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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加格达奇列车段隶属于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是我国铁路纬度位置最

北、地域边远、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列车段(客运)。段址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

格达奇林海路13号，位居加格达奇火车站北侧。段舍占地面积8800平方米。有80％

以上乘务区段在北纬50。以北高寒地区，属寒温带积温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其

特点是：湿度小，昼夜和季节温差大，夏季短暂，冬季漫长寒冷，昼夜温差高达摄氏5℃

至18。C度。最低气温一55℃，年平均一1．6。C，全年无霜期仅90天左右。由于冬季酷

寒风雪大，冻结深度达3米，局部地带有20一40米永冻层，全年结冰期为240—230天，

素有“六月飘雪花，八月有霜冻，长冬难见夏，全年有冻层”之称。解放前，日本帝国主

义因征服不了“寒魔”而无法掠夺大兴安岭宝藏，却步于墨尔根(今媒江)，被人们称之

为“高寒禁区”。

加格达奇列车段担当齐齐哈尔铁路分局9．25对旅客列车的客运乘务、行包运输、

餐饮服务和列车整备及加格达奇至塔河、林海、碧水、嫩江、古莲、齐齐哈尔间部分旅客

列车的运转乘务。共有客运乘务线路9条，列车运行公里总和7945．6公里，担当旅客

列车车次有：加格达奇至碧水的6347／6348次，加格达奇至哈尔滨东T426／425次，加格

达奇至沈阳2062／2061次，加格达奇至齐齐哈尔、齐齐哈尔至古莲、古莲至加格达奇

6344／6345／6346次，加格达奇至古莲、古莲至齐齐哈尔、齐齐哈尔至加格达奇4071／4072／

4073次，加格达奇至韩家园、韩家园至嫩江、嫩江至加格达奇6341／6342／6343次，加格

达奇至北京K40／30次(加格达奇至北京K40次每周一、周二、周三、周日加格达奇开

K40次，每周二、周四、周五、周六加格达奇到达K39次)，加格达奇至大庆K614／61次，

加格达奇至图里河4075／4076次(每周一开4075次，每周五开4076次)。运转乘务区

段有齐齐哈尔至古莲及林海至碧水间6个乘务区段的26个车次(含图里河至哈尔滨

东K629／630次和齐齐哈尔至满归6313／6314次运转乘务)。

加格达奇列车段行政机构下设综合办公室、乘务教育室、安全路风室、劳动人事

室、营销收入室、财务室、退休职工管理办公室、多经办等职能科室。生产车间有运转

车间、餐茶车间、洗涤车间和整备车间。客运车队有加碧车队(含城际列车K614／613

次、客运一队)、加哈车队(客运二队)、加沈车队(客运三队)、齐古慢车队(客运四队)、

齐古快车队(客运五队)、嫩韩车队(客运六队)、加京车队(客运七队含4075／4076次)。

党群部门设党委(下设党总支2个，直属党支部6个、车队党支部6个，列车党支部36

个)、纪委、工会(下设支会12个、工会小组36个)、团委(下设团总支1个、团支部18

个)。现有全民职工1600人(不含离退休职工595名)，集体职工640名。

乘务经路以加格达奇为始发点，向南走富西南部线沿甘河东岸南下，绕山而行，过

嫩江铁路大桥，顺嫩江东岸、大兴安岭东坡，奔松嫩平原，经齐北线、平齐线、滨洲线、京

哈线，跨过“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终止于冀中平原北部、燕山脚下的北京站；向北
从加格达奇起，经富西线北部，跨小扬气多布库尔河，沿低山与踏头，由古源北上，爬大

兴安岭伊勒呼里山顶一太阳沟(海拔920米，坡度为30％。左右)，进“死地”西尼气(今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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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穿山进洞过塔河后，沿瓦拉干河右岸起，过罗奇岭，沿蒙克山、哈源山脊由盘古向

西而上，在樟岭过白卡尔岭后顺曲龙沟而下，至沟口顺阿木尔河右岸，跨阿木尔河大桥

至终点～古莲。乘务区段林碧线由富西线林海站出岔，折向西行，沿西里尼河右岸拔

地而上，经低洼积水踏头和冻土密布带后，顺西里尼河谷和山坡间西上，走阿木尔河左

岸，跨分水岭——翠岭，顺西那木河下游转向东北方向延至碧水。乘务区段伊加线、牙

林线是从加格达奇向西，沿甘河右岸西进，穿岭过桥，进入大兴安岭西坡，在伊图里河

接牙林线向南止于图里河。乘务径路跨越黑龙江、松花江、辽河、嫩江、海河五个水系，

历经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三个气候带，沿途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文化

发达。落叶松、樟子松、榛鸡、棕熊、黄芪是大兴安岭独有的林木资源和珍稀物种。8

万多平方公里绿色无公害自然环境和“北极光”独特自然景观是生态旅游和风光旅游

最佳去处。途经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天津、北京等城市，不仅工

业基础雄厚、历史悠久，而且还是我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中心。三十年来，

加列一直是促进省际、区际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国内外贸易的桥染和纽带。

加格达奇列车段是一个年轻的列车段，始建于1970年6月20日。追溯其历史沿

革，从1964年铁道兵新线管理处(四处)随铁道兵五。五部队进入大兴安岭林区加格

达奇，承担铁路修筑工程及客货运输任务开始，至今(2000年)加格达奇列车段已有36

年的发展历史。其中包括建段前6年和建段后30年两个历史时期。历经铁道兵新线

管理处列车乘务队、图里河列车段加格达奇列车驻在所萌芽时期和加格达奇列车段艰

苦创业、全面建设和改革创新四个发展阶段。

从1964年至1965年6月，铁道兵新线管理处(四处)随铁道兵五。五部队进入大

兴安岭加格达奇承担铁路修筑工程和客货运输任务，加格达奇列车段早期雏形即已开

始。这时期客货运输是非营业性运输，主要以运送路料、通勤职工及家属为主。

1965年6月，伊加线建成正式投入运营，新线管理处建立加格达奇车站，办理临时

客货业务，设置乘务队(乘务任务由铁道兵负责)，担负1对旅客列车客运任务。客车

编组7辆，车型为两根轴四轮的吉格车，初由加格这奇始发至小扬气，后延伸拉巴旗

(今新天车站)、三荣岗(今林海车站)。1967年6月富西线嫩江至加格达奇段188公里

接轨铺通，由齐齐哈尔客运段担当乘务的旅客列车经嫩江、加格达奇延至塔河、樟岭。

加格达奇车站乘务队担当乘务的小客车停开，只担当运转乘务工作。1970年4月，图

里河铁路分局图里河列车段接收加格达奇车站乘务队，成立图里河列车段加格达奇列

车驻在所，担当客货运输的运转乘务和沿零车货运工作。

1970年6月至1978年12月，即加格达奇列车段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

止。此间是加格达奇列车段艰苦创业阶段。

1970年6月，图里河列车段随图里河铁路分局搬迁至加格达奇，成立加格达奇列

车段。图里河设驻在所，加格达奇列车段开始了它艰难困苦的创业时期。6月30 13，

铁道部电报指示：将图里河列车驻在所划归海拉尔列车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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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段初期，第一代加列人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在翻浆冒泥的“踏头”地上。搭起帐

篷作为办公和学习场所，仅有的一栋平房还与加格达奇车站派出所合属办公。开通的

第一趟列车是加格达奇至碧水的317／318次普通旅客列车，车体是两根轴四个轮的吉

格车，联结处没有风档，车内照明用蜡烛，车内设有存水设备，吃水用麻袋扛，加之建段

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物质供应相当奇缺匮乏，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而对艰

难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列人发扬大庆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无畏

精神，按照分局“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大会战要求，人拉肩扛，自制工具，自力更生，战

寒流，斗风雪，克服车体破旧、物资奇缺等困难，把旅客和林区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没有客运工作经验情况下，根据列车运行规律和旅客需求，自制《作业程序》和《加格

达奇列车段客运乘务工作手册》，规范出乘务人员仪容、服务、值乘作业标准，以育人建

段、育人建车为宗旨，深入开展“一树、二无、三心、四勤、五好”服务活动，创造积累出大

量客运服务工作经验。在沿途零担货物运输上，按运行图定交路、定班次，实行计划运

输，零担运输能力由单辆8吨增加到18吨。在职工量急剧增加、生活设施一无所有的

情况下，加列于1972年成立基建工程队，自己动手，自建生活设施，在完成日常运输生

产任务情况下，组织职工群众义务献工献时，挑砖担瓦，在荒滩草地上建起8351平方

米的办公大楼和232户职工住宅，使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较短时间得到改善。历

经八年的艰苦创业，加列及加列人攻克生产、生活上一道道难关，在艰难困苦环境中，

创造出一系列骄人业绩。1973年，加列加塔碧车队被齐齐哈尔铁路局授予“山区红旗

小客车”、“先进集体标杆”学大庆先进集体，并参加了黑龙江省群英会；1978年9月加

列被加格达奇铁路分局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1978年12月至1998年12月，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加格达奇铁路分局撤

并到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期间20年。这期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加格达奇列车段立足自我，艰苦创业，走出一条建设、

改革、发展的振兴之路，把加列一个单纯生产、服务型站段建成一个服务、生产、效益并

重的经营型站段，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建设和快速发展。

1978年12月，分局宣布撤消加格达奇列车段革命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

负责制，恢复段长、副段长等职务，工作重点和重心转移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上来，现

代化管理手段开始应用于运输生产，管理基础不断夯实，企业管理和经营步入规范有

序轨道。

1982年初，加列按照路局、分局企业整顿要求，调整优化干部职工队伍，建立一级

为一级负责考核机制，调整生产布局，取消客运车间，建立以车次、乘务径路为主体的

客运车队。同时按照路局、分局推行经济责任制要求，成立《经济责任制》起草小组，把

经济责任层层分解，实行层层包保，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把职工工资收入与其

劳动成果、工作质量挂钩。在推行经济责任制基础上，加列按分局要求，对企业管理开

始实行“四全”管理(全面计划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质量管理、全员设备管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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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服车间实行“两包四保”经营承包责任制，实行单独经济核算。1983年加列被加格

达奇铁路分局检查验收成为企业整顿验收合格单位。

1984年，加列按照“方针目标管理”要求，在实际中，围绕方针目标实施，成立现代

化管理领导组，制定出现代化管理中远期规划，对方针目标实施过程进行定期诊断，以

解决经营中的问题，修订实施措施，在全段范围内开展“六好”企业创建活动。同年底，

接收哈尔滨铁路局企业整顿验收，达到合格标准。

1985年在进一步深化企业整顿的基础上，开始企业升级工作，开始推行全面质量

管理(TQc)。是年6月，加列制定《客运乘务员作业标准》，修订各车次《协调作业过

程》，规范各次列车的职务行为和质量标准。同年7月，按照分局安全生产、服务质量、

经济效益、职工生活四个方面创出一流的要求，制定下发《行政工作规范》，成立加列企

业管理各种委员会和质量管理领导组，在分局“一四四三”安全工作法和“一二五”及安

全管理考核办法的基础上，结合寒冷地区安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制定出车门作

业程序两句话和处理无票旅客“五不交”等和一系列确保行车安全、旅客安全、人身安

全、行包安全及火灾爆炸的卡控措施，使安全周期不断延长。在客运服务上，此间创造

出重点旅客“三接四送”、“一四四三”供水法及餐售服务“四勤”、“四平八稳”及“四了

解”等经验。1988年1月，全国铁路小客车现场会在加列召开，加塔碧车队介绍17年

为山区人民服务的经验。从1989年开始，开展“四杯一旗”(即先锋杯、文明杯、贡献

杯、主人杯和优胜红旗)劳动竞赛活动。同时以强化企业管理为主题的企业升级工作

全面开始。

从1995年开始，按照铁道部安全基础建设“有序查控，基本稳定”安全管理目的，

加列以人为本，深化育人建段、育人建车，把提高职工技术业务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

安全防范能力作为保证运输安全长治久安的治本性措施，实行岗前培训合格上岗制

度，按照哈尔滨铁路局《安全管理七项机制》要求，形成独具加列特色的《围歼旅客列车

事故三四四三运作机制》、《列车长三二三管理机制》和《职工教育三五二管理模式》，把

岗位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整个生产和作业过程，安全管理步人规范有序、基本稳定轨

道。截止到1998年12月31日，加列实现无一般行车事故2794天，杜绝旅客一切责任

伤亡事故。涌现出‘趟趟列列保正点、年年月月保安全’，值乘二十年无事故的“全国铁

路火车头奖章获得者”陈承章和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黑龙江省十

大女杰孙英琦及团中央命名表彰“边陲儿女”银质奖章于永娣等一大批先进标兵，也涌

现出“志在林海小山沟，热情服务创一流”的加塔碧车队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凝聚锻造

出具有加列特色的突破“高寒禁区”、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献身边疆、服务人员的奉献

精神，以严细求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随着企业管理现代化及方针目标管理有计划、有步骤实施，加列企业管理方式由

过去传统管理、粗放管理转变为经营管理科学管理，基础工作不断规范，相继被哈尔滨

铁路局评为标准化一级企业、“全路先进安全优质列车段”、哈尔滨铁路局“先进安全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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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段”、哈尔滨铁路局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加碧车队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自1998年12月至今(2000年12月31日)，伴随铁路机构改革全面深化，加列坚持

以深化改革、优化机制来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深层问题，以跳出加列看加列、超越自我

的管理理念，推进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加列进入改革创新时期。

1999年初，按照齐齐哈尔铁路分局《车务系统基层站段安全管理暨双达标一体化

考核有关要求》，重新修订实施《双达标一体考核办法》和《干部安全逐级负责制度》，把

安全、路风、营销及日常管理纳入一体，实行工资分配与职工作业质量和干部作用全额

联挂(政策性补贴除外)。是年3至6月，本着“以质提效”原则，相继开展“清车皮、净

卧具、通水路、上温度”及“上质量、正路风、争客流、促营销”活动，全面整顿客运秩序，

全面落实提高客运质量“百点计划”，出台《加列关于职工违章违纪行为从严惩处的六

项规定》，对严重“两违”人员实行岗位、行业调整。对严重违章违纪人员给予待、下岗

等行政处理，并调离原单位，建立不适应岗位就调整岗位的用工动态管理制度。

进入2000年，加列在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职工职业行为的同时，以深化改革、优

化机制来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内在问题。制定并实施《碧水车队列车收入承包经营管

理办法》、《档级对等，岗职相符实施细则》、《职工竞争上岗实施办法》、《干部公开竞聘

上岗办法》等全面推进改革的举措，三项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建立干部职工的竞

争竞聘环流机制。是年4月按照主辅分离原则，对旅服经营及多元经济实行市场化经

营和企业分设、财务分帐、人员分离等“三分”改革。同时在优化《安全管理七项机制》

的基础上，全面实施“3711”安全管理工程，制定体现客运工作实际的《加格达奇列车段

“371 1”安全管理工程运作实施办法》，使安全管理工作细化量化，自成体系。7月实施

机构改革，把职能科室合并为6个，科室干部全员实行竞聘，各类干部减编33％，重新

修订调整《专职人员及职能科室的分工及工作标准》，重徂优化职工队伍，建立岗位靠

竞争、职务靠竞聘的激励机制，干部档案全部封存，实行职务化管理。在运输生产布局

上，加格达奇至哈尔滨东Y213／214(10月10后为T426／425次)次全列更换为25G新型

空调车体，开行加格达奇至齐齐哈尔270／269次朝发夕归城际列车(10月10日后为

K614／613次)，5月1日按《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取消货物列车运转车长乘务，并将客运

列车运转车长乘务在原有乘务区段的基础上，延长至古莲。从8月起，加列按照部、

局、分局‘分档达标，整体推进’要求，全面实施客运上质量，实现客运质量和“暖车”工

程历史性突破，实现“两不”(不放水、不冻车)目标。哈尔滨铁路局于11月 12月在

加列召开客运上质量和“温暖”工程现场推进会。加列分别介绍题为《围绕承诺，从严

管理，努力争创精品列车》、《抓关键，攻难关，全力以赴抓好温暖工程的实施》等经验。

之后，加列又按照市场运行规律对所属各次列车实地乘务担当优胜劣汰的市场管理，

实行趟工资制，成立替乘预备队，随时顶乘替乘“打工”挣钱，在段内建立谁保证质量、

谁有岗位的乘务担当竞争机制，打破车队、班组及列车等级界限，形成乘务担当环流格



一加格达奇列车段志——
局。

纵观加格奇列车段36年的历史，特别是建段来30年历史，是一部自强不息、战天

斗地的艰苦奋斗史。

30年历史相对于历史悠久的其他兄弟站段来讲，加格达奇列车段显得还很年轻

稚嫩，但在这短暂30年，昔日的低矮房、帐篷和砂土地面已被今天的六座楼房四合大

院和平整光亮的浇筑地面取代，加列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30年来，加列运输事业从小到大，由原来的一、两对旅客列车发展到今天拥有3

对慢车、3．25对直快和3对进京、进省旅游、特快列车；拥有餐茶、运转、洗涤、整备4个

生产车间和7个客运车队，兼有多经、集经、外经多个经营实体的一个规模较大、门类

齐全的铁路运输基层站段。

30年来，客车配属数量增幅较大，并且设备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建段初期配属日

伪时期遗留的“二轴吉格车”，逐步被2l、22型客车淘汰。至2000年底，配属客车由建

段初期的1组16辆增加20组252辆，并开始使用25B型及25G新型空调客车，担当乘

务的旅客列车设备有了质的改善。

30年来，旅客发送量和运输收入增长显著。1970年旅客发送人数不足万人，年收

入不足万元。到2000年底年发送旅客增加到66．66万人，增长60多倍；运输其他年收

入增到3021万元，增长3000多倍，实现跳跃式增长。

30年来，加列职工队伍也不断壮大，职工生活不断改善。到2000年底，加列职工

总量由建段初期100多名干部职工发展到今天拥有1600名在职职工、595名离退休职

工和654名大小集体职工。职工队伍的文化结构、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都发生根本变

化。职工收入由建段初期人均年工资不足500元增加到13000元左右，职工生活水平

和福利事业明显改善。多元经济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职工教育、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长

足发展。

蓦然回首，加格达奇列车段已走过的30年的光辉历程。30年的历史是全段几代

创业者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的真实写照。年轻的列车段正不断走向成功、走向成熟。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加格达奇列车段已经成为大兴安岭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建设以及人民生活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展望未来，面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具有光荣传统的加格

达奇列车段全体干部职工，决心在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带领下，继承传统，锐意进取，把

加格达奇列车段建设成为安全好、路风正、效益高、职工富裕、人民满意的现代化列车

段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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