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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新世纪之初，在昂工建段“百年大庆”即将到来之际，段志编纂人员历经寒暑，经过

艰辛努力，《昂昂溪工务段志》付梓出版，此乃昂昂溪工务段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昂工

政治中生活的一件大事，更是昂工企业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实为可喜、可贺

之幸事。

总结前人之业绩，继往开来育后人。此《志》的问世，不但结束了昂工无《．85)的历史，而

且为我们系统了解昂工发展历史、进行传统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衷。《昂昂溪工务段志》是一部企业志，虽然篇幅不大，但由于历史

的进程曲折悠远，篇章、字句之间无不显现昂工百年的沧桑和今日的辉煌。从晚清时期屈辱

下的抗争，到民国时期争取民主意识的盟发；从封建统治下冲破重重束缚，到日寇铁蹄下争

取民族解放的战火硝烟；从支援解放战争的无畏奉献，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从建国后医治

战争“创伤”，到新型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从“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到拔乱反正；从

改革开放的企业整顿和安全基础建设，到生产经营责任制的落实和部级安全优质段的创建。

时时、处处、事事都饱含着历代昂工人的心血和汗水，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迹，波折复杂的发展

变迁，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将对资治今朝之工作、启迪后人之奋进、继承革命之传统、开创

改革新局面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此《志》时空跨越近百年，内容含盖党、政、纪、工、团、建制、管理、人物、事件等6篇23章

106节，洋洋50余万字。由此可以看出，要真实、正确的记述史实的困难之大、显而易见。但

是，在分局主管部门的精心组织和正确指导下，编纂人员不畏艰辛，费心劳神，组织十数人，

行程近千里，遍访近百人，查阅文档资料四千余卷次，日以继夜，查抄笔录，字斟句酌，始成此

志。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这部《段志》的形成，凝聚了从领导、编纂、打字、排

印诸多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的默默奉献、丰硕的成果，为昂_32推出了一部可信、可鉴的真

实史册，它即是一部历史性、资料性的工具书，又是一部如实反映昂工几代人屈辱抗争、振兴

发展的历史教科书。通览此书，将会更加坚定我们向新世纪迈进的决心、民族自信心和必胜

的信念。

聂剑秋 田玉山

2001年5月



凡 例

一、《昂昂溪工务段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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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1986)和《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年鉴》(1987年～2000年)为历

史依据。本志的编纂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照《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既体现了各时期的历史特色，又具备了篇

章的专业特点。它是昂工建段以来最为系统完整的志书。

二、断限：上限1896年，下限截止2000年末。

三、编纂原则：一是实事求是，尊重史实的原则；．U-是略古详今，力求全面的原则；

三是重点记述昂昂溪工务段发展变化的基本概貌，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的原则。

四、地域范围以2000年末昂昂溪工务段管辖线路延伸区域为主(滨洲西部线)。

同时，在叙述各历史时期发展变化时，涉及到昂峰线(昂昂溪一三间房峰前到达场)、三

峰线(三间房一昂昂溪)、榆树线(榆树屯一昂昂溪)。

五、本志以志、记、传、图、表、录六体组成，以志为主，图、表、录等分插于各章节之

间。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大事记中对年、月、日的记述，月查不清的

记“是年”，日查不清的记“是月”。同一个时间记“△”。

六、本志共6篇23章106节，节下设目，采用页下注释。全书约50万字，概述与大

事记之后，按建制沿革、基建及维修、企业管理、多元经济、党群工作、人物等篇排列，最

后设附录。

七、建国前统计资料依据档案资料和有关文献史料、省、局、分局年鉴、志书，录用

时不一一注明出处。由于历经朝代久远，隶属关系、机构等几经变迁，加之“文化大革

命”特定历史时期，部分史料无从考证，致使个别章节断限。行车事故、人身伤亡及有

关重大案例，是为总结经验教训而编，不做处理各类问题的依据。

八、地名及站名(段名)、机构名称均按历史习惯称谓，在括号内加注现名。为方便

读者，对中东铁路不论当时称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统称中东铁路。

九、本志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中，1949年前在括号内加注清朝、民国年号。

十、解放前、后称谓，系指1946年4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收复齐齐哈尔市前后，

建国前、后称谓，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十一、人物篇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劳动模范及其他人物均列表简介。

十二、计量单位和数字书写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及《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

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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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
昂昂溪工务段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61个基层单位之一，位于黑龙江省西

部、东北路网西北部，段址设于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迎宾路72号。其管辖线路分布

于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横跨三区(昂昂溪、富拉尔基、碾子山)一县

(龙江县)，并延伸至扎兰屯市境内。段管界东起滨洲线264．0公里，西到滨洲线扎

兰屯站外(不含扎兰屯)411．0公里处。管内线路横越嫩江，并与雅鲁河相伴由东

向北方向延伸至大兴安岭山地边缘。

昂昂溪工务段管辖正线304．43公里(包括自滨洲线264．0公里至411．0公

里、榆树线2．舻6．318公里、昂峰线0．000—5．000公里、西昂线4．000—
9．912公里)；站线120．49公里；到发线51．51公里；道岔511组(其中锰钢道岔

499组)；桥梁68座、延长5280米(其中：钢桥5座、125延长米；圬工桥63座、

延长5756延长米)；涵渠44座、．822延长米；代维修专用线63．412公里；专用线

道岔46组；道口44处(其中有人看守道口4处、有人监护道口28处、无人看守道

口12处)。管内正线自滨洲线375．0公里411．0公里在内蒙扎兰屯市境内，其余正

线在黑龙江省境内。

昂昂溪工务段线路所处地域大致平坦，总的走势由东向西北方向爬升，处在由

西北向东南的倾斜面上，至高处(高台子工区)海拔298．4米。管内线路时常受嫩

江及支流和雅鲁河的侵扰，周期性发生水患。历史上曾于1969年、1988、1998年发

生三次特大洪水，给管内线路及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昂昂溪工务段地处寒温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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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短暂早霜，冬季寒冷干燥。冬季长达170天(10月初至3月中

下旬)，严寒期120天(11月中旬至翌年2月末)。年平均气温1℃，最寒冷是12月，

平均气温一12℃，极端低温一39℃；最热是7月份，平均气温22．8℃，极端气温

40℃(1980年6月)。年平均降雨量540毫米。全年盛行西北风，控制时间长达9个

月(9月到翌年5月)，年平均风速每秒5米，春季风速达每秒40米，且大风日数也

最多，占全年大风日数的40％以上，素有“一年刮两次，每次半年”的民间说法。

昂工管内沿线多为农业区，主要盛产玉米、小麦、大豆、甜菜、水稻、马铃薯

等。富拉尔基建有国家级工业企业(富拉尔钢厂、重型机械厂和热电厂、纺织厂、

黑龙江化工厂)，碾子山区的石材厂也为铁道建设和工业与民用建筑提供了丰富的原

材料及半成品和产成品，碾子山华安厂也是国家级大型企业。龙江作为农业县，除

盛产农作物外，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县城建有水泥厂、啤酒厂。丰富的物产、均

布的工矿企业，为周边地区生产出钢材、重型机械、矿山设备、机械动力设备、电

力、焦炭、化肥、建材、农机、轻化及纺织品、酿酒、糖、食品等，为支援国家现

代化建设，加速地区经济发展、推动路矿(企)联合起到了主要作用。

1896年6月3日，清朝政府与沙俄《中俄条约》的签订，掀开了昂工管内铁路

建设的篇章。1903年7月，管内第一条铁路——滨洲线(原中东路)正式通车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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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昂溪工务段志——
7月14日，昂昂溪工务段成立，当时为中东铁路第六施工区，下设小蒿子(今泰

康)、烟筒屯、齐齐哈尔(今昂昂溪)、虎尔虎拉、土尔池哈(今龙江)5个监工员

驻在所，有职工150人。管辖自中东路596至737俄里(约今滨洲线149至299公

里，即龙凤站到龙江站间)，隶属中东铁路管理局工务处扎兰屯工务总段。

1926年，工务第六施工区下属的萨尔图(今大庆)、喇嘛甸划出，管辖小蒿子

(今泰康)至土尔池哈(今龙江)。1928年，工务第六施工区改称第六工务段。设有

段长、副段长、总监工、绘图员、印图员、文牍员、会计员、办事员及各种职名工

人共266人，其中行政管理人员25人

1931年，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驻管内及沿线各站。1933年3月，伪满铁

路总局成立(后改称铁道总局)。是年8月15日，原洮昂路终点站昂昂溪站(今三

间房)改称三间房站，原齐齐哈尔站(今昂昂溪)改称昂昂溪站。此时，中东路工

务六段改称昂昂溪工务段，隶属铁道总局。1935年3月23日，日伪政府以1．7亿

日元，从沙俄手中买下中东铁路，中东铁路西线改称滨洲线。1936年7月29日，滨

洲线的1．524米宽轨改成1．435米准轨。此时，昂工隶属伪齐齐哈尔铁道局，段

管辖设备自滨洲线265公里至411公里。下属昂昂溪、虎尔虎拉、朱家坎(今龙

江)、碾子山、成吉思汗、古里金6个监工员驻在所。1937年12月1日，日伪铁路

机构完全采用日本名称。将“段”改称“区”，昂工改称“工务区”、工务段长改称

工务“区长”，监工员驻在所改称“保线助役驻在所”、监工员改称“保线助役”，工

务设庶务、保线、土木三个系。下属昂昂溪、虎尔虎拉、朱家坎(今龙江)、碾子

山、成吉思汗、古里金6个保线助役驻在所。1938年2月，昂昂溪工务段迁至扎兰

屯。昂昂溪改设保线助役驻在所，隶属齐齐哈尔工务区。昂昂溪保线助役驻在所管

2个道房(工区)，东、西各一个，保线助役为日本人。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恢复昂昂溪工务段，并下设技术、建筑、人事、

材料、会计5室。下属昂昂溪、富拉尔基、朱家坎(今龙江)、碾子山、成吉思汗、

古里金6个监工员驻在所，1个铁工厂。职工总数694人。此时，昂工隶属昂昂溪二

分局。是月，管内轨距由1．435米准轨改为1．524米宽轨。是年11月14日，人民

的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成立，铁路回到人民的手中。1946年4月24日，共产党军队

重新收复齐齐哈尔，铁路再次回归人民政权掌握。

从清末建段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近半个世纪中，昂工人与全国人民一样，在

“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受了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及旧中国封建官僚的残酷经济剥

削和政治压迫，特别是在日伪统治下的14年中，给管内沿线职工群众带来了直接的

灾难，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抗。他们不甘心作“亡国奴”，有组织或自发的进行各种

形式的抗日活动，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奉献精神

和英雄业绩永垂史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铁路回到人民手中，昂工人开始当家做主。为响应毛泽东主

·4·



——概述一
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全段员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尽快

医治战争创伤，支援解放战争而忘我工作。抢修铁路设备、广泛搜集和献纳器材、

大搞“死机复活”运动，并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响亮口号。

一批批职工自愿踊跃报名参加铁道总队随军南下，支援关内的铁道建设。

1949年建国后，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成立。昂工在分局直接领导下，荣辱与共，

广大干部职工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组织生产自救，加紧恢复运能，逐

步更新改造。学习《规章》、总结创新，在正确处理维修、保养、整治病害三者关系

的同时，推广杨明道岔维修法、毛延波巡道经验和王耀年“钢轨检查法”。通过开展

“走出去、请进来，虚心学习、比学赶帮”活动，在作业质量上争取“格上格”，使

管内设备质量不断提高。他们这种自力更生、奋发向上、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敬

业精神，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50年，昂工划归中长铁路管理局，隶属哈尔滨铁路二分局。同时改为昂昂溪

第四工务段，下属烟筒屯、红旗营、昂昂溪、富拉尔基、朱家坎(今龙江)、碾子

山、成吉思汗、古里金8个监工员驻在所、1个铁工厂、1个桥梁工区、1个大补修

队。线路设备管辖自滨洲线216公里至412公里，总计196公里。1953年1月，昂工

隶属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同时成立党总支。1954年，管内监工员驻在所改称领工

区；监工员改称领工员。1958年1月，由于齐齐哈尔管界调整，昂工划归齐齐哈尔

铁路管理局工务处。1960年10月，昂工管辖滨洲线195411公里。职工总数增至830

人。

进入六十年代，为支援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在局、分局的统筹下，管内进行大

规模的站场改造，新增加榆树线、五福～红岸、高台子～古里金复线插入段，昂峰

线及企业专用线等，使段管辖设备大量增加。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昂工正常的生产管理受到冲击，规章制度被废弃，

职工纪律松懈。段内为保证线路畅通，努力排除干扰，维持生产秩序。边搞运动、

边抓生产，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昂昂溪成立地区革命委员会(大

革委)，昂工的组织机构被打乱，一线维修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人员思想和设备质量

波动极大，给安全生产造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昂工在确保一线生产组织

完整的同时，动员职工“革命不忘生产”，开展“消灭事故、排除隐患、确保畅通”

运动，并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对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进行了整顿，依靠上级组

织，恢复了管理组织机构，并于1971年5月，经上级批准，恢复昂工革命委员会。

重新调整了生产布局和劳动组织，排除了外界干扰，为保证管内的安全与稳定做出

了巨大的努力。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按照上级指示，昂工开始拨乱反正、

整章建制，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全面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

针，狠抓内部整顿、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动员党内外群众为实现现代化建设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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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而奋斗。1977年被授予分局先进企业、局工业学大庆先进企业、局级增产节约先

进集体等光荣称号。同时，涌现出韩守财、苏明发、张洪词、付春莲等局劳动模范、

学大庆先进工作者、科技工作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齐铁分局的直接领导下，昂工加速了自

身建设与改革的步伐。

1986年，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昂工有计划、有

步骤地开展了“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素质”的企业升级活动。在实行厂长负

责制第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通过推广现代化管理技能，开展“标准化年”等活

动，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和方针目标管理，强化班组和标准化建设，实现了玺营机制
的转轨变型，确保了配套改革措施的有效落实，实现了企业整顿、自我提高的既定

目标。并于1987年获局节能二级单位、计量二级单位。

1991年被局命名为一级企业，质量升级至省二级。通过逐年的规范与改造，基

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干部职工队伍不断壮大，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加强，技术装备和

工器具的技术含量和自动化程度也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1998年，昂工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为适应列车提速和新图要求，强化安全基

础建设，坚持“外美内实”的创建目标，于劲不减、镜头不换，通过强化设备质量、

人员素质、安全管理“三项内实”，建立和完善了安全管理七项机制。全体干部将工

作重心下移，强化了现场控制，在胜利完成“8。25”特大洪灾抢险任务的同时，全

面完成了各项经营指标。

截止2000年末，全段管内正线、站、岔、特线里程达到446．54公里。较建段

初期提高了2倍多，职工总数也由建段的初期150人增加到803人，增加了4倍多。

党的组织也由解放初期的党总支发展到党委领导下的2个党总支、19个党支部、52

个党小组，拥有党员296人、团员52人的坚强而又充满生机的战斗集体。无数实

践，特别是1998年抗洪抢险的锻炼和考验已经证明，昂工党政工团各级组织是经得

起考验、敢打善拼、富有战斗力的坚强集体。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昂工人靠着“实干、奉献、勤俭、创新”的企业精神，

战天斗地，固本强基，创优质、达示范，保持了部级安全优质工务段14连冠。获分

局“四好”班子、省卫生先进单位、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局级文明单位标兵、抗洪

抢险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为实现兴段富工目标，为全分局的运输事业做出了巨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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