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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大庆铁路志，是大庆市志的组成部份。按照《大庆市志》的

编写方案，由市交通局牵头编写。在市志办和地区党委的重视

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编辑人员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现

已完成志书的编纂工作。由于我们的政治理论，思想认识，文化

水平以及对铁路企业志编写工作经验所限，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

难免，希望指出宝贵意见，将诚肯感谢。

1985年5月1日



大庆铁路志编纂成员

主 编、 王云山

绘 画 杨正德

摄 影 王 祥

校 对 孙文化 王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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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大庆铁路地区党委、指挥部，是

在全国修志高潮中，本着市志办的指示精神，开始修写志书的。

编纂铁路志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它为四化

建设服务，为铁路建设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它也是

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料，把建国以来，特别是大庆油田开发以后的

铁路发展历史全面如实地记述下来，为后代熟悉和了解前辈事业

提供参考，以便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编纂铁路志，大庆铁路地

区的编辑人员；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探索铁路

志编写特点，做到资料搜集，史料考核，撰写志书都是实事求是，

详今略古，依靠群众，深挖细找，尽力达到纵不断线，横不缺

项，考证详实，例据充分，有翻查研究价值，有深刻地教化作

用。

这部铁路志着重记载了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二十四年身

在大庆学大庆，艰苦奋斗建铁路，使铁路运输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和极大的政治热情在各条战线忘我劳动，勇

敢战斗。昔日滨洲东部线的134公照6个小站，如今发展263公里

滨州东部和让通两条线30个车站，承担着大庆原油和各种物资运

输，对大庆市的发展起到火车头作用!

这部铁路志共九章四十一节，语言通顺，文字简练。但是，

由于时间紧迫，资料限制，在史料准确性，内容鲜明性，体例逻

辑性上都有很多不足之处，恳切希望提出宝贵意见，使它更加完

善÷

' {'



在此，我代表铁路地区党委，指挥部对铁路志编辑人员的辛

勤劳动和支持这部铁路志印刷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感

谢l 一

·2·

六庆铁路地区党委书记范成义
j

、 198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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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铁路与大庆油田



第一章

大庆铁路与大庆油田

第一节 概 述

大庆铁路地区党委(原安达地区党委)组建于1960年12月、

是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的派出机关，它地处滨州东

部线，大庆市所在地，管辖从东部线安达车站到红旗营，从让通

线的让胡路车站到建民车站，共三十个车站和为运输服务的机务

段、车辆段、工务段、电务段、列车驻在所，以及后勤服务单位

的房产段、医院，水电领工区、中、小学校、公寓、食堂、公安

派出所等单位，现有干部、职工六千六百余人，担负着大庆市和

泰康、肇源、安达、青岗、兰西、林旬各县的旅客乘降和各种物

资运输任务，同时还接待来自国内外到大庆参观，旅游、开会等

外宾和旅客的运送任务。

随着大庆油田的发展，铁路发展也很快。从1960年前滨州东

部线十个车站到1983年末发展到三十个车站和五个二等站、七个

二等段。过去的让胡路、龙凤是两个工务养路工区，现在是二等

车站，尤其是从让胡路到安达四十公里铁路线上连续五个二等

站，构成全国独一无二大站集中的特点。管内装卸车占齐分局的

50％以上，仅原油一项，从1960年的577，361吨发展到最高峰为

19，523，6,7z吨。为支援大庆、建设大庆、发展大庆、贡献了力

·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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