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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由莫斯科归国途中 ，

来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

A宋庆龄、林伯渠接见哈尔滨车辆厂苏方厂长赫里捷维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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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十六棚"铁路工厂

陈;辛江李广键郭成刀

"三十六棚"铁路工厂是人们过去的信称，现名叫铁道部哈尔

摸车辆工厂。它始建于 1898 年 6 月，凡乎相中东铁路的兴建同步。

可以说，它是哈尔滨最早兴起的重工业，不仅在楼理铁路祝客货

车上强占整头，百豆在工业的银多专业技业术上，如发电、铸造、

机楼锻造、轧钢、大型机床葫割加工等方面也都是哈尔滨之最。岁

月悠悠，工厂如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沙俄兴建铁路工厂

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沙俄在哈尔滨开办铁路企业。开始在

现今紧靠江边的哈尔滨铁路局花样料厂处建立工厂，当时建厂裙

期，搞时总工厂的属国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为了尽快建成

投产，沙皇侵略者从两什河地区(今阿城〉招募大批破产农民来

哈筑堤排水，运石填基兴建厂房。 1898 年 10 月临时总工厂基本竣

工，投产时有员工 1300 余人，其中中国工人约占 80% 。

临时总工厂设有机车、客车、货车和机械 4 个分厂。机车分

厂里有两条地湾和五条铁路线，供每装和惨理机车之用。吊装设

备有一般起重机 3 台。在这个厂房里不仅要检锋就车，市且要进

行翻砂作业。嬉、铁翻砂时只有 3 个小鼓风炉，每半个月开一次妒，

只能海铸一些小型配件。由于检修机车和翻砂作业在一个厂房里，

整个厂房里烟气弥漫。灰尘到处飞扬，严重损害工人的健康。在

客车分厂里，包括栓修客车的制材作业，每月修理客车 6 至 7 台 a

切害tl原木的火锯以蒸汽挠为动力。货车分厂根本没有厂房，除去

4白雨淋的工序蜀苇席搭成棚子以外，多数工序都在露天道线上作

业。机械分厂靠近江边，厂房里只安装了十几台老式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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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总工厂的建筑设量虽然比较简陋. (J3它必竟是哈尔滨出

现的第一个铁路工业，形成了哈尔滨第一批产业工人.为哈尔滨

工业兴起，起到开拓作用。

11击时恙工厂主要修理挠、客、货车。建厂辛万期，产量很珉，如

结理俄式木结构四轮客车，每月只能维修 6 至 7 辆。修理机车也

只能做简单的维修。 1901 年又兴建了部分厂房，扩大了生产能力。

1902 年中东铁路开始峰时营业，当年获客票运费 2.844.204

卢布，货物运费 9. 670 , 787 卢布。由于中东铁路客、货运输量

超出铁路当局的预料，所以临时总工厂的生产能力显然不能满足

珍俄侵略者捺夺东北矿产物资的需要了。 1902 年 9 月，沙俄远东

决策人物理古拉二世宠臣、财政大臣维持亲自出马来我国东北视

察，他在视察了即将正式通车营业约中东铁路之后就指出"修理

机车客车之厂已有松花江岸郎沿江及营口商处，所占地雷约 4 1，

000 ， 000 方抄绳。沙绳=1 俄丈=2. 134 公尺一方抄绳=4.5522

方公尺) ，仍不过应暂时之用。"维持当即下令，要在哈东滨"拓

筑经久大厂"01902 年，中东铁路公司委派尼斯克斯基工程郎在距

临时总工厂向南半公里的地方(I!P现工愚街 2 号厂址处〉着手兴

建新的大厂。 1903 年新的总工厂破土动工，全部工程是按照镜国

国内的绘制设计图纸要求施工，是一个综合性的机、客、货车修

理工厂，设计年生产能力为=大修凯车 90 台，客车 80 辆，货车

400 辆。由于 1904 年至 !905 年阔的自俄战争影嚼，廷裂了建筑新

厂的工程进度，直到 1907 年才完成了各分厂的就器和大型设备的

安装。离年临时总工厂迁入新厂开工投产。新厂名为"东省铁路

哈尔摸总工厂。"

哈尔滨总工厂占地雷积 843. 000 平方米。根据新的生产设计

布局主要有 z 黯砂、铁工、机器、扭车、客车、货车、车轮、水

箱、镑工、制材和电灯 11 个分厂。厂房建筑面积达 37 ， 785 平方

米，计安装各种机器设备 280 台之多，在厂区铺设 5 条主要铁路

运输线。另有 2 条铁路专用线与哈尔滨车站梧通，总长度约 5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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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各分厂都安装了水、暖、风、电等设施。新建的电灯分厂即

是总工厂的中心发电站.这个分厂是在 E俄战争期间建成的， 1905

年就开始发屯。新建的发电厂安装有 4 台 25 子瓦汽轮发电提.除

供应本厂动力及照晴外，还供应哈部滨车站和路局官署等部门用

电。这是哈尔滨发电史上的第一个发电站。铁工分厂安装了半砖、

一吨、二吨和五吨汽锤各一台，其中五吨汽锤直到东北解放时仍

是东北地区吨位最大的。其它分厂也都添置了许多新的机器设备。

新设备绝大部分是在沙皇俄国的英斯科、哈尔科夫和布莫斯克大

工厂订购的。

恙、工厂投产对员工增加到 2000 余名。并在新建的办公大楼内

设立了总帐房。帐房是中国工人对管理机梅的习惯辑:呼。在厂长

领导下由人事、总务、技术和会计等经营管理部门组成了生产经

营指捧中心。其生产规模成为当时东北地军第-个现代重工业工

厂。

总工厂是中东铁路的必然产物，沙俄侵略者为了达到掠夺物

资和长期霸占东北的需要，对总工厂实行了费酷的统治。总工厂

实行了"挂工牌"制度。不论是自工还是月工，都必须领有厂方

发给的一枚小金属牌，上面刻着阿拉伯字码，作为工人的代号，每

天上班时，须经工厂大门黯近工牌箱中取出自己的工掉，然后挂

在分厂工挥架子上，下班时，取出工牌再挂回工厂大门的牌架子

中。为了监视工人劳动，沙使统治者以保护工厂为名，在厂内设

置了路警值班室，井有 40 余名阿穆部护境军长期驻扎在总工厂。

在工厂大小工头和路警的监视下，工人们每天都要工作 9 至 12 小

时以上。中俄工人在物资待遇上极不平等。工厂规定 z 使工报酬

俄国人每天 30 戈比，中国工人每天 20 戈比。或手工人的工资差

别也很大，同样工持和级别的中俄两国工人的工资差黯有一倍左

右。工头分派活很不公平，货车厂木材多系臼工包作活计，凡辱

和i易作之活， RP派给俄工言和j敬难作之活，分派给华工，以致每

月算睐，华工得资不及俄工之半a 至于一些技术工静，基本上都

• 3 • 



是由俄国工人担任。象总工厂发电站(电灯分厂〉这样的"紧要

之处，竟不准华工加子J'"意在使华工永不知要领。"中俄工人待

遇的不平等也表现在居住条件、发给抚憧金、领取燃料以及子女

受教育权科等各个方面。中东铁路管理局有关章程明文规定，凡

工人因公致伤或死亡者"照章发给恤金，有妻女者，每月给养资，

成了后即行取消，"雨死亡者如为俄人则"领取姐金多且速，华工

则异。呈请交涉局维持，惟见静候办理四字，每f贯一年二截及至

领出得不抵失，多有矿工费钱毫无所得，因之累贫如洗者 J' 抄俄

统治者槐中居工人为"黄色苦力。"

1903 年中东铁路正式营业后，运输量越来越大，也就要求总

工厂不仅要检修筑客货车，而且还要组装新机车来满足中东铁路

运输的需要。 1911 年，东铁从美国踊买 800 台"迭卡被德"机车

的整机器件交给恙工厂组装。为了加强锺装机车的能力，总工厂

又从天津、上海和青岛等地捂来大批中国技术工人，使总工厂员

工恙数达到 3000 余人，其中仅挠车分厂就有工人 ]000 余人。为

了完成组装任务，恙工厂如大了劳动强度并延长了工作时间。每

月以组装十二、三台机车的速度进行生产，到 1920 年末基本完成

了这批机车的组装任务。根据工厂任务的转变，各分厂的设置也

有变化，国原来的 11 个分厂改为 7 个分厂。

中苏合办铁路工厂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成为国际oc动势力打击苏维埃新

政权的重要运输线，沙俄残余势力亦如紧了对中东铁路的统治和

利用。总工厂工人为了反抗沙俄的残酷统治，支援俄国十月革命

和苏维接政权，从 1918 年 5 月至 1920 年 3 月间就曾组织 4 次中

东铁路全线大罢工，终于追使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综瓦特下台。

1924 年 1 月，又在晗市"驱沃"运动的强烈压力下，沙俄残余势

力的代表沃斯特劳乌莫夫被罢黯。沃贼下台不久，中苏建交。哈

尔滨恙工厂结束了长达 26 年的沙俄蕴民统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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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5 月，根据中苏两国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

定》和 f奉俄陆定)).中东轶路实行中苏合办。 1924 年至 1935 年

哈尔滨总工厂函中苏合办。老铁路工人对这一时期俗称为"老北

铁"。由中苏合办的总工厂在管理制度上和以前有所不同。首先震

弃了沙俄统治时期→些不合理的制度，实行了 8 小时工作制，劳

动条件也有所改善，经济收入有了提高，中苏两国工人在待遇上

的差距有了明显缩小。全厂员工人数也逐年增姐，到 1928 年工厂

已有 2647 名。管理和生产机构也有所改变，比较明显的是工厂设

厂长 l 名，醋厂长 2 名，在副厂长中有中国人一席。管理机持中

主要设有技术科、总务科、会计科和材料收发所。生产机构中主

要有翻在þ、铁工、挽器、车轮、安配、机车、汽锅、客车、木工、

货车、发电、锯木、阿利福油制造和结纱头洗涤等 ]3 个分厂。全

厂的建筑房舍面积达 40]52 平方米，比沙键时期增加 2367 平方

米。全厂的主要设备也增加了近 90 台，生产能力有了相应的提高。

工厂任务主要是修理各种机车、图轴客车、二轴客车、篷车、

平车、半身车、蔬质车和专用车辆等。各种车辆的修理主要包括

大修、中{彦、小修和定期栓修。当时规定=牵引货车的视车行经

190000 公皇予以大修 F 牵引客车的机车行经 250000 公里予以小

惨 s 牵引货车的机车行经 32000 公里予以小惨 z 牵引客车的机车

行经 42000 公里予以小修 z 凡遇险而受摄坏的机车予以临时维结$

客车行驶 7 年大修、行驶 1 年定期检修 z 货车行驶 3 年定期检修，

残 i日货车或因逼磋商受重大损坏的予以大穆。仅从 1924 年至

1927 年的 4 年统计，年均修理板车 33 台、客车 278 辆，货车 1676

辆。生产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由于受苏维埃政权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直接影响，总工厂在

一段时间里，中俄两国工人的待遇较为平等，经济收入较为稳定，

在待遇和收入上明显高于晗织滨市其它行业的工人。以 1927 年总

工厂月工资收入来比较，每月各类人员收入总额为 z 工匠 106. 76 

金卢布、帮工 63. 40 金卢布、工头 80. 81 金卢布、特种工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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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 金卢布、普通工人 15. 68 金卢布、学徒工 19. 81 金卢布、工
匠帮工工人等 91. 56 金卢布。恙工厂全体员工平均月薪为 90. 51 

金卢布。在其它待遇上也有明显变化。如总工厂员工每年都有二

次去外地休假并享受铁路免票待遇。居住公房租私房有明确规定

补助，员用烧柴和生活用品等都比市内产业工人好一些。在当时

总工厂内所实行的带有某些社会主义企业性质的规章制度和生活

福利待遇，确实是总工厂工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第一次尝试。在

建立新中国之后，很多老工人经常围昧"老北铁"这一段历史，不

无道理。但是，中苏合办时的总工厂毕竟是处在中留封建军阀的

统治之下，腐朽的社会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人的政治

地位，恙工厂工人仅仅是在经济收入上有了改善，但生活和政治

上并没有保障。如在 1929 年爆发的"中东路事件"之后，总工厂

中国工人大挠被载而失业。仅 1930 年 1 月总工厂一次就裁掉 180

名中国工人。为了求生存，反对地方当局租官办前工业维持会，成

立了中东铁路中国工人失业复工臣和总工厂失韭工人后援会。多

次组织罢工打击地方反动当局，最岳撞倒了工业维持会，部分被

裁工人得到了复工，但员工人数1])然逐年减少， 1930 年为 1996

人， ]931 年为 1777 人， 1932 年为 1376 人。

总工厂是东北地区形成产业大军最早的工厂，也是最旱接受

旦到主义思想影响韵一个工厂。因此，这个被人们信称为"三十

六棚"的总工厂.得到了很多旱期党内知名人士的重视。 1922 年

党内知名人士罗章龙曾来晗到总工厂视察川 923 年，中共北京区

执行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派酝为人和李震壤到哈然

滨建党，他们首先在总工厂发展了第一名铁路工人团员马新吾 F接

着吴丽石来晗后又于 1925 年在总工厂成立了第一个中东铁路党

支部。 1929 年和 1930 年身为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又两次

来晗在总工厂开展工人运动。恙工厂在历史上不仅为东北的铁路

事业做出了贡献，也在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发展史上发挥了相当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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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接收总工厂

1931 年"九.一人"事变.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北， 1932 年 2

月 5 9 占领了哈尔滨。日本侵略军为了霸占中东铁路.采取了种

种手段破坏中东铁路的正常业务。最后，终于迫使苏联于 1935 年

以 170 ， 000 , 000 9元的价格捏中东铁路卖给了的满洲国，实际

上是被迫廉价卖给了日本。

1935 年 3 月，在当时的"满铁驻哈综摸脑时特深员办事处"的

精心策划下，日本铁道省派出了以加藤仲二为蓄的，出大连、抚

j顿、长春、哈示演等地调集的 103 名接收入员f1J哈尔滨工厂进行

接收。根据当时芽、日双方的褂议，总工厂的接收工作分三次进行。

5 伪在接收总工厂前就预测到中苏两国工人有反对接收工厂的情

绪，所以他们害倍。接收入员出本曾说主"总工厂是北满一带进行

赤生工作的地点，是赤化的策摞地。"因此，他们在接收的时候，

心情极为不安，都害怕会出现危险情况。接收货车分厂的大浦曾

说..在接收房产和房屋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是否隐藏了爆炸物和

可能发生的其他危险情况。"日伪对接收总工厂的工作相当谨嚷，

在将近 4 个月的准备工作中，不但对所有的接收人员进行了严格

的训练，商旦详细斟酌了每一个接收细节，制订了一旦发生不测

事故的应急措览。他们在接收的前一天，即 3 月 22 9 援出 230 名

吕本士兵进驻总工厂警戒，对厂内各重要地点京部门都配备日军

把守。离时命令全体接收入员，要详细观察厂内动向，如有可疑

和不稳的情况发生，应立即报警。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 3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45 分， 9 的接收人员加藤仲二、今襄邱吉、搜原

丰三郎、山本纯次等第一盘接收入员进入总工厂准备接收，午后

2 时，接收开始。首先由苏方厂长伯洛克垣耶夫向日伪接收人员介

绍工厂情堤，然后交待了厂长业务。于此同时，日伪接收人员与

驻扎军队在总工厂办公楼顶上升起了伪满铁路总局旗、伪满洲国

旗，并鸣响汽苗。工厂汽笛一响，一期通知第二批接收入员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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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牧.二黯标志接收成功。第二揽接收人员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

进入总工厂之后。即开始进行时产、工具、资材、人事、设备、工

程文件等重要部门的接收。并对各科室、分厂进行了巡视。 3 月 24

B. 第三批接收人员到达总工厂，进行全厂范围韵全面接收。全

厂范嚣的接收工作细节很多，直到 4 月 15 日，全面接收工作才结

束。

目前接收总工厂，仅财产总价就达 3 ， 251. 152 金卢布零 57

戈比。其中还不包摇工厂占用的面积为 934. 200 平方米的土地，

以及 59 ， 044. 26 平方米的 90 幢建筑物和厂内铁路费路的设备、

设隆等。

日伪接收以后，将工厂名改为..北满铁路哈朱滨铁道工厂。"

主要任务倡以板车、客车、货车修理为主。 1937 年 4 月，为了实

行专业化生产， B {为成立了"三棵树铁道工厂J 扭哈尔滨铁道工
厂的机车修理部分的有关人员和设备调到三棵树工厂，把原来的

机车分厂改为仕上职场。这个职场的业务包含三部分 z 一部分负

责自动车修理 z 一部分负责装甲车修建 s 一部分则负责本厂的挽

械、设备修理。同一年，这三部分又与松花江北岸的呼海路松浦

工厂合并，专门修理客车和货车。年栓修能力为=客车一般揍 480

辆，货车一般修 8善。辆，事故修车 120 辆。

日伪接收总工厂后，多次变化就掬设置。初期，基本保留了

工厂原有的管理机梅，但各科室和分厂都改为日本企业的称呼。管

理机梅，设有tff、务系、会计系、材料系、检查系、计划系、技术

系、试验室、仓库。在生产系统设有机车、客车、货车、木工、机

械、钢工、车轮、锻冶、铸工等职场，另有发电职场一处。全厂

上下各类管理人员及工头都换成日本人。日本统治者提工人分为

"儒员"、"雇员"，把干部分为"准职员"、"珉员"。对新入厂的工

人统称为"常役方"，那临对工。 13f布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不断

扩大恙工厂的作业面积和改变生产机构。 1936 年，将原来的客车

油工室改建为台车职场 s 原车轮分厂厂房改为再用品职场。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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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原提车分厂改为仕上职场。 1939 年.将原翻砂分厂改为铸物

职场后，又扩建了 936 平方米。 1910 年，在再用品职场增设三联

压延视。 1912 年，新建了火锯职场，添设五尺、四尺带锯各一台。

1914 年，增设了内燃机职场和工机职场。 19 -1 5 年，根据生产需要

又增设了独立职场和制罐职场。在管理挽掬方面，变化也十分频

繁。 1941 年，日伪将工厂原有的各系改为庶务系〈人事〉、技术系、

材料系、作业系〈生产〉、运输系、检查系、经理系〈财务 )0 1943 

年，将营罪杭构改为两大关系，即车务关系和技术关系。车务关

系设庶务长，下设庶务系主任、经理系主任、仓库系主任。!ff、务

系主岳辖后勤、人事、文书、福利、培训等业务。经理系主任辖

原价、决算预算、出纳等业务。仓库系主任辖括科、记帐、调度、

预备品、中央工具等业务。在技术关系设作业长，下设计划系主

任、调查系主任、捡查系主任。作业长同时负责管理各职场场长

的工作。计:JGIJ系主任辖生产计划、作业计划、对外生产等业务。调

查系主任辖设备工作、作业研究、安全、设计制图、技术研究等

业务。检查系主任辖车辆、材料、材料试验等业务。 1945 年，又

将管理就梅改为工场长直接领导庶务课长、计划课长、机关车场

工场长、客货车工场工场长、铁工工场工场长及铁道养成所的管

理体制。当时，庶务课长下设庶务系系长、人事系系长、经理系

系长、资材系系长。 计划课长下设计划系系长、设备系系长、栓

查系系长。机关车场工场长下设组交职场场长、制罐场长、艇盘

场长、工机场长。客货车场工场长下设客车职场场长、货车职场

场长、台车跟场场长。铁工场工场长下设锻冶珉场场长、铸物职

场场长、和i材职场场长、电气动力职场场长、内键就职场场长、工

其职场场长。铁道养成所设养成主任。在 at为统治时期，各分场

(螺场)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设分场长〈主任〉、副主任。分场长

下设计划员、庶务员。副主任下设指导员〈即工段长，管理生产

技术λ

在臼伪统治时期，哈尔滨铁道工厂的生产规模变化很大。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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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臼本使略者为了加紧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雨不断地扩建厂

费、增加设备.以疯狂地压棒和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来支撑其所

谓的"圣战"。其中厂房面积由 E 的接收时的枪， 152 平方米、增

加到 1945 年时的 55. 293 平方米 z 金属切割机床由日的接收时的

143 台，增加到 1945 年时的 3位台 z 其他动力、搬运、木工机械

等，由日伪接收时的 231 台，增加到 J945 年的 494 台。近十年间，

厂房建筑西权增加了 38% ，机械设备增加了 125%。尽管工厂的

生产能力不黯增加，垣哈尔滨铁道工厂的工人都日益贫困商陷入

了极其悲惨的境地。

st毒接收总工厂初期，还装模作样地表现出与中雷工人"亲

善"。当时喜些工人要求离开工厂，他们还一昧地捷留，说什么

"好好干活、钱大大的结。"组是当他们完成了全面接收以后，就

开始施行了在当时东北各地实行的一整套法西斯血腥统治。他们

整修了工厂的雷墙，建筑了炮楼，并在围墙上架起电网。厂内-驻

扎着日本士兵，振进了铁路警护队，安插了自伪特务，并先后实

行了挂工牌制度、监工韬度、搜身制度、童工棋度等等。日侥在

单工厂苔先取消了"老北铁"时期的 8 小时工作髓，把劳动时间

一律改为 10 小时。采取一昼夜两班制 s 取消了"老北铁"时期的

一坊福利待遇 z 工资改为自工辙，规定 z 中国童工每日 2 角、 E

本徒工每日 8 角，中国工人每日 8 角、 E本工人每S2 元 4 角。枣

管如此，日{为当局仍然觉得不够劲，每天还要援大小工头监视工

人干活，稍不顾眼，开口就骂、举手就打。 1937 年"七.七n 事

变以后，日本侵略者更变本却和i地压榨和剥割工人.为了提高生

产率，他们不断地开展什么"生产周阁"、"安全属阁"、"节约周

陪"、"增产题j鹰"、"圣战完遂周间"等生产运动。一到这些"周

阔"，大小工头对工人的监视比平时还要严窍，穗微出一点事故，

轻则挨打受骂，重则给加上一个白破坏大东亚圣战"的罪名送去

当"劳工"。当时规定 z 每个月的 8 号是所谓的"诏书奉戴岳飞每

到这一天都要强迫工人集合起来自日本天皇和健儒皇帝行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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