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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翘望丰碑再塑；开宗明义，览尽百年沧桑。

知源远而晓流长。知兴衰而明更替，资治执政者而警省后来，惟以史为鏊。故此《齐齐哈

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系列丛书随《大庆站志》开先河而付梓，并一部胜于一部而面世。

齐铁分局夙具修志良风，1986年启动第一届修志，史志编修即列入分局长任期目标，《齐

齐哈尔铁路分局志》一举跨入佳志之林，《加格达奇铁路分局志》编修出版亦紧随其后。15部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年鉴》是分局历届领导集体竭诚传递着的一届又一届修志壮举，齐铁分

局独具特色的史志工作逐级负责制，为2000年开始的第二届修志工作启动了先机。《齐齐哈

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数千万字，煌煌61卷，动员编修人员逾2000，历时两年余，党政领导

亲执帅印，修志人员沥血呕心。难度之大，涉猎之广，人力之众，资金之巨，编修之苦，文字之

精，史料之全，为齐铁分局史之最。

此书以齐、加分局志为历史总脉络，从多方位、多侧面、多空间详尽记录了跨世纪有三的

百余年变迁。始自沙俄瓜分中国的中东铁路修建、开站、建段，终至人民铁路改革开放20世

纪2000年，无论机构撤并建分，均翔实记述，然其重墨点睛实是人民铁路50载之巨变。

阅卷：从解放战争之3005次英雄列车，到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发祥；从抗美援朝钢铁

大动脉。到支援大庆油田、大兴安岭开发的辉煌；从’98抗洪创造中国铁路抢修史上奇迹，到

再创业新世纪元年大五五工程的旧貌新装，跃然纸上o 61部巨卷，恰是星罗棋布在松嫩平原

和兴安峻岭的车机辆工电；61部巨卷，恰是5万齐铁人热爱边疆，献身边疆的奉献篇；61部巨

卷，恰是祖国版图上一条钢铁巨龙的脊梁。

掩卷：齐铁分局50载奋斗自强，始终高奏严实拼搏，争创一流的英雄主旋。前线后勤，英

模辈出史到今；高寒奇冷，献了青春献子孙；三老四严，服务油田学大庆；水火无畏，战天斗地

还看齐铁人。奖杯如炬，美誉如林，熟悉的音容笑貌，高大的倩影美姿，千千万万血肉之躯，

一钩一辆，一钉一镐，汇聚成英雄的长城，凝聚成钢铁的长龙，是他们一步步创造了齐铁分局

的今天，一步步铸就了·齐铁分局的辉煌。历史就应该书写齐铁人的伟篇丰章。

修志修神，修志亦修身。新时代之史官，作民众之传，重价实史真。他们以国家标准为

标准，以无功即过为准绳，以争创一流为目标，试以春秋之笔，直书功过得失，句斟字酌，殚精

竭虑，三审精修，修出了齐铁分局的政通人争、百业俱兴，修出了齐铁的恢宏巨著，修出了齐

铁的高风亮节，修出了齐铁的人生真谛，修出了齐铁的优秀人才，修出了齐铁近2000编修者

唯先是夺，敢争一流，敢创中国方志史上奇迹的拼搏奉献精神。齐铁分局不会忘记，历史不

会忘记。
’

喜慰之情，在于我们可以无愧地告慰前人后者。志书者，志也，志在继往开来，志在规范

管理，志在实现宏伟的蓝图，志在勇敢而自豪地再去=攀登、再去夺取，再去续写新的辉煌。此

乃6l部志书终极的意旨之所在。

精神无价，青史有芳。《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百世承传o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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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春的5月。时逢林海运输管理中心成立两周年，在这盛世开元之际，<林海运输

管理中心志》即将付梓问世，谨以此奉献给开发、修建嫩林、林碧铁路的先驱及建设开发大兴

安岭铁路运输事业的前辈和广大读者同志们o．

·嫩林线地处大兴安岭“高寒禁区”，林碧线则位于“禁区”的顶峰，管内山岭连亘，河流交

错。沟壑纵横，沼泽遍布，地质复杂，森林资源丰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勇的铁道兵指战

页。跋千山涉万水，挺进林海雪原，遇山凿隧，逢河架桥，沼泽铺路，劈荆斩棘：历尽千难万险，

苦战十年，把铁路修进深山老林，为开发大兴安岭立下卓越功勋。林海运输管理中心其前身

是车务段、工务段及部分电务、生活部门四个单位合并而成的。这些单位的职工扎根新线、

艰苦创业、奋战三十年，使设备质量逐年提高，安全形势长期稳定，谱写了管理新线的新篇

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为铁路企业带来生机和活力，中心的事业振兴腾飞，

面貌全新，效益增加，成果辉煌。两次提速，实现历史性大跨跃。

忆往昔，创业举步难；看今朝，改革事业兴；想未来，信心百倍增。抚今追昔，感慨万分。

回顾管内运输生产和设备维修，从发展到壮大，元不凝聚了广大职工、家属的心血和汗水。

三十年严寒风雪、水与火的考验和各种困难的挑战，锻炼了队伍，造就了人才，先-进事迹无

数，典型人物辈出。钢班子带出铁队伍，使中心有较强的竞争力o《林海运输管理中心志》全

面记述三十年历史，是车、工、电工作经验教训之大全，为精神、物资、经验财富之结晶，总结

前人之业缋，启迪后人之奋进，是有益的历史借鉴，是中心两大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和宝贵

财富。

历史已跨入新时期，纵观未来，充满希望。切忌重复过失而再蹈旧辙，勿要居劝自傲而

故步自封。中心成立仅一年，如同万里长征起步，任重道远，百事待举，我辈肩负历史重任、

站立改革潮头，开拓进取，以全新的招数，迎接时代的挑战，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弘扬“奉

献、实干、拼搏”的企业精神，并为其增添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新业绩，写新篇章。

管理中心是在改革中重组的新型铁路管理企业。名日“中心志”，内容实为“段志”o因

历史上多次搬迁，管理人员多变，“91”年水灾等原因，导致历史资料残缺不金。编志人员不

畏辛劳，长途跋涉，走访搜集，翻籍倒柜，伏案痰书，奋战一年，教易其稿，众手成志。这个志

书，经络分明，详略适度，基本反映出嫩林、林碧两线之概貌和发展过程，是我中心第一个历

史性、资料性、借鉴性记述书。亦为当政、资政、兼政、传统教育的好经典和好教材，即能广为

利用，亦可各取所需。然而，虽然编纂人员尽力，领导人人把关：老同志瓣情支持，现职工干

部主动配合，终因经验不足，水平不高，能力有限，疏漏难免，敬请指正。

王忠才田德生

2002年6月1日

·

～～

掰一弱．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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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林海运输管理中心志》以《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编纂原则为指导，

以《加格达奇铁路分局志》[1958。19943和《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年鉴》[1999年刊一2001

年刊]为历史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客观、准确地记述林海运输管理中

心(包括原车、工段)三十多年来，在各方面发展变化、艰苦创业的基本概貌，突出时代

特点，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二、年代断限：上限为1970年，下限为2000年末(个别史实略有上溯)，综合管理

章史志节延至2002年本志付印时止。

三、编写原则：遵循立足当代、追溯历史、详近略远、详异略同、存真求实原则。

四、表述形式：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设篇、章、节、目，概述叙议结合，大

事记用编年体记事本末，其余均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

中。

五、内容编排：全书首立概述、大事记。后以篇、章、节、目为序，按建制、运输生产、

企业管理、多元经济、党群工作、人物篇排，最后设附录，计6篇29章72节161目，约

32万字。

六、记年方式：采用公元记年，对大事记中的年、月、日的表述，月份查不清的用“是

年”，日期查不清的用“是月”，同一时间的用“△”表示

七、各项数据：本志记量单位和数字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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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规定》书写。

八、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和会议名称在行文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

时用简称。对地名、站段、车间、班组、机构名称，均按历史习惯称谓。对人直书姓名，

必要时冠以职称。

九、人物名录：遵循生不立传原则o

十、因体例不宜编入篇章的文献及有价值的资料，收入附录以存史。

十一i资料来源：资料主要来自中心档案室和中心各部室提供的资料，在志书中不

再注明出处，系经过核实的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资料经兼职分工撰写、主

编初审、编委汇审、上级组织把关终审而定，所有资料均为总结经验教训而设，不做处

理其它问题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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