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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
让湖路工务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工务段机关设在大

庆市让湖路区，其线路管辖：滨洲线上自安达站外124．0公里与哈尔滨工务段管界

相毗邻，是分局的“东大门”，下至红旗营站外264．0公里止，与昂昂溪工务段分

界，榆红线2．633公里处与齐齐哈尔工务段分界；通让线上自立志站外335．0公

里与沈局大安北工务段接轨，下进末端让湖路站。

让湖路工务段管辖线路涉及两条铁路干线。其中，滨洲线延长140．0公里，通

让线延长85．O公里。此外，尚有榆红线2．633公里、红峰线3公里、让西站至壮

志联络线4．509公里，管内正线总延长230．142公里。管辖线路穿越安达市，大庆

市之龙凤区、萨尔图区、让湖路区、大同区、红岗区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这

些线路1．3％分布在安达市境内；21．9％分布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其余

76．8％分布在大庆市所辖各区域。滨洲线138公里至143公里穿越龙凤自然保护

区；211公里至259公里穿越扎龙自然保护区，线路两侧芦苇丛生、苇塘、沼泽、湿

地连成一片。油田境内线路两旁，油井林立。石油化工厂、聚乙烯化工厂、自备电

厂、油田材料仓库、钻井公司、天然气公司、设计院、研究院、油建公司、建材公

司、独立屯化学助剂厂、银浪仓库、林源炼油厂、喇嘛甸石油化工厂等，形成一条

长大而密集的石油化学工业带，依傍在铁路线路两旁。

让湖路工务段地处寒温带，属大陆季风气候。总的特点是：春季干旱多风、夏

季炎热多雨、秋季暂短早霜，冬季寒冷干燥。冬季长大210天(10月初至翌年4月

末)，严寒期145天(11月初至翌年3月末)。每年平均气温2．1℃，最冷是1月份，

平均气温一19。4℃，极端低温一39．5。C(1951年1月8日)；最热月是7月份，平

均气温22．8℃，极端高温40．1℃(1980年6月26日)。每年平均降水量553毫米。

全年多刮西北风，控制时间长达9个月(9月初至翌年5月)，年平均风速每秒3．5

米，春季风速最大达每秒40米，且大风日数也最多，占全年刮风日数40％以上。由

于线路地处东北特殊的自然环境，一年四季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自然恶劣气候条件的

侵袭，线路不但变化大、快，而且造成多种病害。春季里冰雪消融，路基翻浆冒泥、

松软下沉，线路长平、长直、水平等几何尺寸发生急剧变化；夏季里气候升高，昼

夜温差较大，线路钢轨接头轨缝“挤瞎”，易发生涨轨跑道。夏季雨水大，造成大段

水浸路基，洪水来临时，冲刷路基、轨道，严重时中断行车。冬季里狂风暴雪，气

温急剧下降，冻害骤长，线路几何状态变化明显(1964年以前，冻峰高达250毫

米)。冬季由于气温、轨温较低，辙叉、钢轨、接头夹板、联接螺栓等频频发生折

损。

1896年6月3日，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中俄密约》的签订，揭开了中东铁路

修建的序幕。中东铁路西段线路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破土动工，安达地段沿

线线路段属第七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该路段铺轨；1901年(光绪二十七

年)兴建安达车站和安达(让湖路)工务段段舍；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滨

·3·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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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线)正式通车营业。当日，满洲里、海拉尔、牙克石、博克图、扎兰屯、昂昂溪、

安达(让湖路)等工务段也正式成立，安达(让湖路)工务段俗称中东铁路第七工

务段。这条名日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实际上成为沙俄在中国的“国中之国”，

是沙俄大肆侵吞、掠夺中国财富、矿产资源的工具。中国铁路工人，尤其是养路工

人不甘屈辱和繁重的苦役劳动，他们不断奋起反抗，1908年，在全国兴起的“收回

路矿权利，承办国有铁路”的影响下，黑龙江省当局奏请清廷批准，官、商、民合

股，动工兴建了齐齐哈尔至昂昂溪的轻便窄轨(轨距1米)铁路，这条铁路虽然只

有29公里长，但是，它的建成通车，是晚清时期中国民众维护民族尊严、奋起抗争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热忱的真实写照。1924年(民国13年)5月21日，废除了沙俄

在中东铁路各站附属地行政特权，民国政府正式接管后又称东省铁路。日本侵占东

北后，1933年2月7日，伪满洲国公布“铁道法”宣布铁道国有，当年5月30 Et将

中东铁路改名为“北满铁路”。1936年1月1日，北满铁路哈(哈尔滨)满(满洲

里)段改名为滨洲线。1937年工务段改名为工务区，监工员驻在所改名为保线助役

驻在所。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铁路由苏军军管，路名仍称中东铁路，工务

区又改名为工务段，安达工务区正式称安达(让湖路)工务段。1950年2月，实行

中苏共管，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铁路)。1952年12月31日，苏联政府将中长

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全部财产移交中国政府。至今哈、满段仍称滨洲线。

中东铁路的修建和运营，给东北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也对东北三省的政治、

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沙俄借筑路之机在铁路两旁侵占大批官、民

土地，导致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沙俄野蛮砍伐沿线两侧及纵深地带林木，

除作枕木和建筑用材外，余皆运往俄国或高价出售。沙俄的肆虐欺诈，引起民情激

愤、奋起反抗，东北义和团在筑路工人和爱国清兵的配合下，他们拔测桩、扒铁路、

拆桥梁、砸机车、砍电杆、毁教堂，多次袭击沙俄勘探人员和筑路指挥人员帐篷、

住房。中东铁路建成后，中国铁路工人更是苦不堪言，养路工人被称“道拨”工人，

充当苦役、劳工，在沙俄的皮鞭下苦渡生涯。铁路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全线工人大

罢工就举行了三次。1926年春，中国共产党北满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北满地委)

在哈尔滨成立后，即向中东铁路沿线开展党的活动，同年9月，中共北满地委派袁

士辰等两名共产党员到安达站区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2月5日，安达站区的共产党

人领导1000多名装卸工人、道拨(养路)工人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

遇，斗争取得胜利，在这次罢工的影响下，工务段所辖沿线车间、满沟(肇东)，对

青山的道拨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占

我东北三省并收买中东铁路，广大道拨工人受到残酷压迫和奴役，但是广大铁路工

人从来未放弃反抗。1933年3月3日，中共安达特支领导20余名道拨工人举行罢

工，包围段长室、站长室，抗议降薪，斗争取得了胜利。6月末，又领导7名道拨

工人举行为时一天的经济罢工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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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中东铁路兴建到1945年日本投降，近半个世纪中，中东铁路工人，尤其

是道拨(养路)工人与全国人民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受了沙俄和日本侵略

者以及旧中国封建官僚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特别是日伪统治下的14年中，

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铁路工人不甘心当

亡国奴，他们有组织或自发地进行抗日活动，千方百计地支援并配合抗日武装包围

袭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在斗争中有的不幸被捕入狱，惨遭杀害，但是，他们那种大

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已永垂史册!

解放初期，铁路各级组织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

指示，广大铁路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做主人，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

们面对极端困难的条件，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支援解放战争而忘我地工作，积极抢

修线路，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战火中铺轨架桥。广泛收集和献纳各种铁路运输器

材，并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线路就修到哪里”的响亮VI号，随着解放战争的节

节胜利，大批养路工人积极参军入伍，并成立铁路纵队随军南下，支援关内的铁路

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经中苏两国签约协定，于1950年5月1日在哈尔滨组建中苏共

管的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1953年1月1日重建哈局。中长铁路虽然只有2年8个

月，但它的管理经验对新中国的铁路事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长铁路将苏

联铁路管理的经验运用到中国铁路，创造出一整套中国铁路管理经验和先进的工作

(生产)方法，当时由郭春霖发明创造的养路法在哈局各工务段传播使用。1950年6

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党中央随即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

召，让湖路工务段共有22人参军和数百名哈铁工人一道入朝参战，入朝后英勇作

战，架桥铺路，有人牺牲在朝鲜战场，成为名垂千古的烈士，也有的人身负重伤，

他们荣转回国后，又成为建设祖国的一代功臣。1958年“大跃进”期间，在极

“左”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铁路管理体制几经变革，使维修

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在“大跃进”中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土

法上马、发展机械化，促进了铁路改造和建设，全局工务系统涌现大量先进工区和

劳动模范，特别是广大养路职工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向上、忘我工作、

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至今仍在提倡和发扬。

1960年，哈尔滨铁路局所属工务段重新分界，机构调整合并，撤消了安达工务

段。齐齐哈尔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积极支援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于1965年
7月1日，在安达又成立组建了安达(让湖路)工务段。

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期间，段、分局和全国一样，历经了一场浩劫，正

常的维修生产秩序遭到严重地冲击，各种规章制度被废弃、职工纪律松弛、工作盲

目乱干、线桥设备质量大幅度下降，行车一般事故、道VI交通肇事。职工责任死亡

事故也屡屡发生，后由于“护路部队”的进入和实行“军管”，混乱局面稍得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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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铁路运输始终没有中断，铁路工人的优良传统仍在发扬光大。1968年开始，养

路区间作业走行的“长江750”轻型轨道车、手提式电镐，小型发电机等相继问世，

揭开了养路机械化的新篇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铁路和其

他行业一样，拨乱反正、整章建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工业学大庆热潮中，段地

处大庆学大庆，耳闻目睹，得天独厚，先进工区，先进工作(生产)者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大庆精神、“铁人”形象为段后来的发展壮大，铺垫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

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让湖路工务段步人了新的发展时期。段集经

事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多种经营的创建和发展，给段的经营管理、维修生产、

职工福利带来勃勃生机，注入新的活力。安全生产日新月异，在齐铁分局安全生产

“三个阶段”的划分指导下，安全由大起大落的传统管理，经过了以严治段相对稳定

的过程，从而步人了初级科学管理的新时期。进入80年代，随着企业升级的开展，

段从1985年开始创建“安全优质工务段”活动，至1998年，连续14年荣获“部级

安全优质工务段”称号，名列哈局工务系统前四名。安全生产一步一个新台阶，

1991年段晋升为局一级企业。在全局开展的“三标推进”、齐铁分局的“百日考

核”、“干部五定”考核、“二·三·五”安全管理模式、“二·六·一”系统工程到

全局统一推行的“七个机制”和“37111”安全系统工程等一系列深化安全管理的活

动中，锤炼造就了段一支“励精图治、务本求实、开拓进取、争先创优、艰苦奋斗、

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干部、职工队伍。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风雨历程，段涌现出

一大批先进车间、先进班组、先进党支部、模范党员、先进个人，各种荣誉称号、

锦旗奖牌，数不胜数，其中：最有代表性是荣获局优秀企业家称号、火车头奖章的

一任段党委书记、段长彭万代。

建国后，半个世纪以来，让湖路工务段管内的线桥设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东铁路开线铺轨时，采用的是长度10．058米和10．668米的32A、32B的轻型钢

轨，且正线轨枕采用的是每公里1600根。线路轨距几经改距。中东铁路轨距为1．

524米(5俄尺)，时称“俄制宽轨”，1935年8月后，改为1．435米，时称“日制

窄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线路轨距又改宽为1．524米，1945年苏联红军回国

后，轨距又改为1．435米标准轨距，一直演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

主，铁路从此真正回到人民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项事业百废俱兴、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钢铁工业飞速发展，国产钢轨相继问世，由每米43公斤轨发展

到每米50公斤轨，直至目前的每米60公斤轨。60年代初，管内正线已全部换成43

公斤轨，70年代，管内正线开始使用50公斤钢轨，90年代，管内滨洲线开始使用

60公斤轨。1965年，段管内正线轨枕铺设全部达到每公里1840根，但全部是木枕，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段管内正线木枕逐步地、分期分段地更换为钢筋混凝土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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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

建国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段管内大小站场内的线路是轻、老、杂型钢轨，

站内“异型接头”随处可见。道岔型号更为复杂，辙叉多为拼装辙叉，其中，安达、

龙凤、大庆、让湖路等较大站场，道岔型号复杂多样，有8号、9号、10号、11号、

12号，且道岔轨型也不统一。道岔有(55型)、(59型)、(62型)、(64型)和已铺

设少量的(75型)定型道岔。

80年代初，管内滨洲线复线工程从安达开工，1995年末，复线修至红旗营。20

世纪末，管内滨洲线上下行线全部是每米60kg钢轨。而且经大修全部换成无缝线
路。

翻开建国至今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代养路工人战天斗地、

与大自然恶劣气候抗争，为建设新中国，发展铁路事业，保障运输畅通，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单调而又令人厌倦的“战春融、度夏修、治冻害、防三折，反复整治线

桥各种病害”等一整套地线路维修、保养模式，磨砺了一代又一代朴实无华的养路

工人，他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冒狂风暴雨、酷暑严寒，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一代传播一代，呕心沥血、勤奋耕耘、无私奉献，用鲜血和汗水保证了让工管内两

条钢铁运输线畅通无阻。

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30年的光阴岁月中，养路工人使用笨重的手工工具，

从事着铁路行业中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代代老工长都用同样的话语教诲新工人，他

们说“养路工人不但要有体力，还要有技术；干咱们这一行是粗如大缸、细如牛毛；

养路行业一年四季都是黄金季节。”这些话语决不言过其实，他们除完成计划内的线

路维修、保养任务外，还要有计划地完成填补路基，清筛成段不洁道床，单根和成

段更换枕木、钢轨、调整轨缝等项重点工作。当时段还肩负着线路大、中修任务，

大量地卸土毛子、碴石、用以补充路基、路肩之后，进行成段线路大抬道。有铁路

那天开始，线路病害一直是威胁运输安全的大敌，受地域和气候的影响，冻害是让

工养路工人攻关不止课题，段内各领工区、工区管内线路冻害大小不一，但普遍存

在。几十年来，采用注盐；搭吊轨梁，开挖路基；冬季抢大锤，打扦子，刨冻害，

更换路基土质；用垫板整治，入冬随起随垫，开春随落随撤。60年代前。个别严重

地段，冻峰高达200多毫米，严重地段采用枕盒上轨距杆，冻害垫板使用通长垫板

串枕木。进入80年代，冻害有所减少，但个别地段冻起高度仍达7080毫米，正线

使用钢筋混凝土轨枕后，冻害垫板作业使用了调高扣件。70年代初，段开始组织道

岔大修，一般采用几个领_T_IX会战的形式，提前报请分局审批下达施工方案。一是

更换轨条；二是整组预铺、届时拨人的施工方式。通过10年的艰苦努力，进入80

年代，正线、到发线全部换上(75型)定型道岔。70年代，捣固作业开始使用手提

式电镐，“一操四”电镐，80年代，开始使用液压捣固机，此时，机械化作业基本

配套，液压起拨器、液压轨缝调整器，手提式电钻、电砂轮机、液压捣固机、扒碴



一让湖路工务段志——
机、回填机、夯折机等等已基本普及，1985年，段开始创建“部级安全优质工务段

活动”，1987年至1989年，段多次组织会战，科室人员旭多次参加，将大庆站、让

湖路站的部分到发线、站线；安达站的直通场8至10线拆出，换上正线大修下来的

“轨排”。90年代初，段内各大站场和个别会让站的道岔大修更换上[AT]型道岔，

90年代末期，滨洲线各站正线道岔全换为矮型特种断面弹性可弯式尖轨60kg／m轨

12号道岔。1998年8月，管内滨洲线第一次大提速，221公里至248公里又遭受百

年一遇洪水的袭击。段完成提速工程，战胜洪水袭击后，由于地下水位上升，地表

土层含水量加大，造成冻害峰起，1998年冬至1999年初春的这场冻害，来势之凶

猛，冻起速度之快，遍及区域之广，处所之多，最大一处冻害达270毫米，是让工

历史上冻害最大的一次。让工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敢打硬拼，吃苦耐劳的让工

人经过一翻艰苦努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99年至2000年，让工设备更新改造

又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滨洲正线安达至红旗营间更换60公斤道岔189组，其中，

12号道岔105组；60公斤9号特种道岔32组。1999年10月10日正式交付使用后，

站内通过允许时速达120公里，区间达135公里。

2000年，哈局工务处下达2号文件，要求将安全优质活动进一步深化为“五五”

工程。“五五”工程在全段范围内全面提升，一场大打设备翻身仗的攻坚战序曲正式

拉开，让湖路工务段在滨洲线上演了一幕幕“五五”攻坚战，让湖路、安达站场的

“五五”达标初见端倪，滨洲线178公里道口创全局最优。

伟大的祖国、勤劳勇敢地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刻，以暂新的

姿态高举旗帜跨人了二十一世纪。迎接美好的春天，开创幸福的未来!

新时期的哈铁职工，具有革命年代优良传统的让工人，将大力弘扬几代养路人

流传下来的艰苦奋斗精神，为振兴齐铁分局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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