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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述——
齐齐哈尔电务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站段之一。它坐落在美丽的鹤

城，位于齐齐哈尔站南300米，站前大街16号，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是东北铁路成立

较早的电务段。它历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伴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而今，已是一

个充满生机和活力，拥有现代化通信、信号设备的电务段。现有职工678人，下设10

个车间，担负着平齐、齐北、富嫩三条线361营业公里39个站(场)的通信、信号设备的

养护维修任务和报话服务工作。

在齐齐哈尔电务段68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沦陷时期和人民

铁路时期。沦陷时期，即从1932年至1945年，是一段饱受Et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

迫、奴役的屈辱史。解放后人民铁路的历史则是一部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是逐步走

向强盛的发展史、前进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齐克铁路控制在日本人手中，管理机构和

管理模式都是日本式的。1932年1月，齐齐哈尔电务段成立，隶属于齐克铁路工程局

工务处，内设机构按照日本名称有5个系，即庶务系、经理系、通信系、保安系、电力系。

管辖范围为南起昂昂溪(三间房)北至泰安(今依安)、宁拉支线共10个站，即昂昂溪

(三间房)、榆树屯、衙门屯(大民屯)、齐齐哈尔、冯屯、塔哈、宁年(富裕)、富海、泰安(依

安)、拉哈，共计216．3公里，有信号机27架。当时的中国人民身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

和奴役，各系中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由满铁人员和日本人担任，铁路员工只

能干粗活，出苦力。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霸占中国，在加紧修建铁路的同时，

对通信、信号设备进行了统一配套和改造，安装了单导线信号机和联锁箱联锁设备，区

间采用了电气路牌闭塞机。1934年4月，齐克铁路工程局与四个铁路局合并，成立洮

南铁路局，齐齐哈尔电务段归洮南铁路局管辖。这一年宁年站使用了电锁器联锁装

置。1937年齐齐哈尔站北侧建成了机械集中联锁。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屈的齐电人

同全国人民一道自发的、有组织的进行了抗日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齐齐哈尔铁道局，齐齐哈尔铁路归人民所

有。齐齐哈尔电气区改为齐齐哈尔电务段。从此，齐齐哈尔电务段广大职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当家做主，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全段职工为支援解放战争，尽快医

治战争创伤而忘我工作。被评为铁路劳动模范的通信工长王永明，练就了脚踩线条逐

杆逐空查找线伤的硬功夫；号志手赵凤文、徐永年带领队伍在郑家屯至彰武问日夜抢

修信号设备，保证运输畅通，支援锦州解放战役。1947年修复苏联红军撤离东北前拆

除的180公里的宁嫩线和1949年拆撤北黑线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人关作战，齐电人

舍小家保大家，献工献时，献纳器材，受到各方好评，通信工长丁文礼等7人荣立特等

功。1947年后，齐电段长陈玖铭、梅崇德等200多人先后随军南下，为支援解放战争和

以后的新中国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齐电人伴随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开始了新的征程。五十年代初，

广大职工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一方面加紧对旧中国和日伪时期遗留设备全面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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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养护和维修提高运用效率，另一方面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地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中，先后有60多名同志赴朝参战，丁紫薇、陶树昌、黄金成、周奎锦、付世杰、石

殿长等6名同志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18岁的电话员丁紫薇赴朝鲜两个月就献出了

年轻的生命。通信工长丁文礼、通信工赵秀峰获得志愿军铁道管理局功臣模范称号，

丁文礼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在“铁牛”运动中，号召全段各

工区修号志(信号)标准站，基础全部整正；导管、导线全部整修；导线接头全部重缠，天

亮干、天黑算，江桥号志(信号)工区首先达成标准站，被东北铁路总局评为基干铁牛队

员、劳模集体。1951年11月，话务员李杰创造通话呼叫“单户集传法”被推广到全局。

齐电职工的技术业务和管理水平在同行中也处在领先水平。1952年5月，齐齐哈尔铁

路局电务处组织通信、信号、联合三个工区技术表演赛。当时8个电务段各派4人参

赛，齐电参赛的室外通信工区林文铎、齐南信号工区边永孝、三间房联合工区关海峰均

获第一名，吴全林获第二名。三间房联合工区率先在全局推出通信、信号设备检修作

业程序，经验在全局推广。1953年三间房联合工区、泰来工区被评为铁路局先进集

体。宁年(富裕)信号工区被评为全国铁路先进集体。在学习推广中长路经验时，局电

务处在齐齐哈尔电务段试点，从加强计划管理人手，设专职计划员1人，财务支出纳入

计划管理，实行稽核员审批制度，开展班组经济核算，修旧利费，控制成本支出活动，从

此，电务段的各种费用支出进入有序可控状态。从1953年开始，信号为适应站场线路

的改进，拆除出站信号机和部分脱轨器，改为速差式的进站信号机，后又改为一通三

式。大站联锁箱联锁改为电锁器联锁，将电气路牌机用的干电池改为手摇发电机，将

臂板信号机的油灯改为电灯或电池灯等。通信系统从1954年开始，对通信电线路进

行改造。横担间距由450毫米改为600毫米；将铜线的交叉弓子改为交叉铁板(铸

铁)；调换线条位置，将一排担变为铜线，二排担变为铁线，铜线改为3．0毫米，增加了

密度，提高了效率。为了强化管理，电务段组织财务、技术有关人员利用三个月时间编

写出《齐齐哈尔电务段管理细则》。电务处组织召开会议，全局各电务段长等同行，评

议《齐齐哈尔电务段管理细则》，受到各单位好评。1959年11月齐南信号工区出席了

全路劳模大会，获先进集体称号。同年杨德志被评为省劳模，他所领导的齐北信号工

区达到了无事故2700天，处在全路电务系统先进行列。五十年代形成的自力更生、奋

发图强、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齐电宝贵的精神财富，鞭策和教育

了齐电几代人。

进入六十年代，齐齐哈尔电务段进入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时期。1960年，顾甸站

首先建成小站电气集中联锁，采用色灯信号机。自筹材料、自己施工，新上齐站北侧简

易驼峰电气集中。1961年三问房站东场建成大站电气集中联锁，开始了信号设备的

又一次更新换代。1959年4月齐齐哈尔至顾甸，试用“齐铁二型”继电半自动闭塞，

1960年三问房电气集中投人使用，对邻站实行58型继电半自动闭塞。1965年泰来至

齐齐哈尔全线改用64D型单线继电半自动闭塞。面对设备新、人员新、管理不适应的



一}既述——问题，三次组织有关人员去锦州学习电气集中管理、维修经验，由技术室编写电气集中

设备标准、检修程序。派工程技术人员深入三间房站总结实践经验，帮助工区提高人

员素质，提高设备质量，摸索管理经验。在新上三间房站和东场南侧117／119双动道

岔试验中，齐电人以严细实的态度去对待每一次实验，在仅出现的一次错误表示中，发

现了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设计上的问题。经过攻关小组反复试验、分析研究，提出改

进意见上报电务处、铁道部电务局，受到了部局的认可，通知定点厂家进行修改，至今

仍在使用。他们这种对设备质量精益求精的精神，受到部局的表扬。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经过调整稳步发展的铁路遭到严重破坏，齐齐哈

尔电务段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到严重冲击，规章制度废

弃，职工纪律松弛，工作盲目乱干，检维修任务不能正常进行，设备质量、安全生产出现

了历史性的大滑坡。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齐电与其他行业一样，拨乱反正，整章建制，经

过两年的整顿，恢复了正常运输生产秩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齐电进

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信号电气集中改造，1978年到1990年自己施工改造了14

个站场，占全段电气集中的37．8％。通信对26个区段、34条回线，进行不平衡电阻测

定，共翻了680处、1136条公里，使两线电阻平衡达到零，是全局第一个实现小区段整

治到零的电务段。对8个通信机械室全面改造，重新摆放设备，更换配线，合理布局，

长途、自动分设，使机械室内的设备性能保持良好，面貌焕然一新。无线通信、地面通

信设备、列车广播设备都有长足的发展。1979年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以来，管理工作出

现了质的飞跃。1980年8月，铁道部在齐分局召开了全路电务系统全面质量管理经验

推广现场会，介绍了齐电的经验。1989年获得了铁道部质量管理奖。自1988年全路

电务系统开展安全优质段活动至1998年，连续11年被铁道部命名为安全优质段。在

1988年达成省文明单位基础上，1992年获得省文明单位标兵称号。1991年、1992年被

局命名为安全标杆单位。1994年段党委被铁道部授予“全国铁路先进党组织”称号，

信号中修队、无线检修所、信号修配所、信号检修所、信号试验室等跨人全路先进行列。

纵观齐齐哈尔电务段68年的历史，解放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解放

后50年的历史，尽管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在总体上取得了与旧中国无法比拟的成就。

——通信、信号设备不断进步。信号设备数量逐年增加，到2000年底，全段39个

站(场)506组道岔全部实现电气集中联锁。全段共有信号机903架，轨道电路819个

区段，电动转辙机648台，自动闭塞20个区段，半自动闭塞34．5个区段，机车信号

348．242公里。信号技术由机械信号发展为电气信号、继电式电气信号、电子信号。六

十年代开始由旧中国和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臂板信号机(夜间为油灯或电池灯)，逐步

被透镜式色灯信号机代替。区间闭塞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步淘汰使用了近20年的电话

通票闭塞、电气路签、路牌闭塞，开始使用简易继电半自动闭塞。七十年代末，管内35

个区间全部使用64D单线继电半自动闭塞。1976年，齐齐哈尔一榆树屯间采用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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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自动闭塞。1992年，段管内开通使用了接近连续式移频电码化设备，实现了机车信

号自动控制。1998年，榆树屯站安装使用了西德产双机牵引的液压转辙机，适应了列

车提速的需要。

通信技术由模拟通信发展到数字通信。长途通信传输设备，五、六十年代完全是

架空明线，七、八十年代开始铺设小同轴电缆，九十年代采用了光缆通信。地区通信设

备，五十年代初还普遍使用磁石手摇电话机和磁石人工交换机，六十年代后逐步被自

动电话机和供电交换机、步进交换机、纵横交换机代替。到二十世纪末，段管内全部使

用了数字程控交换机。地区电话程控交换机容量达2800线，为铁路各单位和职工家

属提供了优良的服务。

——设备质量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围绕提高设备质量，始终坚持标本齐治的原

则，加大修制改革步伐。在检修作业上，坚持了多巡、多测、少检、少动的原则，严格检

修程序；在施工作业中强化过程控制，加强施工组织，保证了施工安全。特别是从

1986年开始，电务段提出了以淘汰非标准电路、设备、器材为主要内容，实现设备“三

统一”的奋斗目标，即统一设备制式和类型；统一器材元件的型号和规格；统一设备的

安装和配线方式。用6年时间，结合大中修和重点整治将17个站的6501电路改成

6502电路，更换了75公里铝芯电缆和139组道岔安装装置，对39个站场的非标准设

备进行了整治。从而达到了“三统一”的目标，真正做到了扛着一根杆，拿着一套配线，

到哪个站的同类设备上都可使用。加强了对报警设备的管理，象运用中设备一样建

帐，现场备用一定数量，并定期试验，全部开展人所轮修，保证了路局提出的“四测试”、

“三报警”处于使用状态。四个检修基地均采用微机进行管理，运用微机测试，按不同

轮修项目的要求研制或购置了集检测与修理为一体的作业台，使检修测试由人工测量

改变为仪器测试，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数据化。同时优化了“四同步”管理，按优秀

中修段的要求，把主攻点放在修程上，使集中修、轮修、图纸核对、二级测试四种修程同

步进行。从计划安排人手，形成中修站即是当年主要器材的轮修站，也是二级测试全

面进行、图纸全面核对的站，便于控制现场作业过程，将零打碎敲的作业方式改变为整

体更换，理顺了所、队、试验室与现场工区的配合协作关系，合并了作业项目，压缩了设

备停用次数和停用时间，为增加整体运输效益创造了条件。

——安全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六十年代初，学习庆华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

劳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制定了《齐齐哈尔电务段管理细则》，充实了管理内

容，结束了安全管理无章可循的历史。1975年1月30日，团结站2号道岔因铝芯电缆

冻断，信号人员在处理故障时，将两线制道岔外线接反，使道岔与室内表示不一致，造

成旅客列车与站内停留车辆正面冲突的重大事故。惨痛的教训，使齐电人懂得了安全

意味着什么。从那时起，全段上下把安全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研究探讨安全管理

控制规律。八十年代以后，从实施分局“二、三、五”管理模式、“261”管理方法，直到

“3711”管理体系，安全逐步纳人有序可控轨道，开始步入全路的先进行列，曾多次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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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全路电务系统介绍经验。1995年齐电在全路电务工作会议上介绍了“锲而不舍抓

基础，持之以恒保安全”的经验。铁道部电务局长称：齐电是先进典型的优秀代表，并

将齐电经验概括为“实、细、全、恒”四个字，在全路推广。铁路局专门下发文件，号召全

局学习齐电经验。自1979年8月28日至2000年8月27日我段达成安全生产21周

年，位居全路电务系统首位。

——企业管理不断创新。从八十年代后期，齐电的企业管理不断创新，逐步实现

科学化、现代化。1989年被局评为铁路局一级企业，1991年段长鲁俊瑞获铁路局优秀

企业家，1992年获局级企业优秀单位，各职能科室在各种单项管理考评中都站在分局

和局的前列，有的还跨人省、全路先进行列。活跃在车间、班组的质量小组，从1989年

至今，坚持20年开展质量管理活动，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年都有成果获分

局以上直至省、铁道部的表彰奖励。在方针目标管理、劳动人事管理、信息管理、经济

责任制考核、施工方案优化等方面，以技术标准和作业标准为主体，不断完善和深化。

九十年代已完成技术标准314项，工作标准124项，作业标准95项，建立了标准化工

作体系，使全段的各项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近lO年来，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

用，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活动，解决了许多安全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自行研制的电话集中机微电脑测试台、蓄电池电液比重测试器，无线电台遥控装置等

14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了国家专利和省、部的验证，有的已被推广到全路，在安全生

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职工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陆续充

实到电务段的各个岗位，2000年全段有技校生140人，中专生87人，大专以上毕业生

103人，自学成才31人，占现有职工678人的53．7％。在强化安全意识和文化技术教

育上，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第一思想教育，不间断地开展安全查摆反思活动，增强

职工的安全责任意识。通过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表演赛等活动，加大文化技术业务的

考核，促进职工技术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

——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作用不断增强。1947年3月，齐电成立

秘密党支部，党组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党员队伍逐渐壮大，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组

织都起到了政治核心作用。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组织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

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发挥党员在安全生产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促进了安全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1986年5月段纪委成立后，强化对党员

干部的监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全党齐抓共管的格局。工会组织自1946

年7月成立以来把带领职工开展各种生产竞赛作为主线，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

性。1985年后，工会开展了建设职工之家活动，被分局第一批命名为“合格职工之

家”。1998年又被铁路局命名为“模范职工之家”。共青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

军，一代又一代青年在安全生产中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1984年，齐电团委

书记张风作为团干部代表，与来齐考察工作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合影留念。



一齐齐哈尔电务段志——
——职工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活状态从温饱跨人了小康。工资收入从

解放初期的实物，到现在人均年收入11573元，福利费600元以上。始于八十年代的

多经事业，进入九十年代已形成一定规模，到目前拥有固定资产90万元，流动资金87

万元，累计完成销售收入3280万元，实现利润93万元，多经的发展为改善齐电职工生

活提供了有利条件。

回首齐电68年的历史，它记述了齐电人在旧中国受到的封建主义和日本帝国主

义的剥削和压迫；记述了齐电人与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和斗争；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齐

电人翻身解放后的喜悦；记述了齐电几代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无私奉献。而今，

齐电人正继往开来，以求实、求精、求发展，创新、创效、创一流的齐电精神，为齐电在新

世纪谱写更加美好的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