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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车站始建于1 905年，至今80余载。在古都安阳三千年历史

发展的长河中，虽显得年轻，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几个历史时期。

建国前的四十年，铁路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

统治之下，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压迫就有反抗”，车站广

大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扑后继，用血和泪谱写着这段

可歌可泣的历史。建国后的四十年，车站以简陋的设备，担负着异

常繁重的运输生产任务。1 984年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给车站注

入新的活力，车站职工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挖潜，扩能"，为

古城安阳经济的振兴做出了应有的奉献，为人民铁路赢得了信誉。

盛世修志，古今皆然。《安阳站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申全会

精神指导下，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成书

的，作为向建国四十周年的献礼。它的问世，为增进人们对车站的

全面了解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现实依据，以期达到“继承历史，

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之目的。谨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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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安阳车站《站志》编纂工作，始于1 984年l o月。在各地方档案

部门、车站各室、车间和离退休人员的多方协助下，搜集到文字、

口碑及实物资料达三十余万字。1 988年8月写出《站志》初稿，因

种种原因所限，缺项较多。为使站志早日成书，1 988年1 2月，重新

组建了站志编纂委员会，站长牛绍周同志任编委会主任，责成号人

负责，对缺项部分修定篇目，分工撰写，众手成志。经过同志们夜

以继日的努力，《站志》修改稿终于1 989年2月l 5日问世，经送审

定稿，1 989年8月印制成书。

《安阳站志》上始于1 905年建制之初，下限至1987年底，全书

分为六篇二十二章七十七节，以类系事，横分纵述。

安阳建站至今八十余载，历经战乱，尤其在“t年动乱’’期

间，资料散失较多，加之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

者赐教．
成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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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 述

第一章 概 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及作用

安阳车站位于安阳市解放碧西：j奏，车站中心里程为京广线4 9 0

公里加987．55米。西接安(阳)李(珍)石(涧)林(县)线，并

连接8象企业专用线。安i!日站担负着安阳、瀵阳两亩及安》舀市所辖

五县的客货运输任务。安攉站按业务性质为客货运站，按技术性质

为区段站，按车站等缎为一等站。是郑州、北京两个铁路局的分界

站。

第二节建制沿革

1905年7月13日(清光绪三十年)安阳建站，系沿用府诌之

名，称彰德车站。当时，京汉铁路为比利时国银行工厂合股公司管

理时期，京汉铁路设车务处，车务处下设三个总段，十个分段。彰

德站属第二总段第五分段管辖。民国时废府治为安阳县，彰悲告改

称安阳站。1909年丰乐镇至穴j可沟支线通车，六河沟属安阳站管

辖。1 9 16年(民国五年')部颁“国有铁路编制通则”籍平沉铁路改

为三个总段，十五个分段。安阳站属第二总段第八分段营j≥。第八

分段设在安阳(管辖马头至淇县各站)．1949年-5月6蜀安阳解

放，属邯郸铁路办事处管辖。1953年新乡分局成立，属天津铁谘局

新乡分局管辖。1 954盔F-1月1日，属郑州铁路局新乡车务段管辖·

1 961年害阳成立车务段，安阳站属安阳车务段管辖。1 963年安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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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段撤销，属新乡分局管辖。1 987年新乡分局撤销，属郑州分局管

辖．

建站初巍，客货列车只在昼夜间行驶，夜间停靠大站，故车站

等级分为“宿站”和“过站”两种．安阳站定为“宿站”．1 909年

六河沟支线开通，由于客货运量增长，1 91 6年定为一等站．1 950年．

改为二等站。1 982年按铁道部(80)铁人字2 1 84号文件，由郑州局

核准为一等站． ，

第三节组织机构

1 905年至1 908年，车站只有9名职工，由站长负责指挥行车，

2名副站长分管客货运业务，6名号志工分为两班轮流值班。

～ 1 909年，客货运量大幅度增长，设备及职工相应增多，始设运

转、客运、货运三个室，直至1949年．从1950年12月开始，设置了

人事室及运转、客运，货运三个车间．1 953年又增设财务、技术、

总务三个室．1 967年7月，成立“车站革命委员会”，革委会设主

任1人，副主任2人，下设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1 978年6月

革委会撤销后，车站恢复站长职称，重新设置技术室、会计室、人

事室、总务室和运转、客运、货运、装卸四个车间。为解决待业青年

的就业问题，1979年10月成立集体企业办公室。为使职工教育持久

地开展下去，有利于提高职工素质，1．983年12月，成立了教育室．

根据挖潜、提效，增加经济效益和方便货主的精神，1984年1 1月17

日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其性质为全民所有，集体经营。为适应

计划统计工作的需要，1 987年2月成立计统室．

截止1 987年底，车站的行政机构有：站长办公室、技术室，财

务室、人事室、教育室、计统室、安全室、双退办公室、多种经营
-’‘



办公室和集体企业办公室。生产机构有运转、客运、货运、装卸、

旅行服务五个车间和一个集体性质的劳动服务公司．

第四节发展变化

安阳站从1 905年建站至l 987年底，经历了八十二年的历史．从

三条线路、一个站台、一间票房(25平方米)、九名职工的车站，

发展为具有两个场、24条线路、8条专用线、两个站台、建筑面积

12000多平方米、5个车间：10个室、1022名职工的一等车站．

建站初期，行车设备简陋，信号、道岔均为手动装置。1 945年

改用机械连锁设备。I 972年4月l o目开始，使用DE ll l电气集中

设备．I 98 1年4月28日，改用6502型电气集中定型设备，为保证行

车安全和提高运输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安阳站担负着安阳、濮阳两市和五县的客货到，发业务．日均

装车40车，发送货物2000吨。卸车130车。日均通过和编组列车5 4

对。始发客车3对，经由车站的客车3 2对，日均发送旅客一万人，

高峰期可达二万人。运输收入年均4000万元以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

实施，车站于1 984年6月开始实行站长负责制．新型的企业管理体

系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给车站注入了活力。1 985年至l 987年，连续

三年开创了自建站以来完成技术指标最高、安全生产天数最多、为

国家创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时期。随着车站运输生产的发发，职工

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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