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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以志为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修志是功在"-：kl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伴随着铁路事业深化改革的大潮，《嫩江车务段志》在齐铁分局领导的关怀下，历经重

重困惑和艰难。四易其稿终于付梓。虽然不能与佳作相提并论，但却是嫩江车务段的

首部史志，是一部令人深省的史实。留下传世记载，对前人是深情的交待和追寻，给后

人留下借鉴和启迪，为此我们深感欣慰。

嫩江车务段由历史悠久的富嫩线北五站(嫩江、新彦、新高峰、鹤山、弯道)和跨连

“高寒禁区”的原大杨树车务段所属各站组成。是边陲和内地铁路大动脉的咽喉区段。

南有粮仓宝库，横贯“金珠玉带”，北有绿色林海，穿越丛山峻岭。四季分明，千姿百态，

春季沃土温馨，夏季鸟语花香，秋季“黄金”滚滚，冬季白雪皑皑。论古兵家要冲之地，

谈今前途无限宽广，是“嫩车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嫩江车务段地处“黄金”地域，“宝库”之壤。灿烂的民族文化陶冶了嫩车人刚柔的

情操；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嫩车人肩负重任的钢臂铁膀。富饶丰硕的资源，赋予嫩车

人任重道远的使命；百业俱兴的局面，激励嫩车人奋发图强。

《嫩江车务段志》记述了嫩江车务段的演变历程，详载了嫩车人为开发北大荒，开

发大兴安岭不畏艰难困苦，顽强拼搏的奉献精神；抒写了嫩车人在解放初期，国民经济

调整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艰苦创业奋斗在边陲、扎根安家生活在边陲、争创一流工作

在边陲的豪迈气概。谨以此志，献给那些战天斗地，无私奉献，对铁路事业赤胆忠诚的

老前辈。

史志是最好的教科书。特别是在铁路现代化建设中，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继承

发扬老一辈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回顾追忆老一辈勤俭奋斗的历史，会使我们更加清

醒的面对现实。更加严格的自律深思。更加自觉的奋发学习。争做新时期铁路运输

的先锋。

《嫩江车务段志》在编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挖掘耕耘中完成。齐铁分局史志

办领导的指导帮助是段志编辑成功的保证。编委会人员在资料流失严重的情况下，查

找各方志书，走访知情老前辈，查看参考资料，力求使《嫩江车务段志》精、实、细、准，表

现了极大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字里行间付出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然而，尽管

编辑人员竭尽全力，必因水平有限，缺乏经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及前辈斧

正．

段长多∥叩执万



凡 例

一、《嫩江车务段志》的编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时代特色和本段特点。

二、断限：以嫩江站、嫩江车务段为主线。上限为1937年；下限截止2000年

末。附录大杨树车务段上限为1958年，下限截止1999年5月31日。

三、地域范围为富西线弯道～加南间各站。

四、本志以时间为序，图、表插于各章节之间。大事记中日查不清记“是月”，月

查不清记“是年”，同一时间记“△”。

五、本志资料来源“齐齐哈尔分局志”，“加格达奇分局志”；嫩江车务段和分局

所存文件，会议记录，统计汇编及有关人员口碑；并参考“鄂伦春自治旗志”“嫩江县

志”和“呼伦贝尔盟情”等史志资料。

六、本志共分为：建制、企业管理、运输生产、多元经济、党群X-作、人物6篇25

章84节。另设附录四篇，包括大杨树车务段、中间站、嫩江砂场、嫩黑地方铁路。

全志二十五万字。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1946年4月24日前)按历史习惯称日伪时期。

八、历任领导人物照片未收集全，暂不收录。

九、史志行文及计量单位使用，数字书写按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史志办的《史志

行文有关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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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述——
嫩江车务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1999年6月1 13齐齐

哈尔铁路分局根据哈铁劳[1998]159号文件转发铁道部《关于进一步推进运输企业

生产布局调整和分离工作的通知》精神，对生产布局进行调整重组，将大杨树车务

段与嫩江站合并而成的，合段同时将讷河车务段管辖的弯道、鹤山、新高峰、新彦

站划归嫩江车务段管辖。

嫩江车务段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县嫩江镇，富西线179．6公里处，管辖线路南起

弯道、北至加南站，运营里程218．8公里，辖区跨越黑龙江省北部嫩江县、内蒙古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和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管

辖二等区段站一个，三等中间站一个，四等中间站16个，五等中间站2个。其中富

嫩线5个，均在嫩江县境内，富西线嫩加段15个，哈达阳、哈力图、小黑山、红

彦、杨木山、前达拉滨、达拉滨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大

杨树东、大杨树、春亭阁、乌鲁布铁、讷尔克气、朝阳村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

治旗境内；白桦排、加南居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境内。嫩江站1942年

前名为墨尔根驿，以河名城，以城名站。墨尔根河(即今之喇嘛河)源于城东南60

里，两源分别称大墨尔根沟和小墨尔根沟，汇合后称墨尔根河，流经城东和城北汇

入嫩江。

嫩江车务段管辖范围地势呈北高南低趋势。由于地处伊勒呼里山形成呼玛河与

嫩江水系的分水岭，管辖车站周边地貌为丘陵河谷地带，坡度缓慢、荒原多、河流

交错，在雨季经常发生水患，给铁路运输造成一定困难和影响。

嫩江车务段以嫩江为中心点，嫩江以南为松嫩平原北端，气候温差相对较小。

嫩江以北为大兴安岭南坡缓慢地带，温差相对较大，冬长夏短，冻土层深达3米以

上。年平均温度北部为一0，3C、南部为1．OC。恶劣的气候给铁路运输带来了较大

的困难。

嫩江车务段经济吸引区有一县(嫩江县)、一区(加格达奇区)、两旗(鄂伦春

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总后嫩江基地所属农场8个、内蒙古大兴

安岭农场管理局6个农场、内蒙古森工集团所属森工公司2个(大杨树森工公司、

毕拉河森工公司)、黑龙江省九三农场管理局所属农场11个、东北航空护林局、省

属良种场、省管矿山和44个部队农副生产基地、黑龙江省嫩江农业机械厂、黑龙江

·3·



一嫩江车务段志——
省马铃薯繁殖场、黑龙江省地方铁路嫩江分局。

嫩江车务段周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从南到北贯穿大豆、小麦、甜菜、马铃

薯生产基地，沿线左右遍布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地的农场

群。南有黑龙江省的“粮仓之县”嫩江县，北有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鄂

伦春自治旗。垦区、牧区、林区交映生辉，汉族、蒙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

斡尔族、朝鲜族、回族、满族唇齿相依。是绿色食品、天然食品、豆类食品、历史

人文、自然景观的胜地，是土地资源、草原资源、矿产资源、野生动物资源重点开

发保护区。地下藏有金、银、铜、铁、珍珠岩、沸石、煤等矿产资源，地面有经济

价值大、营养含量高的木耳、猴头蘑、紫蘑、元蘑、榛蘑、蕨菜、东方草莓、榛籽、

山丁子等。有野生中草药手掌参、桔梗、龙胆、黄芪、天麻、柴胡、兴安杜鹃、芍

药、轮叶贝母等300多种，有材用植物10多种，主要有兴安落叶松、黑桦、白桦、

樟子松、蒙古栎等。野生动物有驼鹿、貂熊、白鼬、雪兔、马鹿、狍、猞猁、豹猫

等，其中珍稀保护动物有梅花鹿、水獭、驼鹿、马鹿、猞猁和雪兔。还有200种珍

稀保护鸟类，主要有：花尾榛鸡(飞龙)、金雕、鸟雕、太平鸟、百灵、苍鹰、云

雀、黑枕黄鹂等。

嫩江车务段的嫩江站，从1937年7月1日开站到1999年6月1日建段时，历经

了63年的沧桑岁月，为解放战争、地方经济复苏，部队屯垦戍边、嫩林新线建设做

出了贡献。1958年前作为富嫩线的尽头站，经受了东北沦陷、苏军管制和解放初建

的考验，成为边陲地区通往内地大动脉的起点和内地往边陲地区输送物资的铁路终

到站。1958年后嫩林新线开始筹建，嫩江站成为支援新线建设、开发“高寒禁区’’

的“根据地”。1969年嫩林新线部分运营，嫩江站由尽头站变为通过式区段站。1988

年嫩江站至黑宝山镇地方铁路通车，嫩江站又成为嫩黑地方铁路的起点。嫩江站在

“北大荒”变为“北大仓”的地方经济开发、“高寒禁区”变通途的铁路运输发展上

谱写了朴实务本的辉煌篇章1

1969年1月1日后，嫩江站同大杨树车务段(中心站)就缔结了“唇齿相依”

的亲邻关系。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的领导下，开始了共同发展，并驾齐驱的历史阶段。

无论是在嫩林线运营初期，还是在“工业学大庆”的热潮中，作为原齐齐哈尔铁路

分局管辖的尽头站和原加格达奇分局管辖的“南大门”，嫩江站和大杨树车务段在抢

．4·



——{既述——
险救灾、整章建制、设备更新、基础建设、三线建设中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互相

谅解，为确保各项运输生产任务的完成携手并肩奋斗。在铁路事业腾飞发展中，嫩

江站和大杨树车务段(包括讷河车务段并入的新彦、新高峰、鹤山、弯道)由邻里

变“一家”，开辟了嫩江车务段的新历程。

纵观嫩江车务段的63年历史变迁。从无到有，从分到合，从小到大谱写了一部

边陲铁路建设的发展史。史实讴歌了“嫩车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勇于拼搏、

乐于奉献的英雄气概。特别是自1949年11月7日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成立后，历经

51年沧桑岁月，嫩江车务段又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改革发展新时期的考验，掀开了

新世纪嫩车发展史的新篇章。

51年来，段容站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板夹泥、砖瓦平房被高楼和暖气、空调

房所代替，“脏、乱、差”的旧貌变新颜。截止2000年末，全段20个站装修一新，

建成了内实外美的车务段。

51年来，职工的生活条件大改观。“粗茶淡饭”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上班手拎

饭盒咸菜罐，热饭轮班围着炉子转”的日子已成历史。如今站站有伙食点、休息室、

文化点，建成了生活线、文化线、医疗保健线。

51年来，嫩江车务段的老一辈铁路工人、老铁道兵、老新管处落段的人员为老

站更新变貌、为新线开发建设献上青春献子孙，在“高寒禁区”扎下根，以无私无

畏的奉献精神，用心血和汗水守护着祖国北疆的钢铁大动脉。

51年来，“嫩车人”为开发“北大荒”，发扬“手板、肩扛、抗风、斗雪”的艰

苦奋斗的精神，为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开发“高寒禁区”

中创造了历史奇迹。

51年来，嫩江车务段伴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在两大文明建设中硕果累累，涌

现出全国、黑龙江省先进集体——嫩江站，铁道部“安全优质段”——大杨树车务

段；铁道部火车头奖章获得者徐佩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黑龙江省特

等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沈振海；保安全先进集体，铁道部“优秀家属小

组”——“嫩林线上八大嫂”；被局和分局多次授予“文明货场”的大杨树货场、嫩

江货场、红彦货场和大杨树东货场。

51年来，“嫩车人”以“严实拼搏、争创一流”的精神让“木龙”安全畅通、



～嫩江车务段志——
使“粮专”顺利正点，为人民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为“屯垦戍边”的亲人、为

“上山下乡”的知青创造了安全、快捷、畅通、舒适的环境，缔结了军民鱼水深情、

民族和睦情和路政、路企、路军文明共建的手足之情，为巩固边疆、建设边疆、开

发边疆、繁荣边疆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高寒”使“嫩车人”朴实刚烈；“旷野”

使“嫩车人”高瞻远瞩、“粮仓”使“嫩车人”充实坚强、“风雪”使“嫩车人”正

直豪爽。在跨入新世纪的开端，嫩江车务段将为祖国现代化建设、铁路运输事业的

腾飞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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