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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
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是一个为铁

路运输和部分居民提供供电供水的单位。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中华东路

10号(桥洞子东50米)，供电供水范围东起滨洲线安达站外124．0公里，齐北线依

安站外128．8公里处，与哈尔滨给水电力段和绥化给水电力段毗邻，西到滨洲线扎

兰屯站外(不含扎兰屯站)411．0公里处，与海拉尔给水电力段分界，南自让新线

立志站外335．0公里平齐线泰来站外450．0公里处，与白城给水电力段相连，北

至富嫩线嫩江站外5。0公里处与加格达奇给水电力段交界。全段有变电所4个、配

电所11个、净水所14个、给水所25个，架空电力线路1464公里，电力电缆163公

里，供水管路1054公里。

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管辖区域内，总的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和东北部是小兴安

岭南麓，地势丘陵起伏；西部为大兴安岭山地所包围；中部南部和东南部为松嫩平

原。富嫩线和齐北线部分电线路伴嫩江而南下，管内昂基干线在滨洲线281．677公

里，三江干在平齐线504．322公里处跨越嫩江，在富嫩线79．141公里处跨越嫩江

支流讷漠尔河，这些江河在1969年和1998年的水患中，曾给电力供应造成较严重

的破坏。 。

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地处寒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总的特点是：春季干旱

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暂短早霜，冬季寒冷干燥。冬季长达210天(10月初至

翌年4月末)。年平均气温2．1℃，最冷是1月份，平均气温一19．4"t2，嫩江气温

最低达一39．5cc，最热月是7月份，平均气温22．8cC。全年盛行西北风，控制时

间长达9个月，素有风刮“卜奎”之称。

1896年6月3日，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中俄密约》的签订，给水设施就随着

中东铁路的修建而配套建设起来。1903年7月，中东铁路营业时，有成吉思汗、碾

子山、土尔池哈(今龙江)、虎尔虎拉、齐齐哈尔(今昂昂溪)、大蒿子(今烟筒

屯)、小蒿子(今泰康)、喇嘛甸子(今喇嘛甸)、安达为机车给水站，到日伪时期增

加到24个给水站，浅井用华氏往复泵扬水，管井使用蒸气透平机扬水，国民党后期

增加少数电动机和内燃机，但扬水总量95％仍靠蒸气机械完成。

1923年，中东铁路在齐齐哈尔(今昂昂溪)建成发电分厂，从此铁路运输有了

电力运用，但只供车站照明和修理机车车辆之用，到1949年建国前，管内只有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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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志——
配电所，受配电能力为285千伏安。

1949年，齐齐哈尔分局成立时，给水电力归机务段管理，1950年末给水站、电

力工区、配电所从机务段划出，归分局直接领导，1958年成立齐齐哈尔给水段，给

水站归给水段管理，配电所和电力工区归电务段管理，1963年成立齐齐哈尔电力

段，供电管理从电务段划出，归电力段管理，1965年7月，电力段与给水段合并。

至此，铁路供电给水形成铁道部(机务局)、铁路局(机务处)、铁路分局(机务

科)、水电段分级管理体制。

1965年7月，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成立。在建段后的35年中，段的兴衰荣辱始

终与分局的命运、发展紧密相关。随着分局运输业的不断发展，给水电力设施也得

到了长足的改善与发展。电力线路以每年50公里的速度增长，到2000年底，1666．

178公里给水设施由95％的蒸气扬水，全部发展成电力扬水，水处理能力达61600立

方米／日，83．8％用户吃上了净水。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同全国一样，历经一场浩劫，

正常的水电生产秩序遭到冲击，规章制度被废弃，职工纪律松懈，工作盲目乱干，

安全形势一度出现失控状态。1975年，全段上下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对安

全生产和劳动秩序进行整顿，细化给水专业100号部令，电力专业1000号部令，使

检维修作业走上正轨，安全管理出现转机，无序状态得到了彻底整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建筑面积1879平方米的段办公楼建成投入使用，解决了多年来职场管理的落后

现状，让湖路、嫩江变电所的扩能改造，缓解了供电能力的严重不足，齐齐哈尔东

净水所、昂昂溪净水所、泰康净水所、三间房净水所建成投运、改善了机客车用水

质量和广大居民用水条件。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法的广泛应用，使“235”

安全管理、“261”逐级负责制、“五定三率”双达标一体化考核机制，适应形势，适

应发展，也促进职工队伍素质提高，确保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在1983年4月29

日分局管内遭到一场罕见的特大风雪袭击，电力、通信线路等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齐水电段干部职工精神不倒，队伍不散，顶住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压力和破坏，仅用

15个昼夜就恢复622．7公里的电力线路，使7个配电所全部恢复供电，使灾害造成

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263万元。在1998年百年不遇大洪水的面前，全段广大干部



——_嚣述——
职工没有退缩，与洪魔展开了殊死搏斗，谱写了水电史上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洪凯歌。

纵观齐齐哈尔铁路给水电力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建段后35年的发展虽然不是一

帆风顺，但在总体上取得了旧中国不可比拟的长足进步。

35年来，水电设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段初期，虽然经过近十年的建设，

设备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改观，但设备发展变化不大，日伪时期的设备仍占很大比

重，供电能力、供水能力远达不到运输能力发展的要求，经过35年的努力，到2000

年底，给水设备浅井5眼、深井7l眼、水塔21座、消火栓275组，吸水量1054公

里，扬水量10．8公里，无阀滤池26个、过滤池、过滤罐3个、消毒装置5处；电

力设备架空电力线路1464公里，电力电缆163公里，电力变压器709台，电力变压

器台695座，配电装置716台(组)，投光灯塔(桥)222座，过去经常出现的“压

峰填谷”的现象一去不复返，水电设备分别是建段初期的25倍和13倍。

35年来，供水供电量增长迅速。1965年供电量1140万度，2000年增长到10068

万度，增长了8．8倍。

35年来，职工队伍不断壮大，综合素质显著提高。随着铁路建设的不断发展，

到2000年底，段职工总数达1000人，比1965年增加了625人，文化程度普及了高

中、消灭了初中，段建有综合教育基地，车间建有实作演练场，段、车间、班组三

级教育网发挥着提高职工技术业务素质的强大作用，文体设施的建立、职工之家的

有效开展，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党团组织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强大的思想政

治工作，确保了职工队伍政治成熟，作风过硬，意志坚强，在几次大的自然灾害面

前，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狂疟的时候，广大职工都经受住了考验。

35年来，段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增强。到2000年底，段售水售电实

行微机操作，部分运行工区实行微机保护，管路测漏仪、冻镐事故抢修车已广泛应

用于水电检维修中，硬件的更新也促进了软件的革命。1978年开始，段全面开展全

面质量管理，水电生产实行全员，全过程控制，“235”安全管理办法的运用更夯实

各个方面的管理基础，从1995年段已连续六次夺取部级安全标准水电段称号，2000

年首批进入部级安全标准示范段行列。

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由于经历了铁路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设备陈旧老化，虽

然经过多次技术改造，但受到财力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没有达到与当今技术



一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志——
发展相适应的水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铁路的高速度发展也给齐齐

哈尔给水电力段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发展机遇，具有战胜“4·29”暴风雪袭击和经受

住1998年大洪水考验的齐水电人，将发扬“正视自我练内功，攻坚克难保安全，合

力拼搏闯市场，科学管理创效益”的企业精神，为把齐齐哈尔给水电力段建设成为

“路风正，用户满意，职工富裕”的现代化新型企业而奋发努力，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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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大事记一

7月13日 中东铁路全线告成，次日正式营业。设成吉思汗、碾子山、土尔池哈

(今龙江)、虎尔虎拉、齐齐哈尔(今昂昂溪)、大蒿子(今烟筒屯)、小蒿子(今泰康)、喇嘛

甸子(今喇嘛甸)、安达9个给水站。其中成吉思汗、碾子山、土尔池哈(今龙江)、虎尔

虎拉、齐齐哈尔(今昂昂溪)各建有水塔一座，供机车补水站，隶属归机务部门管理。

1923年(民国十二年)

是年 中东铁路在齐齐哈尔(今昂昂溪)建成发电分厂，归机务部门管理。变压

器最大容量25千伏安。

1926年(民国十五年)

7月15日 洮昂铁路开始营业。增加五庙子(今平洋)、昂昂溪(今三间房)2个给

水站。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是年 富拉尔基设发电分厂，供车站照明和修理机车车辆用，归机务部门管理。

1930年(民国十九年)

11月 齐克铁路建成，增加龙江(今齐齐哈尔)、塔哈、宁年(今富裕)、富海、泰安

(今依安)、拉哈、中东站(今昂昂溪站前)7个给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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