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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湛江车站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实事

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湛江车站五十年来发展变化的历史和取得的成就。

二、本志记事上限1883年(清光绪九年)，下限2005年6月30日。部分史

料截止本志付印之前。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日、月均用阳历。行文中使用

当时历史纪年时，均将历史纪年放在括号内。

三、本志编纂原则：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突出车站专业特点，力求较

为全面反映湛江车站五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基本概貌。

四、本志所有资料经过鉴别，去伪存真，力求详实。统计数字均以铁路

局统计汇编及有关科室提供的数字为准。

五、本志概述和大事记后，分篇、章、节、目。篇下设章，共6篇31章。

六、地理名称、机构、部门等名称，均以当时历史习惯称呼。

七、本志以志体为主，图表插于文中：大事记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

体。

八、文内使用建国前后的概念，均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前后的时间。

九、本文不设生人传，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列表简介。

十、本文使用的简化字，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公布

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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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热烈庆祝湛江车站成立 周年

五十年风雨兼程，五十年艰苦创业，五十年奋发图强，五十年丰硕成果。
二0 0六年一月一日，湛江车站五十年华诞!

风雨沧桑五十年．湛江站人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为祖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今天，三十余万字的《湛江车站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上级史志部门的帮助下，经过车站史

志办同志两年多的努力，终于问世了。特作序．以示祝贺J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 “编修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

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的社会效益的意义

重大的事业”。《湛江车站志》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真实性、可靠

性、科学性的原则，以新的观点、新的视觉、新的方法，翔实地、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湛

江车站自一九五六年建站至--0 0六年五十年问，车站广大干部职工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落实上级的工作部署，在企业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所取得的工作业绩，是一部湛

江站人艰苦创业的历史。它比较客观的反映了车站的历史和现状，是车站一部集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的重要历史资料。

近几年，我站认真贯彻落实铁道部关于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部署和铁路局“增

吨、压点、加密、提速”的工作思路，不断夯实安全基础．以开创一流业绩的实干精

神，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开发大西南做出了积极贡献，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促进了车

站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湛江车站五十年的发展过程充分展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丰硕成果，对继承发扬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的火车头精神，激励全站干部职工开拓创

新、不斯进取，建立具有我站特色的企业文化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以志为镜，励志图新。在党的十六大精神鼓舞下。我站全体干部职工坚持“人民铁

路为人民”的宗旨，弘扬传统。务实创新，团结拼搏，执著追求。推动我站两个文明建

设更上一层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争创新业绩，谱写新篇章。

《湛江车站志》的出版，是我站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车站、车站

党委向参与编志的同志以及在各方面给予编志工作大力支持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热烈

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I

谨以此志向站庆五十周年献礼l

李永泓

2005年12月



明天更美好
湛江车站站歌

集体词曲

633 61 3 2 3 5-6 55

5—6 55 633 63 韭 1 §塑5塾 墨堑堑墅)

．． 一

1 5 33 0 633 56 5

风笛 飞向 南海的波 涛

优质 服务 生存的法 宝

3 1 6 3 16 1 66 65 3

调车 连接着 繁忙的港 口

快捷 传递着 车站的信 誉

／弋^／—、
5— 5 3．2 1．6 5

海 蓝 蓝．

风 雨 路．

1 6 32 1

车轮 牵动了

高效 打造了

55 61 2

站台情 涌
安全生 产

／弋^
5 5 3·2

天 高

阳 光

55 32 3

雷州半 岛

管理目 标

—<

26 32 1

出海大通道。

主题要记牢，

3·2 1

照．

． ． ．．
．． ． ．． ．I ．

6．6 65 3 0 2．2 21 6 0 5 5 6 1 1 1 6 22 12 3

脚踏这方 土， 心中最自 豪； 我们 是 湛江站的干部职 工

责任永不 忘， 重担肩上 挑i 我们 是 湛江站的干部职 工

2 1 6 3 1 6 22 0 O 2

汗水 浇纛的 明天 更

前途 无量的 明天 更

慢
●

5

更

，弋
2 1

美

(05辉煌地

／，一—、＼／———＼■

1 1 1 6 1

好。

——====二二二
．／—、＼．／—、．
5 5 5 0)

皓．^oro

地

醵拈手融矗M蛀㈤

p擘美



湛江车站站徽

——集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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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湛江车站，隶属于柳州铁路局．是黎湛铁路的终点站(区段一等站)，中心里程为黎湛铁路317．247

公里。站址设在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解放西路40号。邮政编码524013。

湛江站成立于1956年1月1日，隶属柳州铁路管理局南宁铁路分局，为二等站编制，下设货物室、

客运室和装卸作业分所等部门。

1957年，车站增设会计室。

1958年1月1日。根据铁道部决定，撤销南宁铁路分局，由铁路管理局直接管理基层站段，湛江

车站属柳州铁路管理局运输处直接领导。

1964年1月1日，成立南宁铁路分局。湛江车站隶属于南宁分局领导，一直到1997年l ill 1日。南

宁铁路分局撤销，由柳州铁路局直接管理基层站段。

2005年。湛江站有站房面积19167平方米，站房主楼高23．9米。新站房为1997年1月14日再次重建。

1994年10月开工，历时两年竣工，工程总投资1．2亿元。一楼为客运设备、设施，包括旅客候车厅、

母婴、军人候车室、售票厅、问讯处、客运值班室、间休室等，面积3000多平方米。

湛江站站场为一级三场，共有20股道，其中：东场l—3道为客车到发线。有效长度79l一850米；

编组场l—l l道为编组线，有效长度835—973米；西场l—6道为货车到发线，有效长度791—850米；

简易驼峰l座，驼峰牵出线795米和峰尾牵出线l条长526米，禁溜线1条90米。另有存车、联络、洗消、

安全、站修1、2线等6条线路。查定编解能力为49．7列／日，1162辆／日。车站与16条专用线接轨，专

用线总长16858米，一次可容车900辆左右；段管线4条．总长8453米；并与湛江港专用铁道相连接。

湛江站货运设施有：南、北货场两处。总面积157209平方米；有货物线8条，总有效长度2422米。

整车仓库9座5673平方米、零担仓库8座4832平方米、军用仓库2座533．2平方米，备品仓库2座704平

方米．共计仓库21座(其中北货场13座，南货场8座)12475平方米；货物雨棚3座，1766平方米、货

物站台8座5717平方米、露天货区6处8060-平方米、集装箱场地1800平方米。有装卸机械39台，其中

36吨龙门吊机l台、20吨龙门吊机3台、各类叉车35台。货场一次存货量13228吨，年办理货运能力94．8

万吨。本站货运特点：货运发送量大于到达量，装大于卸。车站主要到达货物有：重晶石、铝矾土、

磷矿石(砂)、粮食等；主要发送的货物是：金属矿石、石油、鲜活、饮食、烟草制品、硫磺、化肥

等。

湛江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经109度31分至110度55分，北纬20度12分至2l度35分．包括雷州

半岛和半岛北部一部分地区。东临南海，西濒北部湾，南出太平洋，北倚大西南，与海南省隔海相

望。湛江区位优越，踞粤、桂、琼三省(区)交汇处，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是中国沿

海到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大洋洲航程最近的港口城市，在北部湾经济圈、亚太经济圈中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天然深水良港——湛江港，在黎湛铁路终点318．228公里处，通过专用铁路与湛江

站相连接。

湛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季风气候，受海洋性气候调节，年平均气温23摄氏度。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四季如春。年平均降雨量1396—1959毫米．夏秋之间热带风暴和台风较

为频繁，一年受台风影响四次左右，最大风力达12级以上。

了舌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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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海岸线绵长，1556公里的海岸线居全国各地级市之首。港湾密布．港口资源十分丰富。’位

于雷州半岛东北部的湛江港，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可与世界上最著名的鹿特丹港相媲美，海岸线长

241公里，内港海域面积200多平方公里．有97公里深水航道．最大水深26—40米，远远超过世界十

大港[1的前沿水深，是我国西南部地区货物出海的主航道。湛江港是全国十大港口之一，年吞吐量

4000多万吨。

湛江市是一个海洋大市，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有经济鱼类520种、虾类28种、贝类547种，海水

养殖珍珠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对虾养殖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海盐产量占广东省的一半，北

部湾沿海大陆架有丰富的油气聚集，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

由于该地区光照资源充足。年降雨量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湛江成为一块热带

作物的宝地。湛江是全国藿要的橡胶产区和蔗糖产区．甘蔗种植面积165万亩，糖产量占全国的七分

之一，拥有全国最大的420万亩按树林，10万亩剑麻基地和18．6万亩红树林基地。盛产蔬菜和龙眼、

荔枝、菠萝、香蕉等优质热带水果，并通过铁路北运。

湛江市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25种：硅藻土、泥炭、锆英沙、银矿、石墨等。

其中位居广东省前五位的有：硅藻土、泥炭、高岭土、玻璃用沙、地下热水、矿泉水、地下水，特

别是高岭上为全国品位最高、储量最大的。

湛江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湛江市及所属县(市)旅游景点有：湖光岩，是国家级地质公园和

省级名胜。是国内唯一的玛珥湖、全国著名的火山口游览区；湛江港——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和建

造的现代化深水良港；东海岛龙海天是省级旅游度假区，东临大海，一望无涯．碧波万顷，连绵28

公里的沙滩，是闰内最长的沙滩，仅次于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居世界第二；以及雷州市的三元塔、

雷祖寺；徐闻县的贵生书院、登山塔；遂溪县的笔架山；廉江市的罗州故城、鹤地水库；吴川市的

极浦亭、梧山岭贝丘遗址等等，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

全市总面积12471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占(；6％，丘陵占30．6％，山区占3．4％，陆地大部分由半岛

和岛屿组成。耕地面积508．9万亩。林业用地面积420万亩。流经湛江市较大的河流有：鉴江、九洲

江、南渡河等，三条江下游沿岸，土地肥沃，良田千顷，是富庶的农业区。雷州半岛土壤以红壤为

主，故有“红土地”之称。

建国初。为了打破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沿海，特别是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和经济封锁，1952年中

央人民政府决定修建黎湛铁路。

黎湛铁路于1954年9月25日动工修建，1955年7月1日建成通车，1956年1月1日交付运营。

湛江站站房由铁道部中南设计分局设计，由铁道兵施工。1955年3月开工。7fl I ILl建成。

1956年-!月1日，湛江站正式成立。按二等站设置。交付运营时，建有到发线、编组线9条，有效

长度33州订9米；站房l座330平方米，雨棚l座720-平-方米，站台2座2970-平方米；货物线3条。有效
长度245--254米，货物雨棚528平方米，军用仓库l座259．2平方米。1956年发送货物52．08万吨，发送

旅客6．97万人。

随着运鼍的增长，1957年增建lO、ll两股道，延长l一8股道，改建9道。完工后，湛江站共有ll

股道，其中l—6道为到发线，有效长度392—868米，7一ll道为编组存车线，有效长度766—868米。

另有牵出线一条601米。查定编解能力36列，日，846辆／日。

1956年5月1日，湛江新港开始使用。随着湛江港开港，经济吸引地区日渐扩大。

为适应运输生产发展需要，1958ff-4月，车站站房扩建，总面积达2123平方米，并在左右两侧建

有地下室各l座，面积共527．21平方米。1956"---1959年。修建货物仓库3座1664．8平方米；货物站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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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分别为4128和2688平方米。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错误路线影响下，铁路运输遭到严重干扰。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政策。搞乱了规章制度，使铁路

企业管理和工作秩序陷入严重的混乱。造成运输生产下降，事故频繁。效益低下。车站也和其他单

位一样，运输生产受到很大冲击，生产指挥失灵，客货运输经常中断，但车站广大干部职工在极其、

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运输生产。

1967年6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成立湛江站军事管制小组，对湛江站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8月23日。湛江车站革命委员会成立。

1973年6月，车站军管结束，军事管制小组撤销，军管人员回部队工作。

1975年3月，通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9号文件)和铁道

部提出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十六字方针，车站广大干部职工坚决贯

彻执行周总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全面整顿车站运输秩序，加强铁路运输

的集中统一指挥，同时．贯彻“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活动．建立健全

各项考核制度，使运输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收到显著成效，运输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75、

1976年的旅客发送量、货物发送量分别达到16．40万人、19．5l万人和475．94万吨、480．65万吨。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改革开放。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进行转换经营机制试点，使

车站运输生产和安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78年6月，撤销革命委员会，恢复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建制。

1979。1985年，全面整顿企业管理，实行站长负责制和经济责任制，实行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

的万换算吨公里工资含量包干的分配制度。

1986年，按照“两制、四全、一网络”(即厂长负责制、经济责任制，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

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劳动人事管理。电子计算机网络)的模式。全面推行现代化管理。至2005

年．全站共取得局级以上现代化管理成果奖27项．其中铁道部级3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3项，广东

省级3项，铁路局级18项，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按照铁路局和南宁分局的要求，车站从1988年一1990年实行“运营承包，一包三年，现收现支，

定额上缴，超收多留，万含挂钩”的全面经济承包方案。

1990年起，依据铁道部铁体法《关于进一步完善铁路经济承包责任制。基层站段全面实行综合

指标管理与考核的通知》精神。车站由原来推行的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承包改为全面实行综合指标

管理与考核。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想，车站对货场、客运、行包、装卸、集装箱、运输计划等运

输组织和运输经营方面进行改革，并稳步发展。全面推行以捆浮、计件工资为主要形式的内部分配

制度的改革，使奖金分配向一线，向危险性大、劳动强度大的岗位倾斜，同时实行干部制度的改革；

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车站认真贯彻“以运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1986年10H 23日，以原湛江材料厂的人员为基

础，成立湛江火车站运输服务公司。后更名为湛江火车站综合服务公司。

1988ff-4月19日．湛江车站旅行服务支公司成立，隶属车站综合服务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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