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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7年铁路系统工作方法革新的历史考察

1950—1957年铁路系统工作方法革新的历史考察*

田永秀  张艺凡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作业经验滞后是铁路行业生产效能低下的重要缘故。囿于经验有

限，铁路系统率先在中长铁路引入苏联经验。经试点，苏联工作方法效益明显，同时形成了苏联经验

本土化的初步经验，继而被全国铁路推而广之。通过落实与“在地化”调整，一系列工作方法进一步

与各单位生产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全路工作方法的全面革新，推动了铁路运输效能的增长。铁路系统

工作方法革新的历程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企业生产作业经验革新的历史脉络。基于此，能够得

出一条可能理解新中国工业企业工作方法革新的历史主线，即“试点—推广—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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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工业企业普遍面临着生产技能落后的问题。以铁路行业为例，1950

年，全国铁路线路大中修工作中，各局一般存在着“浪费人力与质量不好”的缺点，线路质量的

提高有限a。1951年第一季度，衡阳局辖内道岔不合格率竟高达94.8%b。机务部门“机车乘务员

操纵技术不好，不能保证行车安全，机车牵引力和机煤的浪费是非常严重的”c。再加上机车检

修质量难有保障，机车事故频发，机煤浪费形势愈演愈烈d。如上现象呈现出一个低效高耗的生

产境况，这显然与彼时中共大力倡导的“增产节约”相驳。

不应忽视的是，由旧社会过渡的各类生产条件无疑是新中国工业企业生产低效的重要原因，

但如何扭转局面才是新政权更为关注的问题。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伊始进行全面的技术设备改造显然有失条件，因此，新政权更倾向于从生

产作业工作方法上加以改进。正如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所言：“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国家

的投资和补给，必须依靠铁路本身，从工作的加强，质量的提高和效率的提高上，达到减低成

本，减少国家负担，完成任务的目的。”e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革新工作方法，改善生产作业来

实现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的铁路接管及新中国铁路体系建构研究（1946—1957）”（项目编号：19BDJ043）

的阶段性成果。

a 《哈尔滨铁路局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b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铁路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c 吕正操：《在铁道部部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全国铁路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的方向》（1950年6月），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

d 据悉，“上海局4月份仅走行部分事故就占机务事故总件数的26%”,“西安分局4月用煤平均万吨公里使用了509公斤，

超过部定标准371公斤的三分之一以上，特别是宝天路机煤浪费更大，平均万吨公里用煤1544公斤，超过部定标准三倍以上”。

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指出：“这都是因为机车质量不好，乘务员操纵技术差，特别是焚火方法不良造成的。”参见吕正操：《在

铁道部部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全国铁路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的方向》（195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337～338页。

e 《铁道部全国机务厂务检修联席会议揭幕 讨论明年生产任务》，《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5日，第2版。



86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4年第3期 （总第299期）

囿于经验所限，在“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推动下，苏联先进工作方法首先在部分工业企业得

到引进，这批工业企业也自然成了苏联经验在新中国的试点场域。经试点，苏联先进工作方法先

进之名得以确证，并与试验场域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苏联先进工作方法本土化的初步经验。通

过政策推动，这些经验被逐一推广至整个行业，并在与业内各单位生产实践交融与调适过程中，

实现全行业工作方法的整体变革。由此形成了一条探索新中国初期工业企业工作方法革新的发展

历程，即“试点—推广—调适”。迄今相关研究a局限于生产技术或先进工作方法推广过程及意义

的考察。至于先进工作方法推广政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成、典型经验与推广地实践如何互动、

推广地如何纠偏、整个工业企业工作方法的革新又遵循何种历史逻辑等问题尚缺乏深入讨论。有

鉴于此，本文以铁路行业为切入点，试图回答如上问题，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苏联经验与中长铁路的典型试验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决定以短期

合办的形式解决中苏关系史上有关中长铁路的历史遗留问题。中长铁路缘此成为苏联先进工作方

法在新中国铁路最直接的试点场域。合办期间，苏方先后派出15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中

长铁路的各项工作b。在苏方人员的帮助下，苏联铁路的一系列先进工作方法率先在中长铁路得

到运用。

为提高运营效益，中长铁路把推行苏联先进工作方法作为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的首

要工作。1950年4月25日，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和中长铁路管理局成立后首先编制了1950年余下

八个月的生产财务计划，该计划的基本任务明确规定：“在推广苏联先进工作方法的基础上，提

高机车车辆运用质量指标，改善各基层业务单位的各个技术作业过程。”c生产财务计划作为苏

联企业管理的法令文件，苏联先进工作方法以基本任务的形式出现，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苏

联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亲身实践和实际帮助下，为数众多的苏联先进工作方法被逐一投入到中长铁

路的生产实践中。至1951年4月25日中苏合办中长铁路一周年时，已有69种苏联先进工作方法

在中长铁路各业务单位中得到推行d。此后，与中长铁路运输工作相适应的更多的苏联先进工作

方法又逐渐得到补充和推行。同时，在苏联专家主导下，对苏联先进工作方法展开了系统的研究

和推广，制定了以苏联先进工作方法为基础的技术组织措施计划。到1952年中苏合办中长铁路

期限为止，中长铁路共计“推广了130多种苏联的主要先进工作方法，并帮助8000多名职工掌握

了这些工作方法”e。

具体而言，中长铁路所推行的一系列苏联先进工作方法不仅遍及机务、车务、工务、商务、

车辆、电务等各个业务部门，而且功能齐全，涉及改善机车车辆运用情况、改进运输组织、合理

利用货车载重量、提高机车运用效率、加强固定资产日常维修、提升机车检修质效等诸多方面。

例如，车务部门的粉笔调车法、机车新点火法及机车锅炉新放水法等；车辆部门的车辆检修横作

a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杨丽萍：《1949—1952年公私企业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探析——基于〈人民日报〉

相关报道的考察》，《党的文献》2019年第5期；卫磊：《1949—1955年太原钢铁厂推广苏联技术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

年第1期；游正林：《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与推广过程及其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

期；等等。

b 徐增麟：《新中国铁路五十年（1949—1999）》，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c 哈尔滨铁路局：《中国长春铁路资料汇编》，中国铁道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d 《步步学习中长铁路 纪念中国长春铁路成立一周年》，《人民铁道》1951年4月25日，第1版。

e 工人出版社：《认真学习中长铁路的先进经验》第1辑，工人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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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法、什车布力金列检工作方法、叶尔米金扩大列检不甩车修的办法等；工务部门的聂菲铎夫养

路法、冬季养路法等；厂务部门的郭瓦了夫工作法、高速切削法等a。

值得注意的是，中长铁路在推行苏联先进工作方法的过程中，产生了若干苏联经验“在地化”

的工作方法。如后来全国铁路大力推广的郑锡坤操纵法、李锡奎调车法、郭春林养路法、杨茂林

装车法、于喜洲洗检作业法、白晓生货车循环流水作业法、薛喜林列检法等。对此，1951年12

月，《人民日报》敏锐地关注到：“李锡奎调车法是一套科学而完整的调车作业法，是苏联铁路先

进经验与中国铁路先进工作相结合的产物。”b

一方面，苏联先进工作方法为一系列“在地化”成果的形成提供了经验基础。例如，长春工

务段工长郭春林“运用聂菲铎夫方法，创造了郭春林养路法”c；李锡奎调车法是李锡奎调车组

“先后学会了古力也夫的连续溜放法，保得果罗夫的活用分类法线工作，阔儒哈尔的解体照顾编

成及卡达也夫的溜放调车法等等”并综合运用形成的d；杨茂林装车法也有着相似的形成逻辑。

1953年5月，杨茂林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讲述了其方法的形成过程：“在工

作中，我学习并推行了一些苏联铁路商务工作的先进经验，如‘货物保证笺’‘对旗装车法’‘零

担计划运输’和‘改善包装、压缩容积、紧密装车法’等。”e

另一方面，一系列“在地化”成果对苏联先进工作方法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例如，长春站列

检所主任检车员薛喜林在苏联专家葛瓦什宁指导下，通过学习郭瓦了夫、叶尔米金、什车布力金

等苏联工作法，分析发现班内难以执行不摘车修的关键在于班内人员缺乏钳工技术。于是他组织

全班人员利用空余时间进行实际练习，制定了能在列车停站时间内完成的38种修理动作，创造

了扩大不摘车修法f。李锡奎调车组根据沈阳站日渐繁重的运输任务，在苏联调车法基础上“创

造了‘高技术车辆途中分解溜放法’和‘接力式制动法’及‘铁鞋制动法’”，充实和完善了苏联

调车法g。因此，1952年，铁道部指出：“郭春林养路法是苏联聂菲铎夫养路法在中国铁路的具

体化。”h铁道部所语“具体化”即与新中国铁路生产实际及职工能动性相结合，以使其适应实际

所需的转化。

在中长铁路的生产实践中，苏联先进工作方法及其“在地化”经验的先进性得到明显体现。

其一，生产效率提高。例如，苏德尼果夫调度法的运用使中长铁路“机车平均日车公里由五月份

的470公里达到九月份的525.1公里，提高22.3%；机车周转时间由五月份的13.5小时，达到九月

份的12.1小时，缩短10.4%；车辆周转时间也由五月份的1.93昼夜，达到九月份的1.78昼夜，缩

短7.8%；日间列车计划的标准性，列车接续与机车折返的情况，都有了基本的好转”i。其二，

工作质量改善。例如，1951年5月，工务部门推行聂菲铎夫工作方法后，“线路质量到12月份提

高1倍，从而消灭了因线路补修不良而发生事故的现象，比1950年的线路质量提高7倍”j。郭春

a 《中长路局两年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人民铁道》1952年4月22日，第1版。

b 《经济生活简评》，《人民日报》1951年12月4日，第2版。

c 《哈尔滨铁路局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

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283页。

d 人民铁道出版社：《先进调车工作方法》，人民铁道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e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刊（1953）》，工人出版社1954年版，第

175页。

f 哈尔滨铁路局：《中国长春铁路资料汇编》，第277页。

g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沈阳市志》第17卷人物，沈阳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h 《铁道部发布命令 全路推行郭春林养路法》，《人民铁道》1952年9月2日，第1版。

i 人民铁道出版社：《苏德尼果夫工作法》，人民铁道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

j 《庆祝中国长春铁路公司成立两周年》，《人民铁道》1952年4月2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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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养路法的普遍实行也使线路及大型建筑物质量充分改善。经检测，“1950年线路震动试验不良

达202分，1952年只达18分，大型建筑物也由520分降到20.6分”a。其三，成本消耗降低。例

如，鲁宁工作法在电务部门的推行使生产成本逐年下减，“由推行这个工作方法所获得的节约，

在1950年是48百万元（东北币），1951年是130百万元，1952年是660百万元”b。得益于先进

工作方法的推行，中长铁路运输效能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以车辆周转率计算，“1950年中长路成

立前为2.7天，中长路成立后制订的1950年8个月计划为2.4天，实际完成2.19天；1951年计划为

2.17天，完成为2.12天，1952年计划为2.04天，9个月完成1.93天”c。与此同时，在货运量逐

年增长的情况下，中长铁路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运输成本不断降低（详见图1），“1952年比

1950年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d。经营利润缘此不断提高，1950年利润收

入5663亿元，1951年为11892亿元，1952年增至23427亿元e。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指出：中长铁路“已经成为全国最先进的模范铁路”f，充分肯定了先进工作方法在中长铁路运

输效能增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图1  中国长春铁路运营状况（1950—1952年）

资料来源：哈尔滨铁路局：《中国长春铁路资料汇编》，第154页。本图系笔者绘制。

二、示范效应与先进工作方法的全面推广

鉴于先进工作方法在中长铁路试点过程中所展现的示范效应，将先进工作方法推广至全路的

工作开始被提上日程。1951年4月25日，铁道部要求“推广苏联铁路管理一系列的先进经验，并

不断和更多地把结合中国情况取得的经验，向全国铁路传播”g。

为在全路建立推广基础，铁路部陆续组织了多批中长铁路学习团。据时任天津局局长郭洪

涛所言，天津局所推行的先进工作方法，一般是“我局组织职工参观学习，接受过来以后，再在

a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283页。

b 哈尔滨铁路局：《中国长春铁路资料汇编》，第296页。

c 哈尔滨铁路局：《中国长春铁路资料汇编》，第166页。

d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275页。

e 哈尔滨铁路局志编审委员会：《哈尔滨铁路局志（1896—1994）》，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f 《中长铁路已成为全国最先进的模范铁路》，《人民日报》1952年4月26日，第1版。

g 《祝贺中长铁路一周年》，《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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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范围内推广起来”a。1951年起，全路开始陆续组织学习团前往中长铁路实地学习。其中仅

1951年，就“组织了一千多干部和劳动模范到中长路学习，四千多职工到中长路参观见习”。铁

道部认为，“采取这种有计划的学习方法，可把苏联先进经验推广全国”b。通过学习团，绝大

多数先进工作方法先后在全路得到推广。例如，1954年度，重庆局学习团赴原中长铁路学习后，

回局组织职工学习推行了李锡奎调车法、杨茂林装车法、郑锡坤操纵法、孙士贵焚火法、鲁宁机

车保养法、新洗检作业法、郭春林养路法等多个部门的先进工作方法c。郑州局电务段“中长”

经验学习小组随局学习团前往中长铁路学习三个月，返段后指定专人培养，进而推行的就有“李

庆春的三检四修工作法，石多顺、杨宜元、辛长荣等灯光调整法，杨志的通报法，沈文昭小组的

接线法，中修流水作业法，电话集户呼唤法，电报工时业务量改革，成立联合报话所等11项工作

方法”d。

对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先进工作方法，铁道部还重点举办了训练班。例如，1951年11月，铁

道部“在哈尔滨开办了为期一个月的车站作业技术和李锡奎调车法训练班”e，“由全国各管理

局各分局各主要编组站抽派调车员、车站工程师、技术股长等有关人员共130人参加学习”f。

仅1951年，铁道部就“开办了4个先进工作方法训练班，训练积极分子600人”g。翌年10月，铁

道部又在沈阳分局举办了苏德尼果夫调度法训练班，第一期学员计83名，包括全国多个路局的

调度员、司机、车长等有关人员h。1956年，铁道部车务、机务等8个业务局在推行先进经验计

划中，仍计划“举办7次全路性的先进经验训练班”i。依托中长铁路学习团和全路性训练班培

养的骨干，各单位均自办训练班推广先进工作方法。例如，铁道部开办李锡奎调车法训练班后，

“全国各管理局都以该训练班毕业学员为骨干”自办训练班。至1952年7月，“仅四个局的统计，

受训人员就达到2000余人”j。据参加该次训练班的丰台站调度员任长瑞叙述，“去年12月，我

由哈尔滨调车作业训练班回来后，北京分局就在丰台站组织训练班”，“在第四次训练班结束后，

丰台站各调车组普遍实行李锡奎调车法”k。1952年7月，太原分局连续“举办了车务、机务、

公务、商务等四种先进方法训练班，至8月15日止，训练了司机、司炉、调车员、养路工长、货

物员等858名”，“经过轮训的学员一般都已在生产上成了带头推行先进方法的骨干”l。

出于对训练班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实绩的肯定，1954年，铁道部明确指出：“各管理局应自行

开办各业务部门的主要先进工作方法训练班，有计划地学习苏联和中长铁路员工的先进工作方

a 郭洪涛：《天津铁路管理局生产改革的初步经验》（1952年8月），《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

211页。

b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一九五一年铁路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二年的任务》，《人民日报》1952年6月29日，第2版。

c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交通志》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d 郑州电务段段志编纂委员会：《郑州电务段志》，郑州电务段段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版，第521页。

e 《全国已有六十六个车站推广李锡奎调车法》，《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9日，第2版。

f 《全国已有六十六个主要车站推行李锡奎调车法获成绩》，《人民铁道》1951年12月15日，第1版。

g 滕代远：《铁道部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二年的任务》（1952年6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451页。

h 《我们在“中苏友好月”中受到良好教育》，《人民铁道》1952年12月13日，第2版。

i 《铁道部各业务局订出推行先进经验规划》，《人民铁道》1956年5月8日，第1版。

j 《全国各主要车站普遍推行李锡奎调车法》，《人民铁道》1952年7月8日，第1版。

k 《我们推行了李锡奎调车法》，《人民铁道》1952年6月17日，第1版。

l 《认真推广车机工商四类先进工作方法 太原分局进行干部轮训获很大成绩》，《人民铁道》1952年9月16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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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a这一推广方式的运用范围和频率逐步扩增。同年，重庆局计划通过训练班培养人数达489

人，其中“李绍强、孙士贵操纵焚火、郑锡坤新操纵法、鲁宁机车保养、部颁洗检作业等训练班

均完成了计划”b。沈阳分局更是“开办了100多个先进工作方法训练班，有2900多人学习了李

锡奎调车法、郑锡坤作业法、李邵强操纵法、王耀年钢轨检查等先进工作方法”c。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高全路的推广热情，铁道部把推广工作嵌入生产竞赛即“满超五”运

动d，利用生产竞赛特性营造的竞争氛围和竞赛程序中设置的奖励机制e，充分调动各部门职工

参与生产竞赛并在竞赛中深入学习和推行先进工作方法的积极性。

1952年，铁道部《关于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决定》指出：“满载、超轴、五百公

里运动是各种先进工作方法的综合”，并强调“以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为中心，积极地组

织推广新操纵法、新调度法、鲁宁机车保养法、李锡奎调车法、聂菲铎夫养路法、高速切削法等

业务部门的先进经验，认真实行郭瓦廖夫工作方法，普遍地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f。在铁

道部的号召下，一场“以推行先进工作方法为主要内容”g的“满超五”运动很快在整个铁路席卷

而来。从“满超五”运动的运作形式来看，一般是各单位根据各自的生产实际，以车间、小组为

单位提出竞赛条件，通过普遍挑战与应战的方式进行。其中，学习和推行先进工作方法是参与竞

赛的必要条件。1952年6月，苏家屯机务段郑锡坤小组率先向全路发起挑战。郑锡坤组在竞赛条

件中提出“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鲁宁机车保养法、高速度操纵法），巩固和发展郑锡坤同志的

先进作业法”h。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随即向全路发起号召，“要求全国铁路各业务部门的

工人、职员、技术人员，都要迅速起来应战。”继郑锡坤组发起挑战，“根据6月底的初步统计，

全国铁路已有6831个小组订了计划，向郑锡坤应战”i。其中，仅天津分区委员会就组织了122

个小组向其应战j。应战组纷纷提出学习和推行先进工作方法的应战条件。例如，“绥化分局全

国铁路劳模朱殿升青年调度组保证学习扎果尔科调度法。”“白子城全国劳模杨国良调车组、齐

齐哈尔站全国劳模崔秀峰等先进小组都提出了学习李锡奎调车法、马密多夫取送车法以缩短列

车编解时间的增产节约计划。”k机务部门中各包车组提出学习鲁宁式机车保养法、孙凤池洗检

a 《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学习和推广中长铁路经验的决定》，《人民铁道》1954

年5月8日，第1版。

b 重庆铁路管理局：《基本业务综合决算报告》（1954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馆藏档案（以下简称“铁档”），

档号：2.31-21。

c 《沈阳分局去年培养出大批干部》，《人民铁道》1955年2月23日，第2版。

d 即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简称“满超五”运动。“简单地说来，就是装得满，拉得多，跑得快。”参见《什么是

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6月18日，第6版。

e 1951年7月31日，铁道部公布的《优胜循环红旗奖励暂行办法》制定了竞赛胜利单位的奖金标准和分配方式：“批准

之金款额，以60%到70%作为奖励先进工人、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协助完成竞赛条件各职员的个体奖金之用，其余30%到

40%，用以改善工人职员集体福利，文化生活和住宅条件；由个体奖金款额内，至少分出50%作为奖励先进工人之用。”此外，

“竞赛胜利单位中的优胜单位（最好者）除按上项规定发给一等奖金外，另各分给优胜循环红旗一面”，月评月奖。该奖励办法

基本沿用至整个“满超五”运动结束。参见《铁道部公布优胜循环红旗奖励暂行办法由铁劳工（51）字第74号》，铁道部劳动人

事局：《铁路劳动力管理政策汇编（1919—1984）》，内部文件1985年版，第893页。

f 铁道部等：《关于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决定》（1952年5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

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131～134页。

g 重庆铁路管理局：《1953年度工作总结》（1953年12月26日），铁档：2.31-4。

h 《响应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号召 郑锡坤包车组向全国铁路职工挑战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号召全路

职工应战》，《人民日报》1952年6月4日，第2版。

i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竞赛的领导和推进生产改革的指示》，《人民铁道》1952年9月4日，第1版。

j 王成林：《文化的力量中国铁路安全制度文化选择与建设介评》，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k 《响应开展大规模生产竞赛号召 各地劳模纷纷向郑锡坤小组应战 杨国良等调车组保证推行李锡奎调车法》，《人

民铁道》1952年6月1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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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法等。工务部门如“齐齐哈尔工务段第一养路生产小组保证执行聂菲铎夫养路法，使震动试

验第三季度按指标减点6分，第四季度减点8分”a。此外，各地区、路局的小组间展开的内部竞

赛也促进了先进方法的推广。例如，1952年天津铁路分区就有“602个小组展开了内部挑战应战

竞赛。在车务部门有50个调车组组织推行了李锡奎调车法，商务部门26个小组推行杨茂林装车

法，机务部门74个机车包乘组推行郑锡坤操纵法，工务部门66个工区推行聂菲铎夫养路法，12

个小组推行孙凤池洗检法与高速切削法”b。1953年，重庆局“开展了全线、机车、工、电、车

辆各部门的竞赛”，“如九龙坡、成都两站开展了满堂红竞赛，有的推行了五比红旗竞赛、黑红

点竞赛、车间循环红旗竞赛。”在竞赛中，“杨茂林装车法，鲁宁式机车保养法，李锡奎调车法，

郭春林养路法，什车布利金快速高质列车检修法等48种先进方法”相继得到推广c。

与此同时，灵活多样的宣传工作也被运用于推广实践。其中，报刊是推广先进工作方法的重

要媒介。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铁路先进工作方法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均有踪

迹可寻，但就受众而言，铁路业内面向职工照例发行的《人民铁道》及《重庆铁道》等各路局自办

的报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该类报刊内容来看，先进工作方法的报道占据了相当的版面。

以《人民铁道》1952年第四季度报道篇目为例，有关先进经验者计142篇，其中67篇涉及先进工

作方法，占比高达47%。相关内容一方面是舆论造势，公布各单位推行先进工作方法的成效。如

1951年12月4日，《人民铁道》头版刊载的《戚墅堰推行高速切削法工作效率提高三倍至九倍》。

同时，未如实推行的单位又将面临着报刊舆论的责备。如1952年8月，《人民铁道》就对安东分局

基层单位不重视学习先进工作方法作了批评d。另一方面是经验推介，详细介绍先进工作方法的

操作流程和推行经验。通过报刊的信息传递，若干先进工作方法在不少单位得到了初步推行，如

长安工务段临潼养路工区推行聂菲铎夫养路法e、昆明局机车工厂推行科列索夫新车刀法f等。

在推广过程中，各单位还举行了多样化的宣传活动。例如，1952年8月，为推广高速切削法，

唐山铁路工厂前往长辛店铁路工厂举行了表演。事后，长辛店铁路工厂通过插红旗、挂光荣标示

牌活动向厂内职工宣传，吸引其动手实践，“凡报名试行高速切削法的工友，插小红旗一面，试

验中有成绩并能保持下去者换大红旗，成绩多者改换光荣标示牌”g。1953年6月，重庆局在成

都车辆段举行了列检观摩大会，成都车辆段、九龙坡车辆段和綦江车辆段列席参观。观摩会上，

王明德等表演了列检快速修理和什车布利金快速检修法，激发了职工群众的学习兴趣h。沈阳、

锦州、吉林铁路区工会和白城子分区工会也经常利用上光荣榜、戴光荣花、送喜报、开劳模会和

“双先会”等方式宣传先进工作者学习先进工作方法的事迹和经验，激励职工向其学习，争当先

a 《运输、机务、工务等部门职工继续提出保证向郑锡坤小组应战》，《人民铁道》1952年7月15日，第4版。

b 王成林：《文化的力量 中国铁路安全制度文化选择与建设介评》，第273页。

c 重庆铁路管理局政治部办公室：《1953年政治工作简要总结》（1954年4月28日），铁档：2.31-1。

d 《安东分局很多基层单位不重视学习先进工作方法》，《人民铁道》1952年8月26日，第3版。

e 1951年5月，长安工务段临潼养路工区职工“在《人民铁道》上看到苏联聂菲铎夫先进养路法的一些介绍后，都很重

视，进行了讨论”，“于是依据聂菲铎夫的养路经验，首先由钢轨中腰抽出最合标准的枕木，换在钢轨接头的地方，使负荷力

量平衡，由于接头地方负重较大，又特别的多捣固了一次，加上他们勤检查、勤修整，所以该工区管理的一段线路的接头地方，

就完全克服了低落现象”。参见《长安工务段临潼模范工区养路工人学习聂菲铎夫养路法整修线路》，《人民铁道》1951年11月

27日，第1版。

f 1953年，“自从报纸上介绍了科列索夫新车刀法，引起了昆明铁路局昆明机车工厂机械车间工人们的注意。工人袁

信忠首先试验了新车刀法。他在用高速钢刀镟机车大轴时，把走刀量加大到三公厘，吃刀量加深到五公厘，结果，比用旧方法

提高了生产效率四倍。”参见《昆明机车工厂试行科列索夫新车刀法成功》，《人民铁道》1953年9月9日，第2版。

g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厂务局编：《铁路工厂试行高速切削法的经验》，人民铁道出版社1952年版，第42页。

h 《我局为积极推广苏联先进经验举办列检观摩大会 列检快速修理表演超过部定标准》，《重庆铁道》1953年7月1

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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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a。此外，漫画、黑板报、广播、幻灯、电影、宣传队等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日常化宣传手段

也被广泛运用于推广实践。例如，1951年，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在初鸿义小组试行郭瓦了夫工

作法成功后，该厂“把初鸿义小组学习郭瓦了夫工作法成功的经过写成连环书，编成快报、顺口

溜，在全厂180块黑板报和书报上刊载，在广播台上广播，并请初鸿义向全厂工人作报告”b。

1954年，沈阳分局通过讲演、广播、电影、幻灯等方式开展的对先进工作方法的宣传就达2400多

次c。

三、先进工作方法的落实与“在地化”调整

通过紧锣密鼓的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先后在全铁路系统得到运用。然而，先进工作方法的落

地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反而表现出典型经验与地区实态的双向博弈，推行地也因此陷入程度不同

的调整纠葛中。

囿于职工思想觉悟、文化及技术水平有限，不少单位的推行工作败不旋踵。例如，广州南站

推行李锡奎调车法时，个别职工表示“我调了这么多年车，没听到什么李锡奎调车法”，“如今实

行李锡奎调车法，又要联系，又要站好位置，工作真难做”d。此种现象在领导干部中同样普遍存

在，如北京分局丰台站“个别领导认为李锡奎调车法的音响信号‘太冒险’，旧的手信号‘牢靠’。

限制除去调车场以外，出入对道仍用旧的手信号”。甚至严重至该站任长瑞调车组向领导提出任

组“实行音响信号成功的事实，并提出铁道部、天津铁路管理局已发布了一律实行音响信号的命

令时，仍拒绝普遍实行”，直到任组“向上级提出意见，他们才允许包车组实行连续溜放”e。为

打通思想障碍，有的单位事先组织了学习班，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如1952年，天津站货运车间推

行杨茂林装车法前，在该站党总支的领导下，“首先就组织了杨茂林装车法学习班（然后共举办

了三期），通过学习班检查批判了错误思想。并从理论和事实上认识推行杨茂林装车法对铁路运

输工作的重要性，开始扭转了职工中存在的错误思想”f。在学习班中，有的单位以先进工作方

法的相关文件为学习内容，增进职工对先进工作法的了解。如1954年，重庆局九龙坡机务段推

行部颁洗检作业法，组织了“检修运用干部、乘务人员及洗检工场全体工作同志”，“学习文件

一个月（二月份）”，使学员“一般均能了解新洗检的优越性、目的和意义”g。不少单位还举行

了技术示范，进行事实教育。如唐山铁路工厂举行技术示范后，使“大家认识到在现有技术设备

上提高切削速度是可能的，转变了以前的错误想法”h。在已推行的先进工作方法中，流于形式

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如1952年7月，南口机务段“有70%的包车组学习郑锡坤操纵法均流于形

式”，再如孙凤池洗检作业法的推行“在8月15日检测时，39人中只有6人及格”，甚至“很多人

a 沈阳铁路局工会工运史编审委员会：《沈阳铁路局工会志稿》，沈阳铁路局工会工运史编审委员会1989年版，第160页。

b 《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中苏友协 介绍苏联的先进经验 推动了生产增强工人对苏联的热爱》，《人民铁道》1951年

11月10日，第1版。

c 《沈阳分局去年培养出大批干部》，《人民铁道》1955年2月23日，第2版。

d 《广州分局主要站大力推行李锡奎调车法》，《人民铁道》1952年6月17日，第1版。

e 《我们推行了李锡奎调车法》，《人民铁道》1952年6月17日，第1版。

f 《加强职工对先进工作方法的理论教育 天津站货运车间推行杨茂林装车法成功》，《人民铁道》1952年7月22日，

第1版。

g 重庆铁路管理局：《关于列车运行、货物运输、货车检修、机务电务工作的办法、决定、指示》（1954年），铁档：

2.31-20。

h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厂务局编：《铁路工厂试行高速切削法的经验》，人民铁道出版社1952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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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孙凤池洗检作业法”a。造成形式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推行工作缺乏充分的准

备，急于求成。如郑州局“信阳站一个领导干部在动员推行李锡奎调车法时，向大家交代的办法

是‘学习三天，讨论三天，立即推行’”b。另一方面则在于不少单位对生产需要和推行条件缺

乏精确考量，未能制订切实可行的推行计划。如1953年，重庆局“什么李绍强、孙士贵焚火法，

郑锡坤操纵法、鲁宁式保养法、孙凤池、于喜洲洗检作业法等等，凡是有名称的先进工作方法，

差不多一揽子都推行了，结果没有一样彻底”c。1954年第三季度，昆明局就“推行了四十多种

先进经验，但缺乏有计划有准备的来进行”，“结果推的不深不透，不能在经济上取得应有的作

用”，甚至推行之后“运输部门有的站长不知道什么是李锡奎调车法”d。

鉴于推行中不少先进工作方法流于形式，多数单位进行了推行调适。一是严格落实推行前的

准备。如1952年7月，天津局在全面推广前采取了“分批学习、分批推行、分批考试、分批验收，

合格后发给合格证的办法”，“使全局职工都熟练地掌握先进工作方法，学会再推行，在推行完

毕后再验收，验收合格再发给合格证”e。二是根据生产实际确定推行重点，稳中求进。如1954

年上半年，重庆局明确规定全局“推行苏联和中长先进工作方法的原则是：‘宁可少一点，但要

好一些’”f，强调“领导在一定时期，对一个单位只能布置一个中心工作，现场也只能集中力

量在一定时期解决一个中心工作”。同时制定了全年在成都站、九龙坡机务段等单位重点推行鲁

宁式机车保养法、列比诺夫给水机械保养法等十项先进工作方法的计划，“由于中心工作明确”，

“能集中力量推行两种先进工作方法，使之能比较彻底的推行，取得了一定成绩”g。昆明局在

推行过程中也采取了相似的举措，如宜良工务段首先从欲将“推行的九种经验中选择了四种能与

当前生产紧密结合和迫切需要的经验，决定先推行。而在推行这四种经验时，又采取逐月实行一

两条，逐步趋于完善的办法”，有效遏制了推行中的形式化现象h。

不惟如此，多数单位还面临着区域格差导致的推行不适问题。如前文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

铁路系统推广的先进工作方法整体上源自苏联及其与中长铁路具体实际结合而成的典型经验。但

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时期全路的资源配置包括技术设备、自然条件等均与中长铁路存在着一定的

区域格差。如果说这种差异在东北、北方尚无大差，但较之西南等地或就极为显见了。也正是此

类起于实践场域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异地推行过程中的诸种不适。例如，1952年，重庆局广顺工区

推行聂菲铎夫养路法时，将该工作法的各项排列过程运用于经修工作，“但因西南的气候与新线

条件的不同，有的操作过程不是结合不上来，就是运用了工效反低”i。更为细微之处，如车钩

类型差异，南、北方是碰钩，昆明局管内铁路则为挽钩j。由于设备上的明显差异，昆明局推行

a 《南口机务段忽视推广先进经验 七月份机车洗检停修时间延长三倍以上》，《人民铁道》1952年9月16日，第4版。

b 《郑州铁路局七月份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情况和问题 克服在推行先进工作方法中的形式主义》，《人民铁道》

1952年8月28日，第1版。

c 重庆铁路管理局：《关于列车运行、货物运输、货车检修、机务电务工作的办法、决定、指示》（1954年），铁档：

2.31-20。

d 中国铁路工会昆明区委员会：《1954年第三季度工作总结报告》（1954年10月25日），昆明铁路管理局档案馆馆藏档

案（以下简称“昆档”），档号：54-1。

e 《深入推行先进工作方法开展爱国增产竞赛 天津局召开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人民铁道》1952年7月22日，第

4版。

f 重庆铁路管理局：《基本业务综合决算报告》（1954年），铁档：2.31-21。

g 重庆铁路管理局：《关于列车运行、货物运输、货车检修、机务电务工作的办法、决定、指示》（1954年），铁档：

2.31-20。

h 《宜良工务段如何推广先进经验》，《昆明铁道》1956年8月20日，第2版。

i 《广顺场养路工区是怎样推行流水作业法的》，《重庆铁道》1953年7月9日，第2版。

j 《北站推行李锡奎调车法的初步经验》，《昆明铁道》1953年6月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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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锡奎调车法屡次碰壁，“自实行以来曾发生50多次撞车事故”，职工推行情绪也因此消沉a。

因此，从区域格差的角度来看，试验典型推广全域必然造成程度不一的推广困难，不少职工“难

于执行”的呼声恐怕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为缓和典型经验实践场域差异化下的冲突与对抗，推行地采取了二次试点，即结合实际进

行适应性转化的基本思路。其一，再次试点。例如，1951年7月起，天津局分别选取了南口铁路

工厂、丰台机务段等为试点单位，对电务联合工区、高速切削法、聂菲铎夫养路法等进行试点，

“同年12月试点结束和总结后，才全面推广”b。通过试点，各单位一般都能够发现推行不畅的

症结。如1953年11月，重庆局电务部门在永川通信工区进行了苏联技术作业过程表试点工作c，

找出了过去推行不彻底的原因是“没有结合到本路尚在半工程时期，部分的基本建设尚未竣工，

临时任务太多等情况”d。其二，结合实际加以改造。试点工作是为了检测异地经验是否适应本

地的问题，降低全面铺开的试错成本，但要使异地经验“为我所用”，还要经过结合实际加以改

造的必要环节。如1953年，重庆局广顺工区起初按照聂菲铎夫养路法的程序在捣固以后做改道

工作容易形成“吊板”。几次实践后，“他们把改道和整错接头等有关钉道工作放在捣固以前做。

因广顺场工区的线路情况好，轨向没有大的帮助，提前做与方向没有影响，而且能减少‘吊板’，

提高了线路质量”e。是年，成都站制定的推行日班计划、李锡奎调车法等具体办法也着重强调

了“要把不符合本站特点部分加以必要的修正”f。

四、工作方法革新与铁路运能释放

1957年2月至4月间，铁道部党组召开全路各局（公司、院）党委（党组）书记会议。会议认为，

“中长铁路的基本经验已在全路推行，从1957年开始，不再将学习中长铁路经验作为全国铁路的

工作方针”g。这也意味着中苏共管中长铁路期间引入的苏联先进工作方法及其“在地化”成果

基本已在全路遍地开花。

先进工作方法的全面推行成就了新中国铁路系统工作方法整体变革的新局面。对此，上海局

总结到，“先进工作方法的推行，根本改变了铁路的旧面貌”h。诚然，新中国成立伊始，旧铁

路落后的工作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但因缺乏经验，又多以沿用为主。例如，1949年，陕

西省境内各车站调车作业“既无牵出线又无遛放设备，靠人力手闸制动。对‘禁止遛放’车辆用

机车慢行推送。由于设备简陋，作业安全无保证”i，此种情况到1950年亦无大的改进。郑州局

洗检作业仍“沿用原有的作业方法，作业程序和劳动组织不协调，停修时间长”j，类似事例不

胜枚举。不过，通过推广先进工作方法，新中国铁路行业工作方法逐渐除旧布新。例如，河北省

a 昆明铁路管理局政治处：《1953年第三季度工作情况报告》（1953年10月19日），昆档：53-8。

b 郭洪涛：《天津铁路管理局生产改革的初步经验》（1952年8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郭洪涛文集》，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8年版，第287页。

c 重庆铁路管理局：《1953年度工作总结》（1953年12月26日），铁档：2.31-4。

d 《推行苏联技术作业过程表的经验 电务科进行了试点工作》，《重庆铁道》1953年12月11日，第1版。

e 《广顺场养路工区是怎样推行流水作业法的》，《重庆铁道》1953年7月9日，第2版。

f 《成都站作出“克乱戒骄”的具体措施》，《重庆铁道》1953年10月1日，第1版。

g 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中国铁路大事记（1876—1995）》，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h 上海铁路管理局：《上海铁路局工作总结、运输任务完成情况报告》（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沪

档”），档号：B1-2-3723。

i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铁路志》第2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j 郑州铁路局史志编纂委员会：《郑州铁路局志（1893—1991）》上册，中国铁道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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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铁路调车作业先推行了苏联调车员的粉笔调车法，尔后又推行了“李锡奎调车法，实行分区

包干，由调车长根据线路值班员下达的6个小时阶段计划和包线制动员掌握的现在车情况，自行

编制调车作业计划，用口头传达布置。从此，改革了旧铁路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调车作业方法和

工作制度”a。与此一般，山东省管内铁路通过推行“苏联铁路调度员苏德尼果夫调度法，将列

车交接、机车交路、装卸计划、中间站甩挂、编组站及区段站列车到开计划等都铺画在玻璃板上，

便于调度员统揽全局，方便指挥”，实现了调度工作方法的根本变革b。

经落实与“在地化”调整，一系列先进工作方法与不同单位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工作

方法的创新发展。如前文所述，苏联经验与中长铁路生产实际及群众能动性相结合是李锡奎调车

法等众多先进工作方法的生成逻辑。同样，业已推广的苏联及中长铁路先进工作方法同各路局的

生产实践相结合也历史性地产生了大批适应各自单位的工作方法。1956年，全路先进生产者会

议对已有先进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讨论。会议认为，“值得推广的有197种。这些先进经验，都

是在全路各部门、各工种职工几年来学习苏联铁路和中长铁路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起

来的”c。如柳州局产生的“马庆余焚火法、谢绍琰调车法、紫阳河桥梁工区养桥经验、大溶江

联合工区维修经验等一批先进工作方法和经验”d。其中，有的先进工作方法还对苏联和中长铁

路的经验实现了超越，被铁道部总结公布并全路实行。如广州局工务处长吴钰创造的计划预防性

维修制式，其线路维修方法的基本原则甚至沿用至今e。得益于工作方法的革新，业内各单位的

生产工作出现了可喜面貌。例如，重庆局“推行苏德尼果夫调度法后，提高了日班计划的质量，

合理地分配列车的甩挂负担，避免两股道的车站及大区间两站会车，减少了列车晚点次数。全年

各部门恢复晚点时分5210.1小时”。鲁宁机车保养法的推行使得成渝线“机车质量改善，惯性事

故减少，再加上乘务员操纵技术逐渐提高”，“在分割运行事故上较上年减少55%”f。这些都对

各单位完成生产计划大有裨益。1952年，上海局超额完成该年头十个月的生产计划，并取得了

全路生产竞赛的优胜红旗，该局在总结经验时坦率地表示，“没有苏联和各种先进工作方法的推

行，上海铁路局十个月的成绩就不能取得”g。

全行业工作方法的革新促进了新中国铁路运输效能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详见表1），新中

国成立后，接踵而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致使铁路运输工作量稳增不止。以货运量为例，1950年全

行业货运量为9983.3万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上马后，货运量飙升至16131.3万吨，较1950

年增加62%。至1957年，货运量迭升至27420.5万吨，较1950年增加175%。与此同时，铁路运

输效能也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如1950年运营人员劳动生产率为159.9千吨公里/人，1957年增长

至395.8千吨公里/人，较1950年提升148%；在运输成本上，1950年为9.84元/千吨公里，1957

年为7.56元/千吨公里，同比下降23%。生产利润也缘此显著攀升，1957年较1950年增幅高达

562%h。当然，如上数据的增长是新中国经济建设规模效应下的必然反应，但工作方法的优化升

级显然发挥着重要的动力作用。对此，铁道部在总结1950至1952年铁路运输工作量、劳动生产

a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铁道志》第40卷，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b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铁路志》第4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c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竞赛的领导，广泛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指示》，《人民铁道》1956年

5月1日，第2版。

d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西著名企业创业史》第3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e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工程技术编·交通卷》，中国铁道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f 重庆铁路管理局：《基本业务综合决算报告》（1954年），铁档：2.31-21。

g 上海铁路管理局：《上海铁路局工作总结、运输任务完成情况报告》（1950年），沪档：B1-2-3723。

h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十年（1949—1958）》，内部文件1959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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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及运输成本降低主要原因的字里行间均肯定了“推行先进工作方法”a的实际功用。

表1  中国铁路运营状况（1950—1957年）

年份
货运量

（万吨）

运营人员生产率

（千换算吨公里/人）

运输成本

（元/千换算吨公里）

利润

（万元）

1950 9983.3	 159.9 9.84 25038

1951 11083.0	 193.2 8.88 51188

1952 13216.6	 224.9 8.58 75078

1953 16131.3	 315.7 8.98 94980

1954 19288.1	 348.2 8.7 99367

1955 19376.0	 349.2 8.95 105923

1956 24604.7	 417.9 7.66 146258

1957 27420.5	 395.8 7.56 165795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十年（1949—1958）》，内部文件1959年版，第4～7页。本表系笔

者绘制。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方法滞后是阻碍工业企业生产效益增长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彼时的历史

条件，新政权期望在尽可能不追加生产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从生产作业上革新自

然是一条不错的思路。后来的历史证明，通过革新工作方法确实推动了新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益

的提升。

通过考察铁路系统工作方法革新的历史，能够得出一个可能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企业	

工作方法革新历程的解释性框架，即“试点—推广—调适”。如前文所述，囿于经验所限，铁路

系统的工作方法在起始阶段主要诉诸苏联经验。经中长铁路试点，苏联铁路工作方法在效益展现

的同时产生了本土化的初步经验，这些经验继而被全国铁路推而广之。通过落实与“在地化”调

整，一系列工作方法进一步与全路各单位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铁路行业工作方法的全面革

新，进而实现铁路运输效能的释放。

将视野扩展至全国工业企业，其生产作业经验的革新也基本遵循相似的历史逻辑。回到当时

的历史场景，外交形势的转变为苏联工业企业生产经验进驻中国营造了别样的出场方式。苏联经

验率先在一部分主要的工业企业得到试行，这些工业企业多数位于其时的“工业重镇”东北。经

试行，一方面苏联生产作业经验的效用得到确证，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苏联经验在试验场域的“在

地化”经验，并通过政策向全行业推广。在与业内各单位生产实践互动和转化过程中，实现全行

业工作方法革新。

（本文作者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成都  611756；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成都  611756）

[责任编辑：陈佳]

a 铁道部财务会计局：《三年来铁路财务概况初步资料（1949—1952）》（1953年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467～4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