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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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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于春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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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淼逄育梅程广明 张玉庆 肖洪生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总编人员

(2002年4月1日)

总 编 审 于春孝

总 编 张玉庆

副 总 编 刘玉彬

常务副总编 郭乐群

总编辑设计 郭乐群

特邀撰稿 吴国疆

特邀摄影 张晨光马林

封面设计 张玉庆郭乐群

编 审 于春孝 刘玉彬 郭乐群马 林(特邀)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安达站志》编审人员

(2002年4月1日)

主 审 于春孝

副 主 审 刘玉彬

常务编(校)审 郭乐群

特邀编审 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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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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史为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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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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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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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倩影英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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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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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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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基层单位志》编审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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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二十一世纪初，《安迭站志》编纂成书，这是安达站前所未有的事情，实为可

贺。

这部《安迭站志》是经十几名同志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克服困难努力完成的。在编

纂站志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许多位老干部和老工人。在考证和核对史实中

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维护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力求内容全面详实。

这部《安达站志》在齐齐哈尔分局史志办的指导和帮助下。按全分局编志的统一要

求体现了铁路企业的特点，按照时代的发展反映了连续的变化。在一些具有广泛性、

区域性的事情上尽量突出安达地方特色。在参阅有关资料中，特别是《哈尔滨铁路局

志》、《齐齐哈尔分局志》和《安达市志》中，受到启发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

借此站志面世之际向为这部《安达站志》编纂中提供帮助和支持的诸位朋友表示

深深地感谢! ．

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时光可谓是短暂的。一部企业史一一《安达站志》所记载的

史料犹如一长长画卷展现了安达站的百年变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东铁

路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工具。工人受压榨，百姓受饥寒。从1927年，中国共产

党组织来到安达铁路工人中间，到抗日战争；从支援大军南下，到抗美援；从恢复国民

经济建设，到支援大庆油田开发；从整顿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到近20年的改革开放，纵

观《安达站志》也若明若暗的映衬着世纪风云。

新中国成立后，从车站的设备、人员、管理、面貌的变化和发展可以看出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铁路才有如此辉煌的成果。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安达站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批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

的干部队伍脱颖而出；工人的政治素质、技术素质也逐年提高。运输生产中的科技含

量在逐步加大；微机可控顶设备代替了手闸、铁鞋制动；车站作业计划、统计、客货票据

广泛应用微机操作。连续四次列车提速开阔了安达人的视野。

掩卷沉思，回首以往让我们感慨万千；观瞻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以史为鉴，求训致用，继往开来是有识之士共识。今天我们经过辛苦搜集、整理、

编纂成的《安达站志》献给关心安达站的朋友，让我们追忆过去受到启发和激励，为实

现人民铁路的现代化继续写好这部历史长卷。 ，、

鄂铌手



凡 例

一、《安达站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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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和《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年鉴》(1987年刊一2001年-TIJ) 为

历史依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编纂而成的、具有时代特色

的社会主义企业新方志。

二、本志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则，力求客观、全面、真实、系统的记述安

达站百年历史；力求突出时代特色、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特色；力求做到科学性、思想性、

史料性相统一。旨在资治、教化、存史，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三、本志上限起于1896年修筑中东铁路，下限止于2000年12月31日。史志编纂

节下延至2002年5月1日。

四、本志以志、传、记、图、表、录六体并用，以志为主，图、表、录为辅。据事直书，不

加褒贬评论。有关事故案例的记述，只为记述经验教训，不做处理问题的依据。大事

记以编年体为主，以记事体为辅。大事记中对年、月 、目的记述，月查不清的记“是

年”，日查不清的记“是月”，同一个时间记“△”。

五、本志中关于安达站的称谓：1937年5月以前安达站的含意为安达站所在地的

统称。1937年5月以后安达站为纯粹意义上的铁路车站。

六、全书约30万字。按概述，大事记、建制、运输生产、企业管理、多元经济、党群

组织、人物顺序排列，共6篇、27章、105节，节下设目。

七、本志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中1949年前在括号内注明清朝、民国年号。

八、解放前后之称谓，系指1946年3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安达县前后；建国

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九、地名及站段、机构、职名称谓，均按历史当时称谓，在括号内加注现名。对中东

铁路按历史名称演变的先后顺序记述。日本占领东北时期称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时

期、满铁时期或日伪时期。

十、人物篇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劳动模范及先进人物均列表简介。

z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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