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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既述——
安达站位于滨洲东部线126公里284米，地处大庆油田南部边缘，是齐齐哈尔铁

路分局管内的一个客货区段二等站。占地面积0．4176平方公里，2000年末职工总数

395人，下辖四个车间(客运、运转、货运、多经)。上行距羊草站lo公里+284米，下行

距卧里屯站9公里+590米。东距哈一大(哈尔滨一大庆)高速公路3．5公里、明一沈

(明水一沈阳)公路从站前通过，交通便利。安达站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与哈尔滨铁路

分局的分界站，在124．0公里处与哈尔滨铁路分局分界。

安达历史上属杜尔伯特旗。十九世纪末叶，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打开了杜尔伯特

旗的大门。1901年在杜尔伯特旗境内兴建车站，因附近有谙达店，安达站取其转音而

得名。1905年，清政府感受到沙俄的威胁日趋严重，打破“国家肇兴之地，封禁不许开

垦”的禁令，放荒招垦，移民实边，设治建厅。因“西南六十里有安达站”而称为安达厅。

1913年改为安达县，1982年改为安达市。安达站地处安达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安

达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安达市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境内无江无河，水不外泄，呈自

然闭流状态的平原地貌。安达站下行(卧里屯方向)方向站外为沼泽地带，四周土壤盐

碱含量很高。

安达市地处北温带，光热资源比较充足，年平均日照2819．4小时，有效积温在

2600摄氏度一2800摄氏度之间， 无霜期140天左右。受亚欧东缘大陆性气候影响，

冬季长时间受极地大陆性冷气团控制，气候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只有3．2度。年降

水量441．4毫米，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3．7倍， 属半干旱地区。春秋两季盛行西

南，西北大风，极端高温39．5摄氏度(1979年7月24日) ，极端低温零下44．3摄氏度

(1915年1月21日)。

安达站建站之初为三等站，以后缓慢发展，1933年改为二等站，六十年代以后车

站迅速发展。1938年，有各类线路14条；1950年，有各类线路15条；1962年，有各类线

路23条；2000年，安达站设有两场，南场与北场属半纵列式配置，有到发线12条，专用

线27条。有集中楼一座，为双线半自动进路式6502电器集中；有小能力非机械化驼

峰一座，采用7024电子预排和微机可控顶调速系统及平面无线调车设备。南北两条

牵出线，配属两台调车机，调车线8条。

安达站设有南北两个货场， 装卸线6条。货运站台两座，总面积2174平方米；

货运仓库5座，总面积3376平方米。有龙门吊两台，起重能力分别为10吨和12．5吨。

·3·



一安达站志——
2000年的货物发送量53．6万吨，是1913年的291倍，是1938年的14．2倍。

安达站设有旅客天桥一座，长33米，宽5。3米；旅客站台两座，总面积13950平方

米；普通候车室786平方米，软席候车室46平方米；行李房239．7平方米．行李库房

193．7平方米。2000年的旅客发送量160．5万人，是1913年的148。6倍，是1938年的

17．8倍。安达站的经济吸引区在历史上曾高达11个县，主要有拜泉、青岗、明水、克

山、林甸、望奎、兰西、肇洲、肇源等。1928年和1932年，呼海铁路和齐克铁路相继建成

通车，安达站的经济吸引区随之缩小，到1940年仅有明水、青岗、肇洲、和兰西、肇源县

各一部分。经济吸引区内以农牧业为主，农业主要盛产玉米、大豆、小麦、高粱。经济

作物以甜菜、烟、麻为主，瓜、果、菜次之。由于吸引区处于世界奶牛带上，吸引区的奶

牛业闻名遐迩。得天独厚的天然大草原，是吸引区的资源优势，这里的羊草营养丰富，

适口性好，是发展牧业生产的理想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牧草外运或出口。经济吸引区

的地域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安达站附近较大的企业有：龙新化工

有限公司 (主产有机玻璃、酸甲脂、化肥)、安达化工总厂(主产硫酸、磷肥)、红星乳

品厂、安达乳品机械厂、黑龙江乳品厂、黑龙江毛纺厂、黑龙江省第二公路工程处及北

部引嫩工程管理处等。安达站北九公里处有著名的大庆化肥厂和乙烯化工厂。

安达站乃至滨洲线铁路，是沙俄帝国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沙俄侵略中国和掠夺中

国资源的工具。民国时期，虽然路权国有，但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经济萧条，自办

十年，豪无生气。1931年后又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Ft本侵略者为加强其殖

民统治，从南满铁路派人控制车站，实行法西斯奴化管理，给铁路工人带来深重灾难，

同时也激起铁路工人的强烈反抗。1932年10月，在安达站党组织的秘密配合下，抗日

联军李海青部先后两次攻克安达站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接管安达站，实行军事管制。

军事代表罗达科夫任站长。1946年3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安达县，派王亚山以

军事代表身份进驻安达站，秘密组建党的组织。由工会出面做群众工作，组织工人开

展思想教育，认真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广大员工当

家做主人，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收集铁路器材，迅速恢复运输生

产，支援解放战争。

1949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铁路运输从以军事运输为主向营业性运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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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铁路员工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学习中长局

的经验，加强运输组织，提高运输效率，在劳动竞赛活动中，争当先进。特别是广大员

工那种热爱祖国，热爱党，自力更生，奋发向上，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和无私奉献精神，

至今仍应大力提倡和发扬光大。

六十年代初期，大庆油田大规模开发，各种建设物资集中到达、货物线、专用线到

处卸车，连牵出线都卸车。车站党总支号召广大职工无私奉献，休班参加卸车，加

速了车辆周转，有力地支援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问，党政管理组织瘫痪，运输组织遭到干扰破坏，日常作业受

无政府主义影响，职工纪律松懈，工作盲目乱干，行车事故不断发生。仅1967年就发

生事故24件，其中重大事故一件、大事故一件、一般事故22件，平均每月两件。尽管

如此，广大员工仍然坚守工作岗位，坚持生产，铁路运输始终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车站发展很快，行车设备不断更新，1982年的站场改造，彻底改变

了车站的旧有格局和接发列车及调车作业方式。实现了无线调车和无线列调对讲，实

现了站场和站区通信音频程控化。采用了先进技术，提高了科技含量。从八十年代开

始，大力推行和贯彻各种作业标准和安全管理办法。大大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技术业务

素质和安全管理水平，安全最好成绩曾达到1402天无一切行车事故。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集体经济和多元经济开始发展壮

大。

1963年，以大庆为榜样，学习萨尔图(大庆)车站经验，以生产自救为目的， 在候

车室办起了小卖店，开始了集体经济的道路。以后又经历了“家属农场”和“五、七”农

场的发展阶段。1984年，分局和车站加强了集体经济的领导，组建了劳动服务公司，

开始了由以农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转变，形成了拥有128万元固定资产，职工312

人的企业规模。

1987年在运输营业所的基础上，组建了“多经办”。多经办是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按章纳税，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组建以来，从零起步没有用国家资金，艰苦奋斗，

经十几年的发展已拥用固定资产70万元，流动资金120万元。为主业累计提供资金

800多万元，对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稳定职工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九十年代后，公路运输迅猛发展，运输市场竞争激烈，铁路运输面临新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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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安达站干部职工面对诸多困难发扬团结进取、求实奉献的精神深化企业内部改

革，加强各项管理，安全效益一起抓逐年取得成效。安全天数和完成运输生产任务指

标创造建站以来最好水平(2000年12月20日安全达1402天；1997年发送吨达54．8

万吨)。

新世纪即将来临，铁路运输将面临新机遇、新挑战，安达站人将继续发扬历史上的

光荣传统，胸怀全局，立足本职为分界站的安全畅通，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为铁路的现

代化建设一定会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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