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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
齐齐哈尔站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以下称齐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是管

内特等站。辖两场(南、北场)、四个货场(南、东、西、集装箱)、105条专用线。承办旅

客与货物运输，是客运技术作业兼工业区段站。每日开行旅客列车60对，日均发送旅

客1．89万人；日均发送货物3．93千吨。担当齐齐哈尔至三间房小运转列车，齐北、富

嫩间区段i摘挂、小运转及直达直通货物列车的编解、作业车取送；同时，还担当旅客列

车底、检修车新造出厂车的取送和技术作业。

齐齐哈尔站地处北纬47007～470527，东经123023’～124028’的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中

部。站界南端为平齐线567公里142米处下行进站信号机与站界标；北端以齐北线零
公里135米处上行进站信号机柱为界，全站占地2．25平方公里。齐齐哈尔站所在区

域——齐齐哈尔市，旧称卜奎，别称“龙沙”。因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丹顶鹤自然保护
区，又称“鹤城”。远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栖息繁衍，康熙30年(公元1691

年)，齐齐哈尔筑城屯兵，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齐齐哈尔市位于松嫩平原西部，

是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冬季漫长

寒冷，夏季短热多雨，春天风大干旱，秋季早霜降温快。年平均气温2．10C，最冷为一

月份，平均气温一19．40C，极端一39．50C(1951年t月8日)，最热七月份，平均22．80C，

极端40．10C(1980年6月26日)。年平均降水量553毫米，年日照2780小时；无霜期

122_151天，平均131天。改革开放后齐齐哈尔市辖七区九县，土地面积52285平方

公里。其中，市区面积4365平方公里；人口550万。其中：市区180万。建国后，先后

迁入和建立一批大中型企业，使齐齐哈尔市成为重要工业基地；因其地处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的松嫩平原，又是国家商品粮基地。

1928年1月，黑龙江省当局“为便利省城交通和旗民生计”筹议修筑齐克铁路(齐

齐哈尔至克山)。督军吴俊升亲赴北平(北京)与北洋政府交通部代部长常荫槐商定，

由官督商办，北洋政府与地方各投资一半筑路。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广信公司、克

山农商会、泰安(今依安)镇农商会等共筹银元450万元。在修筑齐克铁路的同时，完

成昂昂溪(今三间房)至龙江(今齐齐哈尔)间的线路工程。5月10日，设在洮昂铁路

局内的齐克铁路工程局成立，洮昂铁路局长许文国兼任齐克铁路局长。7月26日，龙

江(今齐齐哈尔)站动工兴建。12月14日竣工营业。为区别1908年修筑的齐昂轻便

窄轨铁路的齐齐哈尔站(位于今龙沙区第二机床厂附近)，称为龙江站。始建的龙江

(今齐齐哈尔)站位于今救援列车停留线南侧，有站舍约100平方米。其中，候车室约

20平方米；有4条到发线，8条调车线；两座各长363．8米和300．3米的砂石路面旅客

站台；三处用枕木铺设的站内平交道口；使用手动转辙器扳道；只有进站信号机，无出

站信号机，信号机为臂板式；使用电报或电话办理区间闭塞，占用区间凭证为路签棒；

使用2台调车机；无站场照明设备；旅客站台与候车室为白炽灯泡照明，全站职工80

余人。只开行龙江(齐齐哈尔)至洮南的旅客、}昆合、货物列车各1对。同年12月20

日首次开行至奉天(今沈阳)的直达旅客列车；1930年3月，开行龙江(齐齐哈尔)至泰

安(依安)旅客列车。

1933年8月15日龙江站改称齐齐哈尔站，并被定为组成站(编组站)。193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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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齐哈尔站志——
月9日，候车室失火，站舍全部烧毁，3月迁至临时候车室；6月10日，齐齐哈尔站大楼

(今齐分局办公楼)动工修建，1936年6月22日竣工使用。．为强化殖民统治，1937年将

齐齐哈尔站改称齐齐哈尔驿，隶属满洲铁路局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派遣大批日本人担

当重要职务。同时，对齐齐哈尔站进行技术设备改造，增加线路与信号设施、货物仓库

与站台；改变联锁装置与闭塞方式，增设10条专用线。1938年3月2日，奉天(沈阳)

经齐齐哈尔至北安铁路全线贯通；宁墨线(富裕至嫩江)开行旅客列车；加之滨洲线早

已通车，齐齐哈尔遂成为黑龙江省西部铁路运输中心。1941年被定为一等站。

解放初期，齐齐哈尔站隶属西满铁路局。1946年5月组建工会组织；1947年7月

成立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站支部委员会。党组织与工会带领职工开展护站护场、抢修

设备、组建运粮(煤炭)突击队，动员职工参军参战。工人们豪迈地说：“解放军打到哪，

就让火车开到哪!”。1949年3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齐齐哈尔站支部委员会成

立，使青年有了自己的组织。团支部带领青年在“铁牛运动”中，有37人立功受奖，齐

齐哈尔站荣立集体一等功。

建国后，齐齐哈尔站干部职工在运输生产中研制和发明很多先进工作方法。其中

“车辆流动推定计划表”、“日间计划制”、“行李包裹尾号堆码法”在全路推广应用。

1951年1月，齐齐哈尔站党支部改为党总支；团支部改为团总支。1957年10月，齐齐

哈尔站党团组织分别晋升为党委和团委。1958年6月1日，首次开行齐齐哈尔至北京

的67／68次快车；8月21日，在第二牵出线建造土驼峰一座，不仅提高了调车效率，也

为使用铁鞋制动奠定了基础。翌年，齐齐哈尔至大民屯间改用继电半自动闭塞，西货

场建成一座218平方米的危险品仓库。随着嫩林线、林碧线等铁路开通运营，齐齐哈

尔站的客货运量不断增长。1960年至1964年，对齐齐哈尔站相继进行改扩建工程。

站线增至23条，信号机由臂板式改为色灯式，调车机增至4台。1967年3至lO月，修

建简易候车室(俗称“大仓库”)。冬运起相继淘汰了使用几十年的煤油手信号灯，改用
j

充电池手信号灯。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效的规章制度被一度废止。运输秩序混乱，技术指标急骤下

滑；纪律松弛导致事故频繁发生。仅1971年就发生了125件行车事故，平均不足3天

就有一件事故发生。由于车站管理基础较好，规章制度较为健全，很快就遏制住了混

乱局面，恢复了正常运输秩序。在此期间，做为黑龙江省西部铁路运输中心的齐齐哈

尔站也得到发展。1970年9月16日，齐齐哈尔站南场(货车场)动工修建，工程于1972

年5月竣工使用。南场建有到发线10条，调车线11条；场内建货物线2条(1980年5

月1日改为集装箱专用货场)。调车机增至6台；齐齐哈尔南场至大民屯间改为双线

自动闭塞，齐齐哈尔北场至高头问使用单线半自动闭塞。1971年6月24日，拆除旅客

天桥，修建地道、站台雨棚，建成第三站台，装修了站台地面。1975年12月23日，拆除

简易候车室，新站舍大楼动工修建。期间借用齐分局游泳馆为临时候车室。新站舍大

楼1979年10月27日投入使用。新站舍宏伟壮观，楼顶塔尖高70米；总建筑面积

18423平方米，其中客运房屋面积15144平方米，可容纳6000人同时候车。在工业学

大庆运动中，齐齐哈尔站于1977年5月被黑龙江省政府命名为“大庆式企业”，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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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全路学大庆会议上，被铁道部命名为“大庆式企业”。同时，涌现出胡焕芝、

鞠殿起等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齐齐哈尔站的客货运量大增。1980年，北场增加4条

调车线；南场也相继增加2条调车线。1981年9月1 El，在南场西侧新建一处占地15．

9万平方米，有三个站台、两座封闭式库房和4条线路的现代化货物仓库(南货场)。

工程于1987年10月2日竣工投入使用。至此，齐齐哈尔站已有分工明确、功能齐全

的四个货场。1982年5月3日，经铁道部批准，齐齐哈尔站晋升为特等站。10月，经

站务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将解放初期铸就的四种精神升华为“团结、拼搏、文

明、争先”的齐站精神。1985年，淘汰了沿用几十年的蒸气调车机，改用东方红(5)型

内燃机调车；调车组相继使用了无线电台调车设备，增加了安全系数。1986年10月

28日，位于新站舍二楼检票口处的旅客天桥动工修建。工程于1987年11月15日竣

工使用，从此，旅客进站走天桥、出站过地道，杜绝了进出站拥挤局面的发生q 1987年

5月10日，南场调车场跨度60米灯桥工程开工，10月23日竣工使用，南场调车线i1

～20道安设10组调速用半辙岔脱鞋器，极大地改善了调车组作业条件，对保证安全

和提高效率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自1985年6月起，齐齐哈尔站开办多种经营企业。至2000年12月底，先后注册

成立26个具有独立法人的企业，几经调整与合并，到2000年，有15个独立法人企业。

15年销售收入达21154．1万元，上缴税金773．3万元，实现利润1954．6万元。此前，经

历20余年的集体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先后兴办了餐饮、服务、商业、机加、房建等诸
多企业。到2000年末，已有1390名青年先后被安排就业；30余年累计收入1．68亿

元，实现利润656．68万元，上缴税金531．15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1988年9月30日，客运车间分解为客服、售票、行李3个车间。1992年1月1日，

货运启用微机制票工作；6月2’日齐齐哈尔站由编组站改为区段站；10月1日北场到

发线设置停车顶，解决了几十年来停留的客车底溜逸问题。1994年10月，按齐分劳

[1994]168号文件指示，齐分局汽车运输段整建制划归齐齐哈尔站。对内称运输车间，

对外保留个业法人地位不变。1996年5月，货运与行李车间相继开展营销工作；12月

31日，实行微机联网售票。1997年7月30日起对北场电气集中设备更新、启用6502
型闭塞装置和新建集中楼；10月，修建旅客四站台，增加2条旅客列车到发线。至此，

南北场各有10条到发线，南场有13条调车线，北场有6条调车线，调车机减至5台。

1999年4月，齐齐哈尔站结束了自1952年学习长春车站时启用的卡片板掌握现

在车办法和手工抄制“调车作业通知单”的历史，改用GW一220H型微机信息系统掌握

现在车和打印“调车作业通知单”。车站成立电算中心负责统计、汇总、上报运输生产

指标。8月22日起，南货场、运转车间、客运系统相继安装使用电视监控综合控制系

统和电子查询问讯装置；1999年7月5日，齐齐哈尔站自行研制开发的办公自动化系
统开始运作。使车站在向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2月8

日，科室由10个调整为7．5个，使其更适应现代化管理和市场经济的需要。2000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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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齐哈尔站志——
月23日，组建调度车间；9月3日，成立整备车间，使保洁与客运服务分离，更加有利增

强客运车间的服务功能。齐齐哈尔站初步实现管理现代化、办公自动化、信息数字化、

服务规范化、作业标准化、标准程序化。12月14日，齐齐哈尔站获IS09()02国际质量

体系认证与牌匾。连续12年获部“文明货场”，连续4年获部四星级货场；连续13年

获部“文明车站”称号；安全生产10周年无责任事故。

纵观齐齐哈尔站70余年的历史，是一部新旧中国鲜明对照与写实；是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合力，奋发向上的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缩

影。人民铁路50余年齐齐哈尔站站容站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站舍由100多平方米增

加到1．84万平方米，候车室由20平方米增至1．51万平方米；站场由一个增至两个，

站线由12条增至40条；老式的蒸汽调车机被新型的东方红(5)型内燃机取代；仅有墙

裙的货物仓库被全封闭带有电视监控系统的现代化库房置换；实现了办公自动化、管

理信息化、服务微机与电子化。这些都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人民铁路50余年客货

运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站初期，只开行3对旅客列车，年发送旅客3．2万人，不

足2000年2天的客流量；货物发送吨数由1934年20万吨增至2000年143．2万吨；装

卸由人力背扛抬挟，跃升为机械化作业。人民铁路5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

齐齐哈尔站已由单一客货运输发展为以客货运输为主，兼有多种经营、集体经济的多

元经济并存局面。人民铁路50余年，齐齐哈尔站职工队伍发生重大变化。建站时仅

有职工80余人，2000年末职工人数1797人，是建站初期的20．5倍。旧中国的齐齐哈

尔站职工是在被压迫被奴役中渡过的。正像运转职工在忆苦思甜报告会讲述的那样：

“旧社会我们被称作‘钩子手’的人，枕砖头，铺席头、衣裳破烂难糊口。腰间扎条破麻

绳，人身安全没保证”。解放后，职工们怀着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把对

党对亲人解放军的感激之情化作生产岗位上的工作激情。在抢修站场设备、参加护站

护场、支援解放战争等工作中处处走在前列，成为东北铁路的一面旗帜。建国后，在发

明新工作方法，推行先进工作制度，开展技术“双革”等工作中，事事奋勇争先，站在排

头兵位置上。改革开放以来，在振兴集体经济、开发多种经营、学习现代化管理制度、

优化安全生产机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丰硕成果，堪称同行业楷模。

1999年10月1日，齐齐哈尔站将人民铁路以来积累的运输生产和企业管理制度

汇集成册，编辑出《企业标准汇编》。内容涵盖党政工团各个领域，科室、车间所有部门
的全部工作范畴。

回顾齐齐哈尔站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成绩，大多是靠发挥人的力量主观能动

性取得的。客观上看，车站的设备特别是调车设备还比较落后，仍处于手工操作状态，

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危及行车和人身安全的可消除设备隐患仍然存在。但这些并未

束缚住齐站人的手脚，而是激励全站职工团结一心，奋发向上。当2l世纪的曙光从东

方升起照亮祖国大地的时候，勤勉拼搏的齐站人高擎“团结、拼搏、文明、争先”的齐齐

哈尔站精神大旗，昂首迈向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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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民国十七年)

1月 黑龙江省当局筹议修筑官督商办的齐齐哈尔(时为黑龙江省城)至克山铁

路即齐克铁路。同时完成昂昂溪(今三间房)至齐齐哈尔间线路工程，使齐克铁路与洮

昂铁路相连接。

5月lo日 黑龙江省公署宣布成立齐克铁路工程局，龙江(今齐齐哈尔)站为下

设9个车站之一。

7月26日 龙江(今齐齐哈尔)站动工兴建，位于今救援列车南50米处。

是月 齐克铁路与昂齐线(今三间房至齐齐哈尔)同时开工兴建。

12月14日 龙江(今齐齐哈尔)站开站营业，设庶务室(总务室)和运转、货物、

旅客、行李部门。有站舍约100平方米，其中候车室约20平方米，另有行李房100平

方米，2座分别长364延长米、300．3延长米砂石路面旅客站台；到发线4条、编组线8

条、货物线2条；货场仓库3座。隶属于齐克铁路工程局第一车务段，站长孙海德。

是El 开行龙江(今齐齐哈尔)至洮南201／202次旅客列车。

12月20日 开行奉天(今沈阳)至龙江(今齐齐哈尔)直达旅客列车。

是月 昂齐线(今三间房至齐齐哈尔30．4公里)竣工。

1929年(民国十八年)

5月 昂榆(昂昂溪至榆树屯)支线开通。11月修至今昂昂溪站东1．1公里处，

设中东站。使齐克铁路与中东铁路相联络。

6月 站前修建齐齐哈尔市第一条混凝土马路(现站前大街)，南北走向，长约

1188丈，宽约3丈。翌年10月1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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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齐哈尔站志——

1930年(民国十九年)

3月 龙江(今齐齐哈尔)至泰安(今依安)128．9公里通车营业。

1931年(民国二十年)

9月18日 日军入侵，东北沦陷，11月19日日军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12月勰日 东北特区与日本关东军签订协定，“将齐克铁路延长到海伦，将洮

昂、齐克铁路合并，其经营由满铁办理”。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8月 齐克铁路塔哈至泰安(今依安)19洪水冲坏路基，中断行车。至9月20日8

时修复通车，期间停办齐北线客货运输业务。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2月7日 伪满公布“铁道法”，宣布铁道国有。3月1 Et成立满洲铁路总局(10

月1 Et改为满洲铁道总局)。同时将齐克、海克、洮昂铁路“委托”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统一经营，龙江(今齐齐哈水)站归其管辖。

8月15日 龙江站改称齐齐哈每站。

10月 修建旅客天桥，改建露天站台，站台侧壁为水泥结构、柏油路面。

是年 齐齐哈尔站被定为组成站(编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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