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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铁路局志（1881-1987）》于1995年10月出版。
续修《北京铁路局志》，完整记述1988年以来北京铁路局的发展历程，是历届路局领导和全局广大干
部职工都十分关注、共同期盼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北京铁路局志（1988-2004.）》历时四年，数易其稿，终于付梓，这是北京
局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硕果。
　　这部局志全文140多万字，重点记述了北京铁路局在铁路建设、运输经营、安全生产、科技教育、
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轨迹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客观反映了全局干部职工顽强拼搏、苦干实干、
无私奉献的创业历程，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通畅，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点和北京铁路局的特色
。
这部局志为各级管理者认识局情、借鉴历史、搞好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全局干部职工秉承传统、
继往开来、奋发进取提供了优秀教材，同时也为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北京铁路局提供了又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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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北京铁路局第二部志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详尽不略的基本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北京铁路局历史与现状
，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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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九五”规划期间，在重点办好行车主要专业，创办“窗口式”中专、技工学校，建立北京局中
专、技工生培养新模式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1997年6月，北京铁路局组织编写的教学论文《职业能力本位教学模式》中的《铁路机车乘务员职业教
育改革模式设计与实施》，获“北京工业第十二届优秀管理成果”二等奖。
1999年，石家庄运输学校、太原机械学校、天津工程学校、北京电气化学校、北京机械学校等5所学校
中的铁道运输、电力机车、内燃机车、铁道车辆、铁道工程等8个专业点，获铁道部“优秀专业点”
称号。
11月，天津工程学校、北京电气化学校、太原机械学校、石家庄运输学校分别通过天津市、北京市、
河北省、山西省教委组织的国家级重点中专复评工作，继续保持国家级重点中专称号。
“十五”规划期间，北京局直属中专学校在建立完善的融高等职业教育为一体的职业教育新体系；实
现多层次多功能办学；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师管理机制；加强
领导，推进改革与发展；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等六个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2000年7月，根据铁道部关于“打破各类学校的界限，统筹利用教育资源，合理调整学校功能和布局”
的要求，为做好教育与运输主业分离工作，北京局对职业学校布局结构进行调整，路局直属学校由原
来的1l所减至6所，调整后的路局各直属职业学校除继续承担补充路内自然减员的岗前教育任务外，重
心转向学制一年及以上的职工教育，并兼顾干部岗位培训及各类专业技术干部继续教育等。
调整后，北京机械学校、天津成人中专、太原成人中专、北京成人中等公安学校分别划转北京、天津
、太原分局和北京铁路公安局管理，石家庄司机学校并人石家庄运输学校；各分局所属的6所运输技
工学校与所在分局其他职业学校合并，分别成立分局职工培训中心。
各分局职工培训中心主要承担学制一年以下的在职职工岗位培训及复员退伍军人岗前培训。
2002年，北京师范学校更名为北京铁路运输学校，仍为局属中专学校。
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原石家庄司机学校）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命名为石家庄铁路高级技工学校
。
　　自1988年至2003年的16年问，北京局所属普通中专与技工学校共招生654.16人，其中中专学校招
生48266人（含社会并轨生27745人）、技工学校招生17150人（含社会并轨生1119人）。
共培养中专及技工毕业生54849人，其中中专学校毕业生35867人（含社会并轨生7929人）、技工学校
毕业生18982人（含社会并轨生418人）。
各学校历年招生及毕业生数量见表8-3-2-1。
2003年，路局直属各学校的工作重点向职工学历教育方面转变，积极挖掘办学潜力，为地方培养各层
次的人才。
同时，教育与运输主业分立分离的各项改革工作按部署进行。
2004年，路局直属学校只保留了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和太原铁路机械学校，其余全部移交属地政府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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