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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
齐齐哈尔列车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位于黑龙江省西

部、东北铁路网西北部，分局机关所在地。段址设在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富丽街30

号，5层砖混楼房内，占地面积710平方米。东距齐齐哈尔站0．5公里，西接齐齐

哈尔市长途汽车客运站。段内行政部门设企业综合管理办公室、乘务室、安全路风

室、教育室、劳动人事室、计划财务室、收入管理室、多种经营办公室、劳动服务

公司；辖属运转车间、嫩哈车队、市郊车队；党群部门设党委、纪委、工会、团委。

齐齐哈尔列车段所处地理位置：东经1240、北纬490，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春

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暂短早霜，冬季寒冷干燥。冬季长达210天(10

月初到翌年4月末)，严寒期145天(11月初至翌年3月末)。年平均气温2．1℃，

最冷是1月份，平均气温一19．4。C，最热是7月份，平均气温22．8。C，年平均降

水量553毫米。全年多为西北风，控制时间长达9个月(9月至翌年5月)，年平均

风速每秒3．5米，春季风速最大，达到每秒40米，且大风日数也最多，占全年大

风日数40％以上，素有风刮“卜奎”之称。

齐齐哈尔列车段是以运转乘务为主、客运乘务为辅的综合性业务段。运转除担

当齐齐哈尔——哈尔滨间、齐齐哈尔——扎兰屯间、齐齐哈尔——白城间、齐齐哈

尔——北安间、齐齐哈尔——嫩江间、昂昂溪——博克图间(国际列车)及市郊列

车共63对旅客列车的乘务工作，还承担齐齐哈尔——嫩江间、齐齐哈尔——依安

间、齐齐哈尔——三间房间、三间房——博克图间、三间房——安达间军用列车、

路用列车、临时加挂守车的货物列车乘务工作。客运担当齐齐哈尔——北安间、齐

齐哈尔——碾子山问2．5对普通旅客快车，齐齐哈尔——嫩江——哈尔滨间、齐齐

哈尔——扎兰屯间、齐齐哈尔——让湖路——安达间6对普通旅客列车和齐齐哈尔

——三间房间、齐齐哈尔——龙江间、齐齐哈尔——碾子山间、三问房——碾子山

——齐齐哈尔间、三间房——富拉尔基间、三间房——昂昂溪间9．5对路用客车的

乘务工作。

1896年6月3日，清朝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从而掠夺了中东铁路的修

建和经营权。1898年6月，西线(哈尔滨——满洲里)工程动工修建。1903年7月

14日，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营业，在齐齐哈尔(今昂昂溪)设车务三段，有车守(运

转车长)8～10人，其中一少部分由中国人担任，形成了原昂昂溪列车段的雏形。

当时车守(运转车长)的工作较为简单，主要任务是：抄录车号、核对票据、验收

列车、传递货运票据。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列车不编挂守车，只是在列车尾部选择

有闸台、防雨棚、制动阀的车辆作为车守(运转车长)的值乘位置，车守(运转车

长)站在走行台上作业。

1922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组成东北自治政府。1925年修建洮昂铁路，1927年7

月正式通车营业，在洮南成立洮昂铁路局。车守(运转车长)归洮昂铁路车务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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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黑龙江省当局为方便省内农产品运输，决定修建齐克铁路，齐克铁路

工程局设于洮南，与洮昂铁路局为一套机构，有车守(运转车长)5～6名，货物车

长(货运员)3～4名，隶属齐克铁路工程车务第一分段，形成了今齐齐哈尔客运段

(原齐齐哈尔列车段)的雏形。运转乘务工作借鉴南满铁路的管理与作业形式，货物

列车和混合列车均编挂守车。

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为加强殖民统治，控制了全东北

各条铁路。1933年初，成立齐克铁路列车段，1934年改称齐齐哈尔列车段。1935

年，日伪政府从苏联手中买下中东铁路，1937年12月，齐齐哈尔列车段改名为齐齐

哈尔列车区，昂昂溪设列车分区，列车区设庶务室(总务室)、交番室(交班室)，

运转车长称为运转车掌，派班长称为仕番长。当时的运量较齐克铁路无较大变化，

运转车掌(运转车长)的出退乘由交番室(交班室)办理，列车开行计划由铁道局

运输课(相当于运输处)列车司令(列车调度员)下达给列．车区交番室，再由列车

区交番员安排运转车掌(运转车长)的仕业番号(乘务交路)，各次列车无论有无车

流均挂守车。在日伪统治时期，中国工人遭受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生活

得不到保障，激起了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1941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

九支队军医王耀钧与齐齐哈尔列车区运转车长周善恩等人成立中共北满省委第一执

委部，周善恩负责机要联络工作。11月，周善恩出乘回来，遭到日本宪兵的伏击，

他用水果刀将日本宪兵队长星野头部刺伤，转行自杀未遂而被捕，1943年3月3日

英勇就义，谱写了齐列人不甘沦为亡国奴，勇于斗争的壮烈篇章。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解放昂昂溪，昂昂溪列车分区改称昂昂溪列车段。

1946年4月24日，齐齐哈尔解放，齐齐哈尔列车区改称齐齐哈尔列车段，铁路真正

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7年，东北铁路总局颁布实行《铁路运转规程》，行车组织

和列车运行秩序出现了新的局面，但由于运量大于运能，仍沿用日伪时期的管理方

法。人员不足，列车晚点情况经常发生，运转车长到达后来不及休息就紧急折返，

但全体运转车长为支援解放战争，不计报酬，忘我地工作。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铁路军用物资的运输也向南延伸。9月28

日6时15分，由昂昂溪机务段人事股长穆成斌、司机范永，昂昂溪列车段运转车长

邹天余、张尚友、刘国栋等16人组成的特别乘务组，牵引“3005”次秘密军火列

车，从昂昂溪站出发，经过4个昼夜的奋战，于10月2日4时06分到达清河门站，

为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仗——解放锦州起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乘

专列去苏联访问，昂昂溪列车段运转车长于振洲、吕尊端光荣地担任了哈尔滨至满

洲里区段的乘务工作。

解放后，职工们的生产热情高涨。1949年11月，在党支部和工会的带领下开展

了“铁牛运动”，列车段职工特别是运转车长争当“铁牛基干队员”。1950年铁道部

下发了《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对运转车长作业程序做出新的规定，取消了运转车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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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列车时抄录车号的规定。1950年～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齐齐哈尔列车段和昂

昂溪列车段共派出13名运转车长参加铁道兵入朝部队，有1名运转车长在朝鲜战场

上光荣牺牲。1954年，齐齐哈尔列车段、昂昂溪列车段增加了运转副车长，负责中

间站的甩挂作业。1957年，昂昂溪列车段取消运转副车长。1960年，全部取消运转

副车长。

1958年．1月，齐齐哈尔列车段改为齐齐哈尔车务段乘务车间。同年11月29日，

齐齐哈尔车务段撤销，恢复成立齐齐哈尔列车段。1959年5月17日，昂昂溪列车段

改为齐齐哈尔列车段昂昂溪列车驻在所。1961年9月1日，齐齐哈尔列车段运转车

间划归齐齐哈尔车务段。1962年1月1日，昂昂溪列车驻在所划归昂昂溪车务段。

60年代，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以及国际上敌对

势力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使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处于困难时期，列车段职工

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使运输生产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1961年修建了榆红线，从此结束了运转车长乘务齐齐哈尔至哈尔滨列车绕行昂

昂溪的历史。

1964年1月1日，昂昂溪车务段运转乘务车间和齐齐哈尔车务段运转乘务车间

划归昂昂溪列车段。1965年10月11日，齐齐哈尔客运段和昂昂溪列车段合并成立

齐齐哈尔列车段，齐齐哈尔设运转车间，三间房设列车驻在所。齐齐哈尔运转车间

负责滨洲东、西部线和平齐线旅客列车运转乘务工作及齐北线、富嫩线客、货列车

的运转乘务工作。三间房列车驻在所负责滨洲东西部线三间房——安达、三间房

——扎兰屯货物列车及东部线让湖路——安达小运转列车、哈尔滨——扎兰屯国际

列车的运转乘务工作，另外还负责安达——让湖路、三间房——昂昂溪、三间房

——富拉尔基的客运乘务和运转乘务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齐齐哈尔列车段的运输组织工作也同其他部门一样受

到了严重冲击，在“不破不立”的口号下，运输秩序一度混乱，一些行之有效的制

度形同虚设，职工纪律涣散，事故频出。 i

1976年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齐齐哈尔列车段与全国其他行

业一样，整章建制，恢复运输生产。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东北地区备战防

御苏联入侵，作战物资和部队的集中运输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全体运转车长服从指

挥，全身心地投入到军事运输之中，无一人请假，无一人漏岗，圆满地完成了运输

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齐齐哈尔列车段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9

月13日，齐齐哈尔列车段改名为齐齐哈尔客运段。同年10月1日，三间房列车驻

在所撤销，成立三间房列车段，原齐齐哈尔列车段运转车间和让湖路驻在所划归三

间房列车段。三间房列车段成立后，把“立新风、树正气、保安全、争先进”作为

企业精神，全段干部职工恪守这一信念，立足本岗勤奋工作，争做楷模。1982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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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车长范宝富被命名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进入80年代中期，三间房列车段把“严

实拼搏、争创一流”作为企业精神。在企业精神的感召下，为使三间房列车段成为

全局一流列车段，1984年，段组织专业班子对《三间房列车段经济责任制考核体

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加大考核力度，整顿作业纪律，全年安全形势稳定，实现无

一切行车事故的目标。1985年三间房列车段执行了分局制定的“二、三、五”安全

管理体系，把原有的安全管理方法由只治标、不治本的传统经验型转化为现代科学

型。1988年路局为运转车长配备了便携式车长电台，使运转车长在列车运行中或接

收列车时能及时与司机或车站值班员进行联系，提高了运输效率，确保了行车安全。

1992年哈尔滨铁路局下发了开行“双无”列车的有关文件，除超限货物列车、扩大

货物列车、途中待卸货物列车外，其他货物列车取消运转车长值乘。同年三间房

——富拉尔基681／690次列车被评为局红旗列车。

1993年三间房列车段的客运工作量加大，原由齐齐哈尔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齐齐

哈尔——三间房711／712、713／714、715／716、717／718次通勤车和齐齐哈尔——扎兰

屯527／528次、齐齐哈尔——嫩江547／548次列车移交三间房列车段担当乘务。随着

客运工作量的逐年增加，三间房列车段由原来以运转和货运为主、客运为辅的专业

性站段转向运转、货运、客运三者并存的综合性站段，成为直接面向旅客的窗El单

位。同年4月12日，三间房列车段由三间房搬迁至齐齐哈尔，8月13日更名为齐齐

哈尔列车段。当年在哈尔滨铁路局红旗列车竞赛评比活动中，齐齐哈尔列车段担当

的三间房——昂昂溪——富拉尔基681／690、三间房——富拉尔基711／718次旅客列

车首次获局先进列车称号。同年，运转车长王玉春获铁道部颁发的火车头奖章。

1995年3月，为完善齐齐哈尔列车段的基础管理，段组织专业班子撰写了含管理标

准、工作标准、作业标准三项内容的《齐齐哈尔列车段企业标准》，从而，齐齐哈尔

列车段的管理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同年8月，齐齐哈尔列车段让

湖路驻在所职工王洪达见义勇为勇擒持枪抢银行歹徒，被大庆市委、市政府授予

“勇敢市民”光荣称号，为全分局的职工树立了新时期铁路人的光辉形象。1996年6

月，经铁路局验收三间房——齐齐哈尔71 1／718和三间房——富拉尔基6811690次两

组小客车首批达到安全标准示范车标准，并得到局领导的高度评价。哈尔滨铁道报

以《两组小客车开出高水平》为题，刊载了列车段在建线活动中的事迹，推动了齐

齐哈尔列车段客运工作的发展。1997年4月，齐齐哈尔列车段沿零车取消，货运员

随之取消。

1998年，齐齐哈尔列车段再一次修改了企业精神，将“树一流的标准、创一流

的管理、争一流的质量”作为新的奋斗目标，全段运转和客运职工在党、政、工、

团各级组织的带领下勇于开拓，再创新绩。在1998年的抗洪救灾中，齐齐哈尔列车

段共乘务晚点列车378列，加开军列28列，加开临客36列，途中卸路料18列，支

援哈列乘务8列，由白城子迂回2列，超区段乘务1列，受灾滞留在外车体5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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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73人、旅客887人、货物141件，无一责任晚点、无一货物丢失，为分局抗洪

救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年，齐齐哈尔——三间房——碾子山乘务二组荣获市级

“青年文明号班组”称号，在列车长黄敏的带领下，全组乘务员真正做到了“车行千

里，情洒万米”。1999年，齐齐哈尔列车段依据铁道部《岗位作业标准》，制定了运

转车长、列车长、行李员、广播员、补票员、列车员六种职名的《岗位营销作业标

准》，将段有关文件、制度、要求纳入其中，使齐列的管理再上新台阶。

2000年，齐齐哈尔列车段把提高服务质量，创品牌列车作为跨世纪里程碑工

程，提出了“硬件不去比，软件不能差”的口号，在“软件”方面加大培训检查力

度，重新制定了客运乘务员12项服务标准和一次作业程序，10月26日，在齐列担

当乘务的57089次列车上召开了客运质量现场会，分局长对这趟列车的卫生环境和

乘务员良好的服务状态给予高度的赞扬，号召分局客运系统向齐列“站在队尾争排

头”的精神学习。

纵观齐齐哈尔列车段百年历史，是一部记录着铁路事业不断发展变化、逐步走

向辉煌的变革史，是一部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革命史，是一部体现齐

列人勇于开拓、争创一流的光荣史。

百年来，齐列的工作量不断加大。建段初期只有单一的运转乘务工作，1928年

增加了货运工作，1961年增加了客运工作，随着运输工作量的增加，为铁路的发展

和国家的经济建设的贡献越来越大。

百年来，齐列职工的工作条件不断改善。建段初期，由于列车不编挂守车，运

转车长无论严寒酷暑都要露天作业。1928年齐克铁路列车编挂守车后运转车长作业

条件有所改善。解放后，铁路行车速度逐年加快，由于二轴守车自重轻、运行摇摆

幅度大，运转车长被磕伤、撞伤事件时有发生。1975年后二轴守车陆续被四轴守车

取代，使运转车长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1992年开行“双无”列车后，除特殊需

要值乘的列车编挂守车外，运转车长主要值乘旅客列车，在列车尾部车厢设有运转

车长值乘位置，作业环境得到彻底改善。

百年来，齐列的安全控制能力不断加强。解放前无成形的安全管理模式。解放

后，逐步摸索制定了相应的安全管理办法。进入80年代后，安全管理体系不断更

新、修改、完善，从“二、三、五”到“双达标”到“261”到“安全管理七项机

制”，直到2000年的“3711”，运输生产已达到了有序可控、安全稳定的状态。截止

2000年末，实现安全行车1704天，人身安全6480天。

百年来，特别是1980年成立三问房列车段以来，齐列的旅客发送人数和客运收

入不断增加。1981年旅客列车发送人数4．7万人次，客运收入5．7万元；1993年

旅客列车发送人数11．8万人次，客运收入39万元；2000年旅客列车发送人数75．

5万人次，客运收入423万元，实现了列车收入的稳步增长。

百年来，齐列职工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解放前职工的文化素质较低，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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