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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既述——
齐齐哈尔工务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段址位于齐齐哈

尔市铁锋区站前大街26号，占地面积325600平方米。

齐齐哈尔工务段担负着平齐线450．00公里至571．333公里和齐北线0公里至

61．480公里问线路、桥梁的养护维修和14处道口看守、15处道15监护工作，管辖

区段地处小兴安岭南麓的嫩江平原，乎齐线与齐北线在齐齐哈尔站中心相对接，榆

红线、榆树线分别与滨洲东、西部线相连，纵横交汇，构成哈局西部地区铁路交通

之咽喉，运输之要道。管内运输繁忙，行车速度高(正线允许行车速度为120公里／

小时)，车流密度大(齐齐哈尔——榆树屯问昼夜通过列车100多对)，通过总重多

(管内平齐线2000年通过总重为5201．4万吨)。齐齐哈尔、三间房两大编组场，空

重车集散中心，路网型编组站。

齐齐哈尔工务段地处寒温带，自然环境恶劣，季节性灾害经常发生。春季冰雪

融化春融乱道，夏季高温胀轨跑道，秋季多雨洪水断道，冬季高寒“三折”(夹钣、

辙叉、钢轨折损)，四季多风，偶发雪害、沙害，线桥维修作业条件十分艰苦。

齐齐哈尔工务段始建于1928年，但她的历史轨迹从1925年1月平齐线洮昂路段

(洮南～三问房)勘测设计时开始。到2000年，已经历了民国、沦陷、新中国三个

时期76年的沧桑岁月。

齐工管内的线桥设备从修建竣工运营至解放前没有大修过，钢轨轻、老、伤、

杂，大部分道床为混砂道床，枕木为普通木质素枕，设备陈旧老化、病害严重。由

于设备先天不良，夏秋两季雨水在线路上横流，暴雨过后，混砂道床就会被淘空罄

尽。冬季到来后，冻害蜂拥而至，线路变得七高八低。由于线路变化剧烈，钢轨、

夹钣、辙叉折断现象大量发生。当春天到来时，翻浆冒泥处所比比皆是，乱道带来

的危险频繁出现。桥涵设备也同样糟糕，梁跨与墩台的制式不统一，孔径不足、浅

基、冻害、墩身及梁体裂纹、梁端顶死等病害大量存在。

在旧中国和东北沦陷时期，养路工人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非人的生

活，被称为“道拨”和“苦力”，从事着最繁重的劳动，饱受欺压和凌辱。

解放后的第一代齐工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人民政权的巩固，确保辽沈

战役胜利，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牺牲。一些人随军前进，曾豪迈地发出“解放军打到

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誓言。在硝烟战火中，用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保证了

军用物资的运输，为祖国大陆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新中国诞生后，齐工人

面对旧社会留下的乱摊子，满怀“人民铁路人民建”的政治热情，在党的领导下，

不计报酬，不讲条件，无悔无怨，勇敢地向困难挑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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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齐哈尔工务段志——
桥设备病害得到基本控制，改变了设备零乱不堪的局面。在铁道部、铁路局的统一

要求和帮助指导下，推行以“包修、包养、包检”为主要内容的新养路法，强调维

修工作的计划性，把养路工作从“事后修”转为“预防修”，从此翻开了齐工历史的

新篇章。

1956年成立路基专业工队，专门整治路基病害、整修排水设备，经十年努力使

管内正线基本消除了25毫米以上冻害，为铺设砼枕打下基础。1957年成立了枕木修

补组，对枕木进行拼接、镶补、捆扎和腻缝，在保证线路质量前提下节约了资金。

进入60年代，开展了“格上格、活外活”活动，提高了养修标准，使管内设备

质量不断提高。文革开始后，线路维修工作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线路失修，质量

下滑，严重威胁行车安全。

到了70年代，在全国学大庆的浪潮中，全段职工发扬“天亮干、天黑算，晚饭

后来个小会战”的精神，创标准设备，重点解决钢轨爬行、道床不均、枕木失效等

问题，对管内设备质量得到普遍提高。1979年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80年代，以创建部级安全优质工务段为主线，以全面质量管理为手段，坚持

“一紧急、二保养、三维修”的原则，强化以“四有四合一”为中心的控制体系，解

决了许多生产中的难题，使设备质量达到了优质、均衡。1984年在全路工务段中第

一批率先进入部级安全优质工务段行列。1986年在全路工务段中第一批率先获铁道

部质量管理奖。

进入90年代，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修、养、治”并重原

则，从科学安排、优化劳动组织和作业程序人手，加强病害整治、强化质量控制、

巩固发展优质成果。同时，针对管内铺设无缝线路的实际，不断摸索养护维修经验，

制订防胀、防断措施，保证了安全。尤其是1998年，管内线路遭受百年不遇特大洪

水的破坏，平齐线507公里、509公里、511公里分别冲开三处总延长1019米，最深

达30米的水毁口子地段，齐北线32～36公里线路大水浸泡。齐工广大职工发扬艰

苦奋斗精神，抗洪救灾，抢修线路，恢复通车。

1999年和2000年，以深入开展“五五工程”创建为载体，从实施“3711”管理

工程人手，提高了工人作业质量，强化了安全管理，保证线路达到“一实、二全、

三净、四无、十条线”，动、静态质量全优，2000年被哈局命名为安全优质示范段。

齐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1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表现是：

设备数量成倍增加。1949年设立南浦路道口，以后相继设立了职工路、炮台等

道口。1966年三间房编组站竣工运营，1973年平齐上行线投入使用，1986年三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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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述——
编组站二期扩建交工，包括三峰、红峰、昂峰、榆峰、西峰、南环等联络线投入使

用；到2000年末管内有正线251．809公里，站段岔特线260．983公里，军企线74．

651公里；道岔970组，道口124处，其中有人看守道口14处；桥梁18座、涵洞56

座；机械动力设备217台。

设备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建国后，管内设备经多次更新改造，淘汰了过去

轻、老、伤、杂轨，1994年管内正线已全部更换为60kg／m或65kg／m的无缝长钢轨，

碎石道床和钢筋混凝土轨枕，道岔也由小号拼装式改为整体锰钢辙叉，尖轨也由普

通钢轨刨削而成，改为轨腹加厚轧制而成的新型高强尖轨。1998年榆树屯站更换4

组提速道岔，允许列车通过速度达160公里／／J,时。

作业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建国初期，工人使用的工具与落后的耕作农具差别

不大，锹、镐、叉、耙、扁担、撬棍是施工和维修工作的基本工具，惟一可称为

“机”字的就是齿条式起道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发电机、捣固机、起拨道机、

清筛机、无齿锯、电动钻孔机、钢轨打磨机、电焊机以及液压起拨道器、直轨器、

轨缝调整器等，已被广泛使用。昔日一群人手握撬棍，喊着号子进行拨道的情景，

如今已成为历史。过去完全靠人抬肩扛的繁重劳动，现已大部分被轨道吊车所代替。

过去在众多人眼里讳莫如深的无线对讲机，如今已成为现场防护员、巡道员手中的

日常通讯工具。钢轨探伤从手摸眼看到用仪器探伤，目前已更新为电脑控制的性能

更加先进的新一代探伤仪。

技术力量得到显著增强。职工人数从建段初期的近200人，发展到1000多人。

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也从当初的多由日本人担当，发展到拥有一整套专业技术

队伍。到2000年末全段全民合同制职工定员1055人，现员1004人，共有高级工程

师2名，工程师9名，助理工程师16名，技术员5名；经济师1名，助理经济师7

名，经济员5名；会计师1名，助理会计师4名；政工师6名，助理政工师4名；

工人技师17名。

企业管理得到不断加强。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正式掀开齐工企业管理工作的篇

章。50多年来，齐工企管工作由初级到高级，从沿袭、模仿到自主创新，由曲折徘

徊到快速健康发展，由传统管理到现代管理，不断探索前进，深化完善，使企业素

质全面提高，齐工的面貌和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扭转了过

去在于部职工中长期存在的“重安全、轻效益，重技术、轻管理，重生产、轻经营”

的传统思想观念。安全管理机制不断优化，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建立了

与路局、分局要求相适应的安全管理机制。安全管理机制的不断优化，对于落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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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安全措施，保证安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至2000年末，实现无一切行车事故

7937天，位居全路工务段之首。

党群组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1947年建立秘密党组织，1948年转为公开，

1958年党支部改建总支，1978年建立党委；1984年建立纪委；解放初期建立工会组

织；1949年建立团支部，1959年改建团总支，1978年建立团委。到2000年末党委

下设党总支1个，党支部24个，全段共有党员486名；工会下设支会12个；团委下

设团总支1个，团支部10个，共青团员81名。

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在旧中国和沦陷时期，养路工人受到非人待

遇，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恶劣。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下，各级工会组织

开展以“三线”建设为载体，以“五小”活动为内容，修建小浴池、小食堂、小活

动室、小菜园、小学习室，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的生活环境，1996年建成花园式工区

三个。在生产条件方面，实现了养路机械化，实现了机械化捣固和清筛，减轻了工

人的作业强度，提高了作业质量。道口看守也实现了自动化，安装电动栅门、自动

报警等装置，提高了道口的安全系数。

双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安全优质这个永恒的主

题，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齐工特色的安全管理机制，铸造了“安全

优质、务本求实、开拓奉献、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先后获得铁道部“火车头奖

杯”、“全国铁路安全先进单位”、“质量管理奖”，14次被铁道部评为“安全优质工

务段”；被黑龙江省命名为“六好企业”、“文明单位”、“抗洪抢险先进集体”；被哈

尔滨铁路局命名为“先进单位”、“安全标杆单位”、“安全标准线建设先进集体”、

“四好班子”、“军交正规化先进单位”、“安全优质示范段”。

多元经济不断发展。1979年建立集体经济，1987年兴办多种经营，不仅解决了

部分职工子女就业问题，还达到分流部分富余人员，为企业创利的目的。

如今，齐工走过70多年的风雨沧桑，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齐工的全体干部、

职工在新的世纪中会确立更高的起点，继续弘扬“安全优质、务本求实、开拓奉献、

争创一流”企业精神，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为齐分局的振兴与发展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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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1925年(民国十四年)

——大事记一

5月28日 平齐线洮昂路段(洮南一昂昂溪，今三间房)开工，1926年7月4日竣

1926年(民国十五年)

5月31日 洮昂铁路嫩江大桥(木制桥)建成。

7月4日 泰来、五庙子(今平洋)、江桥、大兴和昂昂溪道班(工区)成立。

是年洮昂铁路通车后，相继成立泰来和江桥工务段，隶属于洮昂铁路工程局。

1928年(民国十七年)

1月 泰来和江桥两工务段合并，成立江桥工务段，仍隶属于洮昂铁路工程局。

7月 龙江(今齐齐哈尔)工务分段成立，当时为齐克铁路工程局龙江工务总段龙

江工务第一分段。李继虎任分段长。

是月 平齐线昂齐路段(昂昂溪一齐齐哈尔)和齐齐哈尔编组场及齐克铁路同时
开工兴建，昂齐路段和齐齐哈尔编组场于12月竣工。

12月 榆树屯和龙江(今齐齐哈尔)两个道班成立。

1929年(民国十八年)

5月 昂榆线(榆树屯一昂昂溪“今称榆树线”)兴建，是年11月修至今昂昂溪站
东1．1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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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民国十九年)

2月 齐克(齐齐哈尔一克山)铁路的齐齐哈尔至泰安(今依安)路段铺轨竣工，3
月通车。

3月 塔哈道班成立。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8月 齐克铁路塔哈一泰安间，洪水冲毁路基和桥梁，中断行车，至9月20日8时
修复通车。

子)。

是年嫩江洪水冲刷平齐线504大桥造成木桩倾斜，严重威胁行车安全。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5月12日 日本侵略者开工兴建平齐线504公里钢梁桥，翌年7月22日竣工。

是年齐北线0公里119米处，建成两孔4．5米和两孑L 5．2米的立交桥(俗称桥洞

△克利、豆海、汤池、衙门屯(今大民屯)和冯家屯(今冯屯)5个道班相继成立。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是年 齐北线34公里315米处，建成5孔16米钢钣梁桥。

△三田树义(日本人)任龙江工务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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