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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述——
昂昂溪电务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位于黑龙江省滨洲

西部地区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铁北街4号，占地面积8972平方米，是齐齐哈尔铁路分

局电务系统下属的四个电务段之一，主要担负滨洲线昂昂溪高台子，平齐线三间房至

泰来29个车站，5个站场的通信、信号设备维修任务及电话、电报的服务工作。主要

设备有联锁道岔718公里，营业公里为287．9公里，哈尔滨铁路局最大的三间房驼峰

编组场一处。

昂昂溪电务段1903年成立，2001年4月初撤消，经历了98年漫长的岁月。1896

年4月沙俄向清政府提出修建“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的要求。1897年8月

1 El，在绥芬河右岸三岔口(东宁县境内)举行了中东铁路开工典礼。1903年7月14

日完工通车。同时在昂昂溪成立了中东铁路电务二段，担负扎兰屯至哈尔滨松花江大

桥西侧的通信、信号设备的维修、保养。

昂昂溪电务段成立于1903年，当时主要设备有线式磁石电话机和一台莫尔斯电

报机。各站通车后，均未设信号机，在主要道岔上装有扳道器，直到1970年在主要车

站上安装了无联锁的臂板信号机。

那时的电务段，一切权力都把持在俄国人手里，他们不仅公开打骂中国人，可以随

时解雇中国人，工人生活得不到保障，沙俄修建中东铁路不仅霸占了扎兰诺尔、鸡西、

鹤岗等煤矿，还把大量地农产品、毛皮、牲畜等不断运往俄国。

1931年9月18日，短短几个月，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把绥芬河至

满洲里铁路改称为“北满铁道株式会社”，1937年12月把昂昂溪电务段改为昂昂溪电

气区，区段内设一个综合办公室，管辖区段与免渡河至昂昂溪东立交桥，下设博克图分

区，扎兰屯昂昂溪助役驻在所，8个工区，3个电话所，工人80人。主要设备有通信：改

修一座通信楼，一台50赫磁石交换机，有7台日式音响电扳机信号：昂昂溪东侧修建

一座信号楼，集中机械联锁，主要干线的“跟头”道岔换上带把标志道岔。

尽管当时人员增多，设备增加，可是中国工人都处在空前灾难和痛苦之中，他们吃

的是橡子面，穿的是更生布，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饭。干活没有任何劳动保护，

碰伤病残、衰老都得开除。

当时昂昂溪处于滨洲线中段交通要道，在战略上有显著的重要地位，日本人把昂

昂溪控制的非常严，驻有日本宪兵队，铁路有警护团，特务横行，布满整个铁路地区，他

们看谁不顺眼就抓走，吃点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工人们说：刚走了沙俄又来了豺狼。

此后14年，昂昂溪电务段的通信、信号设备也有了发展，信号有联锁箱、臂板信号

机、路牌闭塞机、电动臂板信号机，坐式继电器等较为先进的信号设备。通信设备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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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昂昂溪电务段志——
磁石电话机、供电电话机、磁石交换台、音响电报机、各站步进式选别器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9日，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在哈尔滨(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旧址)成

立。苏联人任管理局长，昂昂溪为二分局。昂昂溪电气区改为昂昂溪电务段，设段长

室、人事室、技术室、财会室。管辖区段为安达至扎兰屯，下设安达、昂昂溪、朱家坎(今

龙江)扎兰屯4个领工区。18个班组，93名职工。

昂昂溪电务段职工们，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出自己的段长姜希连。

日本投降后，他们对铁路运输主要设备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当家做主人的昂昂溪

电务段的工人们，面对这一堆破烂摊子，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自力更生、抢修设备”，

确保早日通车、支援解放战争，在会战中，他们以主人翁姿态迎着困难上，到处搜集遗

弃材料，缺少工具到自己家里找，向别人借，不分白天黑夜干起活来忘了吃饭，在滨洲

线全线开通之前完成了电务段设备的抢修任务，为恢复运输，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

献。

1946年10月10日，卢思新、杨森、张述仁3人代表昂昂溪电务段出席了西满铁路

局第一次群英大会。西满军区第一政委李富春为大会题词：“向劳动英雄看齐”大会历

时15天。

1949年1月1日，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规定实行“工薪制”。信号工一般每月挣二

百分，每分值混合粮1．63斤，白市布0．20市尺，豆油O．35斤，海盐0．045斤、煤5．5

斤，按行情增减以分合钱。1950年5月1日，昂昂溪铁路分局撤消，划归中长铁路二分

局管辖。

此时，昂昂溪管内的设备陈旧落后，经过战乱日伪的破坏，已破乱不堪，昂昂溪车

站两侧设备、制式不统一，那时没有地下电缆，用木线槽装皮线，还有架空电线路五花

Al'l，老鼠钻进小棺式的木线槽内咬断的故障经常发生，这样质量低下的大杂烩设备，

担负着繁重的运输生产，解放初期昂昂溪西部地区是较大的编组站，昂昂溪西侧有一

个小土驼峰，日解送达40—50辆，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老一代电务段职工，日夜战

斗不息，没有忙班休班之分，有活就干，以工区为家，以事业为重。我们后代电务工人，

要永远怀念他们，发扬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勒紧裤腰带干革命的精神。

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的规定，苏联政府将中长铁

路的一切权利及全部财产移交我国。成立了绥滨铁路管理局，昂昂溪归哈局管辖。

1958年1月1日，昂昂溪电务段又重新划归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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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在这一段时期，段的工作，主要是恢复性的工作，为支援解放战斗，朝鲜战争做出

了贡献。工人文化素质都非常低，高小文化就是段的秀才，还没有几个，他们担任调度

等文字工作。段领导也大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干部，技术性工作不多，大部分是繁重的

体力劳动。沿袭中长铁路的管理办法。他们记录和发扬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

以日伪遗留下来的代把标志导线拉大锤进行了改造。1952年昂昂溪站场扩建，在昂

昂溪东侧安装了四台日式的京三型电动转辙机，在施工中，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

等不靠，自己动手，不懂技术，他们就在书本上学、在干中学。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的

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管理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规。

1958年1月1日，昂昂溪电务段划归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即开始了大跃进。开始

安装五八型半自动闭塞，出站信号机安装0208、0286、0265几种选别器，站场股道延长，

还在线上安装转换锁闭器，段在昂昂溪“十八”家成立农副业基地。

196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正、巩固、充实、提

高”八字方针，大兴调查之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体

会到事故是电务工作中的大敌。要想不出事故，在工作中必须高标准、严要求、把安全

生产摆在第一位，强调检修要联系登记，检修后坚持试验，领导在不在都要干标准活，

在日常工作中注意观察设备受外界影响发生变化，掌握规律，取得了安全生产的主动

权。工长闰兆福同志每天提前-lJ,时上班，先到站内检查一遍发现设备问题及时派人

处理，把故障消灭在发生之前。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动员广大干部

职工战胜天灾人祸造成各种困难、增强团结，渡过难关，争取国民经济尽快好转。在党

的领导下，向天灾人祸进行顽强的斗争，那时物资缺少，计划着用，粮食不够吃，就组织

起来搞一些代食品，成立了农副业基地。到1965年全国经济形式大为好转，春节期间

号召人们吃“爱国肉”每家几十斤的买。

1966年秋季，昂昂溪电务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人们成立“造反”组织。电务段

的正常工作开始走向混乱的局面。一大部分参加“造反派”一部分成了“逍遥派”领导

被罢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只抓革命，不促生产，设备质量下降，违章违纪不断发

生，致使三江车站造成翻车大事故。

当时电务段有两大派“造反组织”一个是“红联”一个是“无联”，互相对立、攻击、漫

骂、乌烟瘴气，最高潮时在机务段大会场开了7天7夜斗争大会，给领导戴高帽。“革

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El号喊遍整个会场。

最后解放军“支左”进驻昂昂溪电务段，表态支持“红联”为革命派，以后较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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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昂昂溪电务段志——
时间两派隔阂也未根本除掉，一直到1976秋，毛泽东去世后，打倒“四人帮”召开了十

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报告。文化大革

命的余波，才渐渐消失。1968年在昂昂溪电务段院内树立起毛主席塑像并按上了闪

光灯，用信号楼苏式提式发码器制造闪光电源。为职工建造三敬三祝的场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消除条条管治，把电务段分解归各站区领导，取消了电务

段，成立了“电务连”连长是杨海涛，科室干部分到工区参加劳动，到1970年初，又恢复

了电务段，在这一段时间里，生产技术上出现了很多笑话，进行信号由绿灯改为红灯，

停车信号由红灯改为绿灯。各段做好准备，统一时间，同时改，当时昂昂溪电务段也做

好了准备。就等下令，改显示。后来听说中央领导干涉此事，未成。

1970年初电务段恢复，由于大庆油田的开放，运输日益增长，昂昂溪电务段分成

两部分，1970年6月让湖路电务段成立，管辖安达至红旗营和让通线一部分，昂最溪电

务段管辖三江至昂昂溪至高台子，三间房到泰来。

这一时期电务段的设备通信、信号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自己上了电气集中，通信

上了纵横自动电话，准电子电话总机，并开展了小改小革活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活

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信维修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再加上车站成立了“站区”组织形

式，信号工作人员听从站内安排，做非务电工作，整个电务维修工作失去了控制，从

1966年起到1972年秋季，统计资料说明联锁道岔不合格占30。3％，信号显示达不到标

准占总数20．1％，轨道电路分路不良占14．1％，我段在江桥车站就发生轨道被占用，

分路不良，轨道继电器不落下的故障。

1972一1973年间推行了设备“整治”按1971年公布的《铁路信号维修规划》技术标

准，使信号工作失修初步得到了纠正。1974年一1975年对电务设备进行了技术“改

造”更换了铝芯电缆。进行了设备大整修，中央颁布《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针对铁

道部领导指出的信号看不清，道岔拉不紧、电话听不清，几个薄弱环节，1975—1976年

间开展了设备大整修。开展标准站活动，在单项设备大整修的基础上，1977年又开展

了以车站为单位，综合提高设备质量，段黑岗站当时被评为齐局标准站样板，局组织召

开了现场观摩会。从此时开始日常检修工作走向正轨。

1978年底局召开科学技术大会，王绪华代表昂昂溪电务段参加大会，出发时披红

戴花敲锣打鼓欢送，王殿启任书记，当时干部职工都不太了解，从这次大会开始，科学

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才逐步被重视，逐渐改变了“臭老九”的看法。

八十年代是昂昂溪电务段发生较大变化的十年，滨洲复线工程(昂昂溪一高台子)

全部完工，全部上了6502型电气集中，各站都盖有新房舍，通信、信号工区面貌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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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个站一个工区，改变了车皮当工区，工区设在无人区的现象。

平齐线把6501电路全部大修改为6502电气集中，三间房编组站建成投产。自动

化驼峰开通使用，机车三大件投入使用，无线列调投产。这十年是昂昂溪电务段设备、

人员变化最大的十年，设备质量大提高的十年，安全生产，消灭一般行车以上事故达

2000天，创电务段历史最好水平。

这一段职工达到800多人，也是历史上最多的。工人主要由老工人、转业军人，接

班新职工，职工大学，中专技校毕业生组成。职工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工资进行了

改革，利用工程利润为职工解决将近100户住房，老职工两代，三代挤在一个屋室的现

象基本解决。从1980年初开始，连续开始了老工人退休、新工人接班。从1981年开

始到八十年代末有200多人退休，新上来接班工人较多，一个换一个，职工技术素质有

了明显的下降。

1982年在企业整顿中，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原《段管细则》进行了修改，补充了全

面质量管理等项内容，把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内容、方法贯穿到各项管理之中。1986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下发后，对企业在“七五”期间如何

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1987年铁道部对基层站段全面质量管

理验收条件的要求，以标准化管理为依据，制定了段《企业标准》其指导思想是将《企业

法》《三个条例》作为管理企业的根本原则，把企业管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精神，力求使各项工作达到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工作有章可循，

考核有据可查。责、权、利有机相结合。全书共管理标准191项，工作标准115项，作

业标准20项，1988年11月30日经黑龙江省全面质量管理验收，定为黑龙江省铁路运

输企业全面质量管理二级合格企业。

1989年分局在工电部门开展了“二三五”管理模式，结合电务系统实际情况制定

了《齐齐哈尔铁路分局“二三五”安全管理模式电务部门实施办法》，作为电务段安全管

理考核的根本依据，使昂昂溪电务段连续8年获部级安全优质段。

九十年代昂昂溪电务段，通信技术设备大发展，是历史上空前的，首先在段内大院

修建了一所通信大楼。既而撤掉了管内所有架空通信电线路，近百年的通信电线路寿

终正寝。又在管内泰来至昂昂溪，昂昂溪至高台子铺设地下光缆。昂昂溪、富拉尔基、

龙江、三问房等地安装了程控电话总机，撤消确报所、电话所，下来40多人，有的内退，

有的退休，有的转入通信工区，并将部分无线列调人员转入三间房、富拉尔基车站、脱

离了电务段。段各项工作都进入了良性循环轨道，1990年创建了省级文明单位，昂昂

溪电务段先后7项Qc成果分别获省市局分局级质量管理成果奖。受到局、分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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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昂昂溪电务段志——
各级主管部门认同。

1993年由昂昂溪电务段通信技术室研制的光缆工程通话柱，设计合理，安装方

便，防砸、防盗，使用寿命长特点，于1996年安装完毕，在昂昂溪电务段至扎兰屯光缆

经路共安装新型通话柱109个，经使用，效果良好，保证了设备安全可靠运行，获分局

优秀设计奖。

1998年开始提速工程，管内滨洲线，平齐线使用AT型双机牵引提速道岔，应用

ZD一一6型电动转辙机，列车提速给电务段设备提出了新要求，增加了维修工作难度，

三间房驼峰实现了自动化微机管理，实现了电务信号设备微机化控制，实现了信号联

锁型式的又一次飞跃，通信设备80年代的同轴电缆由今天的高科技光缆取代。自动

交换机被程控数字机代替。自动电话机装机日益具增，实现了科学化、规范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由底向高的方向发展，管理形势必然多元化，经济责任制考

核纳入了年度方针目标，考核方式由段对分段，分段对班组，班组对个人逐级考核，形

成日打分月累计的计分方式，按分计奖，把生产奖与工人的各项技能工资相捆绑，作为

考核分配的基数，加大了考核力度，促进了职工的积极性。

2000年完成了分局下达的机构改革任务，干部全部竞骋上岗，科室由11个合并到

6个，促进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昂电人发挥严细求实、勇于拼搏、团结向上，争创一

流的企业精神，为振兴昂电，为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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