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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
富裕工务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坐落在黑龙江省富裕

县富裕镇二街飞驰巷1号，西邻富裕县第--IJ,学校、北邻富裕列检，位居齐北线62

公里95米处，占地面积32556平方米。地理坐标为北纬49047’、东经127027 7。

富裕工务段主要承担齐北线61．480Km——139．000Km富嫩线0Km+000Ⅱ广一
1 79Km+515m、嫩林线0．ooOKm——5．000Km、站岔特线127．124Km、代维修专用

线42．972Km、道岔345组、桥31座／1594m、涵143座／2210m、无人看守道口106

处和9处有人看守道口看守工作，以及线桥养护维修及部分中修任务。

富裕工务段管辖的齐北线(富裕至依安)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嫩江平原的东

北端，乌裕尔河左岸，在富裕县和依安县境内；沿线处乌裕尔河流域，地势南低北

高，农牧业较发达。

富嫩线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嫩江平原北端，在富裕县、讷河市、嫩江县境内，

线路所经地区为丘陵和山丘湿地连续地带，是黑龙江省产粮区。

富裕工务段所在地富裕县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寒夏暖，四季变化明显。

春季多风少雨，夏季高温多雨，秋季气温变化剧烈，冬季严寒干燥，年平均气温

2。C，极端最高39。C，极端最低一40℃，平均无霜期130天，年平均风速为3．8米／

秒；而管内北端的嫩江县属中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较低，无霜

期短，雨热同季，冬季漫长，年平均气温一0．4。C，极端最高气温37．4。C，极端最

低气温一47．3。C，无霜期最短为94天，平均为106．5天。由于富裕工务段所处地

区气温比较低，是冻害、雪害比较严重地区。
、

1928年(民国17年)1月，黑龙江省当局筹议修筑齐克铁路(齐齐哈尔至克

山)，工程投资官商各半。5月10 Et，黑龙江省公署宣布齐克铁路工程局成立。8月

20日开工兴建。1929年9月因遭受乌裕尔河水害和资金不足，曾使工程一度推迟，

到1930年2月，铺轨至泰安(今依安)。1930年3月齐齐哈尔至泰安通车，、1931年1

月正式运营。

1929年，东北军阀在“中东铁路事件”后，为了加快东北边防，在修建齐克

(今克山)铁路同时，计划由宁年(今富裕)至墨尔根(今嫩江)修筑一条铁路。

1930年6月动工兴建齐克铁路宁拉支线(今富裕至拉哈)，1930年11月3日完工，

同年11月15日开始营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齐齐哈尔铁路也很快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

之下。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和出于掠夺及反苏军事运输的目的，一方面

对原有铁路进行全面改造，并将齐克铁路从泰安(今依安)延修至克山、北安，将

宁拉支线延伸至墨尔根(今嫩江)，1932年6月18日开工。

由于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受了沙俄和日本侵略以及旧中国封建官僚的残酷

经济和政治压迫，特别是在日伪统治下的14年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

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齐北、宁霍等铁路的修建过程中，曾多次受到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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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武装的袭击和破坏，仅1932年修建拉哈一讷河段铁路过程中就连续6次遭到较大

规模的袭击。特别是7月12日的一次，抗El武装包围并袭击工地，当场击毙日军中

队长1人，满铁日本职员19入，日本包商2人，轻重伤者多人，迫使工程停工近一

年。于1936年11月2日铺轨至墨尔根(今嫩江)，1937年4月通车并开始临时营

业。是年7月1日正式营业。至此，宁嫩铁路全线正式营业。但在苏联红军撤离东

北前，于1946年1月将宁年至墨尔根段铁路拆除。

1946年4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收复齐齐哈尔。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发展东北解放区经济，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西满铁路管理局决定恢复宁嫩铁路。

1947年8月开始进行修复，11月完成修复任务恢复通车。当时的线路铺设钢轨为

32A、32B轻型轨，道岔为32A8样、10#辙叉，路基为混砂道床。养路工人把当时铁

路现状编成顺口溜：“钢轨类型小，枕木配置少，铁路顺着地皮跑，遇雨就断道”。

宁年工务段(今富裕工务段)始建于1928年，为齐克铁路工程局龙江(今齐齐

哈尔)工务总段所属宁年(今富裕)工务二分段，泰安(今依安)为工务三分段；

1932年改为宁年工务段、泰安工务段；1937年成立墨尔根(今嫩江)工务段，年末

工务段改为工务区。1946年1月苏军拆除宁年至嫩江段铁路，宁年、墨尔根工务段

撤销；1947年11月，修复宁年至嫩江线路，7月成立讷河工务段；1958年1月1日

撤销依安工务段、讷河工务段，成立富裕工务段，同时建立党总支。

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富裕工务段干部职工发扬革命战争

年代的光荣传统，一方面对旧中国和日伪时期遗留的设备加紧养护维修，提高运用

效率，逐步进行更新改造；另一方面学习中长铁路经验，开始试行新的养路法，接

着又学习锦州铁路局孙家养路工区的经验。富裕工务段的职工提出了：“天亮干、天

黑算，晚饭后再来个小会战”、“刮风当电扇、下雨当流汗”的奋斗口号，掀起了群

众性的学习孙家养路工区的高潮，发扬了“愚公移山”精神，树立了“格上格”的

高标准，进而不断提高线桥设备质量和工区管理水平。1962年在全国铁路劳模大会

上，富裕养路工区被铁道部授予先进集体；1962年富裕工务段实现安全年，铁道部

授予安全500天奖状。

“文化大革命”期间，线桥维修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章

不循、职责不清、线桥设备失修、质量下降。1974年，富裕工务段积极响应局和分

局的号召，开展学习太平川工务段三十三养路工区活动，修标准线桥设备，结合段

情实际，制定了“三十三式”高标准线路、道岔、曲线质量标准。

1976年，根据中共中央9号文件精神，开展线桥设备大会战，提高线桥设备质

量，努力实现线桥设备标准化。发动群众，对管内每公里线路、每座桥涵、每条曲

线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分析病害原因，制定整修方案，继续深入开展远学“孙家”

近学“三十三”活动。从而，提高了线桥设备质量，保证行车安全。

1984年，按照铁道部(1984)铁工务第549号《关于在全路工务部门开展安全



——概述一
优质活动的通知》，全段开展了创安全优质工务段活动。在设备基础薄弱、病害处所

多的情况下，以“勇于进取、大胆创新、从严求实、争创先进”的富工精神，全段

总动员、上下齐参战，干部职工、家属、离退休耋同志，积极响应段党委和段行政
的号召，为实现安全优质段目标，白天上现场搞会战，晚间加班加点整理工区内业

和室内外环境卫生。1984年12月，分局在齐齐哈尔工务段召开工务系统开展安全优

质设备经验交流会，会上命名富裕工务段树林工区为样板工区；1985年，段被评为

局级安全优质工务段。1987年被评为部级安全优质工务段，继而连续14年保持部级

安全优质工务段荣誉称号。

富工人踏着改革的步伐，面对新世纪新机遇和新挑战，打响了安全优质示范段

的战役，动用各种机械动力设备，干部职工起早贪晚，加班加点搞会战，放弃双休

日，实现了嫩江站场路局排名第二，依安分段路局排名第一的可喜成绩。同时，为

满足列车提速提供了优良设备。

五十年代前，养路工人一直使用大头镐、耙子、撬棍笨重工具进行线路养护维

修作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周期时间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及铁道部十

分重视养路机械化的发展和普及，1959年富裕工务段掀起养路机械化大会战。由于

机械质量不可靠而没有投入使用，1974年学习外段经验，自己动手制作机具，试制

成功2台电动捣固机，1975年夏修投入使用，下半年全段组建8个机械化工队，从

而拉开了我段养路机械化的革命。接着又创造出带电作业卷线小车、QIH一1型双面道床夯拍码边机、QFzH叫型道心整碴机和QFlP—一2型除草药喷洒机。1978
年，富裕工务段机具制造质量与配套设备受到东北(哈尔滨、沈阳、吉林、锦州)

四局联合检查组好评。机具被推荐为全路工务系统绵阳养路机械化会议的鉴定样品。

1979年3月铁道部在四川省绵阳召开养路机械化选型会议，富裕工务段带电作

业卷线小车、Qn【_一1型双面道床夯拍码边机、QFz卜2型道心整碴机参加选
型。1976年研制成功的QH【_一1型双面道床夯拍码边机列为部级定型机具。

富裕工务段管内桥涵多，特别是富嫩线沿嫩江、老莱河北上。线路两侧低山丘

陵，支流众多，多沼泽地，平时桥下少水，逢雨季水深流急，本线中小桥及涵洞多，

且桥跨不统一，修建当时多为木桥或薄铁管涵管，年年闹水害。为了根除病害，保

证行车安全，提高运输能力，富裕工务段在1972年组建了线路工队和桥梁工队，后

又合并为线桥工队。开始抬高和加宽路基(最高抬高1米)及桥涵大修工程。1974

年富嫩线134K+498m桥扩孔大修，就是富裕工务段技术室自己设计、线桥工队自

己施工运作的第一座2×20米钣梁桥，经分局和局(齐齐哈尔铁路局)检查验收评

为全优桥；线桥工队被评为局工务系统先进集体，1975年2月，在布苏里召开的全

局工务会议上介绍了“线桥工人多自豪，战天斗地修大桥”的先进经验。富裕工务

段在桥涵施工中还先后采用了沉井施工法和电预热养生法。从而提高了桥涵施工质

量，加快了施工速度。到2000年，共新建涵洞98座，薄型铁管涵改建钢筋混凝土



一富裕工务段志——
涵22座，木桥改涵4座，木桥改钢筋混凝土桥2座，新建桥26座。1985年齐北线

换成50公斤钢轨、碎石道床、钢筋混凝土轨枕，富嫩线1995年全部换成碎石道床，

1986年全部换成钢筋混凝土轨枕，2000年钢轨全部换成60公斤钢轨。

纵观齐北、富嫩线72年的历史变迁，线桥设备发生根本性变化，把一个轻、

老、杂型钢轨、混砂道床和普通木枕，大坡道，小半径，春融乱道，夏闹水害，冬

鼓大包，三折发生频繁的多病害线桥设备，经过几次改造正线全部换成碎石道床，

钢筋混凝土轨枕。齐北正线全部换成50公斤钢轨，富嫩线正线全部换成60公斤钢

轨，消灭木桥、木涵的新面貌，但距铁路运输发展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富裕工务

段广大职工，将发扬“勇于进行，大胆创新，从严求实，争创先进”的富工精神，

为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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