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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客运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下设7个行政科

室、11个乘务车队、3个车间及党群组织、多种经营、劳服公司等机构，是一个较

大客运段。

齐齐哈尔客运段位于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一齐齐哈尔市龙沙路2号。地处嫩江

平原，东经12．9度，北纬47．3度，属寒温地带，一年四季温差较大，最高气温

可达零上36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度左右。居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中心位置，

所担当乘务的旅客列车运行线路纵横千里，南至北京、上海、杭州，西至祖国边陲

满洲里，北至大兴安岭林区加格达奇，东至经济繁荣的牡丹江，日均运送旅客5万

余人。

齐齐哈尔客运段始建于1928年5月10日。当时，黑龙江省公署为了连接洮昂

铁路，方便省内交通，决定修建齐齐哈尔至克山的齐克铁路，成立齐克铁路工程局，

同时在局内设车务第一分段(即齐齐哈尔客运段的前身)。刚建段时，只担当货运和

运转工作。1930年3月齐克铁路龙江(今齐齐哈尔)至泰安(今依安)恫竣工，12

月20日齐克路工程局车务第一分段开行龙江(今齐齐哈尔)至泰安(今依安)第一

列混合列车，开始担当旅客运输工作。在此期间，运量小，员工少，车务第一分段

毫无生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控制了东北铁路。1933年

2月伪满政府宣布铁道国有，撤销齐克铁路工程局车务第一分段，成立齐克路列车

段。1934年4月伪满铁路总局将四洮、洮昂、洮索三个铁路局和齐克铁路工程局合

并为洮南铁路局，齐克路列车段改齐齐哈尔列车段。1937年12月齐齐哈尔列车段改

为齐齐哈尔列车区，运输管理、机构设置及名称均改用日本的模式，直到1945年8

月。此间，齐齐哈尔列车段完全沦为日本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1月14日郭维城司令员率部接收齐齐哈尔铁

道局，宣布成立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齐齐哈尔列车区改为齐齐哈尔列车段。12月

我党政军奉命撤离齐齐哈尔，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被国民党接收大员接收。

1946年4月24日齐齐哈尔彻底解放，铁路回到人民手中，齐齐哈尔列车段获得

新生。运输管理上开始建立规章制度，乘务员改变旧的习气，树立人民铁路为人民

的新风尚，实行了站门服务、帮旅客拿东西、扶上扶下、解答问事等服务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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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齐哈尔客运段志——
后服务方法不断创新。1948年1月1日撤销齐齐哈尔列车段，成立齐齐哈尔车务段。

1949年11月7日撤销齐齐哈尔车务段，恢复齐齐哈尔列车段。是年建立团组织。

1957年开始，乘务列车逐步淘汰老式杂型车，换为国产新型车，并不断备齐各

种备品、卧具，改善了旅客乘车环境。1956年乘务制度变轮换制为包乘制，乘务组

织不断健全。1958年1月成立齐齐哈尔车务段，齐齐哈尔列车段改车务段乘务车间。

11月撤销车务段，恢复齐齐哈尔列车段，并逐步健全了科室管理机构。1959年开行

齐齐哈尔至北京的直达旅客快车。

1961年9月1日齐齐哈尔列车段改为齐齐哈尔客运段。1962年4月齐齐哈尔站

内食堂的旅客餐车供应工作交齐齐哈尔客运段管理，段成立旅服业务车间，进一步

完善了旅客列车餐售管理机制。1965年10月11日齐齐哈尔客运段改为齐齐哈尔列

车段，同时由于乘务列车的增加，开始建立乘务车队管理机构。

1975年9月齐齐哈尔列车段开行齐齐哈尔至北京的特别旅客快车。1980年9月

齐齐哈尔列车段改为齐齐哈尔客运段。1983年4月齐齐哈尔客运段开行齐齐哈尔至

南京西直快，乘务线路延长。1986年齐齐哈尔客运段根据齐分局“二三五”安全管

理模式，制定段和车队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安全管理。1989年齐齐哈尔客运段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全段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被黑龙江省政府授予“文明单位”

称号。1995年7月齐齐哈尔客运段开行齐齐哈尔至哈尔滨旅游列车。1997年齐齐哈

尔至常州直快改为优质优价旅客列车，车型改为25B，全列空调，进一步改善了旅

客旅行条件。1998年4月段新建洗衣厂竣工，购置了新设备，进一步提高了卧具洗

涤质量。10月段开行齐齐哈尔至北京的快速列。段乘务列车的等级及车体条件更进

一步提高和改善。同时齐齐哈尔至上海“双优”列车延长至杭州，齐齐哈尔客运段

乘务线路再次延长。2000年齐齐哈尔客运段开展“情感工程”素质提高教育，乘务

员在为旅客服务中讲热情、献亲情、表真情、服务质量向新的台阶迈进。

纵观齐齐哈尔客运段72年发展史，经历了凌辱磨难、曲折兴衰。既是一部沧桑

史、又是一部创业史、英雄史。建国50多年来，伴随国民经济飞速发展、齐客企业

振兴、事业辉煌、为搞好旅客运输做出卓越贡献。

50年来客运量不断增长。2000年齐客已开行旅客列车19对，其中特快4对，

快速7对，普快2对，是建国前的3．5倍，快车增加15倍，每天运输旅客4万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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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
右，高峰季节达5万人，是建国初期的5倍。运输收入逐年递增，1990年后，平均

每年4500万元左右，2000年达5770万元，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车补收人大户。

50年来服务工作不断创新。在“人民铁路为人民”思想指导下，不断改进、创

新服务方法。创出一整套的服务经验，变传统单一服务为多方位、科学性服务，推

动服务不断向高层次迈进。K47／48次列车从1976年进京快车红旗列车评比以来共

获2次第一名，10次被部授予红旗列车，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文明列车”

称号，成为全路的典型车之一。1994年被评为国家级卫生列车。1467／1468次列车在

全路进京快车评比中，5次获得红旗列车称号，1次获得第一名。局管内各次快车和

慢车都分别荣获哈局“红旗列车”和“文明列车”的光荣称号，为分局争了光。

50年来列车餐茶供应工作不断改善。坚持一切为旅客着想，主动为服务。在餐

茶供应上，实行优质价廉，坚持以大众化为主，中高档为辅的原则，保证旅客吃的

好，实惠满意。旅客饮水供应，从无到有，从杯茶发展到段茶，到今免费供应饮水，

达到旅客满意。在后勤保障上，加强后勤基础建设。从1970年开始，以家属工为骨

干，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利用三年时间建成粗具规模的食品加工厂。后又增加返

城知青，待业青年，人员增多了，加工量也加大了。．品种由单一生产挂面，增加到

加工面包、饼干、豆制品、冷饮和红肠等，既保证列车上供应，又畅销于社会。加

大了餐料在地下加工品种和数量，曾一度为餐车加工成品、半成品约占50％左右。

既减轻餐车人员劳动强度，又增加了餐车供应品种，满足就餐旅客的需要。

50年来职工素质不断提高。职工由建国初期不到400人发展到2000年的2652

人。其中高中及中专毕业896人、大专以上文化178人。中共党员867名、共青团员

109名。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造就一大批不怕苦、不怕累、敢打硬拼的优秀人物。

张林乘务组于1976年7月28日，震撼世界的唐山7．6级大地震中，担当齐齐哈尔

至北京间40次特快列车，正赶上重震区，造成四辆客车颠覆、四辆脱轨，内燃机车

油箱起火，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全体乘务人员在列车长的指

挥下，毫不畏惧，应声而上，奋不顾身，扑火、抢救受伤旅客和儿童。经过三个日

夜的奋战，化险为夷，使列车上830多名旅客安全无恙的运送出去。被铁道部授予

“抗震救灾模范”乘务组，被黑龙江省授予“震不垮的人民列车”光荣称号。

50年来多种经营不断发展。从1983年开始开办多种经营到1986年成立多经办，



一齐齐哈尔窨运段志——
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本着有利于广大旅客，充分利用列车优势，经营饮料、糖酒、

家电、粮油贸易和列车广告等。还组织集体职工，在管内旅客列车售货，创办了南

北汇宾餐厅等集体企业，既创出了高效益又安置职工家属和子女1000多人。

50年来齐齐哈尔客运段坚持“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

为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的振兴做出了奉献，伟业千秋，永垂史册。齐齐哈尔客运段正

以崭新的姿态，创最佳服务、开精品列车，为齐齐哈尔客运段的发展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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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民国十七年)

——大事记一

5月10日 黑龙江省公署宣布成立齐克铁路工程局，同时在工程局内成立齐齐

哈尔车务第一分段。

12月14日 昂昂溪(今三间房)至龙江(今齐齐哈尔)铁路竣工通车营业。

齐车务第一分段担当运转乘务工作。

1929年(民国十八年)

是年龙江(今齐齐哈尔)至塔哈铁路竣工通车。齐车务第一分段担当运转乘

务工作。

11月15日 塔哈至宁年(今富裕)铁路竣工通车。齐车务第一分段担当运转

乘务工作。

1930年(民国十九年)

12月20日 富海至泰安(今依安)铁路竣工，开行龙江(今齐齐哈尔)至泰

安(今依安)混合列车一对。这是车务第一分段(齐齐哈尔客运段的前身)乘务的

第一对混合列车。

是年 齐齐哈尔食堂车营业所成立，担当齐车务第一分段及洮昂铁路列车段乘

务列车的售货任务。

1931年(民国二十年)

n月4日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向江桥中国守军马占山部进

犯，段长王兴云带领全段职工积极支援江桥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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