，以胶接绝缘夹板替代钢轨胶

接接头，采用工字钢架空整治基床病害，提高施工安全度。推广应用钢管螺栓倒棱器，

加强轨撑，使用螺栓防锈套管改造隧道内锈蚀扣件以及 ＭＧＤ－１型多功能钢轨打磨机、

ＳＢＺＢ－５００型手动增力扳手、ＴＹＤ３６０焊剂等“四新”项目。同时，万源工务段进行全断

面抛碴车整治翻浆冒泥试验。安康工务段采用防洪远程监控系统和尿醛树脂整治裂隙

土翻浆技术，汉中工务段的边坡收砟机改造，小型工字钢运输小车、列车接近报警器等

项目相继投入使用。

２００５年，积极探索路局直管站段新体制下的工务工作新途径，制定下发４５项专业

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改革现行维修体制和作业方式，探索实行与“养修分开”和“天

窗”综合维修相匹配的劳动组织，整合并做大做强车间、班组。提出工务系统巡道班制

改革方案。年末，线路维修验收优良率９８％，桥梁综合维修累计优良率９８．８％，隧道综

合维修累计优良率９９．２％，涵渠综合维修累计优良率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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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　　车

机车是铁路运输的动力，主要有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铁路运输动力改

革逐步向内燃和电力机车转型。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机车比１９８９年４２４台增加２８５台，

其中电力机车占机车总数的７４．２％，比１９８９年２３６台增加２９０台；内燃机车占机车总

数的２５．８％，比１９８９年３２台增加１５１台。由于某些技术指标无法合并计算，本章节部

分内容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分开记述。

第一节　配　属

机车配属由铁道部统一掌握，根据各铁路局运输计划，配属机车台数。铁路局再根

据各个区段运输计划，将机车分给各机务段运用。

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１日，西安—郑州间旅客列车全部由电力机车牵引，１０月１日，西韩线

客车全部由内燃机车牵引。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西安—瑶曲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西安—

蒲城旅客列车由内燃机车取代蒸汽机车牵引。１９９４年，蒸汽机车锐减 ３６３％，剩 ６５

台。１９９５年５月３０日，最后１台解放型蒸汽机车（ＪＦ－４０２７７）在梅家坪机务段报废。

２０００年，蒸汽机车仅剩７台，占机车总数的１７％，比１９９１年减少３０９个百分点。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２８日，最后１台蒸汽机车（ＱＪ－６９３４）在新丰镇机务段退出运输舞台。１９９１年

１月２９日，西安机务段有了第一台内燃机车（ＢＪ－３１６４），ＤＦＨ２型于２００１年退出历史

舞台，ＢＪ型、ＤＦＨ５型逐年减少。２００４年 ＤＦ４和 ＤＦ７型 １４３台，占内燃机车总数的

９５３％。电力机车 ＳＳ１型也是减少趋势，法国造型６Ｇ型电力机车最后一台（６Ｇ－０８８）

于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６日在宝鸡机务段报废。ＳＳ型系列电力机车成为牵引主力。２００４年４

月４日，生产力布局调整后，原勉西机务段配属机车改配安康机务段，为适应襄渝线安

达段货运列车牵引定数提高到４０００吨的需要，将襄渝线货运机车由 ＳＳ１型更新为 ＳＳ３Ｂ
型固定重联机车，实现襄渝线电气化后的第一次货机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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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１（ＳＳ１）型电力机车

韶山３Ｂ（ＳＳ３Ｂ）型电力机车

韶山４（ＳＳ４）型电力机车

北京（ＢＪ１）型电力机车

韶山６Ｂ（ＳＳ６Ｂ）型电力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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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运　用

一、机车交路与乘务制度

（一）机车交路　机车交路是机车固定担当运输任务的区段。１９９１年，陕西省境内

机车交路分别由西安、宝鸡、梅家坪、韩城、安康、勉西６个机务段承担。西安机务段担

当宝鸡—三门峡西４１０公里、西安—孟塬 １２１公里、西安—铜川 １５７公里、西安—瑶曲

１７８公里、西安—蒲城 １０３公里、西安—韩城 ２３８公里 ６条线路 １２０７公里客车牵引任

务，另４条线路５４０公里货车牵引任务，担当梅家坪—瑶曲小运转、西安东等１６个车站

调车和小运转任务。宝鸡机务段担当宝鸡—广元３５５公里客车牵引，宝鸡东—广元、宝

鸡东—西安东５３１公里货车牵引，宝鸡东—颜家河、宝鸡东—宝鸡南５４公里小运转，宝

鸡东—凤州９４公里补机，宝鸡东等１０个车站调车和小运转任务。韩城机务段担当韩

城—西安东牵引任务。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撤销韩城机务段，成立新丰镇机务段。１９９３

年，西安机务段担当西安—宝鸡、三门峡西、铜川、瑶曲、蒲城６条线路１０８５公里客车，

西安东—孟塬，西安西—铜川南、瑶曲３条线路４４２公里货车牵引，西安近郊客车、小运

转和西安等１５个站调车、小运转任务。宝鸡机务段担当宝鸡—广元３５５公里客车，宝

鸡东—西安东、广元、颜家河５７４公里货车牵引，宝鸡东—秦岭４８公里补机牵引和宝鸡

等１０个站调车，小运转任务。新丰镇机务段担当新丰镇—韩城、蒲城和韩城—阎良３条

线路４６２公里货车牵引，韩城—甘井５６公里补机和韩城等４个站调车、小运转任务。梅

家坪机务段配属机车４台，承担段内调车。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日，宝中线临管运营，宝鸡机务段担当宝鸡、宝鸡东—安口窑旅混合

区段货车，千河—新丰镇货物列车牵引。新丰镇机务段担当新丰镇—罗敷电煤列车牵

引。勉西机务段担当勉西—略阳１２８公里、勉西—广元南１５６公里、勉西—安康东２９１

公里的客货列车牵引任务和勉西、勉县、汉中、安康等车站的调车作业及小运转的牵引

运输任务。以勉西—广元、略阳为西线，勉西—安康东为东线，均采用肩回式机车交路。

安康机务段担当安康—达县２８３公里的客货列车牵引和安康东编组站、万源、双龙

车站的调车作业及小运转的牵引任务。同样采用肩回式机车交路。１９９７年，机车交路

是：西安机务段担当西安—宝鸡、三门峡、铜川、前河镇、韩城、蒲城６条线路１１０７公里

客车，西安东—孟塬、新丰镇和西安西—铜川南、瑶曲４条线４２４公里货车牵引，临潼—

咸阳、铜川和西安—余下调车任务。宝鸡机务段担当宝鸡—广元客车和宝鸡—安口窑

旅混、略阳客货列车，宝鸡东—广元、西安东和千河—新丰镇货车牵引，宝鸡东—秦岭和

兴平—阳平关、安口窑调车及宝鸡东—社棠调车和小运转任务。新丰镇机务段承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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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镇—韩城、蒲城和韩城—阎良货车牵引、韩城—甘井补机、桑树坪小运转和新丰镇—

孟塬—韩城—蒲城调车任务。梅家坪机务段３台机车，担当段内调车任务。

１９９９年，梅家坪机务段撤销，改为西安机务段梅家坪机务分段。安康机务段担当安

康东—达县客货列车牵引任务和阳安线安康—勉西客车牵引任务。勉西机务段承担勉

西—略阳、勉西—广元、勉西—安康客货列车牵引任务。２００１年４月，神（木北）延（安

北）铁路全线铺通，机车交路调整为蒲城—神木北站，由延安北机务段担当。２００３年，

西安、宝鸡、新丰镇机务段机车换型调整数量较大，交接过程中，加强线上供车，调整机

车交路，确保平稳过渡。２００３年８月３０日，西安机务段陇海线客运机车交路由双肩回

式运转制，改为半循环式机车运转制；１０月３０日，改为全循环式机车运转制。２００４年３

月３１日１８点起，阳安线安康东—广元南实行货运机车肩回运转制交路，入安康机务段

整备；４月１日，襄渝线襄樊—达州区段客运机车实行半循环运转制交路，上行入安康客

机折返段整备。２００４年，撤销宝鸡电力机车段，整建制并入宝鸡机务段，成立宝鸡电力

机车检修中心（对外）、宝鸡电力机车分段（对内）。生产力布局调整后西安机务段主要

担当北京—西安—宝鸡段１３６７公里、西安—韩城段２５３公里、西安—安康段２６０公里、

西安—瑶曲段１８０公里、西安—蒲城段１０３公里旅客列车及西安东—华山段１１８公里、

西安西—铜川南段１５０公里的货物列车机车牵引任务。宝鸡机务段主要担当陇海线宝

鸡—新丰镇２０２公里货运任务、宝鸡—社棠 １４８公里小运转任务，宝成线宝鸡—广元

３５８公里客货运输，宝鸡—中卫１９８公里客货运输。新丰镇机务段主要担当新丰镇—韩

城２０４公里、新丰镇—安康２６１公里、新丰镇—南阳西４０８公里、新丰镇—蒲城６７公里

的货运任务和新丰镇—华山段８６公里、韩城—桑树坪３２公里的小运转货运任务。安康

机务段担当安康东—达县２８３公里、安康东—广元南以及勉西—略阳７８６公里客货列车

牵引任务。采用肩回运转式机车交路。

２００４年为迎接第五次提速，机车交路发生重大变革，实行一元式机车长交路，开行

点对点直达列车，西安—北京西５对特快列车（其中１对直达特快）、由西安机务段 ＳＳ７Ｅ
型机车牵引。陇海线郑州—兰州 ４对特快旅客列车为半循环式机车交路，由西安、兰

州、郑州机车调度按《调规》规定方式组织机车运用。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有西安、宝

鸡、新丰镇、安康和西延公司的延安北５个机务段。５月１日，延安北—新丰镇机车交路

贯通后，实行长交路、大轮乘。

（二）乘务制度　１９９０年，只有宝成线宝鸡—广元实行轮乘制，其余实行包乘制

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１日，陇海线郑州—西安旅客列车使用电力机车牵引，采用轮乘制和包乘

制相结合的乘务方式。西安—三门峡段由西安机务段包乘，三门峡—郑州段由郑州机

务段采用轮乘制牵引。

１９９３年，完善机车组固定包乘率，摸排、清理，合理调配机车乘务员，各机务段机车

组固定包乘率比１９９２年提高１７．４％，平均９２．７％，其中宝鸡机务段１００％，西安机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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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４％，新丰镇机务段８５．６％。

１９９４年以前勉西机务段采用轮乘制乘务制度。１９９５年因机车保养需要调整机车

乘务制度，勉西—广元采用轮乘制；勉西—安康采用轮、包结合的乘务制度。

１９９５年，贯彻路局《机车保养细则》，修订《轮乘制管理办法》，宝成线 ＳＳ４型机车改

为轮乘制加责任车形式，突出机车保养要求，进一步提高机车保养水平。

１９９６年３月，安康机务段成立客车队，实行包乘制。货车仍实行轮乘制。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宝鸡机车段担当的宝鸡东—广元 ＳＳ４型货运机车轮乘制改为宝

鸡东—凤州包乘、凤州—广元责任人车的包轮结合制度。

２００１年，西安—郑州、安康，宝鸡—中卫，部分客车实行“双司机”乘务。

２００４年，西安—北京西５对直达特快旅客列车和郑州—兰州特快旅客列车，由西安

机务段担当西安—兰州乘务，采取随乘制单司机操纵，乘务方式采取轮乘制。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进行劳动组织改革：宝鸡—广元间１８对旅客列车，取消略阳换

班，双班单司机从宝鸡直通广元；西安—蒲城间３对客车机车交路由蒲城延长到延安，

双班单司机值乘直达延安；新开行客车实施长交路轮乘制，单司机值乘。２００５年７月１

日起开行的延安—北京、泰州—成都、泰州—兰州３对旅客列车，由西安机务段担当西

安—延安、西安—北京、西安—郑州区段，宝鸡机务段担当宝鸡—成都区段，均实行双班

单司机值乘。并对原神木—延安北线、西安—延安北线交路方式优化调整乘务方式采

用轮乘、包乘制相结合，节省客运机车３台。勉西—广元采用轮乘制，勉西—安康采用

轮、包结合乘务制度，安康机务段客车队实行包乘制，货车队实行轮乘制。

二、牵引定数、技术速度与运用效率

随着牵引动力由蒸汽向内燃、电力转化和机车型号的优化，机车牵引定数不断

提高。

１９９０年，阳平关东—勉西货物列车牵引定数２４００吨，勉西—安康东货物列车牵引

定数２４００吨，胡家营—安康北货物列车牵引定数２３００吨，安康东—达县货物列车牵

引定数单机２４００吨，双机３４００吨。

１９９３年，新丰镇机务段新丰镇—韩城直货列车采用 ＤＦ４型内燃机车担当牵引，牵引

定数由上行１１００吨提高到１２００吨，下行２２００吨提高到３０００吨。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０日，陇海线郑州—天水段上行货物列车牵引定数由３５００吨提高到

４０００吨，使这一区段运能紧张状况得到缓解。

１９９８年６月由铁道部和国家开发银行投资的阳安线单线扩能工程开工，竣工后牵

引定数将由２４５０吨提高到４０００吨。

１９９９年，阳平关—勉西货物列车牵引定数 ２６００吨，勉西—安康东货物列车定数

２６００吨，胡家营—安康东货物列车牵引定数 ３５００吨，安康—达县货物列车定数

３５０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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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陇海线郑州北—西安区间下行牵引定数由３５００吨提高到４０００吨。新丰

镇—长哨间补机 ＳＳ３Ｂ型机车，牵引定数４０００吨。

陕西境内铁路主要区段机车牵引定数（见表２－２－２）。

部分年份境内铁路主要区段机车牵引定数表

　表２－２－２

年份 区 段

陇　　海 咸 铜 梅 七 宝 成 侯 西 西 户 包 西 宝 中 西 康 宁 西 襄　渝阳 安

西安东

—

孟塬

新丰镇

—

宝鸡东

西安西

—

铜川南

西安西

—

瑶曲

宝鸡东

—

广元南

新丰镇

—

韩城

西安东

—

余下

新丰镇

—

余下

新丰镇

—

安口窑

新丰镇

—

安康东

新丰镇

—

南阳西

胡家营

—

安康东

安康东

—

达州

安康东

—

广元

１９９１

机　型 ＳＳ１ ＳＳ１ ＱＪ ＱＪ ６Ｇ ＱＪ ＤＦ４ ＱＪ － － － － － －

定数

（吨）

上行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１００ － － － － － －

下行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７５０ ２４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 － － － － －

１９９５

机　型 ＳＳ１ ＳＳ１ ＱＪ ＱＪ ６Ｇ ＱＪ ＤＦ４ ＱＪ 双ＳＳ６Ｇ － － － － －

定数

（吨）

上行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７００ － － － － －

下行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７５０ ２８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７００ － － － － －

１９９６

机　型 ＳＳ１ ＳＳ１ ＤＦ４ ＤＦ４ ＳＳ４ ＤＦ４ ＤＦ４ ＤＦ４ 双ＳＳ６Ｇ － － － － －

定数

（吨）

上行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８００ － － － － －

下行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７５０ ２８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 － － － －

２００１

机　型 ＳＳ１ ＳＳ１ ＤＦ４ ＤＦ４ ＳＳ４ ＤＦ４ ＤＦ４ ＤＦ４ 双ＳＳ３ ＳＳ４ － ＳＳ３ ＳＳ１／双 ＳＳ３／双

定数

（吨）

上行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０００ － ３５００ ２３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６００／
４０００

下行 ３３００ ３８００ １１００ ７５０ ２８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０００ － ３５００ ２３００／３５００
２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４

机　型 ＳＳ１ ＳＳ１ ＤＦ４ ＤＦ４ ＳＳ４ ＤＦ４ ＤＦ４ ＤＦ４ 双ＳＳ３ ＳＳ４ ＳＳ４ ＳＳ３Ｂ ＳＳ３Ｂ
ＳＳ３／
双

定数

（吨）

上行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４０００

下行 ３３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１００ ７５０ ２８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４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
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年，西延铁路制定机车牵引试验方案，将延安北 －新丰镇东风８Ｂ（ＤＦ８Ｂ）牵引

定数从３５００吨提高到４０００吨。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各区段运行图主要技术资料和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机车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见表２－２－３、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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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货物列车牵引定数及换算长度表
　表２－２－３

区　段 货车机型 牵引定数（吨） 换算长度（米）

太　要—新丰镇 ＳＳ６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新丰镇—西安东 ＳＳ１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风陵渡—华　山
ＤＦ４
双ＤＦ４

１６５０／１６５０
３５００／３３５０ ７０．０

西安东—咸阳西 ＳＳ１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咸阳西—宝鸡东 ＳＳ１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宝鸡东—天　水 ＳＳ３ ３８００／２４００ ６５．０

宝鸡东—凤　州 ＳＳ４ ２６００／２８００ ５２．０

宝鸡东—广元南 ＳＳ４ ２６００／２８００ ５２．０

略　阳—阳平关 ＳＳ４ ２６００／２８００ ５２．０

阳平关—广元南 ＳＳ３ ２６００／２６００ ５２．０

安口窑—千　河 双ＳＳ３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宝鸡东—安口窑 ＳＳ３ １７００／１７００ ７０．０

禹门口—韩　城 ＤＦ４ ３５００／３３５０ ５２．０

韩　城—钟家村 ＤＦ４ １５００／２１００ ５０．０

新丰镇—张　桥 ＤＦ４ ３１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蒲　城—钟家村 ＤＦ４ ３１００／３５００ ７０．０

新丰镇—安康东 ＳＳ４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６８．０

新丰镇—南阳西 ＳＳ４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咸　阳—铜川南 ＤＦ４ ３０００／１１００ ４５．０

梅家坪—瑶　曲 ＤＦ４ ２７００／７５０ ６０．０

西安东—余　下 ＤＦ４ ３５００／３０００ ６０．０

安康东—勉　西 ＳＳ３Ｂ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６８．０

勉西—阳平关东 ＳＳ３Ｂ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６８．０

胡家营—安康东 ＳＳ３Ｂ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安康东—达　州 ＳＳ３Ｂ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０

　　注：①不含包西铁路蒲城－神木北

②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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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境内西安铁路分局铁路机车运用情况表

　表２－２－４

年份
机车总走行

（公里）

机车牵引

总重

（吨）

货运机车

日车公里

（公里／台日）

机车平均

牵引总重

（吨）

货运机车

日产量

（万吨公里／
台日）

货机技术

速度

（公里／小时）

１９９０ ３３４９００００ － ３９２ ２１８４ ７２．３ ４４．６

１９９１ ３４６４７０３０ ３８９３４ ３８５ ２２７２ ７４．９ ４５．１

１９９２ ３３５９００１０ ３７８５７ ３７０ ２２８９ ７３．３ —

１９９３ ３４４１７６６０ ３９０５０ ３５２ ２２６７ ７０．３ ４４．８

１９９４ ３５０４６９２６ ３７２４８ ３５７ ２３１４ ７２．７ ４５．４

１９９５ ３５４４５９２６ ４１７５５ ３６０ ２３３４ ７３．４ —

１９９６ ３５７７８６０２ ４２６１９ ３５８ ２３３４ ７２．８ —

１９９７ ３６８２０８８０ ４３３６３ ３６４ ２３２２ ７３．６ ４４．５

１９９８ ３７９１３８７０ ４４２９８ ３７１ ２３６０ ７５．３ —

１９９９ ４０２３７５８８ ４２２３４ ３７４ ２３７１ ７６．０ —

２０００ ４２５２９６４７ ４９４００ ３７８ ２３７３ ７７．５ —

２００１ ６８８０６１２９ ５９３００ ３９０ ２５７５ ８４．１ ４６．６

２００２ ６０１１４０７６ ５９３０４ ３９４ ２６４３ ８７．１ ４７．４

２００３ ６７５２１２２０ ６８４８０ ３９３ ２６８１ ８７．２ —

２００４ ７４９９８９６９ ８８４８２ ４３８ ２６６６ ９２．５ ４８．５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境内安康铁路分局铁路机车运用情况表

　表２－２－５

年份

机车总走

行公里

（万公里）

总重吨

公里

（百万吨）

货运机车

日车公里

（公里）

货运机车

日产量

（万吨公里）

平均牵引

总重

（吨）

货机技术

速度

（公里／小时）

１９９０ １１３０．９８７０ １６２２６．４ ４７８ ９１．２ ２３６０ ４７．５

１９９１ １１４０．４２７０ １６７９３．３６ ４７８ ９３．７ ２４５８ ４７．１

１９９２ １１９２．７４８０ １８２４３．４０ ４６５ ９４．３ ２５２５ 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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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机车总走

行公里

（万公里）

总重吨

公里

（百万吨）

货运机车

日车公里

（公里）

货运机车

日产量

（万吨公里）

平均牵引

总重

（吨）

货机技术

速度

（公里／小时）

１９９３ １２３０．４２９０ １９２５５．３６ ４２９ ９１．７ ２５８５ ４４．７

１９９４ １２７４．２２１０ １９８０７．２４ ４２５ ９６．７ ２６６９ ４４．３

１９９５ １３１７．２５７０ ２０４９０．５７ ４２８ ９６．９ ２６７２ ４５．３

１９９６ １３５８．２３００ ２１４０２．９１ ４３２ ９８．０ ２６６７ ４４．３

１９９７ １４３１．０５８０ ２２５９５．９４ ４３４ ９９．２ ２６７８ ４５．３

１９９８ １４４８．２２６８ ２１４１３．８１ ４４４ １００．９ ２７１６ ４７．６

１９９９ １５２９．６７８０ ２２２１２．７０ ４４７ ８６．２ ２７３７ ４６．６

２０００ １５５５．１４４６７ ２２３２３．２２ ４４４ ８５．２ ２７８９ ４６．４

２００１ ２１８１．４ ２７９８８．２ ４１２ ７７．３ ２８７２ —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３ ３２９００．０ ３９０ ７２．３ ２９４４ —

２００３ ２６０４．３ ３３６８０．０ ３９９ ７８．２ ３０７１ —

２００４ ２４２６．８ ３８６６７．７ ４４２ ８８ ３２５５ —

　　注：表中数据选自《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机车总走行１０３６１８４８３．０公里，货运机车日产量９７．１万吨公

里，货运机车日车４２７公里，机车平均牵引总重２９３７吨，运输总量完成３５０亿吨，货运

机车技术速度４８．０公里／小时。

第三节　检　修

各机务段除负责机车运用外，同时是机车检修基地，承担蒸汽、内燃、电力机车大、

中、小、辅修任务。１９９２年以前，电力机车检修修程分为厂修、架修、大定修、小定修 ４

级。机车检修贯彻“修养并重，预防为主”方针，实行包修制度。按铁道部《韶山１型电

力机车段修规程》要求执行。１９９２年６月１日执行铁道部《韶山１韶山３型电力机车段

修规程》及郑州铁路局《韶山１韶山３型电力机车中修范围》等文件。１９９２年以后，电

力机车修程改为大修、中修、小修、辅修４级。内燃机车检修执行铁道部《东方红１、东方

红２、东方红３、东方红５型内燃机车段修规程》。１９９３年，各机务段加强包修制度，执行

记各修，检修人员自觉把关。制定和完善机车保养责任范围、标准、考核办法，检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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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入库四件事”。１９９４年，执行铁道部《东风４、东风５、东风７、东风８、北京型内燃

机车段修规程》。到１９９５年，各机务段成立质量管理委员会，制订工作制度，配齐专职

质量检验员，制订检查员检查范围及考核办法，进一步细化机破，临修分析制度。在“机

车百台优质检修”活动中，推行“机车班组包修，配件个人包修”，进一步健全机车包修制

度，促进机车检车检修效率和质量的提高。１９９７年，坚持班组包修机车、个人包修部件、

零公里对规和质量控制等制度措施，提高检修质量。１０万公里机破率比１９９６年下降

０．０２４件。１９９８年，加强客运机车质量管理，各段复检客运机车主要部件实行检修挂牌

制度。１９９９年，狠抓质量包保、监控、激励、考核４个机制，落实“双包”围歼机破卡死、

“零公里诊断”、“机破分析上报”等制度措施，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２０００年，机车检测

实行“检修分离，检验结合”，强化机车检测管理，提高机车质量。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实行

（机车竞争上线，班组竞争修车），落实（机破、临修管理办法）和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

提高职工检修保养机车的积极性。

２００４年，西安机务段推进检修体制改革。新修制分为整修、定期检查、小修三级修

程，将机车运用动态质量与运用公里有机结合，根据掌握配件使用周期确定需要定期互

换配件，各种磨耗件按同期进行探伤、互换，并建立机车动态质量信息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检修周期仍按机车段修技术规程执行。蒸汽机车根据使用水质和

走行公里数确定检修周期。客运机车走行 ９０００公里 ～１００００公里；货运机车走行

７０００公里 ～８０００公里；调机、小运转机车每隔２５～３０天检修（定修、洗修）。采用软化

水控制锅炉水锈、温水洗炉、渗碳、高频淬火等表面硬化技术，电磁、探伤、超声波探伤等

检测手段，蒸汽机车架修周期延长到走行７万 ～１１万公里。１９９２年以前，电力机车检

修周期为：厂修１００万公里，架修２０万公里，大定修１０万公里，小定修２万公里。公里

调整范围为正、负１０％。其架修、大定修、小定修为段修修程，厂修由专业修理厂承修。

１９９２年以后，电力机车韶山１、韶山３、韶山４、韶山６检修周期为大修１６０万 ～２００万公

里，中修４０万 ～５０万公里；新增机型韶山７机车大修周期２００万 ～２４０万公里，轻大修

周期１００万 ～１２０万公里，中修５０万 ～６０万公里。内燃机车东风４型中修周期２３万 ～

３０万公里，大修周期 ７０万 ～９０万公里，东风 ７型机车中修 ２．５～３年，大修周期

８～１０年。

由于检修制度不断完善，机车检修能力逐年提高、检修数量不断增加，检修机车的

停留时间不断缩短，机车质量逐步提高。为了记述清楚，此部分是按西安铁路分局和安

康铁路分局分别记录的（见表２－２－６）。

１６第二篇　技术装备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境内西安铁路分局铁路机车检修情况表

　表２－２－６

年份

电力机车定修 电力机车检修率％ 内燃机车定修 内燃机车检修率％

台 停时（天） 总　计 段修率 台　数 停时（天） 总　计 段修率

１９９０ ６３５ ２６．６ ６．７ ６．３ ７１ ８８．９ １４．６ ６．７

１９９１ ８０２ ２６．９ ７．８ ７．７ ６９ ７７．８ １０．０ ８．４

１９９２ ８２３ ３０．９ １２．９ １１．６ １５１ ５３．０ １３．４ ９．５

１９９３ ８３７ ２９．９ ９．７ ９．３ ２０６ ７５．６ １１．７ １０．０

１９９４ ９６７ ３０．５ ９．５ ９．３ ２７８ ５３．１ １２．６ ９．１

１９９５ １０３０ ３０．２ １０．８ ９．０ ３３９ ５７．６ １３．３ ９．８

１９９６ １１４３ ３６．０ １１．２ ８．７ ３６５ ４８．０ １３．７ ９．５

１９９７ １２７１ ２４．０ １１．１ ８．１ ４２７ ４３．２ ９．２ ７．７

１９９８ １３２５ ２１．８ ６．７ ５．９ ４６７ ３６．７ １４．５ １０．９

１９９９ — １８．８ ６．４ ５．４ ５００ ３３．１ ９．３ ７．９

２０００ １４４５ １９．１ ６．５ ５．３ ５３７ ３１．６ ８．９ ７．５

２００１ — ２２．８ ６．４ ５．０ １９８ ２９．０ ６．８ ４．８

２００２ １５３６ ２２．６ ６．０ ５．１ ６２４ ２６．３ ８．３ ５．６

２００３ １３９４ ２４．１ ５．２ ４．０ ５０６ ２７．７ ６．８ 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３４２ １８．０ ５．６ ４．４ ６３５ ３７．７ ７．２ ５．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境内安康铁路分局铁路机车检修情况表

　表２－２－７

年份

电力机车定修 电力机车检修率％ 内燃机车定修 内燃机车检修率％

台
均 停

（小时）

总　计

（％）

段修率

（％）
台

均 停

（小时）

总 计

（％）

段修率

（％）

１９９０ ２９８ ２８．７ ６．１ ５．６ ６２ ４１．７ １０．２ ６．６

１９９１ ３０１ ３２．３ ９．３ ７．５ ６２ ５０．９ １８．２ １６．１

１９９２ ３２８ ３０．７ ９．１ ８．４ ５９ ４４．１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９９３ ２０１ ３２．６ １０．５ ９．４ ６８ ５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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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电力机车定修 电力机车检修率％ 内燃机车定修 内燃机车检修率％

台
均 停

（小时）

总　计

（％）

段修率

（％）
台

均 停

（小时）

总 计

（％）

段修率

（％）

１９９４ ３９８ ２７．８ １４．８ １１．３ ６８ ６４．０ １８．９ １７．４

１９９５ ４１３ ４１．４ １０．６ ９．３ ４０ １２３．４ ２０．６ １９．７

１９９６ ４３４ ３７．５ １０．４ ８．４ ３２ １３５．５ ２１．０ １８．７

１９９７ ４２４ ２７．９ ９．３ ７．８ ２７ １２９．３ ２０．６ １９．１

１９９８ ３８９ ２５．９ ７．６ ６．９ ３３ １３７．７ １９．４ １７．５

１９９９ ４１５ ２７．２ ７．０ ６．６ ２７ ８７．５ １７．４ １５．６

２０００ ４２４ ２３．９ ４．３ ４．０ ２８ ５２．１ １１．８ １１．２

　　注：表中数据选自《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份
机车

检修

电力机车 内燃机车 机车年鉴 机车优良率（％）

大修 中修 小修 辅修 大修 中修 小修 辅修 电力 内燃 优良率 合格率

２００１ ６２６ ４ ２７ １３６ ３４９ ０ ４ ２９ ／ ８６ １２ ９７．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７０６ ４ ４５ １８３ ４０８ ０ ６ ３０ ２５ ８４ １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３ ４６０ ６ ３９ ２０２ ３７６ ５ ２ ３１ ２９ １０８ １４ ９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９０９ ９ １８ ２５１ ５６５ ２ ２ ３５ ３７ １０２ １６ ９１．５ １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年鉴》、《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境内蒸汽机车检修情况表

　表２－２－８

年份

架　　修 洗　　修 检修率（％）

台 停时（天） 台 停时（时） 总　计 段修率

１９９０ ９９ ５．０ １２３９ ３１．１ １３．１ １０．０

１９９１ ７７ ６．２ ９７７ ３１．１ １５．６ １３．５

１９９２ ６５ １０．６ ８７０ ３３．４ １５．７ １３．６

１９９３ ５６ ５．５ ６６８ ２６．５ １０．３ ８．８

１９９４ ３６ ５．０ ５６１ ２２．０ ７．３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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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架　　修 洗　　修 检修率（％）

台 停时（天） 台 停时（时） 总　计 段修率

１９９５ ３３ ５．０ ４６６ ２２．０ ９．７ ７．３

１９９６ ２９ ４．２ ３９６ ２１．８ ９．０ ７．０

１９９７ ４５ ３．９ ４５５ ２１．５ ７．３ ６．３

１９９８ １４ ４．１ １８７ ２０．４ ９．６ ３．８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９）、《统

计资料》（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２００５年，成立西安铁路局，机车检修台位架修７个，小辅修 １９个。机车检修能力

（台／年），架修机车２２０台，其中：电力机车１８０台，内燃机车４０车，小辅修台／年３８２０

台，其中电力机车２８８０台，内燃机车９４０台，年内实际修车数：架修１８９台，其中电力机

车１５７以，内燃３２台；小辅修２８１０台，其中电力机车２１４５台，内燃６６５台。

第四节　牵引供电与给水

一、牵引供电

１９９０年，担负陕西省境内铁路电力机车牵引供电工作的西安、略阳、勉西、安康４个

供电段和宝鸡水电段（兼管供电），有牵引变电所３１个。１９９４年，西延铁路由榆林供电

段负责其机车牵引供电任务。１９９８年，勉西供电段迁汉中市、易名汉中供电段；２０００

年，宝鸡水电段易名宝鸡供电段。２００１年，陕西境内有牵引变电所４７个。２００４年 １１

月，撤销略阳供电段，有西安、宝鸡、汉中、安康、榆林 ５个供电段，牵引变电所 ５９座。

２００５年，供电系统改革现行维修体制和作业方式，积极探索实行与“养修分开”和“天

窗”综合维修相匹配的劳动组织。推广周期检查，状态维修，打破接触网长期以来采用

的周期检修方式，减少无效作业次数，压缩综合维修天窗申请次数，养护维修供电设备。

二、给水

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铁路给水所１０５个，负责机车用水及各地区单位生产、生活用水。

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春夏，由于产水量不足且污染严重，肠道传染病在安康铁路地区流行。

几经努力，１９９５年 ３月在水厂建址建民乡红莲村举行安康铁路水源工程开工典礼。

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总投资３２５６．６５万元的安康水厂交验投产。２０００年前，陕西境内铁

路生产、生活用水由各水电段管理。２０００年５月，宝鸡水电段易名宝鸡供电段，供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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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变。２００１年，投资２４０万元，完成阳平关地区水源地新建项目，建深井３眼，３００立

方米水塔一座，铺设管路３００米及电力，消毒配套设施，解决长期以来水质不良状况。

还相继解决１０个站区供水设备，增加深井３眼，大口井５眼，山上水池６座，铺设管路

３．４公里，解决小站长期吃水难问题。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３日，由郑州铁路局投资８９６万元，修建全长６５０２米安康新建扬水

管道工程，在七里沟段新旧管道对接成功。对安康铁路地区生产、生活用水的安全稳定

起到积极作用。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根据铁道部生产力布局调整精神，撤销西安、安康水电段，将给水人

员及设备划归房地产经营开发中心管理。２００５年，投资３００万元，解决沿线站区生产、

生活用水困难问题，重点解决卜家沟、武功、渭南、咸阳、七里坪安口、白村、万源、官渡给

水工程及阎良扬水管理铺设，建成安康第二供水管道。至２００５年末，陕西省境内有铁

路给水站２１２个，保证了铁路生产、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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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车　　辆

铁路车辆分为客车车辆、货车车辆两大类，客车配属相关车辆段，货车由铁道部统

一管理。客车分为软、硬席座车，软、硬座卧车，软、硬席合造车等旅客车辆，还有餐车、

试验车、公务车等特种用途车辆。

第一节　配属与运用

一、客车

除新车出厂，铁道部车辆局根据全国旅客列车编组的需要，向各铁路局分配外，再

由全路各车辆段调整接转配属。１９９０年，给西安铁路分局配属２５Ａ型空调车４２辆。此

车每列编组为１９辆，由１辆发电车集中供电，硬座车、硬卧车及软卧车、餐车均设有空

调装置，夏天由车体两端供给冷风，车内温度保持２４℃ ～２９℃，冬天供给热风，车体两侧

设有电热取暖装置，车内保持１８℃ ～２０℃。１９９１年４月，安康铁路分局从襄樊车辆段

接转配属客车２９辆。同年４月２０日，西安铁路分局开出首列全空调特快列车西安—北

京４１／４２次，改变了客运列车绿皮车一统天下的历史。１９９２年３月，安康铁路分局从武

汉、西安、郑州车辆段接转配属客车６０辆。１９９３年３月又从广州车辆段接转配属客车

３６辆。为加快旅客列车更新换代，西安铁路分局发挥主业和多元经济两方面积极性，

１９９２年投资１３５万元改造、开行西安—安康９３／９４次全列空调双层列车；投资２６８３万

元购置２５Ｂ型新型空调列车开行西安—广州、武昌、宜昌的优质空调列车；１９９８年２月，

从西昌车辆段接转配属客车４２辆。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先后投资１２５７０万元，购置新型客

车４２７辆，开行西安—昆明、厦门、上海、烟台、长春、广州等 １３对空调列车。到 ２００５

年，陕西省境内铁路客车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６３７辆（见表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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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客车配属表

　表２－３－１ 单位：辆　

年份

其　　　中

软席卧车

（单、双）

硬席卧车

（单、双）

软席车

（单、双）

硬席车

（单、双）
餐车

行李、

邮政车
其　他

１９９０ ４４ １９４ ４ ７２１ ６４ ７９／１７ ３５

１９９１ ４８ ２１７ ４ ７２５ ６４ ６７／２０ ３３

１９９２ ５１ ２４６ ４ ７５２ ６６ ８３／１６ ２０

１９９３ ５５ ２７５ １１ ７６０ ６３ ７０／１５ ３７

１９９４ ６２ ３２１ ６／５ ７５１／３０ ６７ ８３／１７ ３４

１９９５ ６４ ３１８ ６／５ ７５４／３０ ６９ ８６／１７ ３５

１９９６ ６８ ３３２ ６／５ ７２４／３０ ７０ ８７／１７ ３１

１９９７ ６７ ３３１ ６／４ ７３４／２７ ７３ ８１／２６ ４３

１９９８ ７５ ３７２ ６／４ ７０２／２７ ７１ ８８／２６ ４８

１９９９ ８１ ３７８ ６／４ ６８９／３９ ７８ ８６／２７ ３６

２０００ ９２ ４２４ ６／４ ７２３／３９ ８８ ７１／３４ ４３

２００１ ８７ ４２１ ６／６ ６８６／６５ ８５ ９１／２９ ４７

２００２ ８７ ４２６ ６／６ ６９２／６５ ８５ ９１／２９ ４７

２００３ ９５／３ ４３３／１２ ６／６ ７５０／５９ ８２／３ ８１／２８ ４９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３ ４７０／１２ １２ ７５３／６７ ８７／３ ８９／２８ ５４

２００５ １４９／３ ５１６／１２ ６／６ ６３７／６７ ８４／３ ８８／２８ １８３

　　注：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不含西延公司，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西延公司均为３０辆

铁路客车运用由铁路车辆段承担。为保证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有客车的车辆段设

有客车技术设备整备所（简称客技站）和客车列检所。孟塬、韩城、瑶曲、凤州列检所兼

作部分客车站检作业客车的日常维修保养，定期维修、防寒、防暑整备，都在技术整备所

进行。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有客车整备所４处，客车整备线１８条，存在线８条，临修线３

条，每昼夜整备客车５３７辆，库检作业实行包括、包修、包乘、包扫的包检制。客车列检

负责通过旅客列车的技术检查。库列检所在地的客车列检负责始发旅客列车车钩连接

状况及制动机的简略试验；到达不入库检修的折返旅客列车按库检作业范围检查和制

动机的全部试验；到达入库检修的列车只检查轴温。１９９４年，贯彻铁道部《铁路客车运

用维修规程》，进一步加强库检、乘检、站检各项基础工作，实行标准化作业。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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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铁道部《快速客车行车安全控制措施》《运用客车出库质量标准》《关于加强库站乘

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决定》《关于快速客车检修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快客车检修、整备能

力和装备的指导意见》等客车检修质量新标准，新措施。健全春秋两季对客车进行质量

鉴定与整修制度。建立车辆段每月进行列车质量抽查鉴定制度，消灭不合格车辆，运用

客车质量鉴定一、二级列车达１００％。

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有 ３个技术整备所，３个客车列检所，承担西安开往北京、上

海、广州、扬州、南宁、厦门、烟台、昆明、贵阳、成都、银川，宝鸡开往北京西、杭州、神木、

连云港东、汉口、济南东、安康、西安、广元、平凉、社棠，安康开往西安、汉中、北京西、广

州、神木、襄樊、达县、阳平关等７４列１１８９辆旅客列车的检查、修理运用任务。“进京、

进沪、进穗”列车质量继续保持全路先进水平。

二、货车

铁路货车的配属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允许在全国营业铁路范围内流动使用，定期向

铁道部支付货车占用费用。货车列检所所属各车辆段，按主要、区段、一般列检所分类。

铁道部颁发《铁路货车运用维修规程》中规定：对列车的技术检查，要求主要列检所贯彻

到达检查为主，始发检查为辅，以到达保始发的原则，进行全面检查修理，确保列车维修

质量和运行安全。区段列检所实行全面检查，重点修理站编始发列车和加挂车辆，保证

安全。检查中转列车轴温、拱架柱、制动梁、闸瓦、钩托板、中侧梁等，消除热轴故障，保

证配件无折损、无丢失、磨耗不过限，使列车安全运行到下一个列检所。一般列检所，按

主要列检所检查范围检查站编列车和加挂车辆，消除危及行车安全的车辆故障；只检查

中转列车轴温、闸瓦、处理热轴及闸瓦故障。无论哪类列检所，按规定均对列车进行制

动和试验。列检所均设列检值班室，列检值班员按照站方到发列车计划及编制班作业

计划下达各作业小组，列车到发前按车站通知的车次、辆数、时间及列车编组情况，通知

有关作业组出发作业。装有红外线轴温探测器和脱轨器报警装置的列检所，同时向红

外线值班员预报到达列车轴情况，通知现场作业小组。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铁路车辆运用

基地有１７个货物列车检修所，其中主要列检所１３个，区段有孟塬、凤州２个，一般列检

所２个。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８日，新丰镇编组站一场列检所投入运用，年内达到标准化列检

所８个。１９９２年９月１日，新丰镇二场列检所开通使用。１９９３年，新增蒲城列检所，为

一般列检所。西安西列检所被铁道部命名全路优秀标准化列检所。１９９７年，撤销铜川

南列检所，成立梅家坪列检所铜川南分所。１９９９年，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开机率

１００％，有效防止车辆燃油、切轴事故，改变过去用手触摸检查轴温的传统方法。２００２

年，建成安康东三场列检所指挥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日，撤销万源列检所，上、下列车

制动试验分别由成都局达州列检所和安康东站列检所承担。２００４年，安康至西安间

７５６２／７５６４次运行区间延长安康—神木，车次改为４７６８／４７６７次，取消勉西列检所对其

实行机车长交路直通列车的技术检查作业。千河列检所由区段列检所提升主要列检

８６ 陕西省志·铁路志



所。２００５年，为提高货车检修质量和货车运用率，陕西境内２３个货车列检所，以创建标

准化为龙头，加大列检所软、硬件建设，涌现出新丰镇一、四场等５个局级优标准化列检

所，其中新丰镇一场获铁道部优列检所。

第二节　检　　修

一、检修基地

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铁路的客、货车辆检修由西安车辆段、宝鸡车辆段、西安东车辆段

和安康车辆段承担。１９９４年，榆林车辆段成立，为客、货混合运用车辆段。２００１年 １２

月２６日，西安车辆段和宝鸡车辆段客车部分整建制划归西安客运分公司。２００３年９月

１日，全路客运体制改革，客运回归各铁路分局。西安地区客车检修及运用部分组成分

局客车检修基地，宝鸡地区客车检修及运用部分划归宝鸡车辆段。１２月１日，西安客车

检修基地易名西安客车车辆段。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根据铁道部生产力布局调整，撤销

宝鸡车辆段，整建制划交西安东车辆段，宝鸡车辆段客车检修及运用工作划交西安客车

车辆段。西安客车车辆段由客车定检、空调基地、西安客技站、宝鸡客技站组成。至

２００５年底，陕西省境内铁路有西安东车辆段（货车检修段），西安客车车辆段（客车检修

段），安康车辆段（客、货混合段），榆林车辆段（客、货车运用段）承担着省内客，货车的

定期检修和运用等工作。

二、客车定期检修

铁路客车定期检修，分厂修、段修、辅修三级修程。客车厂修由铁道部统一安排指

定车辆工厂计划检修，周期４年。西安客车车辆段从１９８６年开始承担客车厂修任务。

段修周期一年半，由车辆段的修车和轮轴车间共同完成。修车车间负责车体、暖水、制

动、连接、车电和转向架的分解、检修、组装；轮对车间负责滚动轴承的分解、检修和组

装。采用定位修理方式和原车配件拆卸就地加修的方法。客车辅修周期半年，由车辆

段的客车整备所进行。客车技术整备所下设辅修组，专门负责客车辅修作业，检验试验

客车制动装置，滚动轴承箱等部位，辅修后按规定在其部位涂打辅修标记。１９９０年，修

车能力有客车段修台位１９个，到１９９９年增加空调车三机抢修台位４个。２０００年，新建

安康客技站投入使用。２００１年，客车主要配件检修实行“四定一专”即定范围、定标准、

定周期、定工艺和人员专业化。客车列检以提高检修质量为重点，开展“站台上面树形

象，站台下面保质量”活动，库内检修按照列车整修范围和质量标准，推动客车整体质量

上水平。２００４年，客车段修台位仍是１９个，１００％完成客车的段修、辅修计划，继续保持

一级车水平。

２００５年，对客车检车乘务实施“库乘分离、车电合一”，减少乘务员辅助作业时间，

将节约的乘务员充实库检。车辆系统人员树立全局观念，服务运输生产，精检细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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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质量和能力大幅提升。２００５年，客车完成段做厂修２１辆，段修比１９９０年多完成１８８

辆，辅修比１９９０年多完成３６４辆。在全路“进京、进沪、进穗”旅客列车质量鉴定中，８

对２３组３９１辆鉴定总成绩９２４．１分，获全路第三，被评定 Ａ级列车。

三、货车定期检修

铁路货车定期检修分厂修、段修、辅修和轴检四级修程。厂修由铁路车辆工厂承

担，段修由货车车辆段（或由客、货混合车辆段）承担，辅修和轴检均由站修所负责。修

车工艺按铁道部《铁路货车段修规程》标准对货车车体、底架、轮对轴承、车钩缓冲、空气

和基础制动等部位进行检查修理，同时负责浇注，镟削轴瓦挂瓦，制作浸润油卷油线等

产品。货车段修和站修设有预检员，负责货车入线施修前的车辆全面检查，确定修理范

围；还设有质量检查员，负责车辆修理过程中的质量检查，督促各工种、工序按规定检修

作业，确保货车检修质量。１９９０年，西安东车辆段改造扩建转向架检修车间。货车段修

设修车及修配两个直接生产车间。年末，有西安西、西安东、宝鸡和安康东、勉西５个站

修所。年货车段修台位３０个，站修台位５６个。１９９３年，货车站修台位增加到 ６８个。

１９９７年，货车段修台位２９个，站修台位９０个。２００１年，八条货车检修工艺基础线改造

投入使用，货车检修工作实现由“人控”向“机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传统管理

向科学管理的三大转变。２００３年，坚持铁道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以质量保安全的

方针”，贯彻《铁路段修规程》，按照“五化三分一规范”（五化：修车工装移动化、动力设

施集成化、配件检修集约化、过程管理信息化、置场管理区域化；三分作业方式：专职检

查、专人操作、异地检修；规范检修标准，提高检修标准和质量。２００４年３月，经铁道部

批准，西安东车辆段可厂修路用罐车。当年完成路用厂修任务２００辆。年内货车段修

台位仍是２９个，站修台位用宝鸡站修所搬迁新建检车库，减少２个为８８个。２００５年，

实行货车劳动组织改革，一是在安康车辆段万源装卸检修所进行列检列尾兼职并岗作

业试点。二是在西安东车辆段实施“用修分离”改革。红外线车间负责设备检测维修工

作，将红外线、车号值班员等岗位统一划归列检车间管理。

随着检修基地设备 增加和制度的完善，货车检修能力逐年提高（见表２－３－２）。

２００５年，有段修台位２９个，货车提速改造台位８个、罐洗台位４个。西安西、宝鸡、新丰

镇、安康、勉西５个站修所共有站修台位８８个。货车段修比１９９０增加１１１９８辆，辅修

增加１０１４２辆。年内，在全国首届铁路车辆职工技能大赛上，西安铁路局获团体总成绩

一等奖，西安东车辆段陈永平获全路红外线轴温探测项目全能比赛第二名，被授予“火

车头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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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客、货车检修情况表

　表２－３－２ 单位：辆　

年 份

客　　车 货　　车

段　修 辅　修 段　修 辅　修

１９９０ ４６２ １５１６ ７７０６ １１２８１

１９９１ ４９２ １３６３ ８１１８ １１４５４

１９９２ ４９７ １５６１ ８３２３ １４４７１

１９９３ ５００ １６２８ ８１７７ １４３２８

１９９４ ５００ １７１５ ８０８０ １４２３８

１９９５ ５３９ １９０６ ８３５２ １５６８０

１９９６ ５３９ １９８４ ７９４２ １６１６３

１９９７ ５５４ １９７６ ８２０３ １８０７０

１９９８ ５９２ １９３６ ８２０２ ２２７８７

１９９９ ６８１ ２０１４ ８２０１ ２４８０１

２０００ ６５０ ２２３０ ７９２８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６５０ ２３２３ ８０６５ ２４３８８

２００２ ７２０ ２３２０ ７９２０ ２５１００

２００３ ７８２ ２３３０ ８５０５ ２５０６５

２００４ ６６４ ２３３３ ８４１２ １７０７４

２００５ ６５０ １８８０ ８９０４ ２２０２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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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号与通信

铁路信号与通信，同属铁路电务部门管理、维修。信号是通过音响、颜色、形状、灯

光等提示列车运行及调车工作命令的设备。主要有：闭塞设备、车站联锁、调度集中、道

口和机车信号等。通信是指挥行车和保障铁路各部门公务联系的设备。主要有：通信

电线路，长途通信。地区、专用通信和无线通信使用的各类设备。经过多年的更新和养

护，信号和通信设备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节　信　号

１９９０年末，铁路信号设备２１３９．８０９公里，电气集中车站１６１个，机车信号４１４台、

电气路签闭塞３１．９２２公里，自动闭塞３１１．１８６公里，半自动闭塞区间１９６个、１７９６．７０１

公里。１９９２年，陕西境内铁路电气集中车站 １８０个，机车信号 ５１４台，半自动闭塞 １

８１７．７０８公里。略阳、燕子砭、阳平关等９站开通微机监测。１９９３年，咸铜线泾河等７

站开通６５０２电气集中，新张线何寨站６５０２电气集中，相桥站６５０２电气集中，阳平关 －

广元间复线工程开通小楚坝站、飞仙关站６５０２电气集中。１９９５年，完成１５０台机车信

号放大器电子继电器改造，略阳等４个机车信号无线列调检测点建点、使用，安装管内

陇海、宝成、西韩、咸铜线８９个车站无线通信记录仪。

１９９８年，在阳安线扩能改造工程中，勉西以西４站原６０３１型及俞家沟线路所色灯电锁器

同时升等６５０２电气集中联锁。勉西站编组改造为ＴＷ－１型组态式驼峰自动集中信号计算

机控制设备；咸铜线、侯西线西韩段、梅七线、阳安线６５０２电气集中开通，全部实现电气集中

联锁。１９９９年，西康线工程扩建安康东站、新建Ⅰ场６５０２电气集中联锁开通。年底，境内铁路

电气集中车站２４０个，２２６１．０７１公里；机车信号８８１台。自动闭塞４９个区间４１４．３１４公里，

半自动闭塞２０２个区间１８６４．４５７公里，驼峰调车１０场。信号设备的优化，使作业效率和安

全可靠性大大提高。２０００年，陇海线实现微机监测达到２１站。２００１年，安康车站完成信号

计算机设备改造，取代６５０２电气联锁设备。８月１６日，智能型铁路信号电源系统在罗鼓村车

站试验成功，标志铁路信号电源由传统的电磁技术发展到电子技术。年末，境内铁路电气集

中２８０个车站，半自动闭塞２６２个区间２８２３．０９１公里（包括西延公司）。

２００３年，设备公里３４６８．２５９公里，联锁车站３１７个，计算机联锁１８个车站，自动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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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０７８公里，半自动闭塞２９３６．１７９公里。

２００４年，计算机联锁车站增加到２８个。２００５年成立铁路局，是实行路局直管站段新

体制的第一年，投资５２０６．２万元，完成柳枝、城固等１１个车站的信号设备大修、信号单项

设备大修５０项，投资１５０３．９万元，更新改造投资总额１９００９．４万元。计算机联锁站、场

增加到４４个，设备公里３４４２．８０２公里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３０２．９９３公里，自动闭塞５７０．２３３

公里，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２５９．０４７公里，半自动闭塞２８６．９．９６９公里，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０７３．

２６８公里。微机监制车站由１９９２年９站增加到２６２站。

第二节　通　信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通信有架空明线５３１．６８８杆路公里，通信电缆线路３７９８．５７９

皮长公里。随着电气化铁路建设的不断发展，逐步拆除架空明线，改设地下电缆。１９９３

年，陕西境内铁路通信电缆增加到４１３９．２２６皮长公里，完成并开通宝鸡—冉家河间调频

无线列调电话，西安地区集群式移动通信网。１９９４年，开通西成数字微波系统，西安—潼

关各站无线录音电话投入使用。１９９５年，电缆线路４５５７．８３９皮长公里。

１９９７年，落实铁道部关于迅速改变铁路通信落后面貌，成立通信建设领导小组，完成

投资７０００万元，新增程控近代交换机２３０００线、长途中继线１００００线，完成敷设西安—

宝鸡、西安—郑州光缆任务。１９９８年，开通西韩线无线列调新设备，并开通西安、宝鸡铁路

电话专网与当地市话公网联网。

１９９９年西安铁路通信中心（隶属电务分处）理顺市话收费路内外关系，组建西安中铁

铁路通信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经省工商局批准中铁寻呼陕西分公司注册。宝鸡电务段市

话联网１１月９日开通。阎良电务段阎良与市话联网中继线１６条，韩城与市话联网中继线

８条，新增设三原、张桥ＢＰ机发射台。略阳电务段寻呼机、市话联网工作顺利完成。西安

电务段开通“１８０”投讲业务，用微机细化台账管理。西安通信段投入近３０万元整修和新

设西安信号厂和临潼地区通信电缆。新增收费电话用户２２７８户，电话营销额３１２．８万

元。西安、宝鸡、安康３个寻呼台，传呼用户２７３８５户，年营业额１０３１．５万元。当年底开通

长途光缆通信设备，陕西境内铁路通信设备总换算２８４６０．３８５皮长公里。

２０００年，为加强和改造通信设备，西安铁路分局投资１０６５．３万元增设电视、电话会议

设备，咸铜线无线列调改造，完成陇海线车站录音机。高频开关电源改造。西安程控电话

交换机营业联网和略阳电务段程控微机更新，购置列车广播机，新丰镇无线列调铁塔

ＴＭＩＳ、ＣＭＩＳ等鉴名１４项。

２０００年，交换通信设备总容量６６６４５线，实装３７２１０线，程控实装用户１９１０４线，比

１９８９年底２５８条增加１８８４６条。会议电话总机２５台，分机５２９台。列车广播机７１套，客

站８７套，站场３０４套，无线通信设备更是突飞猛进发展。无线列调设备有调度总机１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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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电台３４９台，机车电台９６８台（比１９８９年６９１台增加２７７台），便携电台２５２５台（比

１９８９增加２０９４台），卫星通信设备２站。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原属电务部门管理的铁路通

信部分剥离电务系统，划归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分公司。通信设备业务由铁

道陕西分公司管理使用。铁路电务部门主要承担通信服务监督；协调通信设备基建、技术

改造、大修等无线电通信管理事务。

２００２年协调为生产改组安装自动电话４２０台，在成铜线安装联控录音设备，并协调完

成陇海线、宝中线、宝成线ＴＭＳ通道任务。督促整治西康线区间电话和检查整改秦岭隧道

通信设备。２００３年，解决西安、镇安、柞水、旬阳北等１９个站客运广播设备换型开通使用。

２００４年开通阳安线有人看守道口电台１０处，加强无线电管理，配合完成陇海线提速的路

内外通信迁改工作。为节约通信费用成本，减少部分电台、整合通信通道，停用数据网 Ｘ．

２５业务、压缩发报数量。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专用通信系统有较大发展。行车调度通

信系统数字化改造速度较快。由铁通陕西省分公司投资，对阳安线、襄渝线（胡家营—安

康）、宝中线、西韩线、咸铜线、梅七线进行数调改造。陕西境内除西康线外已全面实现调

度通信系统数字化。

第三节　养护维修

一、养护基地

陕西境内铁路通信、信号设备的养护维修，是由电务段、通信段、电务工程公司承担

的。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电务系统有西安、张桥、宝鸡、略阳、勉西、安康电务段，西安通信段、

西安电务工程段８个单位。另有境外万源电务段。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西安电务工程段易名西

安电务工程公司，国家二级施工企业。公司承担路内外的通信长途、光纤光缆、数字传输

与网络工程、电子工程、程控交换机、微波无线列调及大、中车站微机联锁、电气集中、区间

自动闭塞、驼峰自动化、调度集中、机车信号监测系统等通信、信号工程、房建、电力、消防

工程的勘察设计与施工。

１９９７年张桥电务段迁址阎良更名阎良电务段。１９９７年，撤销万源电务段，整建制并

入安康电务段。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勉西电务段迁址汉中并更名汉中电务段；２００４年１１

月，按照铁道部、路局统一部署全路生产力布局调整，将汉中电务段整建制并入安康电务

段，撤销西安、宝鸡、阎良、略阳４个电务段建制，合并成立分局西安电务段，下设宝鸡、阎

良、略阳３个电务维修中心。２００１年３月，通信段划归铁通陕西分公司。２００４年底，有西

安、安康２个电务段和西安电务工程公司担负省内铁路信号设备的养护维修。２００５年成

立路局电务检测所，建全并完善《专业管理体制》。年底有西安、安康两个电务段，西安电

务工程公司，共设３５个车间、３８７个工区。负责省内铁路信号设备的养护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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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护周期与制度规定

信号的养护一直按照铁道部颁发的维修规则技术标准来实行。电务设备大修工作实

行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三级分级管理，由电务段负责具体实施。大修计划的编报由

电务段向分局、分局向铁路局逐级上报审批，大修项目的验收由相应的主管部门负责。根

据大修分级管理原则，信号设备为哪一级管理的项目由哪一级投资。成段的道岔和带有

普遍性问题的大修由铁路局负责，单项设备和局部性问题的大修由铁路分局负责。信号

设备大修周期一般为１５年；计算机联锁、调度集中、调度监督、机车信号、微机监测、驼峰

自动化系统等设备的大修周期为１０年；驼峰减速顶大修周期：间隔制动位５－８年，目的制

动位５－１０年；信号设备机械配件磨耗超限，强度不足，电气性能不符合标准，配线老化，

总计不合格和接近不合格的设备超过２５％时列入大修范畴；整体设备状况良好，单项电器

性能和机械性能达不到标准，影响使用安全和效率时，允许单独大修；信号设备电路不标

准，机械强度不足，技术条件不符合规定不能保证安全时，器材已被淘汰，维修配件没有供

应来源不能保证使用，设备陈旧落后，影响行车安全及效率时可提前大修。中修按照铁道

部《关于全面开展信号设备中修的通知》和《信号维护规则》要求，遵循“整修、补强、恢复、

改善”的原则。１９９１年，信号工区改日勤制为三班制，在两个工区试点。并成立无线电管

理委员会和维修中心，信号设备质量综合合格率９５．０３％。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６日，下发《关于

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投入应用后电务部门确报所现有人员重新安置的通知》，取消电务

职工义务班，实行倒班制。部领导称这是重大突破。

１９９８年，铁道部印发《信号维修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改变现行设备维修利用列车间隔

时间、零星要点，分散作业的方式，实行“天窗”集中修，西安电务段为部维修体制改革示范

段。各电务段在维修体制改革中合并工区班组，实行大工区管理。

２００１年后，信号设备维修按照《信号维护规则》的规定和“预防与整修相结合，以预防

为主”的原则，遵循“日巡视、月检查、季检修、年整修”维修程序及电气特性测试的基本模

式进行。每年还根据信号设备情况重点安排一定数量专项整治，以提高安全系数。为适

应铁路运输生产发展的需要，逐步推行维修制度改革。采取“日常养护和集中检修”的维

修方式，提高维修设备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节约维修成本。

２００４年，电务系统明确内部岗位工作标准、完善考核内容。下发《关于落实三个文件

精神有效防止信息设备故障的通知》。完善系统事故抢险预案、安全评估考核办法、提速

安全标准线建设标准、安全管理、技术管理、卡死制度等２６项办法、标准和制度。年电务

系统设备综合合格率９９．３１％，机车信号显示正确率９９．８％，联锁关系不正确率０。

２００５年，为推进维修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并落实“天窗修”制度。路局电务处针对

“天窗修”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完善“天窗修”管理办法（电务）补充规定，使天

窗修制度更为科学合理；全面推行天窗修弹性工作制，加强天窗修组织，提高兑现率和利

用率。２００５年路局电务系统综合天窗计划 ４６５０１次、２８７９９８０分钟，兑现 ５１８４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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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００４３分钟，兑现率１００％；垂直天窗计划４８０次、１４４００分钟，兑现１００９次、２３０５５分

钟，兑现率１００％；一级施工天窗计划１９８次、２０１９０分钟，兑现１９３次、１９８９９分钟，次数

兑现率９７５％，时间兑现率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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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息化技术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对铁路运输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是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质的飞

跃。１９８４年１０月，西安铁路局撤销，所属电子计算所筹备组，划归西安铁路分局。当年

１１月１１日，安康铁路分局成立电子计算机运用筹备小组。１９８６年，郑州铁路局决定电

子计算中心升为处级，并建立健全各分局电子计算中心的设置和编制。１９８７年，西安铁

路分局电子计算所和安康铁路分局电子计算机运用筹备小组均更名电子计算分中心。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计算机应用系统组织机构已形成，推动电子计算技术在铁路运

输中的开发应用。

第一节　系统设备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铁路运输企业有小型计算机１５台，其中西安１０台，安康５台，微型

机３７６台。１９９７年７月，根据铁道部要求统一机型，便于联网运行的原则。郑州铁路局

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置美国制造的 ＶＡＸ系列计算机。分配给陕西铁路 ８台，其中

ＶＡＸ４３００型２台配给西安电子计算分中心，ＶＡＸ４２００型配给安康东站和安康电子计算

分中心各２台，ＶＡＸ３１００型配给西安西站２台。年末，陕西铁路有（西安、安康电子计算

分中心）有中小型计算机１９台，微机５６７台。到２０００年中心型计算机又增加１０台，微

型机增加３０９台，２００１年５月，分局“电子计算技术分中心”同时称“分局信息技术分

处”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５年，成立铁路局后，信息技术分处升格信息技术处

（信息技术所）。及时更新设备，年内 ＩＢＭＰ５５０小型机一套（２台），作为调度系统主服

务器；增设 ＩＢＭＰ６３０小型机一套（２台）、ＩＢＭＰ５７０小型机一套（２台），作为 ＭＱ通信服

务器和三级建库服务器；增设 Ｃｉｓｃｏ３７００系列高端路由器４台作为到铁道部、安康、西延

公司主干网设备；增设 Ｃｉｓｃｏ４５０７、３Ｃｏｍ２８１６千兆交换机，作为局域网核心及汇聚层数

据交换设备。

第二节　网络建设

１９８５年，郑州铁路局引进美国制造的 ＰＤＰ１１／２４小型计算机，配给西安、安康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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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各１台。根据铁道部统一配置要求，购置联网用的两线制调制鲜调器（ＭＯＤＥＭ）。

线路采用二线制专用话路。１９８６年 １２月，郑州铁路局开通西安、安康—郑州（铁路

局）—北京（铁道部）三级基干网。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经铁道部批准下发西安３个站的 Ｘ．２５端口地址，年底开通。

由于 Ｘ．２５端口紧张，经铁道部电算中心同意，郑州局采用拨号电话方式联网。该方案

投资少、见效快，简单实用。西安、安康联通３８个站。ＴＭＩＳ确报系统 Ｘ．２５公用分组交

换网与西安、安康１１月２０日连通。与郑州铁路局到铁道部计算机中心构成一个用计

算机系统交换确报的 Ｘ．２５网。

１９９９年１～８月，铁道部、铁路局投资构建西安铁路分局局域网，综合布线５座楼、１

３００个点。２０００年３～５月，西安铁路分局推广铁路办公信息系统１．０版，分局机关约

３００个用户开始用网络传递信息。５月以后，联网用户超过２５００个。略阳供电段、宝鸡

东站等１８个部门和单位设计的网页链接到分局主页。２００１年建立分局办公室与站段

联网的办公信息微机网络系统，联通管内８０多个站段，实现互发邮件、查看文件、报送

信息等。

２００１年初，安康铁路分局机关建设局域网，并开通办公网邮件系统；下半年，分局社

保中心建成与基层站段的拨号联网系统。２００２年，完成分局机关办公网服务器平台升

级，由 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升级到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邮件系统平台由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５．５升级到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建设分局医保中心“职工医疗保险系统”，安装调试小型机和 ＯＲＡ

－ＣＬＥ数据库系统，建成分局医保联网使用系统。２００３年，路局到分局之间的广域网带

宽由２Ｍ升级为４Ｍ，更新分局端的路由器；随着数据流量的增大，２００４年将分局信息中

心的交换机由 ＣＩＳＣＯ３５００更换为 ＣＩＳＣ０４００７，满足大吞吐数据交换的需要。

２００４年，西安铁路分局８０多个基层单位由拨号上网改为２Ｍ专线上网，大大提高

了网速。分局机关网覆盖机关４栋办公楼，信息出口３０００左右，办公信息系统可编辑、

浏览时事新闻、文件、信息、领导讲话，与部、局及各系统互收电子邮件，共享网上资源。

２００５年，完成电子公文流转系统在全局的实施。８月 １日，站段正式使用网上电报签

收，９月１５日，电子公文流转系统在全局投入使用，路局管内各单位、机关各处室、附属

单位通过网络传递电报、信函、通知等，节约大量办公经费，提高办公效率。年内，完成

路局信访货计楼计算机综合布线工程设计、施工、网络开通。完成路局信息调度楼信息

系统综合布线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完成路局信息调度楼信息机房设计、施工及验

收。该工程综合布线采用六类布线标准，通过主干光缆与西安铁路局局域网连通，上至

铁道部，下至站段、车站，并与其他路局联网，是路局的信息网络中心。机房建筑面积约

１０００平方米，主要分网络设备、小型机、应用服务器、ＴＤＣＳ系统、客票系统、统计系统、

医保系统、托管服务器等区域，配设专用独立恒温恒湿精密空调４台，大功率 ＵＰＳ供电

设备２台，装有先进的监控管理系统，可对机房环境、电源、设备运行状态、应用系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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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等进行严密监控。

第三节　开发与应用

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应用，始终围绕技术进步和提高运输能力展开，经历了由点到面

逐步发展的过程。１９８８年６月，由郑州局、西安电算中心、西安东站组成攻关课题组，以

西安东编组站为试点单位，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开发试验，于１９８９年５月开发出西安东

编组站货车信息管理系统开始运行。１９９０年１２月通过郑州局鉴定。该系统信息处理

范围，贯穿编组站作业全过程，包括：确报自动收发处理，出发编组单据自动形成，自动

编制解编，现车管理与查询，统计分析等。使用后西安东编组站编解效率提高５％，缓解

西安东编解作业紧张，消除堵塞现象。１９８６年底，着手研制货运调度装车日班计划管理

系统，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完成投入运行，１９８９年底在全局推广移植。此系统改善货物调度

的工作环境，工作人员脱离了长期使用图表、铅笔和橡皮的人工作业，计划数据准确、可

靠，是铁路运营现代化的一个突破。１９９０年，开始使用计算机做运输１８点统计报告。

解决人工每日１８点，由各站段用电话上级分局，再由分局汇总、运算、整理后报铁路局，

每部电话从下午１６点左右开始收报，到晚上２０点才完成。遇到旬、月报时间延长到更

晚。逢年报需全科人员忙上数天才能完成，而且难免不出差错。应用后，减轻人工作

业，提高工效和统计质量。２００４年１月所有有解编列车作业车站均使用微机确报系统，

实现计算机确报自动转发，提高确报传输质量。

１９９６年，为促进铁路运输走向市场，科研电算系统加快实现电子售票系统的建立，８

月，铁道部在西安火车站的客票发售与预定系统试点取得成功。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先后

在省内车站小批量推广标准板 Ｖ１．０软件。

１９９９年３月，建立西安、安康客票地区中心，实现地区联网售票。２００５年，实现列

车移动补票系统与客票系统联网，结束列车手工补票的历史。当年，省内铁路有电子售

票车站１５３个，其中联网车站９１个，形成覆盖全省的铁路电子客票营销网络，实现客票

管理、发售和预定现代化。

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开发应用的项目有：车站现车管理、集装箱追踪管理、货车调度计算

机管理、计算机货票、车号自动识别应用、调度所预确报车流信息、全路重车车流去向统

计、列车确报综合应用系统、篷布管理系统、货运营销管理信息系统、全局主要运输生产

指标查询、劳动工资分析系统、运输收入预测系统、货物月度运输计划。２００５年，研制开

发８个软件：①车流经路监测软件，该软件替代人工自动进行违流重车的换算重车公

里，与铁道部进行清算，在路局统计中心和七个主要编组站投入使用，取得较大经济效

益；②侯月线推流系统，该系统辅助调度完成侯月线车流数；③车流综合统计系统，实现

车流台日用综合台账数据的自动采集、统计分析和备份，使查询管理更加灵活，同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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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打印耗材；④调度台命令备份查询系统，该系统实现对行调（包括 ＴＭＩＳ和 ＤＭＩＳ）调度

命令历史数据的保存备份对历史和当前调度命令的查询、分析、统计打印及对调度命令

分析和统计；⑤行调应急备份恢复系统，实现行调指挥数据的实时应急备份恢复。当调

度系统数据库出现灾难性事故时不影响局列车指挥行车，分担行调主运行机的运行负

载，在运输安全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⑥局调度指挥人员效率分析系统，系统具有调

度员工作能力数据的综合分析考核功能。调度员工作量数据的自动收集、查询、分析和

统计功能，实现调度员工作能力的量化考核分析，调度分析人员能通过本系统掌握重点

区段列车通过能力，并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分析与比较；⑦路局交班系统，该系统主要实

现局交班会主要运输指标的数字化管理，运输统计数据更加准确及时；⑧１８点信息网上

发布综合查询系统，直接从１８点读取其数据，将 １８点统计的各种报表通过机关网发

布，各个运输部门经过身份确认后可以自由查阅任意日的１８点报表数据，同时根据各

自需要可以生成本地文件和 Ｅｘｃｅｌ格式的报表，大大减轻运输分析人员劳动强度。

信息技术发展飞速，已经融入到铁路生产运输的方方面面如管理、线路测试、办理

行车、人事档案、党务组织、客运信息和管理工程设计及概算、工务线路机械设备管理、

物资管理等都应用了计算机。货运计划、技术计划、货运日班计划、军运计划软件，微机

控制气相色谱分析系统，档案管理系统通过铁路局成果鉴定并获科技进步奖。西安西

站大型货运管理系统通过铁道部级成果鉴定。财会事物微机管理系统获陕西省科技大

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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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运输生产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繁荣，商贸活动增

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旅游业兴起；外出务工人员及学生出行潮流汹涌，社会对铁路客

货运量需求与日俱增。陕西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抓住机遇，引入市场经营机制，参与市场

竞争，不断更新线路设备、牵引动力、车辆及通信信号设备，采用现代化管理，推广应用

信息技术，运能运量不断增大。１９９０年，发送旅客 ２３７２．４万人，发送货物３３２９．６万

吨；到２００５年，发送旅客３４３４．９万人，发送货物６８６９．４万吨。客货运量比１９９０年分

别多１０６２．５万人和３５３９．８万吨，增长幅度分别为４４．８％和１０６．３％。铁路部门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强化职工“两纪（劳动纪律和技术纪律）”和现场作业控

制，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逐步形成安全生产“有序可控、基本稳定”的局面，行车事故

和人身事故逐年减少。

第一章　运输组织

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铁路运输组织工作，分别由西安、安康两个铁路分局的运输科担

当。１９９３年３月和７月，西安、安康铁路分局运输主管部门经整合、升格，先后成立运输

分处，负责各自的运输组织工作。２００５年３月，西安铁路局成立，局运输处设车站、技

术、运输分析、营销计划４科，负责组织全局运输站段执行运输计划，完成各项运输生产

任务。

第一节　运输调度

调度所负责客货列车正常运行的组织指挥工作。

１９９０年，调度所设行车调度台１３个。即东１、东２、西宝、宝天、南１、南２、南３、咸

铜、西韩１台、西韩２台，西安枢纽台、宝鸡枢纽台、安康枢纽台。设专管分析列车晚点



原因和列车预确报各１人。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日，宝中线实行临管运输。铁路调整调度区段，增加虢镇—安口窑行

车调度台和机车调度台各１个，担任该区段行车组织，其货运部分由宝鸡地区货调台管

理。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５日，设立“行包专列、五定班列”调度台，加强行包专列和五定班列

管理。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西康线接管，增设北部计划、行调、机调台各一个，电调台两个。

该线客车由西安机务段机车、货车由新丰镇机务段机车牵引。４月１日，树园以东各站

划归东２台，树园—窑村、新丰镇—长安站划归东１台。

２００３年４月，“非典”疫情蔓延，调度所制订应急预案，以防突发事件。组织装运抗

“非典”急需物资，快速放行抗“非典”物资列车。６月１日，西韩１台、２台、咸铜台全部

实现调度指挥信息化管理。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整合调度岗位，消除过去台间站多，管

辖区段短，作业环节繁琐造成的瓶颈制约。调度所人员由初期４０４人压缩至２４８人，设

调度台４６个。调度指挥线路１５条，其中繁忙干线１条（陇海线太要—天水），干线１０

条，支线４条，指挥里程 ３４２７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总长 ２８４４．０９公里，复线里程

６２０．１２公里。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４日，原安康铁路分局调度所，西延公司调度所和西安铁路分局调度

所实现“切割转换”，调度生产指挥由四级改变为三级，集中调度指挥系统开始运作。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表

　表３－１－１

年　份

货车周转时间

（天）

西安分局／安康分局

客车运行正点率

（％）

西安分局／安康分局

货车运行

正点率（％）

西安分局／安康分局

１９９０ １．７６／１．４０ ９２．４／９４．２ ９１．０／９１．７

１９９１ １．７９／１．２６ ９８．６／９６．１ ８８．２／９５．３

１９９２ １．８５／１．３９ ９３．６／９６．５ ８７．９／９０．３

１９９３ １．８９／１．２９ ９５．４／９７．６ ９１．２／９０．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３／１．３６ ９６．８／９８．１ ９２．６／８８．７

１９９５ １．８７／１．３３ ９６．６／９８．０ ９１．４／８７．２

１９９６ １．８３／１．３２ ９６．５／９８．１ ８９．８／９３．２

１９９７ １．８１／１．３４ ９９．３／９８．９ ９１．４／８４．６

１９９８ ２．１３／１．４０ ９９．８／９９．４ ９５．１／９２．２

１９９９ ２．２２／１．４２ ９８．２／９９．６ ９４．６／９０．２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１．４１ ９７．５／９９．５ ９４．６／９１．８

２００１ １．６９／１．３７ ９９．２／９９．４ ９０．９／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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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货车周转时间

（天）

西安分局／安康分局

客车运行正点率

（％）

西安分局／安康分局

货车运行

正点率（％）

西安分局／安康分局

２００２ １．５１／１．５９ ９８．９／９９．２ ９３．８／９５．７

２００３ １．４２／１．５３ ９９．７／９９．５ ９５．３／９６．９

２００４ １．５１／１．４０ ９９．３／９９．５ ９６．１／９７．５

２００５ ２．１１ ９９．０ ９６．９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第二节　列车运行

一、行车区段

１９９０年行车区段为：陇海线潼关—社棠，宝成线宝鸡—冉家河；阳安线阳平关—阳

平关东；咸铜线咸阳—铜川；侯西线下峪口—阎良；太西线张桥—新丰镇；梅七线梅家

坪—前河镇；南同蒲线港口—孟塬；西户线西安西—户县；下桑线下峪口—桑树坪；阳安

线阳平关东—安康；襄渝线安康—达县。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６日，西安—延安铁路坡底村—延安段建成通车，行车区段增加西延

线西安—延安；１９９５年５月３１日，宝鸡—中卫铁路建成通车，行车区段增加宝中线宝

鸡—安口窑；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西安—安康铁路建成开通，行车区段增加西康线西安—

安康东；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５日，神木—延安铁路全线建成，开通运营，行车区段增加西包线

延安—神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７日，南京—西安铁路西安 －合肥段开通运营，行车区段增加

宁西线西安—商南段。

２００５年行车区段为：陇海线太要—新丰镇；陇海线新丰镇—西安东；南同蒲线风陵

渡—华山；陇海线西安东—咸阳西；陇海线咸阳西—宝鸡东；陇海线宝鸡东—天水；宝成

线宝鸡东—凤州；宝成线宝鸡东—广元南；宝成线略阳—阳平关；宝成线阳平关—广元

南；宝中线安口窑—千河；宝中线宝鸡东—安口窑；侯西线禹门口—韩城；侯西线韩城—

钟家村；太西线新丰镇—张桥；包西线蒲城—钟家村；包西线钟家村—延安北；包西线神

木北—延安北；西康线新丰镇—安康东；宁西线新丰镇—南阳西；咸铜线咸阳—铜川南；

梅七线梅家坪—瑶曲；西户线西安东—余下；阳安线安康东—勉西；阳安线勉西—阳平

关东；襄渝线胡家营—安康东；襄渝线安康东—达州。

二、无守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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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８月１日，陇海线潼关—宝鸡区段和西户线开行无守车、无运转车长值乘的

货物列车。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日１０时，首列安装列尾装置的１９９９次货物列车开出千河车站，宝

中线货物列车取消守车。８月，宝成线运行货物列车尾部安装使用列尾装置。９月１９

日，阳安线、襄渝线安康至达州段货物列车相继取消守车和运转车长，安装列尾装置，管

内运转车长只担当旅客列车乘务工作。西康线开通后直接开行无守列车，加装列尾装

置。９月２５日１０时２５分，宝天线第一列列尾装置货物列车２８２５次开出宝鸡东站，标

志着宝天线货物列车守车取消。西康、侯西线货物列车陆续安装列尾装置。１０月 ２１

日，全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根据新图要求，管内及分界站出入的货物列车全部安装

列尾装置，开行无守列车。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９日，成立西安、宝鸡列车段列尾装置管理中心。２００２年，无守列车

行车设备购置和运转车长交由车辆主管部门管理。列车段列尾装置管理工作整建制划

归车辆部门。

三、运行秩序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运量逐年增长，运能与运量矛盾日渐突出，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加强

运输组织和调度指挥，充分发掘现有运输设备的潜能以提高运输效率。调度部门重点

铺画旅客列车会让车计划，严格按照列车等级调整运行，勤盯点、盯交路、盯运行；采取

开行大列、满吨超吨、列车赶点、压缩货车运行时间等措施，建立正常、高效的运行秩序。

客车始发、运行，货车始发、运行四项正点率平稳，除个别年份、个别项目外，均超过铁道

部客运正点率９５％、货运正点率９０％的要求。

部分年份境内铁路列车正点率统计表

　表３－１－２

年　份
客　　车 货　　车

始发％ 运行％ 始发％ 运行％

１９９０ ９８．７ ９３．８ ９１．８ ９１．４

１９９５ ９９．６ ９７．３ ９１．４ ８９．３

２０００ ９９．９ ９９．６ ９３．１ ９３．２

２００５ ９９．９ ９９．０ ９６．９ ９６．９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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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运输能力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开行旅客列车 ８３对，货物列车 １９９对，年运输货物

３６９８．６万吨。１９９２年，阳平关东至勉西间开行旅客列车４对，货物列车２０．５对，年运

输货物２０６５万吨；勉西至安康东间开行旅客列车４对，货物列车２２．５对，年运输货物２

１３３万吨；胡家营至安康东间开行旅客列车８对，货物列车１８．４对，年运输货物２９６３

万吨；安康东至达县间开行旅客列车６对，货物列车１７．４对，年运输货物２５２２万吨。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日，宝中线临管运营。当年安口窑接人列车１５６６列，交出１６５３列，

通过能力增加３２１９列。按设计标准，上行增加运输能力１２００万吨／年，下行增加４５５万

吨／年，通过列车２２．５对／日。

１９９９年，阳平关东至勉西间开行旅客列车 ５对，货物列车 １２对，年运输货物

１３８９．３３万吨；勉西至安康东间开行旅客列车 ８对，货物列车 １３对，年运输货物

１５０５．１１万吨；胡家营至安康东间开行旅客列车 １２对，货物列车 ２ｌ对，年运输货物

３２７２．９５万吨；安康至达县间开行旅客列车８对，货物列车１９对，年运输货物２９６１．２４

万吨。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铁路新线的建成和既有线改造，运输能力逐年提高。２００１年１

月８日，西康线建成通车，开行临客１对，货车８对，年底运输能力客车４对、货车１９对。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宝兰二线开通使用，８月１日起，宝鸡东—天水间图定货物列车由１７

对增加到２５对。２００４年１月，宁西线西安—合肥段建成投入运营，管内运营里程２４２

公里，列车运行图中商南口货物列车２６对。当年接入货车１９．１列／日，交出１１．２列／

日。其中下半年接入 ２０．９列／日，交出 １２．５列／日，完成货运量 ３０２．７万吨。４月 １８

日，全路第五次提速调图，安康铁路分局各分界口客、货列车对数发生较大变化。其中

胡家营口客车１７对（特快４对），货车１８对；达州口客车１５对（特快４对）、货车１０对；

阳平关东口客车４对、货车２６对；长安口客车６对、货车１９对。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减少了管内分界口，抓住这一契机，加强运输组

织，优化车流径路，运输能力大幅提升。全局开行客车１３６对，比１９９０年多６３．９％；开

行货车２５７对，比１９９０年多３０．２％；运输货物６８６９万吨，比１９９０年多８５．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铁道部在全国铁路、首先是主要干线全面提高列车运行速度。

这样，原先的钢轨、轨枕、道岔、铁路与公路平面交叉就成了制约提速的瓶颈。１９９７～

２００５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投入巨资对上述设备进行提升、改造。更换 Ｐ６０型钢轨

１２９８．５公里，更换钢筋混凝土轨枕 １４２．９万根，更换道岔 ６７４组，道口“平”（面）改

“立”（体）８５５处，提高了运输能力，保证了列车６次提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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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行分界口列车对数比较表
　表３－１－３

线　别 区段分界口
旅客列车 货物列车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比较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 比较

行包

专列

陇海线 太要口 ４０ ４８ ＋８ ４０ ５６ ＋１６ ３

陇海线 天水口 １９ ２１ ＋２ １７ ３１ ＋１４ ２

同蒲线 风陵渡口 ５ ４ －１ １５ １５ ０ １

宝成线 广元口 １５ １９ ＋４ ３３ ３６ ＋３ ２

宝中线 安口窑口 ５ ５ ０ ２２ ２３ ＋１ ０

侯西线 禹门口口 ３ ３ ０ ８ １６ ＋８ ０

宁西线 商南口 ０ ０ ０ ０ ２６ ＋２６ ０

襄渝线 胡家营口 １５ １７ ＋２ １８ １８ ０ ０

襄渝线 达州口 １２ １５ ＋３ １３ １０ －３ ０

包西线 钟家村口 ２ ４ ＋２ １６ ２６ ＋１０ ０

合　计 １１６ １３６ ＋２０ １８２ ２５７ ＋７５ ８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

（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第四节　列车运行图

列车运行图规定每个区段运行列车的最大数量，每趟列车的车次，列车在每个车站

到达、出发、停留或通过的时间，列车在区间的运行时间。列车运行图由铁道部制定，一

般两年一次，期间也可调整。调整运行图均使客货列车更加科学、高效，运量增加。各

铁路局在遵照执行部颁运行图的前提下，也可进行微调。客流变化较大，如春节前后及

暑期，还另制春运及暑运列车运行图。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日起，旅客列车运行图有较大调整。增加１对直快旅客列车，西安—

常州１０８／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次；改变经由路线的１对，西安—济南２６９／２７０次变经徐州；延长

运行区段１对，信阳—洛阳３４２／３４３、３４４／３４１次延长至西安，同时停运西安—洛阳３８４／

３８３次客车。

１９９２年，增开安康—郑州 ３０４／３０３次；安康—信阳 ３０７／３１０、３０８／３０９次调整为安

康—西安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３／３１２次；安康—西安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３／３１２次改为９１／９４、９３／９２次特

快列车；胡家营口货车由２２对减为２１对。

１９９３年客车调图。陕西境内客运列车中，有３对列车等级改变：西安—广州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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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次直快列车改为 ４６／４５、４３／４４次特快列车；西安—成都普客 ４４１／４４２次延长至昆

明，改为６５／６６次特快；西安—韩城３９３／３９４次管内快车改为西安—临汾２４２／２４１次直

快列车。为适应施工需要，调整阳平关—上西?区段列车运行图。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实行的新的列车运行图，扩大了快速列车、夕发朝至列车、货运

“五定”班列的开行数量，提高精品列车的开行质量。推出行包快运专列、国际集装箱海

铁联运、大宗货物直达列车等运输新产品。１０月１１日，增开西安—银川５８５／５８６次旅

客列车，对虢镇—安口窑间列车运行图进行调整。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日零时起，全路第一次优化调整列车运行图。增加部分分界口及相

应运行区段客车对数，但货物列车对数不减，致使宝鸡—天水、宝鸡—安口窑通过能力

更加紧张。８月１６日起，西延公司调整列车运行图。延安北站到蒲城间原油五定列车

增开１对，车次为３２０２／１、３２０４／３次，每列编组从４２辆增加到４５辆；６６２次机交８４５次

改在延安北站交接班次；８４６次在坡底会８４５次。２０００年，全国铁路第三次提速并重新

编制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中，将旅客列车分为三个等级，即特快旅客列车，车次为 Ｔ１

～Ｔ９９８次；快速旅客列车，车次为 Ｋ１～Ｋ９９８次；普通旅客列车，车次为１００１～８９９８次。

货物列车车次为１０００１～８６９９８次。新图实施后，胡家营口旅客列车１２对，货物列车２１

对；达县口旅客列车 ８对，货物列车 １６对；阳平关口旅客列车 ５对，货物列车 １２对。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８日，全路第五次大面积提速调图，开行时速１６０公里的旅客列车。增开

始发和过境旅客列车９对。

铁路为了适应客流变化和运量增长的需求，每年都编制春运、暑运列车运行图。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１日 ～３月２１日，实行春运列车运行图，增加直通临客６对，图定客车

延长段１对。１９９６年１月３０日 ～３月１９日，实行春运列车运行图，增加直通临客６对，

图定客车延长区段１对。襄樊北—安康东间增加直通货物列车１对，图定货物列车由

２１对增加到２２对。

２００２年，编组计划和上年相同。根据暑期和春节运输工作的需要，７月１日 ～８月

３１日编制并执行暑期运行图，暑期运行图在基本图的基础上增加临时旅客列车４对；１

月１７日 ～２月２５日编制并执行春运图，春运图在基本图的基础上增加临时旅客列车１７

对。春运结束后，太原—重庆的２３６７／８次，济南—重庆２４１５／６次，达州—广州 Ｌ４３５／６

次，西安—贵阳Ｌ２３７／８次保留，长期开行。２００３年１月７日 ～２月５日编制执行春运运

行图，春运图在基本图的基础上增加临时旅客列车１７对。

２００５年春运图在基本图的基础上增加临时旅客列车１７１对。境内图定旅客列车

１３６对，货物列车２５７对。

调整运行图均使客货列车更加科学、高效行驶，客货运量作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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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列车运行图主要技术资料表
　表３－１－４

区段名称
区段距离

（公里）

闭塞

方式

客车

对数

行包

对数

货车

对数

太　要—新丰镇 ８６．２ 双自闭 ５０ ４ ５６

新丰镇—西安东 ３１．６ 双自闭 ６６ ４ ５６／５７

风陵渡—华　山 ２２．６ 单半自动 ４ ０ １５

西安东—咸阳西 ３３．２ 双自闭 ４８ ４ ６２／６４

咸阳西—宝鸡东 １３５．２ 双自闭 ４５ ４ ４４

宝鸡东—天　水
１５５．１
１２９．１

双自闭 ２４ ２ ３２

宝鸡东—凤　州 ９３．４ 半自动 １９ ２ １５

宝鸡东—广元南 ３５９．０ 半自动 １９ ２ １９

略　阳—阳平关 １７８．５ 半自动 １９ ２ １４

阳平关—广元南 ８４．１ 双自闭 ２１ ２ ３６

安口窑—千　河 １３２．２ 半自动 ４ ０ ２３

宝鸡东—安口窑 １５１．０ 半自动 ４ ０ ２３

禹门口—韩　城 ２９．７ 半自动 ３ ０ ２７

韩　城—钟家村 １８３．５ 半自动 ４ ０ ２２

新丰镇—张　桥 ６６．５ 半自动 ６ ０ ３２／３６

蒲　城—钟家村 １８．０ 半自动 ３ ０ ２６

新丰镇—安康东 ２６１．４ 半自动 ６ ０ １９

新丰镇—南阳西 ４０８．６ 半自动 １ ０ ２８

咸　阳—铜川南 １３３．９ 半自动 ３ ０ １６／１８

梅家坪—瑶　曲 ４８．４ 半自动 １ ０ １０

西安东—余　下 ５０．０ 半自动 ０ ０ ２

安康东—勉　西 ２９１．０ 半自动 ８ ０ ２７

勉　西—阳平关东 ６９．０ 半自动 ４ ０ ２６

胡家营—安康东 １３０．０ 半自动 １７ ０ １８

安康东—达　州 ２８３．５ 半自动 １５ ０ １４／１２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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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调车作业

１９９１年，投资３．４万元，制作防溜防盗铁鞋１２００只，投资１４０万元为１０个站段、３０

台调机的调车组购置５２２台无线电专用调车设备，为安全生产提供物质条件。

１９９２年５月，开通孟塬车站调车场减速顶。

１９９４年，安康东站调车计划由调车区长负责编制、油印下发执行。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计算机现车管理系统投入使用后，由站调室专职调车计划区长负责编制，计算机传输到

各作业点打印、下发执行。

１９９７年，加强无线电调车设备的修、管、用，报废４０３ＫＧ型无线调车设备，下发《关

于无线调车设备管、用、修办法的通知》，新安装部分无线电调车设备。

１９９９年，加强无线调车灯显设备管理使用，基本解决无线调车设备维修问题，实现

调车设备更新换代，完善无线调车设备使用、维修、更新、报废管理制度。

２００２年，优化调机使用，提高作业效率，适当调整勉县、汉中、官渡、万源、双龙调机

作用范围和分工，对部分区段本务机车和调机的作业范围实行分工，“牵”、“调”分离。

２００４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有调车机６４台，其中西安铁路分局５８台全部更换机车

控制器，调车作业全部采用调车便携式信号灯遥控指挥，显示距离和灯光亮度增大，重

量减轻，改变信号旗指挥的历史。新丰镇、宝鸡东、西安东、西安西、华山等编组、区段站

驼峰调车作业安装国产减速顶器和线路脱轨器设备，安全连挂率９５％以上。新丰镇编

组站推行“双推双溜”调车模式，增加推峰时间，压缩非生产时间的空费作业。是年，安

康铁路分局开展调车模拟演练，加强现场作业控制，加大对双龙、万源、城固、汉中、勉县

五站６台调机的联劳考核力度，将联劳奖励同作业钩数挂钩，尽量减少本务机作业。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制订完善《调车工作细则》《无线调车设备管、用、修办法》等调

车工作规章制度，为确保安全生产、完成运输任务奠定基础。

第六节　行车站段

陕西境内铁路运输企业为适应不断增加的运量和运能的需求，多次进行生产力布

局调整，行车站段设置、管辖范围及车站等级多有变化。

１９９０年，有直管行车站段２５个。分别为：西安车站、西安西站、西安东站、宝鸡车

站、宝鸡东站、铜川南站、孟塬车站、咸阳车站、韩城车站、梅家坪车站、新丰镇车站、安康

车站、安康东站；宝鸡车务段（管辖车站４６个，其中６个位于甘肃省境内）、渭南车务段、

咸阳车务段、张桥车务段、武功车务段、略阳车务段（管辖车站３６个，其中６个位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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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境内，５个位于四川省境内）、勉西车务段、安康车务段、万源车务段（管辖车站２６个，

其中１２个位于四川省境内）；西安客运段、宝鸡列车段、安康列车段。１９９３年，梅家坪车

站升格为二等站，安康东站升格为一等编组站。１９９４年，汉中车站升格为二等车站，成

为分局直管单位。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撤销咸阳车站分局直属单位建制，划归咸阳车务

段；１２月１日，撤销梅家坪车务段建制，并入铜川南站。１９９７年，勉西车务段搬迁汉中，

易名汉中车务段。１９９８年，武功车务段易名虢镇车务段，１０月 ４日，迁至虢镇车站办

公。１９９９年勉西车站升格为二等区段站，仍归勉西车务段管辖。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管内车务部门有新丰镇、西安东、西安、西安西、宝鸡东、宝鸡、安

康、安康东８个直管站和渭南、宝鸡、略阳、韩城、支线公司、汉中、安康、万源８个车务段

及西延公司共１７个基层单位。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８日，撤销宁西车务中心并入渭南车务段

管理。年末，局管内有车站３２１个。其中特等站２个，一等站８个，二等站７个，三等站

５２个，四等站２３３个，五等站１２个，线路所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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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车站等级表
　表３－１－５

等 级 特等站 一等站 二等站 三等站 四　等　站 线路所

站
　
　
　
　
　
　
　
　
　
　
名

西　安

西安西

西安东

铜川南

宝鸡东

宝　鸡

孟　塬

咸　阳

韩　城

梅家坪

安　康

安康东

渭　南

新丰镇

临　潼

灞　桥

罗　敷

三民村

阎　良

耀　县

钟家村

兴　平

武　功

蔡家坡

虢　镇

任家湾

凤　州

社 棠

略　阳

阳平关

瑶　曲

潼　关

蒲　城

勉　西

汉　中

万 源

港口、公庄、华山、桃下、柳枝、莲花寺、华县、赤

水、树园、零口、窑村、三桥、马王村、户县、黄家

寨、长陵、肖家村、泾河、永乐店、三原、独李村、大

程、八里店、富平、卜家沟、庄里、孝北堡、黄堡、耀

县西、寺沟、吕渠河、柳林镇、田家嘴、安子沟、前

河镇、何寨、昌寨、相桥、关山、惠刘、张桥、陈庄、

蒲石、大荔、坞坭、韦庄、醍醐、七峰、合阳、南永

宁、甘井、上洼、龙亭、乔子玄、芝阳、英山、茂陵、

马嵬坡、罗鼓村、杨陵镇、绛帐、常兴、眉县、阳平、

卧龙寺、福临堡、林家村、固川、坪头、颜家河、东

口、胡店、柿树林、石家滩、拓石、凤阁岭、建河、葡

萄园、元龙、渭滩、伯阳、杨家湾、观音

山、青石崖、秦岭、黄牛铺、红花铺、油房沟、七里

坪、双石铺、宏庆、李家河、两当、聂家湾

、徽县、虞关、白水江、红卫坝、马蹄湾、徐

家坪、横现河、王家沱、乐素河、高潭子、巨亭、燕

子砭、丁家坝、大滩、军师庙、朝天、观音坝

、冉家河、咸阳西、咸阳北、下峪口、白村、桑

树坪、铜川、集北、白河县、麻虎、冷水、兰坡、史

寨、褒河、王家坎、治江、蜀河、棕溪、长沙坝、高店

铺、城固、洋县、晏家坝、五堵门、沙河坎、旬阳、吕

河、早阳、月河、石庙沟、河坎、马踪滩、贾家河、西

乡、南溪沟、大竹园、大米溪、紫阳、向阳镇、龙塘、

三花石、茶镇、缯溪河、石阳镇、权河、高滩、毛坝

关、麻柳、泉县、池河、高粱铺、汉阴、涧池、松树

坡、巴山、官渡、青花、曹家坝、梅子铺、恒

口、五里铺、花楼坝、罗文、毛坝、宣汉、

石柱槽、蒲家、双龙、梁家坝、徐家坝、代

家坝、响水、宁强、青羊驿、小寨、勉县、欧家坡

新西北

苏　家

坊塘铺

毛家庄

朱家

合计 ２ ４ ６ ２２ １７３ ５

　　注：标号的系由陕西省铁路部门管辖而地处外省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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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车站等级及隶属关系表

　表３－１－６

等级

单位
　　 特等站 一等站 二等站 三等站 四等站 五等站 线路所 合计

西　安 西　安 １

西安西 西安西
三桥、

三民村
马王村、户县 新西北 ６

西安东 西安东 １

新丰镇 新丰镇 Ｋ８１１ ２

宝　鸡 宝　鸡 １

宝鸡东 宝鸡东 卧龙寺 ２

安　康 安　康 汉　阴 五里铺、恒口、梅子铺、涧

池铺
余家沟 ７

安康东 安康东 １

韩城车务段 韩　城 下峪口

　白村
钟家村

韦　庄

何寨、昌寨、相桥、关山、惠

刘、张桥、陈庄、蒲石、大

荔、坞坭、醍醐、七峰、合

阳、南永宁、甘井、上洼、龙

亭、乔子玄、芝阳、英山、桑

树坪

苏　家 ２７

支线公司 铜川南

梅家坪

瑶　曲
耀　县
阎　良

八里店、富平、卜家沟、庄

里、孝北堡、黄堡、耀县西、

寺沟、吕梁河、柳林镇、田

家嘴、安子沟、前河镇、铜

川、长陵、萧家村、泾河、永

乐店、三原、独李村、大程

２６

渭南车务段 华　山

渭　南
临　潼
灞　桥
罗　敷
潼　关
商　南
丹　凤
商　洛
砚　川

公庄、港口、华山西、桃下、

柳枝、莲花寺、华县、树园、

零口、窑村、临潼北、田王、

纺织城、渭南西、渭南南、

桥南镇、蔡家河、灞源、孝

义乡、铁峪铺、清油河

花园乡

河　峪
两岔村

商洛北

白杨店

商　镇
南　河
毛　坪
试　马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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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等级

单位
　　 特等站 一等站 二等站 三等站 四等站 五等站 线路所 合计

宝鸡车务段 咸　阳

宝鸡南

兴　平
武　功
杨陵镇

蔡家坡

虢　镇
社棠△
千　河
安口南△

福林堡、晁峪、固川、坪头、

颜家河、东口、马家湾、石

家滩、拓石、新拓石、凤阁

岭、建河、新建河、元龙△、
伯阳△、黄家寨、咸阳西、
咸阳北、茂陵、马嵬坡、绛

帐、常兴、眉县、阳平、凤

翔、冯家山、千阳、水沟、娘

娘庙、段家湾、陇县、史家

铺、火烧寨、神峪河△、安
口窑△

坊塘铺 ４６

略阳车务段

秦　岭
凤　州
略　阳
阳平关

宏庆△、两当△、李家河
△、聂家湾△、徽县△、虞
关△、白水江、红卫坝、马
蹄湾、徐家坪、横现河、王

家沱、乐素河、高潭子、燕

子砭、巨亭、丁家坝、大滩

、军师庙、朝天、观
音坝、冉家河、阳平关
东、杨家湾、观音山、青石

崖、黄牛铺、红花铺、凤县、

油房沟、七里坪

灭火沟 ３６

汉中车务段
勉　西
汉　中

宁　强
勉　县
城　固
洋　县
西　乡
石泉县

徐家坝、代家坝、响水、青

羊驿、小寨、欧家坡、史寨、

褒河、王家坎、治江、晏家

坝、五堵门、沙河坎、马踪

滩、贾家河、白龙堂、三花

石、茶镇、缯溪河、池河、高

粱铺

２９

安康车务段

长　安
柞　水
镇　安
旬阳北

旬　阳
白河县

小峪、青岔、营镇、石翁、回

龙镇、长哨、青铜关、小河

镇、赵湾、大岭铺、麻虎、冷

水、兰滩、蜀河、棕溪、长沙

坝、高店铺、吕河、早阳

朱家碥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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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等级

单位
　　 特等站 一等站 二等站 三等站 四等站 五等站 线路所 合计

万源车务段 万 源

梁家坝
双龙
宣汉
官渡
紫　阳

蒲家、石柱槽、毛坝
、罗文、花楼坝、曹
家坝、青花、巴山、麻
柳、松树坡、毛坝关、高滩、

权河、向阳镇、大米溪、大

竹园、南溪沟、石庙沟、

月河

月池台 ２６

西延公司 延　安
蒲　城
榆　林
延安北

集北、杜赵、孙镇、苏家坡、

坡底村、韩家河、洞子崖、

狄家河、张家船、蔡河、贺

家河、生之渠、刘家沟、黄

陵、洛川、富县、道镇、甘

泉、九燕山、延安南、川口、

蟠龙镇、石家砭、瓦窑堡、

子长、清涧县、呼家塔、田

庄镇、绥德、米脂、镇川、鱼

河、牛家梁、曹家伙场、大

保当、锦界、西沟、神木

明义沟

店　塔 ４４

合计 ２ ８ ７ ５２ ２３３ １２ ７ ３２１

　　注：号车站位于四川省境内，△号车站位于甘肃省境内

４９ 陕西省志·铁路志



第二章　旅客运输

１９９０年，铁路旅客运输工作分别由西安铁路分局客运科和安康铁路分局客运科负

责管理。１９９３年７月，客运科升格为客运分处。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客

运部门划归郑州铁路局客运公司管辖。２００３年９月，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分别成立客运

事业部，对外称分局客运分公司，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履行分局客运管理职能。

１２月１日，客运事业部改称分局客运分处，对外仍保留客运分公司名称。

２００５年３月，西安铁路局客运处负责组织、协调、管理全局旅客运输工作，客运处下

设客运管理科、客运技术科、质量监督科、专运办公室及客票管理所。

第一节　运量及流向

一、运量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旅客发送量呈曲线上升态势。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发送量以每年１０％左右的速度增长。１９９５年以后，随着航空特别是高速公路的迅

猛发展，旅客发送量有所下降。进入２１世纪，公路和城市公交发展迅速，铁路在短途旅

客运输中逐渐失去优势，２００２年以后，铁路退出市郊短途运输市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

期，铁路连续提速，增开空调车、改善旅客乘车环境，优化行车路径，旅客发送量止跌回

升，每年春运期间，更是一票难求。２００５年，旅客发送量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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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旅客发送量统计表

　表３－２－１ 单位：万人　

　　项　目
数

　　　　量
年　份　　

旅客发送

其　　中

管　内

（万人）

直　通

（万人）

市　郊

（万人）

１９９０ ２３７２．４ １３７３．９ ８８３．５ １１５．０

１９９１ ２４０３．１ １３７８．９ ９２５．７ ９８．５

１９９２ ２５５７．７ １４７５．９ ９６８．８ １１３．１

１９９３ ２８７３．８ １７１８．３ １０４５．７ １０９．８

１９９４ ３０１８．５ １８０１．５ １１００．７ １１６．３

１９９５ ２８４８．８ １６５２．３ １０９３．４ １０３．１

１９９６ ２４６２．１ １３２２．１ １０５７．７ ８２．３

１９９７ ２４４１．２ １２７４．５ １０９０．４ ７６．３

１９９８ ２４８７．２ １２０２．５ １２２６．１ ５８．６

１９９９ ２５３５．８ １１９４．０ １２８９．８ ５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４１．１ １１５８．０ １３３１．３ ５１．８

２００１ ２６１３．３ １０１６．５ １５６３．６ ３３．２

２００２ ２７６０．５ １００８．３ １７５２．２ —

２００３ ２６００．３ ９６６．２ １６３４．１ —

２００４ ３２７２．８ １２５８．２ ２０１４．６ —

２００５ ３４３４．９ １４２３．７ ２０１１．２ —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
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二、流向与高峰期

陕西关中地区旅客流向主要集中在西安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昆明、乌鲁木齐

方向。春节期间学生流、民工流是临时最大的客流。陕南地区旅客流向主要为安康、汉

中地区经阳安、宝成或西康线至西安方向的往返客流；四川北部、重庆北部地区经襄渝、

汉丹、京广铁路至广州、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出入川客流。

（一）春节运输（春运）　　一年一度的春节旅客运输是铁路运输企业最繁忙的阶

段，备受社会关注。

１９９０年春运自１月１２日至２月２０日，增开始发临客１６４列，通过临客１００列，加

挂车辆７６辆，输送旅客２２７．４万人。１９９１年，大专院校放假大部分在１月２５～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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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春运开始日为２月３日，请示部、路局，陕西境内春运临客自１月２６日提前开行。通

过增开临客、加挂车辆等措施，尽力扩大运能，多输送旅客。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共运送旅客

７０７．１万人。１９９５年，春运自１月１１日至３月１１日历时６０天。铁路管理部门抽出干

部１５３０人，组成１５７个工作组，下到春运第一线，协助春运工作。当年，铁道部指令，北

京、郑州等７个铁路局春运期间客票票价上浮 ３０％，造成客流大幅度下降，发送旅客

３４１．１万人，比 １９９４年减少 １８８．４万人。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春运共发送旅客 ６１３．１４万

人，日均６．８１万人。１９９８年春运期间，１月中旬管内大雪，公路、航空运输困难，高速公

路关闭，飞机停飞，铁路部门抓住时机，加开临客，加挂车辆，多运送旅客。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根据客流变化，合理调配运能，增开临客，加挂硬座车辆，共发送旅客７９７．７９万人，

日均发送旅客６．６５万人。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客运处提前下手，精心组织，紧跟客流形势，合理安排运能，截

至３月５日，开行本局担当临客 １７１列，外局临客 １３５列，加挂车 ３５４辆次，发送旅客

３２４．１４万人，同比增长９．９４％。

（二）黄金周运输　　“五一”、“十一”长假，正值春秋良好季节，适宜探亲、旅游，铁

路客运量猛增，铁路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努力保证运力，适应需求。

１９９２年４月１８～２６日，与洛阳分局协商，加开西安—洛阳间３８３／３８４临时快车１

列，共开行 ５８列，运送旅客近万人。加挂管内华山、临潼旅游客车，保证游客乘车。

１９９４年，全国实行５天工作制，旅游客流上升。特别是去临潼、华山、天水等旅游景点的

人数大幅增加，铁路部门扩编、加挂车１３２辆，缓解短途旅客运输紧张状况。针对一些

大型活动，铁路部门及早组织安排，保证集中乘车需要。１９９６年，西安交通大学校庆

１００周年及迁校４０周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世界著名城市纪念等大型活动密集举行。

铁路部门组织安排、调度运力得当，保证活动参加人员有序抵达和返程。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２１日，铁道部实行第三次大提速，铁路部门利用“五一”、“十一”春节假期，组织开行旅

游、学生、民工专列计４０列。２００１年，铁路部门与多方联系，调查了解旅游团队动向，挖

掘运输潜力，加开西安—贵阳、北京、成都、西宁、兰州、上海、张家界、深圳旅游专列１０

列，满足旅客需求。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安、宝鸡、汉

中、安康等站，方向集中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贵阳等地。铁路部门调度、组织运力，

运送旅客２２６．１９万人，最高日发送旅客１０．４万人。

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旅客列车由西安铁路局统一调配、指挥、组织，运输效率进

一步提高。“五一”黄金周，发送旅客 １２９．８万人，日均 １２．９８万人，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十一”黄金周发送旅客１２６．１万人（１０月１日发送旅客１４５４１８人），同比增长

１９．３％。旅客发送量、客运收入增幅均居全路第一。

（三）暑期运输　　西安地区高校及在校大学生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省内几大客运

站除输送本省旅客外，还承担周边省份外出人员尤其是民工的到发任务。如陇东、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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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人员通过宝鸡站，川北、渝北、鄂西北人员通过汉中、安康等站集散。每年暑期都是

铁路运输繁忙的高峰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通过加开宝鸡—北京 ２８２次，西安—成都 ２３９次、西安—上海 １０８

次，共运送学生、民工及其他旅客６９５．９万人。１９９２暑期，正值宝成线１９０公里处塌方

断道，为保证滞留在西安、宝鸡等站的入川客流尤其是学生流顺利进川，铁路部门千方

百计疏通，组织列车由陇海、焦枝、襄渝、阳安、宝成线，绕道迂回到达成都。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铁路部门组织力量提前调查客流，到各大专院校售票，办理接取承运行李手续。暑

期开行临客３２５列，加挂车辆１７１０辆，运送学生、民工及其他旅客１７０１．５万人。１９９８

年，西安、宝鸡、咸阳、杨凌等大中专院校集中的车站分别成立学生暑运营销小组，深入

各院校调查客流，收集学生乘车计划，合理安排学生假期乘车。仅７月份，就发送旅客

１８１万人，创年内最高水平。８月下旬，西去乌鲁木齐民工流猛增，西安、宝鸡、咸阳、阳

平关等站，走访陕西境内近５０个地区调查客流，收集大宗民工乘车计划，开行乌鲁木齐

方向临客９列，运送民工３万余人。２００１年，暑运期间开行学生专列１９列，民工专列１５

列，加挂车辆７２９辆。通过临客２１列，开行始发终到临客６对，分别至西宁、兰州、呼和

浩特、乌鲁木齐、杭州等地。２００４年，暑期运输增开临客３２３列，旅游专列２列，加挂车

辆８５８辆，旅客发送４６２．５万人，比上年增加９５．６万人，增幅２６％。

２００５年暑运期间，西安铁路局开行临客１３对３７８列；通过临客７对２８列；组织开

行旅游专列２列。发送旅客６８３．５万人，同比增长１１．２％。实现旅客发送，客票收入两

位数增长，位居全国１８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第一。

第二节　客车开行

铁路企业为适应客运市场变化以及旅客需求，经常对客车开行作适当调整，采取增

开车次、延伸运行区间、改变线路、优化列车设备、提升列车等级等措施，达到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双提高。

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开行客运列车３１对。其中特快１对（西安—北京３６／３５次），直

快８对，管内快车５对，直通客车３对，管内普客７对，市郊列车６对，混合列车１对。４

月，安康—西安３０７／３１０、３０９／３０８次普通旅客列车，由安康经阳安、宝成、陇海、京广线

延伸至信阳，成为陕南地区运行区段最长的列车。

１９９１年，增加旅客列车有包头分局担当的西安—包头１７５／１７６次；管内快车西安—

韩城３７４／３７３次、铜川—西安 ３７６次；西安—武昌 ３９４／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３次等 ４．５对。西

安—济南２７０／２６９次，列车径路改经商丘口。西安—北京直列快车２８０／２７９次改为特快

列车４２／４１次，车辆为２５型全列空调车；郑州—乌鲁木齐１７１／１７２次直快改为特快９７／

９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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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客车开行对数不变，但特快列车增加到４对。铁道部调图后，西安—广州

２７３／２７４次直接改为 ４６／４５，４３／４４次特快列车；西安—成都普客 ４４１／４４２次延长至昆

明，改为３６５／３６６次特快；西安—韩城３９３／３９４次管内快车改为至山西临汾２４２／２４１次

直快列车。４月，安康至郑州的３０３／３０４次管内旅客快车两头延伸改为开行汉中至石家

庄的跨局２６７／２６８次直通旅客快车。

１９９４年，西安、郑州—常州１０８／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次列车延长至杭州；４月１日，西安—

武昌３９４／３９３次改为特快双层空调列车，实行全程对号，优质优价；９月１日起，西安—

杭州间隔日开行直快１０８／１０５次优质优价列车；西安—安康９３次自９月１日，西安—北

京３６／３５次自１０月２４日开行全列空调旅客优质优价列车。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开行西安—宝鸡直达特快３１／３２、３３／３４次列车２对，运行１小时

５９分，首次将西宝之间的客车运行时间减少到２小时以内，６月１日起又改为双层空调

车，增加了旅客乘车的舒适度。

１９９７年４月，汉中至石家庄的２６７／２６８次直通旅客快车改为５６７／５６８次，终点延伸

至北京西站，结束了陕南地区没有进京列车的历史，对陕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同年，增开了沟通陕西南部与东南沿海地区福州（厦门）经京九、汉丹、襄渝线至

重庆的３０５／３０４次直通旅客快车。

１９９８年５月，增开汉中至汉口６８５／６８６次管内旅客快车；１０月１日，西安—北京西

４１／４２次改为特快列车，运行时间缩短为１４小时１８分。

根据客流变化情况，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１日，增开西安—北京西 Ｋ１３２／１３１次客车１对，

由北京局担当乘务。停运宝鸡—天水７２７／７２８次客车１对。

２００４年，增开北京西—西安直达特快 Ｚ１９／２０次，这是历史上西安至北京运行时间

最短（１１小时３０分）、一站直达、单司机值乘，夕发朝至的跨局直达特快旅客列车，此车

开行后，对西安—北京间的民用航空造成很大冲击。当年还增开了西安—扬州 Ｋ６０／６１

次快速列车１对，西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沟通又增加了一条渠道。是年增开安康至神

木４７６８／４７６７次双层空调旅客列车，列车运行１０３２公里，至此，有了以省会西安为中心

贯通陕西南北的旅客列车。

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担当乘务旅客列车３８对，外局承担乘务的２７对，

途经陕西境内旅客列车６５对。（见表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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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旅客列车对数表

　表３－２－２

序号 列车种类 车　次 运行区段 担 当 局

１ 直达特快 Ｚ１９／２０ 北京西—西安 西　安

２ 特　快 Ｔ４１／４２ 北京西—西安 西　安

３ 特　快 Ｔ５５／５６ 北京西—西安（宝鸡） 西　安

４ 特　快 Ｔ１４０／１３７
１３８／１３９ 西安—上海 西　安

５ 快　速 Ｋ５／６ 西安—成都 成　都

６ 快　速 Ｋ６０／６１
６２／５９ 西安—扬州 西　安

７ 快　速 Ｋ８４／８１
８２／８３ 西安—广州 西　安

８ 快　速 Ｋ１１９／１２０ 西安—兰州 兰　州

９ 快　速 Ｋ１２６／１２７
１２８／１２５ 西安—长春 沈　阳

１０ 快　速 Ｋ１６５／１６６ 西安—昆明 西　安

１１ 快　速 Ｋ２１３／２１４ 天津—西安 北　京

１２ 快　速 Ｋ２４２／２４３
２４４／２４１ 西安—厦门 西　安

１３ 快　速 Ｋ３１８／３１５
３１６／３１７ 西安—南宁 西　安

１４ 直　快 １０６７／１０６８ 西安—库尔勒 乌鲁木齐

１５ 直　快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太原—西安 太　原

１６ 直　快 ２１１９／２１２０ 西安—成都 西　安

１７ 直　快 ２１３２／２１２９
２１３０／２１３１ 西安—烟台 济　南

１８ 直　快 ２２０２／２２０３
２２０４／２２０１ 南昌—西安 西　安

１９ 直　快 ２２６２／２２６３
２２６４／２２６１ 宝鸡—连云港 西　安

２０ 直　快 ２３０６／２３０７
２３０８／２３０５ 宝鸡—杭州 西　安

２１ 直　快 ２３３４／２３３５／２３３７
２３３８／２３３６／２３３３ 西安—贵阳 西　安

２２ 直　快 ２５１５／２５１６ 济南东—西安 西　安

２３ 直　快 ２５３５／２５３６ 太原—宝鸡 太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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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列车种类 车　次 运行区段 担当分局

２４ 直　快 ２５８７／２５８６ 银川—西安 西　安

２５ 普　客 ６０４５／６０４６ 临汾—韩城 太　原

２６ 普　客 ６０６３／６０６４ 宝鸡—广元 西　安

２７ 普　客 ６２７２／６２７３
６２７４／６２７１ 宝鸡—平凉 西　安

２８ 快　速 Ｋ４９９／４９８ 西安—宝鸡 西　安

２９ 快　速 Ｎ３５１／３５２ 郑州—西安 郑　州

３０ 快　速 Ｎ３５５／３５４
３５３／３５６ 西安—汉中 西　安

３１ 快　速 Ｎ３５８／３５９
３６０／３５７ 武昌—西安 武　汉

３２ 快　速 Ｎ３６２／３６３
３６４／３６１ 宜昌—西安 武　汉

３３ 快　速 Ｎ３８５／３８６ 西安—宝鸡 西　安

３４ 快　速 Ｎ３８７／３８８ 西安—宝鸡 西　安

３５ 普　快 ４７０８／４７０５
４７０６／４７０７ 宝鸡—汉口 西　安

３６ 普　快 ４７６１／４７６２ 榆林—西安 西　安

３７ 普　快 ４７６３／４７６４ 韩城—西安 西　安

３８ 普　快 ４７６５／４７６６ 韩城—西安 西　安

３９ 普　快 ４７７２／４７７３
４７７４／４７７１ 安康—西安 西　安

４０ 普　快 ４７７６／４７７７
４７７８／４７７５ 汉中—西安 西　安

４１ 普　客 ７５４１／７５４４
７５４３／７５４２ 西安—韩城 西　安

４２ 普　客 ７５５１／７５５２ 榆林—西安 西　安

４３ 快　速 Ｋ２６１／２６２ 北京西—汉中 西　安

４４ 普　快 １００９／１０１０ 广州—达州 西　安

４５ 普　快 ４７５５／４７５６ 武昌—汉中 西　安

４６ 普　快 ４７５７／４７５８ 安康—汉中 西　安

４７ 普　快 ４７６７／４７６８ 神木—安康 西　安

４８ 普　客 ６０６５／６０６６ 安康—达州 西　安

４９ 普　客 ７５３３／７５３４ 襄樊—安康 西　安

５０ 回　送 ００１／００２ 安康—汉中 西　安

５１ 特　快 Ｔ９／１０ 北京西—重庆 成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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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列车种类 车　次 运行区段 担当分局

５２ 特　快 Ｔ１２５／１２６ 东莞东—成都 成　都

５３ 特　快 Ｔ２４７／２４８ 武昌—成都 武　汉

５４ 特　快 Ｔ２５７／２５８ 汉口—重庆 武　汉

５５ 快　速 Ｋ１５／１６ 济南—重庆 济　南

５６ 快　速 Ｋ２０５／２０６ 青岛—成都 济　南

５７ 快　速 Ｋ２８３／２８４ 上海—成都 成　都

５８ 快　速 Ｋ３３３／３３４ 厦门—重庆 南　昌

５９ 快　速 Ｋ３５１／３５２ 上海—成都 上　海

６０ 快　速 Ｋ３５７／３５８ 广州—重庆 成　都

６１ 快　速 Ｋ３８９／３９０ 福州—成都 成　都

６２ 普　快 １００５／１００６ 福州—重庆 南　昌

６３ 普　快 １０８１／１０８２ 乌鲁木齐—重庆 乌鲁木齐

６４ 普　快 １３８９／１３９０ 北京西—重庆 南　昌

６５ 普　快 ２２２１／２２２２ 郑州—重庆 郑　州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２００５）

第三节　售票与运价

一、售票

经济发展，旅客出行增加，窗口售票、手工售票已不能满足需要。铁路客运部门建

立合同订票单位、加强预售，登门售票，增设售票网点，电子网络售票。１９９０年，西安车

站合同订票单位２３８户，预售票率达６０％以上。高峰期间，车站派人深入厂矿、大专院

校登门售票。

１９９３年５月８日，铁道部下发《关于制止乱加价、乱收费的紧急通知》，铁路企业３

次清理客货运输各种收费项目。６～７月初，清理各种收费２１２项，取消未经部、省批准

的收费项目６２项。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经国务院相关部门批准，铁道部调整铁路客运价

格。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票价每人公里从３．８６１分提高到５．８６１分，提高２分；快车和行

李包裹等运价同幅度调整；硬座、软座、硬卧、软卧的席别比价由１∶１．７５∶１．８∶３．８５调为

１∶２．０∶２．２∶３．８５；中外旅客实行同一票价。调整后，客票平均提价幅度５４％。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６日，铁道部在西安车站进行客票发售与预订系统试点，西安车站安

装７７台计算机，实行微机售票。１１月２０日，铁道部在西安车站召开现场会，决定在全

国铁路推行微机售票。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铁路运输企业扩大微机售票。２００１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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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铁路客运线路增加电子售票车站１０９个。２００３年，高等学校学生购火车票使用优

惠卡，每张７元，每年９月底之前各高校按入校新生须乘坐火车人数购买优惠卡。１１

月，旅客列车移动补票系统在 Ｔ４１／４２次等１０对空调列车上投入使用。

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企业采用电子售票的车站有１２６个，其中９１个车站与全国

铁路客运站联网，形成覆盖全省的客票电子销售网络，结束了手工售票的历史。

二、行李包裹运价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铁路运输成本提高和物价水平上涨，国家对旅客行李包

裹运价多次调整。１９９５年，在客票调价的同时，对行李包裹的运价也作了同幅度调整。

将原先的５类包裹改为４类，原３、４类合并，统按３类包裹计价。品类间比价为：１类∶２

类∶３类∶４类 ＝０．２∶０．７∶１．０∶１．３。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日，调整包裹品类：自发刊起５日的报纸、中央、省级以上政府宣传用

的非卖品、新闻图片和中小学生课本列为１类包裹。抢险救助灾物资、书刊、鲜果蔬菜、

肉蛋、奶、鱼鲜类列为２类包裹。一级包装的放射性同位素、油样箱、自行车、摩托车、计

算机、录像机、影碟机、音响；服装；竹藤椅、柳编及类似材料的制品；泡沫塑料及其制品；

超过包裹规定重量的物品列为４类包裹。不属于１、２、４类的包裹统列为３类包裹。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７日，发送２类至４类包裹每批（次）在２０件（含２０件）以上的，给予

原品类２０％的运价优惠，每批（次）在４吨以上的给予原品类５０％的运价优惠。

１９９９年，根据市场竞争需要，经铁道部批准，安康车站发往北京西、广州、福州的中

药材、香菇、木耳等土特产品类包裹按２类包裹计费。

根据市场情况，２００２年，对行李包裹和货物保价费实行上下浮动。行李、包裹保价

费费率最小浮动单位为０．１％。２００５年，实行优质优价。路局担当的３８对客车中，有

１５．５对（直达特快１对，特快４．５对，快速７对，普快３对）按铁道部规定实行优质优价，

票价上浮。

１９９５年客票调价前后主要站间票价比较表

　表３－２－３ 单位：元　

发到站
里程

（公里）

硬座票价（元） 软座票价（元） 硬卧票价（元） 软卧票价（元）

调前 调后 增幅％ 调前 调后 增幅％ 调前 调后 增幅％ 调前 调后 增幅％

北京—石家庄 ２８３ １５ ２３ ５３．３ ２３ ３９ ６９．６ ４３ ６０ ３９．５ … … …

北京—济南 ４９７ ２７ ４０ ４８．１ ４０ ６８ ７０．０ ５２ ８３ ５９．６ ８９ １２９ ４４．９

北京—太原 ５１４ ２５ ４０ ４８．１ ４０ ６８ ７０．０ ５２ ８３ ５９．６ ８９ １２９ ４４．９

北京—郑州 ６９５ ３４ ５１ ５０．０ ５１ ８７ ７０．６ ６３ １０４ ６５．１ １１０ １６４ ４９．１

北京—沈阳 ７４１ ３６ ５７ ５８．３ ５５ ８６ ７４．５ ６６ １１５ ７４．２ １２０ １８０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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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发到站
里程

（公里）

硬座票价（元） 软座票价（元） 硬卧票价（元） 软卧票价（元）

调前 调后 增幅％ 调前 调后 增幅％ 调前 调后 增幅％ 调前 调后 增幅％

北京—上海 １４６３ ６２ １００ ６１．２ … … … １０８ １９５ ８４．０ １９８ ３１０ ５８．６

北京—成都 ２０４８ ７７ １２９ ６７．５ … … … １３０ ２４８ ９０．８ ２４７ ３９８ ８１．１

北京—乌鲁木齐 ３７７４ １２８ ２０４ ５９．０ … … … ２１０ ３８６ ８３．８ ３９６ ８２２ ５７．１

　　说明：１．表中所列票价系特别快车票价

２．硬卧票价、软卧票价系上下铺平均票价

３．硬卧、软卧调前和调后票价中已含１０元订票费

第四节　专门运输（专运）

一、专运组织

专门运输（专运）是铁路运输企业在完成日常的客货运输工作外，临时承担的国家

政治、军事等重大特别的运输任务。如途经或到达管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省部级以上领导人和铁道部临时

以命令下达的按专运规格办理的专列包车的，国家重大会议代表、委员的送、接运输均

属专运范畴。

１９９０年，西安客运段专运组改为专运车队。专运车队有队长１人，乘务员４０人，承

担１７辆专运车的安全乘务责任。

铁路运输企业成立专运领导小组。组长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主管运输的副职领

导、公安处处长任副组长。组员由运输、客运、机务、车辆、工务、电务部门负责人担任。

专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处警卫科。基层运输站段也都设有相应机构。两级专运

组织负责上级部门部署的专运任务的动员、布置和检查落实，制订和修改专运警卫工作

方案、安全措施工作制度；掌握辖区治安情况及专运警卫工作相关的行车设备、设施的

基本状况；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监督指导专运警卫工作人员队伍的审查和教育

工作；协调铁路内外有关方面的联系配合。

二、专运运量

西安是陕西省省会，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西北地区东大门和东

北、华北、华东地区进入西北西南地区的必经之地，专运量较大。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铁路

运输企业执行专运任务５１次，安全运送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七

届三次会议的代表、委员２６批４４２人；运送省、部、军级领导７７人。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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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运任务８２次，运送中央级会议代表及省军级领导４２２人，加开重点列车１５列，运输

８１０人。专运工作高标准、严要求、万无一失，两次受到铁道部、总后军交部通电表彰，多

次受到陕西省委、省政府表扬。

１９９３年 ６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到汉中地区视察工作后，从汉中乘专列到西安；１０

月，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赴三峡考察时专列途经襄渝线去重庆，由于各方面工作

安排周密，顺利、安全完成专运任务。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承担专运任务９０次，运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世界妇女大会代表、

中央其他大型会议代表共３６５人。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召开，专运涉外运输任务繁重。执行专运任务２７次，

外宾专列１３列，输送中共十五大代表５５人，全国人大代表４９人，全国政协委员７１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担当专运任务２８９次，其中一级包车２次，

二级包车１２６次，三级包车１０５次，三级专列１次，重点列车５５次。

三、港澳台及涉外运输

港澳台及涉外运输由铁路专运部门负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改革开放亦已十多年，

加之古都西安又是国内、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因此来陕西和西安的境外及国外游客日

渐增多。１９９０年，发送外宾及港澳台人士２０４７７人，挂车１４５辆，加开专列４列。

１９９１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局涉外运输有关规定的通知》，

从１月起，实行外事订票卡，打击倒卖车票、套汇换汇的不法分子。对涉外餐营的餐车

主任、厨师领班、餐车服务员、软席候车室服务员，软卧车服务员、客运值班员、计划员等

人员开展外语培训和业务比武，提高其业务素质。重点安排陕西省对外经济贸易洽谈

会、西安市古文化艺术节及省外办组织的涉外团体运输。当年发送港澳台同胞１．４万

人，外宾２．８６万人。接发铁道部豪华列车５列，加挂车辆２９５辆次。对口接待外宾１５

批８９人，其中包括铁道部邀请的日中技术友好访华团、印度铁路代表团、日本铁路专家

团、日本铁道线路防灾技术专家组等团体，并与我省铁路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研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担当港澳台及外宾专列１１９列，累计输送港澳台胞及外宾１３２．６万

人。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运送外宾２１３０人，由于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输送港澳台

同胞及外宾工作安全顺利，万无一失。

第五节　客运服务

一、车站

１９９０年，铁道部颁布了《严禁以车以票谋私的规定》，陕西境内铁路运输企业严格

执行上级规定，在客运车站中开展“五提倡”活动，即：提倡奉献精神，勤奋工作；提倡顾

全大局，团结协作；提倡文明服务，礼貌待客；提倡文明装卸，爱护行包；提倡遵章守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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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当年７月，铁道部在汉中车站召开车站文明服务路风建设座谈会，铁道部长

李森茂到会。是年，通过开展“三优一红”（优秀调车组、优秀运转车长、优秀调度员、红

旗中间站）鉴定评比活动，加强车站管理。命名优秀调车组６１个，优秀运转车长２５名，

优秀调度员２２名，红旗中间站 ８６个。１９９１年，贯彻铁道部《关于严禁以票谋私的规

定》，组织对西安车站、宝鸡车站等客运大站领导班子进行考试。检查车站软卧票登记

情况。西安车站尤玉芳获铁道部先进个人称号。各客运车站为旅客做好事４１２９７９件，

收到旅客表扬信 ７１１件，锦旗、牌匾 １０５件，受到新闻媒体表扬 ２１２次，旅客留言表扬

３５４７１８条。

１９９１年以后，铁路客运车站贯彻落实铁道部发《铁路旅客客运服务质量监督监察办

法》《提高客运服务质量落实“正点计划”推进措施》《较大车站和特快列车质量要求》，

执行客运服务标准：主动热情、诚恳周到、全面服务、重点照顾，做到“三要”、“四心”、

“五主动”（三要：接待旅客要文明礼貌，纠正违章要有方、态度和蔼，处理问题要实事求

是；四心：接待旅客热心，解答问事耐心，接受意见虚心，工作认真细心；五主动；主动迎

送旅客，主动扶老携幼、照顾重点，主动解决旅客困难，主动介绍旅行常识，主动征求旅

客意见）。铁道部重点掌握的４４个客运大站站长实行“资格证书”聘任制，经铁道部考

试合格取得资格证书后任职。

１９９６年，各客运车站修订岗位工作标准及考核制度。编写客运部门１１个非行车工

种“应知应会、必知必会”试题１６２道，要求客运职工必须一口清、一手精。当年，召开客

运中间站管理工作会议，组织技术业务演练，参加上级单位举行的技术比武赛，取得较

好成绩。

在客运车站广大职工努力下，各站在铁道部组织的竞赛评比中，均取得不俗成绩。

１９９１年，铁道部命名西安车站为“文明车站”，华县、阳平关站为优秀中间站；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年，西安车站连续保持部文明车站称号；１９９６年，在全路大站评比中，西安车站获

文明站第一名，宝鸡车站获铁道部评比小组第二名，咸阳车站获小组第三名；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年，在全国铁路较大车站评比中，安康、汉中车站连续两年获小组第一名。

２００５年，客运服务质量监督工作贯彻落实《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标准》，以切实

提高职工素质、强化服务技能、完善服务手段、全面提升客运车站服务质量为突破口，建

立长效机制和不间断的现场监控，客运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全年消灭旅客责任投诉和严

重不良反应，经铁道部检查验收，西安车站为“树标塑形”达标单位。年内，收到旅客关

于客运车站认真为旅客做好事的表扬信２６件。

二、客车

铁路运输企业认真贯彻铁道部关于旅客列车服务管理等一系列文件、规定，努力提

高客车服务质量，为旅客创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按照部颁《品牌旅客列车管理办

法》、《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标准》等文件精神，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制订包括服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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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规范、服务监督、设备设施等内容的旅客列车服务质量标准等级划分、普通列车服

务质量及作业标准，满足旅客需求。制订旅客列车运输安全、服务、卫生、餐饮等服务质

量的标准和作业基本要求，以及餐车长、厨师领班、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作业要求。

规定备品使用年限，备品换洗期限以及服务文明用语、基本承诺、基础管理等要求，不断

提高服务标准，保证旅客旅行安全舒适。

铁道部重点掌握的４３对特快列车长实行“资格证书”聘任制。经过铁道部考试，发

给资格证书后任职。选定教材，分期分批每年培训一次客运站段长、车队长、客运主任

及客运列车长，培训合格，发给资格证书后上岗。加强列车长乘务工作领导，实施“列车

长工程”，强化列车服务管理，实行“列车长责任制”和“岗位职务化管理”，发挥“三乘一

体”（“三乘”即客运服务乘务人员、列车检修乘务人员、公安乘务人员）人员作用，确立

列车长在乘务中的核心地位。

１９９８年，及早安排防寒采暖工作。组织客运乘务员锅炉操作全员培训，达到人人能

说会用，正确操作，理论和实作考试合格后发证；坚持持证上岗，证随人走，无证不得

上岗。

２００１年，成立普通旅客列车（慢车）整治领导小组，制订整治措施，整治“绿皮车”

４３８辆，使“绿皮车”从车辆外观到服务质量、卫生水平都得到明显提高。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对客运列车加大投资，引入保洁机制，提高列车卫生质量。刷新特

快、直达旅客列车车厢，使车辆外皮质量明显提高。抓好日常旅客运输、行包运输、乘务

组织、饮食供应、列车卫生等工作，制订“特快、快速、直达、普通旅客列车运输服务质量

标准及作业要求”。同时，对列车长、列车员、广播员、餐车长、厨师领班、炊事员、服务

员、售货员的出乘点名、始发站作业、途中作业、终到作业、折返站作业、退乘交班、库内

整备等均有明确的作业要求和考核项目，规范列车上各类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旅客创

造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

在铁道部组织的进京、进沪、进穗列车评比中，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担当的客运列车

成绩优异。１９９０年，西安—北京３６／３５特快列车开展当“三员”（服务员、宣传员、导游

员）建“三车”（文明列车、科普列车、旅游列车）讲“三语”（外语、哑语、文明礼貌用语）

活动，创建“三乘一体”活动，被铁道部命名为全国路风先进标杆车队；１９９３年，在铁道

部“进京进沪”列车竞赛中，西安—北京３６／３５次、４２／４１次保持金牌，西安—上海 Ｔ１４０／

１３９次获第二名；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３６／３５次、４２／４１次连续保持红旗列车称号；２００３年在

全国铁路客运列车年度评比中，汉中—北京西２５６７／２５６８次快车被铁道部授予红旗列

车称号；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西安—北京西 Ｔ４２／４１次、宝鸡—北京西 Ｔ５６／５５次、西安—长春

Ｋ１２６／１２７次、西安—上海 Ｔ１４０／１３９次、汉中—北京 Ｋ２６２／２６１次连续获铁道部红旗列

车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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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客运设备

１９９０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客运车站有站台３０１座，总长度９５３４４米；候车室总面

积４２３６０平方米；售票厅总面积６０９５平方米；行包房总面积１５４３６平方米；天桥５座，

总长３４０米；地道１６座，总长６４６米；站台风雨棚２３座，总面积６１１６３平方米。

１９９３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有客运营业站２２０个，其中特等站１个、一等站３个、二

等站８个、三等站２９个、四等站１７８个、五等站１个。客运房屋使用面积９５８５２平方

米，旅客服务用房５３２４４平方米。客车给水栓５９２个。客运列车餐茶用冷库１座，３５０

平方米、仓库３座，１６６０平方米、加工车间２座，４２０平方米。电子显示牌６０个，升降梯

５个，内燃电瓶牵引车２１台，工业闭路电视２２台，售票微机５２台，电视监控２套，行包

承运微机６台，电子磅秤１０台。

１９９６年，郑州铁路局投资３４９万元改造西安车站４、５站台风雨棚、西安客运段洗涤

厂、水包、学习室座椅，宝鸡列车段水包、宝鸡车站引导系统、旅客垃圾集运站等客运设

施。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自筹资金５０８２万元，改善客运行包保价运输设备。

１９９９年，铁道部和铁路路局投资１５３万元，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投资９６３．６万元，改

造西安客运段冷库，咸阳车站职教基地、微机、站台、厕所，宝鸡车站暖气管道，用６８．６万

元购置建造行包营销车。西安客运段牵引车拖车、微机，韩城车站天桥，西安站售票厅

大屏幕显示。当年２月，汉中新站舍落成。改建后普通候车室２个共２１５０平方米，软

席候车室９６平方米，贵宾室 ４０平方米，售票厅 ３１４平方米，行李房 ６１０平方米，地道

５７．８米。同年，阳安线扩能工程为勉西、城固、西乡等站修建了站台风雨棚。汉中车务

段管内软席候车室增加到６个、贵宾室２个、风雨棚５座、售票微机６台。

２００２年，投入６０００万元，整治客运车站和旅客列车设备设施，消除“五无”（无照

明、无广播、无候车椅、无栅栏、无电铃）车站。西安车站旅客电子导向系统开放，投入使

用，方便旅客及时了解列车运行信息。安康车站修建出站地道，新建地道横穿站内全部

股道，连接一、二、三站台，该工程的各项指标均达到部颁标准，被评为优质工程；９月２９

日，安康车站广场改造工程竣工，新广场占地面积 ２３０００余平方米，改善了旅客乘车

环境。

２００３年，铁道部在全国铁路开展提高运输质量活动，加大客运设备的投入，先后为

客运车站配备微机售票、电子导向设备、监控设备、三品检查仪、触摸式电子查询系统，

语音合成广播系统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客运设施。投入资金６７８万元，分别改造了凤州、

秦岭和渭南车站的站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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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有客运营业站１１４个，其中特等站１个，一等站３个，二等站５

个，三等站３２个，四等站７３个。客运房屋使用面积１００８６３平方米，其中旅客候车室４０

７３３．２平方米，售票处使用面积６０３７．６平方米，行包房１７８５６平方米；站台风雨棚１７

座，总长度９１４６米，总面积９２５１２平方米；天桥６座，总长度４９６米；地道１６座，总长度

１４８２米；围墙栅栏，５５个客运站共２１４９１米。西安铁路局投资８４６８．５万元，对杨陵镇

车站、安康车站候车大厅、渭南车站一站台风雨棚等进行提升、改造，并为红色旅游列车

开行提供配套设备，为旅客候车、乘车创造舒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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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货物运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期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货物发送量增长较快，２００５年货物

发送量比１９９０年货物发送量增加１０６．３％。货运方式、装卸机械化水平、货运设备在不

断提高和更新，货运服务质量也在逐年提高。

１９９０年，省内铁路货运工作分别由西安铁路分局货运科、安康铁路分局货运科管

理。１９９３年７月起，货运主管部门为铁路分局货运分处。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货运处

统一组织管理省内铁路货运工作。局货运处设综合科、货运管理部、货运安全科和保价

运输办公室。省内铁路货运营业里程２７０９公里，货运营业办理站１３２个，办理货物运

输专用线３５４条。

第一节　运量及流向

一、运量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货运运能和运量矛盾突出，铁路的运输能力不足以保

证市场需求，空车不足，货运市场竞争激烈，省内铁路企业以“客”补“货”，以“白”补

“黑”（即多运其他货物补充煤炭的运力不足），多拉满载、巧装增量、挖潜提效，除了受

经济环境影响，个别年份运量略有下降外，总体上，货运发送量等货运主要指标逐年增

加。（见表３－３－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货物运输统计表

　表３－３－１

年　份 发送量（万吨） 到达量（万吨）
周转量

（百万吨公里）

日均装车数

（车）

日均卸车数

（车）

１９９０ ３３２９．６ ３１５９．１ ３８８９３．９ １６５８ １６８４

１９９１ ３２３６．９ ２９３４．７ ４０６５５．６ １６１８ １５８８

１９９２ ３２９５．４ ２９５１．１ ４１０７９．１ １６１８ １５８８

１９９３ ３３９２．２ ３２６０．４ ４１６７９．８ １６４６ １７５４

１９９４ ３５０１．１ ３０６９．０ ４４２１３．０ １６６３ １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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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发送量（万吨） 到达量（万吨）
周转量

（百万吨公里）

日均装车数

（车）

日均卸车数

（车）

１９９５ ３５４２．５ ３０４７．２ ４５８７７．５ １６９２ １６２２

１９９６ ３６４４．６ ３１１５．８ ４７７２８．２ １７３２ １６４０

１９９７ ３７３６．１ ３２２７．２ ４８５６７．１ １７７３ １５９６

１９９８ ３４８８．３ ３０１９．５ ４７８３１．０ １６６１ １３９９

１９９９ ３４９５．３ ３１５８．９ ４７３１５．６ １６９３ １４１５

２０００ ３６０９．２ ３０６５．４ ４８２５９．９ １７１３ １６６６

２００１ ４１９８．５ ３２３１．６ ６１５６５．３ １９１４ １６８９

２００２ ４６６５．６ ３２８５．５ ７１０４２．２ １７７５ １８０６

２００３ ５８１２．６ ３３３５．５ ７６４９１．６ ２０３５ １７０７

２００４ ６７３７．８ ４４５４．２ ８８２９６．９ ２２１８ １９７１

２００５ ６８６９．４ ４０４５．０ ９０５７６ ３１７３ １９２７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二、流向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西安、宝鸡、咸阳、阎良、铜川、渭南、汉中一带建立起以国防、航天、

航空、纺织、电子、机械、化工、轻工为主的工业体系及其科研单位。原料运入及产品运

出主要靠铁路运输，货流面大且分散。

１９９５年，宝中线建成投入运营，安口窑地区华亭煤炭运输由靠汽车运到宝鸡东站再

装车运往到全国各地，变为从安口窑直接装车发运，年输送１３０万吨以上。主要物资还

有加拿大进口粮食到达集中，分别输送西安、宝鸡地区和咸铜支线，平均每月不少于

２０列。

１９９７年，安康地区紫阳县等地产销的小窑煤主要经胡家营口发往湖北十堰、襄樊、

长江埠等地，供当地电厂发电之用，年煤运量达２０１．８万吨，占安康铁路分局年货物发

送量３６．５７％。此外，宁强、汉中、褒河、西乡、白河、旬阳等地产销的石膏、石英石、重晶

石等非金属矿石主要流向甘肃和东北地区。年运量占安康铁路分局２０％左右。

１９９８年，陕西省在西安市临潼区何寨车站附近建设全国最大化肥生产线，渭南化肥

集团公司年运输需求在３００万吨以上，需运输到华东、华中、东北、四川等地区；另外，咸

阳助剂厂扩大厂房改造，增加石油加工生产，输送石油每年 ２００万吨以上，到华北、华

中、华东及西南地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陕南生产的中药材、香菇、木耳等土特产，主要经安康车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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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北京、广州及华东地区。

２００５年，发送货物６０００多万吨，货物流向广泛，运往包括海南省在内，除港、澳、台

和西藏外的全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向各省、市、自治区运送货物对比表

　表３－３－２

省、市、自治区
１９９０年

（万吨）

２００５年

（万吨）
省、市、自治区

１９９０年

（万吨）

２００５年

（万吨）

黑龙江省 １２．２ １６．６ 湖北省 ２３６．３ ５１９．２

吉林省 ７．８ １０．５ 湖南省 １９．３ １３９．０

辽宁省 ２５．２ １０７．０ 广东省 ５２．４ ７６．３

北京市 １４．５ ２６．５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３．９ ５４．６

天津市 ３５．１ ６６．２ 重庆市 — ３４．３

内蒙古自治区 ７．０ ７０３．０ 四川省 １３２．８ ４０５．８

河北省 ２１．０ １１３．３ 贵州省 ８．２ ２６．７

山西省 ５８．６ １８９．７ 云南省 ８．９ ５４．３

上海市 ２０．８ ５３．５ 陕西省各地 １６２３．８ １４０３．３

江苏省 ４５１．４ １１８０．４ 甘肃省 ６７．６ ６４．６

山东省 ２１．８ ６１４．２ 青海省 １７．８ １１．６

安徽省 ５８．４ ６１．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２２．４ ４７．７

浙江省 ４０．７ ２３６．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７．４ ６．１

江西省 １５．９ １５９．０ 海南省 — １．６

福建省 １１．２ ２３．２

河南省 ８２．２ ３６８．３
合　计 ３０９４．６ ６７７４．９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西安铁路局年鉴》

（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第二节　货运组织

一、整车运输

整车运输是铁路运输企业办理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主要运送煤、焦炭、石油、钢

铁、水泥、粮食、化肥、农药、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等大宗货品，整车运输的发送和到达

占全部货运发送量、到达量７０％以上。１９９０年，西安铁路分局有办理货运业务的车站

１３２个，其中办理整车运输的５８个。２０００年底，安康铁路分局办理整车货物运输业务

的车站３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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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西（安）（安）康线建成通车后，长安、柞水、镇安、旬阳北、小河镇相继开办

货运业务，主要办理整车运输。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货运营业办理站１３２个，其中办理

整车运输业务的４４个。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整车发送大宗货物分类统计表

　表３－３－３ 单位：万吨　

年份 合计 煤 焦炭 石油 钢铁
金属

矿石

非金

属矿

石

磷

矿石
矿建 水泥 木材

化肥

及

农药

粮食 棉花 其他

１９９０３０９４．６１８５２．９ … … １０７．７９２．５ … … ４３５．４ … … ８６．６ ８６．８ … ４３２．７

１９９１３２３６．９１８０５．２１０８．８ ２０．６１１７．２９２．１ ６０．５ — ２３９．３８５．２ １４．５ ８７．８１１５．６ — ３８７．０

１９９２３２９５．４１８８６．５１３３．７ ２２．８１２１．６４３．２ ６４．５ — ２０３．１７６．８ １６．６ ８０．０ ９０．０ — ３７６．６

１９９３３３９２．２１８０１．５１７４．４ ３４．９１２８．７５５．１１１１．３ ８．６ ２２２．７８７．８ ２０．９ ６８．７ ７４．９ １．１ ４０４．４

１９９４３５０１．１１８９７．９１９３．７ ５９．６１２６．９４９．１１１４．１１０．０１６５．２８０．１ ２４．４ ６８．９１０９．７ — ３８２．６

１９９５３５４２．５１９８５．９２０８．０ ９８．３１５１．４５０．２１２４．７ ９．６ １４５．５５１．５ ３４．６ ６１．５ ４３．１ ０．２ ３６９．１

１９９６３６４４．６２１０９．２２４６．４１０７．５１３３．５４１．３１１２．３ ７．５ １２６．０３９．１ ３８．１ ６４．０ ４４．８ ０．０５３８４．０

１９９７３７３６．１２１２０．８２７３．６１５２．３１４６．９４６．８１１２．７ ６．１ １２１．１５０．４ ３９．１ ６９．９ ４５．２ ０．２ ３７１．９

１９９８３４８８．１１７４６．６２４４．８２２３．９１５９．２５０．６１２２．０ ８．０ １３９．８５７．２ ３１．４ ７５．３ ５６．１ １．４ ３９２．２

１９９９３４９５．３１５６０．３２２８．２３７３．１１２８．３６４．０１３２．９ ６．８ １６３．１５２．９ ２３．４ ９２．３１３３．２ ２．６ ３２５．０

２０００３６０９．２１５９０．５２９６．０３４１．５１３１．１６２．３１３１．２ ４．７ １２７．１５４．１ １６．６１０５．１１４９．２ ４．５ ３８３．２

２００１３６２４．６１５８６．８２８１．６１５８．９１２４．０５５．４１５７．４ ３．７ １３５．６４７．９ ４．８ ９７．４１１０．４ １．１ ４１２．９

２００２３４４８．６１８４３．６２８５．４１６９．５１７９．５５６．１１６８．８ ６．６ １７６．９４４．１ ０．８ ９７．８１２７．４ ０．７ ３８７．１

２００３４１３７．３２２１３．６３０８．０２２８．５２６４．１６５．３１６８．６ ５．９ １６５．９３１．３ ０．５ ９５．３１５２．２ ０．６ ３７９．０

２００４４６２１．１２６４３．９２１７．３２７７．４１５０．４１８１．０１６０．９ ５．６ １４６．０３７．２ ０．５ １２３．０１５６．０ ０．５ ４８６．４

２００５４９３１．２２７５７．４２８５．６２８０．４２５７．１１１９．３１８７．４１０．１１１６．１３４．４ ２．２ １９３．８１８６．２１３．２４８８．０

　　注：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期间，不包括西延铁路公司数据

　　二、零担运输

１９９０年，陕西境内铁路企业办理零担运输的营业站８６个，专用线办理零担发送业

务的有１２个站４６户，发送货物３３万余吨，占零担发送总量的２４．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前期，零担运输运量逐年增加。

１９９１年，关闭只办发送不办到达的零担办理站。取消桃下、东口、拓石、元龙、燕子

砭５个零担办理站；控制专用线办理零担业务，其中西安西、西安东站专用线零担办理

量较１９９０年压缩三分之一以上。

９０年代后期，由于公路运输的冲击和集装箱运输的快速发展，铁路零担货物发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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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减少。到２００４年，零担运量又大幅攀升。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省内铁路企业有零担办理站 ８２个，运量随经济形势变化。２００５

年，西安铁路局整合货运办理站、优化铁路货运资源，关闭货运量小的白河县、陈庄、代

家?、甘井、乐素河、柳枝、冉家河、醍醐、潼关、徐家坪、钟家村、紫阳、虞关１３个货运站；

取消白水江、大荔、凤州、秦岭、华县、徐家坪、潼关、甘井、乐素河９个零担货运站，年底，

省内铁路有零担货运营业站３４个。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零担货物运量统计表

　表３－３－４ 单位：万吨　

年 份 发送 到达 中转 年 份 发送 到达 中转

１９９０ １３７．４ … … １９９８ ７３．５ … …

１９９１ １２１．４ ８４．４ … １９９９ ７５．２ … …

１９９２ １３１．４ ９７．０ … ２０００ ８１．２ … …

１９９３ １５５．１ １４３．８ … ２００１ ４１．３ １７．９ ２９．０

１９９４ １３４．６ ８３．９ … ２００２ ３０．７ １３．８ ２６．０

１９９５ １１０．１ ２６６．７ … ２００３ ２７．３ １２．１ １９．８

１９９６ ３０８４．３ ２６５２．４ … ２００４ １２４．１ ８１．６ ２５．７

１９９７ ９８．４ … … ２００５ ５２．９ ６７．６ １５．８

　　说明：１９９０年发送数为发送、到达、中转三项之和

　　三、集装箱运输

集装箱运输是铁路货运中提高运量、易于加固、保证货物安全的一种先进的运输方

式。集中箱运输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１９９０年，省内铁路

运输企业有办理集装箱运输业务的车站１４个，即西安西、渭南、窑村、咸阳、咸阳西、三

原、铜川、蔡家坡、虢镇、宝鸡东、宝鸡、安康东、汉中。是年，为西安西、咸阳、宝鸡、铜川

站增配起重搬运工具４０台，缓和了货场装卸能力不足的矛盾，集装箱发送量较上年增

长１８．１％。

１９９１年，集装箱办理站有西安西、西安东、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安康东、汉中，

１９９２年新增三桥、三原、西安东、宝鸡东、勉县、城固、西乡７个集装箱办理站。

１９９４年，省内铁路集装箱办理站发展到２３个，其中国际办理站５个：窑村、西安东、

西安西、咸阳西、宝鸡东。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西安铁路分局和安康铁路分局先后成立集

装箱运输中心，组织协调管内集装箱运输工作，充分发挥集装箱运力，提高运输效率。

１９９８年，西安西、西安东、宝鸡、宝鸡东站集装箱信息追踪系统投入运用并纳入全国

铁路 ＴＩＭ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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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开行西安至青岛国际箱直达专列，陕西苹果通过国际箱直接运抵青岛港，

再通过远洋运输走上国际市场。

２０００年，陕南地区的６个集装箱办理站，有５个站实现了集装箱 ＴＩＭＳ联网，集装箱

运输过程追踪、查询和集装箱电子货票清算系统全路联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随着陕西对外经贸的发展，省内铁路集装箱运输中，国际箱逐年增

加，２００１年国际箱发送量２３．２万吨，２００５年为１４１．４万吨，比２００１年增加５０９．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集装箱货物发送统计表

　表３－３－５

年 份 发送量（箱） 发送量（吨） 年 份 发送量（箱） 发送量（吨）

１９９０ ３９８１４ ３１２３６１ １９９８ ８５０７１ ８５０２５５

１９９１ ４１３９６ ３４７１８６ １９９９ ９７７６９ ９５９２０７

１９９２ ５７２６１ ４３４１３２ ２０００ １１４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７３５９７ ５６５９９０ ２００１ １３９２２１ １４０６３５５

１９９４ ７３７１５ ５８０８３７ ２００２ １３５６０９ ２１４９０１８

１９９５ ７５７９６ ５９９７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４２６５６ １３２４７６７

１９９６ ７１９８０ ６２８７７８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６５７ １３９７４４６

１９９７ ７８９５３ ６６４５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０６２４ １２５０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８）、《统计资

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四、危险品运输

有毒、易燃、易爆化工原料及产品，液态天然气等主要依靠铁路棚车或罐车运输，因

此，铁路部门对危险品运输慎之又慎，即使这样，燃烧、爆炸等事故也会偶然发生。１９９１

年７月１１日，西安西站货场８号线危险货物作业区装载二级易燃液体的 Ｐ６３９１８２车爆

炸起火，即日起，西安西站停止危险货物发到业务，改由渭南站２号信箱专用线和兴平

货场代办。

１９９３年，检查办理危险货运车站１３个和电石包装企业１８家，以及石油液化气运输

单位，对未充氮气的电石运输，坚持安装低压安全阀，签发电石运输许可证，一车一证，

凭证运输。停办危险货物办理站８个。１９９６年６月，省内唯一一家危险货物专办站黄

家寨站停止办理危险货物发送业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省内铁路运输企业为方便化工产品运输和加强危险货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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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陕南地区较大城市周边确定一个办理危险货物运输的车站，安康市为五里铺站，

汉中市为王家坎站。有毒货物
#

车后，空车回送西安西站清洗。

为规范危险货物运输，增强安全性，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站内办理危险货物运输业务的

逐年减少，１９９７年站内办理危险货物车站 １３个，２００２年，站内办理危险货物车站 １１

个，到２００４年，站内办理危险货物运输的仅有７个车站。危险货物发到业务多经由铁

路专用线办理，２００４年，办理危险货物运输的专用线有８４条，涉及车站４０个。

２００５年，继续整治危险货物运输。关闭办理货物运输专用线１２条，取消危险货物

运输共用单位２７家、危险货物办理品名７４个，危险货物运输办理站２个。年内，举办危

险货物运输人员培训班 ８期，培训 ８１６人，其中铁路职工 ４６１人，货主单位运输人员

３５５人。

第三节　货运管理

一、基础管理

１９９０年，按照铁道部《关于提高货运安全质量工作的通知》，以防“三重（超重、偏

重、集重）一落（货物坠落）”为重点，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４月１日起，对施封货车实

行施封锁在上部施封的新规定。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日起，货物发送后，托运人或收货人要求变更到站，处理站实行特定

变更手续费率，应在货票记事栏内注明费用金额，由新到站向收货人核收。铁路办理货

物运输变更时，处理站和新到站均不核收货车延期使用费。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４日起．省内专用线、专用铁路年底必须双方（托运人和承运人）签订

运输协议，针对防止货物“三重一超一落”和危险品运输，制订安全措施，利用轨道衡检

斤货物向车站提供磅码单；专用线装卸和技术作业时间标准按部规定纳入协议，未经铁

路局批准，不得延长装卸和技术作业时间；开展专用线共用车站，必须与产权单位、共用

单位签订共用协议，对部关于装载加固安全防范要点中提出的六类货物品名的共用重

点掌握；有关收费项目及标准，按铁道部、陕西省、郑州铁路局和物价部门批准文件执

行，所签协议副本报铁路局货运处备案。

１９９５年，西延线与全路开办货物直通运输。全路营业线发往西延线的货物、发站只

计算、核对到钟家村站的运费，钟家村至到达站的运费，由到站收货人核收；西延线所发

生全路营业线的运杂费，按部规定与西安铁路分局签订协议进行清算；进入西延线的铁

路货车、集装箱、篷布，按部规定，由西安铁路分局向西延公司核收地方铁路使用费并按

运输收入有关规定报缴。

１９９６年，铁道部在全国铁路６８个主要货运站实行货场改革，实施内部企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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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主副合一，理顺内部管理关系。６月１８日，西安西站举行货场改革营业挂牌仪式，

成为郑州铁路局即陕西、河南、湖北三省境内实行货场改革进入实际运作第一家大型货

运站。

１９９８年，安康铁路分局改革、完善货运计划审批手续，每月追补的车皮计划，下放给

站段自己审批，同时制定一套完整的审批办法，尽量减少物资单位要车计划环节。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铁道部同意西康线与全路营业线相互间办理货物直通运输。

２００４年１月，宁西线西合段开通临管运营，４月１５日，铁道部公布临管运价，１８日

起执行。

２００５年，加快建立与陕西能源化工发展规划相匹配的“适应性”货运布局，逐步关

停作业量小的货运站业务，积极培育安口窑、下峪口、桑树坪等一批年发送量超过１００

万吨的战略装车点，形成１３个煤炭，５个石化、２个百货的专业化货运格局，重点扶持黄

陵、华亭等货运大客户，全年货物运输较上年增长６．７％。

二、专用线管理

１９９０年末，省内铁路有专用线用户３０７户，专用线总延长６９１３９４米，装卸线 ６４３

条，开展专用线共用发展９７户，参加共用物资单位５０５家，共用装卸量５４９２５车２７８．２

万吨。１９９０年以后，在铁路开通时间不长，经济欠发达的陕南汉中、安康等地也先后修

建了多条专用线，货运量逐渐增长，专用线成为铁路“第二货场”。

１９９１年，有专用线管理站６７个，新增专用线６户，管理专用线３２６户，其中企业专

用线２６６户、军事专用线户、铁路段管线１０户、专用铁道８户、总延长６９１３９４米，

货物装卸线总有效长１７７１５１米，货位２７１３６个，装卸货物３１０５万吨，占分局总装卸量

的５９．１％。专用线共用９７户。评定西安东、西安西、三民村、宝鸡东、卧龙寺、华山站为

红旗专用线管理站。

１９９５年，为了提高专用线运输的安全和效率，铁路部门与专用线户权单位签订运输

协议和专用线共用协议，增加防止货物“三重一超一落”等安全内容。１７个车站组织专

用线共用６４３户，共用量７７３８８车，４０３．１３万吨。

２００１年，按照铁道部要求对专用线进行专项整治，首先对专用线业主铁路运输货物

品类逐户排查，对危险货物运输重新登记清理和整顿，规范专用线运输管理。为提高专

用线货运人员业务素质，举办专用线业主运输人员培训班２期，４８人参加学习，经考试

合格后，发给上岗证，持证上岗，保证铁路运输安全。

２００２年，不断加强对专用线的整顿，严格专用线共用审批手续，压缩共用量。在长

安、镇安、小河镇站新修专用线３条；２００４年，新开通安康东站
#

油专用线１条。

２００５年，省内铁路有专用线接轨站 １０９个，专用线 ３８０条，签订运输协议 ３７９份。

全年专用线装车８７３０５８辆，发送货物５１５６．０万吨，卸车５１７５４４辆，卸货物３０２９．７

万吨，占路局总运量６５．３％。在３４个车站组织１１６家专用线开展共用，审批共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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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３份。共用量１０５２４６车，５６３．１万吨。

第四节　保价运输

１９９１年，铁道部在全国铁路建立货物运输保价制度，货主在托运货物时，除正常支

付货物运价外，另外付出一定比例的保价费，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丢失、损毁的，由承运

单位全额赔付。铁道部发布《铁路货物保价运输办法》后，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召开货主

会议２３５次，走访物资单位１２４８户，编发《货物保价运输》３０００册，广为宣传。组织涉

及保价运输工作的２１０４名货运职工学习并考试；成立以主管领导为主任、总会计师为

副主任，运输、货运、财务、审计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保价运输委员会，下设保价运输

办公室；各运输站段也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二等以上车站设专人办理。当年，有７６％

的车站实行货物保价运输。１９９２年，凡有货运业务的站段，均建立健全了保价运输领导

和工作机构，各项工作落实到人，保价运输工作列入年度方针目标管理，年底考核。建

立了保价金额在５０万元以上的整车货物或在１０万元以上的零担、集装箱货物，从受理

到交付及事故查处等制度。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保价运输工作健康发展，保价收入逐年提

高，年年超额完成上级单位指定的任务指标；保价运输货物出险，理赔天数逐步减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保价运输情况统计表

　表３－３－６

年 份

保价运输收入 出险理赔

金额（万元） 完成计划％ 件　　数 金额（万元） 平均理赔天数

１９９１ １２４ １２４．０ … … …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３ ３０８ ９３．０ １６．５

１９９３ … … ５１９ ２１８．８ １０．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２８ １２４．４ ７６７ ２９３．５ 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５１ １１４．８ ５５２ ２４２．４ １２．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４９ １１９．１ ５４９ ２２４．９ １３．０

１９９７ ２０７６ １００．３ ４７８ ２３９．７ １２．０

１９９８ ２２２８ １０４．０ ３６４ ２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９９９ ２２０９ １０３．２ ３６２ １９３．６ １８．５

２０００ ２２４６ １０２．０ ２５３ １９３．６ １８．５

２００１ ２６６５ １０４．１ ２７１ ２２２．７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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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保价运输收入 出险理赔

金额（万元） 完成计划％ 件　　数 金额（万元） 平均理赔天数

２００２ ２６５６ １０３．３ ３２３ ３４５．７ １１．０

２００３ ２９２６ １１２．４ ３３２ ３２６．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３１１７ １０４．５ ２２０ ３３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３６３９ １１３．７ １７７ ３０３．１ …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
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第五节　货运服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货运部门采取增设营业点、简化手续、延伸

服务、爱货活动、征求货主意见、上门服务等一系列措施，提高货运服务质量。１９９０年，

西安西站在西安市内外共设营业点１０处，方便货主就近办理货物托运手续。宝鸡、咸

阳、铜川等车站在站外设有营业点，咸阳车站在甘肃省庆阳市、渭南车站在大荔县设营

业点办理货物承运手续，方便货主运货。为维护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支柱产业正常运

输销售，安康铁路分局与达县地区政府协商试行协议运输（包保运输），双方成立联合办

公室，实行包保运输企业的要车计划，需经联合办公室批准后，才能送分局列入月度货

物运输计划。此后，汉中、安康地区也相继实行协议运输，从而保证地方企业重点物资

运输，体现了铁路运输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精神。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８年，货运部门先后在

平利县、安康市区等设立铁路货物运输无轨车站和集装箱中转站，把货运服务延伸到市

区和交通不发达的边远山区，上门为物资单位办理货运手续，解决运输困难。

１９９６年，开始简化货运手续，对铁路货物运输实行“订单制”服务，即货主在向车站

提出运输服务要求时，向车站递交《铁路货物运输服务订单》，车站对货主实行一个窗口

办完手续、一次签单、一张支票结算全部费用的一票到底、全过程负责、一条龙服务。对

高运价货物及零担、集装箱运输，实行随到随处理，先装车后补报计划。

１９９８年，在主要货场实行“货主至上，优质服务”承诺制度。货运服务实行公开姓

名、挂牌服务，对货主投诉意见，车站、车间２４小时内答复；营业厅设货主接待处，实行

第一接待负责制，为货主免费引导服务。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继续简化运输办理手续，实行“一个窗口，一次性办理，一张支票清

算”。西安西站货运营业厅设立排队叫号机，新增服务桌椅、饮水机、擦鞋机，在作业现

９１１第三篇　运输生产



场公布装卸职工姓名和照片，货主遇到问题，可对号入座直接向上级反映。咸阳、宝鸡

东、铜川南站合并窗口，方便货主办理各种运输手续。西安西、宝鸡东站在营业大厅设

立理赔窗口，负责货主问题解答和货运事故处理。５００元以下的赔款，在窗口直接办理。

各货运站，货场坚持每季度召开货主会１次，向物资单位介绍铁路运输政策规定，主动

征求货主意见及建议。西安西站通过开门评站、召开路风监督会议、公布举报电话，及

时了解物资单位意见和要求。２００２年６月６日至８月１０日，组织力量调查全部长期固

定货主、零星抽查一天发运货主。发出货主满意度调查问卷１２９８份，收回１２２２份，调

查内容中，“很满意”占４３％，“满意”以上占８２％，安全、服务质量、设施分别得到８６．２９

分、８２．７６分、８４．３２分。

铁道部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开展创建“红旗货场”、“文明货场”活动，省内铁路运

输企业在铁道部历年评比中，均获得优异成绩。１９９０年，西安西站货场被铁道部命名为

二级文明货场；１９９５年西安西站货场被命名为铁道部一级文明货场，宝鸡、咸阳、安康东

站被评为局级文明货场；２００３年，汉中、勉西、西乡、城固、石泉县、汉阴、旬阳北、镇安车

站被评为局级优质货场；２００５年，西安西站被评为铁道部四星级优质货场，宝鸡东站被

评为部二星级优质货场，汉中站被评为部一星级优质货场。

第六节　货物运价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提高，运输成本逐年加大，

铁路货物运价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也在逐渐调整。

１９９１年，陕西省物价局颁布《陕西省运输服务收费办法》，调整专用线共用收费

标准。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０日起，企业自备车一律按《铁路货物运价规则》规定计费。７月 １

日，调整铁路货物运价，调价收入全部用作铁路建设基金，在基金２的基础上每吨公里

加价１．５分（化肥、农药除外），自轮运辅工具每轴公里加５．２５分。

根据铁道部，陕西省政府及省物价局有关文件规定，西延公司自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日

起，对钟家村至延安站间（不含钟家村站）各营业站发运整车货物运价按每吨公里０．１５

元执行。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西韩线始发，经张桥、新丰镇、渭南、罗敷站到秦岭电厂的煤，按实

际经由计费。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铁路货运调价，平均每吨公里提高０．５分。只提高整车货物运价

并理顺级差，零担、集装箱货物运价总水平不提高，冷藏车货物价不动。取消宝中线临

管运价，改按新路新价原则核定，设立新路新价均摊运价费用，每吨公里０．１分，农用化

肥运营价格提高后，相应冲减建设基金；货运价率、电力附加费、建设基金、新路费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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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费率表执行；除印花税外，各项费额尾数不足１角按四舍五入处理，尾数不够１分也

按四舍五入处理；运输超限货物运价率加成，一级超限加５０％，二级超限加１００％，超级

超限加１５０％，限速运行货物，按运价率加１５０％计费；货运杂费按原规定执行。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铁道部规定西康线收费事项为货物运费，取消到达货物到核收

本线运费办法，不论到发和通过运输均统一由发站分段计费一次核收。西康线本线到

达和发送的货物运价：整车货物每吨公里０．１８元，自轮运转货物每轴公里０．５４元，零

担货物每１０千克公里０．００１８元，集装箱运价每箱公里１吨箱０．１０８元、１０吨箱１．５１２

元、２０英尺箱２．８８元、４０英尺箱６．１２元，空自备箱按重箱的５０％计算。

第七节　货物装
#

一、路工

１９９０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设装卸管理科，１９９３年西安铁路分局装卸管理科改为

装卸分处。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安康铁路分局撤销装卸管理科，与货运分处合并，成立货

运装卸分处。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货运装卸分处撤销，并入分局运输分处。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８日和８月１日，西安铁路分局和安康铁路分局遵照部、局装卸与运

输主业剥离的指示精神，分别成立分局装卸经营总公司，下设孟塬、西安东、西安西、咸

阳、韩城、宝鸡、宝鸡东、勉西、汉中、安康东装卸公司，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按工附业核

算，性质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四自”企业。西安装卸总公司有

铁路职工２３９８人，安康总公司２３５人。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装卸职工集中办理退休５００

余人，截至１９９８年底，西安装卸总公司减至１８４０人。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勉西、汉中两个装

卸公司合并，更名为汉中车务段装卸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随着生产力布局调整，装卸公司的隶属关系多有变更。至２００４年

底，省内铁路有华山、渭南、宁西、西安东、韩城车务段、韩城站、支线公司、西安西、宝鸡

车务段、咸阳、宝鸡东、宝鸡、略阳、汉中、安康、安康东、镇安１７个装卸公司，共有装卸职

工１６６２人，较１９９６年总公司成立时人员大幅减少。

２００５年，省内铁路装卸工作由西安铁路局装卸总公司负责。总公司设３部１室１

站１个直属公司，即生产部、设备部、财务部、办公室，装卸机械配件站，安康装卸公司。

总公司有职工１６０８人，其中干部１８４人，工人１４２４人；有技术职称的５９人，技师１８

人，高级技师１人。

二、委外

除路工外，铁路装卸职工中还有一支委外队伍，由与铁路签订合同，从事装
#

工作

而并无铁路职工身份的人员组成。路工主要使用机械进行装卸作业，而委外工有机械

作业也有人力装卸，历年来，委外工人数大于路工，其作业量占到装卸总量的７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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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铁路运输生产中的一支重要力量。１９９０年，仅西安铁路分局９７个车站就有３４８３名

委外装卸工。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平均每年签订委外装卸合同１００份左右，参加委外装卸作业３４００

～４０００人。１９９７年，签订委外装卸合同８８份、２７９１人。

１９９８年，根据部、局文件精神下发《委托装卸管理办法》，明确把以前统称的委外装

卸工根据来源不同划分为亦工亦农装卸、地方搬运和其他装卸，是年，亦工亦农装卸

２５６２人，地方搬运和其他装卸２个队７６１人。３月，装卸总公司在兴平举办委外背规

赛，１５个站段３２人参加比赛，咸阳、虢镇、略阳车务段分别获团体前３名，１０月举办委

外队长培训班，７６名队长参加学习培训。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每年平均和９０余个亦工亦农装卸队签订合同，人数３０００余人，与

其他装卸队签订合同５０余份１３７４人，铁路为所有委外装卸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２００４年底，省内铁路共有各种委外装卸工７１０１人。

随着装卸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运输结构的改变，委外装卸工逐步减少。２００５年，有

委外装卸工５０１０人，其中亦工亦农装卸人员３６３６人，其他装卸人员１３７４人，委外装卸

工作业量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７０％以上降至４０．５％。

三、作业组织

１９９０年以来，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根据《铁路装卸作业组织管理规则》组织装卸作

业，直属站和车务段较大的装卸队组，实行三班轮换制，作业量较小的中间站装卸队组

采取两班轮换制，装卸作业小组按机械名称划分为门吊组、叉车组、轮胎吊组等，随着装

卸机械化的发展和装卸人员年龄结构的变化，１９９０年后，各站段基本没有路工人力装

卸组。

随着减员增效战略的实施和装卸职工退休减员，生产一线人员趋于紧张，１９９９年以

后，个别公司逐步实行路工和亦工亦农人员混岗作业，对混岗作业的亦工亦农人员实行

岗前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２００１年后，各装卸公司认真分析生产、经营和财务现状，继续实行单位工资工效挂

钩，职工收入计件分配，强化装卸作业组织，用良好的服务形象争取货源。安康东站对

重晶石等大宗货源实行装卸费率下浮，并实行短途运输让利，自筹资金更新３台回升汽

车，根据货主要求接取、送达，促进增收；组建镇安车务段装卸公司，开办西康线４个货

运及运用线的装卸业务。

２００２年开始，为了遏制铁路货场业务量外流的现象，在铁路货场认真落实装卸“五

统一”管理，装卸作业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２００４年，各装
#

公司加强与中间站及货运、运转车间的日常协调工作，通过联挂考

核和风险抵押的方法，加强适合机械作业货源的对位工作，扩大机械作业范围，提高装

卸产量，努力增盈创收。汉中车务段装卸公司在东线作业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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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汉钢货物到发量大的有利因素，采取“重心转移”、“以西补东”的营销策略，及时调

整生产布局，保证各项指标的超额完成；安康东站装卸公司继续对货场内大宗货源实行

装卸费率下浮，汽车运费让利，为货主提供接取送达货物随到随卸服务。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重新编制装卸制度、办法，印制成册下发各装卸公司，强化作业

组织，规范安全管理。重新修订总公司机关安全包保考核办法，与个人经济责任制相挂

钩。组织委外装卸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参赛人员达 １７６１人，占装卸职工总

数８６％。

四、装卸机械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是省内铁路装卸发展的黄金年代，货运量大幅增长，装卸机械

化水平逐年提高，适合运输生产需要的装卸管理、生产组织结构以及各项基本管理制度

基本摸索定型，装卸工作稳步发展。装卸部门利用充足资金，开展技术更新、设备更新，

逐步淘汰安全系数差、工效低、能耗高的陈旧设备，购置新型装卸机械，以提高装卸

效率。

１９９０年，有各种装卸机械４３７台，机械完好率９６．２％，机械作业装卸量１２６５．２万

吨。１９９１年，有装卸机械４２４台，分布在４６个车站，固定资产净值２６３４．７万元，年装

卸作业量１２８８．５万吨，机械化装卸占装卸总量６５％，机械完好率９７．２％。是年，利用

机械折旧率提高而多提取的４２０万元资金，新增装卸机械设备１０台。１９９２年，装卸固

资增值到３４３７万元，为适应车务段中间站装卸作业需要，分别在咸阳车务段的三原车

站、宝鸡车务段福临堡车站各安装一台新型的８吨电动轨道吊。电瓶叉车可控调速试

验也从１９９１年２台扩大到８台。同年，装卸部门采用微机进行机械报表和台账统计管

理。１９９４年，按照铁道部规定，评估装卸机械价值，固资增值到４５４６万元。年内安装

和改造２２台龙门吊防风装置，加大科技保安全的力度。１９９５年，宝鸡车站自筹资金

１００余万元，更新２０吨龙门吊１台。１９９８年开始，装卸部门加大机械投资力度，先后为

西安东、渭南、咸阳、社棠、汉中、勉县、城固、西乡、安康东等站配备龙门吊、轮胎吊、电动

轨道吊、单斗装载机等装卸机械。当年，依靠世行贷款，先后为西安西、西安东站配置集

装箱正面吊３台。２００１年，为满足新货场重晶石运输和大汉钢开炉，原料、产品到发运

输的需要，先后为汉中车站购置５台 ＺＬ－５０型装载机，投入作业。

２００４年，宁西线（南京—西安）开通，铁道部投资４９５．９万元，配置汽车吊４台，２吨

内燃叉车８台，装载机２台。当年有装卸机械４８台，固定资产９０４８．６万元，分布在省

内８１个车站，年装卸作业量超过１３００万吨，实现了装卸机械三年规划的目标要求，基

本形成装卸机械规格齐全、性能良好、分布合理、管理规范的良好局面，满足了运输生产

需要。２００５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有装卸机械２９５台，其中大型机械吊运机４台，３０吨

以上门吊１１台，装卸机７３台，轮胎吊７台，承担局管内６６个车站货物装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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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货物装卸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表

　表３－３－７

年份
装卸总量

（万吨）

路工装卸量

（万吨）

劳动生产率

（吨／人·月）
路工装卸

收入（万元）

装卸利润

（万元）

期末固资

总值（万元）

１９９０ ２１６５．６ １４４９．７ ４１３ ２５８０．１ －０．１ １９６８．４

１９９１ ２１２０．８ １４４５．５ ４１９ ３０７２．５ ３６７．２ ３２９０．４

１９９２ ２１５９．２ １４５８．７ ４２７ ３３５２．５ ３６３．２ ３２７３．０

１９９３ ２１６２．４ １４７１．７ ４６２ ５４６５．０ １７４．７ ３５６７．０

１９９４ ２２４３．０ １４３１．３ ４２３ ５４８６．０ －２７０ ３９５３．８

１９９５ ２１４３．７ １３１６．０ ４０７ ３８６７．０ －７９７ ５８２８．０

１９９６ ２２５６．０ １３４０．９ ４０２ ５１４８．０ －３１９．２ ５６８８．９

１９９７ ２０６５．６ １３７９．４ ４１０ ５７１２．０ －２２５ ５６０７．３

１９９８ １８９４．０ １２５０．７ ４５０ ５６９４．７ ９２．１ ６３９５．４

１９９９ １９０３．８ １１７３．３ ４３６ ５６７５．５ ２６．８ ６７３６．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２ １２１０．２ ４９５ ５６６９．９ ９１．４ ８１４５．５

２００１ ２１３０．０ １３０２．５ ５１７ ５８５２．７ ２６．８ ８８１２．７

２００２ ２１０５．９ １３０８．１ ５２０ ５４４３．６ １３．１ ９０９１．１

２００３ ２１９６．２ １３９９．９ ５９５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 ９１１２．１

２００４ ２２８５．７ １３９４．４ ６４６ ６６８７．１ ２４３．３ １００３９．０

２００５ ３１００．０ １４６０．０ ７４２ ６８５８．０ １４０．０ ８４８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第八节　货运设备

１９９０年，省内铁路有综合型货场４１个，专业性货场８９个，其中大型货场２个，中型

１６个，小型１１２个。货场总面积１９３．６万平方米；货物仓库２５７座，总面积８．８万平方

米；货物雨棚４２座，总面积３．９万平方米；货物站台２０１座，总面积４４．１万平方米；装卸

机械３０９台；货场围墙４．６万米；硬面货位６．４万平方米；防湿篷布２６１８块。

１９９１年，有货场１３９．４万平方米，货物仓库１９９座、７．１４万平方米，货物雨棚 ３８７

座、３．６万平方米，货物站台１６５座、３０万平方米，货物装卸线１１５８条、７．１万延长米，

货场围墙３．７６万米，硬面货位５６４３个、３０万平方米，防湿篷布２３５４块。货运设备投

资４０５．６７万元，至１９９９年投资２５３１．９万元。８年间，增长６．２４倍。完成宝鸡东站和

西安西站大型集装箱货场，西安东站加冰所改造等重大货运设施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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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先后投资１０００余万元，对勉西、汉中、安康东站

等货场进行扩建和改造，增加货运量３０％。新建货运办公楼１２座５０００多平方米。为

汉中、安康东等１８个较大货运站先后实现微机制票和全路联网，其中，汉中车务段管内

增设制票微机６台，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２００４年，货场硬面化面积５５万平方米，修缮货场围墙３．８万米，露天货位使用面积

２９万平方米，货运营业厅 ９０个，５５７２．６平方米；一次堆货量 ３２．８万吨，年办理量

４４２３．４万吨，折合货位６１６６个，防湿篷布１０６１块。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货场建筑面积２３８．２万平方米；货物仓库２２１座，面积１１．４万

平方米；货物雨棚４０座，面积４．３万平方米；货物站台１９５座，面积４４．５万平方米；货物

装卸线２３７条；专用线３７３条。是年，西安铁路局多方筹集，投入巨资更新、改造货运设

施，提高货运设备技术含量，更好地为广大货主服务，提高工作效率。为主要货运站安

康东站安装货车装载状况监控系统和现场作业视频监控系统；为货场木梁结构仓库安

装防火报警系统；对各站汽车衡升级改造，使其具备存储和打印功能；为各站段配置轮

重测重仪、对讲机、防湿篷布等设施设备；投资改造西安西、汉中、宝鸡南、华山等站货场

仓库；为西安西、西安东、宝鸡东、五里铺、恒口等站站台硬面及陇海线部分货场站台风

雨棚等。（见表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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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货运设备更新改造投资一览表

　表３－３－８ 单位：万元　

建 设 项 目
投资

计划

投资

完成
建 设 项 目

投资

计划

投资

完成

勉西车站货票传输系统 ８３．０ ８３．０

宝鸡东站货票传输系统 ４８．０ ４８．０

安康东站停车器 ２５８．０２５８．０

货运大客户管理信息系统 １８６．７１８６．７

西安西站货场改造 ５７６．０５７６．０

罗敷货场站台改造 １０４．０１０４．０

卧龙寺货运室改造 ２４．０ ２４．０

横现河货场改造 ６５．０ ６５．０

西安西站洗刷所改造 １３９．０１３９．０

汉中车站货场修建仓库、货棚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安康东站货场设备改造 ５８．０ ５４．０

抢险物资储备仓库及门吊 ３６０．０３６０．０

货车违编分析系统 ４９．０ ４９．０

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 １０．０ １０．０

货车滚动轴承早期故障声学诊断系统 １２６．０１２６．０

货车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６６．０ ６６．０

安康东站调车场修建安全防护栏 ９０．２ ９０．２

西安物资段门吊补差 ９８．０ ９８．０

货运计划运货五和货票信息共享 ８００．６８００．６

汉中站货场监控和计算机管理系统 ７１．０ ７１．０

略阳站台风雨棚延长 ７．０ ７．０

五里铺货运设备改造 ９８．０ ９８．０

安康车务段货场设备改造 ２２．５ ２２．５

旬阳北站货场汽车衡购置安装 ２５．０ ２５．０

柞水车站货场地面改造 ２４．０ ２４．０

安康东站调车计划传输设备更新 ２９．０ ２９．０

汉中站货场围墙 １０．０ １０．０

勉西轨道衡购置安装 ６．０ ６．０

货运制票计算机设备更新 ２０．０ ２０．０

柞水站货场５、６道间增加硬面 ２５．０ ２５．０

安康东站主机房更换电源柜 １５．０ １５．０

安康东站货场照明灯塔 １５．０ １５．０

超偏载仪服务器及联网 １０．０ １０．０

新丰镇货场视频监控联网 ３８．０ ３８．０

白村站货场站台地面 ２３．０ ２３．０

户县货场新建货物仓库 ４９．０ ４９．０

罗敷站货场新建货物仓库 ３６．０ ３６．０

恒口站货场站台硬面 ２９．０ ２９．０

新丰镇购置货车装载检测仪 ２８．０ ２８．０

新丰镇货检待检室倒装线办公室 ２８．８ ２８．８

茂陵货物仓库改造 ２０．０ ２０．０

梅家坪货运楼 ３１．０ ３１．０

各站货物仓库大门改造 ２９．０ ２９．０

宝鸡南货物仓库改造 ２９．０ ２９．０

华山西站新建货物仓库 ２９．０ ２９．０

兴平站货场调车大门 ６．０ ６．０

西安东无法交付货物仓库 ７．０ ７．０

西安西、宝鸡东轨道衡升级改造 １８．８ １８．８

西安西站营业厅电子屏幕 ２１．１ ２１．１

华山、宝鸡东货物仓库电线改造 ３８．０ ３８．０

宝鸡东站货物安全室改造、货场硬面 ３８．０ ３８．０

汉阴、咸阳站货场围墙、硬面 ３５．０ ３５．０

安康东货车装载状态监控系统 ２８．０ ２８．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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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事运输

铁路不仅是承担旅客和货物运输的国民经济大动脉，同时，也是担当军事运输的国

防建设大动脉。

１９９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运输系统在陕西境内分别设驻西安铁路分局军

事代表办事处（简称驻西安分局军代处）和驻安康铁路分局军事代表办事处（简称驻安

康分局军代处），两个军代处设主任、副主任、参谋（均有技术职称）。西安、西安西、宝

鸡、新丰镇、延安北、安康、汉中、勉县车站设立驻站军代处。驻站军代处受驻分局军代

处领导。

军代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执行军事任务的代表，配合铁路部门完成军事运输

任务和做好交通战备、战时交通保障工作。主要负责组织指挥管内军事运输，准确、安

全、保密地完成军事运输任务，管理铁路军事运输专用线和其他军运设施及其维修工

作，指导部队和驻在单位的军事运输工作正规化建设。

第一节　军运管理

一、军交正规化建设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驻陕铁路军代处按照《铁路军事交通运输工作正规化建设规定》，

遵循“巩固、完善、发展、创新”的方针，不断提高军事交通运输工作正规化建设水平，对

军事运输运行计划、人员输送、军品外贸等工作始终坚持严格管理、严密组织、精心指

挥、优质服务，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军运任务。西安、安康两个军代处多次获得铁道部、

总后勤部荣誉称号。

１９９４年８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民政、铁道、交通部、民航总局联合召开军交运

输正规化建设会议，总结十年工作成绩和经验，西安铁路分局和驻分局军代处双双被评

为军交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

１９９９年，铁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驻西安分局军代处会同分局有关部门修订

完善工作制度、职责和办法，以适应铁路改革需要。４月，路局和驻局军代处召开军交正

规化建设１５周年表彰大会，西安分局和驻分局军代处受到表彰。８月，接受铁道部、总

后军交部联合检查，检查组高度评价分局和驻分局军代处正规化建设工作。１１月 １２

日，西安分局和驻分局军代处，受到铁道部、总后勤部联合表彰，被评为军交正规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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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单位。

２００３年７月，路局军交正规化检查组全面检查安康分局军交正规化工作，通过检

查、评比，有９个单位、１３人被路局评为军交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安康铁路分局

被兰州军区评为军交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

２００４年，全国铁路纪念军交正规化建设２０周年。两个铁路分局的军代处组织检查

站段军交正规化建设工作，评出西安车站、西安东站、宝鸡车站、西安工务段等单位为军

交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铁路军交正规化建设２０周年大会

上，西安、安康铁路军代处被铁道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分别评为军交正规化建设先进单

位和达标单位。

２００５年３月，铁路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军代处体制也相应作出调整，２００６年１０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分局军代处，成立驻西安铁路局军代处。驻局军代处组织人

员对３６项制度、细则、办法进行修订、完善，使军交工作有章可循，做到军路同步建设、

同步发展，形成军路同抓共管军交运输工作的良好局面，推动军交正规化建设工作不断

深入发展。

二、军运设施建设

铁路和军队共同投资（以铁路投资为主），对军运设施进行更新、改造，保证军用线、

军用站台、军品仓库等军运设施安全、高效使用，确保军运任务顺利完成。

１９９３年，投资１２２．５万元（铁路投资９５万元），新建军运线路１条、站台１座、军运

备品库２座，在修军运站台１座。军代处与电子计算技术分中心共同研发《铁路军运计

划及运行计算机管理系统》，运行效果良好，获总后军交部军交运输自动化建设三等奖。

１月，西安军人接待站建成，２月１５日投入运营。

１９９４年，投资１５５．４万元，改造军运设施。完成合阳军运线路、站台新建工程，韩城

军供站房屋大修，宝鸡东军用站台硬化改造，提高部队军运装载条件。

１９９６年，投资 １８．９万元大修宝鸡东军供站房屋，改善过往部队饮食供应条件。

１９９９年，先后投资１２２万元，对韩城、富县和莲花寺军运站台更新改造。

２００１年，投资１１３万元完成汉中军用备品仓库和汉中军用顶端站台修建。同时，投

资４４万元，大修改造勉西军供站餐厅、操作间和进出站通路。２００２年，新建安康东军供

站综合楼并投入使用。同时，完成安康东军供站餐厅、操作间的大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铁路投入资金３７３万元，新建军用站台１座，改造军用站台９座，改

造军供站４座，军用备品库２库。为铁路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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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军运任务

一、计划组织

１９９０年以来，铁路运输部门和军代处加强军事运输的计划组织工作，认真分析装

车、运输、卸车计划，制定措施，充分挖掘潜力，多装满载，提高运输效率。仅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年，在完成年计划任务的同时，就少用３５７辆车，节约运费９７万元。

１９９５年，强化基础建设，狠抓军运安全。军运装车兑现率９９．５％，军列始发、运行

正点率均达１００％。军交运输节约折合２２８车、１１５４２吨，节约运费６７．１万元。

１９９６年，坚持“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原则，装车５５０２车，其中特殊运输 １４９６车。

组织警卫方案运输４列，始发军列５４列，通过军列２２列，始发、通过正点率均为１００％，

装车兑现率 ９９．６％。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始发、运行军列正点率均为 １００％，装车兑现率

９９．７％以上。

２００１年，军运装车计划兑现率９９％。始发、运行军列正点率１００％。军交运输节约

车皮１２３辆。

２００２年，军代处开展“军事运输质量年”活动，军交运输工作再上新台阶。军运装

车计划完成兑现率９９．９％。始发军列、运行军列正点率均为１０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军事运输装车计划兑现率均在９９％以上，始发军列、通过军列正点

率均为１００％，圆满完成各项军事运输任务。

二、新老兵运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大都用棚车代替客车运送新老兵，９０年代以后全部改用客

车。１９９０年，新老兵运输春、冬两季各一次，共运送老兵２．７万人，新兵９．６７万人，办理

行包１．８万件。加开专列１５列，加挂车１８１辆。客运职工为新老兵做好事２２６４件次，

获表扬信１４７件，锦旗６面。

１９９１年，航空铁路联运进出新疆地区的新兵和老兵，西安车站和驻站军代处派出职

工和军代表组成服务小组。专程赴新疆喀什为老兵提前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方便在西

安中转乘车。至２００２年，１２年如一日，办理行包４万余件无一差错，缩短老兵在西安中

转时间。南疆军区制作“情系边疆，共筑长城”锦旗送给西安车站，表示感谢。

１９９３年，新老兵运输自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底，历时４０天。新老兵全部采用旅客列

车运送。铁路和军代处有关领导现场指挥，制订安全措施和应急方案。组织运输专列

７６列，运送新老兵近 １０万人，发送行包 １５２６３件，中转行包 １７１２６件，无一事故和

差错。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始发、中转、到达新老兵共２６３５８１人，办理行包４４７１７件，实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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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伤、不漏乘、不发生食物中毒、无不良反映”的“五不”目标。受到兰州军区、省、市

政府及铁路上级部门领导的赞扬。省市多家新闻媒体予以报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始发、中转新老兵专列８９列１０３１车１８９７０７人。未发生任何责任

事故和重大不良反应。

２００１年，按照解放军“三总部”《关于加强新老兵运输安全工作的通知》以及全国新

老兵运输安全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检查军运安全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新老兵运输从

１１月１３日开始，历时４０天。始发新兵整列２１列２４４车２２８３３人；中转新兵７５４３人；

始发、中转老兵２８５９６人，托运行李１０３９４件。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坚持统一调配运力，有条不紊组织运输，较好解决新老兵乘车问题。

发送老兵１６０７４５人，圆满完成军运任务。

２００４年，按照总后军交部《关于做好２００４年冬季新老兵运输准备工作的通知》，严

格执行军运计划，安全运送新老兵６１６９３人。宝鸡车站和驻站军代处连续２０年派出服

务小组深入太白、凤翔、平凉等山区，克服大雪封山等困难，上门为退伍老兵办理行李托

运和客票预售。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上门办理行李万余件，客票８０００余张。同当地驻军建

立了深厚感情。

２００５年，新老兵运输工作在任务重、要求高、运输密度大的情况下，再次实现新老兵

运输“五不”目标，受到总后勤部、兰州军区和省军区及广大新兵家属的肯定。当年，运

送中转新老兵６７２９７人，较上年增加９．１％。

三、抢险救灾和重点运输

每当铁路遇洪水、火灾、爆炸等突然灾害时，军代处均会快速反应，协调当地驻军及

有关单位迅速赶往现场，与铁路职工一起，抢险救灾，保证运输尽快畅通。１９９０年７月

３日，襄渝线花楼坝至罗文间１７７６米长的梨子园隧道内军用油列车起火爆炸，切断了

铁路线。为尽快扑灭火灾，抢通线路，军代处迅速投入抢险，并联系万源、汉阴等地驻军

援助灭火。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将近５００人的抢险部队、１３台各种车辆和部分灭火物

资、器材运到事故现场，为抢险灭火提供了保障。在这次抢险灭火中，军代处行动迅速，

措施果断，协调得力，发挥了军交部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被总后勤部授予集体三

等功。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４日，宝成线红花铺—黄牛铺间１８６次列车脱轨，军代处受领任务，协

调７０２库、８７２库、２１军、陆军三医院等单位，帮助执勤、疏散旅客。７月２６日，宝中线千

阳—安口窑突降大暴雨，多处塌方，军代处及时与２１军陇县教导队、２２基地联系，出动

３００多名官兵连夜赶赴现场抢险。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８～５月８日，军铁密切配合，精心组织，按二级警卫方案运输整列办

理，开行军列３列，编挂公务车２列、软卧６辆、硬卧２辆、餐车３辆、发电车１辆、隔离车

１辆（循环使用），专列往返行程４７８公里，完成兰州军区“９７５”运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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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夏秋之交，长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军代处同调度所及秦岭、兴

平、三桥、西安东等车站，及时协调，组织配空、快速装车，快速挂运，按时将抢险救灾物

资７批１４车运达目的地。１９９９年，军铁密切配合，完成“９９１０”工程专项运输任务。

２００２年６月９日，灞河铁路桥被洪水冲垮，致陇海铁路行车中断。险情发生后，军

代处快速反应，迅速行动，当夜联系省武警总队１０００余名官兵赶赴现场救援。同时按

照抢险指挥部应急预案，与调度所配合，联系调运３１车军便梁支援抢险，为线路快速恢

复创造条件。６月９～１０日，有７批４３车军品滞留灾害区段，其中有两列油龙和多批

“０１８２”任务军列。军代处及时制订疏导方案，采取迂回、分批等措施，减少军运物资滞

留时间，保证安全和优先运输。水害期间，管内８４８７０部队的铁路输送径路被阻断，在

铁路支持下，军代处果断采取变更部队装载站、停商运保军运、车底循环套用、改走宝中

线等超常规组织方式，在９１天内连续发送军列３５列，保证外训部队输送进度，受到兰

州军区通报表扬。７月４日，神延铁路多处路基被大雨冲毁，驻分局军代处主任张增荔、

副主任宋琳剑和驻延安站军代处主任李进善迅速赶赴现场，参与抢险指挥。

２００３年４月，６２１２１部队要将一批抗“非典”药品紧急向北京地区运输，军代处配合

分局调度所采取卸空商运、派单机挂车、直达列车留轴等方式，仅用３小时４０分钟就把

该批药品从部队仓库运输到太要口交出，开创军事物资从计划下达到挂运交出最快纪

录。７月１３日，观音山车站附近山体滑坡，中断行车。军代处快速反应，积极联系部队

官兵，并通知宝鸡站军代表立即赶赴现场，协调部队抢险。１０月１１日，侯西线乔子玄—

龙亭间大面积滑坡，线路被毁，军代处迅速协调部队５００余人投入抢险，连续奋战４昼

夜，恢复通车。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１４日，Ｋ３７８次旅客列车和１９０９５次货物列车发生车辆脱

轨事故。军代处派员及时赶赴现场，协调部队参加抢险救援，促使陇海线尽快恢复通

车。１２月５～１１日，输送管内某高炮团调防，发送军列３列，输送人员７１７人，车辆５０

台，装备物资２５２８吨。这次部队整建制、长距离输送，做到首次为出局列车编挂餐车，

在非战时情况下首次派干部全程添乘、军列平均旅速首次突破５０公里／小时。开创了

“三个先例”：普通军列提级掌握，军列跨技术站作业，餐车人员为部队免费加工餐料；达

到“三个之最”：军列输送距离最远，运行时间最长，途经环境气候条件最艰苦。

四、作战、训练运输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４８７０部队在莲花寺车站进行站台搭设和火炮装载训练，使用平车

１４辆，搭设５８根全枕木顶端站台，部队快速装载后，输送到预定地域卸载。

１９９５年９月，８４８７０部队参加兰州军区“西部 －９５”军事演习，装载军列１４列，运用

货车４７１辆，组织饮食供应４７３７人次。

１９９６年８月，组织发送部队打靶运输军列２６列７７９辆，节约６辆，军供站饮食供应

２２列５２０２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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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部队打靶运输持续 ８、９两月，安全始发军列 １９列，选扣各类车辆 ８３０

余辆。

１９９８年８月，安全、正点始发军列１２列４０２辆，节约６辆，饮食供应１０列３２１６人

次，完成部队打靶输送任务。

２００２年，配合兰州军区防空实弹演习，完成部队外训打靶输送任务。确保“０１８２”

任务运输安全。年发送作战、训练用物资 ９９批 ２２７车，卸载 ４４批 １００车，通过 ４６批

１０８车。

２００５年，圆满完成兰州军区反恐特种分队快速运送军交运输综合演练、武汉后方基

地油料倒库运输、兰州军区首长赴延安“保先教育”运转专列等大、特专项运输任务。军

运装车５１２２车，其中特殊运输１９０６车，重点运输２１７７车，一般运输１０３９车；始发、

通过军列４１０列，正点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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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输安全

铁路运输安全包括行车、客运、货运、路外、职工人身等方面，最关键的是行车安全。

省内铁路运输企业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铁路经济实力的增强，铁路运输部门投

入巨资，装备、设置保证运输安全的科技设施，并不断更新、升级；着力提高工务线路、机

车、信号、调度指挥等主要行车设备质量，增大安全保障系数，逐步形成运输生产“有序

可控、基本稳定”的局面。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前，省内铁路运输安全主管部门分别是西安、安康铁路分局行车

安全监察室。西安铁路局成立后，局安全监察室主管全局运输安全工作。

第一节　安全管理

一、制度建设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日，西安铁路分局以分局长命令形式公布《西安铁路分局安全工作

法》，从安全管理方针、技术设备、安全责任等８方面作出规定。１９９０年以后，安康铁路

分局通过认真总结、不断探索，形成了安康分局“三四五五”安全管理模式。即“三安”：

以安定团结、安心山区、安全畅通为搞好安全生产的战略方针（也是目标和责任）；“四个

阶段”：安全工作的计划、执行、检查，总结阶段；“五控”：对人员素质、设备质量、作业过

程、后勤服务、班组建设五大因素的全面控制；“五个保证体系”就是安全管理组织、思想

政治工作、质量管理、安全监督检查、车机联控五个保证体系。

１９９１年，贯彻铁道部安全会议精神，开展“三三四三”活动。即：“三反”（反违章危

机、反放松管理、反作风不实），“三防”（防列车冲突、防车辆切轴、防钢轨断裂），“四同”

（党政工团同舟共济，部门站段同心协力，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软件硬件同时并举），“三

落实”（落实部局要求，落实逐级负责制，落实《安全工作法》），为８４个中间站增设脱产

站长，规定切割正线调车站必须参加作业。

１９９７年，制订《百日安全考核办法》《干部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行车安全监察管

理体制改革办法》。１９９８年，总结长期安全生产实践，形成”三三二一”安全管理模式。

即：“三个加大”（安全基础工作力度加大、行车设备投入加大、安全监控力度加大），“三

个机制”（安全责任机制、安全监控机制、安全激励机制），“两严一高”（严格事故定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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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严格百日安全考核、高标准执行作业程序和标准）。

１９９９年，颁发《规范管理、强基达标实施办法》《行车设备质量达标实施办法》《安全

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围歼旅客列车事故措施》等安全生产法规文件。

２０００年，将安全工作总结归纳为“一一一三”管理模式。即：坚持一个主题“规范管

理、强基达标”，突出一个重点“客车安全”，抓好一个载体“创建安全优质站段”，强化三

个机制“安全责任、安全监控、安全考核”。制订下发《岗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及考核标

准》，《严重违章违纪范围》。

２００２年，贯彻执行部、局有关规定，制订下发《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细则》。２００４

年，制订《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健全、完善上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要求、规定。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完善、修订、规范了一系列安全生产制度。修订出台《行车组织

规则》；先后制订“三个文件”、“十大机制”、“３００条安全关键卡死制度”、《路风监察工

作２０条高压线》《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安全生产奖惩办法》等文件，规范干部管

理行为，强化安全考核；制订《路局例行会议制度》《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安全生产分析会

工作制度》，使安全生产分析会议制度逐步科学化、规范化。完善《行车事故救援和调查

规则》；制订《铁路营业线施工及安全管理实施细则》，为强化施工安全管理提供制度

保障。

二、安全优质站段建设

１９９１年，铁路部门开展“创建安全优质站段”和“安全达标线”活动，推进、深化站段

“规范管理、强基达标”，建立以“动态检查、安全评估”为主体的激励机制。建立设备动

态检查机制。工务轨道检查车、电务设备测试车和接触网检测车每月检查陇海干线工

务、电务和接触网设备两次；检查其他线路１次。查出问题，通知站段及时抢修、整改。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４８个主要行车站段中有３８个单位安全生产保持在千天以上，其中１１

个单位在２０００天以上；创建局级安全优质站段１１个，创建部级安全优质站段３７个。

１９９８年，安全监察部门高标准、严要求，对各种事故坚持发生一件、分析一件、定责

一件、处理一件，中断２１个站段安全百日，对其中两个隐瞒事故的站段提级处理。

２０００年７月，车、机、工、电、辆等部门，按照“系统负责”的规定，检查、评估验收所

属４１个站段上半年创建活动。评出路局安全优质站段１５个。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按照路

局创建标准，每年检查、评估验收４８个主要行车站段两次，分局坚持设备定期动态检查

机制。西安东站、宝鸡车务段、安康东站等５２个站段被评为局级安全优质站段。２００４

年，宝鸡车务段、三原工务段等７个站段被评为局级安全优质站段。

２００５年，授予西安西站等１０个单位为安全生产标兵单位称号，授予宝鸡车站等１５

个单位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予以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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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安全监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有安全监察人员５０余人。为加大安全监察力

度，强化现场控制，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安康和西安两个铁路分局先后成立安全监察大队，作

为分局安监室的二级机构，受分局安监室领导，实行分区段按职责长期在现场监督检查

运输安全，安全监察人员增加到９０余人。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经过考核选择，安监大队保留

５１人，设宝成、宝鸡、西安、西韩、三原、阳安、襄渝７个监察中队。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

安全监察室是对全局行车和劳动安全依法行使监督检查的职能部门，配置行车安全监

察２８人，劳动安全监察５人，安全监察大队４９人，下设宝成、宝鸡、西安、西韩、咸铜、阳

安、襄渝７个监察中队，对陕西省内各条铁路运输线实行全方位安全监控。

安全监察人员注重日常检查和重点检查，及时发现运输生产中的不安全因素和苗

头，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１９９０年，４次组织百人检查组深入基层检查安全，共

发现问题４６８个，均及时予以处理。并写出《新张段重点区域线路病害》等２４份专业调

查报告。

１９９１年，将车务的错办、机务的“两冒”、工务的断轨、胀轨与施工防护、车辆的大部

件断裂，供电和电务的设备故障作为重点。重点抓好机务三项设备（机车制动停车装

置、机车信号、无线列调电台）的修、管、用，规定三项设备不好不准出库牵引列车，开展

“反超速、抓望、防机破、无险性”的百日安全竞赛活动；检查评比车辆段修、站修、红外

线检测、轴温报警等８次；成立防断轨领导小组，做好探伤和防断轨演练工作。

１９９２年，下现场８４８天次，发现违章违纪２２４６件，纠正违章２０８６次，发出安全通

知书、指令书９６份，添乘列车４８２６列、徒步检查区间４８２公里，检查道岔２４６８组。

１９９３年，贯彻部局安全工作会议精神，以查思想查管理等为重点，严查安全生产中

不到位、不完善的问题和死角，开展“四查”（查领导、查思想、查违章违纪、查管理）活动

及事故“回头望”，查出问题１０９７０个，边查边改，自纠问题９７９８个。

１９９５年，以“三防”为重点，对站段实行包保。各级干部上岗到位，车务部门杜绝错

办事故；机务部门监控机车四项保安设备，干部坚持夜间机车添乘，消灭“两冒”（机车冒

进、越出进出站信号）事故。以“两宝”（宝成、宝天线）山区为防洪工作重点，所有山头、

严重病害点按公里落实到人，各级领导坚持在防洪第一线，确保汛期行车安全。

１９９７年结合春秋季设备大检查及建线平推检查，组织安监人员着重对货物装载、加

固、危险货物运输及货检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对重点货物和超限货物装载、加固，做到车

车列列严格检查，防止中途发生货物位移、偏载、坠落等严重危及行车安全的状况发生。

２００５年，路局安全监察室以安全专项整治为重点，先后组织开展“过渡期安全专项

检查”、“安全检查、反思、整治”、“大战七八九”、春秋季安全设备大检查和防洪防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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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重点检查，全体监察和安全检查员累计下现场检查１６３２０天次，发现和纠正各类安

全问题５３２０４件，对查出的问题要求逐件考核，及时纠正处理，确保安全生产局势持续

稳定。

第三节　客运安全

１９９０年，为迎接９月２２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省内铁路运输部门开展

“三反、三防、四同、三落实”客运安全活动。发放列车治安联防聘书１２万份，让旅客参

与列车治安工作。全年未发生责任旅客伤亡事故，消灭了火灾爆炸等事故。

１９９１年，重点抓２线、２站、２段（即陇海线、宝成线；西安车站、宝鸡车站；西安客运

段、宝鸡列车段）客运安全。举办“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处理培训班”。春运期间，查堵

“危险品”１８０起，其中鞭炮７６００１个，拉炮３２３个、雷管４６８枚，导火索２４０米、炸弹８．８

千克、发令纸８３３３９张，其他６２９６件。发生非责任旅客伤亡事故１２３件，支付旅客保

险金６０１６８．５９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６％和６．１％。

１９９２年，组织检查组４次逐项检查车站天桥、地道、栅栏、电铃、照明设施，检查旅客

列车车门管理、三炉一灶、三箱一孔及锅炉交接等管理工作，保证设备安全。雇用２７００

人充实到各站查堵危险品，查出危险品２１８４起。

１９９４年，重点完善西安客运段、宝鸡列车段安全管理台账、强化作业标准。推广西

安车站组织旅客乘降１０条措施。未发生责任旅客伤亡事故。

１９９６年，春运５０天内查出鞭炮１３６８６６头，摔炮６００个，汽油３３．５公斤，煤油２１．５

公斤，雷管１６１个，导火索３２米，炸药１１公斤，发令纸３１２张，油漆１９５１５公斤，香蕉水

３５．６公斤，子弹１８０７０发，其他４３３９件。查出危险品２３２起。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在进出站口、候车厅、车门口、车厢内，层层把关，严把死守，将危险品

堵在站外、车下，查堵鞭炮８万余头。当年，组织客运乘务人员锅炉操作培训，经考核合

格后持证上岗。对所有客车的锅炉设备、安全设施进行检查，杜绝锅炉事故。

截至２００４年底，西安铁路分局实现无责任旅客伤亡事故７８９０天，安康铁路分局实

现无责任旅客伤亡事故８７６０天。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制订、修订各项管理制度，强化客运安全。先后制订下发《关于

深入开展客运系统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客运站车非正常情况下应急处理预案和应急

处理办法》《西安铁路局客运系统安全卡死制度（２０条）保证措施》等客运安全规章制

度，并加强督查、落实。截至年底，全局客运系统实现全年无责任旅客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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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货运安全

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货运部门加强安全基础建设和货运安全制度的落实，始终注重

货物运输安全的现场控制和货运事故的防范，强化货运作业纪律，狠抓货物运输过程中

的装卸、加固、货检、危险货物管理等关键环节，确保货物在货场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１９９０年，发生一般货运事故 ９１件，较上年减少 ４１件，压缩 ３１．１％；责任赔款

５７７１８．５元，比上年减少１７５２５．８元，压缩２３．３％。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共发生一般货运事

故３６件，赔款２０７６７元，期间，未发生货运重大、大事故。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消灭货运重

大、大事故。连续９４９７天无货运重大事故、６９４０天无货运大事故。期间，发生货运中

小事故１８起，赔款１０２８４４元。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消灭货运责任人员伤亡事故，货运重大

大事故。连续８３５８天无货物装载加固不良责任行车事故，连续１０５９２天无货运重大

事故，连续８０３５天无责任货运大事故。三年间，发生一般货运事故３３件，赔款２７１３７０

元。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审定货物装载加固方案 ８０６件。制订《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办

法》、《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应急预案》等货运安全规章制度，保证货物运输安全。８月，对

办理危险货物运输、办理超限、超长、超重货物运输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举办３期超

限货物运输及装载加固培训班，培训有关人员１６４人。举办危险货物运输培训班８期

１５个，受训学员８１６人。提高了货运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业务技能。是年，消灭货运责任

人身伤亡事故、货运重大、大事故。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责任重大事故２８９天，无责

任货运大事故２８９天。发生各类中小货运事故７２件，赔款３１４８６９．１２元。

第五节　路外安全

１９９０年以来，省内铁路运输企业重视路外安全工作。组织路外安全宣传队深入铁

路沿线农村、工厂、学校，通过播放电影、录像、图片展览，发放宣传品、演出文艺节目等

多种宣传形式向铁路沿线群众、中小学生宣传铁路安全知识。在铁路内部，加强对机车

乘务员防止路外伤亡的教育，要求运行中认真望、加强鸣笛、遇紧急情况果断停车；车

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加强站车秩序的管理，杜绝和减少扒车、钻车和无票乘车现象发生；

工务部门强化对道口的管理，实行道口干部包保责任制和巡道工与道口看守人员的互

控制度，及时清理“黑道口”；电务信号部门做到道口信号设备出现故障及时修复，确保

道口保安设备作用良好。经铁路部门多方工作，路外安全形势基本稳定。但是由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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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列车对数增加，速度加快，密度加大，过往道口车辆、行人增多，路外伤亡事故仍时有

发生。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４日１６时１６分，西延铁路 Ｋ７２６＋００７处无人看守道口，４０１０次机车

与陕 Ｅ０８７３６号１２座面包车相撞，致车内３６人伤亡，其中死亡１３人，受伤２３人（重伤

１３人），构成重大路外伤亡事故。

２００５年，铁路局狠抓防止路外伤亡事故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路外伤亡事故件数较

上年减少２７．６％，伤亡人数较２０１４年减少２８．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路外伤亡事故统计表

　表３－５－１

年份
事故

（件）

伤亡人数

合计（人）

其　　中

死 亡 重 伤 轻 伤

损坏交通

车辆（台）

重大事故

件数

１９９０ ５０６ ５２０ ３３０ １６７ ２３ ２１ ０

１９９１ ５０２ ５２３ ３２６ １８６ １１ １７ ２

１９９２ ５０２ ５２６ ３６１ １５８ ７ ２２ ０

１９９３ ５４６ ５６８ ３５６ １９７ １５ ２０ ０

１９９４ ４６２ ４９７ ３２７ １４１ ２９ １５ ２

１９９５ ４５１ ４５５ ３２４ １１９ １２ ２１ １

１９９６ ４００ ４２８ ２８９ １２６ １３ ２１ ０

１９９７ ３７２ ３８６ ２６１ １１５ １０ １８ １

１９９８ ５２７ ５１８ ３２４ １６６ ２８ ２１ ２

１９９９ ４６８ ４７６ ３０８ １６１ ７ ７ 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６ ５２７ ３６７ １５４ ６ ２２ ０

２００１ ４５７ ４７５ ３３８ １３０ ７ １４ ０

２００２ ４５５ ４６４ ３３５ １２５ ４ １２ ０

２００３ ５１０ ５２４ ３７０ １５２ ２ ４ ０

２００４ ５２１ ５３９ ３８１ １５４ ４ １３ ０

２００５ ３７７ ３８３ ２８９ ９３ １ １７ ０

合　计 ７５６２ ７８０９ ５２８６ ２３４４ １７９ ２６５ ８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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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重大事故纪实

一、行车重大事故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陕西境内铁路发生行车重大事故１５起，大事故４起，险性事故７８

起，一般事故２１６０起。由于各级组织的重视和广大职工的努力，加之保证安全的高科

技设备投入使用，各类事故较上个１６年大幅度减少（１９７４～１９８９年间，陕西境内铁路发

生行车重大事故７０件、大事故８０件）。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行车重大事故较同期降低７８．

６％，大事故降低９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行车事故统计表

　表３－５－２

年　份 重大事故 大事故 险性事故 一般事故 合　计

１９９０ ０ ０ １１ ７２ ８３

１９９１ ０ ０ ８ ９１ ９９

１９９２ ２ ０ ８ ５８ ６８

１９９３ １ ０ ２ ７１ ７４

１９９４ ２ ０ ６ １１５ １２３

１９９５ ２ ０ ９ ７５ ８６

１９９６ ０ ２ ４ ７９ ８５

１９９７ ０ ０ １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９９８ １ ０ 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９９９ １ ０ ３ １０１ １０５

２０００ ２ ０ ６ １７７ １８５

２００１ ０ １ ４ １５９ １６４

２００２ ０ ０ ３ １８９ １９２

２００３ ０ ０ １ １７５ １７６

２００４ ３ ０ １０ ２２０ ２３３

２００５ １ １ ２ ３４６ ３５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２日７时４５分，韩城机务段２７２２号蒸汽机车牵引２４０７次货车，因机

车风泵故障甩在乔子玄车站３道，后溜逸，进入乔子玄—芝阳间 Ｋ１２８＋３００处，与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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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列车正面冲突，造成机车中破１台，小破２台，线路损坏１８０米，死亡３人，重伤１人

（均为路内职工）。经抢修于当日１１时２５分开通线路，中断行车３小时４０分，影响货

车９列、客车２列。直接经济损失４１４４２５元。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１日１４时３７分，宝鸡机务段 ＳＳ４０１６号、ＳＳ４４６号机车牵引３１４６次

货物列车进入宝成线白水江车站，车站值班员办理行车错误，机车乘务员望不认真，

列车冲出一道警冲标，与二道通过的３１５３次货物列车侧面冲突，造成２台机车小破，车

辆报废 ４辆，大破 １辆，中破 １辆，小破 ２辆，损坏线路 １４０米，直接经济损失

１７２４６５５元。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６日１４时０７分，紫阳工务段大竹园线路领工区，在襄渝线大竹园至

大米溪间３５３．６２５公里（胶腊坡隧道内）未办理封锁区间手续，更换钢轨，违章施工，造

成２６０５次货物列车机车及机后１至１３位车辆脱轨颠覆。中断行车９６小时３８分，构成

行车重大事故。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７日，西安东车辆段运行车辆途中切轴造成责任行车重大事故。中断

西铁分局连续安全生产８４６天的成绩。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４日 １２时 ４７分，１８６次旅客列车运行至宝成线红花铺—黄牛铺间

Ｋ６３＋９４６．８处，凤州工务段红花铺养路工区职工违章施工，线路几何尺寸发生变化，造

成旅客列车脱轨重大事故。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２日１６时５５分，西延线３２０３次列车由秦家川站发车，１７时５８分通

过张家船站，运行至 ＤＫ６８４＋５８５Ｍ处机次第 ４位车的第 ４根轴开始脱轨，脱轨延续

４．５７９公里，伤损枕木８４８０根，３辆油罐车报废，棚车大破１辆中破２辆。事故中断行

车３６小时１１分钟。

二、其他重大事故

１９９０年７月３日１４时５６分，编组５５辆，其中４７辆满载７０号汽油的０２０１次列车

运行至襄渝线花楼坝至罗文站间梨子园隧道内，油气外溢集聚成团，恰遇接触网放电火

花引发爆炸。列车在峒内分离，颠覆１６辆，脱线３辆。停车后，运转车长李富成、列检

员刘次昆下车检查，梨子园养路工区工长王照利、养路工王永宏赶赴出事地点时，再次

爆炸，四人皆殉职于火海。

事故发生后，有关领导和消防灭火专家先后赶到现场指挥灭火抢险。安康和重庆

铁路分局、达县矿山救护队、十三集团军８０５５２部队、第二炮兵８０８１４部队、西安武警技

术学院、四川武警四支队以及重庆、达县、西安、洛阳等地６２个单位６５００余人投入灭火

抢险。

抢险首先封堵隧道峒口窒熄灭火。当时，隧道口浓烟烈火温度高达１３００℃，抢险

战士在高压喷水掩护下堆码砂袋，因空气中含氧极低，不少战士晕倒现场。７月５日，虽

封堵成功，但峒内油罐车连续爆炸，油压增大，次日封堵体部分复燃，１２００人再次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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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死。经确认大火扑灭后，南北口各插人直径１００毫米铸铁管，以每小时２００立方米的

流量向峒内注水，同时开口排气吹风以降低峒内温度。１３日启开堵口吹风换气，冒险进

峒探勘。隧道内清障起复车辆工作在严格的防火、防毒措施下进行。经 ２３个昼夜拼

搏，７月２６日１３时 ５０分抢修通车。本次事故中断行车 ５５０小时 ５４分，车辆报废 ２８

辆．损失货物８１９吨，破坏轨道３４０米，烧损隧道衬砌１５０米，直接经济损失５００万元，死

亡４人，伤１４人。

党中央、国务院和陕西省、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队领导始终关注着现场灭火抢险工

作。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中央领导多次作重要指示。在扑灭现场大火的关键时刻，７月９

日国务院给参加襄渝铁路灭火抢险战斗的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铁路职工和当地群

众发来慰问电。同日，国务委员邹家华在铁道部的事故续报上批示“峒内一氧化碳气体

很浓，一定要在情况清楚、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入峒。”抢险期间及抢通后，成都军区、

二炮司令部、铁道部、四川省等均给抢险现场发来慰问信（电）。《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法制日报》、《人民铁道》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均以较大篇幅报道了解放军指战员、

公安干警、铁路职工和群众在灭火抢险中的献身精神和动人事迹。

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１日零时４０分，西安西站货场货８线危险货物作业区６０ＴＰ６３９１８２车

突然爆炸起火，烧伤货运员范瑞麟、烧毁简易危险品仓库１座９２９平方米、烧毁货物５７

批、报废货车１辆，计损失４６．６７万元。发生爆炸原因是：常州站装西安西、龙潭寺、伏

牛溪３站危险货物整零车到西安西站后，于７月１０日２３时作业完毕，车内所装乙二胺、

苯乙烯、聚酯树脂、油漆均属２级易燃液体，西安持续高温３８℃以上，桶内产生蒸气聚积

膨胀爆裂。货物损失由西安市保险公司会同常州、西安西站负责处理。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３日，一辆装有１８３万发雷管的货车（车号 ＰＳ０－５１１８１６）在西安东

站禁溜线停留待发，因武装押运人员吴建利、郭绍军违反有关规定和玩忽职守，导致货

车于１６时０５分发生爆炸。造成死亡７人，伤９１人（其中重伤７人、轻伤２５人、轻微伤

５９人）及２９００余万元经济损失，西安东站生产房屋、线路、车辆遭受严重损失，运输生

产受到影响。事故直接责任者系货主单位———西安庆华电器制造厂武装押运人员吴建

利、郭绍军。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肇事者吴建利、郭绍军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６年和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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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线路灾害与治理

陕西省境内铁路多处于山区，水文地质条件异常复杂，“两宝”（宝成线、宝天线）及

秦巴（阳安线、襄渝线）山区尤甚。特别是宝鸡至天水段，宝鸡至广元段，阳平关至安康

段，胡家营至达县段，线路穿行在秦岭和秦巴山区，蜿蜒曲折，桥隧相连，沟壑纵横，地质

复杂。铁路修建时，受当时财政状况和设计、施工水平等条件限制，线路抗病害能力薄

弱，加之受季风影响，每年７月、８月、９月，或阴雨连绵，或暴雨成灾，洪水冲毁铁路、桥

梁，泥石流阻断线路，线路灾害不断发生，以致旧的病害整治之后，又发生新的病害。且

灾害与病害交织在一起，灾害促成病害发作，病害加重灾害的破坏程度。

广大铁路职工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抢”的原则，积极治理线路灾害与病害，加强

日常养护维修，使病害逐渐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缩小，保证铁路大动脉运输畅通。

第一章　灾害纪实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线路因灾害、病害中断行车５４次（凡同一时段、同

一路段连续或几处发生的均记为１次）。其中暴雨、洪水、泥石流造成２４次，塌方、崩塌

造成１７次，落石６次，滑坡６次，线下窖洞塌陷１次。

第一节　陇海线（太要—天水段）

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９日，陇海线 Ｋ１２８４＋６００处塌方，拓石工务段巡查人员吴世增发现，

果断处理，保证了行车安全。

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１日，宝天线 Ｋ１３４９＋７８０～８１０处线路右侧堑坡４０米高处发生黄土

边坡崩塌，塌方量１５００立方米，经拓石工务段一天一夜奋战开通了线路。

１９９４年９月１日８时３６分，渭南地区出现１５０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电务供电房屋

设备被洪水袭击，损失４０万元。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７日，陇海线宝天段 Ｋ１３７９＋８５０～９５０处，右侧山体滑坡，中断行车

２６小时５３分。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２日１６时１５分，陇海线东口—胡店间 Ｋ１２９６＋２９７处线路左侧堑坡

突然坍塌，坍体约１５０立方米，砸坏信号机箱，掩埋２＃道岔附近线路，车站用无线列调将

２８０２次列车拦停在区间，经抢修于１８时１５分开通，中断行车１小时５７分。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８日１９点４２分，陇海线阳平—虢镇间 Ｋ１２２３＋５３０～５４０处，线路上

和侧公路立交桥台护墙高１０米堑坡突然坍塌约６００立方米，掩埋上行线路１５米并波及

下行线路。４４１７次列车司机行驶中及时发现，采取果断措施停车，并与车站联系，使后

续５２９次客车停车待命。中断上行行车４小时４８分，下行停车２８分。

２０００年９月３日６时０５分，陇海线宝天段渭滩至伯阳间 Ｋ１３７６＋７００～７８０处，左

侧距轨面高约２０～１００米范围内黄土山体滑坡，５０３次客车行驶中发现险情，但因望

条件差，病害发生突然，列车已接近，造成机车、机后一节行李车和一节硬座车脱线，未

造成人员伤亡。经千余名职工、民工抢险，９月５日凌晨３时５０分开通线路，中断行车

４５小时４５分。

２００２年６月９日山洪暴发，１３时５０分陇海线窑村至灞桥间 Ｋ１０６１＋灞河桥４＃墩

倾倒，梁体坠入河中。便线通过西康线灞河桥，于６月１０日凌晨０时５５分，恢复陇海单

线运行，中断行车９小时３２分。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日，宝天线拓石—元龙间，遭遇强降雨，引发该段数处沟谷和山坡泥

石流暴发。９时３２分，陇海线上行 Ｋ１３４３＋２５３处磨沟桥２＃桥墩被泥石流裹挟的巨石

撞断，道床被冲空２００米，致线路中断行车５０小时１３分。

第二节　宝成线（宝鸡—广元段）

１９９０年７月５～６日，宝成线凤州—观音坝间，连降暴雨，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泥石

流漫道，河岸冲刷５３６处，中断行车３９处。从７月６日９时２５分起，先后封闭区间２０

个，７月７日陆续开行。

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５日，宝成线阳平关至燕子砭间发生６处水害，行车中断。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０日１４时４５分，宝成线马蹄湾—徐家坪间 Ｋ１９０＋８３２～８５４左侧山

体高１５０米至２００米处发生塌方。５月２０日至１１月９日，共发生３次大规模塌方，累

计中断行车７２６小时１６分。

１９９３年，宝成正线因水害中断行车２４小时２０分。５月１３日，宝成线 Ｋ７２＋５００～

５３０处石质山体崩塌，塌体约１０００立方米，覆盖线路２５米，被凤州黄金公司汽车司机

杨建成发现报告，通过铁路职工奋力抢险，经过 ８小时 ４０分钟连续奋战，提前抢通了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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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９日，宝成线Ｋ２３７＋６１９处１～４米渡槽被泥石流淤满，泥石流从渡槽

上游冲下，将１１２０次货物列车１～６位车轮掩埋，中断行车６小时３９分。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７日，宝成线连续降雨达９４．５毫米，丁家坝—大滩间２９８公里 ＋２００

米处线路右侧山体堑坡突然崩塌４５００立方米，其中掩埋线路２０米，被正在此处看守点

的女工杨桂琼发现，及时通知车站和工区并封锁线路，路局和分局主要领导及时赶到现

场，先后组织３００余人抢险，于９月２０日７时３０分抢通线路，中断行车１６小时３７分。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９日，宝成线 Ｋ２９８＋２００处发生山体崩塌，中断行车１６小时３７分。

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日１８时３８分，宝成线Ｋ２３２＋７３０～７４０米处线路右侧堑坡突然坍塌

１００立方米，其中３０余方侵入限界，危及行车安全，被略阳工务段退休职工王永久发现，

及时采取防护措施，拦停２８次列车，距水害地点仅１５０米，并召集有关人员立即抢修，

２１时４８分恢复常速，中断行车５４分。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６日２２时２０分，宝成线王家沱—乐素河Ｋ２２３＋２６５～２８５处，线路右

侧山坡距离轨面高约３５米处突然落石约０．３立方米，被７次客车司机发现，紧急制动，

略阳工务段及时抢险，中断行车４０分。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９日，略阳工务段防洪巡查人员发现宝成线Ｋ２７４＋０８０～１６０米处，靠

山侧挡护墙开裂，距轨面高约２０米处坡面下错，随时有滑塌可能。１７时１５分滑塌近１０

０００立方米，上道约６００立方米掩埋线路。灾害发生后，略阳地区３００余名职工，全力投

入抢险，于２０日１５时开通线路，中断行车２１小时４５分。

第三节　 阳安线（阳平关—安康段）

１９９０年７月５～６日，陕南西部连降暴雨，６日下午，堰河大桥出现历史最高水位，

洪水冲空４号桥墩基础，墩身倾斜９°５７′３３″，墩顶向上游偏移２．１９米，中断行车２０４小

时２８分。

１９９８年７月５～１７日，阳安线各站区均出现较强集中降雨过程，个别地区连续降雨

达３０６ｍｍ，铁路沿线发生各类水害４８处，较大水害１７处、断道５处，尤以阳安线 Ｋ１６９

＋０５０～１００处为最。该段沙质路堤受集中暴雨冲刷坍塌，造成枕木悬空，干线电缆中

断，接触网塔杆倒地，幸被防洪巡查人员发现，中断行车２５小时０８分。

２００１年９～１０月份，陕南持续中到大雨，其中宁强９月份降雨达３３１．５ｍｍ。９月２９

日９时１０分，阳安线 Ｋ４０＋０４０～１２０处宁强站１道外侧路堤发生滑坡，并持续下沉，累

计沉降量达２米，中断站线行车。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４时２０分，阳安线石泉至池河 Ｋ２７０＋１００处堑坡溜塌。该处右

堑坡（高２０米）溜塌约２００方，塌体掩埋钢轨１２米，夹杂有多块大石，最大一块５至６

方，其中影响行车的有２块，中断行车３０分钟。９月１９日１１时２０分，阳安线 Ｋ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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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７６０处（马踪滩站内２＃、４＃岔区）堑坡溜塌，该处左堑坡溜塌６００余方，掩埋２＃、４＃

道岔３０米。１１∶２０发现，１１∶３３封锁，１２∶２０开通三道限速４５ｋｍ／ｈ。１４：４７分开通

１、２道，中断正线行车３小时１４分。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２１时１０分，阳安线三花石—茶镇间Ｋ２４５＋５５０～６２０处，左侧山

体崩塌落石，塌体摧毁既有挡墙５５米，掩埋线路７０米，约８０００方。山体顶部天沟多处

拉裂，天沟下部有一裂缝长１６米，宽３０厘米，天沟上有一条长２２米，宽３５厘米的裂缝。

中断行车１９小时４０分。

第四节　襄渝线（胡家营—达县段）

１９９１年８月５日，襄渝线达县附近降雨１５０毫米，瞿家湾隧道出口仰坡及线路左侧

堑坡坍塌３万立方米，埋没隧道口及线路４０米，陕西、四川铁路部门协力抢修，中断行

车９４小时５５分。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３日２３时５０分，襄渝线Ｋ１９８＋３４０处左堑错落局部侵限，被１６０６次

货物列车撞上，造成脱线事故，中断行车２４小时５０分。

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日，陕南出现强降雨。６月１１日襄渝线 Ｋ４９３＋８００处发生落石，致

使３００５次列车区间停车。８月，雨量较常年增加４成，其中万源降雨达４１２ｍｍ，万源工

务段管内先后发生水害１０处，断道７处，累计中断行车３５小时３３分。

１９９９年７月５～７日，襄渝线宣汉站连续降雨量为 ２５２．４ｍｍ，最大 １小时内降雨

７０ｍｍ，７月２６日双龙站２３分钟内降雨７１．２ｍｍ，１０月１日２３时 ～３日１１时，万源站连

续降雨１３７．２ｍｍ，全年发生影响行车的水害１１次，中断行车２０小时１１分。

２０００年汛期，襄渝线雨量比常年偏多４～６成。长时间高强度降雨致襄渝线南段多

处发生水害。７月１３日５时至１２时２０分，紫阳工务段管内毛坝关至巴山间，７小时内

降雨１９６ｍｍ，任河洪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３米。紫阳县２７个乡镇受灾，并有人伤亡。

公路、供电、通讯、水利设施、房屋均遭严重毁坏。襄渝线发生泥石流漫道、桥梁冲毁、基

础冲空等１００余处，断道１７处，中断行车１６７小时。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１７时２５分襄渝线 Ｋ５３６＋４４０处右堑坡发生崩塌落石，落石约５

立方米，其中一块约２立方米的石块落入道心，导致５６２０４次轨道车脱线。中断襄渝正

线行车２小时０５分。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３日９时１０分，襄渝线 Ｋ４７１＋３５３处左堑坡高４５米处的堑顶崩塌落

石１５立方米，砸坏坡面护墙，砸毁钢轨和轨枕。拦停 ３０００８次列车，中断行车 ２小时

１０分。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３日１０时１６分，襄渝线石柱槽至蒲家 Ｋ５６０＋２４０处右堑坡３０米高

处滑塌８０余方，其中上线路３０余方，３棵桐子树滑落在钢轨上。１３时３５分再次溜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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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余方，掩埋右股钢轨６米，中断行车４小时４８分。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３日１０时８分，防洪巡查人员发现襄渝线Ｋ４６７＋１０２处（万源隧道出

口仰坡）落石，将接触网２８＃－３４＃支柱间的接触网导线与承力索绞在一起，砸坏后河１２

＃桥右侧人行道立柱１１根、托架１个，致使右侧栏杆及立柱向外倾斜２０米。１０时２３分

将６０６６次拦停在距落石点１４０米处。中断行车１小时２５分。

第五节　西康线（西安—吕河段）

２００３年９月３日，西康线长安—小峪间 Ｋ６１＋７００～８００处上行右侧山体滑坡长

１００米、高６０米，１０．３７分封锁，１２．２１分开通区间，中断行车１小时４４分。

９月４日２．２０分，西康线长安—小峪间山体滑坡约２０万方，经奋力抢修，于９月６

日８．８１分开通区间，中断行车６２小时１６分。

９月６日，西康线小峪—青岔间 Ｋ６３＋８００～９００处，山体滑坡长３０米、高２５米，中

断行车１０小时０２分。

９月８日、９月１０日西康线小峪—青岔间 Ｋ６３＋８００处，两次危石崩塌，中断行车１

小时０６分。

９月１９日，西康线小峪—青岔间 Ｋ６３＋７００～９５０处山体再次滑坡，中断行车 １７

小时。

９月２１日，西康线青岔—营镇间Ｋ１０１＋３００～４００处山体落石，经三次清理，开通线

路，中断行车６小时１０分。

１０月３日，西康线小峪—青岔间 Ｋ６５＋９００～９８０处，山体滑坡，中断行车 ７小时

５６分。

第六节　其他线路

一、宁西线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５日３时３５分，宁西线（南京—西安）试马至商南间 Ｋ２３７＋６２５处线

路左侧堑坡挡护墙及墙后山体突然垮塌，造成下行２５１０７次货车机车脱线。由于ＳＳ４型

机车车体较长并受地形狭窄限制，致使抢险工作十分困难，中断行车２９小时２５分。

二、宝中线

１９９６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４日，宝中线（虢镇—安口窑）遭受投入运营以来第一次暴

雨袭击，连续降雨量达１２７．９０ｍｍ，沿线大小水害２２处，中断行车２３小时１２分。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０日２０时１０分，上行４２１８次列车在行至宝中线冯家山—千阳间Ｋ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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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５处时，值乘司机突然觉察到机车异常震动，遂立即采取紧急制动，停车检查发现机

后第１２位车下一窑洞塌陷。经宝鸡工务段抢修人员全力抢修，于２１日４时５０分慢行

开通线路，中断行车７小时４０分。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２１日，宝中沿线局部地区突降大到暴雨，虢镇—凤翔间降雨量达

１６０ｍｍ。２１日３时，Ｋ９＋７８０～Ｋ１１＋１００米处，水深达２．５米，已坍至道床坡脚，道砟流

失严重，线路几何尺寸难以保持；３时４０分，Ｋ９＋７８０～８８０段电力电杆倾倒５根，网柱

倾倒２根，接触网供电中断，迫使３４０４次列车在 Ｋ９＋７８０区间停车。经抢修于６时４３

分开通，中断行车３小时０３分。

三、侯西线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２日４时２０分，侯西线（侯马—西安）韩城—英山间Ｋ１０７＋３７５处，因

连日大雨，致使该段路基左侧发生塌陷，中断行车４小时４０分。当月３１日９时２５分，

同一区间 Ｋ１０７＋１１０～４００处，因大雨致路基再度塌陷，中断行车５小时３５分。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７日，侯西线 Ｋ１３１＋９００处，因暴雨造成路基塌坑、道床冲空，中断行

车４小时３１分。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１日６时５７分，侯西线韩城—英山间 Ｋ１４４＋３５０～４００段水浸线路、

道床冲空（２０～２１日，该地区降雨量达１１５．３ｍｍ），经抢修于２１日８时开通线路，中断

行车１小时０３分。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６日１４时００分，侯西线 Ｋ１４４＋９３５～９６５段右侧堑坡上三孔窑洞突

然坍塌，坍体掩埋线路，６３８次旅客列车区间停车。经过抢修于１４时５０分开通线路，中

断行车５０分。

四、梅七线

１９９２年５月７日２时２０分，梅七线（梅家坪—前河镇）田家嘴—瑶曲 Ｋ４１＋４００～

４３０处，暴雨致路基下陷成穴，道床坍塌至枕木头，中断行车４小时５０分。

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０日２时５０分，梅七线耀西车站 Ｋ５＋９８０～Ｋ６＋０３０处，暴雨再度致

路基陷穴，基床塌陷，道床稀软，边坡多处涌浆冒泥，导致停车３１１小时１０分。

１９９２年８月３０日１９时，梅七线寺沟车站 Ｋ９～Ｋ１０＋４０处，连日暴雨致水漫线路，

冲毁路基，线路悬空，中断行车１５小时。

五、包西线

２００２年７月４日凌晨３～８时，包西线（包头—西安）子长、清涧两县发生百年一遇的特

大水灾，５个小时降雨量达２５５毫米，引起山洪泥石流爆发。神延铁路发生严重水害２４处，其

中正线断道７处，路肩损毁１３００多米，严重破损９６００多米，中断行车９６小时。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５日１７点至２６日９点３０分，包西铁路延安至黄陵间普降大雨，造成

路基边坡溜坍、排水设备冲毁、桥台护锥塌陷等病害４２处，中断行车２１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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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治与抢险

陕西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对线路灾害与病害不断进行整治。对路基、桥梁、隧道、涵

渠影响行车的病害，既有集中人力、物力的大规模治理，也有小范围的整修和日常维护、

修整。１９９０年，投入线路大中修资金１４０８．８万元，投入桥隧大中修资金２１８９万元；

２００５年，投入线路大中修资金２８１４７．７万元，投入桥隧大中修资金９８００万元。不计物

价因素，２００５年两项投资分别是１９９０年的１９．９倍和４．５倍。在２万余名工务职工的

努力治理下，线路、桥隧质量逐步趋于稳定，保障铁路大动脉运输畅通。

第一节　病害整治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正线综合维修６４２公里，道岔维修１３１８组，军事专用线维修２１．９４

公里，均为年计划的１００％，各级铁路部门投入线路大中修资金５０１７．１万元，消除了道

床板结、翻桨冒泥和排水不畅等病害，阳安线线路大修自１９９０年起由西向东逐年分段

实施。整治隧道漏水２２座，２５２米，消灭失格桥梁１７座，消灭失格涵渠１０座。三项工

程验收优良率平均为：隧道９９．１％，桥梁９７．６％，涵渠９５．６％。增设安检设备１６座１０３

处，更换桥枕２５２根。会同铁道科学院采用加焊钢筋聚浆物修补等办法，整治混凝土桥

梁钢筋锈蚀、裂损和腐蚀等病害。

１９９２年，对宝成、宝天线路进行路基病害普查，提出建议整治方案：宝天线病害１４１

处，估算总投资２１０９２．７万元；宝成线病害７３处，估算总投资３４７６．５万元。襄渝线自

１９９２年起由安康开始换轨，分段铺设无缝线路。投资８０８．５万元用于襄渝线和阳安线

桥隧和路基病害整治，其中桥隧施工项目２５件，路基施工５件。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整治隧道漏水１６座，１９３处，消灭失格桥梁１８座，失格涵渠１７座。

三项工程平均优良率：隧道９７．５％、桥梁９５．１％、涵渠９４．９％。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整治路基病害２８６１处。重点工程有：陇海线 Ｋ１２９１＋５７３～６３４段

明峒喷浆支护，加固陇海线 Ｋ１１５２漆水河桥墩；安排资金１００万元，治理宝中线线路病

害；阳安线、襄渝线治理徐家?、高滩等滑坡２１处，处理长沙?、石庙沟、安康、月河、花

楼?等１５处高路堤溃爬、坍陷，增设七里滩等明峒、棚峒１９处，治理安康东站编组场基

床沉陷及排水不良等。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西安铁路分局及上级铁路部门累计投入资金１４１６．３万元用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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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抢修复旧工程；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投入资金３２０８．６万元，完成水害抢修工程１１件，水害

复旧工程７８件。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安康铁路分局完成水害抢修、防洪工程 ５７５件，累计投入资金

６３６０．４万元；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共投入资金 ３８５６．７万元，完成水害抢修、防洪工程

３５０件。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投资 ４０１６．７万元，完成防洪预抢、水害抢修、水害复旧工程

８０件。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完成潼关黄河桥和宝成线明水大桥桥面大修，陇海线下行沣河桥换

梁，整治隧道翻浆冒泥病害８处，整治桥梁病害１３９孔，隧道漏水８处。投资２３４．４万

元，处理汛前危险区段小病害２２０件。整治宝天线崩塌落石和宝中线路肩宽度不足及

边坡坍塌等病害；整治阳安线、襄渝线病害桥梁９９６座次，１５９５１２米；整治阳安线、襄渝

线病害隧道３８５处，１４２８７４件。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汛前投资３９８．５万元，整治洪水隐患２３处；汛中及汛后及时投

资３４０６万元，整治水害９８处。继续投巨资整治线路、桥、隧、涵渠病害，确保行车设备

状态完好和客货运列车行车安全。投入１５７５万元完成桥隧病害整治３７件，重点工程

有：陇海线 Ｋ１３６６大桥换梁及西康 Ｋ１３＋４９９老河桥基础加固、墩身包箍等。投资１６１１

万元完成路基大修２３件。投资３１０．６万元修护路基小病害。主要有：修建护坡、护墙、

挡墙、拦石墙；修整、疏通排水沟、天沟、截水沟、侧沟；扫山、整填裂缝，处理危及行车安

全的孤石、危石、活石，砍伐影响司机望的危树等。

第二节　防洪抢险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每年４月初，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成立防洪指挥部，由各铁路分局局

长任指挥长、主管副局长任副指挥长，成员由工务、机务、电务、车务、公安等部门负责人

组成。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工务科（分处），４月１日至１０月３１日为防洪期，期间，防洪办

设专人昼夜不间断地值班，处理日常工作。下属有关站段也成立相应组织，日夜值班。

防洪期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严格执行上级命令、规定，汛前各站段按照《通知》组

织检查。检查内容：防洪抢险组织机构落实情况、防洪车辆机械材料是否准备到位。各

工务段、电务段、供电段检查所管设备汛期能否安全正常运行，检查出问题及时整改。

工务段除检查工务设备外，还要检查管内影响铁路安全的水库、塘坝、储木场。深入沿

线农村、学校、厂矿、部队宣传铁路防洪抢险常识和《暴风雨安全行车办法》，与当地政府

签订协议，组织人力、物力配合铁路防洪抢险。主要抢险队伍由虢镇线路工程段、咸阳

桥隧工程段、各工务段大中修工程队和驻管内其他铁路工程单位组成。防洪料具除各

站段储备外，各材料厂、采石场都要专门储备，并且做到数量充足，质量合格，分类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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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鲜明；备用车辆、机械必须保持完好状态，随时准备投入防洪抢险使用。每年与陕

西省气象台专业预报处签订协议联网，随时提供专业气象信息。各工务段与当地气象

台（站）、水文站签订协议，及时掌握气象和水文信息。工务段根据管内实际，汛期在沿

线设置雨量观测仪，配备经过培训的雨量观测员，做好记录，随时向上级报告雨情。制

订并执行宝成线宝（鸡）广（元）段和陇海线宝（鸡）天（水）段“汛期安全行车基准雨量

值”。

宝广段：第一级警戒雨量值为３小时内降雨量大于３０～３５毫米，持续有大于１０毫

米的时雨强度时，工务段出动三分之一的防洪人员，机车乘务员注意望；第二警戒雨

量值为：４小时内降雨量大于４０～４５毫米，持续有大于１０～１５毫米的时雨强度时，工务

段出动三分之二的防汛人员，列车限速２５公里／小时运行；第三警戒雨量值为：５小时降

雨量大于５０～５５毫米，持续有大于１５毫米的时雨强度时，工务段出动全部防汛人员，

封闭线路，列车停运。

宝天段：第一警戒雨量：３小时内降雨量大于２０～２５毫米，持续时雨大于１０毫米；

第二警戒雨量：３小时内降雨量大于２５～３０毫米，持续时雨大于１０毫米；第三警戒雨

量：４小时雨量大于４０～４５毫米，持续时雨大于１０毫米时，对防汛人员、机车乘务员、列

车运行要求与宝广段同。

襄渝、阳安段：陕南铁路明显受东西向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等地形屏障影响。全年

２／３以上降雨量集中在汛期（５～１０月），７月多强暴雨。在各地气象、水文测报网点基

础上，于沿线增设２５个自动雨量记录仪，及时了解雨情、汛情，结合线路状态，制订、实

施各区段“警戒雨量标准”。

省内铁路运输企业防洪工作始终贯彻“预防为主，防重于抢”的原则。雨季之前各

工务段结合春检重点进行防洪检查，抓紧草木未茂的时机，认真做好扫除山坡活石、疏

通排水设备、修复水毁建筑等工作。对工务段难以解决的病害安排灾害预防及水害预

抢工程计划，力争在汛前处理一批有可能发生水害的设备病害，以提高线路抗洪能力。

第三节　重大灾害抢险

一、阳安线洪水冲空堰河桥墩

１９９０年７月６日１６时，阳安线 Ｋ８１＋０４２处，堰河大桥河水暴涨，流量每秒达１３００

立方米，远远超过该桥的设计流量，致使４号桥墩被洪水冲刷歪斜，墩顶向上游方向偏

移２．１９米，两孔钢筋混凝土梁的支座端及横隔板严重损坏，抢修队伍赶到后，首先炸除

了４号桥墩，用３０００根枕木搭设临时桥台，架设１～３４米拆装式桥梁，限速１０公里通

车。抢通后，继续在便梁下架设军便式桥墩，改单孔简支架为两孔连续梁（桥梁拼装时

已对有关杆件加强），提高限速。此次水害为年内郑州铁路局，即陕西、河南、湖北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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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铁路最严重的一次，前后共中断行车２０４小时２８分。

二、宝成线 Ｋ１９０山体崩塌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０日１４时４５分，宝成线马蹄湾 －徐家坪 Ｋ１９０＋８３２～８５４处线路左

侧山体高１５０～２００米处发生崩塌。开始落下几块大石，被退休职工、看守员范家宾和

王义发现，拦停４２１次客车，列车安全退回马蹄湾车站。此后不断发生错落，崩塌１００

多次，累计塌石约２５万立方米。其中５月２０日、６月２５日、１１月９日发生较大崩塌３

次，塌下最大孤石１００多立方米。第一次大崩塌后，西安铁路分局立即组织２０００多名

职工、民工，１０台大型机械日夜抢险，清方减载，用旧钢轨、木枕在线路以上８．５米 ～１１

米处搭起双层防塌棚，棚下抢建明洞。６月２５日６时４４分，第二次大塌方发生，再次中

断线路。砸毁双层钢轨棚架和已抢建完成的８米明洞。北端原有明洞边墙、拱部被推

压造成纵向多条裂缝。裂缝宽度达到１２０～２００毫米，错台２０～３０毫米，线路中心外移

１９０毫米。２０００多名职工、民工和１０台大型机械日夜清运塌方１５万立方米，用１２２榀

双层钢拱架加固北端８２．５米洞后，于７月１３日１６时限速２５公里／小时开通线路。１１

月９日８时５０分，发生第三次大崩塌，经抢险于１１月１９日１５时限速２３公里／小时开

通线路。这次塌方灾害，支付抢险费１２６２．２３万元，购置赔偿机械费１９１．４０万元，支付

复旧工程费７８３．７万元，总计２２３７．３３万元。

这次崩塌灾害抢险，受到国务院、铁道部、陕西、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铁道部

部长李森茂、副部长屠由瑞、孙永福先后到现场察看，并组织指挥抢险。郑州铁路局，西

安铁路分局党政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组织，指挥职工、民工抢险长达一月

之久。

三、襄渝线毛坝关塌方、滑坡、泥石流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３日，襄渝线中段强降雨，至１８点累计雨量１７９毫米，毛坝关至巴山

间多处发生塌方、滑坡、泥石流爆发等水害，特别是 Ｋ４１１＋３２７处学堂沟中桥桥梁冲失；

Ｋ４１９＋６７０处青树湾隧道出口、Ｋ４２０＋３８０处庙坪隧道出口泥石流漫道，以及 Ｋ４２６＋

７６９处土垭子中桥桥墩基础冲空等尤为严重。安康铁路分局２２个单位８０００余人投入

抢险，使用工字梁便桥于７月２０日抢修通车。中断行车达４２７小时５９分。

四、陇海线洪水冲断灞河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８、９两日，陕西省境内普降大到暴雨。灞河上游山洪暴发，洪峰流量

５８．７立方米／秒。９日１３时４０分左右，洪峰到达灞桥，尚未复旧完成的部分二级平面

河床防护及垂裙工程很快被冲毁，严重危及桥梁稳定。正在桥下施工的西安工务段施

工负责人高瑞东立即派人设置停车防护信号，同时组织职工将４１１０８次列车拦停在距

桥头仅３０米处，１３时５０分灞河桥４号墩倾倒。１４时３０分请求灞桥车站封锁陇海线窑

村—灞桥区间，及时向工务段领导汇报。西安铁路分局、郑州铁路局和铁道部领导先后

赶赴现场，确定抢修方案，全面展开抢险。经过分局勘测设计所工程技术人员和西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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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段干部职工的努力，将陇海线与西康线便线于１０日零时５５分接通。中断９小时３２

分的陇海线恢复单线行车。１７日，成立 Ｋ１０６１线路所，日通过能力达９０余对。６月２２

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灞桥抢险工地慰问干部、职工和民工。铁道部有关领导现场

指挥，陕西省、西安市政府领导及当地群众大力支持配合，经过西安铁路工程集团公司

职工日夜奋战，新灞河大桥８月１８日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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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职　　工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加强职工教育和队伍建设，职工队伍结构

不断优化，收入增加，生产、生活条件改善。随着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社会保险

制度的实施、完善，铁路职工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开始脱出铁路条条管理，逐步融入

社会。

第一章　职工队伍

　　职工队伍指陕西省境内各铁路运输企业在册人员，包括工人、管理人员。职工队伍

主要由铁路运输人员组成，也包括服务于运输生产的工业、建筑业、卫生、教育事业和商

业人员等。

第一节　职工概况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有郑州铁路局所属西安铁路分局和安康铁路分

局。省内职工人数除这两个分局陕西省境内职工外，还包括郑州铁路局其他在陕单位，

如郑州铁路局驻陕西省办事处、郑州铁路局西安科研所，郑州铁路局西安计量所，郑州

铁路局西安工程公司，郑州铁路局西安铁路运输学校、郑州铁路局西安老干部部等单位

人员。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中，合同制职工１２５６８人，固定工８１２５８人。

铁路运输企业职工人数计划，按照增产增事少增人或不增人的原则，结合运输生产

和各单位工作量变化、设备增减等因素编制。铁路局每年下达职工人数计划、工资总额

指导性计划和运输业职工减员指标，控制各单位职工人数。１９９２年，郑州铁路局西安铁

路工程公司分别划归西安、安康铁路分局管理，该公司职工计入铁路运输企业人数。

１９９４年，西延铁路公司成立，到１９９６年，有职工２４６０人，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



和省境内职工人数相应增加。由于铁道部要求减员提效，严格控制人员编制，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年，数千名职工提前退休，到２００１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人数保持在１０万人

左右；２００２年人数减少；２００３年，西安铁路工程（集团）公司（前西安铁路工程公司）整

建制划出铁路，交中铁电气化工程局，职工人数继续减少。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成立，郑州铁路局驻陕各单位全部划归或并入西安铁路局。同

时，铁路兴办的社会性事业单位，如医院、中小学、幼儿园、铁路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铁路

技工学校等整建制移交地方政府管理，铁路运输企业职工人数和省境内职工人数减至

历年最低。

全部职工中，１９９０年，从事运输业职工８２５３２人，占职工总数的８７１％。１９９２年，

运输业职工８６２８１人，占比下降为７９１％。随着大量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运用，劳

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铁道部，铁路局要求压缩运输生产人员，向局内其他部门，例如多种

经营分流。到２００５年，运输业职工６８１０７人，占职工人数的７２５％。

１９９０年，女职工 ２６１９８人，占职工人数的 ２７７％；１９９６年，女职工 ３２５８９人，占

２８６％；２０００年，女职工２９４０３人，占２７３％；２００５年，有女职工２０７０５人，占２２％。

１９９２年以后，铁路运输企业新职工来源优化，加上不断加强文化，业务技术教育，职

工队伍文化程度和业务技术素质提高，职工人数有所减少，但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２００５年，职工人数占１９８９年的８３４％，人均运输收入为１９８９年的１３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人数统计表

　表５－１－１ 单位：人　

年 份 职工总数

其　　中

西安铁路分局 安康铁路分局 西延铁路公司

陕西境内
职工人数

１９９０ ９４７２３ ７３７０１ ２１０２２ — １０７５４５

１９９１ ９７３６８ ７５７６７ ２１６０１ — １０９５６９

１９９２ １０９１９０ ８５８６８ ２３３２３ — １１００６１

１９９３ １０８９３３ ８５６７９ ２３２５４ — １１０９２０

１９９４ １０９４１７ ８５８５４ ２３５３２ ３１ １１１２９２

１９９５ １１０１６９ ８６５６８ ２３５５１ ５０ １２５２３０

１９９６ １１３７９９ ８７９８８ ２３５５１ ２４６０ １１３３７６

１９９７ １１３１０１ ８７９７９ ２２２５２ ２８７０ １１３０３９

１９９８ １０５５４１ ８１９０２ ２０９３８ ２７０１ １０５６３１

１９９９ １０６４６８ ８２２７９ ２１３８６ ２８０３ １０６４６８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７８９ ８３０４７ ２１９６７ ２７７５ １０７９４６

４５１ 陕西省志·铁路志



　续表

年 份 职工总数
其　　中

西安铁路分局 安康铁路分局 西延铁路公司

陕西境内
职工人数

２００１ １０４８３１ ８０６０１ ２１３０６ ２９２４ １０５０５９

２００２ ９５０４５ ７１８５９ ２０２８１ ２９０５ １０５２４２

２００３ ９８２００ ７３８２２ ２１４４８ ２９３０ ９８１１７

２００４ ９５１１２ ７１８７６ ２０３００ ２９３６ ９４１２２

２００５ ９３９４０ 西安铁路局　９１００１ ２９３９ ９１８７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第二节　管理人员

　　铁路运输企业管理人员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党群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

员一般称为干部。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管理人员占职工总数的１９．１％；其中女性占管

理人员的２７．５％；党群管理人员占管理人员的１０．２％；专业技术人员占６２．９％；行政管

理人员４９１８人，占２７．１％。１９９２年，管理人员比１９９１年增加２３８３人。１９９５年，郑州

铁路局西安铁路中心医院、西安材料总厂、宝鸡电力机车段划归西安铁路分局管理，管

理人员增至职工总数的２０．４％。１９９６年，西延公司管理人员增至４９７人。管理人员增

加２５％。此后，管理人员人数逐年攀升，１９９９年占全部职工人数的２１．４％，是１６年中

管理人员人数最多的一年。２００３年，管理人员人数回落。２００４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

生产力布局调整，撤销、合并运输站段３０多个，管理人员人数大幅回落，比上年减少７

７６８人，下降３７．６％。占职工总数降至１３．６％。

２００５年末管理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１５．６％；专业技术人员占管理人员总数的

４１．２％；党群管理人员占１２．０％，１５５０人获得政工专业职称，其中高级政工师４１人，政

工师４８１人，助理政工师或政工员１０２８人。

女性管理人员２０００年占管理人员总数增至３１．４％，是１６年中人数最多的一年。

２００３年，女性占３２．６％。２００４年，女性占管理人员的比率降至２２．９％，下降９．７个百

分点。２００５年，女性管理人员占２０％（见表５－１－２）。

管理人员年龄和文化程度构成优化。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管理人员中年轻人人数增

加，中年人数略降，接近退休人数略增。大专以上学历人数２００５年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２５２

个百分点，高中以下学历人数减少２１４个百分点（见表５－１－３）。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中，本科２２９０人，博士１人，硕士２８人。

５５１第五篇　职工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管理人员统计表

　表５－１－２ 单位：人　

年　份
管理人员

总　　数

其　　　　中

女　　性 党群系统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９９０ １８１２６ ４９８３ １８５７ １１３９８

１９９１ １８５３２ ５０９９ ２２３４ ８５７４

１９９２ ２０９１５ ５７００ ２３９３ １０７１０

１９９３ ２１００６ ５７７６ ２１７８ １２０５８

１９９４ ２１３６５ ５９２８ ２３２２ １３２４６

１９９５ ２２４４１ ６６３１ ２３５８ １４５４３

１９９６ ２３０１０ ６５８１ ２４０１ １５０９５

１９９７ ２３４０８ ７０５９ ２４８７ １５３０９

１９９８ ２２５５３ ６９０４ ２２７７ １５０３０

１９９９ ２２７３９ ７１００ ２１７１ １５４０１

２０００ ２２６８４ ７１３４ ２２７４ １５６６３

２００１ ２１９９１ ６９３６ ２０８６ １５２７６

２００２ ２１６５７ ６８３０ ２０２０ １５１１７

２００３ ２０６７８ ６７３４ ２１９６ １１１０３

２００４ １２９１０ ２９５２ １８２０ ７０２５

２００５ １４６６６ ２９３８ １７５５ ６０４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部分年份境内铁路运输企业管理人员年龄、学历情况表

　表５－１－３ 单位：人　

年 份

年　　龄 学　　历

２５岁
以下

占管

理人

员％

２６～
５０岁

占管

理人

员％

５１岁
以上

占管

理人

员％

大专

以上

占管

理人

员％

中

专

占管

理人

员％

高中

以下

占管

理人

员％

１９９０ ６２６ ３．５ １４６３５ ８０．７ ２８６５ １５．８ ５０８３ ２８．０ ４９０５ ２７．１ ８１３８ ４４．９

１９９５ １３３４ ５．９ １８１１７ ８０．７ ２９９０ １３．３ ５７７４ ２５．７ ５０６４ ２２．６ １１６０３５１．７

２０００ １１７９ ５．２ １７９２６ ７９．０ ３５７９ １５．８ ６７８６ ２９．９ ５１５８ ２２．７ ９７４０ ４２．９

２００５ １６９６ １１．６ ９７１２ ６６．２ ３２５８ ２２．２ ７８０４ ５３．２ ２８１８ １９．２ ３４４９ ２３．５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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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比１９８９年增加２１６２人，占管理人员的

５７．４％，占全部职工的１２％，比１９８９年增加３．４个百分点。取得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中，

一部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同时也是行政管理人员；另一部分专门从事技术工作，包括

工程技术、会计技术、经济技术、统计技术、审计技术、卫生技术、教学技术、图书档案和

艺术人员等。１９９１年，首次 评定政工专业职称。此后几年，随着铁路技术密集程度不

断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百分比逐年提高，２０００年人数最多，占职工总数１４．

５％。２００２年，由于客运部门，客车车辆部门划归郑州铁路局客运公司，省内铁路运输企

业职工人数减少，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１５．９％，比率１６年中最高。此后，专业技术人员

人数逐年下降，２００４年，仅占职工总数的７．４％。

２００５年，铁路运输部门兴办的医院、中小学、幼儿园划归地方，这些部门大部分人员

有专业技术职称，铁路专业技术人员降至占职工总数６．４％，占管理人员的４１．２％。

部分年份境内铁路运输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技术等级称表

　表５－１－４ 单位：人　

年 份

技术职称等级

高　级

占专业技

术人员

％

中　级

占专业技

术人员

％

初　级

占专业技

术人员

％

１９９０ ４８５ ４．３ ３０６１ ２６．８ ７８５２ ６８．９

１９９５ ５５１ ３．８ ３７２３ ２５．６ １０２６９ ７０．６

２０００ ４８３ ３．１ ３９９２ ２５．５ １１１８８ ７１．４

２００５ １５５ ２．６ １６８０ ２７．８ ４２０８ ６９．６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第三节　工　人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铁路运输企业工人占职工总数 ７９．５％，其中女工占工人总数的

２６．３％；技术工人占工人总数的５２．７％。１９９５年，技术工人占工人总数的４６．３％，各等

级技工比率均有下降。２０００年，技术工人占工人总数的７１．１％，高级技工、中级技工占

工人总数比率，均比１９９５年提高（见表５－１－６）。表５－１－７中可以看出，工人队伍文

化结构也在优化，大专以上、中专、高中和技校文化人数及在全部工人中比率逐步增加，

初中以下文化人数及比率逐步下降。２６岁至５０岁工人，由１９９０年的７４．７％，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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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的９２．６％。

２００５年，铁路各运输生产站段进一步整合，西安铁路局机关各处室及运输生产调度

部门组建，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西安铁路局和西延铁路公司，工人占职工总数的

８２．５％，其中有技术等级证书４７５００人。其中高级技师２２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工人人数统计表

　表５－１－５ 单位：人　

年　份 工　人 其中女工

１９９０ ７５３１７ １９７８２

１９９１ ７７５６７ ２０４６１

１９９２ ８６５９３ ２１３３３

１９９３ ８７０４５ ２３３２９

１９９４ ８６９８２ ２３４２６

１９９５ ８８７９０ ２４３８３

１９９６ ８９７２７ ２４８５３

１９９７ ９００９７ ２４７０６

１９９８ ８３４３７ ２２４１０

１９９９ ８４４８１ ２２２９８

２０００ ８５８６８ ２２２６９

２００１ ８４０５７ ２２５０３

２００２ ７３９８２ １８５２２

２００３ ７６９６６ ２０２３０

２００４ ７７５７０ １８３２３

２００５ ７７５１０ １７７６７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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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各等级技术工人人数表

　表５－１－６ 单位：人　

年 份
技术工种

工人

技　　　术　　　等　　　级

高
级
技
工

占
工
人
总
数
％

占
技
术
工
种
％

中
级
技
工

占
工
人
％

占
技
术
工
种
％

初
级
技
工

占
工
人
数
％

占
技
术
工
种
％

工
人
技
师

１９９０ ３９７２８ ２６６８４ ３５．５ ６７．３ ８７１９ １１．６ ２１．９ ３０８７ ４．１ ７．８ ４０

１９９５ ４１１４６ ２４１８８ ２７．７ ５９．７ ８９０８ １０．０ ２１．６ ２６１８ ２．９ ６．４ ３８３

２０００ ６１０８２ ３２９３７ ３８．４ ５４．４ １１８４９ １３．８ １９．４ １５４６ １．８ ２．５ ２９３

２００５ ６４９３８ ２７１７６ ３５．６ ４１．９ １８７１０ ２４．１ ２８．８ １１６５ １．５ １．８ ４４９

　　注：高级技工所占百分比中包括技师人数，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１）、《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部分年份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工人文化程度表

　表５－１－７ 单位：人　

年 份

文　化　程　度

大专以上
占工人

％
中专

占工人

％
高中技校

占工人

％
初中以下

占工人

％

１９９０ ７８７ １．０ ２６９８ ３．６ ３０９６３ ４１．１ ４０８６９ ５４．３

１９９５ １４６３ １．６ ３９４０ ４．４ ４２８１７ ４８．３ ４０５７０ ４５．７

２０００ ３７７６ ４．４ ９３９９ １０．９ ４７８７３ ５５．８ ２４８２０ ２８．９

２００５ ５１７２ ６．７ ８６１３ １１．１ ４８０６７ ６２．０ １５６５８ ２０．２

　　注：高级技工所占百分比中包括技师人数，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１）、《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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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职工教育

　　１９９０年之后，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教育工作不断加强。教职工队伍壮大，素质提

高。教育层次逐步提升，文化教育从普及初中学历发展到普及高中学历教育、直至大中

专学历教育为主；业务技术教育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由一般短期培训发展到职工任职、

上岗、易岗、技术等级晋升等系统化教育和有针对性的适应性培训，围绕安全生产，提高

职工文化、业务技术水平，满足铁路运输事业快速发展需要。

第一节　组织管理

　　１９９０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职工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开管理，西安铁路分局教育委

员会、安康铁路分局教育办公室均改称普通教育委员会，分别成立职工教育科，主管职

工教育。承担职工教育的学校有西安铁路职工大学、临潼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宝鸡司机

学校、灞桥职工学校（西安电大函授工作站易名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西安铁路分校，和

西安职工学校并入灞桥职工学校）、宝鸡运输技工学校、安康铁路运输技工学校、汉中职

工学校。

１９９１年，两个分局设立职工教育委员会，分局长任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２年，开始标准

化教育基地建设。１９９３年，职工教育主管部门是分局职工教育分处。灞桥职工学校易

名西安职工学校。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有职工教育专职教职工７７５人，兼职教师２７４２人。

１９９８年，安康铁路分局撤销职工教育分处，成立分局教育委员会，内设职工教育部；

２０００年，西安铁路分局普通教育委员会与职工教育分处合并，组成分局教育中心，下设

职工教育部。分局职工教育部分别行使原职工教育分处职能。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西安铁路

分局成立职工教育中心，安康铁路分局组建铁路职工培训中心（对外均称职工教育分

处），承担职工教育管理职能。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职工教育处是职工教育主管部门。全局职教管理干部５４７人，

其中管理干部２４５人，专职教师３０２人。另有兼职教师１８２５人。教育基地２１４５３０平

方米，其中专用教室１９８９１平方米。西安铁路局加强职教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建立健

全局、站段（公司）两级职工教育委员会和局、站段（公司）、车间三级教育网络。完善职

工教育工作检查通知书制度、季度讲评制度、职工教育达标验收制度、培训责任追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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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９月底，西安铁路运输学校、西安铁路职工大学、宝鸡司机学校分别移交西安、宝

鸡市政府管理。铁路运输系统承担职工教育的学校有西安铁路职工培训中心、宝鸡铁

路职工培训中心，安康铁路职工培训中心。

第二节　文化教育

　　１９９０年代 ，每年继续举办高中文化学习班，普及高中学历教育。同时，开始选送职

工到大中专学校接受学历教育，鼓励职工报考成人大、中专院校，报名参加地方自学考

试。到２００５年，工人中初中文化程度人数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６３％。１９９２年，西安、安康铁

路分局开始对自学考试取得学历人员实行补贴或奖励。西安铁路分局筹措资金１５万

元，补贴完成自学人员人均３８０元；安康铁路分局对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人员奖励

４００元，取得中专文凭人员补助３００元。这项鼓励政策，具体办法不断完善，一直延续

下来。

１９９４年，铁道部《铁路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实施７２７７素质工程，要求到２０００

年，职工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接近７０％，专门人才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达到２０％，职工

中受系统教育（技工学校以上毕业和通过规范化岗位）培训达７０％，行车一线关键岗位

“变招工为招生”，当年新增劳动力中，中专、技工学校毕业生和经过一年以上初级职业

培训者比例达７０％（机车乘务员１００％）。

此后，职工学历教育范围扩大，形式更加多样。

生产一线关键岗位新增职工全部送中专、技工学校接受学历教育。减员分流人员

中４０岁以下有培养前途的送成人中专接受学历教育。选送职工离岗脱产接受不同层

次的学历教育。组织非脱产、函授或现代远程学历教育。和相关学校联合办学，进行有

针对性的专业（如公安、师范、机车乘务员等）学历教育等。

２０００年，工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７１１％。

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５年，单位选送或个人报考参加各类大、中专学历教育职工累计

２９７０４人。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制定《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新增参加学历教育

人员４３５３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２５９人，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毕业８２７人。

第三节　业务技术教育

　　一、规范化培训

岗位培训是实施职工业务技术教育的主要方式。岗位培训执行铁道部、劳动部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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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铁道行业各工种技术等级标准，参照其他相关行业技术等级标准，结合铁路新技

术、新设备、新规章、新标准，对职工进行所在岗位和将任岗位培训。

１９９０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采取脱产业余相结合以业余为主，长期短期相结合以

短期为主，内培外培相结合以内培为主的培训办法，举办各类培训班３７２１期，其中脱产

培训班１３１８期，培训６６６８６人次；业余培训班２４０３期，培训１３０８９５人次。相当于每

位职工培训２次。

规范化培训是依照业务技术教育各项制度、规划，计划必须进行的培训。新任职的

工班长，转变岗位工班长必须经过规范化培训，工班长培训主要内容有作业过程、作业

标准、班组管理等。铁路分局主要对第一次任职的工班长和每年在职工班长的４０％进

行培训。１９９０年起，由采用统一教材改为按系统办班，每年平均培训工班长４１００人，

保持工班长持证上岗率１００％。２００５年，规范化脱产培训工班长２４１４人，占在职工班

长的４１％；新提任２４３名工班长，全部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１９９１年后，铁路分局重视中、高级技术工人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培训人数逐年增

加，经考试合格，确保持证上岗。

１９９４年，铁路行车主要工种３７１１２人经过规范化培训，考试合格，颁发上岗证，持

证上岗。１９９５年，行车主要工种在岗职工全部参加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不合格

约占０６７％，分别易岗、下岗或待岗。坚持每年对持证人员抽考，不合格者收回上岗证，

下岗培训。铁路行车主要工种持证上岗率一直保持１００％。是年，分配担任机车乘务员

的复转军人，一律经中专或司机学校学习理论一年，现场实习半年，由铁路局统一命题

考试，合格后发给毕业证。１９９６年，分配到各工种的复转军人均须经过技工学校或职工

学校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所有新增劳动力，所有新上岗、易岗、待岗重新上岗人

员，都 要接受规范化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所有在岗人员持证率１００％。

职工技术等级晋升也要经过规范化培训并考试合格。各分局每年都举办此类培训

班，参加培训人数各不相同。同时，实行职工技术达标等级、任职、待遇一体化。

１９９９年，以多种形式建立环流培训模式。

２０００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举办规范化培训班３２０期，培训２０９７７人。２００１年，

举办规范化培训班１１０期，培训７８４６人。是年，铁道部党组提出“每个职工每２年有一

次不少于１０个工作日的脱产培训”要求。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１０天脱产培训和５天脱产培

训５７９５１人。２００４年，１０天和５天脱产培训１５９１４人。

２００５年，职工教育实行岗位培训素质达标办法，职工培训、考核、待遇“一体化”机

制，在岗职工每两年１０天强制性脱产培训实施办法，完善职工上岗证使用和年审验印

制度。进一步规范岗位培训办班，实行办班计划审批。重新整理汇编８９个工种教学大

纲，根据铁路科技发展，提速调图和工装设备更新实际，汇编车、机、工、电、辆等系统培

训教材和岗位基本功手册。全年举办规范化培训班２９期，培训８２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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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应性培训

根据运输生产需要，技术设备和工艺更新变化，作业条件和规章制度改变，铁路分

局、站段（公司）每年随机举办有针对性的短期专业培训。有防暑降温、防寒过冬、防洪

抢险、春运业务、新《铁路技术作业规程》实施、提速调图等培训班。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

适应性培训班分别举办２５２８期、７７３期，培训职工７０６１７人次、２０３７２５人次。２００５年，

举办适应性培训班２５５７期，培训５６１４３人次。

三、实际操作培训

职工业务技术教育坚持理论学习同时抓实际操作技能培训。１９９２年，组织开展大

练基本功活动，要求职工业务技术“过三关”（应知应会理论关，实际操作技能关和排除

故障关）。职教部门每年组织大练基本功活动，站段、公司组织全体职工参加。

岗位比武，由铁路分局职教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各站段抽调实作技能优秀职

工组成代表队参加。通过比武，评出各系统优胜团体、各岗位技术能手和技术标兵。在

全员练功、岗位比武基础上，铁路分局组建各工种作业标准化示范队，在管内巡回实作

示范表演。

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加强技能培训基地建设，为实际操作培训提供场地保证。到

１９９８年，西安铁路分局有技能培训基地７３个，其中局级６个，分局级４２个，站段级１５

个；安康铁路分局有技能培训基地１１个，其中部级１个，局级４个，分局级６个。

１９９４年 －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培训率统计表

　表５－２－１ 单位：％　

年份

项目 全员培训率 脱产培训率

西安分局 安康分局 西安分局 安康分局

１９９４ ８．９ ９．６ ３．１ ４．５

１９９５ ９．３ ９．７ ３．２ ３．８

１９９６ １０．８ ９．６ ３．３ ４．１

１９９７ １０．６ ９．４ … ３．７

１９９８ １０．８ １０．５ … …

１９９９ １１．７ １０．５ ５．２ ５．４

２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１．３ ６．５ …

２００１ １２．８ １０．３ ５．５ ３．１

２００２ ９．４ … … …

２００３ ９．１ … … …

２００４ ９．３ … … …

２００５ 西安铁路局　９．１ 西安铁路局　３．２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０５年系西安铁路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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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职工收入

　　职工收入包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经过实行新工资制度，多次工资调整、晋

升，新设立津贴、补贴项目，提高津贴、补贴标准，随着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奖和一

次性奖励增加，职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见表５－３－１３）。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工资总额支出 ２０２５６８９千元，与 ２００４年同口径比较，增长

１１９％；年度职工人均工资收入２２８９８元，同比增加２３９１元，增长１１６６％，比１９８９年

２６８３元增长７５倍。西延铁路公司工资总额支出 １５８８８１５千元，比 ２００４年增加

２７５７５３千元，增长 ２１％；年度职工人均工资收入 ５４０６０元，同比增加 ９３３７元，增

长２０９％。

第一节　工　资

　　一、工资改革与晋升

１９９０年，铁路运输企业继续执行铁道部颁布的铁路职工工资等级标准和１９８８年郑

州铁路局试行局企业工资标准。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根据郑州铁路局（１９９３）６５０号文件，实

行工资制度改革，等级工资制改岗位技能工资制。岗位技能工资由岗位工资、技能工

资、工龄工资、特种工资、效益工资五个单元组成。其中岗位工资、技能工资是基本工

资，工龄、特种、效益工资是辅助工资。工龄工资参考标准按连续工龄一年一元；企业对

特殊地区职工，可根据所处环境、艰苦程度等设立特种工资，技师、高级技师津贴，有突

出贡献科技人员享受的政府津贴等列入特种工资单元，企业根据需要可建立其他特种

工资；企业根据情况，自主决定效益工资分配形式和办法。铁路企业岗位技能工资制的

基本工资部分由铁道部集中管理，其他工资单元由企业自主管理（见表５－３－１至表

５－３－７）。

１９９４年，西延铁路公司实行自己的岗位工资制。由基础岗位工资、工龄工资、技术

津贴和一次性奖励构成。基础岗位工资设３档７级，公司领导第一档，分两级；部、室领

导第２档，分两级；部员第３档，分３级。工龄工资每年２元。效益工资由总经理决定发

放，完成当年运营收入计划，提取收入的１５％ ～２％，另提取超额部分的７％，按规定的

基数和系数发放。一次性奖励由总经理根据公司经济效益和职工表现决定发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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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根据西安市物价上涨指数和公司经济效益，经董事会决定调整职工工资。

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根据铁道部，郑州铁路局规定，通过提高不同工种、岗位人员不

同单元工资标准，考绩考核择优升级（升１级或０５级），为职工增加工资。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０５年，包括工资改革，择优升级，向运输生产一线倾斜等，２６次为全体或部分符合条

件职工增加工资，３次为不同人员提高工资待遇标准，如定级，定职工资标准，新进入人

员待遇，山区技术工作者，有专业政治工作职称等人员（见表５－３－８、表５－３－９）。

２００５年，制定《西安铁路局岗位技能工资制日常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工资管理。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起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执行铁道部颁布的铁路企业岗位工资标准表

　表５－３－１ 单位：元　

工资档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

地区

类别

五区３９４３４７５２５７６２６７７２７８８４９１９８１０５１１２１２０１２８１３６１４５１５４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１９４２０５２１７２２９

八区４３４８５３５８６３６８７４８０８６９３１００１０７１１５１２３１３２１４１１５０１６０１７０１８０１９１２０２２１４２２６２３９２５２

　　注：表中工资标准系按照工资区系数计算并进行调整后确定

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技能工资标准及套改对应关系表

　表５－３－２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起执行） 单位：元　

工资档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２１

五
区

工资标准 ６１ ６６ ７１ ７６ ８１ ８６ ９１ ９６１０２１０８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６１３２１３８１４４１５０１５６１６２１６８１７４
对应关系 ６２ ６７ ７２ ７８ ８５ ９２ ９９１０６１１３１２０ １２８１３６１４４ １５２１６０１６８

八
区

工资标准 ６７ ７２ ７８ ８４ ９０ ９６１０２１０８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６１３２１３８１４４１５０１５６１６２１６９１７６１８３１９０
对应关系 ６８ ７３ ７９ ８６ ９３１００１０８ １１６１２４１３２ １４０１４９ １５８１６７１７６ １８５

工资档别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４２

五
区

工资标准１８０１８６１９３２００２０７２１４２２１２２８２３５２４２２４９２５６２６３２７０２７７２８４２９１２９８３０５３１２３１９
对应关系１７６１８４１９３ 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９ ２２９２４０ ２５２ ２６５ ２７９ ２９７

八
区

工资标准１９７２０４２１１２１８２２５２３２２３９２４６２５３２６０２６７２７４２８１２８８２９６３０４３１２３２０３２８３３６３４４
对应关系１９４２０３ ２１２２２２２３１ ２４１２５２ ２６４ ２７８ ２９２ ３０８ ３２４

工资档别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６３

五
区

工资标准３２６３３３３４０３４７３５４３６１３６８３７６３８４３９２４００４０８４１６４２４４３２４４０４４８４５６４６４４７２４８０
对应关系

八
区

工资标准３５２３６０３６８３７６３８４３９３４０２４１１４２０４２９４３８４４７４５６４６５４７４４８３４９２５０１５１０５１９５２８
对应关系

说明：１表中工资标准是按照工资区系数计算并进行调整后确定的。２“对应关系”系指铁劳（１９９１）

１１３号文公布的工资标准减６元后的数额套入技能工资标准的对应关系。３职工标准工资超过

铁劳（１９９１）１１３号文公布的工资标准表的，减去６元后，亦按就近向上原则套入技能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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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铁路运输企业

大、中专、技校毕业生见习期间临时工资和期满后技能工资定级参考标准表

　表５－３－６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起执行） 单位：元　

毕业生分类 见习（试用）期

临 时 工 资

五区 八区

定级

工资
备注

技校毕业生 半　年 ８８ ９４ ３档

中专毕业生 一　年 ９３ ９９ ４档

大学专科毕业生 一　年 ９８ １０５ ５档

大学本科毕业生 一　年 １１１ １１９ ７档

入学前工作满一年

以上的正式职工，不

实行临时工资。

取得“双证”的技校

毕业生，均按上述标

准执行。

双学士学位大学

本科毕业生、研究生

硕士学位研究生

博士学位研究生

不
实
行
见
习
期

１１８ １２６ ９档

确定职务前
的临时工资

１２５ １３４
９档

１３２ １４２ １１档

正式确定职务后，按

本职务的技能工资

起点标准发给，但起

点标准低于表中规

定的定级工资标准

时，按表中定级工资

标准执行。

　　注：临时工资包括“四项补贴”

境内铁路运输企业

学徒、熟练期间待遇和期满后技能工资定级参考标准表

　表５－３－７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起执行）

类　　别
学徒制工人、线路工、人力装卸工、制动员

人力给煤工、采石工、运搬工、重体力普通工、炊事员
其他熟练制工人

学徒、熟练期间待遇 参照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含计划单列市）规定执行

期满后定级工资 三　档 一　档

　　注：学徒、熟练期间待遇均包括“四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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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增加工资一览表

　表５－３－８

时间 增加工资项目
人数

（人）

月增资

（元）

人均增资

（元）

１９９０ 增加标准工资 ８６８６４ １２１４７０２ １３９８

１９９０．７ ６月３０日在册已定级固定工合同制
职工工资升级

７５６０９ ６０１４０３．５０ ７．９５

１９９０．１０ １９８５年底前参加工作已定级固定工、
合同制职工考工考绩升资

６８６６３ ５５５９３５．５０ ８．１０

１９９１．６ 工作满４年固定、合同制职工考工考
绩，择优升级

７５２９８ …… ……

１９９１．８ 执行新工资标准，在现标准上每级增

加６元 …… …… ……

１９９２．１１ 每人升０５级工资 ９３２８８ ６１９３２４ ８６２

１９９３ ２月末在册人员（已定级）一般升半
级，一线主要工种升１级 ８１５７６ ７９４２６４ ９２４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０年底前参加工作，首次聘任政工师、
高级政工师中，１９８８年９月底前已具备
相应资格、学历人员提高１级工资

…… …… ……

１９９３．５ １月未在册已定级人员升１级安全达
标工资

８１８１８ １４９１２８９．５０ １８２３

１９９３．７ ６月末在册已定级人员实行半级企业
工资

８０９１１ ８０２５９３．５０ ９．９２

１９９３．１０ 工资制度改革，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 １０８２６０ ６２０７２３３．３６ ７０．５３

１９９４．１０ 增加３档技能工资 ９９５６７ ２０２９８８５ ２０．３９

１９９５．４ 增加１档效益工资 １０５９０３

１９９５．７ 增加２档效益工资 １０４３６４
２１６７８７５ ２０．４７

１９９５．９ 增加２档技能工资 １０１９７９ １４１９９５６ １３．９２

１９９６ 山区工作技术人员上浮５档效益工资 …… …… ……

１９９６．４ 增加２档技能工资 １０３７０６ １４７５７５３ １４．２３

１９９６．９ 增加４档效益工资 １０６０７４ ３０６６２００ ２８．９１

１９９７．３ 增加２档技能工资 １０３７０８ １４６７２６．３５ １４．１５

１９９７．６ 增加３档效益工资 １０６６４７ ２３９７１６５ ２２．４８

１９９７．９ 增加４档效益工资 １０５４９８ ３２０４１８３１８ ３０．３７

１９９８．１ 增加２档技能工资 １０５０９３ １４２３４５７．９５ １３．５４

１９９８．７ 增加２档技能工资 ９８５４１ １３３８４９４．９９ １３．５８

１９９９ 增加２档技能工资 ９９５６２ １７２９４２６８３ １３．３７

１９９９．１０ 增加２档技能工资 ９９６６６ １７４６４３１．２０ １７．５２

２００３．１０ 增加３档效益工资 ９８１２２ ２２３８０７１．２８ ２２．８１

　　注：１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月增资数，人均增资数为西安铁路分局数据

２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３年７月各次增资数据均系西安铁路分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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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提高各类人员工资标准表

　表５－３－９

序号 年 份 提高工资人员、项目

１ １９９０ 提高新进人员工资待遇

２ １９９０ 提高定级（职）工资标准

３ １９９４ ７月，工龄工资标准由每年１元提至２元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二、“捆挂浮”与计件工资

职工工资按照任务完成情况考核、计算发放。将职工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和生产任

务指标捆绑一起，根据任务完成情况上下浮动。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西安铁路分局实行职工效益工资与运输进款收入、换算周转量、货物

发送量、旅客发送量捆绑挂钩浮动，每季度考核发放；安康铁路分局实行“工效挂钩”办法。

两种办法都是完成相关任务指标，全额发放效益工资；完不成指标则按一定比例扣减效益

工资。捆绑具体数额和办法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变更，捆绑浮动金额最高时占职工总收入

９７％以上，最低占７３％。２００５年，捆绑工资占职工总收入（不含各项扣除）的８９％。

工资考核发放另一方式是计件工资制。根据个人劳动定额完成情况，按照既定公式

和单价，计算并发放应发工资。劳动工资部门加强定额管理，实行定额管理和计件工资范

围扩大，人数逐渐增加（见表５－３－１０）。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实行计件工资制职工月人

均计件工资１２０８元。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实行计件工资人数表

　表５－３－１０

年 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实行计件

工资人数

（人）

６７６４８ ６８３８４ ６８２８３ ６９０３３ ６８６２６ ６７８０９ ５９２１２ ６６３４７ ６３５０９ ６７５４９

占生产人员

％
７６．７ ７７．３ ８３．２ ８３．１ ８１．３ ８２．１ ８１．４ ８６．９ ８３．２ ８８．５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安铁

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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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津贴与补贴

　　随着经济、社会和铁路运输发展，职工津贴、补贴项目和金额不断变化。１９９０年以后，

新增津贴和补贴有：暑期岗位津贴、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职务津贴、兼职党支部（总支）书记

津贴、兼职女职工主任津贴、检察院、法院干警岗位津贴、公安干警警衔津贴，专、兼职环保

人员环保津贴，职工医疗补贴、签订劳动合同人员风险工资补贴，职工岗位工资补贴、机要

人员岗位补贴等。一次或多次提高运输生产一线人员，关键岗位人员、山区工作人员等津

贴和补贴。到２００５年，２５次对不同岗位职工（不含医院、学校）实行津贴或提高津贴标准，

１２次实行相关人员补贴或提高补贴标准（见表５－３－１１、表５－３－１２）。

２００５年，根据铁道部铁劳卫（２００５）３１号文件要求，制定《西安铁路局各项津贴（补贴）

标准及管理规定》《西安铁路局津贴、补贴管理办法》，规定建立新津贴、补贴项目原则、条

件、办理程序，明确津贴、补贴管理责任部门，划清路局、站段管理权限。统一原西安、安康

铁路分局津贴、补贴政策规定，解决了政策执行不一问题。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实行、调整津贴一览表
　表５－３－１１

年 份 实行、提高津贴项目 年 份 实行、提高津贴项目

１９９０
增加营业线路，新建一类、二类施工津贴

提高公安干警岗位津贴

１９９１ 提高乘务津贴

１９９２

提高公安干警工龄津贴

实行检、法两院干警岗位津贴

提高职工岗位津贴

提高工务、供电、机车乘务员、带电接触网工

岗位津贴

提高夜餐津贴标准

１９９３

提高铁路施工津贴

增加行车主要工种岗位津贴

实行暑期岗位津贴

增加医疗卫生防疫人员津贴

１９９５

实行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职务津贴

实行公安干警警衔津贴

实行预备工班长津贴

提高工班长津贴

实行职工上岗津贴

１９９６

实行兼职女职工主任津贴

提高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津贴

１９９７

提高运输岗位１１种人员乘务津贴

提高营业铁路、施工铁路施工津贴

提高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岗位津贴

实行专兼职环保人员环保津贴

实行机车一等司机技术津贴等

１９９９ 提高警衔津贴标准

２００３
实行一线兼职党支部（总支）书记

津贴

２００４

调升机要人员津贴，老干部工作人员

津贴

提高工班长津贴标准

提高公安干警警衔津贴标准

　　注：表中数据选自《年鉴》

２７１ 陕西省志·铁路志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实行、增加补贴一览表

　表５－３－１２

年 份 实行、增加补贴项目

１９９０ 职工取暖补贴提高到１２元

１９９１ 西延线集北、蒲城两站试行５元山区生活困难补贴

１９９３
梅七线实行山区生活困难补贴，提高宝天、宝成、西韩、西延线生活困难补助标准

实行机要通信人员岗位补贴

１９９５

西延公司调升职工误餐补贴、实行干部值班费

煤气、天然气补贴提至１０元，洗理费提高到２元，交通费提高到２元。

实行每人５元医疗补贴

１９９６ 签订劳动合同人员实行１５％风险工资补贴，不实行合同制人员实行临时工资补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实行并提高岗位工资补贴

２００１ 提高岗位工资补贴标准

２００２ 提高岗位工资补贴标准

２００４ 山区困难生活补贴在原标准上提高１倍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年平均收入统计表

　表５－３－１３ 单位：元　

年　份 西安铁路分局 安康铁路分局 西延铁路公司

１９９０ ２８９０ ３２６９ —

１９９１ ３１２２ ３２２８ —

１９９２ ３８０５ … —

１９９３ ５４９４ … —

１９９４ ７４２５ ７７９８ １３３６１

１９９５ ８９２２ ９７６２ ２３９４６

１９９６ １０６２１ １１３７２ ９１６８

１９９７ １１８２６ １２４１３ ９８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２３０６ １２９５７ １１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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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西安铁路分局 安康铁路分局 西延铁路公司

１９９９ １３５００ １３６７０ １２１４９

２０００ １４１４０ １４１１６ １６３０４

２００１ １５３３７ １４８６１ １９０１８

２００２ １６７００ １６０８６ ２５１７７

２００３ １７８５２ １７０８７ ３２４４１

２００４ ２０５８７ １９３８３ ４４７２３

２００５ 西安铁路局　２２８９８ ５４０６０

　　注：１９９４年西延公司数据系半年平均数乘以２所得，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

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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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后勤保障

　　随着陕西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铁路改革，除直接为运输生产服务的乘务员公寓

外，铁路运输企业后勤保障服务部门剥离主业，走向市场，面向社会，由服务型转向服务

经营型乃至单纯经营型。职工家属生活福利、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由企业保障转向

社会保障。

第一节　生产保障

　　一、乘务员公寓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有铁路乘务员公寓２０所：西安公寓、西安东站公寓、孟塬公寓、

铜川南公寓、韩城公寓、富平公寓、阎良公寓、韦庄公寓、瑶曲公寓、宝鸡公寓、宝鸡上马

营公寓、凤州公寓、阳平关公寓、蔡家坡公寓、兴平公寓、安康公寓、西乡公寓、勉西公寓、

安康东电机公寓、安康东车长公寓。另有省境外公寓１所，万源公寓。乘务员公寓负责

接待过往列车乘务人员，包括机车乘务员，客运乘务员，运转车长，公安押运员，客运监

察人员，财务收入稽查人员，添乘人员、轨道车司机及助手等，提供吃、住、洗、娱乐为一

体的良好休息环境。

１９９１年，开设蒲城公寓；１９９４年，新建西安环北公寓启用；１９９５年，开设新丰镇公

寓、宝中线千河公寓，１９９６年，宝中线安口南公寓投用；２００１年，西康线长哨公寓投用；

２００２年，汉中公寓投用；２００４年，新丰镇二公寓、宁西线丹凤公寓投用。至此，陕西境内

增加铁路乘务员公寓９所。

铁路局、分局陆续投入大量资金，对２１所公寓改、扩建３０次，更新改造公寓设备设

施，改善接待条件，增加接待能力。可查资料显示，仅郑州铁路局、西安铁路分局此类投

资累计５７８７万元以上。１９９３年，为西安、宝鸡上马营等１２所公寓安装空调；１９９５年，

为铜川南、韦庄、韩城、孟塬公寓安装空调；１９９６年，孟塬公寓、宝鸡上马营公寓添置电脑

自动叫班设备。１９９８年，安康分局公寓安装第一台电脑自动叫班设备。陆续为各公寓

安装空调。到２００３年，公寓全系统实现电脑自动叫班。铁道部命 名西安环北公寓、安

康公寓等１６所公寓为标准化公寓。乘务员公寓达到“住宿宾馆化、环境园林化、服务程

序化、管理规范化”要求。

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有铁路乘务员公寓２９所，其中路网性公寓１２所，分布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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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局管内陇海、咸铜、宁西、宝成、西康线，其中１１所在山区。这些公寓担负北京，郑

州、兰州、成都、沈阳铁路局乘务人员的食宿供应和服务。

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乘务员公寓一览表

　表５－４－１

所属

生活段
公寓名称

所属

生活段
公寓名称

西

安

生

活

段

西安公寓

西安东站公寓

西安环北公寓

华山公寓

罗敷公寓

新丰镇第一公寓

新丰镇第二公寓

铜川南公寓

瑶曲公寓

韦庄公寓

韩城公寓

丹凤公寓

宝鸡生活段

宝鸡上马营公寓

宝鸡公寓

凤州公寓

宝
鸡
生
活
段

略阳公寓

阳平关公寓

兴平公寓

武功公寓

千河公寓

安口南站公寓

蔡家坡公寓

安
康
生
活
段

安康公寓

安康东站电机公寓

安康东站车长公寓

西乡公寓

汉中公寓

长哨公寓

勉西公寓

　　注：孟塬公寓１９９７年易名华山公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乘务员公寓统计表
　表５－４－２
年份 公寓数量（所） 床位（张） 接待人数（人）

１９９６ ３２ ７１２８ １１２６７３７
１９９７ ２８ ６６９２ １５４５７７５
１９９８ ２７ ６８０２ １６７９３６５
１９９９ ３０ ７１３９ １８５２０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９ ６６７８ １６９２７９５
２００１ ２９ ７４５４ １９８９２５０
２００２ ３０ ７７７５ ２０７３２００
２００３ ３０ ８１１０ １９８０３００
２００４ ３０ ９０３７ １９６８７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９ １０１７０ １５０４９２４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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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工食堂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有职工食堂４５个，其中各生活段管食堂１５个，

其他站段自办食堂３０个。就餐职工９０００人，年用主食９８万公斤，销售额１９７５万元。

１９９５年，宝中线开通，沿线站区不临城镇，新增安口窑、陇县、千阳、千河职工食堂。１９９６

年，有职工食堂４５个，职工１０３３人，年销售粮５３２万公斤，营业额１９１７３万元。

１９９７年，生活服务部门开始逐步与运输主业剥离，职工食堂部分工资需要自筹。职

工食堂打破餐饮单一经营模式，开办自助餐，主副食加工销售，接待婚宴和会议，开办超

市、娱乐厅等，对内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１９９９年，除西安南郊食堂、宝鸡地区食堂、安

康铁路分局食堂和宝鸡第三招待所食堂外，受市场竞争及营销条件影响，其余食堂大部

分关停并转，人员改从他业或转向其他经营。２０００年后，沿线仅存个别食堂，全部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工资自筹。

２００５年，有西安南郊、宝鸡上马营、千河、秦岭、凤州、略阳、千阳、陇县、安口南职工

食堂９个。受地区环境制约和市场冲击，职工食堂经营困难，仍维持工资、费用自筹。

三、乘车证与铁路制服

〔乘车证〕　西安、安康铁路分局人事科是乘车证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受分局委托，

全权向铁路局领取每年计划用票，用于干部工人工作、出差、就医、购粮乘车。乘车证管

理部门负责乘车证发放、回收、销毁和使用监察、违章处理。铁路乘车证有严格的管理

制度，对使用人员，区间、时限，席别等规定明确。领取乘车证须经本人申请，领导审批，

票证管理部门开票，用完后７日内交回。监察人员定期和随时上车检查监督，发现问题

按章处理。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日零时起，铁道部启用新版乘车证，改由劳动工资和办公部门双重管

理。２０００年，乘车证实现微机管理。２００２年，铁道部再次启用新版乘车证，全年定期乘

车证的全部，单位往返、探亲乘车证的９５％以上实现计算机制票。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适应直管站段体制，乘车证管理整章建制、界定职责、权限，强

化检查、监督、考核机制。

〔铁路制服〕　在“８５”式铁路制服基础上，１９９０年，对到期换装制服有所改进：春秋

装男式为平勃头普通西服领，女式为平勃头改进西服领，两个暗下兜，男式有盖女式无

盖，三扣全里。车站、无作业服运输人员每５年发春秋服、冬服、夏服各１套（夏服女裤

改裙），短袖衫两件，领带两条，大檐帽或无檐硬壳帽（均加藏青色帽罩）１顶。列车有作

业服人员（机车、检车、装卸）每５年发春秋服、冬服各１套，短袖衫两件，夏服裤（女职工

裙）１条，领带两条，大檐帽或无檐硬壳帽（加藏青色帽罩）１顶。其他人员每５年发春秋

服、冬服各１套，领带两条。每１０年男发大檐帽１顶，女发无檐软帽两顶（蓝灰、藏青色

各１）。

１９９３年，换装“９４”式铁路服，按甲、乙、丙（相当于上述分类）三类人员登记。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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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００２年，先后换装“９８”式，“２００２”式铁路制服。

单位承担铁路制服费用６５％，职工个人承担３５％。

第二节　生活保障

　　一、生活供应

铁路运输业是大联动机，每天２４小时、每年３６５天不间断运行，所有线路、隧道、桥

涵、供电、信号、通信，给排水设备必须专人管理和维护。多数职工长年工作、生活在铁

路沿线，偏远山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铁路沿线交通不便，社会市场尚不发达，沿线

铁路职工家属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日常用品、粮油副食，甚至生活用水都要靠企业

生活供应车运送。

１９９１年，陕西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有生活采购供应站３个，分属西安、宝鸡、安康生活

段。有生活供应车９辆，担负沿线职工家属五金交电、燃油、百货副食、日用杂品采购供

应。另有生活供应车１列，配备机车１台、售货车２辆，餐车、宿营车、守车各１辆，由机

务、车辆、生活单位人员组成，担当西韩线流动售货和为 ５个缺水站区单位送水任务。

年内增开１辆粮油车、２辆送菜车，专为襄渝线沿线职工供应主副食品。１９９２年９月，

西韩线供应列车停止运行。１９９４年，新增改装售货车６辆、载货汽车２辆。各生活采购

供应站实行经营承包，自负盈亏。１９９６年，有生活供应车１５辆，年销售额３４２８４万元。

采购供应站工资和企业脱钩。１９９９年从下半年起，西安铁路分局生活供应车基本处于

停顿状态，经营负增长；安康铁路分局供应车逐步形成大宗商品代理经营和批发为主的

经营格局，努力经营，确保职工收入。

２００４年，铁道部收回全部生活供应车，撤销采购供应站。

依靠生活供应车供应的同时，企业发动、组织沿线职工自己动手，开垦房前屋后闲

散土地，发展农副业生产，种植粮食、蔬菜、水果，弥补生活不足。１９９３年起，在铁路沿线

开展生活线、文化线建设。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累计投入１１２０８１万元，帮助工区、小站改造

房屋、添置设备，解决用水困难，安装太阳能，建设小伙食团、小浴室、小单身宿舍、小菜

园、小鱼塘等生活保障设施。加上社会交通、市场的发展，沿线职工吃、住、洗等生活条

件显著改善。投入资金用于文化线建设，注重丰富沿线文化生活，为工区、小站建文化

活动站、活动室，添置文体用品、音响设备、健身器材，购置图书，建设小图书室。着力改

善电视收视条件，从建地面卫星电视接收站，到建地区性闭路电视转播站，安装闭路电

视系统，或开路改闭路。１９９７年，沿线站区都能收看到４套以上电视节目，部分站区能

收看２５套以上。２００４年，四分之三以上站区实现与地方电视系统联网，基本解决偏远

地区看电视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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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生活线、文化线建设投资表

　表５－４－３ 单位：万元　

年份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投资 １６６２ ４３８ ７２９．７ １１５６ ２５５ ２８７ １２３５ ６０４ １９０６ ２３３９．８５９５．６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有西安南郊、西安地区、宝鸡地区３个文化宫，略

阳、华山、勉西３个俱乐部，西安南郊、安康２个体育馆、２个游泳馆，安康文化活动中心，

有沿线文化活动中心（站）２００多个，活动室１０００多个，篮球场、乒乓球室也较普及，住

宅小区都有健身器械。职工文化、体育活动更加丰富。

二、住房

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住房比较紧张。西安铁路分局职工占省内铁路运输

企业职工总数的７７８％，１９９１年，人均住房３６２平方米，远低于西安市和郑州铁路局

住房水平。铁路地区和沿线职工基本是租住铁路公有房屋，多是平房，共用自来水，共

用厕所。

根据国务院“住房建设应推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投资体制”精神，西安、安康

铁路分局１９９２年开始实施集资建房。成立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发出《住房制度改革

实施办法》，同时小步上调公有住房租金（每平方米提租００５元），优惠出售公有住房。

建房实施“三三制”集资原则，由职工、分房单位和分局各承担住宅主体造价三分之一，

职工集资款可冲抵房租。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

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

配形式。铁路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政策按中央，方案系统定，资金自循环，交叉

随地方”。１９９５年，继续提高公有住房租金，西安铁路分局每平方米由０２５元上调至

０５３元，安康铁路分局由００７元上调至０４８元；并且建立每年按一定比例上调租金机

制。同时，新建住房和腾空再分配旧房先售后租，优先售给住房困难户，职工按成本价

或标准价购买。在住房控制面积内实行标准价（标准价按负担价和抵交价之和测定，负

担价为双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３倍、抵交价按双职工合计６５年工龄〈男３５年、女３０年〉

内积累的由单位资助的住房公租金现值８０％计算）。两分局分别给予一定优惠政策：西

安铁路分局规定优惠购房款按年利率１２％增值核定房屋产权比例，安康铁路分局免征

契税和管理费等。１９９６年，售出住房 ５９２７户，安康铁路分局另售出自建公租房 ３２６

户。１９９７年，调整公有住房售价，停止以标准价、开始以成本价出售住房。成本价包括

住房征地和拆迁补偿费、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安工程费、住宅小区基础建设费、管

９７１第五篇　职工



理费、贷款利息和税金等７项。

１９９８年，按国务院要求，停止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实行新房新制度，取

消各种优惠政策，所建住宅按商品房公开向职工出售。安康、西安铁路分局先后成立房

地产经营管理中心，房地产管理部门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

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对内实行物业化管理、对外实行企业化经营。

１９９９年，原以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向成本价过渡，在自愿条件下，安康铁路分局

在原标准价基础上增加２９％，西安铁路分局制定具体过渡办法和计算公式。年底，办理

标准价向成本价过渡１７３８３户。２０００年，开始以市场价向职工出售住房，以标准价、成

本价、市场价出售住房１９７７０户。西安铁路分局人均居住面积９３５平方米。２００１年，

开办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２００３年，安康铁路分局人均居住面积１０９平方米。

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同时，注重改善职工居住环境，１９９３年，西安铁路分局开始在住

宅密集区搞住宅小区建设；１９９７年，安康铁路分局组建第一个物业小区。小区建设包括

改善小区道路交通、公共设施、绿化美化，维持治安秩序等。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新建及旧区住宅改造１７１７户，１７１９万平方米，售出住房６２５

户。全局有住宅２７５９栋，４２８２８４４平方米，平均每位职工有住房４７０６平方米；西延

铁路公司有住宅１２３０１０平方米，平均每位职工４１８５平方米。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有住

宅４４０５８５４平方米，平均每位职工４６９平方米。建成管理住宅小区３７个，实施物业

管理２９３２０户，管理建筑面积２８２３４万平方米。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建成住房一览表

　表５－４－４ 单位：户　

年份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建成数 ５３１６ ３５９７ ４８０６ ５２６３ ５３８２ ５３２４ ３５７３ １６６１ １０８７ ３７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三、医疗卫生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有医院６所：西安铁路医院、宝鸡铁路医院、安康

铁路医院、阎良铁路医院、略阳铁路医院、勉西铁路医院，医院下辖两个分院、２２个卫生

所。仍执行职工免费医疗，家属半费医疗政策。有卫生防疫站３个：西安中心卫生防疫

站、宝鸡卫生防疫站、安康卫生防疫站。１９９２年，临潼工程医院划归西安铁路分局管理，

易名西安铁路分局临潼医院。１９９５年，郑州铁路局西安中心医院划归西安铁路分局管

理。２００３年，临潼医院划出铁路，归中铁电化工程局管理。

１９９８年，铁道部提出卫生部门“内部分立，经费包干、自主管理、面向社会”改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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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各医院精简机构、合并科室，推行医疗成本核算，实行工效挂钩，改革工资分配办法，

拓宽经营门路，扩大服务市场，收治路外病人。随着医疗向市场化发展，职工免费医疗

药品范围逐步收窄，自费增加，特别是需要高额支出的大病医疗，患者面临极大的经济

困难。

２００３年，铁办〔２００３〕１１７号文件下发《关于推进铁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再就业工

作的指导意见》，确立铁路医院移交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２００４年有铁路医院

７所，至２００５年９月，全部移交地方政府管辖（见表５－４－５）。陕西省铁路运输企业卫

生系统有甲等一级防疫站１所，西安中心卫生防疫站；甲等二级防疫站１所，安康卫生

防疫站；疗养院１所，铁道部临潼疗养院。

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医院移交地方政府一览表

　表５－４－５

医院名称 移交日期 接管部门

宝鸡铁路医院 ２００５．１．１ 宝鸡市卫生局

安康铁路中心医院 ２００５．１．１ 安康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汉中铁路医院 ２００５．１．１ 汉中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略阳铁路医院 ２００５．６．１ 汉中市政府

西安铁路中心医院 ２００５．９．１ 西安市政府

西安铁路医院 ２００５．９．１ 西安市政府

阎良铁路医院 ２００５．９．１ 西安市政府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四、子女教育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有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子弟中学１９所（另有位于四川省的万源

铁中１所），职业中学３所，在校学生１０１９７人，教职工１６６７人；有子弟小学３６所，铁

中附属小学６所，在校学生１２１２１人，教职工１１３４人。铁路中、小学原则上只招收铁

路职工子弟。沿线职工子女教育，有条件的学校办好寄读，偏远地区必须在路外学校就

读的，铁路及时向学校支付经费。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相继开办西安铁六、铁七、

铁八小学；１９９２年６月，临潼铁中、铁一小、铁二小划归西安铁路分局管理。

１９９８年，铁路中小学执行“经费包干、自主管理、服务内部、面向社会”方针，打破只

招收铁路子弟限制。１９９９年，实行铁路教育内部分立。２００３年，按照“办少、办好、办

精”原则，撤并一批边远山区中小学。２００４年有中学１３所（另有境外１所）其中职业中

专１所，小学２０所；在校中学生１７３０５人，小学生１７３３５人，教职工２４０２人。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５年９月，所有中、小学移交地方政府管理（见表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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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铁路运输企业中小学移交地方政府一览表

　表５－４－６

学校名称 移交日期 接管部门

汉中铁小 ２００４１０ 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政府

勉西铁中、勉西铁小 ２００４１０ 勉县人民政府

安康铁一小、安康铁二中、安康铁一中 ２００４１１ 安康市和汉滨区人民政府

渭南铁中、渭南铁小 ２００４１２ 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

咸阳铁中、铁中一附小 ２００５１ 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政府

咸阳铁中二附小 ２００５１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政府

略阳铁中、略阳铁小 ２００５１ 略阳县人民政府

宝鸡铁一中、宝鸡铁二中、宝鸡铁一小、宝鸡

铁二小、宝鸡铁四小
２００５１ 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政府

宝鸡铁三小 ２００５１ 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

西安铁一中、西安铁三中、西安铁五中、西安

铁路职业中专、临潼铁中、西安铁一小、西安

铁二小、西安铁三小、西安铁五小、西安铁六

小、西安铁七小、西安铁八小、临潼铁一小、

阎良铁一小

２００５９ 西安市人民政府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
鉴》（２００６）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有地区性托幼园所 １４所（另有省境外 １所）。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新丰镇、西安南郊第二、宝鸡陈仓园幼儿园相继投用。２００１年，勉

西幼儿园划归勉西铁小。２００３年，武功幼儿园、宝鸡马营第二幼儿园撤销。２００４年，安

康东站幼儿园并入安康幼儿园。托幼园所一直由铁路分局生活部门管理。２００４年１１

月至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３所托幼园所全部移交地方政府。

第三节　社会保障

　　一、医疗保险

１９９０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实行劳保医疗，家属半费医疗。

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医疗制度改革从实行大病医疗保险起步，１９９４年，实行职

工大病医疗保险。恶性肿瘤、白血病等７种疾病属大病保险范围。保险基金来源：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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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每人每年交２４元；西安铁路分局每年拨款５０万元，安康铁路分局每年行政拨款３０

万元，工会拨款５万元；统筹基金存入银行所得利息等。费用支出按基金、医院、个人分

担的原则。１９９５年，大病保险病种增加到１４种，１９９６年，增加到１５种。随着保险病种

增加、医疗技术发展和医疗费用攀升，患大病人数增加（２００１年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３倍，保

险基金支出增加２倍）。到２００２年，大病医疗保险实施８年，总支出大于总收入。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陕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４０号文件同意西安铁路分局及其职工整体参加陕

西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２００１年，经陕西省政府批准，安康铁路分局所属单位及其职工

整体参加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两分局分别成立医疗保险中心，作为省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经办机构的分支机构，受分局劳动卫生分处和陕西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双重领导。

西安铁路分局医疗保险中心还负责经办郑州铁路局驻陕直属单位，铁通陕西分公司，工

程公司等单位及职工医疗保险工作。２００２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正式实施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统账结合模式，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按上年度职工

工资总额７％缴纳，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职工个人按上年度本人工资收入 ２％缴纳。

退休职工不缴的医疗险险费。参保人数（含退休职工）１２３１５８人，参保单位１４４个。根

据《郑州铁路局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西安铁路分局实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２００３年，安康铁路分局实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按上年

度职工工资的１５％筹集，其中０３％从工会职工困难补助费列支，参保职工个人不缴

纳费用。补充医疗保险基金用于建立大额医疗费补充保险和自付医疗费补助。补充医

疗保险由郑州铁路局统一组织交保险公司承办。同时，实行新的家属医疗保险制度，家

属自愿参加，基金由职工单位和家属个人共同筹集。职工单位按参保家属人数每人每

年缴纳５０元、家属个人每人每年缴纳５０元。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统一办法，完善政策，办理本局、铁通陕西分公司、工程公司等

单位１０９７２８名职工，４３６３８名退休职工，１０３６名离休人员，１１２００名参保家属的医疗

保险保障。

二、养老保险

１９９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固定职工退休费用由铁道部按系统统筹，养老基

金按各单位职工工资总额１５％提取，仍按国家劳动保险有关规定支付职工退休金。成

立合同制职工养老金统筹办公室，负责合同制职工养老金的筹集、支付和管理。

１９９２年５月，国务院批复，铁路按系统实行养老金统筹，范围包括铁路全民所有制

单位职工（固定职工、合同制职工、计划内农民合同工）。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先后于７

月、１０月实行养老金行业统筹，停止向地方缴纳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基金，改向铁路局、

分局统筹办公室缴纳，标准不变。１９９３年３月，郑州铁路局重新公布养老基金征缴标

准，单位按工资总额的１９％，个人按局标准工资的３％缴纳。按照铁道部凡实行铁路企

业岗位技能工资制人员均试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办法规定，西安铁路分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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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安康铁路分局从１９９４年１月收缴职工个人养老保险费。１９９４年，铁道

部调整职工个人缴费标准，为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４％。１９９５年分局合同制职工

养老基金统筹办公室改设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分中心。西安铁路分局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

起，安康铁路分局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职工个人缴费比例按５％执行。

１９９８年８月６日，国务院决定铁道部等行业统筹养老保险移交地方管理，对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实行省级垂直管理。９月１日起，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养老保险业务受陕西省

劳动厅、社保局领导。２０００年２月５日，陕西省行业接收小组发文公布企业和个人缴费

基数和比例：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单位以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为基数，缴费比

例２０％（不分施工、运营单位），个人以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为准，缴费比例５％。

２００１年７月，实行《郑州铁路局补充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启动职工补充养老工作。

职工按工龄计算，以上年度个人工资收入的 １％（工龄 １１年以下）、３％（工龄 １１～２１

年）、５％（工龄２１～３１年）、７％（工龄３１年以上）缴纳。企业以１∶１（省级劳模１∶１．２，

全国劳模１∶１．５）补充。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社会保险主管部门是社会保险管理处。

三、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 ２８日，铁道部发出《铁路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

法》。１９９８年，郑州铁路局发出《郑州铁路局关于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１月１日，

铁路实行工伤保险行业统筹，在陕铁路运输企业实行新的工伤保险制度。职工发生工

伤，执行铁路工伤保险行业统筹文件规定，工伤保险待遇以铁道部公布的上年度全路职

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工伤保险业务受郑州铁路局领导。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国家工伤保险制度改革，国务院出台《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

３７５号令），陕西省出台《陕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第９７号

令），按照政府文件精神，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工伤保险实行属地统筹管理。２００４年５

月３０日，陕西省以《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险厅关于西安铁路局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

的通知》（陕劳社函〔２００５〕２９５号）批准西安铁路局所属单位及其职工整体参加陕西省

工伤保险，并在西安铁路局设立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作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派出的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在陕铁路参保单位及职工的各项工伤保险经办业务。２００５年

９月１９日，陕西省下发了《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西安铁路局工伤保险实

施细则〉的通知》（陕劳社发〔２００５〕１０６号），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日西安铁路局下发《关于

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行省级统筹管理的通知》（西铁险〔２００５〕２６８号），从此，西安铁

路局工伤保险完全属地化管理，实行省级统筹。

２００４年实行属地统筹管理前由企业认定的老工伤２６２３人，实行属地统筹管理后，

截至２００５年年底由行政部门认定的工伤１２２人。

〔失业保险〕　１９９６年，按照陕西省《关于提高我省失业职工救济金发放标准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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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凡符合陕西省政府“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范围人员，在企业所在地待业保

险机构办理待业登记，并在规定时间内按月领取待业救济金。领取标准为失业职工所

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７０％。经陕西省劳动厅批准，西安铁路分局、安康铁路分局分别自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开展失业保险工作。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成立陕西省

失业保险西安铁路分局代办中心、失业保险安康铁路分局代办中心，业务上受陕西省劳

动厅、社保局领导，行政上受铁路分局管理，负责分局和所属单位失业保险经办业务。

缴纳失业保险基金的标准：单位缴纳上年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２５％，个人缴纳上年

个人收入的确％。

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陕西省以《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同意成立失业保险西安

铁路局代办中心有关问题的通知》，批准成立失业保险西安铁路局代办中心。西安铁路

局及其职工的失业保险由陕西省劳动厅、社会保障局委托西安铁路局管理。

根据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国务院第２５８号令），《陕西省〈失业保险条例〉实施

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８８号）文件精神，西安铁路局自参加失业保险以来，至

２００５年底对符合条件的１６２名失业人员发放了失业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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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经营管理

　　截至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简称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对外经营和企业

管理两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和突破。精干运输主业，优化职工队伍，发展多元经济，创新

管理模式和手段，企业进一步融入市场。

第一章　机构 体制与机制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铁路企业改革力度强劲，省内铁路运输企业经过多次调整，变更，机

构数量减少、包袱减轻，企业更加精干；通过改革管理体制，减少管理层次，做大、搞活站

段，实现管理扁平化；转换经营机制初见成效，铁路运输企业走向市场化经营。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有隶属于郑州铁路局的西安铁路分局、安康铁路分局。１９９０年，

两分局机关设行政科（部、室、分处）６８个。下辖独立核算单位（二等以上站段单位）１１１

个（不含铁中、职中，下同），其中运输生产单位６８个、工业１５个、建筑业１２个、商业２

个、医疗卫生９个、教育５个（见表６－１－１）。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分别有铁路公安处、

铁路运输检察院、铁路运输法院各１个。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９日，郑州铁路局西安工程公司

整建制划归西安铁路分局，易名西安铁路工程总公司。７月１日，西安铁路工程总公司

第二工程段划归安康铁路分局，易名安康铁路工程公司。

根据郑州铁路局、郑州铁路局党委决定，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铁路分局行政部门改称

分处或室，部门正职配副处级、副职配正科级。党委各部门正副职配备同标准、同步进

行。分局行政监察分处和纪委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１９９４年７月３１日，陕西省西延铁路公司（简称西延公司）在西安成立并挂牌营业，

负责西（安）延（安北）、神（木）延（安北）铁路客货运营，兼营其他多种经营项目。省内

铁路运输企业增加一家地方、铁路合资的国有铁路公司。

１９９５年底，铁道部下发对铁路局、铁路分局机关实行机构编制限额管理的通知。省

内铁路运输企业（不含西延公司）设行政机构５９个、辖独立核算单位１３９个，其中运输

生产单位８５个，工业及其他１１个、工程基建９个、卫生事业１０个、教育事业２４个。公

检法机构不变。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郑州铁路局驻陕西省办事处撤销，所承担工作任务由

西安铁路分局负责。１９９８年４月，铁道部和陕西省政府决定，陕西西延铁路公司规范改

组为陕西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延公司）。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西安铁路工程总

公司改制、重组西安铁路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１０月１日起，铁道部所属在陕各

公司、工厂划归国资委管理。

２０００年以后，铁路改革逐步深化，运输生产布局不断调整，铁路分局职能部门、所属

单位或设立，或撤并、改组，机构、职能多有改变。２００１年１月，西安通信段和各电务段

通信部门划出铁路，分别划归中国铁通陕西省分公司、安康分公司和汉中分公司管辖。

１２月，按铁道部、郑州铁路局要求，郑州铁路局客运公司西安分公司、安康分公司成立，

撤销西安客运段、西安列车段、宝鸡列车段、西安车辆段，划归西安客运分公司；安康列

车段客运部分、安康车辆段客车管理、维修部分划归安康客运分公司。２００３年８月，西

安、安康客运分公司撤销，恢复客运系统原建制。１１月，西安铁路工程（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划出铁路，整体并入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铁路工程公司并入中铁七

局，更名中铁七局第二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脱离铁路。２００４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生产

布局大幅调整，撤并３７个单位，扩大站段管界，做大、做强站段。４月，撤销勉西机务段；

６月，撤销咸阳车务段；９月，撤销宝鸡供电大修段；１１月，撤销宝鸡电力机车段、西安水

电段、安康水电段、略阳供电段、镇安供电段、宝鸡车辆段、虢镇车务段、阎良车务段、镇

安车务段、韩城工务段、宝鸡西工务段、凤州工务段、镇安工务段、紫阳工务段、虢镇线路

工程段、咸阳桥隧工程段、汉中线路桥隧段、西安分局机械养路段筹建组、西安电务段、

宝鸡电务段、阎良电务段、略阳电务段、汉中电务段、阎良建筑段、西安南郊建筑段、略阳

建筑段、西安基建队、宝鸡基建队、西安南郊生活服务段、宝鸡物资供应段、华山石料供

应段、颜家河石料供应段。华山车站并入渭南车务段。成立韩城车务段，韩城车站并入

韩城车务段。成立西安铁路分局电务段，西安铁路分局线路大修段。１１月２４日，郑州

铁路局发文，陕西省铁道学会委托西安铁路分局管理和领导。２００４年底，西安、安康铁

路分局设行政职能部门５９个，其中部控限额内４３个，限额外１６个。下辖单位６８个，其

中运输单位４１个，房建单位３个，生活卫生单位９个，教育单位４个，工业及其他单位

１１个（见表６－１－３、表６－１－４）。公检法单位同前。西延公司设行政部门１２个，下辖

直属单位８个（见表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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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铁路运输企业所属医院、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划归地方政府管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西安、安康铁路分局撤销。西安铁路局成立，机关行政部门设

处、部、室２７个，其中部控限额内２２个，部控限额外５个（调度所、社会保险管理处、离

退休管理处、多种经营管理处，集体经济 管理处）。下辖单位５８个，其中运输业４１个、

其他单位１７个（见表 ６－１－６）。西延公司行政设部、室 １３个，下辖单位 ７个（见表

６－１－７）。

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公检法机关有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０日成立的西安铁路公安局，下辖西

安、安康、西延３个铁路公安处。有西安、安康两个铁路运输检察院，西安、安康两个铁

路运输法院。

省内铁路分局，铁路局、西延公司及所属单位党群机构设中国共产党局（分局、站、

段、公司）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群众组织设工会委员会，共青团委员会。

各单位党群机构及所属基层组织机构随单位的设立、撤销、名称变更而设立、撤销和变

更。１９９６年１月，郑州铁路局驻陕西省办事处党、工、团工作委员会撤销，所管理的西安

科研所、西安计量所、临潼疗养院、西安基建工程指挥部、陕西省铁道学会等郑州铁路局

属单位党、工、团关系暂由西安铁路分局党、工、团管理。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党委设组

织部、宣传部、办公室、政法委办公室、职工思想工作研究会和武装部；局纪律检查委员

会设办公室、案件检查室、案件审理室、执法监察室和路风监察室。西延公司党委设办

公室，纪委书记由党委书记兼，纪委无内设机构，工会设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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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管理体制

　　１９９０年，全路实行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四级管理体制。省内铁路运输企

业实行铁路分局、站段两级管理体制。各铁路分局实行分局长负责制，所属单位实行站

段（厂、场）长负责制，所属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５日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制

定、实施一系列制度、措施，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和各项民主制度，加强民主管理、规

范企业行为，分局（站段）长负责制顺利实施。

１９９１年，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又一次重大调整，从厂长经理是一厂之长、处于中心地

位，起中心作用，改变为厂长（经理）是行政中心，党委是政治核心。省内铁路运输企业

经党代会决议，明确企业党委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经职工代表大会

决议，企业以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联席会议及职代会各专门工作委员会，集体协商与

集体合同４种形式和厂务公开制度，实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两级管理体制和分局（站

段）长负责制得到健全和完善。

西延公司是铁道部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出资组建的国有合资铁路运输企业。公司实

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设董事会、监事会。

２００５年３月，陕西省和全国铁路一样，分局一级机构撤销，实行铁路局直管站段体

制，结束部、局、分局、站段４级管理体制。

第三节　经营机制

　　１９９０年是铁路“七五”经济承包最后一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继续实行运输经济承

包责任制。铁路分局、站段经济承包制度不断完善，各单位工资总额与本单位及分局工

作量完成、安全情况挂钩浮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力度加大，同时扩大各单位劳动用

工、物资采购等经营自主权。

１９９３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务

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进入转换经营机制，建

立现代 企业制度时期。经营机制的转变，从行包运输改革入手。１９９４年，西安车站行

包房启动内部企业化经营；二季度，西安西站货场实行内部企业化经营；８月２１日，成立

集装箱运输中心，按市场机制运作。运输主业渗入市场经济成分。１９９７年，咸阳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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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车站行包房实行内部企业化经营管理，开始按市场化经营模式运作。这种经营模

式同时扩大到西安东站和宝鸡东站。合资国有铁路运输企业西延公司依据《公司法》改

制，为省内铁路运输经营机制增添了新的模式。西延公司注册资本金４２５亿元，其中

铁道部３２７３亿元，占７７％，陕西省９７７亿元，占２３％。郑州铁路局和陕西省地方铁路

公司作为铁道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各自授权代表，行使公司资产经营监管权，并以其注

册资本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享有铁道部、陕西省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

产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享有民事权力，承担民事责任。

贯彻铁道部、郑州铁路局资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加大运输主业经营机制转换力

度，１９９６年，经陕西省政府批准，西安铁路分局、陕西省地方铁路公司组建陕西铁路支线

运输公司，５月１日起，咸铜、梅七、西户、下桑４条支线执行地方运价。２０００年，４条支

线实行单独核算。１９９８年，安康铁路分局成立营销管理分处；西安铁路分局成立营销管

理中心，２０００年，成立营销管理分处；两分局将客运、货运、运输收入等部门对外经营职

能划归营销管理分处（中心），实行客货营销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选择西安—韩城

３２５／３２６次、宝鸡—广元７２５／７２６次、宝鸡—天水７２７／７２８次三趟慢车，试行铁路慢车内

部承包经营，７月下旬，慢车内部承包经营全面启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成立的西安、安康客

运分公司，受郑州铁路局客运公司领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模拟企业法人实体，实

行市场化运作。２００３年，铁路网（路网）运（运输）分离改革，回到原地。２００２年１月，

撤销铜川南站，成立西安铁路分局支线公司，公司管内车、机、工、电、房多专业统一管

理，统一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负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按照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企业重组，主辅分离，市场经营的改革方向，省内铁路运

输企业中的非运输行业逐步剥离，走向市场。１９９４年，生活、后勤、福利部门和设施切块

划小，分灶吃饭，实行机制放活，体制放权、所有制放开，医疗卫生单位向社会开放。企

业所属工厂与主业分灶吃饭，实行“利润全留，以厂养厂，一厂一制，厂内分厂”经营机

制。１９９５年，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多元经济组织机构和经营方式，两分局成立经济技术

开发（集团）公司，实现系统化、集团化改革。１９９７年，企业生活部门逐步从主业剥离，

部分工资自筹，面向社会经营。１９９８年，铁路中小学，医院实行内部分立、经费包干。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０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分别成立房地产经营管理中心，物资经营管理中

心，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对内服务同时，对外实行企业化经营。２００１年，运输主业与多元

经济实行“企业分设、财务分账，人员分开”的三分改革。西安、安康铁路分局三大公司

（经济技术开发〈集团〉公司、工程〈集团〉公司、劳动服务公司）按市场机制运作，向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经济实体过渡。铁路通信业务分离出去，实现完全市场化经营。２００３

年，工程（集团）公司划出铁路，走上市场。至此，省内铁路运输企业甩掉包袱，一身轻

松，初步形成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适应市场经济和

铁路发展的经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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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管理

　　西安、安康铁路分局企业管理办公室（简称企管办）是企业管理综合部门，全面负责

本分局改革发展、经营管理、班组建设、法律事务等工作。１９９０年起，推行全面计划管

理，全面质量与技术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劳动人事管理，同时引入方针目标管理，

配套优化各种现代化管理技法，逐步形成适应铁路运输发展需要的企业管理模式。西

安、安康铁路分局先后荣获“陕西省先进企业”称号。１９９１年，西安铁路分局晋升国家

二级企业。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企业管理和法律事务处、西延公司企业管理办公室负责

企业管理工作。

第一节　计划统计

　　铁路运输计划按照实事求是、积极可靠、留有余地、合理安排铁路运输和国民经济

之间比例关系原则，经过经济调查、测算分析后编制。统计业务主要作好铁路运输企业

运输、生产、经营情况不同时段（日、月、季、年）统计，包括货车统计、客货运输统计、机车

统计及车流监测、货车去向等专题统计和综合统计工作；还要提供报表、编制统计资料，

为计划编制和领导决策指挥提供依据。计划统计台账按系统建立、管理，按指标体系归

口建账，统计资料逐月登记，历史资料逐年积累，归口管理。１９９０年，铁路分局计划统计

科，１９９３年计划统计分处负责计划统计工作，编制下达运输、基建大修、更新改造、专项

资金、能源节约等计划，并监督执行。计划执行过程中，因经济形势变化或遇特殊情况

确需调整时，计划统计部门适时提出调整方案，按分级管理权限，属上级管理的指标项

目，报上级批准，铁路分局管理的项目，分局调整并报上级备案。统计工作还包括铁路

运输１８点统计。每天１８点是铁路运输当日截止，次日开始的节点，要统计包括办理运

输车站和机务段截止１８点装卸车数，货车在站停留、中转时间，客、货列车到发正点率，

货车、机车运用指标和运输进款收入全分局汇总数据。１９９７年后，大修计划移交财务部

门管理。

计划统计工作紧跟改革发展，紧贴运输生产实际，加强客流、货源调查分析，掌握变

化趋势，坚持“以流定车”、“开车算账”，为强化营销服务。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１年，计划统计

部门通过迂回车流监测，为企业找回换算周转量２８１４亿吨公里，按照清算办法，找回

相应清算收入，同时增加万含工资（每万换算吨公里工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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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企业计划统计工作同时为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１９９１年，参与西北道

路方案研究；协助编制２０００年土地使用规划；编制提供西安市“八五”和２０００年运量规

划及陕西省铁路建设规划建议。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完成“渭北煤炭合理流向”研究，参与陕

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意见等中、长期计划、规划编制。２００４年，为《陕西

省“十一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撰写《陕西省铁路“十一五”发展规划》《陕西省“十一五”

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参与郑西客运专线、西安北环线、新筑集装箱节点站等规划项

目可行性研究、初步审查；参加渭河、秦岭、宝鸡第二、灞桥、略阳等电厂扩（新）建可行性

研究会议和通道能力论证。

铁路运输企业计划统计工作信息化建设发展迅速。１９９０年，全部运用微机处理数

据；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机务四级联网试验成功，配备使用站车补票及行包统计设备及程序。

１９９４年，实现计划及实际客流微机绘制，取代人工绘图。１９９６年，与北方交大联合研制

开发“计算机多媒体数据采集系统”通过铁道部科技成果鉴定，在渭南车站１８点统计报

告中运用。１９９７年，与北方交大联合研制“货车１８点多媒体数据采集系统”完成与计

统分处联网测试，列入铁道部《实施〈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细则》统计手段现代化推

广项目。１９９８年，铁路统计系统（ＲＳＭＳ）通过铁道部鉴定并向全路推广；１８点统计实现

车站向分局电话拨号上报数据。１９９９年，完成 ＲＳＭＩＳ计算机网络建设和“机车统计台

账管理系统”研发；实现铁路分局与铁路局间信息数据网络传递，分局运输数据信息管

理和分析计算机化及综合统计管理无纸办公；建立经营车站—直管车站（车务段）—铁

路分局—铁路局间１８点数据传输四级网络系统。２００４年，局级科研项目“机车能耗统

计及司机交接班管理系统”通过铁路局鉴定，列为推广项目。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计划统计处负责计划统计工作。其附属机构客货运输统计所

负责路局客货列车精密统计、机车统计、设备统计、客货车检修统计、客车上水统计、编

组站办理车数统计、三大专业公司租用车统计等原始数据的收集、审核、汇总及报表编

制上报，路局年度《统计资料汇编》的编制出版，同时负责违流重车监测工作。计划统计

处以“扩能、提速、安全、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编制《西安铁路局“十一五”更新改造计

划》，下达《西安铁路局２００５年更新改造计划》《西安铁路局２００５年铁路运输计划》《西

安铁路局２００５年环保节能计划》。

第二节　财　　务

　　一、会计事务

１９９０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财务科是财务主管部门。在资金周转困难情况下，先

后成立安康铁路分局资金调度结算中心，西安铁路分局资金调度中心西安、宝鸡资金调

度分中心。作为本分局货币资金管理职能部门，资金调度中心集中办理内部结算、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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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拨款业务，集中管理货币资金，合理调度、调剂余缺。征得陕西工商银行同意，在郑

州—西安、郑州—安康、西安—宝鸡、西安—略阳间实行内部电报汇款，当日汇款，当日

可到。是年，陕西境内省８９个铁路站段使用计算机登账，甩掉手工账，占独立核算单位

的７４８％。１９９１年，推广账务处理账转表程序，报表准确率达９９％。

１９９３年，国家会计制度实施大变革，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颁布《企业财务细则》

《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根据“两则”公布《运输企业财务制度》和《运输（铁路）企业会

计制度》。根据铁道部规定，西安、安康铁路分局财务分处贯彻新的财务制度，建立资本

金制度，取消资金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制度，取消企业留利作为专用基金制度，建立包括

企业投资借款在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的利息计入当期费用，职工奖金和福利费计入相

关成本，以及视所得税为企业支出等新的核算规范。采用国际统一会计等式和会计报

表体系；建立新的企业财务指标体系，全面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理顺国家与

企业分配关系，实现利润分配规范化。

１９９５年，西安铁路分局资金调度中心易名西安铁路分局内部银行，下设１０个办事

处，开户单位１４０６户，吸收存款５５亿元，解决分局内部资金缺口１２亿元，融资１７

亿元，实现净利润１５００万元；安康铁路分局资金调度中心缩短资金在途时间，扩大储

户，信托融资创利４４０万元。１９９７年，西安铁路分局内部银行易名西安铁路分局资金调

度中心。１９９９年７月，安康铁路分局资金调度中心易名郑州铁道结算中心安康分中心；

１０月，西安铁路分局资金调度中心易名西安铁道结算中心。

１９９８年，财务部门推广使用铁道部《通用会计核算与管理系统》《铁道部财会信息

库系统》软件。铁道结算中心各结算点实行电子联行计算机网络结算。

财务部门坚持资金运用互控制度、基数互控制度、企业资金安全防范制度和对规检

查制度。２００１年，实施各单位会计人员间接委派制。铁路分局按照各自《会计人员委

派实施办法》，打破系统、地区界限，各单位会计主管实现分局管内交叉流动，完善适应

铁路运输发展要求的会计监督约束机制，和纪委、干部、财务部门及站段用人的分权管

理、相互制约机制。到２００４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委派财务负责人８１人。

２００５年，印发《西安铁路局会计人员委派管理及考核奖惩办法》，继续实行会计人

员委派制度。西安铁路局财务处下设会计监察科，运营计划科、财务清算科、大修基建

科、国资税价综合科、机关财务科，下辖资金结算所、财务代理所和机动车保险办公室。

财务部门把资金安全、规范管理放在中心地位，建立严密有效的资金管理责任体系。西

安、安康两个资金结算中心合并，实现与铁道部资金结算中心的系统转换，保证资金结

算渠道顺畅。吸收客户存款期末５３６亿元，上调部中心１５４２亿元；办理调剂资金１２３

６４６万元，实现业务收入１７０００万元，净收益１０９００万元。

二、资产管理

铁路运输企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１９９０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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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执行铁道部１９８２年颁布的《铁路运输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固定资产占用以

１９８９年末实行有偿占用固定资产项目原值为基数，超过部分按１％计算向铁路局交纳

占用费。１９９２年，铁道部颁布《铁路运输固定资产大修理增（减）值办法（试行）》。

１９９３年，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变化，由综合折旧改为分类折旧，提足折旧的逾龄固定资产

继续使用，不再计提折旧费。１９９４年，按照部、局统一部署，全面清产核资，清查核实固

定资产。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含新成立的西延公司）固定资产原值，达到１９８９年西安、

安康铁路分局加郑州铁路局西安工程公司固定资产的３倍。１９９５年，组织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编报清产核资报表。

１９９６年，贯彻铁道部修订的《铁路运输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固定资产按用途

分生产用、非生产用、租出、未使用、不需用、封存和土地７类，按购建、调拨、报废、封存、

启用、出租等动态逐件登记建卡管理。固定资产购建由单位领导主持，生产、技术、财务

部门共同验收后立卡建账。设备调拨、报废，须经上级主管业务部门审定。各单位进一

步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核算，按固定资产价值和相应折旧率计提折旧费，将陈旧、损耗的

固定资产价值逐步计入经营成本，通过经营收入，补偿固定资产购置价值。同时，办理

管内具独立法人资格经营单位产权登记，摸清固定资产分布，健全管理制度，监督固定

资产经营情况。２０００年，重新登记国有资产产权，明晰企业产权关系，明确资产经营权

利和义务。２００５年，根据《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经铁道部财务司确

认，西安铁路局管内２００４年末国有资产４７５１２８１４７万元，为西安铁路局国有资产产

权最终通过财政部鉴定奠定基础。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比

１９８９年增加８４倍（见表６－２－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固定资产统计表

　表６－２－１ 单位：万元　

年份
期末固定资产原值

西安分局 安康分局 西延公司 合　　计

１９９０ ３６２３５４ ３４８１４１ — ７１０４９５

１９９１ ４０６４７４ ３５２９４３ — ７５９４１７

１９９２ ４４７０７２ ３５７６８５ — ８０４７５７

１９９３ ４７２８６０ ３６３３２９ — ８３６１８９

１９９４ １０５２１３１ ７１８８３２ ７２９０００ ２４９９９６３

１９９５ １１２７１０５ ７２６２１３ ７２９０００ ２５８２３１８

１９９６ １３２３８８８ ７３５５５７ ７２９０００ ２７８８４４５

１９９７ １３７４５４２ ７４５７１７ ７２９０００ ２８４９０５９

１９９８ １４８２３８４ ７６２４７０ ７２９０００ ２９７３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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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期末固定资产原值

西安分局 安康分局 西延公司 合　　计

１９９９ １５２６７４５ ７７６３５３ ７２９０００ ３０３２０９８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２０１４ ７４７４３１ ７２９０００ ２９７９０４５

２００１ １６６１３６８ ８５４６５３ ７２９０００ ３２４５０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８４７９９６ ８５３４２０ ７２９０００ ３４３０４１６

２００３ ２６３６９６０ １９４５８２９ ７２９０００ ５３１１７８９

２００４ ３６１２４９１ ２０４１１７３ ７５３０００ ６４０６６６４

２００５ 西安铁路局　５８０２９９０ ７４４３００ ６５４７２９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铁路运输生产经营中周转循环资产是流动资产，所占用的资金为流动资金。由于

１９８９年末铁路运输部门流动资金余额与国拨流动资金差距较大，１９９０年加强流动资金

计划管理。郑州铁路局暂以每年下达分局流动资金定额的７５％调整核拨，计划定额资

金不足部分，分局由资金中心借款和自有流动资金解决。分局以铁路局下达１９９０年流

动资金占用额为基数，超有权占用部分，按季费率６‰向铁路局缴纳占用费。贯彻《郑州

铁路局定额流动资金管理办法》，西安、安康铁路分局根据各单位上年库存物资价格调

整所增加流动资金，和生产任务变化情况，每年调整站段流动资金定额，考核各单位流

动资金占用情况，实行有偿占用，即站段占用流动资金余额超基数部分，按一定比例向

铁路分局上缴占用费。

１９９３年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赋予流动资金以新概念，即营运

资金，指流动资产扣除流动负债后的净额。是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资金紧张情况仍

然突出，财务部门检查所属单位，特别是机务、车辆等重点单位流动资金使用情况，对存

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加强监督的同时，对运输生产急需的柴油、电力等在资金上予以

保证。１９９４年后，郑州铁路局不再下达分局流动资金定额，也不再增减流动资金。１９９５

年，郑州铁路局对分局经费实行以收代拨办法，分局资金紧张情况有所缓解。省内铁路

运输企业通过各自资金调度部门，及时调度资金，在分局管内调剂余缺，减少流动资金

周转天数，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保证生产运营需要（见表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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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独资运输企业流动资产情况表

　表６－２－２ 单位：万元　

年 份

流动资产金额

西安铁路分局 安康铁路分局 合　　计

１９９０ ３８３３ １１６２ ４９９５

１９９１ ４４２３ １０６９ ５４９２

１９９２ １１８１１ ２８０８ １４６１９

１９９３ ３３５７０ １１４４９ ４５０１９

１９９４ ２８９１８ １２０４４ ４０９６２

１９９５ ６６８６３ １０９５４ ７７８１７

１９９６ ８６４１１ １８６１１ １０５０２２

１９９７ ８２２１３ １７３７９ ９９５９２

１９９８ ８３３８７ １７４２８ １００８１５

１９９９ ８１４２５ ２０８４７ １０２２７２

２０００ ８２４１１ ２７５８１ １０９９９２

２００１ １０２３７８ ２８４５０ １３０８２８

２００２ １１４１８７ ３１４８６ １４５６７３

２００３ ２３６０２０ ６５９６０ ３０１９８０

２００４ １９６７２５ ６４３７３ ２６１０９８

２００５ — — ７３９９１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三、收入、支出与利润

铁路“投入产出、以路建路”经济承包责任制（大包干）１９９０年继续实行。郑州铁路

局对分局实行“单价清算、收入分成、多超多得、调节平衡”清算办法。分局清算收入与

换算周转量、运输进款收入挂钩（简称“双挂钩”）。铁路分局以完成换算周转量、装、

卸、排车数、运输杂项收入、挂钩运输进款收入、离休费和专项清算项目，按上年相应清

算单价从铁路局清算收入，客运调价增收部分单独定额上交，不参与挂钩清算。铁路分

局实际完成进款其他收入超出局下达指标部分，按５０％向局清算；亏欠部分，按６０％从

路局增补清算。同时，比上年实际完成数增收部分（不含调价增收）从铁路局获４％工

资基金奖励。

铁路运输支出，执行《铁路运输成本管理办法》。

执行铁道部、铁路局利改税规定，铁路分局按实现利润的５５％向铁路局交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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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再交部，铁道部在北京统一上交国家）。税后利润按局核定留利水平留分局，节余部

分上交铁路局，实行递增上交办法。超过递增幅度增长利润，和铁路局六、四分成（６０％

留分局、４０％交铁路局）。若上交超过上年，分局可得增收部分的３５％。分局完成每季

税利后，剩余利润按规定比例转作奖励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和后备基金。

１９９１年，继续实行“双挂钩”清算办法，１９９０年前出台的客货调价收入纳入挂钩清

算，不再单独上交。分局仍执行铁路局运输进款收入超奖欠罚政策，计划内超收部分，

西安铁路分局可获超收额３５％、安康铁路分局可获超收额４０％奖励；亏欠部分，一律

以欠收额５％扣罚。运输支出实行《铁路运输成本节奖超罚暂行办法》，铁路局下达各

分局有权支出限额。分局包括副食补贴，不含工资、折旧的全年支出等于或节约额

０５％以下时，获运输、营业外年末人数（下同）人均７５０元奖励；实际支出节约０５～

１０％（含０５％、１０％）时获人均１０元奖励；节约支出 １０％以上时，获人均 １２元奖

励。超支２０％及以内，按人均４元扣罚；超支２０％以上时，按人均８元扣罚；虽不超

支，但安全不好时，适当扣罚。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对所属站段同样实行鼓励增加收入，

控制支出的奖罚措施。

１９９２年，根据《国有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和铁路运输成本管理要求，铁道部修订、公

布《铁路运输支出科目表》，郑州铁路局公布《铁路运输支出科目表补充规定》，成本管

理更加细致、科学。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制定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奖罚办法，实行经济责

任制考核与单位留利挂钩。国家会计制度改革，铁道部公布《铁路运输企业成本费用管

理核算规程》，铁路运输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耗费（营业支出）按经济用途和性质

划分为营运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支出和营业外收支净额构成运输总支出。

１９９４年，全路实行“管内归己，直通清算”管直清算方案。西安、安康铁路分局推出一系

列措施控制成本：实行成本计划分劈，站段、车间、班组层层承包，逐级包保，实行风险抵

押，建立成本控制网络；严控非生产性支出，压缩间接管理费、办公费和一般性生产支

出，有限成本向运输一线倾斜；监督采购渠道，剔除不合理开支，杜绝挤列成本；加强财

务核算，建立目标成本管理体系，加强考核和检查监督；实行成本节奖超罚制度，“节约

归己，超支扣罚工资”。虽然作出很大努力，但由于原材料涨价，电力加价，职工增加工

资等原因，运输总支出增长超过清算收入增长，和全路一样，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开始出

现亏损。１９９５年起，郑州铁路局下达分局亏损限额计划，控制运营亏损局面。分局不超

出亏损限额，即为完成计划。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实行新修订的《铁路运输企业成本管理核算规程》。新规程重新

组合成本支出科目框架结构和分类，原成本科目中以主要生产部门分类方法改为以生

产活动划分界限的分类方法；同时考虑体制和管理需要，仍保留主要生产部门分类，设

置线路及房屋建筑物、设备、运行、一般费、管理费、财务费用、营业外支出７大类；工资回

归相关费用集合；按成本计算区间计算成本费用，以便正确计算点到点成本及分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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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扭亏为盈，摆脱连续 ６年亏损局面。２００１年，是国家

“十五”规划第一年，铁路运输企业实施（路）网运（输）分离，客货分账核算。铁路局对

分局实行“客运收入来自市场，货网仍按管直清算，提供服务相互清算，另加其他专项清

算”清算办法。省内铁路运输企业运输收入比上年增长５５８％，利润是上年的２１倍。

２００５年，铁路运输收入计划起点高，清算压力大，成本预算紧张，资金运作困难。面

对严峻形势，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开拓增收渠道，旅客发送、客票收入两项指标取得两位

数增长，居全路第一；堵漏保收２７４亿元，创历史最好成绩；节支降耗，成本基本控制在

有权支出之内，年节约成本７００万元；西安铁路局运输业亏损４１３９０万元，低于部考核

亏损指标４１４５０万元（相当于完成利润６０万元）。全局当年亏损３３４５８９５万元，西延

公司实现利润 １０４０９３万元，两者相抵，省内铁路运输企业仍是亏损局面（见表

６－２－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表

　表６－２－３ 单位：万元　

年 份
运输

收入

运输

支出

实现

利润
年 份

运输

收入

运输

支出

实现

利润

１９９０ １２４１６１ ８１４０４．８ １０１１９ １９９８ ３２０９３１．９ ３３７８４２．８ —１４３６７．７

１９９１ １３４５６９．５ ９８８６８．１ ２５６００．１ １９９９ ３３７９３１．９ ３３３９６３．１ —１１５７７．５

１９９２ １４８８７７．３ １０９０７４．９ ２５１３８．２ ２０００ ３６９７３８．１ ３５０５４４．７ １２３５．７

１９９３ １７３２５９．３ １２９５９１．５ ６２８４．３ ２００１ ５７５９０８ ５５７９２６ ２６４５５．８

１９９４ ２１０５５５．８ ２２９５０１．３ —７９４５．２ ２００２ ４３８０８０ ４８１７５０ ３０９１．４

１９９５ ２１３４５４．４ ２５６３４４．６ —３２３０８．５ ２００３ ４８５５５４ ７２８１５４ ５０７１４．７

１９９６ ２４７０７２．５ ２８２４８７．８ —１１６４６．６ ２００４ ６１４７９６ ８６４３８９ ２８５７６

１９９７ ３０００３４．９ ３２４３８６．５ —２８０５４．３ ２００５ １２２７３９０ １２２１０７９．５ —２３０４９．７

　　注：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运输收入选自《统计资料》运输收入数据，其他年份都选自《年鉴》所载运输进

款收入

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运输收支含西延公司

３实现利润系全部经营利润数，故实现利润≠运输收入—运输支出

第三节　劳动人事

　　一、干部管理

１９９０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党政干部实行统一管理考核，分口讨论任免。行政干部

由分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人事科办理任免手续；党群干部由分局党委常委会研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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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党委组织部办理任免手续。１９９１年，实行副科职及以上干部试用期制度，凡提任副

科职及以上职务，须经一年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予以定职。１９９２年，实行干部

聘任制和从工人中聘用干部。

１９９３年，铁路分局人事分处管理科级及以下行政干部，副处级以上干部首次任用报

铁路局审批。扩大二等站段以上单位干部管理权限，有本单位副科级干部平调权、股级

以下干部任免权。１９９４年实行干部公开招聘制度，通过公开宣传，自愿报名，组织审查，

统一考试，组织面试等程序选聘干部。西延公司实行干部聘任制，受聘人员由西安铁路

分局、中铁一局及陕西省有关单位选派。董事会聘任公司领导和三总师，总经理聘任其

他干部。

１９９５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撤销人事分处，成立干部分处（党委干部部），统一管

理全分局干部工作，向分局行政和党委负责。分局党委组织部不再承担干部管理职能。

干部分处（党委干部部）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铁路企业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规定》，建设好党政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１９９８年，实

行干部竞争上岗。２０００年，干部选拔任用实行任前公示制度，拟提拔、任用干部，在一定

时间、范围公示，接受监督。２００１年，加大干部任前公示力度，通过企业电视、报纸和公

示栏实行公示；同时，进行领导干部直选试点，先后直选宝鸡铁路医院、勉西铁路医院、

汉中电务段工会主席，万源车务段副段长。

１９９０年，经过考察，重新建立后备干部队伍，实行后备干部制度。后备干部队伍实

行动态管理，每年有新进入后备干部队伍人员，也有因年龄、个人素质等条件变化调整

出后备干部队伍人员。每年有针对性选送后备干部到部、局党校和铁路院校学习。

１９９４年，对后备干部选拔原则、条件、程序及锻炼、考核、调整等作出明确规定。要求站

段领导干部后备人选按班子成员职数１∶１选配。年龄控制在４０岁以下，主要运输生产

站段３５岁以下后备干部要占二分之一。１９９９年，要求站段后备干部按正职２∶１、副职１

∶１配备，主要运输生产站段后备干部中３５岁以下占三分之一以上，１９８２年以来大学毕

业生占三分之一以上。坚持每年有出、有进、有培训、有任用（见表６－２－４）。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后备干部人数表

　表６－２－４

年　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年末后备干部人数 １０４５ １０７９ １０８８ １０８８ １０５８ １０８７ １０５５ １０１５ ６３９ ６２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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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１年，中组部、人事部颁布《全民所有制企业聘用制干部管理暂行规定》。从工

人中聘用干部即开始实行。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分别从工人中聘用干部 ５４６人、４８５人。

２０００年，规定从工人中聘用干部一律公开招聘。２００１年出台干部任职资格办法，铁路

分局定期组织干部任职资格考试，从工人中聘用干部，必须从干部任职资格考试合格、

符合干部任职条件人员中公开招聘。站段从工人中聘用干部，聘用人选须报分局审批。

同时，出台《干部考察、选拔工作责任制》，规定领导干部、干部管理部门选拔任用干部责

任及失职追究办法。２００３年，从工人中聘用干部４０２人。２００５年，１０２４人任职资格考

试合格，从中聘用干部２３４人，占２２９％。①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审批办理聘用制干部５２５１

人。

除内部产生外，每年安排大中专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也是干部来源。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年，安排大中专毕业生５４２６人；据不完全统计，安排军队转业干部１７３人。

加强干部监督、考核和管理，制定干部考核管理制度，明确考核原则、范围、内容、周

期、程序、方法及组织领导；实行干部月写实、季动态、年综合考核，考核结果与任职、诫

勉、解聘、奖惩和评先挂钩。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评议各级领导干部。铁路分局、站段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要向职代会述职，接受职工代表无记名书面测评和

评议。民主测评不合格者，予以黄牌警告或就地免职。

铁路分局干部部门每年组织申报晋升工程、会计、卫生、政工等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参加国家统一举行的经济、会计、卫生、统计、计算机软件、外语等任职资格考试，政工中

级、初级晋升理论考试。全国统考合格后，经铁路分局、铁路局、铁道部三级评审委员会

逐级评审，获得任职资格人员，在编制范围内，竞争聘任上岗。西延公司专业技术干部

评审，按铁道部、陕西省规定执行，由公司职称评定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委托西安铁路分

局人事部门办理。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累计评定高级专业任职资格１１５３人，其中工程财

经４８７人，医疗２３４人，教育２６７人，政工１６５人。

二、工人管理

铁路分局工人管理部门是劳动工资科（简称劳资科），１９９３年７月，升格劳动工资

分处，１９９９年，易名劳动和卫生分处，增加卫生管理职能。２００５年３月，西安铁路局劳

动和卫生处负责工人管理，下设组织定员、劳资计划、工人管理、工资奖惩、劳动定额和

综合卫生６科，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劳动力调剂２站。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１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及郑州铁路局直属在陕单位，从社会招工

２６００人，新招收人员继续实行劳动合同制，存在全民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两种用工制度。

１９９２年后，不再从社会招工。新工来源主要是接收安置复员退伍义务兵和技工学校毕

业生，退伍兵除主要安置本企业职工子弟外，还要按郑州铁路局下达指标接收地方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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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部分安置任务，其中本企业职工子弟占安置总数的７０～８０％。１９９６年，开始接收

安置转业士官，其中地方人员配偶占大多数（最低占７３％，最高占８８％）（见表６－２－

５），接收安置技工学校毕业生人数（见表６－２－６）。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安置职工子女中

“五大”毕业生１７７人。到２００５年，按规定安排因工死亡职工子女５１７人，因工伤丧失

劳动能力退休职工子女６７６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参加工作家居农村退养职工子女１９９８

人（其中集体工１４６０人）。

根据郑州铁路局下达计划，铁路分局每年要完成一定节劳挖潜、工资脱钩指标，通

过人员分流，例如到多种经营部门、职工个人申请停薪留职等原因内部下岗等方式，精

干运输主业职工队伍。１９９８年，实施职工再就业工程，设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息工、内部

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基地，强化技能培训，开拓再就业渠道，使下岗、待岗人员通过竞争

重返工作岗位。铁路局拨付和分局自筹下岗职工生活保证金，支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保障费，１９９９年２８６８５元／人月，２００１年３７９７５元／人月，２００２年３５６５０元／人月。符

合国家《失业保险条例》人员，按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

用工方式更加灵活。１９９３年，为补充客运乘务工作人力不足，允许集体企业分处组

织待业青年担任临时列车员，并制定相应管理办法。同时，本人提出申请，用人单位批

准后，按规定交纳一定费用和各种保险金前提下，允许在册职工外出劳务。

加强培训，鼓励工人提高业务技术水平。１９９０年，在少数站段试行工人技师评聘，

此后逐步推开，成为常态化工作。１９９８年，建立附属于劳动工资分处的职业技能鉴定

站，每年通过职业技能鉴定，为达到标准者颁发职业技能证书。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４３２７６

人获得职业技能证书。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接收复员退伍军人统计表

　表６－２－５ 单位：人　

年 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复员退伍

义务兵
７４５ ８４６ ８８８ １１０７ １２６７ ９１８ ７３５ ６６２ ６３６ ６１８

转业士官 ３９ ３３ ３７ ３７ ３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３２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接收技工学校毕业生统计表

　表６－２－６ 单位：人　

年 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接收人数 １６１ ４６４ ４０２ ４１８ ３１０ ３２８ ２１４ １１６ ２０２ —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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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时间管理

根据铁路运输生产特点，铁路职工分别实行轮班制、轮乘制、包乘制和日勤制。

１９９４年，根据国务院规定，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４月１１日起实施每周４４小时

工作制。通过基层单位内部调整劳动组织、精简机构、调剂劳动力余缺，清理不必要的

生产环节，依靠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提高劳动效率，不增加职工总量，保证新工时制的

实施。根据各系统生产特点，分别以周、月、季、年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无论需要

昼夜不间断作业实行轮班制，还是需要集中工作、集中休息或轮换调休等工作方式，全

年月平均工作时间不超过１８６６小时。日勤制职工采取一周休一天（俗称小礼拜），一

周休两天（俗称大礼拜）的方式。

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实行每周５天（４０小时）工作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公布〈国家劳

动者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办法〉的通知》，按运输生产繁忙程度和每昼夜实际工作

时间长短，轮班制分四班制、三班半制、三班制、三班间歇制、二班半间歇制、二班及以下

间歇制。工作时间标准规定如下：日勤制每日工作８小时，每周工作４０小时；轮班制每

班工作８小时、１２小时或２４小时。全年月均工作时间按１６９３小时掌握，轮乘制，包乘

制职工每月工作时间按１６９３小时安排。

２０００年，国家法定节假日由７天增加到１０天，全年月均工作日由２１天改为２０９１

天。铁路实行综合计算工时的轮班制人员全年月均标准工作时间改为１６７３小时，日

勤制人员按１６７３小时或以月制度工作天数 ×８小时计算。标准工作时间调整后，每昼

夜实际工作时间超过２２０小时的四班制职工给予调休。

第四节　质量管理

　　１９９０年，全面质量管理，围绕铁路运输安全、效益、管理三大课题继续开展，在铁路

分局、站段企业管理办公室指导下，各系统、各单位组成群众性质量管理小组（ＱＣ小组）

发现问题，分析、查找原因，提出对策，付诸实施并进一步发现问题，为铁路运输提高质

量、效率、保证安全、降低消耗、增加效益发挥积极作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１６年中，西安、

安康铁路分局各召开１０次以上质量管理成果发布会。每次评出分局级优秀成果，并向

铁路局、铁道部和全国推荐优秀成果，累计获得国家级优秀成果２８１项；７０个（项）获国

家级优秀 ＱＣ小组成果，７１０个（项）获省部级优秀 ＱＣ小组成果；西安铁路分局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２年两次、安康铁路分局２００４年、西安铁路局２００５年获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优秀企业称号。

１９９１年，是国家“质量、品种、效益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探讨铁路运输产品质量

特性，选择宝鸡电务段、宝鸡建筑段试点推行 ＧＢ—１０３００质量管理标准，两单位分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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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符合行业特点的质量环境和质量保证模式，被郑州铁路局和铁道部列入贯彻“国标”

试点单位。企业管理办公室调研宝鸡地区６个主要运输生产站段，设计制定全程联网

运营质量管理方案。部分站段建立质量责任制、质量审核、信息、控制等标准和制度。

２０００年，转发郑州铁路局《关于宣传贯彻 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标准和质量体系认证有关事项的

通知》，在工业、工程、机务、电务等部门开展 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标准和质量体系认证试点。

２００２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分别成立贯标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举办培训班培训贯

标骨干，试点单位增至２２个。宝鸡电机段、西安电务段通过第三方认证并获证书，安康

铁路分局８个单位达到内部认证程度。２００３年，推进运输站段 ＩＳＯ９０００族标准（２０００

版），新丰镇机务段等８个主要运输站段通过郑州铁路局第二方认证。２００４年，贯标工

作采取“分步行动、整体推进”战略，起步较早的工业系统、多经系统、建筑施工系统向

２０００版转换；机务、车辆、电务系统扩大贯标覆盖面；车务、工务系统抓单位试点；其他系

统搞普及教育；贯标达到审核程度单位，组织第二方审核，进行内部认证。２００５年，西安

铁路局获５个国家级优秀质量管理小组，１０个铁道部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９个省

（市）二等奖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２１个省（市）级三等奖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

第五节　物资管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物资供应丰富，最终取消统购统销政策，站段

自行采购物资品种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除专用的机车车辆配件、线上料、机车用

柴油外，经铁路分局物资管理科供应的物资很少。为保证所供物资质量，执行铁道部物

资总公司和郑州铁路局物资处制定的专营物资目录，实行集中采购、专口供应，把住源

头，净化渠道。物资材料储备保管场所，包括西安铁路分局物资管理科中心料库、宝鸡

材料厂、安康材料厂，以及基层单位仓库和料棚。１９９３年７月起，西安铁路分局物资管

理分处，安康铁路分局物资供销管理分处负责物资管理和“一项料”计划供应，材料厂负

责“二、三项料”计划供应和所有材料的财务结算、收发、保管。西安铁路工程材料厂划

归西安铁路分局领导、易名西安材料厂。

１９９４年，由于市场资源紧缺，价格波动大，资金缺口等原因，物资供应困难。物资部

门调查市场，参加地方物资会议，掌握市场动向，多方捕捉信息，采取欠账、挂账、缓清账

方式，保证重点、急需物资采购。同时制定物资专营管理办法，克服多头采购，多处付款

弊病，利用市场价格，两地差价等信息，批量购入，降低成本。１９９５年，郑州铁路局西安

物资供应总段划归西安铁路分局管理，易名西安铁路分局物资供应总段。贯彻《铁路物

资采购供应归口管理、实行分级分权采购供应责任制》规定，净化采购渠道，发挥铁路物

资系统整体优势，用好计划、市场手段，保证物资供应；增收节支、压缩库存，减少资金占

用，市场随时可以买到、材料厂可以领到的物品，站段实行零库存。１９９７年，铁道部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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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铁路物资管理的若干规定》，物资部门继续采取分级、分权集中批量采购方

法，从资金源头控制，降低成本。１９９９年６月，安康铁路分局撤销物资供销管理分处和

安康材料厂，组建物资经营管理中心；９月，西安铁路分局成立物资管理中心，与物资管

理分处一套机构，两块牌子，铁路分局物资部门迈出改革步伐。２０００年，物资部门改革

深化，由供应机制转化为经营机制，利用铁路优势，开拓对外市场，扩大物资供应与经

营；出台物资归口管理、集中采购、供应程序，实行物资采购招标，废旧物资竞价销售，限

制非物资部门人员插手购销。２００２年，安康铁路分局实行物资管理分处和物资经营管

理中心一套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３年，西安材料厂随西安铁路工程（集团）公司划出西

安铁路分局，划出铁路。２００４年，物资部门创建物资网站，以网络为载体，定期公布通用

料价格及相关信息，以此作为价格监督标准。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物资管理处执行“采购决策、执行采购、物资验收、料款承付、

使用监督”五权分离制度，继续实行归口管理、集中采购，改善供应方式；发挥优势，开拓

市场、扩大对外经营，完成物资供应定额１１４８亿元。组织多种形式废旧物资、报废设

备竞价销售１８次，销售废旧物资１０２３１２吨，回收资金３０１０３２万元。开展物资归口

管理、集中采购执法监察，整顿物资供应程序，规范物资采供渠道。实行物资准入机制，

对重点物资设备进入路局市场作出明确规定，其中煤炭采购实行限价准入。通过审核

考察，公布《燃煤限价准入结果及供应有关要求》，发给２６家合格供应商准入证，保证全

局按时用煤和燃煤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全局有机械设备１０２０５台，其中主要生产设备

６７９８台，设备完好率９３１６％，利用率６３１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主要物资消耗表

　表６－２－７

年　份 钢材（吨） 木材（立方米） 水泥（吨） 柴油（吨）

１９９１ １１３２９ ８６０４ ３２５００ ９６３７

１９９２ １６１４３ １９４８６ ６３４９０ １１８９６

１９９３ １７９２１ ３２６２ ８６７３０ １７６３８

１９９４ １３８５８ １１６８３ ７２４５２ ２４４９０

１９９５ １２０３６ ８４６３ ５５９４２ ２７３１７

１９９６ １８７９１ １０７７０ ６１０９５ ２５４１９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４１０３ ４７２５１ ３０４５２

１９９８ １４８６７ １６０４０ ７８６６１ ３３５７９

１９９９ １５０７７ ９５４９ ７５０８１ ３６４２９

２０００ １７１６２ ８４２１ ３２５７８ ３５９１８

２００１ ４９０６３ １０９８８ １２５４５２ ４４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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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钢材（吨） 木材（立方米） 水泥（吨） 柴油（吨）

２００２ ３３１２１ ７６８９ ２６３６９３ ４２２９５

２００３ ６３０７６ ７９５３ １１４２５６ ４８１４７

２００４ ３７６３１ １９３８ １８６１６ ５４９１５

２００５ ２１６００ — — ９２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主要物资节约及上交情况表

　表６－２－８

年 份
主要物资节约 上　交

钢材（吨） 木材（立方米） 水泥（吨） 有色金属（吨） 废钢铁（吨）

１９９６ １２４３ ２９３６ １８３２ ５７．７ ２３４１９

１９９７ １２３５ ２０６７ １５８７ ３５．４ １９５８６

１９９８ １１８９ ２６０１ １２６８ ４７ １４４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０８５ ２５３２ １２６８ ３７．１ １２４７２

２０００ ６３１ １３７０ ６３３ １９．１ １２１０４

２００１ ８０５ ２１１０ ９７２ １８．４ １１２８７

２００２ ８５６ ２０５３ ９５８ ２０．２ １１１０２

２００３ ７０７ １８６２ ７３２ １１．１ １１８３３

２００４ ４８８７ １５２０ １２８０ １５．５ １２２７８

２００５ ４３０ １０６７ ４５２ １３ —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１－２００６）

第六节　法律事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铁路运输企业与社会联系更加密切，对外

经济交往频繁，签订经济合同增多，经济纠纷相应增加。１９８５年５月，西安铁路分局成

立法律研究室，７月易名法律事务室。１９９０年，安康铁路分局企业管理办公室配备法律

工作人员。法律事务室和法律工作人员帮助企业依法经营，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审查、管理经济合同，指导清理债权债务，代理经济诉讼案件，参与非诉讼经济纠纷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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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代理一般民事案件，为刑事案件提供辩护，为企业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开展法律宣

传，对职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等。

１９９４年，经陕西省司法厅批准，成立陇海律师事务所，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对内承担法律事务管理工作，为运输生产服务；对外面向社会，承接法律咨询，

案件代理，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等业务。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法律事务部门为本企业代理诉

讼、非诉讼案件１１６件，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３１２０４４万元。２０００年２月，西安铁路分

局成立法律顾问室，定员３人，由企管办负责日常管理。２００１年，陕西陇海律师事务所

脱钩改制，西安铁路分局企管办负责日常管理。２００２年，安康铁路分局法律顾问室成

立，隶属于分局企管办。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企业管理和法律事务处设法律顾问室和法

律事务所。负责法律宣传、合同管理、授权、审批、营业执照使用、审批等法律事务管理，

培训合同管理员，参与各类招投标等。全年协调处理诉讼案件２５起，结案２４起，避免

经济损失２４００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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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元经济

　　紧跟国家改革开放进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

逐步改变单一经营模式，创立、发展多元经济。多元经济包括多种经营（含对外经济、烟

草专卖）和集体经济。

第一节　多种经营

　　一、国内经营

　　１９８４年，“以运为主、多种经营、面向社会、搞好服务”的铁路多种经营业务，从铁路

运输延伸服务（旅客购票前、下车后，货物承运前、交付后）开始，７月，在陕西钢厂开办

第一个收货点。１０月，西安铁路分局成立运输服务公司。１９８５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

分别成立多种经营办公室（简称多经办），西安铁路分局多经办对外称实业开发公司。

１９８６年，安康铁路分局撤销多经办，成立经营开发科。１９８８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成

立多种经营决策机构经营开发委员会，所属站段也相继成立各自的经营开发委员会。

西安铁路分局多经办改为经营开发分处（副处级、简称开发分处），对外称实业开发总公

司；安康铁路分局经营开发科改为经营开发总公司。１９８９年，西安铁路分局实业开发总

公司改为经营开发总公司。１９９０年，安康铁路分局成立经营开发分处（副处级、简称开

发分处）。１９９２年，安康铁路分局成立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与开发分处一套机构，两

块牌子。１９９６年，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撤销，成立安康铁路经济技术开发（集团）公司；

１９９８年，撤销开发分处，集团公司兼经营管理于一身。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成立安康铁路分

局多元经营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管理与经营分开；１２月，成立西安铁路分局多元经

营管理委员会和多元管理中心，负责多元经营国有资产监管。同时成立西安铁路分局

多元经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为分局投资多元企业代表，与多元经营企业形成投资回报

关系。按“三分”要求，实现运输主业与多种经营“企业分设，财务分账，人员分开，产权

明晰，核算规范”目标。２００２年，将铁路分局所属西安机车车辆配件厂等７厂、旅游、生

活、房建系统及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法人企业纳入多元中心管理。

省内铁路运输企业多种经营业务，从围绕铁路运输主业艰难起步，经过多年探索、

改革、发展，多次机构、企业改组、重组，理顺管理、经营关系；通过实行市场运作，强化合

同管理、目标管理，成本控制和效益考核，实现财务、劳动人事、运营管理专业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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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划清同运输主业界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２００４年，多种经营系统有分局直属企业７９个，站段经办企业１５４个，从业人员１２１２０

人。经营范围涉及采矿、建材、维修加工、机械制造、木器家具、房地产、建筑施工、广告、

工程设计等领域。经营区域跨越京、沪、川、渝、鲁、鄂、豫、两广和西北等十多省、市、区，

创造可观经济效益，为地方政府增加税收，为企业弥补资金缺口，提供工作岗位，安置富

余人员，密切铁路与地方和社会联系（见表６－３－１）。

１９９４年８月，多种经营投资１３５万元改造、开行西安至安康优质优价空调列车，１０

月投资２６８３万元，开行西安至北京、广州、武昌、宜昌方向优质优价空调列车。１９９６年

至２００２年，投入１４７亿元购置新型空调客车４２７辆以上，开行西安至昆明、厦门、上

海、烟台、长春、银川等１４对空调列车。１９９４年以来，优质优价列车经营收入５７亿元，

综合效益３亿元，每年提供主业工资２９８０万元。在全路投资空调列车最多，在郑州铁

路局优质优价列车中创利最大。同时加快绿皮车退出陕西铁路客运步伐。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多种经营管理处（简称多经处）行使多种经营企业管理职能。

４月１８日，成立西安铁路局多元经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工商注册为国有独资企业，注

册资金１１８亿元，下辖直属企业１６个，其中５个运贸企业，余为实业企业。直属企业下

设７２个子公司。经营范围涉及工业、商业、酒店业、施工业、旅游业、广告信息业、劳务

经营、保险代理、运输代理及仓储十大行业。５月成立西安铁路局多元经营管理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党政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其他领导担任副主任。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全局

多元经营工作，审定多元经营重大事项。多元经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多经处，具体

负责多元经营日常工作。９月，根据铁道部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要求，成立辅业资产经营

管理中心，与多经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统一监管全局房建、生活服务、多种经营等辅

业资产。１２月２０日，辅业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完成工商登记，省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照。

年末，西安铁路局多经系统有法人企业２４８个，决算汇总单位６２个，其中：直属公司８７

个，站段及其他多经企业１６１个。按行业分类：工业企业４２个，建筑施工业５０个，商业

６６个，酒店业１４个，运输代理及仓储业３１个，旅游业８个，广告及信息业７个，房地产

开发业３个，农林牧渔业１个，运输业１个，劳务经营企业２５个。多经系统职工总数１４

７３７人，其中：在岗职工６４７５人，非在岗职工１８８４人。其他人员６３７８人。实现经营

收入３５５亿元，利润４５６９万元，安置主业富余分流人员３００人。

二、烟草专卖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０日，陕西省烟草专卖局西安铁路烟草专卖分局（简称西铁烟草分局）

成立。西铁烟草分局是陕西省烟草专卖局派驻西安铁路分局机构，行使地、市级烟草专

卖局的烟草专卖管理和执法权限；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西安铁路分局、省烟草专卖

局各派１人）；下设办公室、专卖科、经营管理科和卷烟经营部（陕西省烟草经营公司）。

烟草专卖分局为三级卷烟批发企业，卷烟经营范围限制在西安铁路分局陕西省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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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段内，税后利润由西安铁路烟草专卖分局、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西安铁路分

局按４∶３∶３比例分成。１９９３年成立迅达物资销售公司，２００１年歇业。卷烟经营部和

迅达物资销售公司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４年销售额４５１７０万元，实现利润及各类积累４００余

万元。

１９９４年９月之前，烟草专卖分局工作人员由西安铁路分局抽调，由于初次涉入烟草

市场，管理体制和经营运作不规范，营销经验不足，管理存在漏洞和问题，除专卖管理正

常进行外，经营出现大额亏损，资金紧张，企业无法正常经营运转。１０月，调整烟草分局

领导班子，西安铁路分局一位副局长兼任烟草分局局长，烟草分局副局长负责日常全面

工作，进行整顿和改革，整章建制，筹措资金，理顺与省、市烟草部门关系，结合铁路烟草

专卖管理和经营特点，建立新的组织机构和经营运作方式，行政执法，打假打私，烟草经

营走向规范，稳定职工队伍，创造经济效益。偿还烟草专卖分局借西安铁路分局３０万

元开办费。

西铁烟草分局打假打私，治理卷烟体外循环，查处旅客列车、货运列车集装箱藏匿、

伪造品名非法运输烟草案件，整顿辖区市场，强化内部专卖管理监督，建立辖区铁路系

统卷烟打假打私和长效联劳协作机制，提高卷烟市场诚信等级和服务管理水平。到

２００４年，查处烟草违法案件２６４起，其中案值５万元以上大案４６起，１０万元以上重大

案２８起，３０万元以上特大案３起。查获违法卷烟１２０００件（箱），其中假冒商标卷烟

３５５０件，走私卷烟１０００件，国产违法卷烟７４２０件，公开销毁假冒商标卷烟３５５０件。

罚没款上交省财政８７６万元。审查省外调进卷烟、烟叶合同２００００余份，整顿组建铁路

沿线烟草检查站４１个，打假打私出动２００００余人次，突击检查旅客列车５００余趟，行李

车６００余辆，行包３００００多件。检查铁路集装箱２０００余个，换发辖区卷烟零售许可证

５４户，辖区卷烟经营户持证率１００％，市场净化率（无假烟、走私烟、无非法卷烟上柜摆

卖）９９％以上。

２００５年，西铁烟草分局设办公室、专卖管理科（稽查大队）、经营公司。成员２８人。

其中西安铁路局派干部１２人，省烟草专卖局派干部２人，聘用人员１４人。全年查获烟

草专卖品违法案件４４起，案值１１９万元。其中查获假冒商标卷烟１５０件，６１万余元。

罚没款上交省财政７７万元。审查省外卷烟、烟叶及辅料调进合同２０００余份。销售卷

烟１７０００余件，销售额５３００余万元，超额完成全年销售任务。

三、对外经营

１９９３年１月５日，多种经营事业向国（境）外发展，成立对外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和对

外经济办公室（简称外经办），对外称西安铁路分局对外经济发展公司（简称外经公

司）。公司从事工贸结合、技贸结合、工程承包、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对外劳务输出、旅游

服务等各种涉外经济活动。９月２１日，组建西安铁路分局工程技术实业公司。１９９５年

１月１日，外经公司组建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西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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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外经公司自筹资金建立西铁物流中心。２００１年，自筹资金建成中铁快运

综合楼。３月２６日，工程技术实业公司合并到多元集团的陕西西铁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取得国际货运代理证书。９月１２日，组建中

铁快运西安分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１日，建成西铁外经公司招待所。中铁快运西安分公司并入直属中铁

快运股份有限总公司，划出铁路分局。７月２５日，西铁多元投资集团公司与陕西铁路石

油物资有限公司出资组建陕西铁陇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外经公司分支机构划入陕

西铁陇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西安分公司划归西铁多元经营投资集团管理

中心领导。１１月６日，陕西铁陇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更名陕西西铁对外经济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１０余年中，外经办向１２个国家和地区输出劳务人员９０多人。

至２００４年，中铁对外服务公司经营收入１４８８４２３５．５４元，综合效益２３８４２０８．７３

元。对外经营效益显著（见表６－３－２）。２００５年，对外经济企业是陕西西铁对外经济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效益纳入全局多种经营系统一并统计。

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多种经营业绩表

　表６－３－１ 单位：万元　

年　份 总 产 值 上缴税金 实现利润

１９９１ ３９９５６ １６４０ ３２４６

１９９２ ４３１７３ １９６０ ３２３８

１９９３ ８３５６８ ２５２５ ５６６７

１９９４ ８９７６７ ３７００ ７０６７

１９９５ １２１４３４ ４３５１ ７９８０

１９９６ １３８８９９ ４９４８ １２３０１

１９９７ １５１２００ ４８２６ ８３０７

１９９８ １５１６７８ ２６４９ ４４５１

１９９９ １４５３１８ ３２９８ ３５４０

２０００ １５４６４１ ３７０８ ４２５０

２００１ １７３８７７ ３６７１ ４５１６

２００２ ２３０３６７ ４４１９ ５３９８

２００３ ４１６４１９ ５７５２ ８１３４

２００４ ３４９４１６ ９０５４ ８６５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因资料缺失，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上缴税金不含安康铁路分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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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２００４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对外经济业绩表

　表６－３－２ 单位：万元　

年　份 营业收入 综合效益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５１ －１３．５６

１９９４ １７．５６ ４６．４６

１９９５ ７．１８ －４．６８

１９９６ ７．７０ －７．４２

１９９７ ５０．９５ －４．７２

１９９８ ０．２５ ６．２２

１９９９ ０．１ －０．７８

２０００ ０ ５１．０４

２００１ ４２．００ ６９．０３

２００２ １２３．０１ ９１．９０

２００３ ６８９．９１ ６．２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３２．１９ ２３．０１

合计 ３１７１．４１ ２６２．７２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４－２００５）、《统

计资料》（１９９３－２００４）

第二节　集体经济

　　１９７０年，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企业成立“五七”连，主要安置职工家属就业，是最早

的集体企业。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西安、安康铁路分局上山下乡和返城职工子女

数以万计，知识青年管理安置任务繁重。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安康、西安铁路分局先后成立知

识青年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和劳动服务公司，负责接收、安置和管理知识青年，组织他

们创造就业岗位，走劳动就业之路。１９８０年，知青办易名知青管理科，１９８３年，易名集

体企业管理科。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先后成立集体企业管理分处（简

称集企分处），这是铁路分局除公安外最早的分处（副处）级部门，对外称劳动服务公司。

集企分处负责制定并执行集体企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办法，管理待业青年和集体企

业职工，组织集体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协调与地方相关部门关系。

集体企业管理部门贯彻“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

合”方针，采取多种措施，疏通就业渠道。本企业运输生产、基建工程部门缺员，从知识

青年、待业青年中择优录用；成立劳动服务公司（厂、队）安置就业；清退计划外民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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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接替；动员“五七”连队、厂家属退休，由待业子女接班；向路内外技校推荐招生，输

送参军，参与社会招工等。铁路分局从政治上、政策上给予支持、扶持，从组织领导、管

理体制、生产经营、财务、人事等方面实施规范化管理；从任务项目、场地设施、人员配

备、干部待遇、物资供应，营销渠道等方面大力支持。投资新建实业项目、综合服务场

所；在保证质量前提下，铁路分局将劳保用品、铁路制服交集体企业加工制作；防暑降温

用品统一归口集体企业采购供应，集体企业研制生产的路用配件优先选用等。西安铁

路福利厂安置残疾青年１１８人，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岳嵩、德意志联邦残疾人康复中心、

美国残疾人联合会访华团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中心诺纳·威曼先生等先后到厂考察、视

察和访问。对知青进行择业观念教育，转变“不进铁路不算就业”、“不招工不算安置”

等依赖思想，树立自信、自强创业精神，向市场找岗位，走自谋职业道路。１９９８年，随经

济、社会发展，国家就业安置矛盾缓解，安置职工子女就业不再作为集体企业计划任务

指标，不再纳入经济承包责任制考核。到２００４年，累计安置职工子女就业４５２２６人。

经多年发展，集体企业由单纯安置型转变为安置经营型，由最初单一餐饮服务，简

陋手工作坊发展为餐饮、商贸、运输、建筑工程、加工生产等多门类经营体系，形成自负

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完善的集体企业系统，取得显著经济效益（见表６－３－３）。

１９９１年，集体企业职工（简称集体职工）工资套用全民企业分配办法，同时，第一栋

集体职工住宅楼竣工投入使用，多栋住宅开建；集体企业向医院缴纳医疗费，集体职工

同样享受免费医疗；子女与全民职工子女同样入学接受教育。１９９４年，集体企业实行岗

位技能工资制，此后多次普调工资，职工收入２００４年比１９９３年翻一番。１９９７年，集体

企业住房改革纳入所在铁路分局房改总体方案。１９９９年，统一参加所在铁路分局医疗

保险改革。２００１年，集体职工全员参加养老保险。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３年，集体职工养老保险

按属地化管理原则，移交所在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由行业统筹改地方统筹。集体企业

管理部门平时做好职工困难救济和慰问工作。

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集体经济管理处（劳动服务总公司）直属企业１６个，代管部、

局直属等单位社保关系劳动服务公司６个，管辖站段劳动服务公司４３个。全系统有独

立经营法人企业１５４户。按所有制统计：集体所有制企业１５３户，全民所有制企业１户。

按隶属关系统计：站段集体企业１３８户，直属集体企业１６户。按行业分工统计：工业、

制造业３７户，运贸业２８户，施工建筑业２８户，批发零售业３４户，社会服务业４户，餐

饮、住宿业２０户，其他业３户。路局集体企业有职工９０５４人。其中集体职工５０２５人，

从业人员３１１８人，路派职工８０４人，聘用职工１０７人。西安铁路局集体企业集中发展

服装加工生产、运输服务代理、施工建筑安装、货运加固器材四大支柱产业，确保实现在

岗职工劳有所得，下岗职工生计有靠，疾患职工病有所医，退休职工老有所养四项工作

目标。生产经营总收入、利润分别完成年计划的１１０．５％和１０９．８３％，完成路局年承包

任务的 １３２．６２％和 １４９．３８％；固定资产净值 ６９５８９万元，增长 ０２６％；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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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７８万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１０３８９５万元，增长１６６％。集经系统职工年工资总

额５７８７．８万元，全系统职工平均年收入７３０２．３８元，集体职工年均收入６４１１．７２元，

增长２０．９％。积极筹集资金，确保非在岗职工生活费发放，对受灾、特困、大病职工及时

救济。其中救助生活困难 １５３人、计发 １１７１６元，求助就医、家庭特困 ８９人、计发

３１５０２元，救助特困党员７人，组织职工健康体检８０人，对集体职工子女考学补助１１人

３３００元，组织参加“安康”保险５７人、陕西省“女工疾病”保险１９５人，救助病患职工５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境内铁路运输企业集体经济效益表

　表６－３－３ 单位：万元　

年 份
总收入 实现利润

西安铁路分局 安康铁路分局 合　计 西安铁路分局 安康铁路分局 合　计

１９９０ １１４２０ １９６７ １３３８７ ７５５ ３４ ７８９

１９９１ １２３９２ ２００１ １４３９３ ５４８ ３６ ５８４

１９９２ １５５００ ２１５９ １７６５９ １２００ ３７ １２３７

１９９３ １８３００ ２９８３ ２１２８３ １６７７ ３９ １７１６

１９９４ １８７００ ２４８９ ２１１８９ １４４０ ９ １４４９

１９９５ ２１３７７ ２８７３ ２４２５０ １４２１ ９ １４３０

１９９６ ２４１４５ ２６７７ ２６８２２ １７８７ １２ １７９９

１９９７ ２１４０２ ２７００ ２４１０２ ２０３２ —８ ２０２４

１９９８ ２１６１６ ２１１４ ２３７３０ １３１０ —１９ １２９１

１９９９ ２３６６８ ２３３７ ２６００５ ２０６１ １３ ２０７４

２０００ ２２９６２ ２６１４ ２５５７６ １５６２ ２９ １５９１

２００１ ２５３９５ ３１２１ ２８５１６ ７５４ ４１ ７９５

２００２ ２１９９８ ３３８７ ２５３８５ １９３５ ３４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３ ２２０６０ ２３１２ ２４３７２ ２１０４ １９ ２１２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８６６ ２８８７ ２３７５３ １６４７ ２５ １６７２

２００５ — — １５９１４ — — ７５

合计 — — ３５６３３６ — — ２２６１８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

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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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人　　物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涌现一批杰出人物，其中有为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

生命安全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有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有全国、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有铁路运输企业历任党、政领导人，还有作

出突出贡献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本篇分别以传略、名录和名表予以记述。

第一章　传　　略

　　廖光有，男，汉族，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生，四川省江津县九

龙乡大峪村人，高中文化。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入党。１９８８年３月调西安铁路公安处，先后在阳平关、孟塬车站

公安派出所任民警。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日凌晨，在孟塬车站执勤时，

对一行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歹徒慌忙逃窜，追捕途中，歹徒突然

拔枪射击，廖光有不幸中弹牺牲。３月２０日中午，犯罪分子在围

捕中被击毙。

１９９１年 ７月 ３０日，铁道部公安局为廖光有追记一等功。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９日，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廖光有为“革命烈士”。

胡宝昌，男，１９６１年生，湖南省衡阳县人，共青团员，１９８１年参

加铁路工作，凤州工务段七里坪养路工区线路工。

１９９３年元月１９日凌晨，住在工区的胡宝昌出门上厕所，发现

有两人驾驶拖拉机盗窃铁路器材，他立即叫起工友王培良勇敢地

冲上去。盗贼开着手扶拖拉机载赃逃跑，胡宝昌、王培良为保护

国家财产，夺回被盗的铁路器材，抓获盗贼，胡宝昌驾驶自己的摩

托车，顶着风雪严寒，沿着漆黑崎岖的山路，追踪近２０公里，终于



在陕西省凤县与甘肃省两当县交界处追上盗贼，并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搏斗中，胡宝昌头

部被盗贼用钝器击中，倒在雪地，昏迷不醒。伤势较轻的王培良忍着疼痛拦车将胡宝昌送

往医院，胡宝昌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３１岁。

胡宝昌入路以来，在平凡的养路工作中，像一颗永不松动的道钉，忠于职守，默默奉

献。为保护国家财产和铁路安全畅通，曾多次挺身而出，与盗窃铁路器材和运输物资的不

法分子进行斗争。为表彰他疾恶如仇、英勇斗争的壮举，１９９３年４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批

准他为革命烈士；中华全国总工会追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８月，中宣部、中华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公安部追授他“全国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追奖他２

万元；共青团陕西省委追授他“见义勇为好青年”称号；铁道部党政工团追授他“雷锋式的

铁路工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追授他“火车头”奖章。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共青团陕

西省委、铁道部、郑州铁路局、西安铁路分局分别作出向胡宝昌、王培良学习的决定。

叶波，男，１９７１年生，陕西省紫阳县人，中共党员，安康铁路分

局万源车务段万源车站学习连接员。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９时５２

分，由郑州开往重庆的２８３次列车到达万源车站，在办理交接１名

车上因伤害３名旅客和列车员被制服的犯罪嫌疑人时，此人突然

挣脱反手绑，猛地钻下车底逃跑，正在当班的叶波发现后，奋不顾

身地追了过去，追赶约２００米处将其抓获，在向车站扭送过程中，

嫌疑人乘其不备，顺手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头向叶波后脑砸去，挣

脱逃跑。叶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献出了自己年仅２３岁的生

命。叶波于１９９０年３月应征入伍，１９９２年入党，１９９４年９月３０日转业。在部队曾三次受嘉

奖，多次被评为“优秀义务兵”、“优秀话务员”、“优秀班长”和“一级业务技术能手”。牺牲

前，在万源车站仅工作了３６天。他工作勤恳，虚心好学，不计名利，乐于助人。万源车务段党

委追认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安康铁路分局党委、安康铁路分局和郑州铁路局党委、郑州铁

路局先后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安康铁路分局团委和郑州铁路局团委先后追认他为

“雷锋式好青年”。１９９６年，中共陕西省省委、省人民政府追认叶波为“革命烈士”。

任德振，男，１９４１年６月生，河南省扶沟县人，１９６５年８月毕

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７３

年１１月起历任西安铁路局办公室秘书、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办公

室副主任。１９８４年西安、郑州两局合并后任郑州铁路局办公室副

主任。１９８５年７月任西安铁路分局副分局长，后改任党委副书

记。１９９３年４月任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高级政工师。

任德振同志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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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讲党性、讲团结，严于律己，谦洁奉公，作风正派。他组织领导能力强，工作思路清

晰，善于把握全局、驾驭全局。坚持“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指导思想，以领

导班子建设为龙头，以党建基础工作达标活动为载体，大力加强全分局党的建设和思想政

治工作，不断总结、探索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优势的新路子，为西安铁路分局的改革发展

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分局在１０年连续保持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

的基础上，１９９６年又获得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在陕西省“创

佳评差”活动中两次被评为“最佳厅局”。１９９５年西安铁路分局党委被陕西省授予“省级

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先进集体”。１９９７年４月在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

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９７年，当选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５日，

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５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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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名　　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省内铁路运输企业产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２人，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２人；涌现全国劳动模范５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１３人（朱端瑞１９８６

年命名，系补遗），其中杜金虎１人先后荣获两项荣誉。２６４人、３３１次荣获陕西省劳动模

范，铁道部劳动模范和火车头奖章。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　贯 单　　位 职　　务 当选代表、委员时间

周宏亮 男 １９３３ 河南长葛 西安铁路分局 党委书记
１９９２年当年选中国共产党第
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任德振 男 １９４１ 河南扶沟 西安铁路分局 党委书记
１９９７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易兰芬 女 １９５９ 四川中江 略阳工务段 巡山工
１９９３年当选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赵彦方 男 １９４８ 山东曹县 西安铁路分局 分局长
２００３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节　劳动模范

一、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要事迹

朱端瑞 男 １９５８ 陕西
石泉

西乡工务段 巡道工 １９８６ “五一”劳动奖章

在职期间，防止大大小小

事故１５件，受到各级组织
好评

杜振才 男 １９４９ 陕西
西安

西安东站 站长 １９９０ “五一”劳动奖章

任职期间，大胆管理、开

拓，运输效益和经济收入

创建站历史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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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要事迹

张久岭 男 １９５１ 河南
夏邑

西安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０ “五一”劳动奖章

率领全组安全行车 １２万
多公里，本人累计安全行

车近３０万公里

解和平 男 １９５３ 陕西
安康

紫阳工务段 工长 １９９１ “五一”劳动奖章

长年坚守在艰苦地区，所

管巴山隧道质量良好，工

班３０００天无任何事故

杜金虎 男 １９４１ 陕西
岐山

西安车辆段 乘务长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劳动模范

精心保养车辆，１２２５０天
无一切行车事故

胡宝昌 男 １９６２ 湖南
衡阳

凤州工务段 线路工 １９９３ “五一”劳动奖章
为保护国家财产与犯罪分

子英勇搏斗，壮烈牺牲

迭振水 男 １９４６ 河南
开封

西安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６ “五一”劳动奖章
安全行车９４万公里，防止
大、险性事故８件

易兰芬 女 １９５９ 四川
中江

略阳工务段 巡山工 １９９５ 全国劳动模范
主动要求到山区工作，１３
年如一日养护隧道

安怀忠 男 １９４９ 陕西
旬邑

安康工务段 线路工 １９９５ 全国劳动模范

无私奉献、苦干实干，乐于

助人，在家庭经济紧张条

件下，拿出工资奖金，义务

帮扶职工３０余人。

侯玉柱 男 １９４２ 河南
封丘

宝鸡机务段 工人 １９９６ “五一”劳动奖章
搞技术革新和发展成果

１０２项，创效益４１３万元

陈淑贞 女 １９４５ 陕西
城固

安康生活

服务中心

公寓

主任
１９９６ “五一”劳动奖章

公寓工作２０多年，千方百
计提高服务质量，廉洁奉

公，拒收红包，关心职工捐

助一千多元，义务奉献

８６０多小时

耿官振 男 １９３８ 河南
汝阳

西安列车段
运转

车长
１９９７ “五一”劳动奖章

担任运转车长２０年，安全
乘务５４万公里

郑子云 男 １９４９ 天津
市

宝鸡车务段 段长 １９９９ “五一”劳动奖章
实施“三项制度”改革，连

续安全生产５周年

杨会平 男 １９４９ 河北
定兴

西安机务段 司机长 ２０００ 全国劳动模范
担任机车乘务工作３５年，
安全行车百万多公里

蔡富平 男 １９５７ 陕西
绥德

汉中线路段 工长 ２０００ 全国劳动模范

以身作则，刻苦钻研业务

技术，带领班组推出不少

新产品、新技术，受到一致

好评

王心岗 男 １９６１ 陕西
富平

西安分局

计统分处

副分

处长
２００２ “五一”劳动奖章

开发运输统计“计算机多

媒体数据采集系统”，节约

工时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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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要事迹

杨志华 男 １９５２ 陕西
礼泉

西安分局
工会

主席
２００３ “五一”劳动奖章

为职工办大量实事、好事，

赢得好评

姚荣俊 男 １９５６ 陕西
安康

安康机务段 司机长 ２００４ “五一”劳动奖章

工作责任感强，总结出“抓

六点，把五关，四盯四防”

行车工作法

　　二、省、部级劳动模范、火车头奖章获得者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阎宝树 男 １９４７ 河南
巩县

西安西站
党委

书记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党委“一班人”正确

处理党政关系，为西站

获全路“文明货场”，局、

市文明单位做出贡献

艾清林 男 １９３０ 辽宁
西丰

宝鸡车站 门　卫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担任门卫，一人干过去３
个人的工作，清扫院内

外卫生，办公楼厕所，夜

晚巡视，分发报纸信件

谢玉昌 男 １９３３ 河南
长葛

西安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担任司机 ２５年，防止大
事故１０起，险性事故１２
件，一般事故１８件

唐世林 男 １９４３ 安徽 咸阳桥隧

工程段
段　长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担任段长以来，该段产值、

利润逐年递增。获分局、

郑州铁路局先进单位、模

范单位，奖牌、奖旗２７块
（幅），获省文明单位

王安定 男 １９５０ 陕西
西安

西安东

车辆段

党支部

书　记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注重抓支部建设和思想

政治 工 作，车 间 实 现

２１７７天无责任事故，连
续３年被分局、路局、铁
道部评为先进党支部

李　军 男 １９５２ 陕西
米脂

西安南郊

建筑段

电工班

班长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班注重施工质量，

利用工余和节假日安装

电器设备 ５０多台，试制
安装三极管节能开关８３０
个，节约资金２万余元

王德良 男 １９５４ 陕西
岐山

西安电务

工程段

设计组

组长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在凤广段大修设计中，

将１７站段的设计按站场
布置划分归类，节约资

金２３７．５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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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安秀珍 女 １９４２ 河南
郑州

西安客运段 供水员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二十多年供水员工作，

从不叫苦喊累，兼任班

组安全员，从未因车门

漏锁出责任事故

高明义 男 １９４５ 陕西
西安

西安西站

装卸一班
班组长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大胆管理，吃苦在前，小

组生产任务年年月月超

额完成，已提前完成４年
的工作量，多贡献１２０００
多工时，缝包钉箱１６０００
多件

管　煜 男 １９５７ 河北
唐山

紫阳工务段
主任

巡视员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主动到艰苦的巴山工

作，带领职工探索科学

养路方法，使线路质量

迅速提升到全段前列，

克服病痛和生活挫折关

心山区青工婚姻问题，

促成多对美好婚姻

苏明远 男 安铁公安处 侦查员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谢贵良 男 安康生活段 服务员 １９９０ 火车头奖章

胡秀君 男 １９４８ 河南
许昌

安康机务段 司　机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从事机车乘务 ２０多年，
坚持三早、三细、规范工

作原则，严格要求自己

工作认真负责

王建恒 男 安铁公安处 侦查员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杨承芳 男 １９４６ 重庆
江津

万源车务段 值班员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扎根巴山 ２０年如一日，
奉献青春与忠诚。接发

列车 １０万 余 列 未 出
问题。

张天锡 男 １９４０ 河南
长垣

西安机务段 司　机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任火车司机 ２０多年，安
全行车９０多万公里

路治国 男 １９４６ 陕西
淳化

三原工务段
代　理
领工员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工作尽职尽责，成绩突出

王显斌 男 １９５３ 辽宁
林西

略阳供电段 工　长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扎根山区１９年，让４个
接触网工区成为段上放

心的先进班组

翟振江 男 １９４５ 河南
温县

西安东

车辆段
检车员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身兼多职，样样工作都

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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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汪自强 男 １９６５ 浙江 西安东站 连结员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在脏、累、险、重的工作

岗位上，吃苦在前，不计

个人得失

耿官振 男 １９３８ 河南
汝阳

西安列车段 运转车长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铁道部劳动模范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全

年防止大小事故２０余起

高留锁 男 １９５１ 河南
荥阳

宝鸡电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带领职工对陈旧设备精

检细修，工区连续４４６０
天无行车责任事故

陈宝才 男 １９５６ 河南
民权

宝鸡机务段 司　机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认真执行作业标准，趟

趟安全正点

刘　金 女 １９６９ 河南
虞城

西安客运段 服务员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为旅客服务热心、周到，

被赞誉为“春姑娘”，收

到表扬信３７１件

薜英明 男 １９５３ 山西
兴县

咸阳车站

公安所
所　长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所干警一年内破

获刑事案件 ９１起，其中
重大案件３起

高志勤 男 １９３５ 河南
清丰

西安车站 站　长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任站长以来，工作年年

创新，车站多次受到上

级表彰

侯玉柱 男 １９４２ 河南
封丘

宝鸡机务段 钳　工 １９９１ 铁道部劳动模范
工作尽职尽责，技术革

新成果突出

崔芳萍 女 １９５９ 陕西
华县

西安车站 客运员 １９９１ 铁道部劳动模范

热爱本职工作，为旅客

办好事２６８４件，重点照
顾旅客２３６４人

何志午 男 １９４５ 陕西
蓝田

咸阳桥隧

工程段
工　长 １９９２ 陕西省劳动模范

重视工程质量，坚持跟

班作业，带领全班多次

提前完成任务

赵增武 男 １９３６ 河北
唐县

拓石工务段 总工程师 １９９２ 陕西省劳动模范

为养护铁路，创造多种

治山方法，整治１００多处
山体病害

安继宗 男 １９３７ 河北
保定

西安东

车辆段
工会主席 １９９２ 陕西省劳动模范

关心爱护职工，５年探视
职工、家访谈心１０００多
人次，为职工解决困难

２０８个

９２２第七篇　人物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刘陇光 男 １９５９ 河南
郑州

青石崖车站 站　长 １９９２ 陕西省劳动模范

在山区工作 １３年，被职
工誉为铁路运输的“老

黄牛”

王周平 男 １９４１ 陕西
扶风

咸阳车务段 值班员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安全接发列车 １２年，为
年轻职工做出榜样

李宝琦 男 １９４２ 河北
望都

宝鸡车站 站　长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带领职工团结奋战，运

输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

刘志文 男 １９３４ 河南
渑池

西安客运段 主　任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在客运工作岗位上，４０
年如一日，早来晚归，无

私奉献

李军军 男 １９５３ 陕西
户县

西安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机车组安全走行３７４万
公里，防 止 各 类 事 故

３８９件

王利飞 男 １９５６ 陕西
榆林

宝鸡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机车组安全走行３０９万
公里，被分局命名“标杆

班组”

禚振声 男 １９５６ 山东
高密

略阳供电段 工　长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一年内没发生设备故

障，超额完成各项生产

任务

庞　忠 男 １９４３ 陕西
凤翔

宝鸡工务段 巡道工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及时发现和处理多起事

故，保证安全生产

张洪坤 男 １９５７ 江苏
扬州

西安电务段 领工员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用科学管理搞好管内信

号设备，保证行车安全

徐　波 男 １９４５ 陕西
靖边

西安东

车辆段
工　长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制定职工过“三关”制

度，班组安全生产２８年

王腊八 男 １９４７ 河南
封丘

宝鸡建筑段 工　长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工区质量合格率１００％，
深受职工好评

赵常德 男 １９３９ 陕西
泾阳

宝鸡运

输技校
校　长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坚持从严治校，培养的

学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０３２ 铁路志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李如松 男 １９５７ 安徽
阜阳

略阳工务段 技术员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在抗洪抢险中连续奋战

２０个昼夜，为铁路安全
畅通作出贡献

佘再清 男 １９６２ 陕西
安康

安康供电段 计工员 １９９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刻苦钻研业务，工作认

真负责，被路局、分局命

名技术能手

安怀忠 男 １９４９ 陕西
旬邑

安康工务段 线路工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同前）

刘君兰 女 １９５６ 安康列车段 列车长 １９９２ 火车头奖章

唐志兴 男 １９５３ 安康车务段 站　长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奉献小站 １５春秋，团结
全站，克服困难，实现车

站安全４９８４天

罗厚金 男 １９４７ 陕西
安康

安康车辆段 工　长 １９９１ 火车头奖章

韩巨江 男 １９５７ 安康车务段

吕河车站
站　长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余美海 男 １９４７ 湖北
枣阳

安康建筑段 工　长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抓基础，完善制度，台账

管理规范化，以身作则，

班组月月超额完成任务

蒙庆华 男 １９５５ 陕西
城固

汉中供电段 工　长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集中精力处理设备缺

陷，加强巡视，对关键地

段、薄弱环节心中有数，

保证安全

陈淑贞 女 １９４５ 陕西
城固

安康生活段 公寓主任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同前）

孙义海 男 １９６３ 甘肃
秦安

西安电务段
电缆

工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在电缆线路标准化建设

中成绩突出

李文仁 男 １９３６ 河南
洛阳

西安车辆段 工程师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解决客车运行中发生的

９件疑难问题，保证列车
安全运行

胡湘荣 男 １９５７ 湖南
岳阳

西安电气化

工程公司
班　长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工作中吃苦耐劳，月月

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顾祝刚 男 １９６３ 江苏
涟水

宝鸡东站 调车长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连续３年无违章违纪，小
组 全 年 超 编 解 列 车

１０３列

１３２第七篇　人物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王　飞 男 １９４８ 陕西
蒲城

新丰镇

机务段

燃　料
值班员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班职工努力完成

发煤任务，成绩突出

刘铁仁 男 １９４６ 河南
尉氏

宝鸡车辆段 工　长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工作尽职尽责，一年内

义务加班３００个小时

党纯萍 女 １９５７ 陕西
合阳

宝鸡车站 货运员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对货主热心、耐心，尽心

尽力，受到货主好评

鲍社会 男 １９５１ 陕西
西安

西安西站 装卸工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工作中以身作则，干标

准活，上标准岗，年年超

额完成任务

宁宝平 男 １９５９ 河北
唐山

宝鸡供电

大修段
工　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安心山区工作，年年超

额完成生产任务

杨如意 男 １９５５ 河南
扶沟

新丰镇

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带领包承组人员安全生

产无事故，成为段上的

红旗标杆班组

张栓儿 男 １９５０ 陕西
凤翔

虢镇线路

工程段
线路工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严守操作规程，未发生

任何责任事故

王培良 男 １９７１ 四川
江津

凤州工务段 养路工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为保护国家财产，舍生

忘死，与犯罪分子英勇

搏斗

胡宝昌 男 １９６２ 湖南
衡南

凤州工务段 线路工 １９９３ 火车头奖章

为保护国家财产，舍生

忘死，与犯罪分子英勇

搏斗

付林山 男 １９４５ 河南
荥阳

宝鸡工务段
领工员

线路科长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经常深入施工现场指导

工作，为提高线路质量

做出贡献

马文生 男 １９４６ 陕西
长安

西安东站 值班员 １９９４ 车车头奖章
安全接发列车 １１年，防
止事故１起

白发祥 男 １９４９ 陕西
临潼

西安客运段 段　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领导客运段职工连续 ３
年超额完成各项任务，

未发生任何事故

２３２ 铁路志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默金杰 男 １９５１ 河北
新乐

凤州工务段 机修工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研制出一批 “防锈螺

母”，减轻职工劳动强度

温书泉 男 １９６８ 河南
南阳

宝鸡供电

大修段
工　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班职工连续３年
按时完成接触网高空作

业，成绩显著

蒋伟茂 男 １９４３ 上海 宝鸡电务段 段　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重视安全，严格管理，各

项工作跨入分局电务系

统先进行列

王　萍 女 １９６３ 河北
文安

西安分局

电务分处

机　要
报务员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工作尽职尽责，成绩突出

段万顺 男 １９５１ 河南
长葛

渭南车务段 值班员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身为班组长，大胆管理，

严格要求，班组实现安

全生产３５４７天

阎　萍 女 １９５４ 河南
开封

西安西站 货运员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担任货运员１２年，先后为
３００多名货主排忧解难，
受到货主赞扬

韩秉钧 男 １９４７ 陕西
礼泉

西安车站 站　长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努力工作，大胆创新，车

站取得一系列高层次

荣誉

黄三久 男 １９３８ 陕西
富平

西安客运段
工会

主席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配合行政工作，发挥工

会的职能作用，为段“两

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高　林 男 安康分局工会 指导员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王　红 女 １９７３ 陕西
汉中

汉中车站 值班员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吴庭寿 男 汉中工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姚荣俊 男 １９５６ 陕西
汉阴

安康机务段 司　机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刻苦钻研业务，工作认

真负责，防止机故和险

性事故多件，保证安全

正点

３３２第七篇　人物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邵凤琴 女 １９６２ 河南
扶沟

汉中车务段 板道员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张庆杰 男 １９６５ 四川
达州

安康电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带领职工立足山区，整

治设备工区连续１０年无
任何故障

郭洪涛 男 安康车辆段 主　任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殴景泉 男 １９５１ 陕西
汉中

勉西机务段 司　机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安全走行 ４８万公里，防
止多起行车和路外伤亡

事故

卢玉梅 女 １９６０ 河南
郑州

安康列车段 列车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工作成绩优异，技术过

硬，多次被评为技术标

兵，技术能手

程建敏 男 １９４７ 陕西
武功

安康列车段 党委书记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段安全、效率、路

风、营销、培训等方面取

得良好成绩

苟娜蕊 女 １９５６ 陕西
太白

安康机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爱岗敬业，年年完成生

产任务，研制辅助电机

电枢引出器等多项设

备，提高检修质量，节约

资金，降低劳动强度，防

止事故

杨继鹏 男 １９５８ 陕西
汉中

勉西机务段 司　机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出勤坚持“三早”，精心

保养机车，总结出一套

平稳操作办法，两次防

止列车、机车颠覆事故

王琮琨 男
山东

营县
安康电务段 技　师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认真负责，技术过硬，参

与大量通信工程施工，

解决多项故障难题，受

到多项表彰

覃自强 男 １９６５ 四川
广元

安康车辆段 工　长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易学喜 男 １９４４ 重庆 安康列车段 工　人 １９９４ 火车头奖章

担任运转车长，及时发

现钢轨断裂，拉伐紧急

制动，防止翻车事故

周祥山 男 １９５０ 河南
孟县

西　安
车辆段

工　长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工作认真负责，坚持作

业标准化，改造１００多件
非标准设备，创造价值

５０多万元

４３２ 铁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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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洪智杰 男 １９５１ 陕西
武功

西安建筑段
党委

书记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职工思想建设工作成绩

突出

张作忠 男 １９５４ 山东
鱼台

西安水电段
电力工

工　长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热爱本职工作，主动为

用户服务，一年来收到

表扬信６０封

田文玉 男 １９４８ 陕西
城固

略阳工务段 桥隧工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在身患癌５年中，忍着剧
痛坚持上班直到病逝

董　银 男 １９４２ 陕西
宝鸡

宝鸡电务段 信号工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工作中尽职尽责，从未

发生事故

刘长乐 男 １９５４ 河南
开封

西安东

车辆段
副主任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从严要求，大胆管理，使

列检所从老大难转变为

先进班组

陈莲英 女 １９５７ 陕西
安康

安康分局劳动

服务公司
会　计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坚

持原则，不徇私情，作好

财务工作，团结同志，义

务奉献

蔡富平 男 １９５７ 陕西
绥德

汉中线桥段 工　长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带领班组学习钻研业务

技术，推出不少新产品、

新设备，为安全生产做

出贡献

何忍仓 男 １９５４ 陕西 安康分局

调度所
调度员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陈和平 男 １９５５ 河南
尉氏

安康建筑段 工　长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尽职尽责优质服务，高

标准作好大维修，创建

精品服务工程

王均印 男
安康分局

集团公司
副处长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刘长增 男 １９４１ 河南
许昌

临潼疗养院 多经经理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在多种经营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

张继红 男 １９６０ 陕西
丹凤

梅家坪车务段 调车长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赵增旺 男 １９４２ 陕西
富平

咸阳桥隧

公司
工　长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狠抓基础，完善规章，民

主选举，带领班组克服

困难，完成任务

５３２第七篇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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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杨双弟 １９４６ 河南 西安建筑段 工　长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周玉林 男 １９４７ 河南
尉氏

铜川南站 货运领班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付林山 男 １９４５ 河南
荥阳

宝鸡工务段 线路科长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作风扎实，注重实干，经

常深入班组，现场指导，

战胜病痛，扎根工地，全

段线路年检消灭 “失

格”，优良率９８％

杨援朝 男 １９４９ 四川
乐至

略阳工务段 巡道工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１６年如一日，巡查线路
尽职尽责，发现处理设

备隐患２００多个

何玉萍 女 １９６２ 四川
大邑

宝鸡列车段
餐车

服务员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工作认真负责，热情服

务，获全局旅服系统“技

术能手”称号，评为全段

“十大党员标杆”

乔西京 男 １９６５ 河南
新郑

西安车站
给水

值班员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

用，抓管理，落实“两纪

一化”，关心职工，做到

有病必防，有困必帮，有

问题必谈，注意和兄弟

班组搞好配合

迭振水 男 １９４６ 河南
开封

西安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多年保持安全行车

刘利民 男
山东

掖县
西安电务段 副段长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主管多经，效益增加，职

工收入上升，住房得到

解决

苟德宁 男 １９４１ 四川
南部

宝鸡东站 站　长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坚持抓管理，抓安全，车

站连续实现４个安全百
日；扭转亏欠，超额完成

全年任务，狠抓多经创

收，职工收入增加

汲万本 男 １９４８ 东东
昌邑

宝鸡机务段 段　长 １９９５ 火车头奖章

坚持严格要求，加强管

理，带领全段取得安全、

生产优异成绩

６３２ 铁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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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娄华清 女 １９５５ 浙江 咸阳车务段 车号员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抄车号工作尽职尽责，

成绩突出

张拉省 男 １９６６ 陕西
凤翔

宝鸡东站 连结员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任职九年，未发生责任

事故，防止多起列车相

撞事故

杜宝林 男 １９５７ 河南
中牟

宝鸡列车段 列车长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以身作则，严格管理，所

领导车班获陕西省全面

质量管理三等奖

陶延亭 男 １９４８ 河南
新郑

宝鸡电力

机车段
电力工长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革新机车装置十余项，

为企业创收５０多万元

杨会平 男 １９４９ 河北
定兴

西安机务段 司　机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安全行车 ２２年，防止各
类行车事故５２件

何仲育 男 １９４７ 陕西
乾县

宝鸡机务段
纪委

书记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绩

优异

孟庆和 男 １９５７ 陕西
高陵

三原工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坚持跟班作业，工区在

轨检车检查验收中次次

达标

李振林 男 １９５８ 河南
洛阳

西安工务段 领工员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在抢修电缆施工中表现

突出

王西运 男 １９５３ 山西
长治

西安通信段 电缆工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在抢修电缆施工中表现

突出

黄亭禹 男 １９５１ 黑龙
江

西安电务段 段　长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狠抓安全生产，１９９６年
西安电务段被铁道部命

名为安全优质电务段

罗成红 男 １９４９ 湖南
常宁

宝鸡车辆段 检车员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安全检车 ３０多万辆，防
止较大故障６０多件

安居胜 男 １９７１ 西安铁路

公安处
民　警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身负重伤

杨运彪 男 １９６４ 陕西
安康

安康车站 调车长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赵养民 男 １９５２ 陕西
户县

安康工务段
主任

领工员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练就检查设备病害火眼

金睛，保证线路维修质

量，长年义务奉献，不计

较个人得失

７３２第七篇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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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张　平 男 １９６３ 陕西
安康

安铁公安处 团委书记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张跃钢 男 安康东站 调车长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李宜民 男 １９５５ 山东
蓬莱

安康工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６ 火车头奖章

养路工作 ２０多年，干一
行，爱一行，精一行，钻

研技术，攻克难关，为运

输安全保驾护航

郑子云 男 １９４９ 天津 宝鸡车务段 段　长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确定基础取胜，坚持以

人为本，加大营销力度，

运输效益职工收入稳步

提高

何自庆 男 １９５５ 陕西
西乡

安康分局

运输分处
副处长 １９９７ 陕西省劳动模范

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加

强分析指导，保证分局

运输指标完成

李　莉 女 １９５６ 山东
青岛

安康列车段 列车长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树立营销意识，坚持优

质服务，多次自己拿钱

救助困难旅客，办事公

正、关心职工，班组连获

５年局先进

郑桂林 男 １９５４ 吉林
梨树

略阳供电段 工　长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以身作则，科学管理，工

区获全段唯一示范班组

何慧明 男 １９５３ 陕西
洋县

勉西机务段
司机

司机长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２０余年防止行车事故
４８６件，安全走行 ７３万
公里，挽救 ２１８条人命，
２１次获上级奖励

关学发 男 １９４３ 陕西
旬阳

安康工务段 巡道工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立足本职，坚守岗位，巡

道认真负责，病害及时

记录，为班组安全提供

资料

党少林 男
安康分局

资金结算中心
主　任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杨志国 男 １９５３ 河北
城安

西安分局 分局长 １９９７ 陕西省劳动模范

团结带领一班人，为分

局安全生产做出突出

贡献

秦随周 男 １９４６ 河南
博爱

分局经济技

术开发集

团公司

副分局长

总经理
１９９７ 陕西省劳动模范

在分局经济技术开发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朱万恒 男 １９５１ 江苏
扬州

宝鸡车务段 值班员 １９９７ 陕西省劳动模范

长期坚持标准化作业，

近三十年安全生产无一

切事故

祁引民 男 １９５０ 陕西
武功

宝鸡西工务段 巡道工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平凡岗位工作 ２９年，认
真负责，一丝不苟，小改

小整收集废料，贡献３００
多个工作日

８３２ 铁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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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吴友德 男
西安分局工

程工业公司
经　理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公司超额完成各项

任务，综合效益大幅提

高，获“ＡＡＡ”级最高质
量信誉等级

杨援朝 男 １９４９ 四川
乐至

略阳工务段 巡道工 １９９７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６年如一日尽职尽责查
巡线路，发现并处理事

故隐患２００多个

黄本治 男 １９３９ 河南
滑县

西安客运段 队　长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共

建文明列车，提高服务

质量，车队获“双拥模

范，文明列车”称号

马春敏 男 １９６３ 江苏
丹徒

西安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连续安全运输４２３万公
里，防止各类事故４６３件

陈宇生 男 １９５１ 河南
洛阳

宝鸡机务段 段　长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段职工努力拼

搏，超额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

周树德 男 １９４９ 河南
义马

略阳供电段
党委

书记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职工思想建设工作成绩

突出

高德柱 男 １９４９ 陕西
西安

西安工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研制出岔心轨距拉板、

尖轨跟端轨距挡板，保

证行车安全

凌泽章 男 １９５８ 四川
内江

凤州工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带领职工连年完成各项

生产任务，未发生任何

事故

张宝成 男 １９５８ 山东
济南

略阳电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以身作则，严格管理，一

年内把落后工区改变成

先进班组

薄景亮 男 １９５２ 陕西
户县

西安建筑段 水道工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２０年来工作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被群众称赞

为“徐虎”式的好工人

张升堂 男 １９４９ 陕西
扶风

西安生活段 段　长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依靠群众搞好全段经营

管理，１９９７年获铁道部
“优质生活段”称号

胡国平 男 １９５４ 河南
中牟

宝鸡车务段
宝鸡南站

站长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以身作则，严格管理，截

至年底实现安全生产

２０４５天

关元元 女 １９６９ 河南
宁陵

西安西站 货运员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热爱本职工作，义务为

货主送货，累计放弃大

休１７０个工作日

张宝安 男 １９５７ 天津 宝鸡列车段 餐车长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工作中不断创新，提供

特色服务，餐车服务达

到优质高效

９３２第七篇　人物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饶　辉 男 １９６９ 四川
仪陇

宝鸡供电

大修段
工　长 １９９７ 火车头奖章

遵章守纪，严把安全，热

心工区公益，乐于助人

周德平 男 １９５０ 河南
温县

武功车务段
值班

站长
１９９８ 火车头奖章

金书君 男 １９４８ 河南
郑州

安康分局 分局长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带领分局在安全和运输

生产中取得突出成绩

鲁艳香 女 １９５８ 辽宁
北镇

安康车务段
货运

值班员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多方揽货源，车站经济

效益稳居全段之首，刻

苦学习，吃苦在前

尹行乐 男 １９７２ 陕西
安康

紫阳工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艰苦地区工作 １０年，义
务奉献工时３００多个，善
于管理作风民主，关心

职工

刘金明 男 １９４６ 陕西
安康

安康水电段 给水司机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转战７个艰苦小站给水
所，作好消毒净化，每所

个个达标，义务修水表

管道

党纯萍 女 １９５７ 陕西
合阳

宝鸡车站 值班员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用优质服务为铁路运输

创造效益，１９９８年被评
为营销状元

马德星 男 １９４４ 北京 宝鸡车务段
党委

书记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工作尽心尽职，敢抓敢

管，深受广大职工好评

柴利军 男 １９６５ 陕西
周至

新丰镇

机务段
司机长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安全行车 ８４４４６公里，
未发生任何事故

尹宏涛 男 １９４４ 陕西
兴平

宝鸡电力

机车段

工会

主席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段

工会 １９９９年获铁道部
“模范职工之家”荣誉

王宝成 男 １９６０ 山东
邹平

宝鸡西

工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所管线路质量多年保持

优良水平

董建成 男 １９６１ 陕西
临潼

阎良电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十几年带领工区多次获

先进班组、一级班组等

荣誉

李合旺 男 １９６０ 河南
郑州

宝鸡车辆段
乘务

指导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几年来防止客车重点故

障４６７件，值乘客车连续
８年被局鉴定为一级
列车

周荣萍 女 １９５５ 安徽
定远

西安车站 客运员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对旅客以诚相待，为旅

客排忧解难，年内为旅

客办好事２００件，获表扬
３８份

０４２ 铁路志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于宏彦 男 １９４６ 西安西站 站　长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车站实现安全生产１９００
天，创建站以来最好水平

史平均 男 １９５０ 河南
洛阳

西安东站 调度员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消灭违章违纪，取得安

全生产７６２１天好成绩

冯平娟 女 １９６４ 江苏
武进

汉中车务段
货运

值班员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王万泉 男 汉中工务段 工　长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马宝德 男 安铁公安处 副处长 １９９９ 火车头奖章

汤宽亮 男 １９５５ 陕西
潼关

安康车站 站　长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热情周到为旅客服务，

车站经济效益不断增

加，改善管理，爱护职

工，车站连续 １４年安全
生产

任际平 男 安铁公安处
副所长

民　警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铁道部劳动模范

坚持边远小站，出色完

成治保任务，秉公执法，

清正廉洁，深受地方政

府和群众好评

赵光勇 男 １９６９ 安康车辆段
安全员

检车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熊建华 男 １９６５ 四川
筠连

安康电务段 工　长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圆

满完成各项任务，处理

设备故障 ２０余件，隐患
３０余件

赵凤仙 女 １９５５ 河南
洪县

宝鸡车站 检票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从事客运工作 ２０多年，
尽职尽责，成绩突出

王淑仙 女 １９５８ 陕西
宝鸡

宝鸡列车段
副列

车长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

受到旅客表扬６００多件
（次），被誉为旅客的贴

心人

孟艳荣 女 １９６３ 河南
信阳

西安客运段 餐车长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列车餐营服务认真负

责，受到广大旅客好评

邢向民 男
西安分局

开发公司
总经济师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１４２第七篇　人物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职爱平 女
西安车站劳

动服务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杨铜生 男 １９６４ 河南
许昌

西安水电段 工　长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任工长以来，从严务实，

将落后班组改变为先进

班组

王公民 男 １９５８ 陕西
大荔

宝鸡机务段 主　任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实施“干部分片、分工包

保安全生产”等制度，消

灭不合格班组

吕建平 男 １９６１ 陕西
耀县

三原工务段 巡道工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所管辖线路１５年每次验
收都达到优良标准

袁玉科 男 １９６３ 河南
鹤壁

宝鸡工务段 工　长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学习刻苦，业务精通，解

决生产中的许多疑难

问题

张树春 男 １９６５ 河南
洛阳

西安东

车辆段
工　长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带领班组职工围绕安全

生产进行质量攻关，成

绩显著

周志勇 男 １９５１ 河南
商丘

宝鸡车辆段 检车员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总结“看、听、闻、摸”检

修车辆方法，多次防止

故障

陈民光 男 １９４７ 陕西
西安

西安材料厂 副科长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狠抓安全生产，完善９项
安全操作规程，杜绝事

故隐患

王心岗 男 １９６１ 陕西
富平

西安分局

计统分处

高级

统计师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完成“多媒体计算机数

据采集系统”等多项科

研成果，获陕西省及郑

州局科技进步奖５项

史峰立 男 １９５０ 陕西
武功

西安商贸

总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０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公司职工较好完成

各项经营指标和承包任

务，为分局做出较大贡献

宋宽荣 男 １９４８
河南

驻马

店

西安东站 站　长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年下现场检查指导 ４４２
次，解决各类问题 ２９４
件，东站安全生产保持

长期稳定

陶　飞 男 １９６５ 江苏
淮安

西安车辆段 工　长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研制１０余种工具，修复
电动扳手 ２０余台，节约
工具费用１０万余元

刘丹凤 女 １９５３ 陕西
宁强

西安分局

财务分处
分处长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制定一系列财务管理制

度和措施，确保安全生

产资金的需求

２４２ 铁路志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张　琦 男 １９６７ 河南
巩县

西安客运

分公司
检车员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带领班组职工精检细

修，确保客车检修质量

王　成 男 １９７２ 吉林
德惠

西安供电段 工　长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工区连续多年无人身、

行车事故

王长友 男 １９５７ 河南
温县

宝鸡机务段 司　机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安全行驶 １３４０多趟，计
７０多万公里，防止各类
事故６８件

王宝义 男 １９６２ 安徽
孟城

宝鸡西

工务段
养路工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严格坚持“三不放过”原

则，杜绝各类事故，线路

质量高

李志实 男 １９５４ 陕西
富平

阎良电务段 主　任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多元经营成绩突出

刘永生 男 １９６５ 河南
商丘

阎良建筑段 司　机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出色完成各项生产任

务，连续３年被评为路局
“双文明”先进个人

王中华 男 １９５９ 安徽
肥东

西安装卸

机械厂
班　长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班职工完成３６吨
门吊的制造及安装任

务，质量优良

袁志刚 男 １９５４ 天津 西安车站 主　任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公司员工克服困

难，全面完成各项经营

指标

樊久梅 女 １９６０ 河南
密县

虢镇车务段 值班员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出售２００多万张车票，办
理５万多件行包无一例
差错

杨荣长 男 １９４４ 山东
枣庄

西安分局

纪委
书　记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分局纪检监察干

部，高质量完成反腐倡

廉各项任务

李静瑞 女 １９６５ 天津
市

西安车站 售票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０多年安全发售车票
３００多万张，无任何事故

丁五四 男 １９５４ 河北
辛集

韩城车站

下峪口站
站　长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车站连续安全生产１２年

王　强 男 １９５６ 辽宁
宽甸

安康分局

集团
副总裁 ２００１ 火车头奖章

工作勤奋努力，作风扎

实，善经营，懂管理，分

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

３４２第七篇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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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武玉东 男 １９６７ 河北
平乡

西安客运

分公司
列车长 ２００２ 陕西省劳动模范

领导班组职工视旅客如

亲人，一年内拾金不昧，

归还旅客财物等价值１７
９００元

陈长安 男 １９４８ 江苏
铜山

宝鸡机务段
党委

书记
２００２ 陕西省劳动模范

结合实际做好思想工

作，取得党员安全生产

１０年历史好成绩

郑胜利 男 １９５２ 陕西
西安

西安东

车辆段
副主任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带领多元全体员工超额

完成各项任务

张希文 男 １９６２ 陕西
华阴

咸阳车务段 主　任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任行包车间主任５年来，
完成收入年年递增，职

工收入大幅度增长

胡应刚 男 １９６４ 陕西
富平

韩城工务段 工　长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坚持标准化作业，杜绝

违章蛮干，保质保量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姚乃平 男 １９６１ 辽宁
朝阳

西安机车

车辆配件厂
工　长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进行技术革新，使三种

产品的合格率大幅提高

韩学军 男 １９７０ 新丰镇

机务段
司机长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安全走行 １１６１９１公里，
防止各类事故３０余件

李宝生 男 １９５４ 河南
中牟

西安工务段 巡道工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敬业爱岗，对设备精修

细检，有 效 防 止 事 故

１３起

刘风娥 女 １９５６ 河南
郑州

渭南车务段 值班员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热爱本职工作，热心为

货主服务，受到货主的

赞扬

赵富贵 男 １９５２ 河南
扶沟

新丰镇车站 值班员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严格执行作业标准，加

强三控联防，为车站安

全生产贡献突出

赵　寅 男 １９５０ 河北
卢龙

西安机务段
工会

主席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

切身利益方面做出显著

成绩

４４２ 铁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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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沈雪花 女 １９５２ 河南
鄢陵

西安分局

党委

组织部

部　长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协助分局党委圆满完成

“三讲”、“集中教育”、

“学习教育”活动各阶段

工作，受到上级和基层

单位好评

陈忠玮 女 １９６８ 上海 宝鸡东站 值班员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带领班组职工严格执行

作业标准，实现安全生

产９７３０天

田鸿业 男 １９５２ 北京 安康东站 值班员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认真执行规章制度和

“三控”作业法，坚持作

业标准化，１５年中防止
事故２０余次，保证安全
生产

李晓霞 女 １９５９ 陕西
安康

安康车站 信号员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管建民 男 １９５６ 河南
安阳

安康工务段 段　长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团结班子成员，规范管

理，推进改革，紧抓安全

薄弱环节，加大设备维

修科技含量，科学养路，

关心职工生活

李德全 男 １９５５ 四川
采山

安康机务段 司　机 ２００２ 火车头奖章

杨　宁 男 １９７３ 陕西
安康

镇安工务段 工　长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长年从事桥隧线路养护

维修，整治病害，组织参

与六次提速所有施工，

整治秦岭特长隧道“弹

性整体道床病害”等取

得优异成绩

邹远才 男 １９６１ 陕西
安康

安康电务段 领工员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设计安装风压预报警装

置，自动抽水装置，研制

防螺母松动卡，改造驼

峰水循环系统等，创造

了安全和经济效益

王　涛 男 １９７４ 陕西
西乡

汉中电务段 工　长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积极学习业务，提高业

务技能，带领班组精检

细修，工区连续５年未发
生任何故障

程君丽 女 １９６０ 河南
郑州

安康客运

分公司
列车长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先后获局 “三八红旗

手”，安康市“文明市民”

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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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丁仁宪 男 １９６２ 陕西
安康

宝鸡供电段 总工程师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主持完成分局下达的科

研项目８个，获国家发明
专利项目 ２个，创产值
５０万元

陈庆保 男 １９６４ 湖南
湘潭

宝鸡工务段 工　长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坚持跟班作业，线路病

害了如指掌，确保线路

畅通

杜慧鲜 女 １９６２ 山西
临汾

宝鸡生活段 劳司经理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体职工，超额完

成各项经营承包任务

何喜顺 男 １９５４ 河南
洛阳

西安机务段 钳　工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解决新型机车检修中许

多疑难问题，确保检修

质量

乔建设 男 １９６４ 山东
泰安

西安建筑段 瓦　工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为西合线的开通和建设

做出积极贡献

张宝印 男 １９６３ 河南
汤阴

宝鸡东站 调车长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班 组 实 现 安 全 生 产

５４００天

齐治才 男 １９６０ 陕西
洛南

西安电务段 信号工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工作扎实，尽职尽责，在

春秋检中取得较好成绩

王宝忠 男 １９６８ 江苏
怀阴

宝鸡车辆段 检车员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防止车辆故障１３８件、典
型故障１１６件，获“部优
秀标准化检车员”称号

姚宝山 男 １９６３ 贵州
正安

凤州工务段 巡道工 ２００３ 火车头奖章

做到“腿勤走、手勤动、

眼勤观、脑勤思”，使线

路设备始终处于良好

状态

王力栋 男 １９５６ 陕西
礼泉

宝鸡机务段 司　机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铁道部劳动模范

安全走行 ５９万多公里，
防止事故１００余件

赵淑敏 女 １９５６ 陕西
华阴

安康车站 客运员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秦　军 男 １９７１ 陕西
西乡

安康供电段 工　长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以身作则，遵章守纪，带

领党员突击队事事冲在

前，为职工排忧解难，出

色完成各项任务，保证

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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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林盛军 男 １９６０
黑龙

江

依安

安康分局房地

产管理中心
工　长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大胆管理，严格要求，确

保生产任务全面完成，

坚持安全质量第一，１４
年来各项工程均一次通

过验收，优良率９５％

刘淑棉 女 １９５４ 陕西
长安

安康铁路福

利工贸公司
车间主任 ２００４ 火车头奖章

刘胜光 男 １９６４ 河南
周口

西安西站
车间

副主任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严格管理、作风务实、以

身作则，带领职工实现

安全生产３７２７天，党员
安全生产 ７６８０天的好
成绩。

李文革 男 １９６３ 河南
博爱

渭南车务段
客运

值班员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

规范管理，强基达标，发

挥了模范骨干带头作用。

史嘉宝 男 １９５７ 上海
市

西安建筑段 工　　长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在维修服务工作中，率

先垂范，带领职工为千

家万户排忧解难，学习

钻研业务，一专多能，获

得路局，分局多项荣誉

称号。

孟　楠 男 １９７０ 辽宁
本溪

西安铁路

公安处
团委书记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带领处团委连续六年获

铁路局团委，西安分局

团委“五四红旗团委”称

号，２００２年获“陕西省五
四红旗团委”称号。

唐瑞玲 女 １９７１ 河北
文安

宝鸡车务段 值班员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１０年坚持扎根山区，无
怨无悔，成绩出色，带领

班组安全生产３４７１天，
获得多项荣誉称号。

梁志远 男 １９５４ 湖北
十堰

安康工务段 领工员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担任中修领工员 １３年，
以模范带头作用赢得职

工信任和支持，十多年

未发生任何事故，被评

为局先进班组，本人获

多项荣誉称号。

罗先林 男 １９６２ 陕西
安康

万源工务段 线路工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认真负责，严格管理，刻

苦钻研业务，带领职工

在安全生产中取得优异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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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

别
生年 籍贯 单　　位 职　务 命名

时间
荣誉称号 主　要　事　迹

崔世嵋 女 １９６３ 陕西
绥德

宝鸡建筑段 段　长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带领全段为铁路运输做

好后勤保障，对外开拓

市场，企业效益显著增

长，职工收入逐年提高。

蒋长安 男 １９５７ 河南
洛阳

万源工务段
工务经理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勇于探索，严于管理，公

司在体制改革和市场经

济中健康稳步发展。

范红俊 男 １９５９ 陕西
乾县

略阳车务段

白水江车站
站　长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严格要求，诚信服务，狠

抓安全，车站取得优异

成绩。

徐克林 男 １９６９上海市 西安东站 调车员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担任班组长，坚持安全

第一，建功育人，总结出

“严、细、勤、精”安全工

作法，做好职工思想工

作，班组２００２年获“五一
劳动奖章”。

李晓成 男 １９６０ 陕西
扶风

安康供电段
党委

副书记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在抓班子、带队伍、保安

全、保稳定工作中较好

地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

作用。

刘君安 男 １９６３ 河南
温县

西安客运段 列车员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十几年如一日，对客运

工作满腔热情，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扶老携

幼、做成“君安车厢”这

一服务品牌。

陈　锐 男 １９６１ 河南
许昌

宝鸡列车段 值班员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摸索总结出“真心待客，

热心为客，耐心对客、诚

心感客，虚心求客”的

“五心”“工作法和营销

收入”七字诀”，受到旅

客表扬８００多次。

何　峰 男 １９５２ 河北
曲周

西安机务段 司机长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二十年如一日，转战各

条牵引线路，２００４年取
得安全走行１４５万公里，
安全 牵 引 １７００趟 的
成绩。

董卫忠 男 １９６２
河南

三门

峡

西安供电段
试验工

工长
２００５ 火车头奖章

工作一丝不苟，严把质

量关，取得安全生产二

十多年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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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名　　表

　　西安铁路分局，安康铁路分局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５年３月，有１３任分局长，９任分局

党委书记；２００５年，西安铁路局有局长，局党委书记各１任。有突出贡献专家６人，受到

国家级嘉勉，是１０００多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杰出代表。

第一节　铁路分局、铁路局党政领导

西安铁路分局历任分局长、党委书记

姓　名 性别 职　务 任　免　时　间

巩德顺 男 分局长 １９８４．０７～１９９１．０６．０８

董喜海 男 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兼分局长 １９９１．０９．１１～１９９３．１０

赵家田 男 分局长 １９９３．１０～１９９６．０６

彭开宙 男 分局长 １９９６．０７～１９９６．１１

杨志国 男 分局长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２．０４

赵彦方 男 分局长 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０４．０７

杨绍清 男 分局长 ２００４．０７～２００５．０３

周宏亮 男 分局党委书记 １９８７．０３～１９９３．０２

任德振 男 分局党委书记 １９９３．０４～１９９７．０９

赵彦方 男 分局党委书记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２．０５

瞿建明 男 分局党委书记 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０４．０７

赵彦方 男 分局党委书记 ２００４．０７～２００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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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铁路分局历任分局长、党委书记

姓　名 性别 职　务 任　免　时　间

杨占山 男 分局长 １９８７．３～１９９１．９

田子斌 男 分局长 １９９１．９～１９９５．１

杨志国 男 分局长 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６．１２

金书君 男 分局长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０．１

张军邦 男 分局长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３．７

陈伯羽 男 分局长 ２００３．７～２００５．３

龙朴生 男 党委书记 １９８８．５～１９９７．１２

瞿建明 男 党委书记 １９９９．１～２００２．６

张锦耀 男 党委书记 ２００３．７～２００５．３

西安铁路局行政领导（２００５）

姓 名 职　　务
出生

年月

文化

程度
技术职务 任职时间

杨绍清 局长兼党委副书记 １９５９．２ 大本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赵彦方 常务副局长 １９４８．８ 大专 高级政工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刘生荣 副局长 １９６０．９ 大本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刘　凯 副局长 １９５０．２ 大本 工程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汪亚平 副局长 １９５９．１１ 大本 高级政工师 ２００５年４月

胡晓波 总经济师 １９５７．６ 硕研 工程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李桂明 局长助理 １９６４．３ 大本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金书君
郑西铁路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组

长、西安铁路局副局长
１９４８．１２ 大本 工程师 ２００５年６月

西安铁路局党群领导（２００５）

姓 名 职　　务
出生

年月

文化

程度
技术职务 任职时间

张锦耀 党委书记 １９５７．７ 大本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张建国 党委副书记 １９６０．８ 大本 高级政工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高安岗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１９５４．１０ 大专 工程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杨志华 工会主席 １９５２．９ 大专 高级政工师 ２００５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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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姓 名 性别 生年 籍贯 单位及职务 技术职称 嘉勉及评价

计雅筠 女 １９３５
黑龙江

双城
西安科研所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２年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政府
特殊津贴

胡梦林 男 １９３３
河南

罗山

西安铁路分局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政府
特殊津贴

马永潮 男 １９３５
浙江

东阳

西安铁路分局

副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政府
特殊津贴

刘世柱 男 １９４３
陕西

临潼

西安铁路分局

副分局长兼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５年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
科技人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郭洪涛 男 １９５５
安康车辆段

段　长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６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蔡渝生 男 １９４２
江苏

南京

宝鸡机务段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８年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
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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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大 事 记

１９９０年

４月２８日　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到西安铁路分局检查工作。

７月３日　安康铁路分局襄渝线花楼坝至罗文间梨子园隧道内，运行的０２０１次货

物列车油罐车爆炸起火，车辆破损２８辆。铁道部领导李森茂、石希玉、孙永福和四川省

副省长蒲海清、郑州铁路局局长王振秋到现场指挥抢险。经过 ６５００多名职工和解放

军、武警部队指战员日夜拼搏，于 ２６日 １３时 ５０分抢修通车。事故中死亡 ４人，伤 １４

人，直接经济损失５００万元，中断行车５５０小时５４分。

７月５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号召全省职工学习巴山铁路工务职工的艰苦奋斗

精神。

７月６日　安康铁路分局勉县境内暴雨，洪水冲毁阳安线勉县至欧家坡间８１０２４

公里处堰河大桥，４号桥墩倾斜６°５７＇，墩顶偏移２１９米，第四、五孔桥梁损坏，中断行车

１９１小时５５分。铁道部部长李森茂先后两次到现场听取抢险方案汇报。１４日架设军

便梁恢复通车。

７月９日　铁道部部长李森茂为巴山指导区题词：“让艰苦奋斗的巴山精神在全路

发扬光大”。

９月１日　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宝（鸡）中（卫）电气化铁路破土动工。这条铁

路南起陇海铁路的虢镇（陕西），西北至包兰线的迎水桥（宁夏），贯通陕、甘、宁三省区，

全程４９８１公里，设４１个车站。

１０月１日　西安火车站东配楼售票厅和办公楼交付使用。西安火车站新站舍全部

建成。

１０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

兴、西安市代市长崔林涛陪同下，视察西安车站。

１１月８日　陕西省省长白清才新丰镇车站调研。



１１月１５日　１８点起，西延铁路钟（家村）蒲（城）段 １７７４８公里移交西安铁路

分局。

１９９１年

１月１５日　全国首例 Ｄ４型调度集中在宝成线宝鸡—凤州段开通使用。

３月１９日　孟塬车站公安派出所民警廖光有在追捕歹徒途中牺牲。７月３０日铁道

部公安局追记其一等功。１２月９日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廖光有为革命烈士。

４月２０日　全省首趟全空调特快西安—北京４１／４２次列车开行。

５月５日　西安铁路分局获“中国１０年优秀企业公关奖”，是全路５６个分局唯一获

奖单位。

６月８日　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巩德顺调陕西省政府工作，副分局长刘世柱负责分

局行政工作。

６月１０日　西安铁路分局在郑州铁路局率先实现列车运行图计算机管理。

８月６日　安康铁路分局襄渝线达县至梁家坝间瞿家湾隧道塌方约１０万立方米，

封死洞口。至９日抢修通车，中断行车９４小时５５分。

９月１１日　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副局长董喜海兼任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西安铁

路分局党委副书记、分局党委常委，郑州铁路局驻陕西办事处主任。

９月１４日　安康铁路分局分局长杨占山调任郑州铁路局副局长，田子斌任安康铁

路分局分局长、党委副书记。

１０月７日　西安铁路分局成立住房建设领导小组。

１０月１８日　国务委员陈俊生和陕西省副省长王双锡到安康铁路分局调研，陈俊生

题词“弘扬巴山精神，确保安全畅通”。

１０月２５日　安康铁路分局实现安全生产２０００天。铁道部部长李森茂题词“发扬

巴山精神，继续攀登高峰”。２９日　郑州铁路局在安康举行安康铁路分局安全生产

２０００天庆功大会。陕西省政协主席周雅光、副省长王双锡一行参加会议表示祝贺。

１２月２６日　西延线坡底村—延安段建成，实行临管运营，结束革命圣地延安无铁

路的历史。

１２月２８日　铁道部部长李森茂同西安铁路分局党政工团领导座谈，并察看西安车

站客运服务，高度评价分局工作。

１９９２年

１月２２日　７时４５分，２４０７次列车补机２７２２号机车因风泵停打，甩在侯西线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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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站三道后溜逸与芝阳通过的罗１３次列车在 Ｋ１２８＋３００簸箕掌隧道内相撞，机车中破

１台、小破２台；罗１３次本务机（ＱＪ６５３４）３名乘务人员在驾驶室内挤压死亡，构成行车

重大事故，中断西安铁路分局安全生产１６０６天的纪录。

２月１６日　３１６６次货物列车在襄渝线长沙坝车站１号道岔处，车辆脱线颠覆，中断

行车１７小时５７分，构成非责任重大行车事故。

２月２０日　安康铁路分局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启动房改工作。

４月１日　安康至西安的 ９１／９２次特快列车、安康至郑州的 ３０４／３０３次直快列车

首发。

全路第一列定点定线快运集装箱专列（５３辆）从西安西站开出。

５月１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在神木县举行神（木）榆（林）地方铁路

开工典礼。神榆铁路全长１３７公里，计划投资３５亿元，神木北—神木段２１７公里已完

成施工设计并通过审查。

５月２０日　１４时４５分，宝成线马蹄湾—徐家坪 Ｋ１９０＋８３２～８５４处线路左侧山体

高２１０米范围内发生崩塌，埋没线路２２５米。经抢修，断道１７５小时４２分的宝成线于

２７日２２点３０分开通。国务院总理李鹏委托秘书打电话给铁道部，祝贺宝成线恢复通

车，并向铁道部以及参加抢险的铁路职工表示亲切慰问。而后又发生２次大塌方，经抢

修于１１月１９日开通，累计中断行车７２６小时１６分，支出２２３７３３万元。

６月２２日　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宝中铁路宝鸡—千阳段电气化工程

动工兴建，全长４２公里，是宝中电气化先期工程，由西安铁路电气化工程段承建。

６月２５日　６时４４分，宝成铁路马蹄湾—徐家坪 Ｋ１９０＋８３２～８５４处，再次发生山

体坍塌，塌体约１５万立方，土石埋没两座明洞及明洞间１４米线路，彻底砸毁第一次抢

修时搭的防塌棚，再次中断行车。

６月２９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宝成线 Ｋ１９０抢险工作作重要指示：“请转告铁道

部，加强修复工作。”抢险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李鹏总理的指示。

是月　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周宏亮当选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７月１日　铁道部部长李森茂查看宝成线 Ｋ１９０抢险工地灾情，并在马蹄湾车站主

持会议听取抢险工作汇报。

７月１３日　１６时１０分，宝成线经两次塌方断道１８天后，２０００名抢险职工清除塌

方，建起明洞，较计划提前１７天，比铁道部要求提前４天抢通宝成线，受到铁道部通令

嘉奖。

８月１日　西安—延安第一趟客车（３２０次）通车典礼在西安车站举行。延安地区

在延安车站举行通车剪彩仪式。

８月２日　陇海线孟宝段和西户线开行无守列车、无运转车长值乘货物列车。

８月１４～２３日　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分别视察包神、神塑铁路和东胜煤田，到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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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铜川考察，看望铜川车站职工。随后视察宝中铁路，题词“宝中会战，早奏凯歌”。视

察秦岭车站题写“秦岭车站留念”。

８月２６日　西安铁路分局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及房改办公室成立。

９月１日　经国家物价局批准，３７／３８、４１／４２次等７列全空调列车票价上浮５０％。

１０月９日　铁道部副部长屠由瑞一行，对西安至安康铁路设计方案进行现场考察。

１１日，又对襄渝线安康至达县段增建第二线方案进行现场调研，并考察阳安线扩能改造

工程。

１１月１３日　１６时０５分，由于押运人员吸烟引起车辆着火，造成西安东站调车场一

辆装雷管的货车爆炸。

１１月 ２０日　宝成线 Ｋ１９０马蹄湾改线施工开始，改线工程位于马蹄湾—徐家坪

Ｋ１８８＋７１０～Ｋ１９３＋７０５间，主要工作量“四桥三隧”工程，桥隧总长３３９３米。西铁工程

四公司承建。

１２月２１日　１４点３７分，宝鸡机务段ＳＳ４０１６号、ＳＳ４０４６号机车牵引３１４６次货车进

入宝成线白水江车站，由于车站值班员办理行车错误，机车乘务员望不认真，列车冲

出一道警冲标，与二道通过的３１５３次列车侧面冲突，造成２台机车小破，４辆车辆报废，

１辆车辆大破，１辆车辆中破，２辆车辆小破，损坏线路 １４０米，直接经济损失 １７２４

６５５元。

１９９３年

１月１日　《西铁信息》易名《西安铁道报》。《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邵华泽题

写报头。

１月１６日　紫阳工务段大竹园养路工区更换钢轨时，违章施工致２６０５次列车机后

１～１３位车辆在胶腊坡隧道内３５３６２５公里处脱轨颠覆，破坏线路１６５米。车辆报废６

辆，大破３辆。八百余职工在颠覆车辆重叠、作业面狭小的隧道内艰难起复救援，２０日

抢通，中断行车９６小时４８分，构成重大行车事故，干扰了全路春运工作秩序，中断安康

铁路分局保持２４４８天无重大、大事故的安全生产纪录。

１月１９日　凤州工务段青年工人胡宝昌、王培良为保护国家财产与盗贼搏斗，王培

良身负重伤，胡宝昌英雄牺牲。４月５日，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胡宝昌为革命烈士。８

月２５日，中宣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公安部追授胡宝昌“全国见义勇为积极分

子”、授予王培良“全国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

２月２２日　郑州铁路局党委决定：免去周宏亮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职务；分局党

委副书记任德振主持分局党委全面工作。

２月２４日　略阳工务段女巡山工易兰芬当选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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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日　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董喜海当选陕西省人大代表。

４月６日　首开汉中—石家庄２６７／２６８次旅客列车。

４月１２日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冯祖椿在宝（鸡）中（卫）铁路调研。

４月２８日　任德振任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

５月４日　铁道部部长韩杼滨为胡宝昌烈士题词：“正气浩然”。

５月１０日　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任德振、凤州工务段养路工巩玉林出席中共陕

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任德振当选中共陕西省第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５月２６日　国务院授权国家计委批准铁道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建西安至安

康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７月１３日　宝成线阳平关—上西坝增建二线工程，分局在丁家坝—大滩间新大滩

隧道进口举行开工典礼。

１０月１９日　铁道部党组和郑州铁路局、局党委决定：免去董喜海兼任西安铁路分

局分局长、郑州铁路局驻陕办事处主任和分局党委副书记职务；任命赵家田为西安铁路

分局分局长、党委副书记。

１２月２２日　中国农工民主党安康铁路支部成立。

１２月２２日　宝成线 Ｋ１９０改线工程完成转线任务。１３时２０分，１１２６次货物列车

安全通过新建的４座桥梁、４孔隧道。

１９９４年

１月５～７日　西安铁路分局工资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部署实施岗位技

能工资制。

２月２２日　西安铁路分局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评为创佳评差活动“最

佳厅局”。

３月２０日　西（安）延（安）线各站与全路各营业线开办货物直通运输，实行一票到

达终点站，结束西延线换票运输的历史。

４月１１日　实行每周工作４４小时制度。

４月２５日　共青团中央、铁道部联合命名西安火车站一楼东去候车室为全路第一

批“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

４月２６日　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冯祖椿到巴山工务指导区看望职工，并题词“弘扬

巴山精神，培育四有队伍”。

５月２０日　西安铁路分局党委发出《开展向身患肝癌仍坚持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

略阳工务段桥隧工田文玉学习活动的通知》。

５月２２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到安康铁路分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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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６月１０日　铁道部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宝（鸡）中（卫）铁路铺通庆典。宝中铁路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开工，１９９４年５月全线铺通。

６月２０日　西安铁路电气化工程公司承建的国家“八五”重点工程———宝中铁路千

阳电气化牵引变电所动工兴建。

７月３１日　西安铁路分局参与组建的陕西省西延铁路公司在西安成立并挂牌营

业。这是西北地区首家地方、铁路合资企业，由铁道部、陕西省共同出资组建。

８月１日　西安至安康全列新型双层空调列车首开仪式在西安车站举行。

８月５日　安康开往西安的９１／９２次特快列车更换车型，双层全列空调列车首开

西安。

９月２０日　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副部长孙永福检查宝中线建设。

１０月２５日　零时 ３０分，西安铁路分局 １８０９次货物列车行至宝天线 Ｋ１２９９＋

９０３８处进站信号机内方，因１６２号塌方落石，造成机车脱轨，机后１～２位车厢颠覆，中

断行车１７小时２５分。

１０月２６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略阳工务段共产党员田文玉的先进

事迹。

西安铁路分局被中共陕西省委、省总工会命名为“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已连续８次获此殊荣。

１１月２０日　西康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成立。同时撤销西康铁路建设筹备组。

１１月２５日，万源车务段学习连接员叶波在追捕犯罪嫌疑人中光荣牺牲。１９９６年，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追认叶波为革命烈士。

１９９５年

１月４日　安康铁路分局分局长田子斌任分局调研员，免去其分局长、党委副书记、

党委常委职务。杨志国调任副分局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主持行政全面工作。

１月１８日　西安至安康铁路秦岭隧道穿越工程在陕西省长安县石砭峪乡青岔村开

工。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副部长孙永福、陕西省代省长程安东等参加开工典礼。

３月１日　陕西西延铁路公司所属的西延线，同全路营业线及国铁营业线办理直通

运输的其他营业线开办直通运输。

４月２３日　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副省长刘春茂看望安康铁路分局职工。

４月２６日　西安铁路分局出售公有房屋工作全面铺开。

５月３１日　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徐山林到安康分局检查工作。

１８时，宝中电气 化铁路全线开通临管运营。西安铁路分局管辖千河—安口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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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长１３６公里，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６日交付郑州铁路局管理。

６月８日　宝中铁路通车剪彩庆祝大会在中卫迎水桥编组站举行，宝中铁路南起陇

海铁路虢镇车站，北与包兰铁路迎水桥车站接轨，全长４９８１９公里。

７月１日　实行每周４０小时工作制。

７月１９日　西安铁路公安处西安乘警队乘警长张长虎只身勇擒３名持枪杀人犯，

获公安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记一等功。

铁道部部长韩杼滨为安康铁路分局党委组织部编辑出版的《巴山路魂》一书题写

书名。

杨志国任安康铁路分局分局长。

１０月１日　郑州铁路局宝鸡电力机车段划归西安铁路分局。

１９９６年

１月１８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西安铁路分局精神文明建设“最佳

厅局”称号。

西安铁路分局首趟西安至宝鸡直达特快列车开行。西宝间每天开出 ３１／３２次、

３３／３４次两对列车，列车运行１小时５９分。

５月１０日　西安铁路分局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

５月１４日　陕西省总工会主席高盈民一行５人到安康铁路分局调研。

５月２０日　西安铁路分局和西延铁路公司在蒲城车站举行西延铁路钟蒲段交接

仪式。

５月２４日　１２时４７分，１８６次旅客列车（成都—太原）运行至西安铁路分局宝成线

红花铺—黄牛铺 Ｋ６３＋９４６８米，因凤州工务段违章施工，造成线路几何尺寸变化，致使

１８６次旅客列车机后７～１５位车厢脱轨，中断正线行车２４小时１３分，构成旅客列车脱

轨重大事故。

６月２３日　襄渝线１９８３４公里堑坡坍塌方，１６０６次货物列车撞入，机车横移，前

台车坠落桥下，机后１～７位车辆脱线，线路严重破坏，中断行车２４小时５０分，构成货

物列车脱线重大事故。

６月２８日　中宣部、中组部、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联合命名西安铁路分局为“全

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６月３０日　安康铁路分局集装箱运输中心成立。

７月１日　彭开宙任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党委副书记，赵家田免职，调离。

８月２４日　２１时３０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视察

西安车站，看望坚守运输生产岗位的铁路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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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６日　西安车站微机售票系统和预订系统６４个窗口于零时全部交付使用。

１０月１７日　西安铁路公安处青年警官安居胜在与歹徒搏斗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将

歹徒抓获。２８日郑州铁路局团委授予安居胜“优秀共青团员”、“新长征突出手”称号。

３１日和１１月１日，中央电视台连续４次报道安居胜勇擒歹徒的事迹。１９９７年１月３０

日，公安部、铁道部、中共陕西省委、全国铁道团委分别授予安居胜“二级英模”、“人民

铁道工士”、“模范共青团员”、“新长征突击手”、“全路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１１月　西安铁路分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成立。

彭开宙不再担任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党委副书记。

１２月３日　安康铁路分局分局长杨志国调任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党委副书记，副

分局长金书君主持安康铁路分局行政全面工作。

１２月１６日　陕西省政府追认与歹徒搏斗而牺牲的万源车站学习连接员叶波为革

命烈士。

１２月１８日　西安至安康铁路开工典礼在西安市灞桥区豁口举行。该线北起陇海

铁路新丰镇编组站，南接襄渝铁路吕河车站，并引入安康东编组站，正线全长２６７８公

里，设计为Ⅰ级单线电气化铁路，预留双线条件。铁道部部长韩杼滨，陕西省委书记安

启元、副省长巩德顺、潘连生，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等５００人参加。

１２月１８日　铁道部部长韩杼滨西安车站调研。

１２月２５日　陕西省土地管理局安康铁路土地管理分局成立，为陕西省土地管理局

的派出机构，受省土地管理局和安康分局双重领导。

１９９７年

１月２４日　１６时１６分，４０１０次机车（２０７８＃前进型）行至西延线 Ｋ７２６＋００７处，交

庄至符家庄公路（乡级）东陈庄无人看守道口处与载客面包车相撞，造成死亡１３人（８

男５女）受伤２３人（重伤１３人）的重大路外伤亡事故。伤亡的３６人系蒲城县白起寺村

村民，在外村参加完婚礼后乘坐陕 Ｅ０８７３６，１２座面包车返回本村时路经无人看守道口

与４０１０次机车相撞。

２月１７日　西安铁路分局被中共陕西省委命名１９９６年度全省“创佳评差”活动最

佳厅局，连续３次获此荣誉。同时命名西安车站、宝鸡车站为“创佳评差”最佳单位、西

安火车站获省“文明示范单位”称号。

３月３１日　汉中—石家庄２６７／２６８次直通旅客快车延伸至北京西，改为 ５６７／５６８

次直通旅客快车，结束安康铁路分局没有进京列车的历史。首发仪式在汉中车站举行。

１４时４５分，西安至南昌首趟５７８次列车正点从西安车站始发。

４月１日　陕西省土地管理局西安铁路土地管理分局成立。

９５２第八篇　大事记



同日　宝中线虢镇至千河间疏解线（全长７４５５５公里）正式开通。

４月４日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陈效达检查西安铁路分局工作。

４月１６日　共青团中央书记李克强察看“全国青年文明号”西安车站“共青团候车

室”。

５月４日　西安车站被评为全国和陕西省“窗口行业示范点”单位。

５月７日　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在安康车站、安康铁路分局调度所、安康东站检查

指导工作。

５月１３日　安康铁路分局成立 ＴＭＩＳ（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６月４日　西康线秦岭隧道（含青岔—营盘区间）技术设计审查会在西安召开，确定

秦岭特长隧道机械化养护方式。

６月１９日　１６时，首趟西安至兰州１０７次旅游列车从西安车站正点开出。９月１１

日纳入图定列车。

８月２８日　全路首家铁路电话信息台—西安铁路电话信息台开业。

１１月５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在延安市姚店镇举行神木北至延安北（全长３８７６公

里）铁路贾渠沟隧道工程奠基仪式。

１１月１８日　历时２年半，宝天线１０５隧道改线工程于１３时２５分转线通车。

１２月１４日　文化部组织评选的全国第七届“群星奖”在南京揭晓，西安铁路分局代

表全国总工会演出的小品《送礼》和代表陕西省演出的小品《出租车》在决赛中分获

银奖。

１２月２０日　安康铁路分局党委书记龙朴生离任。

１２月２５日　金书君任安康铁路分局分局长。瞿建明任分局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

全面工作）。

１９９８年

１月２３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到安康铁路分局检查指导工作，看望劳模及

调度所值班人员，了解西康铁路建设情况。

３月１日　西安铁路分局医疗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

３月１６日　全长１８４５６米的亚洲第一长隧西康铁路秦岭Ⅱ隧道平行导坑，历时三

年多，于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２０点１８分提前１２２天全线贯通。西康指挥部在柞水秦岭隧

道出口举行祝捷大会。

同日　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赵彦方、略阳工务段巡山工易兰芬当选中共陕西省

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３月３１日　西安铁路分局团委书记雷春亮当选共青团全国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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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４月２８日　首趟西安—韩城６８３／６８４次“朝发夕归”管内快车于７时从西安开出。

１１时，正点抵达韩城车站。列车编组小、速度快（单程时间４小时３０分，与公路运行时

间接近）。

５月８日　汉中—汉口６８６／６８５次旅客列车首发仪式在汉中举行。

５月１５日　西安铁路分局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站点调试开通，属全路运输系统第一

个直通国际互联网的 ＷＥＢ站点。

５月２３日　铁道部“阳安线扩能可行性研究项目评估和贷款条件评审”会在安康铁

路分局召开。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中国国际咨询公司副总经理焦桐善及国家开发银

行、陕西省计委等代表参加。

５月２６日　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副部长孙永福与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副省长巩德

顺、潘连生等，就陕西省铁路建设问题进行座谈。程省长就世纪之交的陕西省铁路建设

规划，特别是西安—安康、神木北—延安北、西安—南京、彬县—长武等线和西安本世纪

建设、西延线改造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５月２８日　包西铁路神延段建设在延安北站开工。神延铁路北起神朔铁路神木北

站，南接西延铁路延安北站。纵贯陕西省榆林地区和延安市的 ９个县（区、市），全长

３８５公里。

６月２日　西安铁路电话专网和西安市话公网于９时联网开通。

６月２８日　阳安线扩能改造工程开工典礼在五里铺车站举行。

８月１５日　１１时２５分，西安铁路分局组织西安至深圳“长安明珠号”香港游列车

满载８００多名旅客从西安站准时发出。

９月６日　全路首台中修 ＳＳ××—０１号电力机车在宝鸡电力机车段修竣，并在秦

岭高坡区进行牵引试运转，试验性能可靠、状态良好。

９月２２～２３日　西安铁路分局配属首趟快速列车在京广线郑州—小高桥试运转。

列车编组１７辆，由 ＳＳ８型机车牵引，在１２４公里区段共运行１小时１７分，整个运行过程

十分平稳，所有设备处于受控状态。

１０月５日　新图实施后，西安—北京４１／４２次客车改快速列车，西安—济南 ５６９／

５７０次延长—烟台改空调列车，增开西安—银川临客１对、西安—潼关１对，其中４１／４２

次客车平均旅速８３９公里，４１／４２、８５／８６次列车运行时间分别缩短１小时２２分、１小时

２９分。

１０月２８日　共青团中央、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国家电力公司联合在西康秦岭

隧道工地召开“青年文明号决战国家重点建设工程誓师授旗大会”，西安铁路分局党委

副书记李同茂，团委书记雷春亮和获“陕西省青年文明号”的工程总公司西康线豁口特

大桥青年突击队代表，作为全路十个被授旗单位和郑州铁路局唯一代表出席大会，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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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孙金龙、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盛光祖、全国铁道团委书记许树森授予

的锦旗。

１１月１６日　西安铁路分局与西安海关联合在西安东站举行西安至青岛铁海联运

开通暨西安海关驻西安东站集装箱监督站揭牌仪式。

１９９９年

１月１４日　瞿建明任安康铁路分局党委书记。

２月２日　安康铁路分局获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最佳厅局”

称号，安康车务段、汉中供电段被评为“最佳单位”。

４月１日　西安铁路分局召开无线灯显调车工作会议。４月１５日开通，陇海线宝鸡

东—潼关、咸铜、梅七、西户线，５月２０日开通西韩线，６月１日开通宝成线本务机车无

线灯显调车设备（宝天线、宝中线因外局机车担当作业暂不开通）。西安铁路分局调车

作业全部实现无线灯显调车，标志调车作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４月９日　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副部长蔡庆华检查西康铁路建设情况和安康铁路分

局工作。

４月２２日　西安铁路分局开行西安至吉安（井冈山）旅游专列，售票５３８张，收入

１７万元。

４月３０日　西安铁路分局开行西安至银川“沙湖号”旅游专列，售票１２７１张，收入

１９万元。

５月１日　郑州铁路局西安地区客运票务管理中心成立。

６月１６日　铁道部部长傅志寰检查西安铁路分局工作。

６月１８日　８时２０分，满载５８８名旅客的西安至昆明“世博号”旅游专列从西安车

站开出。

８月１２日　１６时５５分西延线秦家川站始发３２０３次列车，行至张家船至洞子崖区

间，机次第四位空棚车第四根轴在曲线圆缓点减压调速时，被机车和后部重原油车挤

压，使车辆瞬间悬浮，越上轨面，造成列车脱线４５９７公里，伤损枕木８４８０根，３辆油罐

车报废，棚车大破１辆，中破２辆，中断行车３６小时１１分钟的列车脱轨重大事故。

９月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新丰镇—纺织城电气化工

程现场为青年突击队授旗。

９月６日　西康铁路秦岭隧道贯通祝捷暨确保建设目标动员大会在秦岭隧道进口

工地举行。

９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秦岭隧道，祝贺隧道贯

通，并向秦岭隧道青年突击队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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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４日　国家重点工程宝成铁路复线阳平关—广元区段电气化网线贯通。

１１月９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到安康铁路分局看望职工。

１１月２２日　西安铁路分局微机售票联网站与郑州铁路局联网。

１１月３０日　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侯西光缆工程西安—韩城段 ＮＥＣ光传输系统

开通。

１２月１４日　共青团中央授予西安铁路分局团委“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１２月２６日　宝成二线阳平关至广元段全线开通。

２０００年

２月１１日　安康铁路分局分局长金书君调任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张军邦任安康铁

路分局分局长、分局党委副书记。

３月３日　西安—北京 Ｋ４１／４２次列车第四女子包乘组获“全国红旗三八集体”、被

陕西省总工会授予“巾帼精品班组线”称号。列车长杨萍作为陕西省唯一代表出席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９０周年”大会。

３月１３～１５日　铁道部“车站现车管理信息系统”、“车站货运管理信息系统”和

“车站集装箱管理信息系统”技术鉴定会在西安西站召开。西安西站 ＴＭＩＳ车站管理信

息系统通过部级鉴定，标志着 ＴＭＩＳ系统正式投入推广运用。

３月２０日　安康铁路分局铁路互联网调试开通。

４月２７日　宝鸡—北京 Ｋ５５／５６次改西安终到，宝鸡始发。

５月１日　安康铁路分局开行汉中至西安假日旅游专列。

６月６日　西康铁路豁口特大桥被团中央、铁道部命名为“全国青年文明号优质工

程”。

８月１８日　西康铁路在秦岭隧道南口接轨，铁道部部长傅志寰与中共陕西省委书

记李建国共同拧上最后一颗螺钉，西康铁路全线铺通。

８月２２日　阳安线货物列车运行取消守车。

９月１９日　阳安线、襄渝线安康至达县段货物列车相继取消守车、运转车长，安装

列尾装置。

９月２５日　１０时２５分，宝天线第一列列尾装置货物列车２８２５次开出宝鸡东站，标

志着宝天线货物列车的守车取消。

中国民主同盟安康铁路支部成立。

１２月１２日　陕西省省长程安东检查西康线开通运营前的准备工作。

１２月１５日　安康铁路分局管内１８个车站货运采用微机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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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

１月１日　汉中—北京西 ２５６７／２５６８次双优列车首发式分别在安康、汉中车站举

行。该列车使用国内最新２５Ｇ型客车１８辆，其中发电车、软座车、餐车各１辆，双层硬

座车９辆。

１月８日　西安—安康铁路通过初验，开始临管运营。通车典礼分别在西安、安康

车站举行。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省政协主席安启元、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以及郑州铁路

局、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当地政府领导参加典礼并剪彩。当日８时实施新运行图，图定

开行安康至西安路用列车１对（主要担当职工通勤和部分旅客运输）和安康东至新丰镇

货物列车４对。

１月１０日　６时１０分，西康线首列普通路用客车西安—安康５７０１８次列车满载着

８００名旅客由西安车站开出。

１月１２日　铁道部重点工程项目宝鸡东站加冰所建成，占地面积７０００平方米，日

均加冰能力１５～２０车。

２月２２日　安康铁路分局连续三年在“创佳评差”竞赛活动中被陕西省委、省政府

命名为“最佳分局”。

４月１日　撤销西安通信段，整建制划交铁通陕西省分公司。同时撤销西安铁路分

局通信中心。

４月１２日　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成立大会在西安陇海大酒店

举行。

４月１５日　１０时３０分，神延铁路全线铺通祝捷暨提前开通运营动员大会在绥德火

车站举行。

４月２６日　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西安火车西站慰问演出。

５月２１日　西安铁路分局离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移交陕西省地方管理工作全部

结束。

５月２９日　西安铁路分局公安处在 Ｋ１６６次列车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３名涉嫌

贩毒人员落入法网，缴获海洛因３１９０余克。陕西省公安厅致电祝贺。

５月３１日　铁道通信信息责任有限公司安康分公司挂牌成立。该分公司隶属铁道

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铁通陕西分公司。

７月１０日　西安铁路分局５４个车站开通运行发售电子客票，完成分局２００１年第

一阶段客票系统建设任务，分局发售电子客票车站总数达６６个，居路局首位。

７月２３日　陕西省委副书记艾丕善、副省长王寿森检查安康铁路分局阳光燃气公

司安全工作。

８月１日　安康铁路分局运输统计１８点报告采用全新数据处理系统。

４６２ 陕西省志·铁路志



８月８日　铁通汉中分公司成立，隶属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铁通陕西分

公司。

８月１０日　襄渝线增设月池台车站开通运营。

８月３０日　１２时１０分，桑树坪站６５０２电气集中大修改造工程，提前２０分钟开通。

西安分局１６０个车站实现电气集中联锁，使用电器联锁设备的历史宣告结束。

９月２５日　安康成立铁路分局医疗保险分中心。

１０月２１日　全国铁路第四次大提速。

１１月１４日　西安铁路分局实现安全生产２０００天。１５日受到铁道部通报表彰。１２

月２３日，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２００２年

２月３日　铁道部党组成员、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黄四川到西安检查铁路春运

工作。

３月１日　根据陕西省统一部署，安康铁路分局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改由社会化

发放。

４月２日　安康铁路分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实施。

４月２８日　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赵彦方主持分局全面工作。杨志国免职，调离。

５月２３日　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赵彦方当选中共陕西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成员。

６月９日　陕西地区普降暴雨，陇海线 Ｋ１０６２＋１７０处灞河圬工桥垮塌，中断行车。

陕西省、西安市和郑州铁路局领导赶赴现场查看险情，组织抢险。

６月１０日　铁道部副部长刘志军到灞河水害现场，成立陇海线灞桥水害抢险复旧

指挥部。

６月１５日　西康调度台开始使用信息 ＴＭＩＳ系统。

６月１６日　陇海线灞桥—窑村间１０６１线路所成立并提前开通，较部、局规定开通

时间提前４天９小时。

６月１６～１８日　陕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雷在西康线长安、柞水、镇安车站察

看水害灾情。

６月２２日　９时１０分，受江泽民总书记、朱基总理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温家宝，在陕西省代省长贾治邦、副省长张伟，铁道

部副部长蔡庆华，西安市委书记栗战书陪同下，在陇海铁路灞河桥水害和新桥建设现场

察看灾情和新桥建设进展情况。

６月２７日　赵彦方任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瞿建明任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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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５日　西安铁路分局电务分处与西安交大联合开发的《卫星通信列车自动报点

系统》，经过铁道部基础部、科技司、铁科院联合鉴定评审，认为构思新颖，采用卫星通信

技术，实现列车自动报点路内首创，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

７月６日　陕西省林业厅批复，７月１日成立陕西省林业厅西安铁路林业局，为陕西

省林业厅的派出机构，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西安铁路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实行一个机构，

两块牌子，同时作为西安铁路分局绿化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西安铁路分局管内林

政、林业绿化管理和陕西省林业厅授权范围内的其他林政管理执法工作。

８月１８日　９时３０分，陇海线灞河铁路新桥提前１３天建成通车。新桥开通庆祝大

会在灞河新桥建设工地举行。铁道部部长傅志寰、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代省长贾治邦

出席。

９月２９日　安康火车站广场改造工程完成投入使用。新广场占地面积２３０００余平

方米。

１１月６日　安康铁路东编组场开通计算机联锁设备。

１２月１３日　国家验收委员会对西康铁路进行全面检查验收，确认西康铁路各项工

程均符合国家设计文件和工程质量评定验收标准。全线具备正式运营条件，交付郑州

铁路局运营。

２００３年

１月１５日　渭南车站新站舍投入运营。新候车室面积３２００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５００人。

２月２８日　西安铁路分局连续８年获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创佳评差”活动“最佳

厅局”称号。

３月９日 ～１２日　由于水害、地方城市建设施工不当等原因，安康铁路水厂发生二

级扬水管断管事故８次（不含施工计划停水 ２次），停水 ２８５小时。其中，水害断管 ２

次、停水８５小时；城市建设施工断管６次、停水２００小时。

３月２７日　安康铁路分局率先在全路应用１８版本的调度管理信息系统。

３月２９日　安康铁路分局开行第三趟赴港澳旅游专列。

４月１日　安康铁路分局管内襄渝线扩能改造完成。襄渝线胡达段远动系统进入

试运行，襄渝扩能工程电力贯通线及配电所、牵引变电所工程全部开通运营。此次扩能

由西安工程指挥部负责，铁１９局、西安工程（集团）公司等单位施工，铁道部投资近９亿

元，包括７个配电所、５个牵引变电所，以及巴山隧道整治等相关配套工程。

４月３日　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全路司法机关首

例用药物注射运输毒品罪犯周松休死刑，由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在西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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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０日　经安康铁路分局巴山隧道提速协调会及机车添乘试验，巴山２号隧道

（全长５３３４米）线路允许列车通过速度由每小时７０公里提至每小时８０公里，实现了该

区段线路设备质量和安全管理的新跨越，为襄渝线全线提速奠定了基础。

４月２２日　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到西安车站检查“非典”防治工作。

５月１７日 ～２３日　襄渝线襄达段４０００吨货物列车牵引试验成功。

５月１９日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国务院“非典”防治指挥部卫生检疫组组长李长江

一行，到西安车站检查铁路“非典”防治工作。

６月１８日　宁西铁路西安至合肥段提前铺通仪式在宁西铁路秦岭隧道东口举行。

长达１０２７公里的宁西铁路西安合肥段提前２０１天全线铺通。

６月２６～２７日　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在副省长洪峰，安康市委书记王忠民、市长黄玮

和安康铁路分局领导陪同下，添乘４７７５／４７７６次列车到安康车站、石泉县车站检查指导

“非典”防治工作。

６月３０日　陇海铁路宝兰二线建成通车典礼在宝鸡车站举行。铁道部、陕西省、宝

鸡市领导及铁路职工等１０００余人参加通车典礼。

７月３日　新型韶山３Ｂ固定重联机车在阳安线投入运营。该机型在郑州铁路局属

首次使用，采用微机网络化控制系统、真空断路器、故障自动显示诊断功能等高新技术，

在技术上代表国产电力机车的先进水平，是国内功率最大的干线货运电力机车。

８月１６日　铁道部在西安召开宁西线西安至合肥段初验第一次工作会议暨初验动

员大会。验交涉及３个铁路局（郑州、南昌、上海）的６个铁路分局（西安、洛阳、襄樊、武

汉、南昌、蚌埠），西安铁路分局将接管新丰镇—商南２３个车站２８７公里正线（含复线

４９５公里），是西安铁路分局历史上接收新线里程最长、固定资产最多的一次。

８月２３日　西安铁路分局工会主席杨志华当选陕西省总工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８月３１日　历时三年更换的陇海铁路宝天段木枕全部下道，砼枕全线贯通。

９月３日２０时２０分　西康线长安至小峪间 Ｋ６１＋７００处线路边坡发生落石山体滑

塌迹象。４日凌晨１时３０分山体滑塌约２０万立方米，线路上塌方落石３万余立方米。

２时２０分西康线被迫中断。

９月６日１２时４０分　西康线小峪至青岔区间 Ｋ６３＋８００处线路左侧护坡顶部出现

横向裂缝，并向外突出近３米，在大雨的冲刷下裂缝不断扩大，坍塌危险在即。１２时５２

分局调度发布命令，封锁该区间，西康线再次中断行车。１３时３５分大量泥石流顺坡而

下，将该区段近４０米长的线路淹埋，线路上塌方泥石流总量约６０００多立方米。经干部

职工１０小时冒雨奋战，２２时５４分西康线全线再度抢通。

９月８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乘４７７５次列车视察安康。

９月１５日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主席艾丕善一行，考察安康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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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９日　西康线发生山体滑坡，小峪车站下行方向 Ｋ６３＋８００ｍ处１５００方土石

下滑，有５００余立方米山体滑塌，将该区段近 ３０米长的线路淹埋，西康线再次中断行

车。２０日１０时，西康线全线再度抢通。

１０月５日２１时５７分　襄渝线长沙坝车站信号楼地面发生塌陷，形成一个４米见

方的空洞，价值百万元的设备掉落在站外山坡下，行车指挥系统瘫痪。经过８５个小时

日夜抢修，于９日１０时３０分恢复正常行车指挥。

１０月３０日　西安铁路分局在郑州—宝鸡间实行客运机车交路全循环长交路轮乘

制改革。

１１月１７日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铁道部《专报信息》第２３２期刊载的“西安铁路

分局对客运机车交路实行全循环长交路轮乘制度改革”上批示：印发各铁路局长、分局

长、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参阅。１１月１８日副部长胡亚东批示：请办公厅办，装备部跟踪

了解情况，及时总结、指导。

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时４１分　安康铁路分局与重庆铁路分局正式启用接触网新分界。

１２月１１日　根据安铁分总〔２００３〕４００号《关于襄渝线郑州局与成都局局界变更的

通知》，襄渝线郑州铁路局线路管界调整为 Ｋ５８１＋７３３４；供电设备分界为 Ｋ５８１＋７０１。

１２月１３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西安铁路分局工会“全国职工文化示范基地”，揭

牌仪式在西安南郊铁路文化宫举行。

１２月２１日　宁西铁路西安—合肥段初验总结会在西安召开。初验委员会与交接

单位代表在初验报告上签字，标志着宁西铁路西安—合肥段通过铁道部初验并即将交

付郑州、上海、和南昌铁路局临管运营。

１２月２６日　安康铁路分局轨道车检修基地落成暨首台轨道车大修竣工仪式在安

康机务段举行。

１２月３１日　西康铁路秦岭Ⅰ线隧道获詹天佑土木工程奖。秦岭特长隧道全长

１８４５６公里，地质复杂，工程量大，是２０００年中国在建最长的铁路隧道，位居中国第一、

亚洲第三、世界第六。

２００４年

１月７日　宁西线开通运营。

西安机务段西京、西兰快速机车队成立，担当西安—北京５对、西安—兰州４对特快

列车机车牵引。

２月１５日　１５时４３分，西安铁路分局按计划提前７分钟完成陇海线西宝间杨凌—

武功下行Ｋ１１５０＋８００～Ｋ１１５５＋７２０处大改线控制工程。历时９个月，西宝提速主体工

程全部完成。

８６２ 陕西省志·铁路志



２月２３日　安康铁路分局“行调与电调网络签认系统”在电调阳安二台与行调西三

台之间开通运行，改变了电调与行调之间人工调度命令签认模式，提高了“天窗”兑现率

和运输效率。

３月１０日　１８时３６分，梅七线瑶曲—田家嘴 Ｋ３８＋５５０处山体突然滑坡，坍塌土

方约１２万方，中断行车。经过１３小时抢险，３月１１日７时３０分线路开通。

３月３１日　宝成线安康东—广元南实行货运机车肩回运转制交路。

４月１日　襄渝线襄樊—达州区段客运机车实行半循环运转制交路。

４月２日　陕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建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林涛、陕西省副省长巩德顺带领下参观宁西铁路

陕西段。

４月１７日　西安—北京西 Ｚ２０／１９次特快列车（全列软卧、一站直达、提速不提价、

行程１１小时３０分，夕发长安，朝至京城）首发式在西安车站举行。陕西省、西安市及铁

路局领导出席，并为首发列车剪彩。１９时２３分，满载５００多名旅客的 Ｚ２０次特快列车

正点驶出西安车站。

安康—神木４７６８／９、４７６７／７０次双层空调旅客列车开行。该列车由安康列车段担

当乘务。为全列空调双优列车，整列编组１６辆，由发电车、双层硬座车、餐车、软卧车、

硬卧车、行李车组成。列车全程运行１０３２公里。

５月２７日　５时５５分，西宁开往上海的 Ｋ３７８次旅客列车运行至陇海线社棠伯阳

间上行线 Ｋ１３８４＋５３０处，因犯罪嫌疑人在线路上放置短钢轨，造成机后１～９位车辆脱

线，中断陇海上行正线行车２９小时５８分，构成旅客列车脱轨重大事故。无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１６６４万元。

６月１４日　１１时２５分，１９０９５次货物列车由宝鸡机务段 ＳＳ１５７１号机车牵引，运行

到陇海线杨凌镇车站 Ｋ１１５８＋８４５５处，机后１～９位车辆脱轨。中断陇海上行正线６

小时０９分，中断陇海下行正线１１小时２０分。人员死亡１人（路外）。直接经济损失

１５９１万元。

７月５日　杨绍清任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赵彦方任西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免去

瞿建明分局党委书记职务，由铁道部另行安排工作。

７月１２日　西安铁路分局分局长杨绍清、党委书记赵彦方拜会陕西省委书记李建

国和省长贾治邦。

８月９日　西安车站开通４７６２和７５５２次（西安—神木方向）旅客列车延安以远电

脑直达售票业务，结束以前电脑售票最远只到延安，延安以远分段购票或手工写票

历史。

８月２３日　安康铁路分局验收委员会验收襄渝线梁家坝货场改造工程。此工程当

年１月１０日开工，６月完成施工，新增货场混凝土硬面５３００平方米、进货场公路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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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货场排水沟２７２米，新增装卸车位１４个。

是月　在全路进京、进沪、进穗和客运大站竞赛评比中，西安车站再次获部“红旗车

站”称号；西安客运段 Ｔ４１／４２次、Ｔ５５／５６次、Ｔ１３９／１４０次和 Ｋ８３／８４次旅客列车获部

“红旗列车”称号，Ｔ４１／４２次是第２８次获此殊荣。

８月２５日　西安铁路枢纽郑州—西安客运专线建设协议签字仪式在西安举行。西

安市市长孙清云、副市长乔征、杨广信，郑州铁路局局长徐宜发、党委书记张军邦等参加

签字仪式。杨广信副市长宣读《西安铁路枢纽郑州至西安客运专线建设协议书》，孙清

云、徐宜发在《协议书》上签字。

１０月１０日　西铁公安处干警在昆明—西安 Ｋ１６６次旅客列车上，查获携带５１５０

克鸦片的两名毒贩，引起央视、中国网等４０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

１１月１日　安康铁路分局增建５个电子售票车站和２０个联网售票车站。至此，安

康铁路分局有４４个电子售票车站，其中３８个车站与全路联网。

１１月１０日　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西安召开国防教育“双十佳”表彰暨国防

教育基地命名大会，安康铁路分局被授予年度国防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１２月１８日　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带领有关人员，在陕西省政府黄楼会议

室，与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副书记、代省长陈德铭就加快陕西铁路发展进行会谈。刘

志军和陈德铭分别代表铁道部和陕西省政府签署铁路建设合作《会谈纪要》。

１２月２３日　历时３５天阳安线道岔大修施工顺利完成。此项大修工程由汉中工务

段承担，１１月１９日开始，１２月２３日结束。阳安线正线道岔全部为 Ｐ６０道岔。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２２日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主席艾丕善带领在陕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

人大代表视察西安铁路分局。

３月９日　安康铁路分局在对安康车站候车室主要结构进行检查时，发现候车室地

基下沉，一楼、二楼大梁、楼板和地面等严重变形。为确保旅客及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

安全，分局决定暂停使用该候车室，并聘请陕西省西安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对其安全性

能进行权威鉴定。同时，在广场搭建临时候车棚，妥善处理旅客候车、“三品”检查及进

站上车等问题。

３月１８日　撤销郑州铁路局所属西安铁路分局和安康铁路分局，成立西安铁路局，

由铁道部直接领导，实行铁路局直接管理站段的体制。成立大会在西安举行。陕西省

省长陈德铭，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彭开宙出席。会上，部领导宣布铁道部成立西安

铁路局的决定及领导班子成员的任职通知。任命杨绍清为西安铁路局局长、党委委员、

副书记；张锦耀为西安铁路局党委委员、书记。会后，省长陈德铭，铁道部副部长彭开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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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安铁路局、中国共产党西安铁路局委员会揭牌。

４月１２日　西安铁路局既有货车１２０ｋ／ｈ提速改造库竣工暨批量生产开工仪式在

西安东车辆段举行，路局既有货车提速改造工程全面铺开。

４月２６日　西安枢纽新建北环线工程开工，由西安铁路局负责建设，２００６年９月１

日建成。

５月３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常务副省长赵正永，在西安铁路局局长杨绍

清、渭南市市长曹莉莉陪同下，专程到郑西客运专线华阴试验段，就协调解决客运专线

设计经过的解放军驻陕某地营区迁建有关问题，召开现场办公会。

５月２９日　西安铁路局组织侯西线蒲城至韩城间（上行）货物列车牵引试验取得成

功。试验货物列车３５３０５／３５３０６次由新丰镇机务段 ＤＦ４型内燃机车３９７７＃／６５０１＃／双机

牵引，列车载重２４９０吨，牵引总重３３５０吨，编组３９辆，计长４６．８，延安北至新丰镇共

运行１７４公里，运行时间３３０分钟。

６月２８日　襄渝线胡家营至安康增建第二线工程开工动员大会在安康举行。增建

第二线铁路隧道８０．９３３公里，占新建线路的８３％。工程总投资３５．３５２亿元，建设工期

４３个月，２００８底建成。

７月１日　延安—北京西 Ｔ４５／４６次特快列车首发仪式在延安举行。全国政协委

员、铁道部原副部长蔡庆华、陕西省副省长洪峰等领导参加。该次列车采用国内最新型

电力和内燃机车牵引，编挂１８辆新型２５Ｔ型客车。行程１６小时３８分，是陕北革命老区

第一对跨局直通特快旅客列车。１６时０３分，Ｔ４５次特快列车正点驶出延安车站。

７月２７日　陕西省省长陈德铭、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实地考察西安铁路枢纽北环线

新筑集装箱中心站建设情况。新筑集装箱中心站位于西安城市物流体系规划中新筑物

流园区，是全路规划建设的１５个集装箱中心站之一，从西安枢纽新建北环线的新筑车

站接轨，占地２０６４亩，建设总投资４．５亿元。

８月９日　西安铁路局在安康召开襄渝线增建二线工程安康至梁家坝段开工动员

大会。陕西、四川省等领导及有关施工单位参加。该线北起安康市，途经紫阳、万源、宣

汉等市县，南至四川省达州市，为Ⅰ级电气化铁路。工程总投资７６．６亿元，建设工期４８

个月，２００９年建成。

９月２５日　郑西客运专线开工建设。该线路自郑州客站引出，经洛阳、三门峡市、

渭南、西安、咸阳市，在咸阳西站与陇海铁路接轨。线路全长４８４．５公里，基本与陇海铁

路平行。其中河南省境内３１８．７公里，陕西省境内 １６５．８公里，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６日开通

运营。

９月２８日　杨凌车站站舍改造工程开工。由铁道部、西安铁路局和杨凌区政府共

同出资，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１０月１３日　西安铁路局社会保险管理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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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日　临潼至新丰镇两站一区间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多信息移频自动闭塞及新丰

镇、零口扩能改造工程开通。西安铁路局管内陇海线自动闭塞设备更新换代全部完成。

１１月１５日　零口直通场改造工程完工。这是西安铁路局成立后的第一个重点工

程，也是畅通西安枢纽的关键性工程。铺设钢轨１９．５３公里，更换道岔９３组，改造接触

网３９．３９１条公里，增加到发线１０条。

１２月７日　西安铁路局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职工文化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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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陕西省境内铁路运输单位简介

　　２００５年，陕西省境内有铁路主要运输单位４１个。其中直接从事行车组织、旅客和

货物运输的车务系统１９个（特等、一等车站８个，车务段６个，客运、列车段３个、公司２

个）；负责列车牵引和牵引供电的机务系统９个（机务段４个、供电段４个、机车检修厂１

个）；负责铁路线路、桥梁、隧道、涵洞养护维修的工务系统７个（工务段６个、大修段１

个）；负责列车运行信号设备运营、养护、检测、维修的电务系统３个（电务段２个、电务

工程公司１个）；负责铁路客、货车辆检测、维修、保养的车辆段３个。

陕西省境内还有担负铁路站区、物业小区房建设备、锅炉管理，大、维修，生产生活

供水、供暖任务的西安、宝鸡、安康３个建筑段；为运输生产和职工、家属提供后勤保障

和服务的西安、宝鸡、安康３个生活服务段；担负铁路专用物资及基建、大修、维修等物

资供应的西安、安康２个物资供应段；担负铁路局管内铁路单位、集中生产、生活区及各

次旅客列车、管内过往旅客的站、车卫生监督监测，疾病控制，科研培训，健康教育等卫

生防疫工作的西安中心卫生防疫站，安康卫生防疫站等单位，简介从略。

此外，西安铁路局直属万源车务段、万源工务段设在省外，亦从略。

西安西站

　　西安西站是综合性特等货运站，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建中巷３２号。管辖范围东起陇

海线 Ｋ１０７６＋８３７，西至宝鸡方向三桥站界 Ｋ１０８５＋９８８，南到户县站界 Ｋ３６＋７９６，计

４２００４公里。

西安西站１９５３年建成，１９５６年７月正式独立成站。是双线１级横列式编组站，按

工作量核定为一等站。１９８２年升格特等站。除承担咸铜支线，西户支线和宝鸡方向部



分货物列车的解编作业，枢纽区小运转列车外，主要承担西安地区零担、整车、集装箱货

物的发到和零担、集装箱中转任务，以及鲜活货物运输、篷布回收、货车洗刷清洗等业

务，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货运站。１９９０年，站机关设１５个科室，４个车间，有

职工１８７３人。２００５年，有行政科室１０个：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财务科、货运科、技术统

计科、安全教育科、路风监察科、综合治理办公室（武装、保卫科）、退管办、电算室。党群

科室１个：党群工作办公室。车站有货运、运转车间、装卸公司、多元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多经、车队、装卸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４个车间（公司），三民村车站、三桥车站以及

户县中心站。户县中心站负责马王村、户县站、户县二厂的运输安全生产管理。西安西

站有班组７５个。在册职工２０４１人，其中男１４８７人，女５５４人；干部１６３人；中共党员

１０３０人，共青团员７１人。

西安西站有正线及到发线９条，军用线３条，调车作业线１３条，货物作业线１１条，

检修线２条，专用线２１家４９条，配有４台调机担当货车编解、取送任务。货物仓库１０

栋，站台６座。货场占地２８万平方米，集装箱场地１０万平方米。年货物吞吐量５７７万

吨，其中整车２３５万吨，零担２１３万吨，集装箱１２９万吨。拥有大型门式起重机１０台、正

面起重机２台、叉车７１台，最大起重能力４６吨。拉运国际箱的沃尔沃大拖车２辆，汽车

３２辆。经营管理、办公和生产用计算机２３３台，运营固定资产５１０９万元。三民村车站

（三等站）有正线及到发线８条，专用线１８家，调机１台，年到达量１８０万吨。三桥车站

（三等站）有正线及到发线６条，专用线８家，货物线２条，货场面积３１万平方米，混合

仓库２座，站台１座，调机Ⅰ台，年设计吞吐量３８８万吨，最大起重能力２０吨。户县中

心站：马王村车站有正线及到发线３条，货物线２条，专用线１家；户县车站正线及到发

线３条，货物线１条，专用线２家；户县二厂到发线３条，走行线１条。

１９９１年始建国际集装箱场地，９月１日起用，１９９７年二期扩建后年吞吐量 １００万

吨。１９９８年以后，以每年６００万元的投资力度，大面积更新改造货运设备。

１９９８年，站集装箱信息追踪系统投入使用，并纳入全路 ＴＭＩＳ系统。

１９９９年７月，ＴＭＩＳ车站信息管理系统在西安西站率先试点成功并通过部级鉴定。

２００１年３月，与天海、远洋、中海、中运等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携手，与商检、海关形成

“大通关”格局。铺线定点，增开直达，构架起达海港、通欧亚的国际集装箱运输“绿色通

道”。４月２８日，陕西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西安陆运口岸办事处挂牌并进驻西安西站

工作。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安全生产１１周年；实现无责任行车重大、大事故８４３６

天；无责任行车险性事故８４４７天，无责任行车一般事故４０３３４天，无责任职工死亡８

４３６天，无责任职工重伤６６３８天，无责任职工轻伤２５２５天，创历史最好成绩。实现无

货运重大、大事故１９１１５天，无责任火灾事故１０９１０天。

２００２年４月，获全路四星级优质货场和安全优质车站称号。同年获陕西省“厂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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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先进单位、“创佳评差”最佳单位和全路客货运窗口用户满意单位等称号。２００５年，

获陕西省“创佳评差”活动最佳单位、铁道部火车头奖杯等荣誉。

　附表－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西安西站运营固定资产变化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固定资产 年　份 固定资产

１９９１ ８４５．６８ １９９８ １４８２．３６

１９９２ ８５８．７４ １９９９ ２１２２．３７

１９９３ １１４４．５５ ２０００ ３４３３．２７

１９９４ １３３８．４５ ２００１ ２６８０．９６

１９９５ １４１４．３５ ２００２ ３２９８．９９

１９９６ ８１２．７５ ２００３ ４０３１．５３

１９９７ ９６２．８４ ２００４ ４９８５．３９

２００５ ５１０９．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２－１９９８）、《统计资料》（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附表－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西安西站生产指标完成表

年份

中　时
（车／小时）

停　时
（车组／小时）

装　车
（车）

卸　车
（车）

发送吨

（万吨）

运输收入

（万元）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１９９０ ７．７ … … … ２２５２１ … ６７９６３ … ８４．７ … … …

１９９１ ７．７ １０１．３ １６．５ １００．６２２８５０１５０．９ ７１２６２ １００．２ ９０．２ １０６．１ ５２２３．５１０４．３

１９９２ ７．６ １０１．３ １５．８ １０５．１２３０３５１４１．７ ７６５１１ １０１．５ ９４．１ １０４．５ ５９２９．０１１２．５

１９９３ 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６ １００．０２４４４０１０６．３８０７６９１０３．２ １０２．６ １０９．１ ６７０３．１ １０８．４

１９９４ ７．４ １０９．５ １６．６ １００．０２１２６８ ８８．３ ７８２４１ ９６．８ ９８．６ １０２．７ ６７２０．０ １０３．５

１９９５ ８．５ １００．０ １７．６ １００．６２０８５７１００．２７３３６３ ９３．４ ８９．７ １０３．１ ６３２０．５１０６．２

１９９６ ８．２ １０３．７ １７．４ １０２．３１８９５８ ９９．６ ６８８０７１０１．８ ８８．０ １１０．０ ７６０２．６１０９．４

１９９７ ８．０ １０３．８ １７．５ １００．６１６７７３１１１．５５９１４８１０２．９ ８７．８ １０１．４ ７６０１．１ １０２．９

１９９８ ８．５ １０１．２ ２１．２ １００．９１４８２２１３３．１５００２７１０４．７ ８４．４ １０２．９ ８４２４．４１００．３

１９９９ ９．１ １０２．２ ３１．３ ６７．７ １９１９０１５０．４６０６６５１０３．３ ９０．６ １０２．９ ８４２９．８１０１．６

２０００ ９．２ １０１．１ ３３．８ ９７．３ １４２０４１２６．２６１１３０１０１．３ ９４．５ ９９．４ ９１６５．９１０５．４

２００１ ７．８ １１７．９ ３２．１ １０４．７１４８０６１１７．８６５１２５１０６．２ ９３．５ １０５．０ ８８３４．４１１０．４

２００２ ７．７ １１１．７ ３２．４ １００．６１７９９４１３０．８６２４０３１０４．４ １０３．９ １０９．４ ８４１９．２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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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中　时
（车／小时）

停　时
（车组／小时）

装　车
（车）

卸　车
（车）

发送吨

（万吨）

运输收入

（万元）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２００３ ７．１ １１１．３ ３３．３ ９８．５ １７５１５１４５．５５７５２０１０５．３ １００．７ ９５．９ ９３６０．３１００．４

２００４ ８．３ ９８．８ １９．２ １１７．２２４０４３ ９６．６ ５５１５２１０２．０ １６４．５ １５５．２１５３７６．３１６３．６

２００５ ８．６ １０４．７ １９．３ １０８．８５０３７７ … １１６８０１ … ２９５ １０１．６ ２７７９１ １０７．７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西安车站

　　西安车站位于西安市新城区解放门外环城北路东段 ４４号，站中心里程为陇海线

Ｋ１０７２＋８１９，郑州方向与西安东站相邻，站间距离３．４６公里，管辖区间 Ｋ１０７１＋９６３～

Ｋ１０７４＋１３９；宝鸡方向与西安西站相邻，站间距离５．０公里。西安车站始建于民国２３

年（公元１９３４）１２月，原称西安车站，为一等站。民国２５年（公元１９３６），改为长安车

站，隶属于陇海铁路管理局长安车务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安车站隶属郑州铁

路管理局西安分局。１９５２年恢复西安车站名称，仍为客货运混合站。１９５６年后，主营

旅客及行李包裹运送，货运仅办理专用线整车货物发到。１９５８年９月，西安车站隶属于

西安铁路局；１９７２年划归西安铁路分局管辖。１９８８年 ８月 １日，升格为特等客运站。

１９９０年，西安车站设科室１１个，车间６个，班组８７个。职工人数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３８人，

增至１３０１人。２００５年，车站行政设办公室、劳人科、财务科、技术科、安全室、电算室、

职教科、收入室；党群设党办（组织、宣传、武装）、工会、团委、退管办；车间设客运车间、

运转车间、售票车间、行包车间、设备车间、给水车间、旅行服务站、经营开发总公司（劳

动服务总公司）。在册职工１３３８人。其中：男 ７０６人，女 ６３２人；干部 ２１２人，工人 １

１２６人；中共党员６６９人，共青团员５３人。

西安车站按技术性质为区段站，按业务性质为客运特等站。办理客运列车的直通、

始发、终到、编解、摘挂、整备、技术检查、上水及旅客乘降；行包、邮件到发、中转；并办理

货物列车的通过，小运转列车摘挂，单机到发，本务机出入段及整车货物发、到等作业。

车站信号楼控制台为６５０２型大站进路式电气集中连锁，正线两条（下行２道、上行

５道），站线２２条、其他线４条，道岔１１９组，配属 ＤＦ７内燃机车２台。旅客乘降站台５

座、总面积２９３６５平方米；东西高架桥各１座；行包托运厅、提取厅库房总面积３１００平

方米；提取、托运平台 １个，６００平方米。行包、邮政专运通道各１条。旅客疏散广场１

个，面积７６５０平方米。客运大厅１个（上下两层），总面积９２１６平方米。其中普通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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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室４个，总面积６５０３平方米，可容纳旅客４５００余人；软席（贵宾）候车室５个，总面

积８３２平方米；母婴候车室２个，总面积７８８平方米；军人候车室１个，面积１６４平方米。

监控装置覆盖车站各个角落，及时掌握现场信息，保证安全运输生产。中央空调覆盖全

站。客运服务设施有客运列车到发通告系统，旅客引导显示系统。上水设备有８排１７３

个井位，３４６个上水栓，保证日均１１５列客车上水。２００５年末固定资产总值１３１００万元。

１９９６年４月，铁道部在西安车站进行微机售票试点成功，以微机售票取代人工操作

硬板售票。客票计算机管理系统采用服务器／客户机局域网络形式。服务器为 ＩＢＭ小

型计算机，客户机为５８６ｐｃ机，并与西安市４８个工商银行形成广域网络。

２００３年，西安市政府划分站前广场主楼大厅滴水檐向南 ２３米，东西 ３２７米，计

８１７５平方米为车站广场步行区供旅客集散使用，车站以此为界设置广场围栏，禁止车辆

通行。

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车站生产安全、经济效益、职工面貌发生变化。１９９４年起

（除２００３年“非典”影响），运输收入连续１０年以１亿多元的速度递增，成为郑州铁路局

乃至中西部铁路企业第一收入大户。到２００５年底，车站无轻伤以上事故２８４４天，无责

任职工死亡事故１０６５３天，无责任路外重大伤亡事故１５３７天，无责任设备事故８８８０４

天。无责任重大、大货运事故１０４９３天，无责任火灾事故１７２３６天，无责任职工死亡事

故１１８６６天，无责任路外伤亡事故１２０３０天。

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西安车站先后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铁道部信得过给水单位、国家

ＱＣ优秀质量管理小组、陕西省创佳评差活动最佳单位、铁道部“文明车站”，中宣部、解

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办公厅、团中央学雷锋先进集体及奖牌、证书，陕西省窗口单位创

佳评差优胜单位，全路安全标准线建设先进集体称号和全路先进优质站称号。同时，先

后获铁道部“文明示范站”、中央文明委全国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全国第六届职工职

业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陕西省“两联一包一扶”先进单位，一直保持陕西省窗口单位

创佳评差最佳单位、并连续保持部文明示范站等称号。２００２年，在铁道部进京、进沪列

车和大站评比中，再获“文明车站”、被评为“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和“九五”铁路节

能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３年，在抗击“非典”工作中，被陕西省评为抗击“非典”先进单位。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西安车站客流变化及客票进款表

　附表－３

年　 份 发送人数

（万人）

中转人数

（万人）

中转占发送

％
到达人数

（万人）

到达占发送

％
客票进款

（万元）

１９９０ ８５３．７０ … … … … …

１９９１ ９０７．１４ １０１．９２ １１．２ １００７．９１ １１１．１ ２４９１６．６３２

１９９２ ９８１．０２ １１５．７９ １１．８ １０５６．５９ １０７．７ ２７９４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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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发送人数

（万人）

中转人数

（万人）

中转占发送

％
到达人数

（万人）

到达占发送

％
客票进款

（万元）

１９９３ １０５６．４０ １０６．９６ １０．１ １１３２．０５ １０７．２ ３２２４８．６１

１９９４ １０７４．９３ ９３．２３ ８．７ １１９３．３６ １１１．０ ３４８８３．３６

１９９５ １０３２．８２ ８１．７７ ７．９ １１４９．０１ １１１．２ ４５２７９．６５

１９９６ ９０６．０９ ３８．８８ ４．３ １０１６．９５ １１２．２ ５７，１４８．３３

１９９７ ９６６．０４ ４０５．６７ ４．２ １１１７．５７ １１５．７ ６３０３６．５６

１９９８ ９８１１．４３ ４８．７６ ５．０ １１０１．７８ １１２．３ ６５４１２．９１

１９９９ １０４６．６３ ３９．６６ ３．８ １０３５．４３ ９８．９ ７５０３６．６６

２０００ １１３７．２５ ３８．４３ ３．４ ９９７．６９ ８７．７ ８３０１０．９８

２００１ １２１１．２０ ３３．３６ ２．８ １０９６．８０ ９０．６ １０８８３１５０

２００２ １２３９．５０ ２９．７７ ２．４ １１１５．４３ ８９．６ １１３６９１．８０

２００３ １１３８．００ ３２．１３ ２．７ １１１４．７６ ９３．２ １０３７３３．５０

２００４ １５０９．６ ３０．６５ ２．０ １３６６．２２ ９０．１ １３２６７９．１０

２００５ １６６９ …… …… …… …… １４７７５２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西安车站运输收入表
　附表－４ 单位：万元　

年　　份 计　　划 完　　成

１９９１ ２６９００ ２７４１２．１

１９９２ ２８３８０ ３０４９０．７

１９９３ ３１３３４ ３５６０７．５

１９９４ ３５６８５ ３８９６７．２

１９９５ ４１６１０ ４８３４４．５

１９９６ ５４６３０ ６６８２５．３

１９９７ ６６０８０ ７６９７２．６

１９９８ ７６３００ ８５６７４．２

１９９９ ８００００ ９５０２２．０

２０００ ９２９００ ９５５７０．４

２００１ １１５０００ １１９６９７．８

２００２ １２１５００ １２４４３１．２

２００３ １１２０００ １１４８５５．０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５００ １４５７５０．５

２００５ １６０６００ １６１２８８．４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２－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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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东站

　　西安东站为正线外包式二级四场编组站，位于西安市东郊华清东路北侧 １６９号。

车站中心线位于陇海线 Ｋ１０６９＋３５８；东邻灞桥车站，站间距离６．２公里，上行正线站界

Ｋ１０６６＋９０８，下行正线站界 Ｋ１０６７＋１２３；西邻西安车站，站间距离３．４公里，上行正线

站界Ｋ１０７０＋４４３．８２，下行正线站界Ｋ１０６９＋９７７。主要担当郑州、宝鸡两个方向货物列

车，铜川南方向部分货物列车，西安地区、新丰镇小运转列车的解体、编组等技术作业。

办理整车、５吨以上集装箱，２０英尺、４０英尺国际集装箱发送、到达业务，以及岔线装卸

车业务。办理陇海、西韩线旅客列车通过。车站设加冰所，日产冰２６吨，负责为途经东

站的中转保温车及易腐货物加冰业务。

西安东站１９５５年建成，１９５６年１月投入使用，定为三等站。有正线、站线４条，职

工４３人，配调车机车１台，隶属西安车站管辖。１９５６年７月，铁道部决定将西安东站扩

建为辅助编组站，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开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竣工，成为二级四场小能力驼峰编组

站。此后，历经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１年等数次扩建，建成单向二级四场混合式、非机

械化驼峰路网性编组站，是正线外包站场。后将驼峰改单机推峰为双机推峰溜放。按

工作量定为一等站，业务性质为货运站，技术性质为编组站，是全国３８个路网编组站之

一。１９９０年，西安东站定为一等甲级站，设８个科室、７个车间，７６个班组，有职工１０３９

人。２００５年，设行政科室７个：行政办、技术科、财务科、劳人科、安全室、电算室、职工培

训中心。党群设党委办公室、纪委监察科、综治办、武装部和工会、团委。职工总数８９８

人，其中男７２０人，女１７８人；干部１２４人、工人７７４人；中共党员 ３０３人，共青团员 ７９

人。车站有到发线１５条，编组线２３条，货物作业线９条，专用铁路和专用线４６个单位

１４３条线路，配有非机械化驼峰，驼峰尾部１６条线路装有停车器４８台，编组站货车信息

处理系统（ＴＭＩＳ）、无线调车联控系统等，货场配有３６吨龙门式起重机１台、２０吨龙门

式起重机２台、４０吨正面式起重机２台，内燃轨道式起重机１台，电瓶叉车１４台，１６吨

汽车式起重机１台，装载机１台，１０吨龙门式起重机１台，机械抓斗１台。加冰所配提

冰机１台，冷却器２台，皮带输送机２台，蒸发器６台，氨压缩机４台。年末固定资产总

值４０３２．４５万元。

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开办５吨、１０吨集装箱到发业务。１１月１３日，因押运人吸烟引

起火灾，致停在禁溜线内一辆装运代号７的棚车爆炸，７人死亡，１１人受伤。１９９４年开

办国际集装箱业务。１９９５年，车流监测系统和现车管理系统联网。首列西安至天津国

际集装箱直达快运列车开行。１９９６年，调车机由解放Ⅰ型蒸汽机车更换为东风７型内

９７２附　录



燃机车，全站调车实现内燃化。１９９８年，西安东至青岛港国际集装箱运输开通。西安海

关驻西安东站集装箱监管站揭牌。集装箱信息跟踪系统投入使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陕西

检验检疫局进驻西安东站货场挂牌运作。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日，西安东站二班调四青年班组被共青团中央、公安部、铁道部、建设

部等联合授予全国首批“青年文明号”。１９９７年，铁道部命名西安东站“安全优质直属

站”。２０００年，获陕西省“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最佳单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全国治安

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在西安东站召开。２００３年，获火车头奖杯。２００４年，获国家人事

部，铁道部全国铁路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西安东站运营固定资产表

　附表－５ 单位：万元　

年　　份 固定资产 年　　份 固定资产

１９９６ １２５５．８ １９９７ １００２．７

１９９８ １１１３．０ １９９９ １２２７．８

２０００ １８６２．３ ２００１ ２４１０．４

２００２ ３３０９．５ ２００３ ３４６１．４

２００４ ３７１７．７ ２００５ ４０３２．５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西安东站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６

年份

中　时

（车／小时）

停　时

（车组／小时）

装　车

（车）

卸　车

（车）

发送吨

（万吨）

运输收入

（万元）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与

计划％
完成

１９９０ ４９ … … … １１６８０ … ４６３５５ … ４９６ … …

１９９１ ５．５ … １９．３ … １１３１５ … ４０８８０ … ４９．１ … ２３６７．９

１９９２ ６．０ … １８．５ … １２０４５ … ４３０７０ … ５１．８ … ２７２０．２

１９９３ ５．８ １０３．４ １８．３ １０１．１ １２３９８ １１８．８ ４８９５６ １０２．１ ５２．９ １０１．８ ３２１２．７

１９９４ ５．８ １０１．７ １７．９ １０３．４ １０５７０ １１８．０ ４５３７４ １０４．１ ４５．５ １０３．５ ２９０２．４

１９９５ ５．５ １０７．３ １８．８ １００ ９３８３ １２８．４ ３９６２１ １０２．４ ４０．２ １０３．１ ２５７８．４

１９９６ ５．３ １０５．７ １８．８ １００．５ ９６５７ １２０．５ ４３５１６ １００．６ ４４．４ １２６．８ ３４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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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中　时

（车／小时）

停　时

（车组／小时）

装　车

（车）

卸　车

（车）

发送吨

（万吨）

运输收入

（万元）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

计划％
完成

完成与

计划％
完成

１９９７ ５．７ １００ １９．５ １０１．５ ９０７８ １１７．７ ４６１５９ １０３．６ ４２．２ １０２．９ ３７１２．１

１９９８ ５．２ １１３．５ ２８．０ １０２．９ ９５３１ １８１．９ ４７７８５ １０７．５ ４６．３ １１５．８ ４２４１．４

１９９９ ５．６ １０５．４ ３２．０ １１４．１ １１８３８ １７１．４ ４６５６６ １０４．８ ５７．２ １２３．１ ５０７８．７

２０００ ５．８ １００ ２７．５ １２３．６ １３２５０ １１８．６ ５０７８９ １０７．３ ６５．９ １１０．０ ５９２１．６

２００１ ５．５ １０７．４ ２６．２ １０５．３ １３７７１ １０７ ５６３３０ １０５．４ ６６．６ １００．９ ５５３７．１

２００２ ５．６ １０７．１ ２４．９ １０８．４ １３４６６ １０７．１ ５１２０８ １０３．０ ５９．３ １０２．２ ５４０６．６

２００３ ５．２ １０９．６ ２３．４ １０８．１ １４５８２ １１２．６ ５１９２４ １０４．７ ６４．７ １１１．７ ５９３４．１

２００４ ６．２ １０６．５ ２０．２ １０４．５ １８９５９ １０５．３ ６４３６２ １０８．１ ８５．６ １２４．９ ８３２４．２

２００５ ６．７ １０４．７ １８ ９４．７ ２１５１５ １２６．２ ６３６５５ １０５．２ １０３．２ １１１．０ １０２５２．４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宝鸡东站

　　宝鸡东站为一等甲级（二级四场）正线外包型混合式编组站，位于宝鸡市金台区东

风路中段，处于陇海、宝成、宝中三大铁路干线交汇处，中心里程在陇海线 Ｋ１２４２＋６８７，

东起陇海线 Ｋ１２３５＋４３６，西迄陇海线 Ｋ１２４４＋３９４，东西长约１０公里，占地面积１０２６．

４９３亩。主要担负宝（鸡）成（都）、宝（鸡）天（水）、西 （安）宝（鸡）、宝（鸡）中（卫）四个

方向列车接发和货物列车解体、编组等技术作业，办理整车、集装箱和部分直达整零货

物运输业务以及各专用线、段管线取送车作业和卧龙寺车站的客运组织。负责宝成线、

陇海线上行及铁路局管内咸阳以东各站下行途经宝鸡东站的加冰冷藏车的加冰工作。

宝鸡东站原是宝鸡车站的一个编组场，１９５７年８月建成。１９７３年６月正式成立宝

鸡东站。按工作量核定为一等站，业务性质为货运站，是全国３８个路网编组站之一，受

宝鸡铁路分局管辖。１９８７年３月，宝鸡铁路分局并入西安铁路分局，改属西安铁路分局

管辖。１９９０年，设股室１１个，车间６个，职工总数９８９人。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劳人

科、财务科、技术科、安全室、职教科、电算室 ７个科室；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有驼

峰、峰尾、运转、调度、货运、货检、加冰、后勤、装卸９个车间及卧龙寺车站，共有生产班

组５７个，职工总数９７８人。其中：男９５８人，女２２０人；干部１３８人，工人８４０人；中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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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４９０人。共青团员２６人。

１９９３年新建集装箱货场３３．９２亩，年集装箱货物发送量 ３０万吨。１９９５年 ８月 １

日，卧龙寺划归宝鸡东站，增加到发线７条、货物作业线１条、专用线及段管线１２条。宝

鸡东站加冰所占地面积３１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０年８月２日开始运营。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宝

鸡东站现车信息系统开通使用。１２月１日驼峰尾部改造为电气集中。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７

日到达场由６５０２型电气集中改建为微机连锁。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２４日自动化驼峰开通

使用。

２００５年末，车站有到达场１个，到发场３个（含卧龙寺车站），编组场１个，货场１个

（内设加冰所），到发线３１条（含卧龙寺７条），编组线２５条（含编发线２条），货物作业

线９条（含卧龙寺 Ｉ条），专用线及段管线２０条（含卧龙寺１２条）。设自动化驼峰１座，

采用点连式调速系统；简易驼峰１座。有小型计算机现车管理信息系统，平面无线调车

系统，编组场尾部微机集中联锁系统，到发场６５０２型集中联锁系统，到达场微机联锁系

统。配备调车机车６台（含卧龙寺１台），照明桥２座，传票器２组。货场配有３６吨龙

门式起重机 １台，２０吨龙门式起重机４台，叉车１４台，装载机２台，２０吨汽车起重机１

台，加冰线１条，制冰池２座，融冰池２座。固定资产原值７２５３．５７万元。

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全站实现无责任行车重大事故９９６２天，无责任行车大事

故１３１９天，无责任行车险性事故９９８４天，无责任行车一般事故８００天，无责任职工死

亡事故６６８６天，无责任职工重伤事故８５６１天，无责任货运大事故１０２３０天，无责任货

运一般事故７４４６天，无机械一般事故７９９３天。全年实现安全生产８００天和安全年。

１９９７年，获全路先进优质编组站、陕西省模范职工之家、陕西省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称号；６月２３日，宝鸡市政府在宝鸡东站设立宝鸡货运口岸。

２００５年，荣获陕西省创佳评差最佳单位。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宝鸡东站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７

年　份
运输收入

（万元）

日办车数

（辆）

中　时

（小时）

停　时

（小时）

装　车

（辆）

卸　车

（辆）

发送吨

（万吨）

货车平均静

载重（吨／车）

１９９１ １９１１ ５７６８ ７．２ １３．５ １１８１２ １４１７５ ５８．８ ４９．７

１９９２ ２２１５ ５６９０ ７．４ １３．８ １２１８７ １３８０３ ５８．２ ４７．８

１９９３ ２４２２ ５６５４ ７．７ １４．５ １２４５６ １３４４５ ５９．２ ４７．５

１９９４ ２２５８ ５６９１ ７．８ １４．７ １１８８１ １１０９９ ５９．５ ５０．２

１９９５ ２４３２ ５６９４ ７．７ １２．１ １６１０８ １１５８６ ６２ ５３．６

１９９６ ４１１６ ５７１９ ７．６ １７ １４０７４ ２１５９２ ７７．２ 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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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运输收入

（万元）

日办车数

（辆）

中　时

（小时）

停　时

（小时）

装　车

（辆）

卸　车

（辆）

发送吨

（万吨）

货车平均静

载重（吨／车）

１９９７ ３８３１ ５６４２ ７．５ １８．８ １２０８１ ２１１５５ ６３．２ ５２．３

１９９８ ４３５５ ５５１３ ７．１ ２２．５ １２０４９ １８３４６ ６１．７ ５０．８

１９９９ ５７１３ ５７６７ ６．９ ２０．６ １３８８４ ２１５２４ ６７．６ ４８．７

２０００ ５２９７ ５９０６ ７ ２１．５ １１９８０ １８７５８ ６１．５ ５１．５

２００１ ４７９３ ５６５４ ６．５ ２２ １０８０４ １７０８８ ５５．８ ５１．６

２００２ ５６５５ ５３８３ ６．７ ２１．８ １５０２７ １４８９３ ７１．６ ４７．７

２００３ ６３２８ ５４９８ ６．４ ２４．７ １４１１９ １２９９３ ７２．６ ５５．８

２００４ ９３９４ ７２５６ ５．９ １８．８ １９１７７ １５０９０ １０２ ５３，２

２００５ １３１４２ ７９２２ ６．１ １５．８ ２３０３８ １５９４２ １２８．４ …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宝鸡车站

　　宝鸡车站为客货兼营一等站，位于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中段北侧２０号。车站中心

在陇海线１２４６３公里处，管辖范围东自陇海线 Ｋ１２４４＋６５０，西至陇海线上行 Ｋ１２４７＋

２８６、陇海下行Ｋ１２４８＋８０４，南至宝成线Ｋ０＋９５８。陇海、宝成、宝中铁路在此交汇，是连

接华中、西南、西北的重要枢纽。主要办理客货列车到发、行包、寄存、给水作业。货场

办理零担货物及集装箱货物到发和中转业务。图定日接发客车５１对，货车５７对。

宝鸡车站建于民国２５年（公元１９３６）１２月。民国３４年（公元１９４５），宝天线铺轨

通车后成为区段站。１９５８年，宝成线通车后，按工作量核定为二等站，１９８７年升格为一

等站，业务性质为客、货运站。新中国成立前隶属陇海区铁路管理局宝鸡车务段。１９４９

年７月，隶属郑州铁路局西安分局。１９５８年９月隶属西安铁路局。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交宝鸡

铁路分局管理。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５日，宝鸡铁路分局并入西安铁路分局，改由西安铁路分

局领导。１９９０年，车站设股室１４个，车间７个，生产班组３１个，职工８９７人。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含环卫中心）、劳人科、财务科、安全科、业务科、技教科（含

培训中心）、电算室。党群设党群工作室（含组织、宣传、工会、团委职能）。车间设客

运、货运、运转、行包、装卸、设备、旅服、多经、劳司和中外合资宝蒂克公司。有生产班组

２９个（客运７个、货运６个、运转４个、设备３个、装卸５个、行包４个）。在册职工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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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男４６２人，女 ２９４人；中共党员 ３０１人，共青团员 ４４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教员）１２１人，工人６４６人；内部下岗２５人。

行车信号联锁设备为 ＴＹＪＬ—ＴＲ９容错计算机联锁。正线２条（陇海上行线８道、宝

成线７道），站线８条，客车到发线６条、货车到发线４条，牵出线２条，机待线２条，道岔

９８组，配属东风（ＤＦ）７内燃调车机 １台。旅客乘降站台 ４座，总面积 ２４８７８平方米。

风雨棚４座，面积１４２８４平方米。进出站地道各１座，站舍４６３７平方米，其中普通空调

候车室１个，分上下两层，面积３０４０平方米。软席（贵宾）候车室３个，面积１９０平方

米。售票厅１个，面积３６６平方米。行包房仓库２座，总面积１１０１平方米。邮政、行包

专用地道各１座。上水设备５组，客车上水井１０９个，上水栓２１８个。客票计算机管理

系统采用服务器／客户机局域网络，采用惠普服务器，客户机为奔腾 ＰＣ机。设市区售票

网点１１个，采用 ＤＤＮ专线联网。站内设旅客引导显示系统，客运、货运、行包电子监控

系统，货运、行包电子计算机制票系统，运转无线调车监控系统，并有连接各科室与车间

的局域网络系统。货场有线路６条（作业线３条，存车线３条）。有仓库、雨棚７座，总

面积３９９２平方米。货位１１６个，装卸机械有２０吨门式起重机１台，叉车１３台。２００５

年末，固定资产总值４６５８６７４９４３元。

１９９５年，行包、货运采用电子计算机制票系统。１９９６年设旅客引导系统，ＬＥＤ大屏

幕３０台，ＹＡＣ６４１６Ａ３６台，获铁道部给水信得过单位荣誉。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６日，改人工

售票为计算机售票，结束６０年人工售票历史。客货运、行包设电子监控系统。２００１年

建成局域网，各车间、科室联结入网。２００３年，运转设无线调车监控系统。至 ２００５年

底，连续１７年安全生产，实现安全生产６６７１天。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宝鸡车站运输指标完成表

　附表－８

年　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发送

（万吨）

装车

（辆）

卸车

（辆）

旅客列

车出发

正点率

（％）

行包发送

（万件）

运输总收入

（万元）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７１ ８．０７ ２２４１ ５６３３ — １５．８１ ４２３０．７９

１９９２ ２１８．８９ ９．０４ ２４９０ — — １３．９４ ４６６７．１８

１９９３ ２３６．８９ １０．８４ ２８９９ — — １２．７７ ５１０８．８９

１９９４ ２４６．１２ １１．２９ ２７９０ — — １２．９６ ５６０１．２８

１９９５ ２２６．８２ １２．１２ １２０４ １５８２ — １２．４ ６６６４．９３

１９９６ １８７．８３ １２．０５ ３０７０ ５４４８ ９９．１ １０．８４ ８２１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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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发送

（万吨）

装车

（辆）

卸车

（辆）

旅客列车

出发正点

率（％）

行包发送

（万件）

运输总收入

（万元）

１９９７ １８２．２３ １５．９０ ３２４８ ３１２８ ９８０ １５．４０ ８９８５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９２．１５ １３．８２ ３４５０ ４３７５ ９７．６ １７．４３ ９９３８．２９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０ １４．４１ ３３０６ ４７２６ 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９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４．５６ １５．３６ ２８８９ ４１７１ ９７．６ ２８．６０ １２２７０．１７

２００１ １９４．９０ １６．６１ ２７６５ ４５９４ ９９．４ ２５．４０ １５１５８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２３．９０ １３．０１ １８４５ ３９７６ ９５ ２８ １５８４７．２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７００ １３．１８ ２０９６ ３６２５ ９４．９ ２９．１５ １５６６２．２８

２００４ ２８０．１１ １２．６７ ２０２７ ２６０１ ９６．６ ３１．０８ １９２９５．２２

２００５ ３３５．１０ １３．５０ １９３５ ３６２５ ９７．３ １４２．５ ２１４０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新丰镇车站

　　新丰镇车站为特等混合型编组站。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境内，是太西

线新张段、西康线、宁西线与陇海线的接轨站，站中心里程为陇海线 Ｋ１０３７＋４９６，太西

线 Ｋ１８１６＋６１６，西康线 Ｋ０＋１７１，宁西线 Ｋ０＋０００。车站技术性质为编组站，业务性质

为客货运站，担当各方向货物列车解体、编组作业，直达列车中转作业，下行旅客到发客

运业务，整车、零担货物到发货运业务，各专用线、段管线车辆取送和装卸作业，检修车

的取送作业，货物换装整理作业。

新丰镇车站建于民国２３年（公元１９３４），新中国成立前隶属于陇海区铁路管理局长

安车务段。１９５３年４月１日，直属西安运输分局；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改属西安铁路局西

安运输段；１９６１年９月，西安运输段撤销，划归孟塬车务段。１９６６年陇海线南移时建新

站，站中心在陇海线１０４２．４公里处，为陇海线与西延线的接轨点。１９７７年孟塬车务段

迁至渭南，新丰镇车站属渭南车务段管辖。１９８９年７月，脱离渭南车务段，独立为站段

级单位，由西安铁路分局管辖。１９９０年末，车站设股室 ６个，综合车间１个，生产班组９

个，有职工１５９人。１９９１年为分局直管三等站，１９９４年升格为二等站，２００２年９月，升

格为一等甲级站。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升格特等站。行政设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财务科、技

术科、安全科、职工教育科、电子计算室、多元经营办公室，党群设党群工作部；有调度、

运转、调车、货运、零口车间和后勤服务中心。有生产班组７２个。在册职工７６５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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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５６９人，女１９６人，干部７９人，工人６８６人，中共党员２４０人，共青团员５９人。

车站站场为单向混合式三级四场，Ⅰ场为到达场，有下行正线２条，到发线１２条；

Ⅲ场为调车场，有调车分类线３３条；Ⅳ场为到发场，有到发线９条（其中正线３条）；Ⅴ

场为出发场，有正线１条，到发线１６条；场间设联络线４条，上行环到线１条，与机务段

间设机车出入库线５条。有３个信号集中楼，分管到达场（Ⅰ）、出发场（Ⅴ场）、到发场

（Ⅳ场），均采用 ＤＳ６—Ｋ５Ｂ计算机联锁，与车站衔接的陇海线相邻站间为双线自动闭

塞，与宁西线与零口站间、太西线与８１１线路所间为双线半自动闭塞，西康线为单线半

自动闭塞；驼峰为点连式自动化驼峰，采用 ＴＷ—２型组态式驼峰自动控制系统，峰高

４．１４米，配备调车机３台，实行双推单溜（具备双推双溜条件），３３条调车分类线分６线

束布置，编尾为 ＤＳ６—Ｋ５Ｂ计算机联锁并具有单钩溜放功能。零口直通场有到发线１７

条，其中正线４条，主要辅助新丰镇编组站办理无改编直通列车技术作业。

车站建设初期，边建设、边运营，主要承担西韩（西延）线区段列车、陇海线部分直通

列车及折角列车技术作业。１９９１年日均办理车８７４辆，１９９５年日均办理车２６９２辆，其

中有调作业车２０７０辆。２０００年日均办理车数４０４９辆，其中有调作业车２６８１辆。

２００１年元月西康线开通，增加成都北、安康东列车组号，解编西康线直达、直通列车

任务。２００４年元月，宁西线开通，铁道部调整车流径路，新丰镇车站按主要编组站担当

路网性车流作业组织，车站日均办理车数逐年上升。２００５年，货物发送２０９万吨，货车

静载重６１８吨／车，运输进款１８５５６万元，中时７１小时／车，停时１８０小时／次，日均

办理车数１２１２８辆，其中有调８４７３辆。５月３日办理１４１８３辆，为全年最高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新丰镇车站日均办理车数比较图

　附图－１ 单位：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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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车站

　　安康车站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江北，为一等甲级站，地处襄渝、阳安、西康铁路交会

处，管辖线路５５公里。安康车站１９７８年交付临时运营，为三等站，１９８２年２月升为二

等站。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阳安线６个中间站划归安康车站管理。其中，三等站 １个（汉阴

站），四等站 ４个（恒口站、五里铺站、梅子铺站、涧池铺站），五等站 １个（俞家沟站）。

安康车站按技术作业性质为区段站，按业务性质为客运站。主要担负西安、襄樊、达州、

阳平关四个方向客、货运输组织，并办理货物列车的接发、始发客车编组、客车给水及专

用线整车货物到发等业务。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技术教育科、劳动人事科、财务科。下设电子计算室、运转

车间、客运车间、中间站、行包服务部、多元经营部。党群组织设党群工作办公室。有职

工３９３人，其中：女１７７人，管理干部６７人，主要工种２９５人，党员１３２人，团员２０人。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１４人，大专５７人，中专 ５２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５５人，其中高级

１人，中级１５人，初级３９人。取得职业资格证的工人技师２人、高级工８６人、中级工

２０４人，初级工９人。

客运设备有临时候车棚１个，主体建筑总面积１２４５平方米，高６．６米／长６０米／宽

２２．２米；其中候车室面积１１００平方米，夹心彩钢板屋面墙体结构。地道２座，长８４．５

米／宽５．１米；天桥１座，长６２．８米；站台３座全长３×６００米，其中：一站台长６００米／宽

９米／高０．３米，二站台长６００米／宽９米／高０．５米，三站台长６００米／宽９米／高０．３米。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阳安线６个中间站划归安康车站后，车站管内站台１１座，股道２６条，票

房４个，售票窗口１７个（其中：卧铺售票窗口１个，安康市区５个，汉阴车站２个），制票

机１２台；风雨棚３座，客车给水井８０口；旅客电子导向系统１套，电子售票系统１套，电

子售票系统计算机１５台，电子触摸式客运查询系统２台。大屏幕客运信息显示屏４个。

行包库房面积：承运库２０７．５平方米，到达库２１６平方米，中转库１２５．２８平方米。行车

设备有到发线７条，其中３、４道为正线，道岔２９付，调车信号机２０个，接发列车出站信

号机１４个，进站信号机３个；闭塞方式：安康东方向为双线继电半自动（６４Ｆ型），月河、

五里方向均为单线半自动（６４Ｄ型），ＪＤ—１Ａ微机联锁。信号楼设有ＣＺＨ—３型２０集中

电话总机１台，自动电话１台，现场作业联系采用无线对讲装置。张岭专用线一条，段

管线三条（工务段、机务折返段、客车整备库），并配有调机一台，客车整备库日均作业

５０钩。行车设备：运转室７个，信号楼１个，扳道房１４个。信息设备：电气集中设备７

套，调度报点系统７套。货运设备：货运室７个，货台４个，股道４条。

２００５年末，实现安全生产６６８８天。

２００１年，获陕西省文明示范车站；２００２年，获陕西省“五一”劳动先进集体；２００３

７８２附　录



年，获火车头奖杯，陕西省“企业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模范职工之家；２００４年，评为铁

道部用户满意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获陕西省创佳评差最佳单位。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安康车站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９

年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发送

（万吨）

运输进款

（万元）
年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发送

（万吨）

运输进款

（万元）

１９９０ ９１．４２ ０．５７ １５９１．９０ １９９８ １３９．７９ ０．６５ ４９５３．８１

１９９１ ９３．８８ ０．１６ １６９０．４７ １９９９ １４８．６０ ０．４６ ５３４７．００

１９９２ ９８．８２ ０．０８ １９４７．８１ ２０００ １５３．００ １．２１ ６０９２．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１８．１９ ０．０３ ２５２９．０９ ２００１ １８０００ ０．３２ ８０４２

１９９４ １２９．８１ ０．０２ ２８２７．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００ １．４１ ８５５９

１９９５ １３６．０１ ０．３６ ３６２２．３７ ２００３ １７２００ ２４．５ ９００７

１９９６ １２７．７３ ０．０８ ６９６．５９ ２００４ ２３８００ ５６ １３８００

１９９７ １２６．２０ ０．１０ ７２７．７７ ２００５ ２６４００ ５１ １６４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安康东站

　　安康东站１９７８年６月１日成立，位于安康市关庙镇皂树村，地处西康、襄渝、阳安

三线交汇处，东邻襄樊，西接成都，南通重庆，北入西安，站中心为襄渝线 Ｋ３０４＋４５０（西

康线 Ｋ２６０＋６９０）处，属地方性编组站，等级为一等站，主要担负襄樊北、重庆西、成都

东、新丰镇四个方向货物列车到达、始发、解体、编组作业，以及货场、油专线、物资供应

段、车辆段、机务段车辆取送作业。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劳人科、财务科、技术科、安全科、职教科和信息技术科；设

运转、调车、货车、货检、装卸车间。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多经系统有东盛运贸有限

公司。９月，车站提升为正处级单位。在册职工６５３人。其中女１６７人，党员１８０人，干

部７９人。文化程度：大专以上６７人，中专５８人，技校４８人，高中３０１人，初中１７３人。

具有初级任职资格５７人，中级任职资格１７人。

站场类型为二级四场混合式编组站，Ⅰ场为到达场，７股道；Ⅱ场为下行到发场，８

股道；Ⅲ场为上行到发场，６股道；Ⅳ场为编组场，２０股道。其中上行方向与朱家碥站相

邻，采用６４Ｄ型单线继电半自动闭塞设备（双单线），联锁类型为６５０２型集中联锁；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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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与安康站相邻，６４Ｆ型双线继电半自动闭塞，计算机联锁。Ⅰ、Ⅱ、Ⅲ场货物列车票

据由正负式管道输送票据系统传送；其中，站调楼至Ⅰ场车号室管道长７３０米，运送时

间７３秒；站调楼至Ⅱ场车号室管道长１３５０米，运送时间１３５秒；站调楼至Ⅲ场车号室

管道长１０５１米，运送时间１０５秒。Ⅳ场东端设自动化驼峰一座，峰高３．０８米，采用双

推单溜方式，使用 ＴＷ—Ⅱ型组态式自动控制系统，雷达测速测长，减速器加减速顶点连

式调速系统；编尾设平面牵出线两条，推送调车，采用ＴＹＪＬ—Ⅱ型计算机联锁系统，峰尾

１～１９道装有 ＴＤＷ９０２型减速顶，距股道信号机１２５～１３０米处各设 ＤＴ—２型电动可控

停车器２组。信息管理主要有现车管理信息系统、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和调度管理信息

系统。调车作业均采用无线调车灯显装置。

安康东站货场面积４６１２３平方米，年办理货物１１６．９万吨，货棚３个６２７５平方米，

仓库３个２２９１平方米，站台３个１０２４２平方米；装卸机械７台，其中２０吨龙门起重机

１台，５０型装载机３台，１．５吨叉车１台，２．０吨叉车２台。有安全监控装置２４台，其中

站调楼１台，Ｉ、Ⅱ、Ⅲ场信号楼各 ｌ台，驼峰楼、驼峰峰下、编尾楼、编尾楼顶各１台，货运

营业厅１台，货运值班员门口灯塔处１台，货２棚、货３棚各１台，东、西灯桥各２台，５＃

灯塔处１台。

２００２年，获陕西省“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安康东站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０

年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运发送

（万吨）

日均办理

车数（辆）

装车数

（辆）

卸车数

（辆）
运输收入（万元）

１９９０ １．４５ ９５．０５ ３３０５ １４７６６ ３５３０ ６３８．０

１９９１ １．０７ ４５．８１ ３３４７ ８０１２ ２８８０ ４８２．８

１９９２ ８．９７ ３３．３０ ３６７２ ５９７４ ２９４５ ５３６．３

１９９３ １．０２ １９．１７ ３７６８ ３５５９ ３６１３ ８２０．４

１９９４ １．５１ ２１．０４ ３９４２ ３６７０ ３４８１ ６７８．１

１９９５ １．０８ ２４．０６ ４０３０ ４１２５ ３２３２ ７５１．７

１９９６ ０．９８ ２５．１４ ４２５６ ４３３６ ３６０２ １１１０．１

１９９７ １．２３ ２５．０３ ４４２７ ４５５７ ５８４５ １３１１．４

１９９８ １．８５ ４０．４３ ４１８４ ７１０１ ６７３０ ２１４３．４

１９９９ ２．１４ ３８．０３ ４４２５ ６９１９ １０６３５ ２３３５．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５ ４４．５１ ４３３５ ７８３１ ９４１２ ２９６８．７

２００１ — ５４．９ ５６６３ ９４２９ ６８５２ ３１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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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运发送

（万吨）

日均办理

车数（辆）

装车数

（辆）

卸车数

（辆）
运输收入（万元）

２００２ — ５２．６ ６３６４ ８９２６ ７７６５ ３２４６０

２００３ — ４９．５ ６３９８ ８３６３ ７７０２ ３１６４．６

２００４ — ５０．５ ６９５５ ８４５０ ７９２１ ３１６８．９

２００５ — ７２．２ ７１１６ １２０２４ ７４５９ ５２８１．８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渭南车务段

　　渭南车务段是一等甲级段，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站北路西段．民国２３年（公元１９３４）

建站，属陇海铁路管理局第三车务总段第十车务分段，后迁西安改称长安车务段。１９４９

年１０月，隶属西安铁路分局。１９５８年９月，改属西安铁路局西安运输段。１９６１年９月

西安运输段撤销，改属新成立的孟塬车务段。１９６２年，管辖陇海线灞桥至孟塬各站。

１９７０年南同蒲线开通，公庄、港口两中间站划入，１２月，孟塬车务段归属西安铁路局。

１９７３年４月，孟塬车站划出孟塬车务段独立成为二等站。１９７７年 １０月，段机关迁渭

南，改称渭南车务段。１９８５年，潼关、公庄、港口３站划归了孟塬车站管辖。１９８９年，７

月，新丰镇车站从渭南车务段划出。

１９９０年末，渭南车务段机关设股室１１个，下辖华山，桃下，罗敷，柳枝、莲花寺、华

县、赤水、树园、渭南、零口、临潼、窑村、灞桥１３个中间站，生产班组８５个，职工１１６８人

（其中管理人员１０１人）。固定资产原值４９６．４６万元。

２００５年，设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业务科、技术教育科、安全调度科、劳动人事科、财

务科、电子计算室、统计室、多元经营管理办公室和装卸管理室等１１个职能部门。有职

工２０６０人，其中男１４２２人，女６３８人，中共党员９４５人，共青团员１４５人。

渭南车务段是局管内陇海、西康、宁西、南同蒲四大干线主要行车组织及日常管理

单位之一，地处东陇海段，担负陇海线西起灞桥，东到潼关（不含新丰镇和零口车站），西

康线北起临潼北，南至纺织城，宁西线西起渭南西，东到商南以及南同蒲线公庄、港口等

３９个中间站的运输生产和安全管理任务。管内正线里程４２２．６６公里，图定接发列车

１９２对，其中客车７７对、货车１１５对。有专用线５３条。除潼关、华山、桃下、罗敷、柳枝、

莲花寺、华县车站采用 ＤＳ６—１１型微机联锁外，其他各站均采用６５０２型电气集中联锁

设备，闭塞方式均为电气化双线自动闭塞。西康线和宁西线为单线６４Ｄ半自动闭塞电

气集中联锁设备。陇海线管辖区段东与郑州铁路局太要车站、西与西安东站相接，辖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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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华山、华山西、桃下、罗敷、柳枝、莲花寺、华县、树园、渭南、临潼、窑村、灞桥１３个车

站，相接的厂矿企业铁路专用线５３条；西康线管辖区段北与新丰镇车站、南与长安车站

相接，辖临潼北、田王、纺织城３个车站；宁西线管辖区段北与新丰镇车站、南与郑州铁

路局富水车站相接，辖渭南西、渭南南、花园乡、桥南镇、涧峪、蔡家河、灞源、砚川、两岔

河、商洛北、商洛、柏杨店、孝义乡、商镇、丹凤、南河、铁峪铺、毛坪、清油河、试马、商南２１

个车站；南同浦线北与太原铁路局凤陵渡车站相接，辖公庄、港口 ２个车站。陇海、西

康、宁西、包西四大干线贯通渭南车务段管内，日接发列车２７０余对。

段有货场１６个，２０５８４０平方米，货物库房 ２９座、１２９５７．５平方米，货物站台 ２０

座，年吞吐量４５２．８８万吨，台秤、磅、轮重仪等计量设备２１台，汽车吊、装载机、叉车等

装载设备１６台，与站接轨厂矿企业专用线４０条，货区２０处、３１７１５平方米。重要运输

货物品类有化肥、矿建、钢管、焦炭、金矿、粮食、非金属矿、焦炭液化气、淀粉、军品等；客

运设备有三品检查仪２台，候车室１１个、面积２４３９平方米，软席候车室３个，面积 １４６

平方米，行包房６个，面积１４５９平方米，客运站台１３座，天桥２座、长度计１０３米，地道

３座，总长９６米。

２００５年，装车 ３２２３８辆，卸车 １０５０２２车；停时 １６８小时／车（次），中时 ８８小

时／车。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责任行车重大、大事故８２８０天，无责任行车大事故

８８４２天，无责任行车险性事故６４１９天，无责任行车一般事故３５０天，无责任职工死亡

８３８９天，无责任职工人身重伤事故７６６天，无责任职工轻伤事故１８１１天。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渭南车务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１

年份 货物发送（万吨） 旅客发送（万人） 运输收入（万元）

１９９６ １４５．６ １３５．５ ９１５６．５

１９９７ １６３．８ １１１．９ １０３１１．７

１９９８ １６０．５ １０１．８ １０００８．８

１９９９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９ ９３９６．７

２０００ １２８．２ １０７．９ １０２７１．２

２００１ １４３．７ ９４．２ １１１０６．０

２００２ １７０．９ ９０．７ １３５５６．７

２００３ ２２２．２ ７８．９ １３４２８．９

２００４ ２１１．６ １２０．８ １９３１７．９

２００５ １８９．７ １４２．２ ２０６４９．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１９２附　录



韩城车务段

　　韩城车务段位于韩城市新城区，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由韩城车站和阎良车务段合并

组建而成。２００５年末，行政设办公室、劳动人事科、技术教育科、安全路风监察科、财务

科、电算室、多元经营公司、劳动服务公司、装卸公司。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全

段党委、纪委、工会、团委、武装、统战等工作。有生产班组３６个，在册职工１１６２人。其

中男９６２人，女２００人；干部１６６人，工人９９６人；中共党员６１３人，共青团员５５人。

管辖一等区段站１个：韩城站；线路所１个：苏家；中间站２５个：惠刘、张桥、钟家村、

何寨、昌寨、关山、相桥、陈庄、蒲石、大荔、坞坭、韦庄、醍醐、七峰、合阳、南永宁、甘井、上

洼、龙亭、乔子玄、芝阳、英山、白村、下峪口、桑树坪。营业里程２５１５公里。担负侯西、

太西、下桑线方向客货列车到发、解体、编组等任务。运输物资以煤和焦炭为主，另外还

有钢材、生铁等。到达货物主要有汽油、柴油、坑木及特种设备等。

行车设备：闭塞设备为６４Ｄ单线半自动；联锁设备钟家村站为微机联锁，其他站为

６５０２电气集中联锁。客运售票室１４２平方米、候车室８２３平方米、行包房３７３平方米、

站台２２６９７平方米。货场面积５１５６１平方米、货物仓库１０座、货物站台１２座３３６５７平

方米；管内各站出岔企业专用线２２户。机械动力设备１１台，价值１５５．９万元。年末固

定资产总值３９７４．２６万元。

２００５年，韩城车务段货物发送量完成计划１１４０万吨的１０２％；旅客发送量完成计

划５０万人的１０６％；完成运输收入７８７１８万元，为计划７８６２９万元的１００．７％。至１２

月３１日，实现行车安全１１８１天，无责任重大、大事故８６７６天，无责任险性事故５８２２

天，无责任职工死亡事故６２３６天，无责任职工重伤以上事故６２４７天，实现安全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韩城车务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２

年份 旅客发送（万人） 货物发送（万吨） 年份 旅客发送（万人） 货物发送（万吨）

１９９３ ５３．２ ４３７．７ ２０００ ６４．１ ６５２
１９９４ ６５．１ ４９１．２ ２００１ ４２．０ ６５２
１９９５ ６４．４ ５１３．５ ２００２ ２２．５ ６４５．１
１９９６ ６４．５ ５５６．６ ２００３ ２２．１ ６７８．３
１９９７ ５７．１ ５９３．９ ２００４ ５３．１ ９５８．２
１９９８ ５８．６ ５２８ ２００５ ５３ １１６１
１９９９ ６１．３ ５４８．８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４－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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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车务段

　　宝鸡车务段位于宝鸡市上马营，处于陇海、宝中、宝成三条铁路干线交汇处。担负

陕、甘两省五市十一县区客货运输任务，是联结西南、西北的运输咽喉通道。

宝鸡车务段前身是１９５８年成立的宝鸡运输段，管辖陇海线茂陵—社棠及宝成线任

家湾—凤州 ４１个中间站。１９６０年６月，宝鸡运输段撤销。１９６１年９月１日，成立宝鸡

车务段，辖福临堡—社棠及任家湾—凤州共２８个车站。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虢镇车务段并入

宝鸡车务段。

１９９０年，宝鸡车务段机关设股室１２个，辖宝鸡南、凤州、社棠３个三等站；杨家湾、

观音山、青石崖、秦岭、黄牛铺、红花铺、油房沟、七里坪、双石铺、福临堡、林家村、固川、

坪头、颜家河、东口、胡店、柿树林、石家滩、拓石、风阁岭、建河、葡萄园、元龙、渭滩、伯阳

２５个四等站；坊塘铺、毛家庄２个线路所。有职工８６８人（其中管理人员１１３人）。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业务科（设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安全科、劳人科、财务科、

多元办、集企办、行政监察科、电算室、（宝鸡、咸阳）装卸公司。党群有工会、团委，设：党

委办公室、干部科、武装部。管辖车站４６个，其中：二等站１个，三等站９个，四等站３６

个。有班组７１个，职工２５８５人，其中男１８５７人，女 ７２８人；干部 ３１５人，工人 ２２７０

人；中共党员１３８３人，共青团员１２３人。

担负陇海线黄家寨—虢镇段（１２９．２公里）及福林堡—社棠段复线（上行１３６．８公

里，下行１１７．４公里）、咸铜线咸阳—咸阳北（６．７公里）、宝中线千河—安口窑（１４５．９

公里），计４２５．４公里的行车及客货运输业务。担负陕西、甘肃两省的冶金、石油化工、

煤炭、农副产品等物资运输（每年为宝鸡地区办理货物发送、到达７８０万吨，为甘肃华亭

地区运输煤炭 ７４２万吨），同时，还承担出口石油管材、军事物资、电煤等国家重点物资

运输任务。全段日均办理接发列车１２０余对。

有微机联锁车站８个、６５０２集中联锁车站３８个，电气化区段４５个车站、非电气化

区段１个车站、单线自动闭塞４个车站、双线自动闭塞３１个车站，余均为单线半自动闭

塞车站。

机械总值１２３５．８万元。有龙门式起重机１１台、轨道式起重机４台、装载机１０台、

内燃叉车７台、电瓶叉车３台、轨道起动机３台。年末固定资产总值１２０５３．７１万元。

宝鸡车务段有三分之二车站在秦岭山区，有１０多台调机作业，１２００余辆货车需要

动态防溜，安全责任重大。

２００５年，宝鸡车务段完成旅客发送计划的１１７．１２％；完成运输收入计划的１０１％。

１９９５年，获全路优质车务段称号；１９９６年获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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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宝鸡车务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３

年份 旅客发送（万人） 货物发送（万吨） 货物到达卸车（辆） 运输进款（万元）

１９９６ ３９．０ １３１．３ ３２８５６ ６０７４．１

１９９７ ４５．５ １３７．６ ２８０５６ ６９９０．４

１９９８ ３５．２ １３２．４ ２７１８３ ７３７２．０

１９９９ ２５．６ １２９．０ ２８２２２ ６９８０．１

２０００ ２１．７ １２９．９ ２９３８０ ７５５２．０

２００１ ３５．７ １２５．０ ３４３１０ ７４２９．８

２００２ — １６４．１ ３８７３０ ９５５３．８

２００３ — １７９．２ ２９８３５ １０９９４．４

２００４ ２４０．６ １１３５．４ １１９０３０ ６９３３３．３

２００５ ２８６．９ １１４５．９ １０９８３４ ８０６２５．９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略阳车务段

　　略阳车务段位于陕西省略阳县城关略阳火车站南５０米处。１９５８年１１年１月成立

略阳运输段。１９６０年６月，略阳运输段撤销。１９６１年９月成立略阳车务段，管辖双石

铺—阳平关１８个车站，直属西安铁路局。１９７５年辖区向南延伸至冉家河，计 ２７个车

站，划归宝鸡铁路分局领导。１９７６年７月，七里坪—白水江１０个站划归新建的凤州车

务段。１９７９年５月凤州车务段撤销，西坡—白水江８站划归略阳车务段。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西坡站撤销。１９８７年３月，略阳车务段随宝鸡铁路分局并人西安铁路分局。

１９９０年末，略阳车务段机关设股室１０个，车间６个，生产班组３７个。辖区内有略

阳、阳平关２个三等站；宏庆、李家河、两当、聂家湾、徽县、虞关、白水江、红卫坝、马蹄

湾、徐家坪、横现河、王家沱、乐素河、高潭子、巨亭、燕子砭、丁家坝、大滩、军师庙、朝天、

观音坝、冉家河２２个四等站。全段职工７９１人（其中管理人员１２７人）。年末固定资产

原值１６７．７３万元。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技术教育科、安全调度科、劳动人事科、财务科、多元经营管

理办公室、电子计算室（按车间管理）、装卸车间。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有车站３６

个，其中三等站４个（秦岭、凤州、略阳、阳平关），四等站 ３２个，设班组 ４２个。有职工

１１４４人。其中男８１２人，女３３２人；干部１１５人，工人１０２６人；中共党员４７２人，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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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３７人。

车务段管辖宝成线杨家湾 Ｋ１４＋６９７—冉家河 Ｋ３３６＋１９６，计３２０公里；阳安线阳平

关 Ｋ１＋００—阳平关东 Ｋ３＋２７０计３．２７公里。

客运设备：旅客站台２６座，候车室、行包房各２４间，地道１座。

货运设备：货场２４个，面积１０９６９平方米；货物仓库４１座，面积６８８３平方米；货物

雨棚４座，面积１５２６平方米；货物站台９８座，面积２２２３４平方米；装卸线６条，有效长

１３７０米，装卸机械１１台。年货运能力１０８万吨。

行车设备：宏庆—灭火沟、阳平关东站为单线半自动闭塞。阳平关—冉家河站为双

线双向自动闭塞，其中黄牛铺、横现河、阳平关、阳平关东站为微机联锁。杨家湾至冉家

河各站行车室、信号楼、助理值班员立岗点均安装数字化远程网络监控系统。２００５年末

固定资产总值５５８４．３８万元。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略阳车务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４

年　　份 旅客发送（万人） 货物发送（万吨） 运输进款（万元）

１９９６ １１９．６ １０６ ４５７６．５

１９９７ １２０．９ １０３．５ ４８０１．８

１９９８ １０１．９ １１１．１ ５０７６．６

１９９９ ８１．６ １０７ ４８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８１．１ １０８ ４９８７０

２００１ ７６．０ ９５ ５２６３０

２００２ ８９．２ １１２．５ ５８３９０

２００３ ８１．１ １２８．２ ６６６０．９

２００４ １１０．６ １６７．２ ８３４６．５

２００５ １１７．０ １６４ ９１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安康车务段

　　安康车务段１９７８年６月１日成立，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江北。管辖襄渝、西康两线

２６个中间站，其中三等站６个，四等站１９个，五等站１个，管辖里程３６５公里，主要承担

安康市、商州市和西安市长安区的客货运输任务。管内襄渝线日均办理接发列车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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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康线日均办理接发列车２５对。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５个科室２个车间：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财务科、安全调度科、技术

教育科，装卸车间、电子计算室。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多元经营设总公司，管辖２

个公司。有职工５７８人。其中：男４４４人，女１３４人，干部１００人，工人４７８人。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４８人，其中中高级７人，初级４１人，工人技师１人。行车职工３３０人。

安康车务段６５０２电气集中联锁设备车站２３个，早阳、吕河两站为 ＴＹＪＩ—ＩＩ型计算

机联锁，长沙坝站为 ＪＤ—ＬＡ型计算机联锁，均为６４Ｄ型半自动闭塞；朱家碥—早阳—吕

河三站间、营镇—青岔两站间为双线区间；平面调车灯显设备３０套，无线列调对讲机７８

台；调度信息系统２６套，十八点运输统计系统２６套。运统八统计系统１套；货运微机制

票系统６套，货运计划系统６套；客运电子售票系统１７套，行包制票系统４套，客货杂制

票系统１套，客运广播设备６套。管内车站共有货物线１６条，军事、企业及路内专用线

３条。

２００５年底，实现安全生产５０９天。

２００２年，获陕西省“创佳评差”最佳单位，全路先进车务段。

部分年份安康车务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５

年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发送

（万吨）

运输收入

（万元）
年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发送

（万吨）

运输收入

（万元）

１９９０ １０８．０ ３３．９９ １０９４．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５．８ ７０．９ ４３０５．４

１９９３ １０３．０ ４０．１ １３１７．５ ２００１ １２０．０ ７１．１ ４９６２．６

１９９５ １１４．８ ３４．０ １８６５．８ ２００２ １２４．９ ６９．６ ４８６１．１

１９９６ １０７．８ ３８．６ ２３８９．９ ２００３ １０４．０ ６２．８ ４５８５．０

１９９７ １２０．８ ４４．０ ２８４０．８ ２００４ １３５．２ ３８．６ ６１３９．２

１９９８ １３８．２ ５６．９ ３８２６．８ ２００５ １３８．７ ４．４３ ６３９７．２

１９９９ １４１．９ ８２．５ ４４５９．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汉中车务段

　　汉中车务段位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火车站道北西侧，前身是１９７６年８月１日成

立的勉西车务段，１９９７年迁入汉中，１９９８年易名汉中车务段。管辖阳安线西起徐家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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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安康站间３５７公里正线上３６个车站和一个装卸车间。其中安康站为一等区段站，

汉中站为二等中间站，勉西站为二等区段站，宁强、勉县、城固、西乡、洋县、石泉县、汉阴

站为三等中间站、俞家沟站为五等站，其余均为四等中间站。

２００５年末，段行政设办公室、劳人科、安教科、业务科、财务科、多经和劳动服务公

司。党群组织设党群办公室。职工总数１１１８人，其中：男７６８人，女３５０人，主要行车

工种６６１人，干部１２２人，党员３５７人，团员１０８人；职工文化程度：大专以上４８人，中专

１９７人，高中３６８人，初中４４１人，技术职称：初级４８人，中级１６人。

技术设备：行车室２９个（其中信号楼３个），总面积２１８０平方米；清扫房６２个，总

面积３１９平方米；信号设备２９台，（其中微机联锁 ｌ台，电气集中联锁２８台），调车对讲

设备２２０台，机车控制器３２台，监听录音机２９台，微机监控设备８台，区长台一个；调度

集中系统车站报点子系统微机２９台，网络设备４０套，传真机７８台；所辖各站均为 ６５０２

型电气集中（６４Ｄ型半自动闭塞）设备。客运设备：候车室１５个（普通候车室８个，软席

候车室５个，贵宾室２个）；客运售票房８个，售票窗口１１个，客运微机制票机 ２８台；

“三品”检查仪２台；行包房８个，总面积２０３９平方米；天桥１座，地道２座，风雨棚７

座，旅客站台１５座。货运设备：货运办公室 １０个（其中货运办公楼 ７个），总面积 １０

２８４平方米；货物站台１２座，４２４４８平方米；货物仓库２０个，７１３７平方米；货物装卸线

２２条，有效货位１２９０个，１００５０平方米；装卸机械１９台；货物围墙１１处，总长６８７６

米；磅秤１１台；消防栓设备１８个；货物运输制票微机２５台；货运计划微机１０台；传真机

４６台；专用线２４条，汽车２３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汉中车务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６

年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发送

（万吨）

运输收入

（万元）
年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货物发送

（万吨）

运输收入

（万元）

１９９０ １２１．１ ２１８．７ ５０９６．６ １９９８ １６６．６ ２４３．３ １５４６５．８

１９９１ １２２．２ ２３３．６ ２８８１．９ １９９９ １６９．０ ２１８．６ １６４８５．８

１９９２ １２９．６ ２５１．７ ６１０６．７ ２０００ １５６．８ １９７．９ １６２５２．５

１９９３ １５５．７ ２７４．７ ８１０６．７ ２００１ １５３．０ １８０．２ １７０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１６４．０ ２５５．３ ８６１７．６ ２００２ １４８．９ ２１６．７ ２０４９５．５

１９９５ １５６．１ ２５３．５ １０１９５．７ ２００３ １２２．３ ２４５．４ ２２４１５．４

１９９６ １４０．３ ２７０．９ １２７９３．５ ２００４ １７１．９ ２８１．９ ２９４９０．８

１９９７ １５．３．０ ２６４．６ １４０６５．２ ２００５ １７１．９ ２４５．６ ２９１１４．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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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线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月９日，西安铁路分局支线公司在铜川南站的基础上成立，位于陕西省铜

川市宜园路７０号。２００５年，行政设行政管理部、营销设备部、财务部、劳动人事部、安全

教育部、后勤保障部、电算室、多元管理办公室。党群设党委办公室。车间有铜川客运

车间、铜南运转车间、铜南货运车间、阎良客运乘务室。中间站２６个。班组５３个。有

职工１５７２人，其中：男１０７２人，女５００人；干部１８３人，工人 １３８９人；中共党员 ６１７

人，共青团员４６人。

管内有咸铜、梅七两条支线，营业里程１９７．２０公里。管辖长陵车站至咸铜线 Ｋ９＋

１３５—Ｋ１３４＋８５６，梅七线 Ｋ００—Ｋ７８，南与咸阳北站相连，北和铜川矿务局专用线于咸铜

线１３４．８５６公里处相接。管辖车站：一等站：铜川南站。三等站：阎良、梅家坪、耀县、瑶

曲。四等站：长陵、肖家村、泾河、永乐店、三原、独李村、大程、八里店、卜家沟、富平、庄

里、孝北堡、黄堡、铜川、耀西、寺沟、吕渠河、柳林镇、田家嘴、安子沟、前河镇。主要担负

铜川地区、沿线及辖区内各企业的煤炭、铝材、焦炭、水泥、建材、粮食、化肥等物资及人

民生活用品的运输任务。

管内长陵、肖家村、庄里、阎良、瑶曲５个车站联锁设备为计算机联锁。其中，长陵

为ＴＹＪＬ—Ⅱ计算机联锁，有到发线５条。接触网工区线路与５道衔接处设安全线１条，

油库专用线与４道衔接处设安全线１条，与肖家村、茂陵站间均为四显示自动闭塞区

段，与咸阳北站间为半自动闭塞区段。肖家村站为 ＴＹＪＬ—Ⅱ计算机联锁，共有到发线

１０条，货物线１条，与长陵和新筑站间均为四显示自动闭塞区段（肖家村—长陵间第二

线开通前，两站均采用６４Ｄ半自动闭塞过渡），咸铜线与泾河站间为６４Ｄ半自动闭塞区

段。庄里站为 ＤＳ６—１１型计算机，与卜家沟为 ６４Ｄ半自动闭塞区段，与梅家坪站间为

６４Ｆ半自动闭塞区段。瑶曲为ＤＳ—６微机联锁，闭塞方式为６４Ｄ，有到发线５条，编组线

３条，机车走行线１条，牵出线１条，专用线１条。其他各站均为６５０２集中联锁设备，闭

塞方式为单线半自动闭塞。铜川南编组站有到发线９条，调车线４条，专用线１０条，机

车整备线２条，联锁设备为６５０２型。梅家坪车站有到发线９条，上行编发线２条，货物

线１条，牵出线２条，专用线２条。为６５０２型联锁设备，闭塞方式：对庄里站为半自动

６４Ｆ型，对耀县站、耀西站为６４Ｄ型。阎良车站有到发线６条，货物线１条，专用线１条，

设有折返段，为 ＤＳ６—１１型微机联锁，闭塞方式为６４Ｄ型单线半自动。

２００３年实现无行车重大事故８７７７天，无行车大事故９２２７天，无险性事故５８７７

天，无行车一般事故１７９６天，无责任职工因工重伤事故１７９６天，无责任职工因工轻伤

事故４０１天，无机械大事故９７８７天，无货运大事故１２７２７天，无责任旅客伤亡事故９

６９３天。顺利实现２００４年安全年，安全生产２１６２天。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安全生产

２４０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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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支线公司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７

年　　份 货物发送（万吨） 旅客发送（万人） 运输收入（万元）

２００２ ９８９．８ １８．９１ ３７２２５．２

２００３ １１２７．８ １６．１９ ５０２１８．７

２００４ １１５３．５ ３１．２７ ４４５６７．６

２００５ １０５２０ — ５５３６６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延公司）位于西安市南二环东斜四路２号，１９９４年

７月３１日成立．公司担负包西线神（木北）钟（家村）段铁路客货运营管理；兼营旅游业、

服务业、工商贸易、房地产开发、广告、建筑施工、煤炭生产经销、油田开发、工程设计等。

公司管辖范围为包西线神钟段。运营里程６６９公里。其中：钟（家村）延（安北）段

２８４公里，延（安北）神（木北）段３８５公里。全线有４７个车站，其中：钟延段２６个、延神

段２１个（含线路所１个）。

２００５年，西延公司有７个直属单位：蒲城运输分公司、榆林运输分公司、延安北机务

段、榆林车辆段、坡底中心料库、卧虎山石料供应场和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公司机关设

１３个行政部室：总工程师室、办公室、安全监察室、运输部（含调度所）、人力资源部、计

划财务部、工电部（含安全质量检查大队）、房地产部、信息技术中心、自备车管理办公

室、职工教育中心、退休职工管理办公室、企业管理办公室。党群有党群办公室。职工

总数２９３９人，其中中共党员９２４人。西延铁路公安处受西安铁路公安局和西延公司双

重领导。公司实行条块结合的站区管理体制。运输分公司下设站区，站长统一管理站

区内车、房、水等专业工种。在站区基础上成立工务、电务领工区。负责管内工、电管理

工作。同时，将管内工务自延安南（包西线 Ｋ１０１＋３１４—Ｋ５１８＋０００）、信号自延安南至

神木北站（不含）、通信自钟家村（不含）至神木北（不含）、电力自延安北站至神木北（不

含）交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代为维修管理。

线路桥隧　线路总延长 ８６５．０４１公里。其中：正线 ６６４．６０３公里；站段岔特线

２００．４３８公里，道岔５５０组。正线道口８６处，其中有人看守道口３处，监护道口８３处，专

用线道口（卧虎山）１４处，平过道２９处。桥梁５０２座，７１１８４延米。其中：１０００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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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座／５７３８延米；５００米以上及１０００米９座／５４９９延米；１００米以上及５００米１４５座／

３４０５３延米；２０米以上及１００米１１９座／８１３７延米；２０米及以下２２１座／１７７５８延米。

隧道１２９座，６９２７５延米。其中３０００米以上５座／２０１６０延米；２０００米以上及３０００

米４座／９２８７延米；１５００米以上及２０００米２座／３４４６延米；１０００米以上及１５００米

１１座／１３３６１延米；５００米以上及１０００米３２座／２３０２１延米；最长的寺则河隧道６２１６

米。涵渠１６６５座／３７２６７延米。

通信信号　换算道岔组数（４７站）２０９８．２７组。联锁道岔４８３组。其中：６５０２电气

集中４４站，微机联锁３站。无联锁道岔５２组。半自动闭塞４７个区间６６４．３公里。色

灯信号机：列车高柱３２０架、短柱３０６架；调车高柱４５架、短柱３５５架。道口信号设备３

处，监护道口自动通知信号设备１９处。通信设备总换算３８１７．９２皮长公里。其中：有

线通信设备换算３４０２．３３皮长公里，无线通信设备总换算４１５．５９皮长公里，传输设备

端机４９端。无线列调及车机联控用固定台２７台，车载台４４台，便携台１８６台，列尾装

置９０台。

电力电算　电力设备线路总长９７４．３１２公里。其中：１０千瓦高压架空线路５９２．１４２

公里，３５ｋＶ高压架空线路１０７．８５５公里，低压架空线路８５．７５４公里，１０ｋＶ高压电缆线

路４７．２１６公里，３５ｋＶ高压电缆线路０．３４４公里，低压电缆线路１４１．００１公里。发变配

电设备１０２５台座。其中：变压器２２１台，变压器台１８０座，投光灯塔７１座，高压开关柜

１９８面，低压开关柜（屏）１３７面，配电箱２１１个，箱式变压器７台。电算设备小型计算机

１套，路由器３７套，服务器１９台，交换机６０台，计算机设备１０２台。

机车车辆　公司有机车 ４０台。其中：ＤＦ４Ｂ６台，ＤＦ４Ｄ４台，ＤＦ７Ｃ４台，ＤＦ８Ｂ２０台，ＢＪ

３台，ＤＦ１０Ｄ１台，ＤＦ４Ｂ客２台，租用 ＤＦ４Ｂ１５台。有自备货车１５３辆。其中：Ｇ６２Ｂ３０辆，

Ｇ６２Ａ１２３辆。另有 Ｋ１３Ｎ石碴车２０辆。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３１日，公司实现无责任行车重大、大事故 ２３３４天，无险性事故

１６０９天；无职工死亡４２００天、无重伤事故１４９４天；无重伤事故１４９４天；无责任路外

伤亡事故４１７５天；无责任冲、脱、挤一般行车事故１５７天。有四个单位全年消灭行车责

任一般事故。先后实现“４．６”、“７．１５”、“９．１３”安全生产９００天、１０００天、第六个跨年

安全年和２００５年的安全奋斗目标。

２００５年西延铁路公司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８

指标名称 单　　位 完　成 比２００４±％

换算周转量 万吨公里 ６４０７３０．６ ＋６％

旅客发送量 万人 １９１．３３ ＋９．７％

００３ 陕西省志·铁路志



　续表

指标名称 单　　位 完　成 比２００４±％

货物发送量 万吨 ２１７０．３７ ＋２．５％

煤炭发送量 万吨 １６８４．５７ ＋１．３％

石油发送量 万吨 ４１０．６８ ＋２３．５

旅客列车出发正点率 ％ ９９．８ 持平

旅客列车运行正点率 ％ ９９．８ 持平

货物列车出发正点率 ％ ９５ ＋１．５％

货物列车运行正点率 ％ ９４．９ ＋０．７％

货车周转时间 天 １．５２６ ０．２６

货运机车日产量 万吨公里／台日 ７６．４ —２３．７％

内燃机车万吨公里耗油 公斤／万吨公里 ３０．７ ０．４

运输收入 万元 １０４３５６．７６ ＋９．７％

运输总支出 万元 ９３０４２．４９ ＋１０．６％

营业税及附加 万元 ３３８１．１６ ＋７４．８％

实现利润总额 万元 １０４０９．２５ ＋３８％

运输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换算吨公里／人年 ２２２．９ ＋５．９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２００５）

西安客运段

　　西安客运段为特等客运段，位于西安市环城北路东段４９号。１９７６年６月１日，客

运值乘部分从西安列车段内分出，组建西安客运段。担当西安至北京、上海、徐州、成

都、兰州和管内客车值乘任务，有乘务组 ４６个。

１９９０年，西安客运段升格一等甲级段，段机关设科室１８个，下辖西安—北京空调、

西安—北京特快、西安—上海直快、西安—常州直快、西安—广州直快、西安—南宁直

快、西安—重庆直快、西安—济南直快、西安—延安快车、西安—洛阳直客、以及专运、近

郊、备班等车队１３个，乘务组６７个，担 当９对长途客车和１３对管内客车乘务工作。年

末职工总数３１４５人，其中管理人员１９９人。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６日被郑州铁路局客运公司兼并，同西安车辆段、列车段、宝鸡列车

段、车辆段（客车部分）组成郑州铁路局客运公司西安分公司。２００３年８月客运分公司

解散，９月１日原西安列车段和原西安客运段成立分局客运乘务中心；１２月１日，恢复

西安客运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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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设行政科室１０个：办公室、劳人科、财务科、乘务科、安全科、路风检查科、

收入科、设备管理室、职教科、退管办。党委设党群工作办公室。下设车队、车间１５个，

包括京直车队、京延车队、上海车队、广州车队、扬州车队、南宁车队、厦门车队、烟台车

队、昆明车队、贵阳车队、成都车队、近郊车队、专运车队、旅服车间以及多经、劳司和地

勤仓库。配备乘务班组８８个，其中长途班组７４个，短途班组１４个，正副列车长１６２人，

餐车长、厨师领班 １４８人，运转车长 １９３人。职工总数 ４１６３人，其中男 ２５６５人，女

１５９８人；干部２２６人，工人３９３７人，中共党员１６４８人，共青团员１８４人。担当西安开

往北京 Ｚ１９／２０、Ｔ４１／４２和 Ｔ４５／４６、上海 Ｔ１３９／１４０、广州 Ｋ８３／８４、扬州 Ｋ５９／６０、南宁

Ｋ３１７／３１８、厦门 Ｋ２４１／２４２、烟台 ２１３１／２１３２、昆明 Ｋ１６５／１６６、贵阳 ２３３３／２３３４、成都

２１１９／２１２０、银川２５８５／２５８６次共 １３对长途旅客列车及开往韩城 ７５４１／７５４２和 ４７６３／

４７６４、前河镇５７５４５／５７５４６，渭南７６３１／７６３２和７６３３／７６３４、商南５７５４７／５７５４８等６对管

内旅客列车的乘务工作。担当西安至三门峡西、宝鸡、安康等区段２１７７公里客车运转

工作。

主要生产设备５０台，其中机械动力设备２４台，起重运输设备２６台。年末固定资产

总值２７２６万元、净值１８３２万元。

２００４年９月３０日１９时３８分，Ｔ５６次列车运行至陇海线 Ｋ１１６１＋Ｍ００Ｃ处时，机后

第８位‘餐车８９２７１６’车厢起火，造成一般事故，终止７０１１天的安全成绩。

１９９６年获全路先进安全优质客运段；３５／３６次车队获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最高

奖———保护消费者杯和荣誉证书。４１／４２次、３５／３６次两趟进京列车连续２０次获“红旗

列车”称号。

１９９８年３月８日，Ｔ４１／４２次第四女子包乘组分别获全总女职工先进集体、陕西省

女职工先进集体、陕西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２００１年，Ｔ４１／４２次三、四组被团中央、铁道部命名为“全国青年文明号”。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６日，Ｔ４１／４２次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创建文明行业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

２００４年８月５日，Ｔ４１／４２次旅客列车三、四组获“全国青年文明号十年成就奖”。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西安客运段运输指标完成表

　附表－１９

年 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行包发送

（件）

客车

车辆万

车辆／公里

车补收入

（万元）

餐营收入

（万元）

临　客

（列）

专运加挂

（辆）

加挂扩编

（辆）

１９９１ ３４８１．１ ２００．１ １３．９ ２２３９ ９６１．２ １２９ ５１６ ２０１３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９ ２５２．９７ １４．３ ２～２ １０９３．２ １８８ ５３３ ３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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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旅客发送

（万人）

行包发送

（件）

客车

车辆万

车辆／公里

车补收入

（万元）

餐营收入

（万元）

临　客

（列）

专运加挂

（辆）

加挂扩编

（辆）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９．５ ２９２．４ １５．３ １６９９ １４７７．４ １１６ ３５９ １８６１

１９９４ ２０６９．４ ２８４．５９ １５．９ ４７１２ １６８７．８ １２９ ３２４ ２１３０

１９９５ １４７７．６ ２９６．６ １５．３ ６１２３ １７２１，２ ５３ ２６７ １４７２

１９９６ １５７７．７ ３６０．１ １４．９ ６９６０ １３４０．６ ７５ ２４２ １８６８

１９９７ １４７６．２ ２４８．１ １５．６ ６５３８ １２５１．３ １１９ ２１８ １８０３

１９９８ １３７７．９ ３２８．０ １６．９ ６０１７ １５３４．８ ３７０ １４８ １５５９

１９９９ １３６１．３ ３５４．８ １８．９ ８３０９ １６５７．４ ２７６ ３２６ ２４３５

２０００ １２５８．１ ３６２．２ １９．４ １０３４１ １７６７，２ １０６ ３８３ １１０１

２００１ １２０４．１ ３４３．８ １９．８ ９３６７ １８５３．６ ２５４ ２５４ １４３７

２００２ １３２７．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５ ９８４３ １８２６．３ ２５８ ３８６ １５９７

２００３ １３０８．５ ４３５．７ ２１．９ ８０５６ １５６１．６ ２７６ ３３３ １５３６

２００４ １５９４．８ ４１４．８ ２３．９ １１２６７ １７７３．３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７３７

２００５ １６６２．５ ４１３．３８ ２４．９７ １２１１１ ３１４８ １９９ — １４６１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２－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宝鸡列车段

　　宝鸡列车段位于宝鸡市上马营，系客运乘务和运转乘务为一体的混合性乘务单位，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成立，隶属宝鸡铁路分局。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５日随宝鸡铁路分局并入西

安铁路分局。１９９０年，段机关设股室１０个，下辖宝鸡—连云港车队、西安—成都车队，

近郊车队、旅行服务所、运转宝天车队，宝略车队、略广车队共７个车间，３３个生产班组，

全段职工１４１７人（其中管理人员１０９人）。固定资产原值３６．６万元。

２００５年，段机关设８个科室：安全科、乘务科、行政办公室、劳人科、财务科、职教科、

路风监察科、党群工作室。１３个车队、车间，包括客车队７个：北京队、杭州队、延安队、

连云港队、汉口队、济南队、近郊队；运转车队２个：宝天队、宝广车队。４个车间：旅服、

后勤、多元办、劳司。有客运乘务班组 ３７个，职工 ２１６９人，其中，干部 １０５人、工人

２０６４人。

担当１０对图定旅客列车乘务工作和宝鸡至天水、宝鸡至广元４４对图定旅客列车运

转乘务工作。客运乘务范围：宝鸡至北京西１３７３公里，宝鸡至杭州１７３１公里，宝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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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７３４公里，宝鸡至连云港东１２５６公里，宝鸡至汉口１２００公里，宝鸡至济南东１２３７

公里，宝鸡至安康 ４３２公里，宝鸡至西安 １７３公里，宝鸡至广元 ３５５公里，宝鸡至平凉

１４４公里，宝鸡至社棠１４７公里；运转乘务范围：宝鸡至天水１５５公里、宝鸡至广元３５５

公里。

２００５年，有机械动力设备 ２９台（其中汽车 ７辆），电脑 ２５台，机械设备完好率

９０％，使用率８５％；年末固定资产总值１０６２．３万元。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３日，宝鸡列车段整建制编入郑州铁路局客运

公司西安分公司。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３日，宝鸡列车段重新组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宝鸡列车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２０

年 份 车补（万元） 车辆万公里 列车公里（万公里）

２００３ ２０４４ ９０５６ ６８４

２００４ ２９５９ ９５２５ ７７５

２００５ ３５９８ １０９９３ ８０９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安康列车段

　　安康列车段是铁路旅客运输及客货列车运转乘务综合段，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江北

大街５０号。１９７６年８月１日，安康列车段在第一铁路工程局工程运输处阳平关列车驻

在所基础上组建。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安康列车段客运部分，划入郑州铁路局客运公

司，易名安康客运分公司。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３日，安康客运分公司整建制从郑州铁路局客

运公司划交安康铁路分局领导，１２月１日，安康客运分公司易名为安康列车段。承担西

安—汉中 Ｎ３５３／３５４次、汉中—北京西 Ｋ２６１／２６２次、汉中—广州４７５５／４７５６／２２６９／２２７０

次、安康—汉中４７５７／４７５８次、安康—神木４７６８／４７６９次、安康—西安４７７１／４７７２次，汉

中—西安４７７５／４７７６次、安康—达县６０６５／６０６６次、安康—襄樊７５３３／７５３４次、安康—西

安７５３３／７５３４次等１０对旅客列车和汉中—阳平关５７５５５／５７５５６次路用列车、临客、旅游

列车的客运乘务工作，同时承担安康至达县、广元、略阳等区间１１２０公里旅客列车运转

乘务工作。

２００５年，设９个科室：办公室、劳人科、财务科、安全科、乘务科、路风监察科、职工教

育科、经营科。下设通达、恒通２个多经、集经公司和１个旅服车间、１个整备车间、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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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车间，设西安、广州、北京、榆林４个客运车队，３６个生产班组。党群设党群工作办

公室。职工１６６０人，其中：女１０４８人，男６１２人，工人１５５９人，干部１００人，党员４５３

人，团员６２人，大学本科１２人，专科３７人，高级职称１人，中级１７人，初级４４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铁道部命名 Ｋ２６１／２６２次列车“红旗列车”。国家人事部、铁道部授

予北京车队“全国铁路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安康列车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２１

年　份 输送旅客（万人） 输送行包（万件） 车补收入（万元）

１９９０ ３８２．７ ３７．４ ３２７．１

１９９１ ４４４．９ ３９．９ ４２２．４

１９９２ ５３８．６ ５２．０ ５４３．９

１９９３ ７３６．３ ６８．０ １３４０．９

１９９４ ７３３．９ ７０．０ １１７１．８

１９９５ ５０８．７ ５５．０ １５４４．５

１９９６ ５８２．３ ５８．３ １８８３．０

１９９７ ５４６．２ ７１．６ １４３５．３

１９９８ ６０８．０ ８６．０ １８０９．０

１９９９ ６３２．８ ９５．０ ２１６２．２

２０００ ６５６．５ １７０．８ ２３７８．４

２００１ ８３４．２ １１８．０ ２８５０．０

２００２ ７８１．３ １１５．０ ３４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８４２．５ １４３．７ ２８７４．５

２００４ １０４７．６ １５１５．３ ４６５７．４

２００５ １１４４．７ １５１．４ ５４８８．７

　　注：表中数据选自《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西安机务段

　　西安机务段位于西安车站东北侧，自强东路笃臣巷４２号。前身是民国２３年（公元

１９３４）６月成立的陇海铁路管理局机务第三总段在渭南的临时停车房。民国２４年（公

元１９３５）１月迁至西安，担当整备业务，同时投资建设厂房，民国 ２５年（公元 １９３６）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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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正式成立长安机车厂。民国３０年（公元１９４１）６月，长安机车厂改称长安机务段，直

属陇海铁路管理局领导。１９４９年７月，长安机务段由郑州铁路管理局西安分局接管。

１９５０年５月，客、货车辆检修人员及设备从长安机务段划出，另成立西安检车段。１９５２

年２月，咸铜机务段撤销，并入长安机务段。１９５３年１月，给水、配电车间从西安机务段

划出，另成立西安给水段。１９６０年６月，潼关机务段撤销并入西安机务段。

西安机务段位于陇海线Ｋ１０７６＋９００处北侧，占地８２０００平方米。主要担负北京—

西安—宝鸡段１３６７公里、西安—韩城段２５３公里、西安—安康段２６０公里、西安—瑶曲

段 １８０公里、西安—蒲城段１０３公里、西安—延安段３６６公里旅客列车及西安东—华山

段１１８公里、西安西—铜川南段１５０公里货物列车机车牵引任务，以及西安地区各站区

２１台机车的调（车）小（运转）编解任务。是内、电机车混合运用，客、货、调、小齐全以客

运为主的机务段。

２００５年末，行政设办公、劳人、财务、技术、职教、材料、安全、验收、武装保卫、计划统

计科、电子计算室等１１个科室和汽车队；党群设党群办公室。下辖运用、调车、检修、设

备、监控、整备车间、检测中心、救援列车及东郊、西郊、铜川南折返段。有生产班组２７０

个。职工总数２９３９人。其中男２６１９人，女３２０人；干部１６４人；中共党员８９１人，青团

员１６３人。

配属机车１９４台，其中 ＳＳ１型电力机车１８台，ＳＳ７Ｃ型电力机车５台，ＳＳ７Ｄ型电力机车

５８台，ＳＳ７Ｅ型电力机车４１台，ＢＪ型内燃机车３台，ＤＦ４型内燃机车３７台，ＤＦ７型内燃机

车２８台，ＤＦ１１Ｇ型内燃机车４台。

２００５年提前１１天完成全年运输生产任务。全年检修机车９０７台次；鉴定机车１０９

台，优良率１００％．

５月５日，西安机务段 ＳＳ７Ｅ型０３５号电力机车，司机孟威、副司机谌剑勋机班，牵引

２２０３次旅客列车于１５时４７分到达西安车站４道停车。１６时４８分单机转线入库，运行

中由于中断望，未确认信号，闯过关闭的 Ｄ８信号机，于１６时５２分在４号道岔处造成

机车一、四轴脱轨。２１时３８分起复，２２时１３分开通线路，中断陇海线下行正线５小时

２１分，构成调车脱轨责任大事故。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西安机务段完成机车总重吨公里表

　附表－２２ 单位：亿吨公里　

年 份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机车总重 １３０．２ １３０．０ １４０．１ １５３．２ １８３．８ １９６．９ ２０３．７ ２３２．１ ２４５．９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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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机务段

　　宝鸡机务段建于民国２５年（公元１９３６）１２月，配有ムろ２型蒸汽机车１０台，担当宝

鸡—西安客运任务，隶属陇海铁路管理局。１９５２年，除厂房设施外，全部移交铁道部第

一工程局，支援天（水）—兰（州）铁路建设。西安—宝鸡客车牵引交由西安机务段担

任。１９５２年８月西安机务段在宝鸡设驻在所，１９５３年改为宝鸡机务折返段。１９５６年４

月，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利用原宝鸡机务段车库厂房，重建宝鸡机车车辆段，担负宝成线

北段筑路材料运输及临管运营。１９５８年１月，宝成线交付运营，宝鸡机车车辆段移交郑

州铁路局，改名宝鸡机务段。９月，西安铁路局成立，宝鸡机务段划归西安铁路局。１９７０

年１２月，宝鸡机务段划归新成立的宝鸡铁路分局管辖。１９７８年，略阳机务段撤销，部分

设备、人员并入宝鸡机务段。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宝鸡机务段与原宝鸡西机务段（电力机务

段）合并成为蒸汽机车、电力机车合一的宝鸡机务段。隶属西安铁路分局。

１９９０年，宝鸡机务段设科室１７个，下辖运转、检修、设备、整备及略阳折返段５个车

间，救援列车３个，生产班组１１３个，职工２９９７人。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宝鸡电力机车段整建制划入宝鸡机务段。

２００５年末，行政设办公室、安全科、劳人科、财务科、技术科、验收室、材料科、职教

科、电算室、计统科、武保科 １１科室；党群设党群办公室。车间设运用、检修、整备、监

控、设备、调车车间，略阳折返段、宝鸡救援列车、略阳救援列车、宝鸡折返段。另设：离

退休管理中心、多经办、集经办。有生产班组２６６个。职工３０２０人。其中男２６５０人，

女３７０人；干部２６９人，工人２７５１人；中共党员８５０人，共青团员１３３人。

宝鸡机务段地处宝成、宝天、宝中、西宝“四宝”要冲，担负陇海线宝鸡—新丰镇间

２０２公里货运任务、宝鸡—社堂间１４８公里小运转任务；宝成线宝鸡—广元间３５８公里

客货运输，其中担当 Ｋ２４５／２４６次客车宝鸡直通成都６６９公里牵引任务；宝中线宝鸡—

中卫间４９８公里客货运输和四线调小编解运输生产任务。乘务总里程１５２０公里，线路

最小曲线半径２９７米，最大坡道 ３３‰。调车作业分布：宝鸡、宝鸡东（Ｄ１、Ｄ２、Ｄ３、Ｄ４、

Ｄ５）、卧龙寺、蔡家坡、武功、兴平、千河、安口南、宝鸡南、凤州、略阳、阳平关，计１６个调

车点。

宝鸡机务段配属机车１９１台，其中：电力机车１６６台 （ＳＳ１型５６台，ＳＳ３型２２台，ＳＳ４
型６４台，ＳＳ６Ｂ型２４台），内燃 ＤＦ７型机车２５台。大型精密设备有立式车床 Ｃ５１６型 １

台、不落车轮车床 ＣＡ８０１３型１台、数控不落车轮车床 ＣＫＡ８０１３型１台、ＣＫ８０１５数控动

轮车床１台、轻便龙门刨１台、６５０车床２台、内燃铁路轨道起重机２台、１０吨以上天车

５台、６吨蒸汽锅炉２台、牵引电机反馈试验台１台及牵引电机清洗机１台、牵引电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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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干燥设备１台、污水处理设备１台。年末固定资产总值１１８４７３万元。

２００５年，提前完成年度计划。机车总重较 ２００４年增加 １３４９１０万吨公里，增长

０．９６％；总走行公里比２００４年增加６１．２万公里，同比增长０．９８％；日车公里完成同比

减少２１公里；日产量完成９６．１万吨公里／日，下降１．４万吨公里；平牵总重完成２７８８

吨／列，同比增加５６吨；技术速度完成４７．１公里／小时，下降１．７公里／小时。电力机车

万吨公里耗电为１１５．１千瓦时，全年节电２１５４３千千瓦时；内燃机车单机耗油１９．６千

克，节油１１１０吨。电力机车实际检修率５．１％，内燃机车实际检修率６．３％。全年完成

电力机车小铺修 ４５２台次，同比减少 ４５台次，内燃机车小辅修 ９９台次，同比增加 ９

台次。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３１日，实现无行车重大、大事故 ４７５７天、无设备重大、大事故

１１５０６天、无责任路外伤亡事故１４８１５天、无职工死亡事故２４５４天、无职工重伤事故

６４４０天、无职工轻伤事故２５７２天、无火灾事故７１３天。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获陕西省职工跨世纪立功竞赛先进单位称号。获陕西省委、省政府

第六届“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最佳单位称号。１９９９年１月，省政府授予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先进单位、５月，获陕西省职工跨世纪立功竞赛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４日，铁

道部宣布嘉奖令，颁发“火车头奖杯”。２００４年３月，段党校被授予省级先进基层党校

示范点称号。５月获铁道部设备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宝鸡机务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２３

年　份 机车总重（亿吨公里） 机车总走行（万公里） 机车日车公里（公里／日）

１９９６ ２５５．２ １６９４．７ ３７４

１９９７ ２６１．０ １７６４．０ ３７９

１９９８ ２６９．２ １８５０．０ ３８５

１９９９ ２７８．９ １９７９．８ ３８６

２０００ ２９６．８ ２０７５．７ ３９２

２００１ ２９９．３ ２４５８．６ ３９５

２００２ ２８９．９ ２４２３．４ ３８９

２００３ ３０５．８ ２４９８．４ ３９３

２００４ ３６２．２ ２７７６．９ ４１１

２００５ ３７５．８ ２８３８．１ ３９１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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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丰镇机务段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西安铁路分局撤销韩城机务段和新丰镇机务段筹建组，将韩城机

务段人员、设备迁至临潼区新丰镇地区，成立新丰镇机务段。段中心位于陇海线 Ｋ１０３５

＋４９８处。占地３２０．９亩。西邻新丰镇车站，属西安市临潼区新丰街道办辖区。建段

初，有固定资产２３４３．９万元。

２００５年末，设行政办公室、党群办公室、安全科、劳人科、财务科、职教科、材料科、技

术科、验收室、计统科、武保科、电子计算室、重点办１３个科室。下辖运用、调车、检修、

整燃、监控、设备６个车间；韩城、华山２个折返段，华山、阎良２个救援列车，１个多元经

营公司，有生产班组１８４个。在册职工２４５７人，其中：男２２５７人，女２００人；干部１２４

人（行政１００人，党群２４人）；中共党员６２４人，共青团员４８１人；本科学历６３人，大专

２２１人，中专５９９人，技校８４人，高中１４０５人，初中及以下８５人。

新丰镇机务段是具有运用、检修、监控、整备、救援等多种能力的复合型内燃、电力

机务段，位于陇海线、西康线、宁西线、西韩线和西延线交汇处，是西北交通枢纽新丰镇

路网编组站的重要组成部分。牵引运行区段１１６１公里，长大坡道４５９公里（其中纺织

城—长哨１２１公里，甘井—韩城４５公里，渭南西—西峡２９３公里），占总长３９．５３％。双

机牵引区段６３９公里（蒲城—韩城１７３公里，新丰镇—长哨１５７公里，新丰镇—西峡３０９

公里）。担负宁西线新丰镇—南阳西段４０８公里（新丰镇—丹凤１８３公里，丹凤—西峡

１２５公里，西峡—南阳西１００公里）、西康线新丰镇—安康东段２６１公里（新丰镇—长哨

１５７公里，长哨—安康１０４公里）、侯西线新丰镇—韩城段２０４公里、西延线张桥—阎良

２１公里、钟家村—黄陵１４６公里的货运任务和陇海线新丰镇—华山段８７公里、侯西线

韩城—桑树坪３３公里的小运转、货运任务，以及陇海线华山、罗敷、渭南，侯西线韩城、

新丰镇路网编组站的调车编组任务，并承担内燃、电力机车小、辅修和整备任务。图定

列车７６对。

配属机车１７０台，其中内燃机车６２台（ＤＦ４型４４台、ＤＦ７型１８台），电力机车１０８

台（ＳＳ４１０３台、ＳＳ３型３台、ＳＳ１型２台）。贯通式内燃机车检修库１栋，库内小辅修台位

５个，落轮位２个，计３线６台位；５吨、１０吨双梁起重机各１台，落轮机１台，架车机１

组，牵车装置１套。设矩尽式电力检修库１栋，库内小辅修台位４个；内设 Ｕ—２０００型

不落轮旋车床１台（德国进口），架车机１套，牵车装置２套，边跨安装有５吨双梁起重

机２台，主库安装１６吨双梁桥式起重机和３２吨双梁起重机各１台。有φ３０米主非平衡

式转盘１座，地下机油库１座，计量发油柱２座，地上立式拱顶式１０００立方米燃油罐２

个。机车待班台位１３个。

９０３附　录



２００４年，运输任务完成总重吨公里计划的１３７．５％，机车总走行较２００３年年增加

７８４万公里，日车公里为计划的 １２０％，机车日产量完成计划的１０１．５％。年整备机车

１７２８５４台次，小辅修机车５６５台。２００５年，完成运输总重为年计划的１１５％，较 ２００４

年增长１１９％；平牵总重为年计划的１０４％；其他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均完成计划任务。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重大事故５０９２天，无险性事故１６０６天，无冲脱挤事

故３５０天，无责任职工伤亡事故５０９２天，无责任路外伤５４７４天，无火灾事故９５９６天，

无设备事故９４９６天，无弓网故障３０２２天；连续实现３个安全百日和１个安全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新丰镇机务段运输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２４

年份

机车总重

（２０００前万吨公里）
（２００１后亿吨公里）

机车走行

（万公里）

日车公里

（公里）

机车日产量

（万吨公里）

平均牵引总重

（吨）

１９９６ ３６８８．０ ３４４．０ ３８８ ６１．５ １９５０
１９９７ ４２０３．８ ３６８．６ ３９０ ６４．２ ２０２２
１９９８ ４１４５．８ ３５３．６ ３８６ ６５．０ ２０８８
１９９９ ４２７１．４ ３５０．５ ３８８ ６８．５ ２１９４
２０００ ４４７７．２ ３５２．５ ３９２ ７０．０ ２１５１
２００１ １０９．９ ８１２．１ ４３８ ９２．７ ２７７４
２００２ １６３．６ １０９７．０ ４４０ ９８．４ ２９３４
２００３ １７５．０ １１５８．４ ４２６ ９６．３ ２９９３
２００４ ２８８．７ １９４２．７ ５１１ ９７．７ ２７３１
２００５ ３４４．０ ２３７１．２ ４８９ ８８．９ ２８４７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安康机务段

　　安康机务段地处安康市汉滨区关庙镇，１９７８年 ６月建段。２０００年晋升二等甲级

段。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勉西机务段并入安康机务段。安康机务段位于阳安、襄渝、西康

三线交汇处，承担阳安线和襄渝线安康至达县，宝成线阳平关至广元、阳平关至略阳共

７８６公里客货列车牵引及沿线各站调车作业任务。还承担段属 ＳＳ１型、ＳＳ３型电力机车

的中、小、辅修和 ＳＳ７Ｃ型电力机车、ＤＦ７型内燃机车小、辅修任务。

２００５年末，行政设１０个科室：劳动人事科、计划统计科、职工教育科、武装保卫科、

办公室、财务科、安全科、技术科、材料科、验收室。下设勉西折返段、客机折返段、运用

车间、调车车间、长哨折返段、检修车间、设备车间、整备车间、监控车间、电子计算室、勉

西救援列车、安康救援列车、万源救援列车计１３个生产车间，１３０个生产班组。党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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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工作室。职工总数２８７４人，其中：男２５２７人，女３４７人，干部２０３人，中共党员８６８

人，共青团员２８０人；文化程度：大专以上２６６人，中专８７７人，技校５６６人，高中８２２人；

技术职称：高级４人，中级６２７人，初级１４１０人，工人技师４２人，高级技师２人。

配属机车１７６台，其中 ＳＳ１型 １９台，ＳＳ３型 ４３台，ＳＳ３Ｂ固定重联型 ５０台，ＳＳ７型 ５

台，ＳＳ７Ｃ型３７台，内燃机车 ＤＦ７型２２台。机械动力设备５３３台，原值４８９４．１７万元，主

要有１２５吨内燃起重机１台，１００吨内燃起重机２台，天车２４台，架车机７组，洗车机２

台，机车转向设备２台及机车中修库１个，小辅修库２个。

２００５年，完成总走行公里２０７１．５万公里；完成机车总重３９５６５９０万吨公里，为年

计划的９９．０％；完成列车平均牵引总重３３７８吨，年计划的９９．４％。机车全周转时间

２８．０小时；日产量完成１１５．０万吨公里／台日，为计划的９６．６％。日车公里完成４２２公

里／台日，为计划的９６．６％。完成电力机车中修２５台，小修２８３台，辅修４４１台，小修３５

台，内燃机车辅修３５台，均创建段以来最好成绩。

２００１年，安康机务段获铁道部“职工教育达标单位”、“环保节能先进单位”；２００２

年，共青团６０８号机车包乘组获陕西省“青年文明号”标兵称号；２００４年获火车头奖杯。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安康机务段电力机车运用指标完成表

　附表－２５

年份
机车总重

（万吨公里）

总走行

（公里）

日产量

（万吨公里／
台日）

日车公里

（公里／台日）
技术速度

（公里／小时）
平牵总重

（吨）

全周时

（小时）

检修率

（％）

１９９０ ７５９８１１ ４８６６９０３ ９０．０ ４７５ ４６．０ ２６９２ ２４．８ ４．１

１９９１ ８６８９５７ ５４３９８５１ ９２．６ ４８０ ４６．５ ２７５０ ２４．９ ６．７

１９９２ ９６０８２８ ５７９１４０６ ９２．７ ４６４ ４５．１ ２８９８ ２５．０ ８．３

１９９３ １０４７４０３ ６０９３８６１ ９１．５ ４２２ ４２．０ ２９８７ ２９．２ ９．４

１９９４ １１２５９０９ ６６６５６４２ １００．２ ４１２ ４１．５ ３０９７ ３０．９ １２．１

１９９５ １１３９８０４ ６８９８６１２ １００．５ ４１７ ４１．７ ３０９４ ３０．５ ９．１

１９９６ １１７７６０８ ７１０５８１１ １０１．７ ４２１ ４１．８ ３１３６ ３０．１ １２．３

１９９７ ４２４２９０６ ７５４７２３３ ９７．７ ４０６ ４３．９ ３１０６ ３０．８ ９．６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８７６５ ７９７２２７５ １０２．６ ４２９ ４８．０ ３０９９ ２９．７ ７．２

１９９９ １２８３７８６ ８４６０４５８ ７９．９ ４４９ ４６．２ ３１３５ ２７．７ 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５３００ ８６１７２３５ ７７．９ ４４１ ４４．８ ３１８７ ２８．０ ４．０

２００１ １２８６１７３ ９７５３９７６ ７０．０ ４０５ ４５．７ ３１４８ ３０．７ ４．７

２００２ １２４７２５１ １０４８５０５１ ６１．８ ３４７ ４６．３ ３０４４ ３４．７ ５．６

２００３ １２０２６４８ １０４６８５３５ ６１．４ ３４６ ４７．３ ３０６３ ３１．４ ５．６

２００４ ３８６５１０５ ２２２６１３７３ — — — — — —

　　注：表中数据选自《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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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安康机务段内燃机车运用指标完成表

　附表－２６

年份
机车总重

（万吨公里）

总走行

（公里）

日产量

（万吨公里／

台日）

日车公里

（公里／台日）

技术速度

（公里／小时）

平牵总重

（吨）

检修率

（％）

１９９０ ６２２ ５９８１３５ ４．２ １９４ ４５．６ — １２．６

１９９１ ３２８ ５８７８４３ ３．４ ２５５ ４３．２ — ２１．６

１９９２ ３１０ ５７８４３１ ４．８ ２２６ ４８．１ — ２１．９

１９９３ ２０８ ５９１２４１ ４．５ １５６ ４０．９ — １４．５

１９９４ ２６０ ５５３８４３ ３．７ １２５ ３４．３ — ２５．４

１９９５ １３８ ５４６０５０ ３．１ １５６ ３６．８ — １９．５

１９９６ ４４９ ５１７９２６ ８．７ ３５１ ３３．５ — ２６．０

１９９７ ７１５ ４９４０８１ １３．７ ４２５ ３８．０ — ３０．３

１９９８ ７２４ ５３４８５０ ２０．８ ６８２ ３７．６ — ２６．９

１９９９ １１５３ ５１７３３４ ２０．６ ４６４ ３５．６ — ２１．５

２０００ １２７８ ４９３１３８ ２１．１ ５５６ ２５．０ — １４．７

２００１ １４４０ １０９０７３０ １８．２ ４４６ ２６．０ ４５５ ２５．８

２００２ １０４８ １２０１６４９ ３３．１ ７７７ ３５．７ ４４６ １８．１

２００３ ９４４ １３０４９３３ ３２．７ ６４８ ３６．１ ５０８ １５．８

２００４ １６６４ ２００７４６８ — — — — —

　　注：表中数据选自《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宝鸡机车检修厂

　　宝鸡机车检修厂位于宝鸡市金台区十里铺地区大庆路中段。１９９１年称宝鸡电力机

车修理厂，负责机车大中修，直属郑州铁路局（机务处）领导。１９９３年９月易名宝鸡机

车厂。１９９５年１月易名宝鸡电力机车段，１０月划归西安铁路分局。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

宝鸡电力机车段撤销，整建制并入宝鸡机务段，组建宝鸡电力机车检修分段（对外称宝

鸡电力机车检修中心）。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撤销宝鸡机务段电力机车检修分段（宝鸡电力

机车检修中心），组建西安铁路局宝鸡机车检修厂，对外称西安铁路局宝鸡机车检修段，

承担机车大修、架修及机车大部件大修任务。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安全教育科、计划科、劳人科、财务科、材料科、生产科、技术

科、验收室、质量检验科、基建设备科、电算室、营销服务部、多经办、后勤中心。下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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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机械、电机、设备、配件、电器、内燃 ７个车间。职工总数 １８０７人。其中：干部 １９４

人，工人１６１３人；中共党员７０６人。工人中：高级技师２人，技师１９人，高级工６０５人，

中级工１７７人。

有生产厂房５万多平方米，机械动力设备９９７台。年内新增设备：高速数控车床，电

机鼓风干燥炉，ＤＫＬ制动机试验台。设备完好率 ９６．９７％。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２８９７６．４６万元。

年末，实现无职工重伤事故７７３８天，无职工轻伤事故５５４天。截至１１月３０日，实

现行车无重大、大事故８６２７天，实现行车无除性事故７９３０天，实现行车无一般事故５１

天，无设备一般事故８７９６天。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宝鸡机车检修厂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表

　附表－２７

年　份 大修（台） 中修（台） 年　度 大修（台） 中修（台）

１９９１ ２０ ９８ １９９８ ４２ ９６
１９９２ １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９ ４１ ９１
１９９３ １０ ８９ ２０００ ３２ ８６
１９９４ １３ ８２ ２００１ ２８ １０５
１９９５ １５ １２０ ２００２ ４３ １１６
１９９６ ２７ １０３ ２００３ ５２ ７２
１９９７ ３９ ８２ ２００４ ５０ ９６

２００５ ５０ １３７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２－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

西安供电段

　　西安供电段位于西安市环城北路１３号，１９８７年４月１日成立，１９８８年９月８日正

式运营。原址位于西安市华清东路副１９号。２００２年９月，晋升一等甲级段。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西安水电段撤销，供电职能划归西安供电段，迁入现址。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财务科、供电技术科、电力技术科、材料科、安

全调度科、供电验收室、职工教育科。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有１８个生产车间。其

中，接触网车间５个（西安、渭南、华山、渭南南、商洛），变电车间２个（西安、商洛），电

力车间８个（西安、咸阳、韩城、渭南、新丰镇、灞源、商洛、梅家坪），检修车间、大修队、综

合运输车队各一个。１０３个班组，职工总数１８２２人，其中男１４３３人，女３８９人；工人

１６３６人，干部１８６人；中共党员６５８人，共青团员１４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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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范围：陇海线太要—茂陵（Ｋ９３５＋５５５～Ｋ１１０５＋０６０）、西康线新丰镇—长安

（Ｋ０＋０００～Ｋ５０＋０５８．７７）、宁西线新丰镇—商南（Ｋ０＋０００～Ｋ２４４＋３６６．３）间牵引供

电设备和电力生产生活供电设备的运营维修，以及咸铜线北至铜川车站、侯西线东北至

黄河东岸 Ｋ８０、西延线北至张桥车站、南同蒲线东至黄河桥、西余线、梅七线电力生产、

生活供电设备的运营维修。

牵引供电营业里程 ４６３．９２９公里；正线悬挂 ８１０．３６１公里，站线悬挂 ３５４．１３３公

里，正、站线悬挂计１１６４．４９４公里；牵引变电所１３座，分区亭７座，开闭所１座，其中主

变２６台、１１０千伏断路器２６台、２７．５千伏断路器２０１台、１１０千伏压互７８座、１１０千伏

流互７８座。电力线路２５１３．８４８公里，电力变压器７１９台，１０千伏电力配电所２１座，高

低压配电装置１２３５台（面）。

２００４年，完成牵引供电量７．９亿千瓦时，网损控制在分局计划以内；完成大修任务

８６６．３万元，更新改造１０８１．６万元。变电所维修４６６．５４换算台；接触网维修２２５３．１２

线条公里。电力线路优良率７６．４％，合格率９８．４％；变配电设备优良率７７．１％，合格率

９９．２％；完成供电量９７８７万千瓦时，供电损失率、供电力率、负荷率、变压器利用率分别

为１１．８％、９８．９％、６４．２５％、２６．２％。

２００５年牵引供电量完成５１亿千瓦时，网损控制在局计划以内。完成接触网大修

更改任务１２００万元，完成牵引变电大修更改 ３３６万元。电子基大改工程完成数量

１１５３．７万元，电力检修电线路４７２１公里、变配电及其他设备５５８０台（座），变电所维

修４６６．５４换算台；接触网完成维修２２３．２２线条公里。电力线路优良率达７４．８％，合格

率９７．６％；变配电设备优良率７６．４％，合格率９９．１％；全段完成供电量１０４１５万千瓦

时，供电损失率、供电力率、负荷率、变压器利用率分别为 １１．２％、９８．７％、６０．８％、

２７．８％，全部达到路局下达技术指标。

宝鸡供电段

　　宝鸡供电段原名宝鸡水电段，１９７３年９月建立，位于宝鸡市金台区宝鸡车站东侧

１００米，地处陇海、宝成、宝中铁路干线交汇处，是集牵引供电、电力、给水于一体的综合

段。管辖范围东至陇海线茂陵（Ｋ１１０５＋０４５），西至宝天线社棠（上行 Ｋ１３９１十１７６，下

行 Ｋ１３７１＋６６９），北至宝中线安口窑（Ｋ１３６＋１００），南至宝成线广元（Ｋ３４４＋６９３）。主

要负责牵引供电、电力供电和给水设备的运营维修。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１日宝鸡水电段易名

宝鸡供电段。２００４年９月７日撤销宝鸡供电大修段，整建制划归宝鸡供电段，接收人员

２２３人，其中干部２５人。给水业务划归宝鸡建筑段。１１月１日，略阳供电段撤销，组建

宝鸡供电段略阳供电分段。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劳人科、财务科、材料科、供电技术科、电力技术科、安全调

４１３ 陕西省志·铁路志



度科、职工教育科、质量验收室；多元经营办、集体经营办。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设

２０个车间，其中接触网车间７个，牵引变电车间３个，变电检修车间１个，电力检修车间

１个，电力车间３个，检修车间１个，运输车间２个，接触网大修车间１个，供电管理车间

１个。有生产班组１２９个，其中接触网工区３４个，电力工区１８个，接触网大修班组１１

个。有职工２３５２人，其中男１９３０人，女４２２人，干部２３８人，中共党员９０７人，共青团

员１７８人。

设备设施：接触网正站线 １６４９．８３５条公里，其中正线 １２８１．６７条公里，站线

３６８．１６５条公里；牵引变电所主变４０台（其中含两台移动变），装机容量为１３２０ＭＶＡ；电

力线路２８７５．３１４换算公里，其中自闭线路２６４．９５３换算公里，贯通线路４６４．４６公里。

牵引变电所１９个，开闭所２个，换相所２座，分区亭５座，电力变（配）电所１２个。机械

动力设备１５６台，运输设备１７５台。固定资产总值１２．０７８亿元。

维修任务每年确保完成１００％，基大改任务累计完成５６５项，完成总投资 １５．６亿

元。累计完成牵引供电量７２亿千瓦时，电力供电量６．８亿千瓦时。实现７个安全年，消

灭行车险性及以上事故。２００５年，维修任务完成１００％，基大改任务完成８０项，完成总

投资５３００万元。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宝鸡供电段供电指标完成表

　附表－２８

年　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牵引供电（亿千瓦时） ２．３０ ２．４３ ２．３８ ３．０２ ２．３０ ２．４３ ３．３５ ３．４５ ３．９５ ７．８７

电力供电（万千瓦时） ２８８８．８３０２８．４３３６４．０３３９３．４３５４６．０３７７０．９３８７４．０４１２７．３４３４３．７５１１０．３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安康供电段

　　安康供电段位于安康市江北大道东端，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日成立。１９９０年，生产生活

用电移交安康水电段管理。担负襄渝线胡家营至梁家坝、西康线安康至长安、阳安线安

康至五里区段牵引供电设备的运营和检修任务。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７个科室和２个公司：行政办公室、劳动人事科、安全教育科、技术

科、财务科、材料科、验收室和康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康瑞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下设６

个接触网领工区，３个变电领工区，３个电力领工区，５个车间和１个接触网大修队，计

１８个生产部门，９６个生产班组。党群设党委、纪委、工会、团委。党委下设办公室、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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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职工总数１１７３人。其中：干部１２９人，占总人数的１１％，专业技术人员１０７人，占

总人数的９．１％，其中：中级２９人，初级７８人。工人１０４４人，占总人数的８９％。其中

主要工种人数：接触网４７２人，变电值班工１３３人，配电值班工７３人，电力工１２６人，检

修人员１７２人。中共党员３５７人、共青团员１１０人。

１２月１４日，新成立安康供电所，负责安康、汉中供电管界内的牵引供电调度工作，

内设６个供电调度台。１２月２６日，领工区全部更名车间。撤销安康电力检修车间、镇

安检修车间、柞水接触网领工区。调整后车间数１５个，班组数８９个。

管辖接触网正线 ７０７．９６９公里，接触网设备 ９７９．５９４线条公里，电力贯通线

７１８．８９９公里，牵引变电所１９座，配电所 １４座。牵引变电设备主要有：牵引主变压器

７６３ＭＶＡ／３８台，各类断路器 ２３７台。电力配电设备主要有：变压器 ４２５７０．２ｋＶＡ／４４７

台，变压器台（室）４１６座，照明灯塔（柱）３５７座。汽车２３辆，汽车起重机１辆，接触网作

业车２９台，轨道车３台，轨道起重机２台，接触网巡检车２台，平板车３１台。

至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实现安全生产１６７３天，无责任弓网故障１６７３天，无人身重伤

及以上事故２５００天。

２００３年，获陕西省计量工作先进单位。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安康供电段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２９

年 份
牵引供电量

（百万ｋｗｈ）

跳闸总件数

（件）

跳闸总停时

（分）

平均停时

（分）

１９９０ １４１．２１ ２６２ ２３２８ 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５７．６６ ２６０ １７２２３ ２８．６
１９９２ １７９．２２ ３１９ ３００６ ４３
１９９３ １９１．１６ ２３６ ２６１１ １１．１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０７ ２４２ １１２５ ４．７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８７ １７８ １６００ ３０．７
１９９６ ２０９．８０ ２０２ １４３１ ２３．５
１９９７ ２２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８１３ ２７．５
１９９８ ２３１．００ １９４ １１９５ ２１．０
１９９９ ２４２．２０ ２２２ １１８４ １８．８
２０００ ２４８．７０ １７７ １５１４ ２９．０
２００１ ２３６．１９ １５６ ９７０ ２７．３
２００２ ２４２．３５ １５０ ９４７ ２６．７
２００３ ２３８．５３ １５１ ９２０ ３１．７
２００４ ２５８．２５２ １１１ ３２２ １４．６
２００５ ４０５．１１７ １５０ １１４０ １５．９

　　注：表中数据选自《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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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供电段

　　汉中供电段位于汉中市汉台区天台路道北东侧，１９７６年８月成立。担负阳安线牵

引、信号等生产供电、沿线站区部分生活供电及设备养护维修任务。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安全教育科、供电技术科、电力技术科、材料科、劳动人事科、财务科、

办公室、验收室、信息检测中心、多元办１０个科（股）室，下设综合运输车间、汉中接触网

车间、西乡接触网车间、汉阴接触网车间、汉中电力车间、西乡电力车间、汉中变电车间、

汉中变配电检修车间和勉西检修车间等９个车间，有４２个生产班组。党群设党群工作

办公室。职工总数６７１人，其中：男５２４人，女１４７人，干部７８人，中共党员２４４人；文化

程度：大专及以上９５人，中专２０２人，高中１６１人，技校１３９人，初中及以下８６人。干部

专业技术职务：中级１６人，初级３６人。有工人技师６人，高级工２９２人。

汉中供电段有接触网设备５６５．６７８线条公里，均为全补偿链型悬挂，供电方式为直

供，部分区段加回流线；变电设备有牵引变电所１０座；电力设备有电力变压器１５台、架

空线（含贯通线）５５３公里、配电所７所；运输设备有接触网作业车１１辆，轨道车２辆，轨

道起重机１台，放线车１辆，平板车１４辆，接触网巡检车１辆，各型汽车１４辆。

至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实现安全生产２６８１天。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汉中供电段牵引供电生产指标完成情况表

　附表－３０

年　份
牵引供电量

（１０６千瓦时）

百万度跳闸

（件）

跳闸总件数

（分）

平均停时

（分）

１９９０ ７８．１６ ２．１０ １６３ ８．０２

１９９１ ７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１８ ９．７８

１９９２ ７６．５３ １．７２ １３２ ２６．０７

１９９３ ７６．２５ １．５２ １１６ ３８．５１

１９９４ ７６．２８ ２．１８ １６６ ２１．２０

１９９５ ８０．０９ １．６７ １３５ ６．４３

１９９６ ８６．１９ ０．３２ ８５ ２４．４０

１９９７ ７３．０１ ０．２８ ８８ ３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８１．６２ ０．３７ ８９ １３．８０

１９９９ ８９．０６ ０．４２ １１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８９．９２ ０．２２ １０４ ２０．７５

２００１ １５０．５８ ０．２８ ８８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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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牵引供电量

（１０６千瓦时）

百万度跳闸

（件）

跳闸总件数

（分）

平均停时

（分）

２００２ ２１９．２４ ０．０１５ ２５ １６．９６

２００３ ２３２．００ ０．０８ １９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６９．６３ ０．００９ ６４ ２５．３０

２００５ ２６５．３２８ ０．０７５ １５０ １５．３６

　　注：表中数据选自《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西安工务段

　　西安工务段位于西安环城北路西安车站东侧。担负陇海、宁西、西康、南同蒲、西

户、咸铜、太西线部分区段的线桥路养护维修工作。

西安工务段民国２４年（公元１９３５）７月建段，名为长安第三工务段，管辖灵宝至宝

鸡３６８公里线路。民国３５年（公元１９４６）１０月，长安第三工务段修建宝天段人员返回

西安，组建长安工务总段，下设华阴、长安、宝鸡三个分段，管辖陇海线９２１～１２２８公里

共３０７公里线路。

１９５０年２月，撤销长安工务总段，华阴、长安两个工务分段合并为长安工务段，管辖

潼关至咸阳１５９公里线路，９月，新丰镇以东划归新成立的潼关工务段，三原工务段划入

长安工务段，管辖陇海线新丰镇至咸阳、咸铜支线全线共２０２公里线路。１９５２年７月，

长安工务段改名西安工务段。

１９９０年，有车间４２个，其中线路领工区２６个、桥路领工区１０个、机械化线路领工

区２个、大修队１个、综合领工区 １个、林场 １个、道口交警队 １个；班组 １５３个，职工

２３６８人。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华山采石场易名华山石料供应段。２００２年６月，成立商州

工务段筹建组。２００３年４月，商州工务段筹建组易名新丰镇工务段筹建组。２００４年１

月，新丰镇工务段筹建组整建制划交西安工务段，改称西安工务段宁西线管理中心。１１

月２０日撤销华山石料供应段，整建制划拨西安工务段，改称西安工务段华山石料供

应站。

２００５年，段机关科室８个。行政设办公室、技术科、安全调度科、材料科、劳动人事

科、财务科、职工教育科。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下设车间 ３２个、班组 １１７个。其

中：线路车间２０个、桥路车间８个、大修队１个、综合领工区１个、林场１个、石料供应站

１个。职工总数２９２１人。其中男２５１５人，女４０６人；干部２５８人，工人２６６３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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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７９７人，共青团员１１７人。

管辖区段线别：陇海线大要—茂陵（Ｋ９３５＋５００～Ｋ１１０５＋０００）、南同蒲线风陵渡—

华山（Ｋ８４９＋５００～Ｋ８６９＋２１８）、西康线新丰镇—长安（Ｋ０＋０７１～Ｋ４５＋５００）、宁西线

新丰镇—商南（Ｋ０＋０００～Ｋ２４８＋２５８）、咸铜线咸阳—咸阳北（Ｋ０＋０００～Ｋ１＋１５７）、西

户线西安—户县（Ｋ０＋０４１～Ｋ４０＋６２５）和太西线８１１线路所—新丰镇（Ｋ８１１＋２００～

Ｋ８１７＋３２３）。

华山石料供应站的主要产品是路用标准一级道砟，承担陇海、咸铜、侯西、梅七、西

康等线路大、中修用道砟及宁西新线建设用砟的生产供给任务，洛阳至三门峡段的部分

线路少量维修供砟任务，以及工程等部门有特殊要求的石料生产供应任务，还可利用生

产道砟附料筛分公路、建筑及民用等多种规格的石砟。

西安工务段管辖线路总延展长 １３０４．９６３公里。其中正线 ７８２．３８３公里，站线

４３６．７４３公里，其中到发线２２０．８９３公里，段管线６１．９４９公里，岔线１８．２８５公里，特别

用途线５．６０３公里。道岔１８６６组。桥梁 ３８１座，５３６６８延展米。隧道 ８０座，９２３２８

米。道口４９１处。地道９座、３１９米，涵渠１３７５座、４４００９米。加上多种机械设备，固

定资产原值１４２７２４．７７万元。至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３１日，实现无责任行车重大、大事故

１０４９２天。

阎良工务段

　　阎良工务段的前身三原工务段，民国３０年（公元１９４１）１２月咸同支线通车运营后

成立。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韩城工务段并入三原工务段。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三原工务段迁至阎良

改名阎良工务段。

２００５年，行政科室有办公室、劳人科、财务科、材料科、职教科、技术科、安调科７个；

党设党群综合工作室。下辖生产车间：肖家村、阎良、梅家坪、铜南、耀县西、前河、禹门

口、韩城、龙亭、合阳、韦庄、蒲石、张桥１３个线路车间；阎良、寺沟、韩城、张桥４个桥梁

车间；中修队１个、综合车间１个、多经公司１个、集经公司１个。生产班组１０５个。职

工总数１９０２人。其中男１５８５人，女３１７人；干部２１５人，工人１６８７人；中共党员８８９

人，共青团员９２人。

担负咸铜线１３２．７５２公里（Ｋ１＋１５７～Ｋ１３３＋９０９），梅七线６９．１９９公里（Ｋ２＋０３６

～Ｋ７１＋２３５），侯西线 ２１１．６９３公里（Ｋ７６＋０８９～Ｋ２８７＋７８２），太西线 ３７．４１８公里

（Ｋ７６５＋９１７～Ｋ７６７＋６６５、Ｋ７７５＋５３０～Ｋ８１１＋２００），下桑线１２．７６４公里（Ｋ０＋０００～

Ｋ１２＋７６４），关惠线１．８６９公里（Ｋ０＋０００～Ｋ１＋８６９），惠八线１．４５３（Ｋ０＋００～Ｋ１＋

４５３）等线路、桥梁和隧道养护维修任务。同时承担４７条、１０２．７９１公里专用线代理维修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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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良工务段管辖线路总延展长 ７２０．８７２公里。正线 ４８１．２８６公里，站线 ２０８．８０４

公里。段管线２１．７０９公里，岔线５．３６８公里，特别用途线３．７０５公里。按轨型分：Ｐ６０

轨３５６．５７２公里，Ｐ５０轨１４８．１３５公里，Ｐ４３轨１９８．７１１公里，Ｐ４５轨１４．０６４公里，其他

型号３．３９公里。道岔８７１组。正线道岔３５２组，段管线道岔３０组，岔线道岔１４组，特别

用途线道岔９组。曲线２８８条，延展长１３１．９５７公里。木枕地段１３１．３５１公里，砼枕地

段５２４．７２９公里，宽轨地段０．０４５公里。桥梁１４２座８７８２．０９米，隧道７３座２４２２６米，

涵渠９３６座２８５５５处米，跨线桥２７座９３６米，河调１４４３处２６０００２立方米，灰坑１８座

６３２米，路基总长６８８．４７５千米。管辖道口１７４处，其中有人看守道口２９处，无人看守

道口１４５处，平过道及人行过道２０５处。各种机械动力设备４６０台。年末固定资产总值

１５７８９４．１７万元。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行车责任事故１１天。

自１９９１年，连续８年获铁道部安全优质工务段称号。

宝鸡工务段

　　宝鸡工务段位于宝鸡市曙光路５３号，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成立，管辖

咸阳以西，陇海线１０７９公里 ～１２２８公里，正线１４９公里，站线 ２４．５６４公里，道岔 ８８

组，桥梁５０座，涵渠１４０座，隧道１座。隶属于陇海铁路管理局工务处。民国三十五年

（１９４６年）８月，名为长安工务总段宝鸡分段。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改名宝鸡工务

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正式成立宝鸡工务段，隶属西安铁路分局。１９５８

年９月，直属西安铁路管理局工务处。１９７０年１月，段迁眉县，改称眉县工务段。１９７１

年３月迁回宝鸡，恢复原名。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５日，随宝鸡铁路分局并入西安铁路分局。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宝鸡西工务段和颜家河石料供应段整建制并人宝鸡工务段。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保卫）、线路科、桥路科、财务科、材料科、安全调度科、劳动

人事科（退管办）、职工教育科、主任巡守室、安全检查组、道口室、专线办、鑫强公司、经

营开发公司、集体企业和颜家河石料供应站１６个科室。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下设

３１个车间１３１个班组。其中西宝线设兴平、常兴、虢镇、东场、宝鸡５个线路车间和宝鸡

１个桥路车间；宝天线设福临堡、坪头、东口、拓石、建河、元龙、社棠、宝天维修工队８个

线路车间，晁峪、马家湾、凤阁岭和伯阳４个桥路车间；宝中线设神峪河、陇县、千阳、千

河和宝中维修工队５个线路车间，安口窑、陇县和冯家山３个桥路车间；下设大修队、兴

平林场和第一、第二综合车间。职工 ３３２１人。其中管理人员 １３７人，技术人员 １３１

人，工人３０５３人，中共党员１３６０，共青团员８３人。

担负陇海线宝鸡—茂陵、宝鸡—天水、宝中线宝鸡—安口三条线的线桥路设备管理

和养护维修任务。线路延展长１１２２．４３８公里，其中正线７１２．５０４公里，站线２９４．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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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段管线３４．２２０公里，道岔总计１３４１组，桥梁６８０座／６７９１１延长米，隧道２０５座／

１０４３９８延长米，管辖正线道口５０处，其中有人看守道口１处，监护道口１０处。

担负陇海线上行 Ｋ１１０５＋０００～Ｋ１３９１＋１６０，陇海线下行 Ｋ１１０５＋０００～Ｋ１３７１＋

６６８，宝成线宝鸡１７号岔尖至Ｋ３＋７４０；宝中疏解线虢镇６６号岔尖Ｋ０至１９千河４号岔

尖，宝中联络线卧龙寺７号岔尖至千河２３号岔尖及宝东Ⅰ、宝东Ⅱ的线路、桥梁、隧道

等养护和维修任务。同时承担沿线县市企业５７条１１５０．４８４公里铁路专用线代理维修

任务。

有轨道车１４辆，中型道床清筛机１台，载重汽车２２辆，起重机１台，捣固机６８台，

电动捣镐２０组，金属切削机床１３台，锻压剪冲设备８台，卧式快装２吨锅炉２台，空压

机７台，钢轨探伤仪３６台，焊缝探伤仪２４台，电脑４８台。机械设备完好率９０．７６％，利

用率１００％。２００５年末固定资产总值７９．１亿元。

略阳工务段

　　略阳工务段位于宝成线略阳车站，１９５５年５月建立，原名略阳工电段，隶属铁道部

第二工程局临管处。１９５７年临管处撤销，移交成都铁路局。１９５８年１月，正式成立略

阳工务段，仍属成都铁路局。１９５８年９月移交西安铁路局。１９７５年１月划归宝鸡铁路

分局。１９８７年３月，随宝鸡铁路分局并入西安铁路分局。

１９９０年，略阳工务段设股室２１个，下辖马蹄湾、略阳、乐素河、巨亭、阳平关、大滩、

朝天、冉家河８个养路领工区，徐家坪、乐素河、阳平关、燕子砭、朝天５个桥隧领工区，

马蹄湾、王家沱、阳平关、大滩、朝天５个路基领工区，略阳综合领工区，大修队和修配

所，共２６个领工区（队、所、场），５７个工区 （班组）。有职工１６０７人，其中管理人员１４２

人，生产工人１４６５人。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 ２０日，略阳、凤州工务段合并，组建新的略阳工

务段。

略阳工务段地处秦巴山区、嘉陵江中上游，山高坡陡，地质结构复杂，线路曲线多、

半径小，桥、隧、涵相连。秦岭以北线路坡度２６‰、最大３０‰，客车双机牵引，货物列车

须三机牵引，才能迂回盘旋８００米翻越秦岭。秦岭以南线路临江靠山，沿嘉陵江蜿蜒而

下。每年汛期，崩塌落石、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是铁路局防洪重点区段之一。

２００５年段行政设办公室、安调科、线路科、桥路科、劳动人事科、财务科、材料科、职

教科、多元经营管理办公室、主巡领室。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全段２３个车间，有宝

鸡南、秦岭、凤州、徽县、白水江、略阳、巨亭、阳平关、大滩、朝天１０个线路车间，观音山、

七里坪、两当、虞关、马蹄湾、乐素河、阳平关、燕子砭冉家河９个桥路车间，另设凤州、略

阳综合车间、阳平关中修队、燕子砭机工队４个车间。生产班组１１９个。有职工２８１９

人，其中男２３１６人，女５０３人，干部３０２人，中共党员１０１１人，共青团员１０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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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管辖宝鸡广元间及阳安线３６个站计５８３公里线路及桥、隧、涵。宝成线北起宝鸡

南站 Ｋ３＋７４０，南到冉家河广元间（与成都局交界）ＺＫ３４２＋０５５，全长３３８．２１６公里；宝

成线阳平关广元间为双线。宝成上行线起点：阳平关北端２３＃岔尖 ＶＫ＝ＺＫ２６７＋８３４至

南端至冉家河站广元间 ＶＫ３３８＋１０８（７０．２７４公里）。阳安线：起点（阳平关北端岔尖）：

Ｋ０＋３８５．００～Ｋ４＋６３５．００（长４．２５公里）与安康分局交界。宝成线与阳安线联系线

Ｋ０＋０００．００～Ｋ２＋６２６．００（长２．６２６公里）。全段营业长度３５２公里。宝成疏解：起点

在灭火沟站１＃道岔 Ｋ２６１＋５２６处，终点在阳平关站复交道岔３３＃岔中，长６．５２２公里。

线路设备：正线４２１．８８８公里，站线１２１．３２７公里；道岔５５６组，正线曲线７４１条，延

长２２７公里。其中Ｒ３５０及以下曲线３０９条，延长１０２公里；Ｒ４５０以下至Ｒ３５０曲线１４４

条，延长４５公里；Ｒ４５０以上曲线２８８条，延长８０公里。最小半径为２９７米。

桥路设备：桥、隧、涵计１５６０座，总延长１７１．３公里，占正线延长的４１．６％。（其中

桥梁６４０座／延长２５．２２２公里，涵洞５９３座／延长１４．０９３公里，隧道３２７座／延长１３２．０５

公里。）山头９３４座。

动力设备：有汽车、起重机 ２４台，轨道车 １３台、车、铣、刨、钻床等机加工设备 ２６

台，养路机械设备４０９台。固定资产４９７９６３．１５万元。

２００５年略阳工务段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表

　附表－３１

项　　目 实际完成

正线综合维修（公里） ９５．５

站线综合维修（公里） １７５．５

道岔综合维修（组） ２３６

线路中修（公里） １４．０３２

桥梁维修（座／米） １８５／１１１０６

隧道维修（座／米） １１２／５１８８０

桥路大修（万元／件） １７１．６／３

路基大修（万元／件） ３４３．１／１１

防洪工程（万元／件） ９７．１／６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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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工务段

　　安康工务段位于安康市汉滨区江北办进站西路２号，１９７３年筹建，１９７８年６月１日

成立。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前，安康工务段担负阳安线、襄渝线、西康线３２５．４８９公里线路、桥

梁、隧道、涵渠、路基设备养护维修任务。其中正线１９７．３９６公里，站段岔特线１２８．０９３

公里，无缝线路总长１４５．７５４公里；道岔３９４组，曲线１６３条，桥梁１４１座，隧道９８座，涵

渠１９５座。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镇安工务段撤销，并入安康工务段。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７个科室：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财务科、技术科、安全调度科、职工

教育科、材料科。下设线桥车间、机械化线桥维修车间、中修队、综合车间等１８个车间，

７２个生产班组。党群设党群工作办公室，辅业设多元经营管理办公室。在册职工１７７９

人，其中：男１５１５人，女２６４人，干部１７０人。

担负阳安线、襄渝线、西康线，延展长度５５４．６９９公里线路、桥梁、隧道、涵渠、路基

设备的养护维修任务。其中：阳安线 Ｋ３５５＋８７２～Ｋ３５６＋５５６，延展长度０．６８４公里；襄

渝线 Ｋ１７４＋９９４米 ～Ｋ３１２＋０００，延展长度１３７．０７１公里；西康线 Ｋ４５＋５００～Ｋ２６７＋

４８７，延展长度２４４．９７８公里（其中上行２２．９９１公里，下行２２．７１２公里、单线１９９２７５公

里）；正线３８２．７３３公里，站段岔特线 １７１．９６６公里，站线 １４５．１９４公里，其中到发线

９０．４３３公里，段管线２３．４６８公里，岔线２．３４６公里，特别用途线０．９５８公里。无缝线路

总长１６４．５６０公里；道岔５３０组，曲线２６７条。桥梁２６５座４３８８３米，其中：特大桥９座

５７８９米、大桥１１３座２８７９５米、中桥１２７座８９７３米、小桥１６座３２６米；隧道１７４座

２２５４９８米，涵渠３５５座１６５７６米，明洞４座６８６米。２００５年，有机械动力设备５１８台

（辆），其中汽车２７辆，轨道车１６辆，各种机床、探伤仪器、小型养路机械４７５台件，固定

资产９５４．１万元。

２００５年末，实现无责任重大、大事故８０９１天，无责任险性事故５４１５天，无责任一

般事故９８９天，无职工重伤事故８７２２天。

汉中工务段

　　汉中工务段位于汉中市汉台区北关汉中火车站道北，前身是１９７６年８月成立的勉

西工务段，１９７９年 ９月迁至勉县，易名勉县工务段，１９９６年迁汉中，称汉中工务段。

１９９８年，西乡工务段整建制并入汉中工务段。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劳人科、计财科、技术科、安调科、材料科、职教科７个科室。

下设宁强、勉西、城固、沙河坎、石泉、恒口 ６个线路车间；勉县、西乡、汉阴 ３个桥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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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汉中大修队西乡机械化线路维修工队和西乡桥路维修机工队；综合车间。辅业有多

元经营公司和汉阴石料供应站。职工１６９０人，中共党员３６９人，共青团员６８人。其中

干部１６８人，其中技术干部８６人；工人１５２４人，其中初级工３４３人，中级工９４人，高级

工１０８５人，工人技师１０人。

汉中工务段担负阳安线 Ｋ４＋６３５～Ｋ３５５＋８７２线路及桥梁、隧道、涵渠、路基养护任

务。其中，正线营业里程３５１．２３７公里，线路总延长５０５．７０４公里；站线１３９．９１９公里

（含到发线）；无缝线路总长３５１．２３７公里；道岔４４５组；曲线３１６条１５６．６８４公里；道口

２６处，其中有人看守道口６处，无人看守道口８处，监护道口１２处；桥梁３５１座２７．２２１

公里；隧道１４７座６０．８０６公里；涵渠１２２２座３１．２５４公里；路基延长２０８．６６１公里；企

业、军事专用线２２条，３８．２３１公里。辖区线路坡度最大２０‰，每年汛期，崩塌落石、山

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是铁路局防洪重点区段之一。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责任行车一般及以上事故２９天，无责任人身轻伤及

以上事故３２３１天。

西安线桥大修段

　　西安线桥大修段位于西安市灞区柳寨路１０８１号，前身是咸阳桥隧工程段，１９７９

年４月１日成立，名为咸阳桥隧路基大修队。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划归西安铁路分局管辖；

１９８７年更名咸阳桥隧工程段。１９９０年，有职工１０７６人。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日易名咸阳

桥隧工程公司。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公司撤销，与虢镇线路工程段、灞桥大机段筹建组组成西

安线桥大修段。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汉中线桥大修分段整建制划交西安线桥大修段。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办公室、线路科、桥隧科、财务科、材料科、设备科、劳人科、安调科、

教育中心。党群设党群工作部。下设线路一、二、三、四、五、六工程队、桥隧一、二、三、

四工程队、机械化线路队、机械化施工队、修配所、焊轨厂、劳动服务公司，生产车间１５

个，班组６８个。在册职工１４６５人，其中男１２０２人，女２６３人，干部２３５人，工人１２３０

人，中共党员６５４人，共青团员８２人。

承担铁路局管内线路大中修、机械稳定捣固，长轨焊接及无缝线路铺设，桥梁隧道

大修、更改、平改立工程。

有机械设备８４０台，其中大型捣固车１０台，中型清筛机１０台，动力稳定车２台，中

型轨道车３３台，起重机械１４台，挖掘机３台，装载机３台，焊机３台等，固定资产总值

２．１７亿元。

２００５年完成桥梁加固 ４座，隧道加固 ４处，扩孔、箱涵、立交、明洞及防护工程 １６

处，桥隧产值４１５８万元；完成线路清筛５１公里，换枕６３１６２根，铺设无缝线路３８６公

里，线路稳定捣固１８００公里，实现产值２．０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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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重大、大事故１５４４４天，无险性事故２０８３天，无人身

轻伤事故１２９２天。

西安电务段

　　西安电务段位于西安市环城北路东段５３号，西安车站西侧。西安电务段民国２６

年（公元１９３７）成立，称长安第四分段，隶属陇海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电务课，民国３５年

（公元１９４６），改名长安电务段，隶属陇海区铁路管理局运输电信课。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隶属郑州铁路管理局西安分局运输分处。１９５３年１月，改名西安电务

段，归郑州铁路管理局。１９５８年１月，划归西安铁路分局，９月，直属西安铁路局。１９７０

年１２月，划归西安铁路分局。１９９０年末，西安电务段辖区东起港口、潼关，西至咸阳西；

北至咸铜支线铜川、梅七支线前河镇；南至余下，共有５５个站６４５．５营业公里的通信、

信号设备。西安电务段设科室２０个，下设领工区（队、所）３１个，生产班组１７８个，有职

工１５４５人。

２００１年３月，全路产业结构性调整，通信部分剥离，成为纯信号业务电务段。２００４

年１１月，生产力布局调整，撤销西安、宝鸡、阎良、略阳四个电务段建制，合并成立西安

铁路分局西安电务段，下设宝鸡、阎良、略阳电务维修中心３个。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６日，撤

销宝鸡、阎良、略阳３个电务段维修中心，西安电务段升格正处级单位。

２００５年末，行政设科室８个：办公室、劳动人事科、技术科、安全调度科、财务科、材

料科、信号试验室、职教科；党群科室１个：党群办。下辖生产车间２３个，生产班组２３２

个。职工２７８６人，其中男２１０１人，女６８５人，管理干部１３９人，技术干部３２５人，工人

２３２２人，中共党员１１７７人，共青团员２０１人。

管
$

有营业线１３条，其中干线９条（陇海线潼关至社棠、侯西线下峪口至阎良、太

西线张桥至新丰镇、宁西线新丰镇至商南、南同蒲线风陵渡至华山、宝中线宝鸡至安口

窑、西康线新丰镇南至纺织城、宝成线宝鸡至冉家河、阳安线）；支线４条（咸铜线咸阳至

铜川、梅七线梅家坪至前河镇、西户线西安至余下、下桑线下峪口至桑树坪）；总里程

１８０６．７４９公里。

信号设备折合换算道岔３６８０３．３１２组。其中管辖站／场２０１个（车站１８８个，车场

１０个，编组场３个；含６５０２电气集中１６１／２个车站／场，计算机联锁２７／５个站／场，非集

中联锁站场６个），自动闭塞６２８．９７５公里（三显示自动闭塞１５６．５２７公里，四显示自动

闭塞４７２．４４８公里），半自动闭塞设备２８０台，计轴闭塞４２０公里；道岔３８１２组；信号机

６９６９架；轨道电路６１７７区段（含站内５３８６区段，区间７９１区段）；自动道口信号 ４５

处；机车信号５５１台；信号电缆３５７６４条，区间电缆２５２８．２２４公里；电源屏１０２６面，控

制台／数字化显示仪２０４面，继电器２２７３７０台。计算机联锁设备（缓行器１５３组，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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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６４台，联锁机６４台，终端机２０台，维修机３２台，其他３８０台），微机监测设备（监测

机１０９台，监视机 １５６台，采集机 ６５９台，站机 ２２０台，车间机 １０７台，其他 ２５１６台），

ＤＭＩＳ调度中心设备（服务器９台，网络交换机９台，投影仪８台，磁盘列阵８套，工作站

２４个，投影控制器８个，投影屏幕８个，其他１４５个）。年末固定资产原值９．６亿元，净

值５．２９亿元。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西安电务段连续３年被评为部级安全优质电务段。长途通信三优

评比中，西安长机室评为部级优秀。获部优秀中修段称号。１９９７年，被铁道部定为维修

体制改革示范段，同时被评为部先进信号中修段。２００１年，全总授予“模范职工之家”

称号。

安康电务段

　　安康电务段位于安康市江北，成立于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万源电务段撤销，整建

制并入安康电务段。２００１年３月，通信业务剥离出去。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汉中电务段撤销，

整建制并入安康电务段。安康电务段担负襄渝线胡家营至梁家坝、西康线长安至吕河、

阳安线徐家坝至五里铺站信号设备养护维修，设备换算道岔１１２１４组。

２００５年，行政设９个科室２个公司：办公室、计划财务科、劳动人事科、职工教育科、

安全调度科、信号技术科、质量检查科、材料科、信号试验室，恒通电信有限公司、汉中铁

信工贸有限公司。党群设党群办公室。下设１２个车间、１１８个班组。有职工８４５人，其

中男６３３人，女２１２人，干部２２５人。文化程度：大学２７人，大专１４２人，中专２８０人，中

技１３０人，高中１７６人，初中以下９０人。专业技术人员２０８人，其中高级２人，中级２６

人，初级１８０人。工人６２０人，有技术等级５２７人，其中工人技师４人，高级工２３９人、中

级工２４６人、初级工３８人。有中共党员２５９人。

２００５年，安康电务段管线长９６６．８５４公里，闭塞设备９６６．８５４公里，电气集中车站

８４个。机车信号设备 ２２６台 ９６６．８５４公里。其中，计算机联锁车站 １１个，联锁道岔

１１４４组，非联锁道岔１３２组；色灯信呈机２１８８架，自动化驼峰２个，轨道电路区段１８０１

个，电缆线路１２１５９１条／８９５６百米。

至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重大、大事故１００７６天，无行车险性事故７９４６天，无人身死

亡事故１００７６天。信号机、轨道电路、电动转辙机、机车信号设备的综合合格率、优良率

分别为９８％和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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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安康电务段生产任务完成表

　附表－３２

年　份

信号维修（项） 基＼大＼改任务

完　成 项
完成

（万元）

成本

（万元）

劳动生

产率

（组／每人）

１９９０ … １５ ４９６．３ ３１８．２ …

１９９１ … ２１ １０６．５ ３６１．４ …

１９９２ … １８ １８３．８ ６０２．４ …

１９９３ … １９ ９５．１ ４２４．１ …

１９９４ ３５ ６１ ６２８．１ １１５７．６ ４．９７

１９９５ ３５ ３９ ７０５．６ １３２２．６ ４．８５

１９９６ ３５ ３６ ２６８．６ １２６０．７ ６．０７

１９９７ ３２ ５７ ５７０．６ １５１６．４ ５．９３

１９９８ ３６ ３６ ４２４．３ １５３４．７ ７．３５

１９９９ ３５ ７３ ６７７．３ １７６２．１ ９．９２

２０００ ３３ ５２ ４６７．７ １７５７．８ １０．３８

２００１ ３６ ４３ ５８９．３２ ２５１０ １３．１８

２００２ ４１ ３４ ９４６．１ ２７７８．６ １３．７８

２００３ ３２ ４１ １４９９．６４ ３０１０．８ １４．４６

２００４ ４３ ３３ ８３７．１５ ４７５９．２ １４．５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统计资料》（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西安电务工程公司

　　西安电务工程公司位于西安市北郊铁一村２号，１９７８年２月成立，原名西安电务大

修队，直属西安铁路局。１９８４年改属郑州铁路局，１９８７年９月划归西安铁路分局。１９９１

年易名西安电务工程段，１９９３年 １１月 １日，易名西安电务工程公司，国家二级施工

企业。

１９９０年，段设股室１５个，下辖信号工程队、通信工程队、房建施工领工区、电务大修

设计组、工程服务公司、修配车间、劳动服务公司。有生产班组２２个、职工４１４人（其中

管理人员８８人）。

２００５年，公司设六部两室：行政管理部、劳人部、财务部、技术部、开发部、物资部、安

调室、党办室。车间有第一分公司、第二分公司、电力分公司、通信项目部、设计所、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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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劳动服务公司。有９个班组。职工总数２３６人，其中男１９３人、女４３人；干部６８

人，工人１６８人；中共党员６３人，共青团员２１人。

公司有机械动力设备４台，汽车运输设备９辆，微机２６台，用于通信光缆光纤工程

接续测试的光时域反射仪１台、光纤容接机１台，固定资产总值７５２．５４万元。

公司承担路内外通信长途、光纤光缆、数字传输与网络工程、电子工程、程控交换

机、微波无线列调及大、中车站微机联锁、电气集中、区间自动闭塞、驼峰自动化、调度集

中、机车信号监测系统等通信、信号工程，房建、电力、消防工程的勘察设计与施工。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间，主要施工在西陇海、宝成、侯西、襄渝、京广线、广东三茂等铁路主要干

线，敷设光纤光缆等长途通信电缆，安装开通上述各线终端设备、ＰＣＭ数字传输系统，程

控交换机系统等。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责任险性以上事故１０１８２天；无责任一般行车事故

６１７天；无责任职工重伤事故１０１８２天；无责任职工轻伤事故２２４０天。

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６日，公司经省建设厅审批晋升国家二级施工企业；１９９７年施工的韩

城车站电气集中工程获铁路局、陕西省优质工程，给予表彰并颁发证书；２００１年西安市

公安消防局颁发《建筑装饰装修企业消防资质证书）；陕西省颁发《电子工程三级资质证

书》；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获西安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陕西省颁发《电子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电务工程专业承包三级》企业资质证书。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西安电务工程公司生产任务完成表

　附表－３３

年　份

基建、大修、改造

项
计　　划

（万元）

完　　成

（万元）

完成率

％

１９９０ ２５ １４６３．３ １５０３．６ １０３

１９９１ １０ ９９２．４ １０３２．９ １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６ １０７２０ １０７２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３ １３３６０ １３３６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４ １５ １５５２０ １５５２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９ ２１６０．５ ２５９２．６ １２０

１９９６ ２２ ３０５３．７ ３０５３．７ １００

１９９７ ２０ ２９９９．９ ３１７３０ １０５．７７

１９９８ １７ ３８６１０ ３８６１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９ ２２ ３８０００ ３８８１０ １０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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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基建、大修、改造

项 计划（万元） 完成（万元） 完成率％

２０００ ２９ ４４３１０ ４４３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２ ３０３６．５ ３０３６．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７ ３１７３０ ３１７３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２ ５７０５０ ５７０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０ ６０２９０ ６０２９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０ ６１６６０ ６１６６０ １００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西安客车车辆段

　　西安客车车辆段是二等甲级段，位于西安市自强东路 ４２６号，地处陇海铁路中段

１０７７公里。

民国时期，车辆检修业务由陇海区铁路管理局长安机厂承担。１９５０年，车辆检修业

务从机厂分出，成立长安检车段，１９５１年改称长安车辆段，１９５３年改名西安车辆段，隶

属西安运输分局。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６日，西安车辆段和宝鸡车辆段客车部分整建制划归

西安客运分公司。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西安地区客车检修及运用部分组成分局客车检修

基地，宝鸡地区客车检修及运用部分划归宝鸡车辆段。１２月１日，西安铁路分局客车检

修基地易名西安客车车辆段。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宝鸡车辆段客车部分划归西安客车车辆段。

２００５年，设科室１２个：劳动人事科、财务科、材料科、技术科、职教科、安调科、路风

监察科、武装保卫科、验收室、办公室、电子计算室、党群工作室。生产车间１２个。职工

２３９５人，其中男２０２４人，女３７１人；平均年龄４０岁。领导班子９名，其中行政领导５

名、党群领导４名，平均年龄４３岁。

西安客车车辆段，是西安铁路局唯一的客车专业检修运用段。由客车段修、空调基

地、西安客技站、宝鸡客技站四部分组成。主要修车设备 ２３５台套，其中段修台位 １０

个，段修能力５００辆，轮对检修能力４９００对，年实际完成客车段修任务６５０辆以上。配

属客车１３０７辆，其中空调客车７７１辆、普通客车５３６辆；客车定检主要担负本属客车、

安康车辆段４００余辆配属客车段修，发电车中修任务等；图定运用客车６２列、９６０辆，主

要有：西安至北京、上海、广州、南宁、昆明、贵阳、扬州、银川，延安至北京，以及宝鸡至成

都、杭州等。

客车段修部分占地４３０４０平方米，生产房屋建筑面积２１０００平方米，其中客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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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建筑面积７７３７．２４平方米，修车棚建筑面积６３１平方米。段内线路有效长１８０１．５

米，线路有效股数６股，其中修车线１股、有效长３６０米。段内供电变压器２台，总容量

６３０千伏安。

空调检修基地占地３２５１０平方米，检修库为双线６台位，建筑面积３６９６平方米。

空调检修基地有存车线１２条，总有效长度３０４５米。

客车技术整备站占地７８９２６平方米，有客车整备线１４条，总有效长度７２０８米。存

车线２条，总有效长６６６米。临修线１条１７２米。Ｋ１～Ｋ７线可存编组客车２０辆。Ｋ１

～Ｋ４、肠线分别设检修地沟，并有 ＡＣ３８０Ｖ外接电源。Ｋ１、Ｋ２、Ｋ４道有 ＤＣ６００Ｖ外接电

源。Ｋ１７临修线设有落轮坑及落轮设备１组（４台），电动架车机及２吨天吊１台。

宝鸡客技站占地２７６００平方米，房屋总面积３５５５平方米；铺轨总有效长２４３０米；

设备总容量４９０千瓦。

轮轴车间有轮对分解、检修、组装及轴承清洗 ４条流水线。段内轮对存放能力

３５０条。

客列检所：２００４年，西安、宝鸡两地日技检列车２３７列、４００８辆。

西安客列检设红外线值班室，负责陇海线上下行旅客列车轴温探测。上行探测点

位于陇海线Ｋ１０７９＋６３２处，下行探测点位于陇海线Ｋ１０７５＋６６７处，两处探测点均用平

探方式。由于旅客列车编组扩大，列检所配备１．５瓦小型无线对讲机１２０台，作为站检

作业的辅助设备。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无行车一般以上事故２０８０天，无职工重伤以上事故

９３０８天，无设备大事故１５６８６天。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西安客车车辆段（西安车辆段）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３４

年 份 段修（辆） 辅修（辆） 千辆公里

１９９７ ５３９ ９６８ ２１６９７５

１９９８ ５９２ ９９２ ２３６９９１

１９９９ ６８１ １２００ ２５４９８８

２０００ ６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５８３６２

２００１ ６５０ １２００ ２３０５６０

２００２ ７１２ １２０４ ２２７５６８

２００３ ７８２ １２２０ ２４４３１９

２００４ ６６４ １８２３ ３７６０８１

２００５ ６７５ １６８０ ３９５８１７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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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东车辆段

　　西安东车辆段位于西安市新城区太华路纱厂东街９５号。１９５８年７月筹建，１９６５

年３月建成投产。承担由西安车辆段分离出的各类货车车辆检修。隶属西安铁路局。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改属西安铁路分局。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宝鸡车辆段撤销，整建制划交西安东

车辆段，其中客车部分划归西安客车车辆段。管辖新丰镇、西安、宝鸡枢纽及陇海线社

棠至华山区段、咸铜线、梅七线、西韩线、西户线、西康线（新丰镇至长安）、宁西线（新丰

镇至商南）、宝中线（虢镇至安口窑）、宝成线（宝鸡至阳平关）计１７２３．４公里，安全保证

区段３５８８．２公里。主要担负铁路货车定期检修、通过修、罐车洗刷和轮对厂修以及列

西东车辆段检修库一角

尾装置修、管、用等任务，并负责段管内各

厂矿企业自备车各级修程的检修任务。

２００５年末，有行政科室 １１个：办公

室、劳人科、财务科、材料科、安全科、调度

科、技术科、验收室、职教科、武保科、电子

计算室；党群科室１个：党群工作室。生产

车间２７个：梅家坪、华山、韩城、新丰镇一

场、四场、五场、西安东站一场、二场、四

场、西安西站、宝鸡东一场、四场、五场、凤

州、千河列检所；西安西、新丰镇、宝鸡站

修所；修车、配件、设备、车轮、厂改车间；西安、宝鸡红外车间；西安、宝鸡列尾车间。有

生产班组１５３个。职工３６７４人。其中男３１９５人，女４７９人，干部２６７人，工人３４０７

人，中共党员１４１９人，共青团员２５５人。

明亮整洁的修车库

西安东车辆段有各类机械动力设备

６５４台，总值１９２２９．８０万元，净值１３５８９．

３２万元。段修库内设修车线４条，段修台

位２０个，既有货车提速改造台位８个。宝

鸡、西安西、新丰镇３个站修所共有站修台

位６６个。车轮场占地１６５０平方米，存轮

能力 ９０００对。洗罐所设洗罐台位 ４个。

关键设备主要有轮对压装机、数控车轮车

床、数控车轴车床、微控轮对自动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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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控轴端螺栓紧固机、轴颈车磨床、轮轴顶压机、构架冲洗机、轴承不退卸诊断仪、轮对

除锈机、磁粉探伤机、微控超声波探伤机、轴承压装机、轴承推卸机、轴承配件清洗机、轴

承脱脂除锈机、制动阀试验台、摇枕侧架抛丸除锈机及探伤机、侧架液压铆钉机、车钩成

套组装机及分解机、空气压缩机、热处理电炉、桥式起重机、制动梁抛丸除锈机、车体翻

转机、列检作业监控系统等。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西安东车辆段生产指标完成表

　附表－３５

年份 货车段修（辆） 货车辅修（辆） 货车通过修（万辆） 货车临修（辆）

１９９６ ５２０２ ９５００ ７０８．７ …

１９９７ ５５０３ １１２６８ ７１２０ ３３３５

１９９８ ５５０１ １４８３３ ７０６．２ ５０３９

１９９９ ５５０１ １５９０１ ６６１．５ ５１３４

２０００ ５３７０ １５０００ ５１８．１ ６０８５

２００１ ５５００ １４４２０ ５６１．２ １１３７６

２００２ ５３１５ １４５５０ ７００．０ １３４０１

２００３ ５６７５ １３８８５ ７５０．０ １０２９６

２００４ ５７３５ １１７１４ １１３６０ １６９０７

２００５ ６０６９ １３２５０ １０３３０ １５１１１

　　注：表中数据选自《西安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安康车辆段

　　安康车辆段位于安康市汉滨区关庙镇，１９７６年８月成立，１９７８年４月１日投产。安

康车辆段属客货混合车辆段，段部占地面积１１．１万平方米，主要担负货车运用维修、定

期检修、列尾、红外和配属客车维修保养以及汉中至北京西、汉中至广州、安康至神木、

安康至西安等１８列旅客列车乘务工作。管辖里程９７４公里，范围为襄渝线东至胡家营

车站西进站信号机（１３０公里），南至梁家坝站南出站信号机（２７５公里），阳安线至阳平

关东站东进站信号机（３６１公里），西康线至长安站北出站信号机（２０８公里）；货车责任

里程１９８０公里，保证区段为安康东至襄樊北、重庆西、广元、宝鸡列检所；客车责任里程

７０１９公里。有段修台位９个，站修台位２２个（安康１２、勉西１０），配属客车４０５辆，其

中，硬座车１４２辆（其中双层硬座５１辆），硬卧车９８辆，空调车２０５辆；有各类机械动力

设备６３８台，主要有车轮数控车床、轴颈车床、闸瓦托铣床、微控制动阀“７０１”“１２０”试

验器、微控单车试验器等；有列尾主机３２０台，红外探测设备７４台，车号设备８台，平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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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２台，电脱设备１８股道。固定资产总值５．５６亿元。

２００５年设８个科室：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财务科、安调科、材料科、验收室、职工教

育科、技术科。１４个生产车间，其中货车通过修车间４个：安康东一、二、三场列检所、勉

西列检所；货车定期检修车间４个：检修车间（段修）、配件检修车间、安康东站修（辅修、

临修）、勉西站修；客车车间有客技站、乘务车间、客列检三个车间；设备车间１个；列尾

车间１个；红外车间１个；生产班组９９个。党群组织设党委办公室。有职工１５１６人，

其中男１１８２人，女３３４人；干部１２４人，专业技术人员７９人，高级职称３人，中级职称

１６人，初级职称６０人。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８４人，中专１４９人，高中６０９人，技校２９９

人，其他２５１人。有工人１３９２人，工人高级技师１人，技师８人，高级工５２４人，中级工

２８９人。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实现行车安全６５４天，人身安全１２６２天，未发生一起责任

“辆故”及以上事故，消灭路风不良反应事件。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安康车辆段经济技术指标完成表

　附表－３６

　　项目

年份　　

收入

（万元）

成本

（万元）

利润

（万元）

劳效（辆

／人年）

客货车通

过修（辆）

货车段

修（辆）

货车辅

修（辆）

货车轴

检（辆）

客车辅

修（辆）

效验合格

率（％）

１９９０ １２５８．５１１２５８．３９ ０．１２ １０．２８ ２２３４０１３ ２６０６ ４００２ ３５０５ ２３７ ９８．２

１９９１ １４０６．１１１４０３．１９ ２．９２ １０．６８ ２４３０３４９ ２６１０ ４０５０ ３２３５ ２７６ ９８．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０９．６４１９０５．３９ ４．２５ １１．３９ ３０５４７４３ ２６１８ ４０５２ ３３００ ３２１ ９７．７

１９９３ １９１３．１４１９１２．１６ ０．９８ １２．８３ ２８２３７７７ ２６１５ ３６０１ ３１８２ ３８０ ９８０

１９９４ ２８５６．０２２８５５．９９ ０．０３ １２．５７ ２８５１６２１ ２５２０ ３５７１ ２６３０ ４１２ ９７．７

１９９５ ３４３３．３３３４３４．２８ ０．０５ １３．１７ ２９８３５９８ ２６５０ ３２４２ １４６４ ３３０ ９７．８

１９９６ ３３５３．０８３３５３．０８ — １３．１６ ３１１０５４０ ２７４０ ３０７０ １２４７ ４２５ ９８．４

１９９７ ３８９５．３７３８９５．３３ ０．０４ １３．９９ ３３７６３６８ ２７００ ３４００ １２２２ ４０９ ９６．６

１９９８ ４０１０．７２４０１０．６８ ０．０４ １５．１６ ３２００２５０ ２７０１ ４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３７２ ９５．７

１９９９ ４５７７．０８４５７６．２３ ０．８５ １７．０７ ３３９７２８４ ２７００ ４５００ ６５０ ３９６ ９５．４

２０００ ５３０４．３２５３０３．５４ ０．７８ １７．０７ ３４０８２５２ ２５５８ ４５００ ５１１ ４５６ ９６．１

２００１ ５７２２．４５５７２１．７０ ０．７５ １９．５２ ２４７４７０３ ２５６５ ４５３０ ２７０ ５５５ ９６．７

２００２ ４７１０．７７４２１０．３６ ０．４１ ２１．５１ ３１７４５８６ ２６１０ ５３５０ — — ９５．７

２００３ ４６８７．４４４６８６．５８ ０．８６ ２０．５１ ２９３３７００ ２８３０ ５４８０ — — ９５．５

２００４ ５５９０．３６５５８９．９０ ０．４６ １８．０１ ３１０５４００ ２６７７ ５３６０ — ５００ ９５．８

２００５ … … … … ３０７５２００ ２８３５ ５３００ … ４００ …

　　注：表中数据选自《安康铁路分局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西安铁路局年鉴》（２００６）、《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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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西安铁路局党委、西安铁路局联合调查组

西安铁路局安康工务段巴山工务车间（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称巴山工务指导区），地处山

险涧深、人烟稀少、荒凉闭塞的大巴山腹地，担负着襄渝铁路８１公里线桥设备的养护维

修任务。有干部职工１７５人，其中干部９人、工人１６６人，男职工１７１人、女职工４人，共

有党员５１名，团员５４名。下辖９个班组，分布在管内４个站区和２个乘降所；车间党

总支下设巴山、松树坡、麻柳、毛坝关四个班组党支部。３４年来，面对极其艰苦的自然环

境和工作条件，车间党总支在各级组织的精心培育下，带领广大职工在艰苦卓绝的生产

实践中铸就了以“吃苦为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奋发进取”为内涵的巴山精神。

３０多年来，巴山铁路人身处巴山，胸怀大局，情系铁路、服务人民，敢为人先、勇创

一流，艰苦创业，奉献无悔，在平凡中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把管内线路由“担心线”养护成

“安全优质线”，创造了３４年无安全事故（截至１０月３０实现了安全生产１２０８９天）；培

育出５名省部级劳模和１名铁道部标杆班组长；连续举办了３１届“路地奥运会”，建立

起了路地、军民和谐融洽的站区环境，成为全路唯一不设围墙的站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

日，老一代巴山铁路人、现西安铁路局安康工务段工会主席王宝刚被国家体育总局选为

职工体育工作者代表，登上国庆六十周年庆典体育成就彩车，在天安门接受了国家领导

的检阅；形成了一个“人才成长的摇篮”，先后从巴山成长了一名局领导干部、８名副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为上级机关输送人才８９人；打造了一个“社会实践的大课堂”，陕西师

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６所院校将巴山确定为社会实践基地；赢得了了路内外广泛关

注和赞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上百家新闻单位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反映巴

山精神的电视专题片《巴山路魂》曾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并被中组部推荐全国

发行；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９０华诞之际，巴山工务车间党总支被授予“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３０多年来，先后有９位国家和省部领导人为巴山精神题词，

中共陕西省委将之誉为“新时期的延安精神”；巴山车间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全国青年文明号”、“陕西省工人先锋号”等局级以上荣誉９７项。

一、巴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基本概况

巴山工务指导区成立于１９７８年，与改革开放同步。面对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党

支部始终坚持“养路先育人，育人先铸魂”的指导思想，坚持不懈地对职工进行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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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带领干部职工安心山区、艰苦创业，硬是把“担心线”变成了“放心线”，使列车

通过速度提高了四倍，涌现出了一批爱国爱路、安心山区、无私奉献的事迹和人物。伴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深化，巴山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１９８７

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１３家新闻单位联合采访报道了巴山工务指导区的先进

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原安康铁路分局党委适时对巴山铁路人的

事迹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归纳提炼出了以“吃苦为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奋发进取”为

内涵的巴山精神，并将之具体为“安心山区的奉献精神、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艰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和坚定乐观的自强精神”。

巴山精神的成熟与巩固，始终与铁路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同步。９０年代初，巴山精

神享誉全路、闻名全国，在路内外产生了积极反响。仅１９９０年，“巴山精神报告团”在

路内外作专场报告达４１场次，听众１０万多人。先后有９位省部级以上领导为巴山精神

题词，中共陕西省委将之誉为“新时期的延安精神”。１９９５年，巴山工务指导区党支部

被铁道部授予全路“党支部十面红旗”称号。１９９８年，原安康铁路分局党委形成深化巴

山精神规划，并通过持续不断的弘扬和发展，巴山精神实现了从“艰苦奋斗、育人铸魂”

到“奋发有为、催人成才”的升华，巴山成为全分局“思想教育的基地、人才培养的摇篮、

各项工作的火车头”。西安铁路局成立后，局党委高度重视巴山精神继承和弘扬，通过

研讨定方向、树旗抓示范等措施，不断深化发展巴山精神。２００７年巴山党总支再获全路

“先进党支部标杆”称号。目前，全局上下正在巴山精神的引领下，凝心聚力，奋发图强，

加快推进路局科学发展。

二、巴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基本经验

巴山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巴山铁路人辛勤付出而又为之骄傲的精神财富，她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巴山职工忘我付出、努力奋斗，用汗水、智慧保证着襄渝铁路大动脉的安全

畅通。深入探析巴山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基本经验。

１．源于对思想工作的常抓不懈。大巴山区贫瘠荒凉，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是我国四

大贫困地区之一。当年新工初进巴山，面对悬崖峭壁和深沟峡谷，有的哭哭啼啼要调

走，有的想方设法跑调转，有的自暴自弃混日子。许多来过巴山的人都深有感触地说：

在这里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奉献。即使山区面貌得到巨大变化的今天，今年仍有９名新

分配到安康工务段的大学生不辞而别。如何安心留人，成为历届党支部必须解决的首

要问题。他们首先从育人铸魂入手，拴心留人。一是以光荣的传统教育人。当年，党支

部率先在全路创办了第一所站区职工业余党校，对站区内一茬茬党员职工进行系统的

理想信念、敬业爱岗和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教育；组织职工为修筑襄渝铁路献身的３２

名烈士扫墓，缅怀先烈壮举；开办荣誉室，记录劳动者的足迹，让奉献者受到尊重。３０多

年来，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每逢清明节，他们组织职工为烈士扫墓、描碑文雷打不动，

每月一次瞻仰荣誉室活动雷打不动，定期组织收看反映第一代巴山铁路人奋斗史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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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巴山路魂》雷打不动。通过开展这些教育活动，“巴山的条件确实苦，但它却在祖

国的版图上。铁路修到这里，总要有人来养护，我不来别人就得来。既然来了，在一天，

就要干好一天”，第一代巴山铁路人平淡但坚强有力的话，深深地扎根在一代代巴山铁

路人心中。如今，“在巴山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和安心山区、爱路爱岗，已成为巴山铁

路人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二是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巴山精神形成后，党支部充分运

用巴山精神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对每一批青工，他们都要邀请陕西省劳模、被称为

“钢筋混凝土式的工长”解和平，被铁道部命名为“艰苦环境的建设者”张莉，向职工讲

理想、讲信念、讲贡献，谈自己人生观的变化。每次获得先进荣誉后，都要组织职工开展

“面对荣誉怎么办”的讨论，举办新形势下传承巴山精神座谈会。这些被他人已经淡忘

的正规、传统的教育形式，他们却整整坚持了２０多年。今年，安康工务段把新分配来的

１７３名大学生全部集中到巴山站区进行巴山精神教育，深深地打动了新一批劳动者的

心。之前有近一半想离开山区的见习生，学习后，１２１人主动申请留在巴山工作，１３２人

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见习生于震在学习体会里写道：来到这里，我一度有离开

的想法，但通过一周的培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巴山精神的伟大和魅力。作为后继

者，我将勇敢地接下这面旗帜，让巴山精神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传承，永远在巴山上飘

扬！三是以火热的情感关心人。多年来，党支部一班人始终做到清楚职工思想动态、家

庭情况、个体性格、业务状况、婚恋情况等“五清楚”，坚持职工家庭出险必慰问、职工间

发生矛盾必调解、职工的成长进步必关心等“十必须”。他们将每月３０日定为“情绪发

泄日”，鼓励职工敞开心扉指出管理中的问题，探索开展情绪管理和心理按摩。松树坡、

新麻柳两个工区位于半山腰，远离村镇，极为封闭、荒凉。他们坚持每月给站区伙食团

送粮、油、肉、菜，并要求所有到这两个工区检查工作的干部，捎带职工生活必需品。目

前，这已成为全体干部的自觉行动。针对青工远离亲人、常想家，一些老职工与妻子长

年两地分居、引发家庭矛盾等问题，专门开办家属探亲房，主动帮助职工联系家属探亲。

养路工找对象难，巴山的养路工找对象更难。３０多年来，党支部一班人始终把为大龄职

工找对象放在心坎上。他们深感，我们的职工养护好的铁路，使多少亲人团聚，使多少

恋人相会，但不能让他们没个自己的窝、自己的家！原桥隧领工员管煜为了给大龄青年

牵线搭桥，他不知跑了多少路，磨了多少嘴，一个不行再介绍一个，做通了姑娘的工作，

又做姑娘父母的工作，３年下来竟在巴山撮合了１２个家庭。就在他促成一桩桩美满姻

缘的时候，他的妻子却一个人背着患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的孩子辗转奔波于北京、上海等

地，为幼小的生命寻求着生的希望。这浓浓的巴山情感染着每一名劳动者。在巴山，尽

管没有人喊“要扎根”，却一扎下来就是５年、８年，为建设山区铁路献出了青春年华，有

的甚至在巴山安家立业３０年。在巴山待过的人都说，这里的情最真、这里的情最浓。

青工赵青２００８年３月曾下海经商，但一年多后又回到了工区，并成长为一名技术骨干，

用他的话说就是，虽然在外能挣钱，但精神很空虚；在巴山上班，虽然辛苦，但有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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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有价值。

２．源于于精神文化的热烈追求。当年，巴山地区职工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极其艰难，

吃粮要翻７０公里的山路去背；喝水要到几公里以外去挑，吃饭常常没有菜；看不到电

视，也听不清收音机，青工们每天唯一的娱乐就是到火车站看火车，夜里喝酒、敲洗脸

盆、学动物叫。即使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处在半山上的新麻柳工区，９名职工仍住

在农民家里，刮风下雨常停电，电视看不成、手机打不成，青工们精神异常寂寞和苦闷，

他们说，这里的生活真熬煎人。越是艰苦的工作，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要有坚定的信念、

自强的精神。面对现状，一代代巴山铁路人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不能向命运低头。一是

用双手改变面貌。在党支部发动下，职工们发扬延安精神，向艰苦环境宣战，展开了轰

轰烈烈的自建家园活动，他们义务奉献３００００多个工时，自己动手砌水池、架水管、引

山泉，解决了吃水难问题；买设备、办磨房，加工原粮，解决了吃粮难问题；开荒地、种蔬

菜、养起鱼鸭，解决了吃菜难问题；移石运土，开山凿路，在乱石坡上修建了两条长５００

米的环山水泥台阶路，解决了出行难问题……青工们不仅用自己的双手不断改变了巴

山，而且提升了思想境界，磨砺了意志。经过 ３０多年的建设，今天的巴山面貌焕然一

新，巴山人体验到了创业的幸福。二是用热情办好巴山路地群众运动会。为活跃职工

文化生活，改善职工精神面貌，１９８１年，党支部一班人决定筹办体育运动会。他们带领

青工们平整出半个篮球场，用铁道兵留下的废旧钢管焊制了蓝球架，上山砍来竹子当接

力棒，背来沙子填平了小院，于当年１１月８日举办了首届巴山运动会。这一办就是３１

年，而且比赛项目逐届增多、内容逐届丰富、规模逐届扩大，成为全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企

业综合性运动会。运动会的举办，打破了大山的寂静，带来了欢声笑语，充实了劳动者

的精神世界，进一步锤炼了巴山铁路人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坚强意志。三是用文化

打造精神高地。历届党支部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对育人铸魂的巨大作用。党支部成立之

初，就用老式手推油墨印刷机，开办了《道石》小报，传播知识、交流思想，引导职工抒发

劳动情怀，丰富了职工的精神家园。随后，建立了拥有２０００多册图书和彩电、台球等文

化用品的职工活动室。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成立了文学创作、书法、摄影、美术、体

育、音乐、根雕、编织等十几个兴趣小组。近年来，还先后建立“网吧”、“电子书屋”，满

足职工求知求新的学习需要。坚持开展义务劳动，大力推进小菜园、小养殖，建设共青

团公园；组织职工用废旧料、旧器具，制作印记铁路发展、激励创新斗志、富有文化内涵

的生态文化作品。特别是他们用富有创意的手法，记载职工义务劳动成果，成为教育一

代代巴山铁路人的精神文化产品，生动地诠释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现

在，在巴山站区每一间单身宿舍里，都悬挂有“斗室铭”书画作品，类似“身处斗室，志存

高远，心系安全，爱岗敬业……”等内容的《斗室铭》，催人奋进，陶冶着巴山铁路人高尚

的情操。

３．源于对确保畅通的矢志不移。巴山工务车间管内９０％以上是桥梁隧道，囊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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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渝铁路隧道最长、坡道最大、桥梁最高、曲线半径最小、海拔最高、生活条件最差六个

之最，尤其是５３３４米长的大巴山２号隧道，修建于７０年代，常年流水不断、病害频发，

曾是全路掌握的重点病害区段。襄渝二线新大巴山隧道，全长１０６５８米，标准等级高，

维修难度大。面对严酷现实，历届党支部带领全体干部职工，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

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超常付出和严实细准的科学态度，确保运输安全畅通。

一是用汗水保安全。针对襄渝铁路老线基础条件差、设备不配套的情况，他们迎难而

上，带领职工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大打线路质量翻身仗、持久战之中。

他们克服洞内阴暗潮湿、空气混浊、施工不便等困难，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５０００多米

长的巴山２号隧道中，他们每天早上８点进洞，晚上６点收工，中途吃在洞内，一干就是

一整天，硬是把被日本专家判了死刑的大巴山隧道的列车运行速度，由原来限速１５公

里提高到今天的９０公里，把“担心线”变成了“放心线”。目睹了这些，日本专家十分钦

佩地承认：这是一种顽强的精神所创造的奇迹！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３日，陕南发生特大洪涝

灾害，管内发生５２处山体滑坡、塌方落石等险情，襄渝线行车被迫中断。险情发生后，

党支部立即调兵遣将，火速奔赴受灾现场，每天平均苦战 １６个小时，饿了啃一袋方便

面，困了就地打个盹，嗓子喊哑了，大家的双手磨破了，但没人叫一声苦、喊一声累。经

过夜以继日的１７０多个小时的战斗，终于使钢铁大动脉得以畅通。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

后，宝成铁路１０９隧道塌陷、全线运输中断，襄渝线成为入川救灾物资运输的生命线。

为确保生命线畅通，所有干部职工全力以赴投入抗震救灾，他们放弃休息，加密设备巡

视和检修养护频次，确保设备质量，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抗震救灾物资运输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３０多年来，巴山的职工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迎难而上的作风像接力

棒一样不断往下传。二是向科技要安全。３０多年来，他们始终坚持科技养路的思路不

动摇、不松扣，这是他们不断铸就安全生产新辉煌的重要法宝。九十年代，他们针对承

轨台碎裂的“老大难”问题，指导成立“ＱＣ”小组攻关，运用“钢化纤维技术”，彻底根治

了这一积患。近年来，他们敢为人先，率先试用威克捣固棒、手持螺栓两用机等一系列

最新养路机具，积累经验后推广全段；针对山区雨情难掌握、常发短时大暴雨等突出特

点，自行研制视频监控装置，为上级防洪决策实时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他们组织技

术骨干开发《应急管理电子程序》，以机控代人控，严格防断、防胀等应急工作程序；研发

和运用《天窗修日报和月报电子模版》、《三级作业命令票审批模版》等管理软件，有效

地卡控了班组“黑施工”、违章指挥和用料浪费等问题。先后完成攻关课题１５项，其中

１０项被路局、段推广，产生经济效益３２０多万元。科技小组的成立，也为新一代巴山铁

路人展示自我、实现个人梦想提供了舞台，使他们找到了企业共同愿景和个人愿景的契

合点。三是强管理促安全。２００６年，他们协调电务、供电等单位，率先推行“小集中

修”，有效地提升了维修质量和效率。全面推进安全风险管理，制定《动静态检查综合分

析制度》、《轨检车成绩达标奖励制度》，着力解决检查不精确的问题，不断调动全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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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针对新大巴山隧道要求维修精度高的实际，探索推行“工厂化单元修”和推行“第

三方查看与分析”，加大检查复查密度，确保线路质量。积累“婆婆嘴”、“黑包公”等经

验和做法抓劳动安全，实现了零伤亡目标，管内线桥设备养护合格率和优良率始终保持

在１００％。

４．源于对创先争优的生动实践。３０多年来，巴山党总支深知创先争优活动的巨大

魅力。在创业初期，他们就响亮地提出了“一名党员一面旗”的口号，并保持５支党员突

击队常态化。工作中，他们建机制、选准人、加强党支部建设；抓培训、勤练兵、提升党员

的素质和能力；重培养、用好人，实施人才培养战略；选载体、搭平台、组织党员在不同的

岗位上争最佳、创一流。广大共产党员率先垂范，事事走在职工的前面，影响着一代代

巴山铁路人立足岗位、艰苦创业。一是在奉献山区上争先。老一代巴山人、后任副段长

的陈佩忠，１９８７年从段内条件最好的紫阳调来巴山的第一件事，是把妻子从条件好的安

康工务段调到巴山当桥隧工，安家在巴山。支部委员、老党员贾耀财离开巴山后，深知

巴山这最艰苦的地方也需要人养护铁路，便硬是让自己的女儿贾学珍接替他来到巴山，

一干就是十多年。３０多年来，除非家庭有迈不过的坎，在巴山的党员无一人主动提出调

离巴山。看到这些，那些曾想返回平原和大城市的职工，坚定了“志在巴山养好路”的决

心，他们说：党员个个扎根在巴山，咱们还说啥！今年新分到松树坡工区的十多个来自

黑龙江、山东等地的见习生也纷纷表示，一定会立足岗位干好工作，绝不“掉链子”，一个

也不走！二是在急难险重任务中争先。工作中，最艰苦的岗位，党员争着去，最危险的

工作，党员冲在前，以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着周围的职工。在襄渝二线开通的关

键时期，由７名党员组成的卸料碴突击队，不管白天黑夜，他们随叫随到，几乎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超强度、大负荷的劳动使好几个党员累倒累病了，但４０多天没有一个人回

过家，有的还因严重的粉尘引发了肺炎。在提速增吨线路质量整治突击战中，党员工长

王庭虎带领党员突击队整治设备隐患，患感冒高烧不退，他把大夫请到工区来为他输液

体。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将医生调好的点滴速度调到最快，一边打针，一边吃饭。打

完针，又带上职工投入到紧张的病害整修工作中。党员的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全体职工

以党员为榜样，人人奋勇向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是这个王庭虎，参加工作２０多年

里一直在巴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通过刻苦钻研，探索出了道岔养护四步法，在全

局推广，光荣地登上了“感动西铁十大人物”排行榜。在他的带动下，他周围职工的身

上，都有一股子团结一心干工作、如饥似渴学业务、真打实干争一流的劲头。巡道是最

苦、最危险的工作，常年单独作业，安全和心理压力大，许多人都不愿意干。但共产党员

苏光辉却主动申请干，而且一干就是１３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巡道工。三是在廉洁自律

上争先。巴山党支部一班人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要求不严，就会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

也很有可能彻底毁了巴山精神这面旗帜。因此，他们坚持“干部不能特殊，党员没有例

外”的要求，自觉律己从严，自觉接受监督，坚决抵制和纠正各类不正之风。３０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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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巴山党支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无一人违纪，始终保持着这面红旗的纯洁性。四是

在铸魂育人上争先。这里的党员不仅自己站得端、行得正、冲得上，而且树立了“不让一

个职工掉队”的责任意识，积极参与“一帮一”结对子活动，与职工结成思想型、兴趣型、

业务型帮教对子，并通过以心换心的过细工作，使一批批后进职工都先后跨进了先进行

列。青工小郑八十年代原是一个到处惹事的野马，到巴山后，思想波动大，工作消极。

党员李继东与他结对子，苦口婆心诱导启发，耐心细致帮助教育，终于使他走上了勤奋

学习、拼命工作的人生新历程，入了党，被评为原安康分局新长征突击手，后来成为巴山

党支部第８任书记。在党组织的引领和党员的带领下，他们造就了一支“以苦为荣、纪

律严明、善打硬仗、敢于胜利”的职工队伍，３０多年来，在上千次线路整修翻身仗和驰援

其他车间、单位的抢险突击战中，这支队伍靠不怕吃苦、迎难而上、连续作战的顽强作

风，攻无不克，每仗必胜，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事迹和人物。２０００年的一天，职工王佩迪

参加一起抢险任务，正在紧要关头，突然接到妻子早产的消息，他第一句话就是“等抢险

完了我马上回来”。可就是这一等，带给他终生遗憾：小孩生下时严重缺氧，当地卫生院

处理不了，待巴山干部职工跑到车站要了两分钟的货车停车点，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到

万源市医院时，小孩因缺氧时间太长，患上了脑瘫，如今孩子１２岁了，还不太会走路、说

话……这些辛酸的故事，见证着巴山职工对铁路的炙热情怀。听完巴山铁路人一个个

动人的事迹，西安铁路局党委书记江涛满怀深情地说：“巴山人的付出，黑水河不会忘

记，大巴山不会忘记，中国铁路更不会忘记！”

５．源于对路地文明的共建共促。巴山党总支深知，离开了当地政府和军民的支持

和帮助，铁路运输不可能长治久安。３０多年来，他们在融洽地处理好兄弟单位关系的同

时，始终把当地驻军、当地老百姓当亲人，积极当好构建和谐站区的“火车头”。守卫长

大隧道的官兵当年没有房住，他们就腾出最好的房子给队伍，自己的干部职工却搬进了

铁道兵留下的石板房。对于当地老百姓，一是倾力支持当地教育事业。３０多年来，他们

为巴山小学建球场、修道路，援助各种教学设备，为寄宿学生购买生活用品，全力帮扶多

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联系中国青少年扶贫基金会建成了一座图书馆，今天，巴山小学

已经成为该县教学设备最先进的学校。二是积极支持地方公益事业。３４年来，党总支

先后为巴山当地人民群众修建各种便民桥４座，修建便民路１０条，并共建了巴山路地

和谐广场，硬化了巴山街道。这些举措，有力地支援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健

康文明和谐乡风的形成，也营造了路地共保铁路运输安全的良好局面。巴山沿线群众

自愿担当铁路安全畅通的“宣传员、观察员、防护员和战斗员”，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爱路

护路力量。在每年防洪防汛中遇有险情，当地的老乡都积极参与义务抢险。２０００年巴

山站内，大巴山三线隧道出口发生崩塌落石２００余立方，当地驻军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

行警戒，地方政府在第一时间组织机关干部、教师、基干民兵１６０多人全力抢险，却婉言

谢绝了铁路提供的３．３万元抢险工费。２００７年至今，先后有１１人次第一时间报告了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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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落石等险情。巴山管内修建铁路封闭网，从未发生一处农民阻挠施工的现象。

６．源于各级组织的倾力扶持。巴山精神离不开各级组织和部门的精心呵护、培育

和浇灌，情暖巴山人、共铸巴山魂。一是组织上精心培育。在巴山精神的培育过程中，

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安启元和副书记牟玲生等领导前来巴山视察、调研和考察工

作，给予热情帮助和指导。原国务委员陈俊生听了他们的事迹后欣然题词：“弘扬巴山

精神，确保安全畅通。”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原副会长赵荫华评价说：“雷锋精

神在巴山，铁人精神在巴山，最可爱的人在巴山”。原铁道部部长李森茂等部、局领导进

行了指导和帮助。西安铁路局成立以后，局党委多次深入研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弘

扬巴山精神，继续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培育力度，为巴山精神的深化弘扬提供了坚强保

证。二是政策上给予倾斜。建立科学的人员进出机制，欢迎愿意来巴山工作的人在这

里“镀金”。对有发展潜力的干部及时输送到巴山进行磨炼提高，对在巴山做出突出成

绩的优秀人才适时提拔，对在巴山工作到一定年限的职工及时调出，绝不让奉献者献了

青春献子孙。原巴山工务指导区团支部书记张莉家在咸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孩子也

没有人带。但是为了工作，她从来不提自己的困难。组织上积极出面联系，帮她在咸阳

找到接收单位，办好一切调动手续。当她接到调令的时候，才哭泣着说：“没想到、没想

到……领导考虑得这么周到。”同时，在分房上照顾。老职工徐光洁在巴山连续工作了

２０多年。去年分新房时，段明确规定，不用打分排队，第一个挑。三是物质上给予保障。

３０多年来，各级组织始终高度重视巴山物质文明建设，大力改善巴山工作生活环境条

件，倾力解决巴山干部职工的生产生活难题。在全局第一个为巴山站区安装了卫星地

面接收站；在陕南地区第一个为巴山站区铺设了供暖设备；打破在沿线小站不建职工住

宅楼的规定，为巴山站区干部职工修了一栋四层高的家属住宅楼……

巴山精神从落地生根到成长壮大，经过时间的砥砺和实践的考验而经久不衰、历久

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巴山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所有巴山精神的引领者、创业者、

培育者、守护者、捍卫者、传播者用心血、汗水和智慧共同浇铸的结果，是西安局全体干

部职工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三、巴山精神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内涵

追寻巴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探究深刻内涵，阐释普遍价值，其时代特征集

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１．巴山精神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时代精神反映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

流。巴山精神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始终与改革开放同步，与铁路科学发展同行，呈现出

鲜明的时代特征；始终受到时代发展、铁路发展的深刻影响，代表着时代发展、铁路发展

的方向；始终离不开巴山铁路人的创造与奉献，引领着巴山铁路人的思想与行动。巴山

精神的孕育过程体现了时代要求。７０年末８０年代初，面对当时大巴山区物资相对匮

乏、自然环境恶劣和襄渝铁路建成初期技术装备较为落后的状况，巴山铁路人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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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号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乐观的信念，主动向恶劣自然环境和极其困难的

工作生活环境宣战，自己动手，用智慧和汗水改善环境，丰富文化生活，精心养护线路，

这是以“吃苦为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奋发进取”为内涵的巴山精神应时而生的时代

背景和现实条件。巴山精神的形成过程体现了时代内涵。８０年代至新世纪以来，改革

开放、市场经济大潮波涛汹涌，铁路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日新月异，这些时代特性、特征

和新变化不仅深刻影响着巴山铁路人，而且不断为巴山精神赋予了“创新实践”、“科学

求实”、“自信自强”等新的时代元素和内涵。巴山精神的继承和弘扬需要紧跟时代步

伐。３０多年来，一代代巴山铁路人在巴山精神的激励、引领下，积极践行“人民铁路为

人民”的宗旨，不断抵御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始终走在确保安全畅

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时代前列。当前，面对铁路科学发展的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继承和弘扬巴山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与时俱进，

不断赋予巴山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就是要牢牢把握铁路安全发展、科学发展的时代特

征，强化“安全是铁路饭碗工程，服务是铁路本质属性”的理念，心系铁路，服务人民，保

障畅通。

２．巴山精神体现了求实的科学性。巴山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始终以科学的理念为

指导，以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为保障，以关注人的利益、尊重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为

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现，彰显了科学理性，始终倡导科学的理念。３０多

年来，从１９７８年６月巴山工务指导区成立至今，无论是当时的紫阳工务段，还是现在的

安康工务段，各级组织始终在提倡“不要求扎根，但要求安心；只要职工有奉献，组织就

要有关怀”的理念，这是巴山精神历久弥新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始终坚持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安全管理上，从靠汗水保安全、养护线路，到立足山区铁路

气候多变、双线自动闭塞车流密度加大，以及新技术新装备投入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

积极推行“单元修”、“观天养路”等科学的线路养护方式。３０多年来，巴山铁路人始终

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把握客观规律，一切从是否有利于安全畅通、是否有利于

队伍稳定、是否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的理念狠抓管理，以科学的方法养

护线路，以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扎扎实实地解决了安全生产中的诸多具体问题，有力

确保了安全生产的持续稳定，创造出了连续３４年无一切责任事故的辉煌业绩。始终关

注人的利益、尊重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３０多年来，各级组织始终坚持重心下移、心

系一线，实行资金投入、服务保障、人才培养等政策、措施，向以巴山为代表的一线艰苦

站区倾斜。从最初的满足最基本生活条件，到实现站区面貌的巨大改观；从福利待遇倾

斜，到分房优先考虑；从工作地域上照顾，到提职提级优先；从重培养提素质，到给位子

压担子，全方位的措施保障，不仅及时满足了职工的个人利益需求，顺应了人的全面发

展，确保了安心山区、安心工作，而且把巴山站区打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摇篮”和职工“思

想教育的基地”，扩大了巴山精神辐射面，增强了巴山精神的社会影响力。当前继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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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巴山精神，就是要不断赋予巴山精神内涵的科学性，始终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巴山精

神的继承和弘扬，着力在干部职工的认同度上下功夫；就是要在各项工作的定位、部署、

规划中，始终坚持以关注人的利益、尊重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就是要在

各项工作的推进、落实中始终立足实际，注重把握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坚持以科学

求实的态度抓思想教育、抓安全管理、抓运输经营、抓党的建设。

３．巴山精神体现了广泛的群众性。巴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始终贯穿着党的群众路线政策，处处体现着密切的党群、干群关系，融洽的军民、路

地关系，以及和谐的站区环境。巴山精神是在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过程中形成

的。从３０多年坚持党员干部下现场为职工带菜卖粮送药品，着力解决吃水难、吃粮难、

吃菜难问题，到大幅度改善职工生产生活环境，从干部定期跟班作业，与职工同吃同住

同劳动，到进职工家庭、到职工宿舍，与职工谈心交流，巴山铁路人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积极转变工作作风，倾情关心关爱职工，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巴山精神是在不断

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的过程中形成的。从３０多年坚持干群同心确保安全生产，合力

查找安全隐患、防控安全风险，到干部职工一起利用八小时工作之外的一小时修建进出

工区的“创业路”，自己动手改造环境、美化家园，巴山铁路人始终注重不断调动职工参

与安全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彻底改变了昔日陈旧简陋的站区面貌，建成了

花园式站区、公寓式宿舍，实现了安全、安定、安心。巴山精神是在不断营造站区和谐环

境的过程中形成的。从连续３１年举办路地群众运动会，并使之成为享誉全国的群众体

育运动奇葩，到每年定期开展军民路地共建、联谊交流，不断丰富站区精神文化生活。

巴山铁路人始终注重营造和谐的站区环境，驻地武警、当地政府和群众主动参与“５．１２”

抗震救灾、防洪防汛、军事运输等艰巨繁重的线路保养、抢修任务，多次合力确保了襄渝

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新时期继承和弘扬巴山精神，就是要通过不断学习发展巴山

精神的群众性，努力形成站区路内外各单位、各部门协调联动、团结协作的统一决心、统

一意志、统一目标和统一行动；就是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密

切党群、干群关系；就是要坚持依靠职工、充分尊重职工、细致关心职工、积极发动职工，

努力形成合力确保安全畅通、服务人民群众的强大合力。

４．巴山精神体现了引领的先进性。巴山精神是西安局的宝贵精神财富，自改革开

放以来经久不衰，始终在提高职工思想境界、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工作业绩等方面发挥

着巨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始终代表了铁路发展方向、职工队伍建设的方向和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方向。精神引领为巴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不竭动力。以当年筑路人的牺牲精神

激励养路人，用老一代巴山铁路人的创业精神激励新一代巴山铁路人，巴山人铸就巴山

魂，巴山魂塑造巴山人。３０多年来，一代代巴山铁路人在巴山精神的引领下，始终安心

山区、艰苦奋斗、坚定乐观、自强不息、无悔奉献，思想境界不断提升，心灵不断净化，“巴

山的条件确实苦，但它却在祖国的版图上。铁路修到这里，总要有人来养护，我不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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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得来。既然来了，在一天，就要干好一天”、“除了困难之外，我们还有双手”等多个

思想共识、价值理念得到干部职工广泛认同，并付诸日常的思想和行动之中。文化引领

为巴山精神的继承提供了强大推动力。３０多年来，无论是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安心

难、生活难、婚恋难的现实，还是面对苦闷、单调、孤独、自闭的精神常态，巴山党总支始

终坚持“养路先养人、育人先铸魂”，积极把以巴山精神为核心的先进文化理念、价值取

向认同融入日常职工的思想教育之中，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和人生观教育，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不仅让“老三声”（哭声、骂声、叹息声）变成

了“新三声”（笑声、歌声、读书声），而且有效强化了职工坚定乐观、自信自强的文化品

格和价值认同。典型引领为巴山精神的弘扬赋予了活的灵魂。“钢筋混凝土式工长”谢

和平、“自己吊在桥上孩子拴在床上”曹美英、“新时期的巴山斗牛”王庭虎等一大批共

产党员的先进代表，是巴山精神的集中体现、典型代表和不朽丰碑，是引领巴山精神的

旗手，是激励一代代巴山铁路人的榜样。３０多年来，巴山党总支始终坚持以巴山精神为

引领，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连续攻克了襄渝铁路线上的

新老“六大之最”，出色完成了襄渝二线建设、重载扩能运输、防洪防汛、冬季扫雪等关键

时期的重点任务，使巴山精神始终成为一面激励人、引领人的鲜艳旗帜。立足西安局实

际，新时期继承和弘扬巴山精神，就是要不断丰富巴山精神的先进性，以文化的力量引

领推动全局企业文化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和艰苦站区职工队伍建设，促进路局安全发

展、科学发展；就是要以巴山精神为核心，积极将陕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路局宝昌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Ｋ１６５次英雄列车精神等融入其中，努力打造具有西铁特色、体现职工共

同价值理念追求的文化品牌，促进全局自信自强的文化品格的形成。

５．巴山精神体现了坚守的继承性。信念与坚守是巴山精神最突出的特质，执著与

奉献是巴山精神薪火相传的重要保证。巴山精神的坚守继承以一桩桩平凡小事的日积

月累为基础。３０多年，时光飞逝、风云变幻，一代代巴山铁路人始终用一桩桩、一件件看

似平凡、简单、单调的琐事来传承巴山精神，洗礼进化心灵：３０多年，尽管时间在变，但每

年一次为３２名筑路烈士扫墓、描碑文的庄严仪式没有变，每月一次组织职工参观巴山

精神陈列馆、观看《巴山路魂》纪录片的活动形式没有变；尽管情况好转，但巴山铁路人

“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本色没有变，“依靠群众、团结协作、创新实践、争创一流”的作

风没有变；尽管时代在变，但巴山铁路人“心系铁路、服务人民”的情怀没有变，“精心养

路、确保畅通”的追求没有变。巴山精神的坚守继承以一代代巴山铁路人的执著奉献为

支撑。３０多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代代巴山铁路人对巴山精神始终坚守如初：以

１９８８年上巴山就没有离开的女防护员徐光洁和坚守巴山３０多年的线路工张同成为代

表的一批巴山铁路人，一直在默默地坚守继承；以解和平、王庭虎、武江涛为代表的不同

时期的巴山铁路人，不断坚定地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始终在持续地坚守继承；以郭志森、

尹行乐、夏传康为代表的很多巴山铁路人，虽然离开了巴山，但始终没丢掉巴山精神，继

４４３ 陕西省志·铁路志



续在新的岗位上执著地坚守继承……；现在，以今年刚分配的研究生刘玲和２０多名本

专科大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巴山铁路人，又一次主动放弃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坚定地

选择了留在巴山，成为新时期巴山精神的坚守、继承者之一。巴山精神的继承和弘扬需

要以信念坚定为保障。３０多年来，无论时代和外界环境如何风云变幻，无数巴山铁路人

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信念默默坚守、深刻诠释着坚定、乐观、奋斗、奉献的巴山精

神，诠释着巴山路魂，从未中断，从未放弃。新时期继承和弘扬巴山精神，就是要始终保

持“心系铁路、服务人民”的情怀，在工作作风上，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本

色，坚持做到吃苦耐劳、谦虚谨慎、廉洁自律；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以安全畅通为己任，面

对荣誉不浮躁、面对挑战不畏缩、面对困难不动摇，立足岗位，爱岗敬业，创先争优，奉献

无悔。

６．巴山精神体现了创新的持续性。没有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巴山精神不可能持续

到今天。从当年的苦干、拼命的干，到如今的巧干、科学的干，巴山铁路人主动适应不同

时代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探索线路养护的理念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以思想解

放促进理念创新。从当年依靠巨大的精神勇气和首创精神，积极研究改造被日本专家

判了死刑的大巴山隧道，把“担心线”养护成“放心线”，到现今“不凭眼力凭仪器，不靠

估计靠科技，不信经验信数据”“精调再精调，精确再精确”等新理念的提出……，巴山铁

路人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理念创新从未停止。以科学手段促进管理创新。从抓问

题管理、抓规范管理、抓基础管理，到实行情绪管理，定期为职工进行“心理按摩”；深入

推进安全风险管理，成立以研究生、大学生为骨干的安全风险控制方案工作室，以现代

科技防控风险、卡控安全，先后为多个站区研究制订出线路养护风险防控方案，集中攻

克了巴山２号长隧常年积水、松树坡５号桥轻制梁养护等难题……，巴山铁路人积极引

入现代科技，管理创新的探索一直在持续。以拼搏精神促进制度创新。从实施任务管

理、目标管理，到主动适应客车径路养护高品质要求，编制线路保养一日作业标准化指

导书，制订班组管理指导手册，进一步规范指导职工标准化作业，高质量养护新大巴山

隧道，取得连续１３个月部动车线路动态轨检车７项指标均为零分的优异成绩……，巴

山铁路人始终坚持争创一流的拼搏精神，不断探索制度创新，促进过程管理、标准化管

理，把“安全优质线”养护成了“精品线”。新时期继承和弘扬巴山精神，就是要主动适

应铁路科学发展和技术、装备、管理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以首创精神和敢于突

破的勇气，深入研究，积极攻关，努力突破工作瓶颈，着力解决安全、服务、经营、建设工

作中的关键问题，推动工作创新，积累工作经验；就是要始终围绕各项中心工作，坚持解

放思想、科学求实，主动创新、持续创新，努力争创一流工作业绩。

我们深感，巴山精神不仅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铁路和铁路人的时代精神，力证了当

前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巴山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也就

是说，要在始终坚持巴山铁路人爱国爱路爱岗位爱生活的精神本质和“艰苦奋斗、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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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这一巴山精神基本内核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巴山精神，努力打造干

部职工广泛认同的西铁文化，促进形成新时期西铁职工的核心文化理念和价值理念，进

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艰苦站区职工队

伍建设，引领推动全局安全发展、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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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干部 （２０８）
!!!!!!!!!!

侯玉柱 （２２６）
!!!!!!!!!!!

胡宝昌 （２２２、２２６）
!!!!!!!!!

胡晓波 （２５０）
!!!!!!!!!!!

换算周转量 （８２、１１０）
!!!!!!!!

黄金周运输 （９７）
!!!!!!!!!!

货车车辆 （６８）
!!!!!!!!!!!

货车运用维修 （６８）
!!!!!!!!!

货车周转时间 （８２）
!!!!!!!!!

货物发送量 （１１０）
!!!!!!!!!

货物运量及流向 （１１０）
!!!!!!!

货物运输 （１１０）
!!!!!!!!!!

货物运价 （１２０）
!!!!!!!!!!

货物周转量 （１１０）
!!!!!!!!!

货物装卸 （１２１）
!!!!!!!!!!

货运安全 （１３７）
!!!!!!!!!!

货运服务 （１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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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管理 （１１６）
!!!!!!!!!!

货运设备 （１２４）
!!!!!!!!!!

货运正点率 （８３）
!!!!!!!!!!

货运组织 （１１２）
!!!!!!!!!!

Ｊ

机车 （５１）
!!!!!!!!!!!!!

机车乘务制度 （５４）
!!!!!!!!!

机车技术速度 （５６）
!!!!!!!!!

机车检修 （６０）
!!!!!!!!!!!

机车交路 （５４）
!!!!!!!!!!!

机车“两冒” （１３５）
!!!!!!!!!

机车配属 （５１）
!!!!!!!!!!!

机车牵引定数 （５６）
!!!!!!!!!

机车运用 （５４）
!!!!!!!!!!!

机车运用指标 （５９）
!!!!!!!!!

计划统计 （１９９）
!!!!!!!!!!

技术工人 （１５７、１５９）
!!!!!!!!

给水 （６５）
!!!!!!!!!!!!!

集体经济 （２１９）
!!!!!!!!!!

机务三项设备 （１３５）
!!!!!!!!

集装箱运输 （１１４）
!!!!!!!!!

集装箱办理站 （１１４）
!!!!!!!!

金书君 （２５０）
!!!!!!!!!!!

津贴与补贴 （１７２）
!!!!!!!!!

军代处 （１２７）
!!!!!!!!!!!

军交正规化 （１２７）
!!!!!!!!!

军事运输 （１２７）
!!!!!!!!!!

军运管理 （１２７）
!!!!!!!!!!

军运任务 （１２９）
!!!!!!!!!!

军运设施 （１２８）
!!!!!!!!!!

军运“五不” （１３０）
!!!!!!!!!

Ｋ

Ｋ１９０山体崩塌 （１５１）
!!!!!!!!

Ｋ１９０改线 （３２）
!!!!!!!!!!

客车车辆 （６６）
!!!!!!!!!!!

客车定期检修 （６９）
!!!!!!!!!

客车服务 （１０６）
!!!!!!!!!!

客车开行 （９８）
!!!!!!!!!!!

客车配属 （６６）
!!!!!!!!!!!

客车配属表 （６７）
!!!!!!!!!!

客车运用 （６７）
!!!!!!!!!!!

客货车检修情况表 （７１）
!!!!!!!

客流高峰期 （９６）
!!!!!!!!!!

客运安全 （１３６）
!!!!!!!!!!

客运服务 （１０５）
!!!!!!!!!!

客运票价 （１０２）
!!!!!!!!!!

客运设备 （１０８）
!!!!!!!!!!

客运正点率 （８２）
!!!!!!!!!!

Ｌ

“两宝”山区 （１４１）
!!!!!!!!!

廖光有 （２２２）
!!!!!!!!!!!

李桂明 （２５０）
!!!!!!!!!!!

列车对数 （９０）
!!!!!!!!!!!

列车运行 （８３）
!!!!!!!!!!!

列车种类 （１００）
!!!!!!!!!!

列尾装置 （８４）
!!!!!!!!!!!

零担运输 （１１３）
!!!!!!!!!!

流动资产 （２０４）
!!!!!!!!!!

刘　凯 （２５０）
!!!!!!!!!!!

刘生荣 （２５０）
!!!!!!!!!!!

刘世柱 （２５１）
!!!!!!!!!!!

陇海线宝天段 （３４）
!!!!!!!!!

龙朴生 （２５０）
!!!!!!!!!!!

路工 （１２１）
!!!!!!!!!!!!

路基病害整治 （１４８）
!!!!!!!!

路外安全 （１３７）
!!!!!!!!!!

旅客发送 （９６）
!!!!!!!!!!!

旅客运量及流向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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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运输 （９５）
!!!!!!!!!!!

略阳车务段 （８９、９３、２９４）
!!!!!!

略阳工务段 （３２１）
!!!!!!!!!

Ｎ

宁西线 （３、２１）
!!!!!!!!!!!

女工人数 （１５４、１５８）
!!!!!!!!

Ｐ

彭开宙 （２４９）
!!!!!!!!!!!

Ｑ

其他重大事故 （１４０）
!!!!!!!!

企业管理 （１９９）
!!!!!!!!!!

牵引供电 （６４）
!!!!!!!!!!!

桥梁隧道 （４６）
!!!!!!!!!!!

桥梁隧道涵渠状况表 （４７）
!!!!!!

瞿建明 （２４９、２５０）
!!!!!!!!!

Ｒ

任德振 （２２５、２４９）
!!!!!!!!!

Ｓ

三乘一体 （１０７）
!!!!!!!!!!

“三三二一”管理模式 （１３３）
!!!!!

“三三四三”安全制度 （１３３）
!!!!!

“三四五五”安全管理 （１３３）
!!!!!

“三要”“四心”“五主动” （１０６）
!!!

三优一红 （１０６）
!!!!!!!!!!

“三员”“三车”“三语” （１０７）
!!!!!

三重一落 （１１６）
!!!!!!!!!!

生活供应 （１７８）
!!!!!!!!!!

失业保险 （１８４）
!!!!!!!!!!

售票与运价 （１０２）
!!!!!!!!!

收入支出与利润 （２０４）
!!!!!!!

枢纽改造 （３７）
!!!!!!!!!!!

暑期运输 （９７）
!!!!!!!!!!!

Ｔ

田子斌 （２５０）
!!!!!!!!!!!

铁路发展状况表 （４４）
!!!!!!!!

铁路制服 （１７７）
!!!!!!!!!!

铁路专用线 （１１７）
!!!!!!!!!

铁路专用线统计表 （４６）
!!!!!!!

通信设备 （７３）
!!!!!!!!!!!

通信信号养护维修 （７４）
!!!!!!!

Ｗ

万源车务段 （９０、９４）
!!!!!!!!

汪亚平 （２５０）
!!!!!!!!!!!

王心岗 （２２６）
!!!!!!!!!!!

网络建设 （７７）
!!!!!!!!!!!

微机售票 （１０２）
!!!!!!!!!!

危险品运输 （１１５）
!!!!!!!!!

委外装卸 （１２１）
!!!!!!!!!!

渭南车务段 （８９、９２、２９０）
!!!!!!

文化教育 （１６１）
!!!!!!!!!!

文明车站 （１０６）
!!!!!!!!!!

文明货场 （１２０）
!!!!!!!!!!

无轨车站 （１１９）
!!!!!!!!!!

无守列车 （８３）
!!!!!!!!!!!

“五无”车站 （１０８）
!!!!!!!!!

物资管理 （２１１）
!!!!!!!!!!

物资节约 （２３３）
!!!!!!!!!!

物资消耗 （２３２）
!!!!!!!!!!

Ｘ

西安车站 （８９、９２、２７６）
!!!!!!!

西安电务段 （３２５）
!!!!!!!!!

西安电务工程公司 （３２７）
!!!!!!

西安东车辆段 （３３１）
!!!!!!!!

西安东站 （８９、９２、２７９）
!!!!!!!

西安供电段 （３１３）
!!!!!!!!!

西安工务段 （３１８）
!!!!!!!!!

西安机务段 （３０５）
!!!!!!!!!

西安客车车辆段 （３２９）
!!!!!!!

０５３ 陕西省志·铁路志



西安客运段 （９０、３０１）
!!!!!!!!

西安枢纽北环线 （３７）
!!!!!!!!

西安西站 （８９、９２、２７３）
!!!!!!!

西安线桥大修段 （３２４）
!!!!!!!

西康线 （２、１８）
!!!!!!!!!!!

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９１、２９９）
!!!

西延线扩能改造 （３５）
!!!!!!!!

线桥养护基地 （４８）
!!!!!!!!!

线路 （４３）
!!!!!!!!!!!!!

襄渝二线 （２８）
!!!!!!!!!!!

襄渝线扩能改造 （３５）
!!!!!!!!

襄渝线毛坝关塌方断道 （１５２）
!!!!

解和平 （２２６）
!!!!!!!!!!!

协议运输 （１１９）
!!!!!!!!!!

新丰镇编组站扩能改造 （４０）
!!!!!

新丰镇车站 （８９、９２、２８５）
!!!!!!

新丰镇机务段 （３０９）
!!!!!!!!

信号设备 （７２）
!!!!!!!!!!!

系统设备 （７７）
!!!!!!!!!!!

信息化技术 （７７）
!!!!!!!!!!

信息化开发与应用 （７９）
!!!!!!!

新线建设 （１３）
!!!!!!!!!!!

新老兵运输 （１２９）
!!!!!!!!!

行车区段 （８３）
!!!!!!!!!!!

行车站段 （８９）
!!!!!!!!!!!

行车重大事故 （１３９）
!!!!!!!!

行李包裹运价 （１０３）
!!!!!!!!

汛期行车警戒雨量值 （１５０）
!!!!!

Ｙ

烟草专卖 （２１６）
!!!!!!!!!!

阎良工务段 （３１９）
!!!!!!!!!

阳安线堰河桥墩被洪水冲空 （１５０）
!!

阳安线扩能改造 （３４）
!!!!!!!!

阳平关疏解线 （３２）
!!!!!!!!!

杨会平 （２２６）
!!!!!!!!!!!

杨绍清 （２４９、２５０）
!!!!!!!!!

杨占山 （２５０）
!!!!!!!!!!!

杨志国 （２５０）
!!!!!!!!!!!

杨志华 （２２７、２５０）
!!!!!!!!!

养老保险 （１８３）
!!!!!!!!!!

姚荣俊 （２２７）
!!!!!!!!!!!

叶　波 （２２３）
!!!!!!!!!!!

业务技术教育 （１２４）
!!!!!!!!

易兰芬 （２２５、２２６）
!!!!!!!!!

医疗保险 （１８２）
!!!!!!!!!!

医疗卫生 （１８０）
!!!!!!!!!!

“一一一三”管理模式 （１３４）
!!!!!

医院移交地方 （１８１）
!!!!!!!!

俞志鹏 （２５１）
!!!!!!!!!!!

运输安全 （１３３）
!!!!!!!!!!

运输调度 （８１）
!!!!!!!!!!!

运输能力 （７７）
!!!!!!!!!!!

运输收入 （２０４）
!!!!!!!!!!

运输支出 （２０４）
!!!!!!!!!!

运输组织 （８１）
!!!!!!!!!!!

运行图 （８６）
!!!!!!!!!!!!

运行秩序 （８４）
!!!!!!!!!!!

Ｚ

张建国 （２５０）
!!!!!!!!!!!

张锦耀 （２５０）
!!!!!!!!!!!

张久岭 （２２６）
!!!!!!!!!!!

张军邦 （２５０）
!!!!!!!!!!!

赵家田 （２４９）
!!!!!!!!!!!

赵彦方 （２２５、２４９、２５０）
!!!!!!!

整车运输 （１１２）
!!!!!!!!!!

蒸汽机车检修 （６４）
!!!!!!!!!

郑西客运专线 （３０）
!!!!!!!!!

正线综合维修 （１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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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云 （２２６）
!!!!!!!!!!!

直达特快列车 （９８）
!!!!!!!!!

职工教育 （１６０）
!!!!!!!!!!

职工培训率 （１６３）
!!!!!!!!!

职工人数 （１５３）
!!!!!!!!!!

职工食堂 （１７７）
!!!!!!!!!!

职工收入 （１６４）
!!!!!!!!!!

质量管理 （２１０）
!!!!!!!!!!

支线公司 （８９、２９８）
!!!!!!!!!

中小学移交地方 （１８２）
!!!!!!!

重大灾害抢险 （１５０）
!!!!!!!!

周宏亮 （２２５、２４９）
!!!!!!!!!

朱端瑞 （２２５）
!!!!!!!!!!!

住房 （１７９）
!!!!!!!!!!!!

专门运输 （１０２）
!!!!!!!!!!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５７）
!!!!!!!!

装卸机械化 （１２３）
!!!!!!!!!

装卸作业组织 （１２２）
!!!!!!!!

资产管理 （２０１）
!!!!!!!!!!

子女教育 （１８１）
!!!!!!!!!!

组织机构 （１８６）
!!!!!!!!!!

作战训练运输 （１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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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陕西省志·铁路志》（１９９０～２００５）（以下简称本志）编修完成。本志是第一轮《陕

西省志·铁路志》（１９０５～１９８９）（以下简称前志）的接续之作，努力做到沿前志之善，从

诸志之长；坚持“专志贵专”原则，突出铁路运输专业特点，改革开放时代精神和陕西省

地方特色；注重记述省内铁路线路的增加，运输能力的增强，运输计划、组织、生产模式

的变革，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进程等。同时

兼顾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家属生产、生活保障制度的深刻变化，展现省内铁路运输由封

闭、半封闭运行到开放运行、不断融入社会的进程。

按照《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纂规划》要求，２０１０年，经西安铁路局、西安铁路局

党委研究决定，第二轮续修《陕西省志·铁路志》工作启动。经过人员选配，队伍组建等

一系列准备工作，《陕西省志·铁路志》（１９９０～２００５）编修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启动，到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报送省地方志办公室审阅，历时４年５个月。

接受任务后，全体参与编辑人员秉持“学习在前、思想明确、集思广益、众手成志”的

理念，树立“积前志之善，力争优于前志”的工作目标，随即开始篇目设计及以篇目为纲

的资料收集工作。２０１２年底，资料长编完成，计６４万字。

２０１３年初，进入入志稿撰写阶段。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入志稿应记

述的内容和文体规范。在此基础上，每人分工试写一、两章。完成后再开会讨论，提出

问题，进行修改。如此循环３次后，报省地方志办公室审阅。省志办十分重视，吴玉莲

主任一行到我局进行面对面指导，并提供了详细、具体的书面审阅意见。参照省志办的

指导意见，于 ２０１３年 ９月形成《＜陕西省志·铁路志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入志稿撰写指

南》，从而有了一个具体的遵循依据，为入志稿撰写不出大的偏差提供了保证。

入志稿撰写过程中，编缉部不定期（大致每月一次）开会，交流情况，掌握进度，提出

并研讨、解决问题。送印之前，主编通阅稿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建议６７条，打印分送

各撰搞人参照，进行再一次修改。

２０１４年９月下旬，入志评审稿印好。由于铁路运输２４小时不间断的特点，很难把

路局各处室负责人、各站段领导同时召集起来开会，故决定采取书面方式进行初评。局



办公室９月２５日发出通知，连同评审稿一起分送相关部门和单位，共送达２３个处室、３４

个局属单位，驻局军代处、西延公司及相关设计、施工单位，请他们对材料的真实性和正

确性，记述的准确性审核把关，提出评审意见。１０月２３日，书面评审稿全部收回。各部

门、各单位非常重视，认真、仔细审核，提出意见、建议２００多条，发现、纠正了正确的记

载和数据，填补了一些因查不到资料而留下的空白，还就内容的调整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这些意见、建议均以书面反馈，并签署审核人和部门、单位负责人名字，以示负责。

包括路局史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具体审核人和部门、单位领导，参加初评人员约百人左

右。参照初评意见，经进一步修改、补充和调整，送印刷厂。２０１５年６月初，文字部分校

对完成；８月４日彩图部分编辑、修改、校对完成。９月１７日，终审本印好。１０月９日，

以《西安铁路局关于报送 ＜陕西省志·铁路志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的函》报送省地方志办

公室提请终审。

１２月１７日，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在西安铁路局召开《陕西省志·铁路志》（１９９０～

２００５）终审会议。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出席会议的有：王锦春主任、秦向东副主任、吴玉

莲副主任，省志处李川处长、秘书处鲁文处长、出版处王斌处长，省志处折燕玲主任科员

和特邀审稿人王玉杰。西安铁路局出席会议的有：副局长、局史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吕岳，局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西安铁路局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左楠，《陕

西省志·铁路志》主编赵廉义、副主编周冠平、安秋萍、档案史志室主任、局史志编纂委

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安萍，科员、《陕西省志·铁路志》编辑张宏学、赵横眉、许敏。会议

由吴玉莲副主任主持。会议听取了《陕西省志·铁路志》编纂情况汇报，王玉杰、折燕玲

等发表了评审意见。

会议对本志总体评价是“观点正确，重点突出，特色鲜明；体例规范严谨，行文朴实、

简洁、流畅；内容较全面，资料较翔实”。同时指出了存在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

原则上通过终审，并以陕志办（２０１５）１１号《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 ＜陕西省志·铁

路志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通过终审的决定》予以确认。

此后，参照终审会所提问题，编辑部又进行了近一年的修改、补充，经省地方志办公

室最后审定出版。

本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索引、后记外、共７篇２５章、９６节、约４０万字。

根据续志篇目对前志续、增、删、并、纠、补的要求，本志编修之初，基本沿用前志框

架，随着资料的丰富和对这１６年铁路发展认识的逐步深化，对内容和篇目进行了多次

调整和修改。起初，枢纽和车站单独成篇，后来考虑枢纽只是铁路网的组成部分，不是

一个行车单位或部门，其作用只有通过运输组织调度才能发挥，所以将枢纽纳入第一篇

线路建设，重点记述枢纽的扩能和改造；车站在运输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放入运输生

产一篇综合记述，而不可能一一记述，同时简介又不是志书的规范体裁，所以把车站简

介作为附录放入陕西省铁路运输单位简介中，同时增加了车务、机务、工务、电务、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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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段和厂、公司的简介。这些单位是铁路运输生产的主体和实现者，在《铁路志》中不应

缺位。为使读者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均记述了它们的成立和变迁。

本志系前志之续，两者所记为同一主体，前志已载入者，本志不再重复，只记述其发

展，变化。前志有记述，在本志时间断限内已划出铁路的，原则上不再记述。但为做到

前志来有影，本志去有踪，适当给予必须的交代。如，前志附录的主要内容是铁道部各

总公司在陕单位简介，这些单位已划出铁路，不再属铁道部管辖，故本志没有记述，只在

经营管理篇的机构、体制与经营机制章组织机构一节中有一句交待：“１９９９年……，１０

月１日起，铁道部所属在陕各公司、工厂划归国家资委管理”。此句与前文基本无关，但

对前志的记述作了一个了结，看似多余，其实必要。再如铁路运输企业的医院、中小学、

幼儿园等，２００５年底之前全部划出铁路、移交地方政府，按理也应不予记述。但这些单

位，涉及职工、家属的生活保障，尤其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变化，在铁路运输史上都是有转

折意义的。省内铁路在民国２１年（公元１９３２）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医院潼关铁路医院；

民国１８年（公元１９２９）就建立了第一所子弟中学蔡家坡铁中；民国２７年（公元１９３８）就

有了第一所子弟小学蔡家坡铁小。１９５２年，开办了第一个托儿所尚德路托儿所。铁路

运输企业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医院、学校、幼儿园，前志均有记述，不能在本志中就不声不

响地不见了。所以，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我们记述了医疗、子女教育的变革，及医院、

学校、幼儿园的归宿。

一些前志未涉及的领域，为记述完整，我们没有拘泥于时间局限，视需要适当上溯。

例如多元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别发轫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当时这两个事物还不

够引人注目，前志未予记述，可以理解。但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二者已搞的风生水起，成

为铁路运输企业经营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所以作为经营管理篇的一章，均从事物发生

开始记述，同时坚持远略近详原则。法律事务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从１９８９年发

生之时记述，作为经营管理篇企业管理章的一节。军事运输是陕西省铁路运输的重要

方面，已出版的《军事志》没有涉及，《铁路志》有责任予以记述，我们将其和旅客运输、

货物运输并列，作为一章，严格按本志时间断限记述。职工是铁路运输生产中重要的能

动的要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属于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劳动者，理应与作为劳动工具的

铁路建设、技术装备，作为劳动对象的旅客、货运运输处于同等位置；而不宜把职工仅作

为经营管理对象而置于经营管理篇之下。同时，前志的“职工队伍”也是单独一篇，按照

《第二轮陕西省志编纂指导手册》中“凡是在前志断限后，继续存在的变化着的事物，都

在记述之列。这就要保留前志篇目中的相关篇、章、节”规定，本志仍将“职工”作为一篇

记述。

由于本志时间断限内，省内铁路运输系统改革力度大，单位撤销、设立、合并、重组

频繁，涉及面宽，因而一些资料佚失、知情人难找，资料难收集。为真正反映省内铁路运

输的整体情况，避免成为各相关企业资料的罗列，全体撰稿、编辑人员，克服涉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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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资料不完整，统计口径不一，数据保存不全等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最

大限度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把碎片化的资料化零为整，对分散、表面互不相关的数据进

行综合分析，科学核对计算，寻找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从资料长编制作，到入志稿

试写，入志稿撰写、修改，三校后付印，直到提交各部门审核，每一个阶段都经过多次集

体研讨、反复修改、主编把关等程序，集思广益，众手成志。

本志编修顺利完成，首先得益于西安铁路局领导的重视，在工作布置，遴选人员，组

建机构等方面给予大力关注和支持，得益于局办公室早安排、常督促、勤检查。也得益

于平时雄厚的志、鉴工作基础，有陕西省、郑州铁路局、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和西安铁路

局数十本《年鉴》、《统计资料汇编》及西安、安康铁路分局完整的《分局志》，这些既是本

志资料的主要来源，又可以互补缺失、互相印证。除了资料来源丰富，我们还有前志经

验之鉴，即第一轮《陕西省志·铁路志》可资参考和借鉴。本志的顺利完成更得益于优

秀而得力的撰稿、编辑队伍。我们采取部门、单位和专门撰稿、编辑人员相结合的方式，

聘请一批退下来的同志组成专门撰稿、编辑班子，既尽量不干扰、少干扰在岗人员工作，

又有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提供资料、审核把关，保证了进度和质量。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对本志编修给予极大关心和悉心指导，组织主要编辑人员参

加《陕西省志》分志主编培训班和经济部类编纂业务研讨会，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提高机

会。编纂工作伊始，省地方志办公室史天社副主任即带队来我局检查、指导。省地方志

办公室吴玉莲副主任及相关处室同志多次到我局，并通过电话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为

本志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几度寒暑，几度春秋，群策群力，集腋成裘。本志即将付梓之际，由衷地感谢参与撰

稿、审核、评审的全体同志，由衷地感谢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及提供资料的部门、单位和

个人。

本志资料，已如前述，除选自省、局、分局《年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关《分局志》

外，还有西安铁路局处、部、室、基层单位，铁路设计、施工单位，驻西安铁路局军代处提

供的资料和部分亲历者的口碑。在运用这些资料时，我们尽量做到史实准确，印证无

误。凡不准确或相互矛盾、涵义不清的，一律存疑置缺。极少数数据、资料，由于机构变

迁、人员流动或统计项目、口径变化，多方查找而不可得，只好忍痛暂付阙如。由于我们

思想认识水平、方志理论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及时间所限，遗漏舛讹恐难避免，恭请读

者及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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