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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翘望丰碑再塑；开宗明义，览尽百年沧桑。

知源远而晓流长，知兴衰而明更替，资治执政者而警省后来，唯以史为鉴。故此《齐齐哈

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系列丛书随《大庆站志》开先河而付梓，并一部胜于一部而面世。

齐铁分局夙具修志良风，1986年启动第一届修志，史志编修即列入分局长任期目标，《齐

齐哈尔铁路分局志》一举跨入佳志之林，《加格达奇铁路分局志》编修出版亦紧随其后。15部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年鉴》是分局历届领导集体竭诚传递着的一届又一届修志壮举。齐铁分

局独具特色的史志工作逐级负责制，为2000年开始的第二届修志工作启动了先机。《齐齐哈

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数千万字，煌煌61卷，动员编修人员逾2000，历时两年余，党政领导

亲执帅印，修志人员沥血呕心。难度之大，涉猎之广，人力之众，资金之巨，编修之苦，文字之

精，史料之全，为齐铁分局史之最。

此书以齐、加分局志为历史总脉络，从多方位、多侧面、多空间详尽记录了跨世纪有三的

百余年变迁。始自沙俄瓜分中国的中东铁路修建、开站、建段，终至人民铁路改革开放20世

纪2000年，无论机构撤并建分，均翔实记述，然其重墨点睛实是人民铁路50载之巨变。

阅卷：从解放战争之3005次英雄列车，到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发祥；从抗美援朝钢铁

大动脉，到支援大庆油田、大兴安岭开发的辉煌；从’98抗洪创造中国铁路抢修史上奇迹，到

再创业新世纪元年大五五工程的旧貌新装，跃然纸上。61部巨卷，恰是星罗棋布在松嫩平原

和兴安峻岭的车机辆工电；61部巨卷，恰是5万齐铁人热爱边疆，献身边疆的奉献篇；61部巨

卷，恰是祖国版图上一条钢铁巨龙的脊梁。

掩卷：齐铁分局50裁奋斗自强，始终高奏严实拼搏，争刨一流的英雄主旋。前线后勤，英

模辈出史到今；高寒奇冷，献了青春献子孙；三老四严，服务油田学大庆；水火无畏，战天斗地

还看齐铁人。奖杯如炬，美誉如林，熟悉的音容笑貌，高大的倩影英姿，千千万万血肉之躯。

一钩一辆，一钉一镐，汇聚成英雄的长城，凝聚成钢铁的长龙，是他们一步步创造了齐铁分局

的今天，一步步铸就了齐铁分局的辉煌。历史就应该书写齐铁人的伟篇丰章。

修志修神，修志亦修身。新时代之史官，作民众之传，重价实史真。他们以国家标准为

标准，以无功即过为准绳，以争刨一流为目标，试以春秋之笔，直书功过得失，句斟字酌，殚精

竭虑，三审精修，修出了齐铁分局的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修出了齐铁的恢宏巨著，修出了齐

铁的高风亮节，修出了齐铁的人生真谛，修出了齐铁的优秀人才。修出了齐铁近2000编修者

唯先是夺，敢争一流，敢创中国方志史上奇迹的拼搏奉献精神。齐铁分局不会忘记，历史不

会忘记。

喜慰之情，在于我们可以无愧地告慰前人后者。志书者，志也，志在继往开来，志在规范

管理，志在实现宏伟的蓝图，志在勇敢而自豪地再去攀登、再去夺取，再去续写新的辉煌。此

乃61部志书终极的意旨之所在。

精神无价，青史有芳。<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百世承传。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编审委员会

。，砖￥。插叩y·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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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腻r态



序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

三间房站作为全国铁路网中的主要编组站和黑龙江省西部最大的编组站，几经寒

暑，终于有了一部史料性、综合性较强的志书编辑出版，实在值得庆贺。

三间房站始建于洮昂路，1926年建站，1927年正式运营，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

史，是全国较早筹建的车站之一。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车站得到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和发展。在第二、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三间房站经过了第一期较大规模的站

场扩建改造，并于1965年被批准为一等站，列入全国主要编组站行列，为国民经济的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列入国家“六五”重点工程的第二期

站场扩建改造顺利完成，使三间房站的站型和设备一举形成了全路大型编组站的规

模，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二十世纪末以

来，三间房站相继上马一系列高科技含量的技术设备，如编组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包括
PcS系统、YIS系统以及货车实时追踪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使得三间房站成为一个

自动化程度高、作业效率高、安全保障能力强的现代化的编组站，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

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作为全国铁路的一个主要

编组站，无疑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所以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三间房站志》，宗旨就是

通过详实的资料，记载车站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总结运输生产在各个时期的优势和

劣势，特别是车站成为全路主要编组站和改革时期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情况，使之成为

“昨天的镜子，今天的记录，明天的佐证”，为各级领导和各部门的同志更多地了解三间

房站、认识三间房站，为三间房的振兴与发展起到咨询、借鉴作用。

七十多年只是历史长河的瞬间，但捧读了这本《三间房站志》，就会感到这“瞬间”

的深厚与凝重。七十年间三间房不但经历了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凄风苦雨，而

且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发展的坎坷与艰辛。站场的几经改造、文革的十年动

乱、改革的多年探索，是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和努力奋斗，才使三间房站这个几乎与名字

一样荒凉的无名小站，旧貌换新颜，成为一个车、机、工、电、辆、房各部门齐全的铁路枢

纽。我们说，三问房站历史就是一部创业史、发展史，集这段历史于大成，必定会帮助

人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同时给过去艰苦岁月里的创业者们一个告慰和回报。

历史是绵延不断的，以后三间房站会如何?只能由后来者用坚实的脚步、不懈的

拼搏去写，一代一代写下去，把三间房站的名字，写得更豁亮、更辉煌!

修志过程中得到了分局领导的关怀支持，也得到了车站各部门和许多离退休老同

志的热心支持和无私配合，值此深表谢意。由于历史久远，我们的水平有限，资料收集

不全，采编纂志，难免出现疏漏，深以为歉并请专家指正。

站长但年黼记畅狲



凡 例

一、《三间房站志》以《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编纂原则为指

导，以《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志》(1896—1985)和《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年鉴》

(1987年刊一2001年刊)为历史依据，力求全面、真实的记述三间房站历

史，突出时代特点，三间房站特点，旨在资治、存史，服务社会，垂鉴后世。

二、断限：上限：1926年，下限：2000年12月31日，史志节下限延至

2002年。

三、本志编纂原则：实事求是，略古祥今，真实准确，全面客观的记述

车站的历史现实，有专业特点、特色，文字简洁明了，突出记述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车站发展变化的基本概貌，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

统一。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采用述、记、图、表、录等体裁，以大事记为纲，

以概述统领全书，以篇、章无题概述，强化实体性，主要照片选插其中，以

人物附录殿后，使全志浑然一体。

五、本志以记述事实为主体，采用规范语体文，内容的表述力求准确、

清楚，文风严谨，不加褒贬，避免评论，立足当代，详近略远，详独略同。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表列各类对车站有贡献的人物，记

载的人物涉及领导人物的，均以任职、任期的先后排列。

七、行文执行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

八、本志均用公文纪年，大事纪中在括号内注清朝，民国年号，月查不

清记“是年”，日查不清记“是月”，同一时间记“△"，人名直书其名，不用称

谓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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