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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述——

林业管理所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所属基层61个单位之一。科级建制。林管所设

在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建华乡、黎明村管内，位于站前北大街123—1号，齐北线

2KM740m上行右侧。林管所下设三个林场：齐齐哈尔林场位于林管所院内；讷河林场

位于讷河市铁路北局宅，富嫩线讷河车站北边；大杨树林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

自治旗大杨树镇绿林街，嫩林线大杨树车站东边。林管所科室设：综合管理办公室、财

务室、技术室、人事室、多、集经办公室。林管所基层设机械动力工区1个。各林场共

设有育苗工区3个、育林工区9个。目前林管所有育苗圃地3处占地76公顷；有山场

6处占地482．3公顷；目前拥有防护林面积2193公顷；防护林总延长887．62KM；拥有

各种林木1120万株；活立木材蓄积量为15．8万o。全所固定资产原值295万元，净

值173万元。

铁道部颁布的铁路林业技术管理规则中明确规定：“铁路经营林业的目的是：巩固

路基、保持水土、减轻、防止自然灾害，保证安全运输；改善环境、调节气候、净化空气、

维护生态平衡；绿化线路、美化路容，扩大经济资源，建设文明铁路”。根据此规定齐齐

哈尔铁路分局林业管理所承担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线路两侧的防护林、绿化林、经

济用材林的营造、抚育、管理和所有站区、铁路职工住宅区的绿化、美化环境的任务。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林业管理所承担的任务范围为：平齐线(泰来一齐齐哈尔)总延

长120．7KM；滨州东部线(安达一红旗营)总延长144．3KM；滨州西部线(线旗营一扎兰

屯)总延长140．4KM；齐北线(齐齐哈尔一依安)总延长128．8KM；通让线(立志～让胡

路)85．8KM；富嫩线(富裕一嫩江)总延长179．57KM；嫩林线(嫩江一古莲)总延长679．

6KM。JtL；,t,尚有榆树、榆红、西昂及林碧线、塔韩线。嫩林线从加格达奇车站往古莲车

站间及林碧线、塔韩线线路两侧都是原始森林或茂密的次生林带，所经地区都属于大

兴安岭地区林业部门管理，至今铁路尚未对其进行人工造林。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林管所还承担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145个车站，66个基层

站段及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三间房、让胡路、大庆、昂昂溪等地区的铁路职工住宅区的

环境绿化和美化任务。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林业管理所管内的林带处在东经122。477—125。19’、北纬45。

59 7—53。017之间。这块地区位于黑龙江省的西部、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隅。此

地区包括齐齐哈尔市市区及其管辖的泰来县、龙江县、富裕县、依安县和讷河市；大庆

市的市区及其管辖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大兴安岭地区的加格达奇区、新林区、松

岭区、图强区、塔河县、漠河县；内蒙古自治区的莫旗、鄂旗、扎兰屯市；黑河地区的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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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绥化地区的安达市。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林业管理所的防护林带所处地区，地势总的趋势是：南低北高，

东北部是小兴安岭南麓，西北部是大兴安岭山区，南部是宽阔的松嫩平原。地势以嫩

江流域为轴，形成两个明显的斜面即：由西北向东南，由东北向西南倾斜。这块地区地

处寒温带(北纬50。以上)和温带地区(北纬45。一50。)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近

些年由于受不正常的大气环流影响，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少雨，秋季雨少早霜，冬

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I。C，最冷月为1月份，最低气温达一55℃；最热月为7月份，

平均气温22．8。C。这块地区自然环境总的趋势是：从南往北(通让线、平齐线一滨州

线一富嫩线、齐北线一嫩林线)土壤逐次为草甸土、盐渍土、黑土、黑钙土、淋浴黑钙土、

棕色森林土；≥lo℃有效活动积温依次为2800。--1600,之间；年降水量依次为350m／

m--600m／m之间；生长期依次为150天一90天之间。近些年这块地区的植被被破坏

严重，加之异常的气候影响对造林生产十分不利。

1903年中东铁路修成正式运营后，在现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的线路范围内一

滨州线(安达一扎兰屯问)没有任何林业单位，只有1904年沙俄与满清政府签订的“黑

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上沙俄诱迫满清政府签定的将成吉思汗一牙克石间宽30km

长300km的广大地域的原始森林做为中东铁路使用木材和进行掠夺性采伐的条款。

现齐齐哈尔分局管内的平齐线(泰来一齐齐哈尔)的铁路分别于1927年7月l H(洮

南一昂昂溪)和1928年12月(昂昂溪一齐齐哈尔)正式通车营业。当时现齐齐哈尔铁

路分局管内的平齐线也没有任何林业单位。1928年5月齐克铁路公司在修筑齐克(齐

齐哈尔一克山)铁路的同时将齐齐哈尔市郊王家屯一块地购下做为林业生产的苗圃，

称齐克铁路公司龙江苗圃，占地28公顷。这样在现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的线路上

有了第一个林业单位。

1931年“九---／k”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为巩固其统治、掠夺资

源于1933年12月1日将铁路从拉哈站修到了讷河站(现齐铁分局管内的富嫩线)，在

讷河车站北边(现讷河市铁路北局宅附近)划地30公顷作为林业苗圃称讷河铁路营林

所。1937年为防圃地内涝伪齐齐哈尔铁道局将齐齐哈尔王屯苗圃迁到了平齐线榆树

屯站北1公里处。1939年因榆树屯风沙大，对育苗生产有影响遂将苗圃一部分又迁回

齐齐哈尔王屯。1938年7月伪齐齐哈尔铁道局在齐齐哈尔市信永街武道馆西侧(今齐

齐哈尔铁路南局宅，齐铁文化宫图书馆西侧)修建了一座花圃专供伪铁道局机关和部

分站车用盆花需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一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946年4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收复齐齐哈尔市，齐

齐哈尔铁路从此收为人民所有。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1947年底现齐齐哈尔铁路分

局管内的花圃，苗圃及讷河铁路营林所都处于无人管理的荒芜状态。圃内没有一株象

样的树，铁路沿线两侧光秃秃，根本见不到成片的树林，见到的只是防雪栅栏。1948

年初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成立了房地林业股，先恢复了齐齐哈尔南局宅花圃后，陆续

选派有经验的铁路工人，分别于1949年4月、3月到齐齐哈尔王屯苗圃和讷河铁路营

林所开始进行苗圃恢复工作。从此开始了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林业事业发展的新

纪元。

从1949年齐齐哈尔王屯苗圃和讷河苗圃开始恢复，1971年大杨树林场成立到

1983年，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林业管理所下设的齐齐哈尔林场、讷河林场、大杨树林场

的隶属关系、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管辖范围等曾发生多次变化、调整。1984年底经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申报哈尔滨铁路局批准，讷河林场整建制归并到齐齐哈尔林场成为

其下属分场，齐齐哈尔林场晋升为齐铁分局管辖的二等站段、科级建制。1985年2月

科级建制的齐齐哈尔林场组建完成开始工作。从此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的林业开

始结束了“生产队式”的管理，走上了统一、稳定、正规的管理轨道。同年中国共产党齐

齐哈尔铁路林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当时齐齐哈尔林场科室设：人事室、财务室、技术

室、材料室、总务室；党群设：总支部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团总支委员会。基层设有机

械工区一个、育苗工区(齐、讷)二个、园林工区一个(齐)、林务工区六个(齐、二道湾、平

洋、龙江、让胡路、三间房)。拥有各种大型机具25台(套、件)，固定资产价值103。1万

元，职工137人。

1990年根据齐齐哈尔林场生产实际情况，经请求，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批准，齐齐

哈尔林场实行三级管理，即场、分场、工区，新设置了二个分场即齐齐哈尔分场、三间房

分场。分场设分场长和技术核算员，分场为股级建制。1991年齐齐哈尔铁路分局为

加强管理决定齐齐哈尔林场为分局百日安全综合考核单位，被列为“工电房”组，从此

开始了对齐齐哈尔林场每年1—2次的安全综合考核。1999年3月11日，加格达奇铁

路分局所属的大杨树林场，随着加格达奇铁路分局的撤销被整建制地划归齐齐哈尔林

场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分场。2000年11月21日根据哈尔滨铁路局电报精神，对齐齐哈

尔林场进行了名称的变更和机构的调整：齐齐哈尔林场改称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林业管

理所是齐铁分局基层单位，科级建制。齐齐哈尔林管所下设三个林场：齐齐哈尔林场、

讷河林场、大杨树林场，都是股级建制。撤销了三间房分场，其所辖范围及林务工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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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到齐齐哈尔林场。

1949年齐齐哈尔、讷河苗圃开始恢复，1971年大杨树林场建立，到2000年齐齐哈

尔铁路分局林业管理所的建立，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林业发展基本分为三个“历史

时期”：

一、恢复发展时期(1949年一1965年)

1949年初接收齐齐哈尔苗圃的铁路工人只有5人，接收讷河苗圃的工人有7人(4

人是原伪满铁道局的，3人是临时雇佣的)当时两个苗圃都是工区建制。进入苗圃工

作的职工，首先劝说进入苗圃耕种的人员退出耕地，接着恢复房屋、道路和井，购置牲

畜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当年齐齐哈尔苗圃购买了四匹马，讷河苗圃买了二匹马、六头

牛；当年两个苗圃都播上了自己采集来的榆树籽，插上了自己从市里杨、柳树上剪下来

的枝条(插穗)，做到了当年接收当年生产。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全国林

业指示”提出：“应以普遍护林为主⋯⋯选择重点有计划地进行造林”的方针。同年东

北人民政府决定营造西满防护林带。根据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植树造林精神，齐齐哈

尔苗圃为尽快使铁路沿线披上绿装，保证运输安全，从1952年起开始在齐北线(齐齐

哈尔一富裕)和平齐线(泰来一齐齐哈尔)进行大规模营造防护林。讷河苗圃从1953

年起开始在富嫩线进行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当年在讷河到老莱间线路两侧营造防护林

15万多株，总延长27．4km。1956年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双城堡林场在滨州线(安达一扎

兰屯)设安达、萨尔图(现大庆)、昂昂溪、龙江、成吉思汗营林点，进行造林和育林工作。

1957年成吉思汗营林点改为林务工区统管滨州线(安达一扎兰屯)造林和育林工作。

1956年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做出决定每年4月22日和4月29日为“齐铁人”的

义务植树造林日。是年4月份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成立绿化委员会，从此后齐齐哈尔铁

路分局管内造林开始专群结合，几乎每年春季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和齐齐哈尔铁路分

局的绿化委员会都要组织开行绿化列车，由机关干部、齐地区中小学校师生、中专和技

校师生近千人到铁路沿线进行义务植树劳动。

1958年毛主席指出：“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一”。是年4月7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齐铁分局林业

战线上的职工干劲，使造林的数量、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1962年后为适应植树造

林日益发展的形势，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齐齐哈尔铁路局林业事务所在齐齐哈

尔林场和讷河林场所管的主要干线，先后设立了齐齐哈尔、泰康、平洋、龙江、伊拉哈、

青龙山、富海等七个林务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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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齐齐哈尔铁路局林业事务所，为提高造林质量开始引进造林新树种——

樟子松。从此，该树种成为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绿化造林的主栽树种。

1964年齐齐哈尔铁路局林业事务所开始购进大批造林机械：拖拉机、植树机及整

地农具，在齐齐哈尔林场管内的主要干线开始进行大规模机械化造林，不但增加了造

林的数量而且提高了造林质量，为线路快速披上绿装做出了贡献。

到1960年底，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除部分车站和线路外，主要干线都拆掉了防

雪栅栏。到1962年底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所有线路两侧和站区的防雪栅栏全部拆

除掉。据有关部门资料统计：解放初期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每年用于防雪栅栏的木材

2000m3，每年近万人上线除雪。防护林的建成不但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还确保了铁

路运输安全、美化了路容。

二、缓慢发展时期(1966年--1976年)

这个时期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齐齐哈尔铁路局撤销了齐齐哈尔林业事

务所。齐齐哈尔林场、讷河林场划归齐齐哈尔铁路分局领导(属工务系统、工务科管

理)。是年讷河林场整建制划归齐齐哈尔林场领导。是年5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齐齐哈尔林场划归齐齐哈尔工务段领导。1968年3月齐齐哈尔林场成立了群

众组织——革命造反团，建立了齐齐哈尔铁路林场革命委员会。齐齐哈尔林场沿线工

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统一归各站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员调动及日常工作都归站区管

理)。1968年齐齐哈尔铁路局革命委员会生产组中设专人负责林业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齐齐哈尔林场当权派或靠边站或被送进“牛棚”，部分群众受到批

斗被送进“牛棚”。为了搞文化大革命林场从工人中抽掉部分人员搞“内查外调”、看押

“牛鬼蛇神”等工作。沿线部分工人被结合进站区革命委员会脱离了林业生产。文化

大革命使林场的生产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林场南花园工区的盆花由于受文化大

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种类和数量急剧下降，已不能供应机关和列车的正常需要；部分

工区生产人员减少，已不能完成正常生产任务。

当时铁路沿线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林木被毁十分严重。为此，1973年1

月18目齐齐哈尔铁路局革命委员会联合哈尔滨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向黑龙江省革命委

员会打报告要求“加强铁路沿线林木管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要求

各地政府加强对铁路沿线林木的保护。毁林现象得到了扼制。

虽然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林场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但是林场的林业生产一直没有中

断。1971年随着嫩林新线建设的不断发展，加格达奇铁路分局根据铁道部第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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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设计要求，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美化环境，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族自治旗大杨树

镇组建了大杨树铁路林场。1973年大杨树林场开始在嫩林线两侧营造防护林。1976

年至1978年为绿化通让线，齐齐哈尔林场职工肩扛行李、手提粮袋、住宿养路工区，发

扬齐铁林业工人艰苦创业精神，利用机械化造林共植树200余万株，为通让线绿化做

出了贡献。

三、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时期(1977年——2000年)

1978年齐齐哈尔林场二道湾工区艰苦奋斗创大业，对造林生产贡献突出，被齐齐

哈尔铁路局授予全局林业系统先进集体标杆单位称号。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提议，决定每年的3月12日为中国

人民植树节。此决定极大的鼓舞了齐铁分局林业工人的干劲。是年铁道部发布“关于

加速铁路造林绿化的决定”和“铁路林业技术管理规则”。1980年齐齐哈尔铁路分局

管内开始了绿化山场的大会战。讷河林场根据齐齐哈尔铁路局林业管理所指示承担

了绿化新线——嫩鹤山场工程；齐齐哈尔林场承担了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战备通信站

——202山场和三间房站场扩建绿化工程。这些工程一干就是三年多，每年造林面积

近百公顷，造林数量都在百万株左右。

1982年2月铁道部发布“关于搞好铁路造林工作的通知”，1984年哈尔滨铁路局

公布：哈铁林(84)第142号文件“公布我局造林绿化管理办法”。是年9月20日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这为发

展林业事业，保护林业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齐齐哈尔林场和大杨树林场护林人员开

始配发执法证(由黑龙江省和所在市颁发)开始执证上岗。1985年后根据哈尔滨铁路

局公安局指示，齐齐哈尔林场和大杨树林场先后增设了治安民警，负责护林和解决林

政纠纷。

1989年哈尔滨铁路局绿化委员会为加强防护林带标准化建设公布了哈铁绿委

(1989)第3号文件“关于印发防护林标准化条件及企业升级标准的通知”。根据通知

精神和齐齐哈尔林场、大杨树林场的实际，齐齐哈尔林场每年营造1—2个防护林带标

准化区间。截止到1996年齐齐哈尔林场共完成15个防护林标准化区间，大杨树林场

完成2个。

1990年铁道部和国家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办

绿化点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的局长、书记、工会主席和团委书记

都落实了自己负责的绿化单位。



——}既述——
1991年哈尔滨铁路局工务处发布文件“关于防沙工作几点意见”，根据文件精神

从1991年至1994年和2000年齐齐哈尔林场在五年时间内承担了由哈尔滨铁路局、齐

齐哈尔铁路分局要求和投资的平齐线(平洋——江桥——汤池)防沙工程，累计完成投

资64万元，防沙造林1．5万延长米，植树造林70万株。1997年——2000年齐齐哈尔

林场连续4年承担了由齐齐哈尔铁路分局要求和投资的滨州东部线(泰康——前后

代)的防沙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3万元，防沙造林0．8万延长米，植树造林49万株。

1998年国家绿化委员会、铁道部、建设部、交通部四部委联合颁发文件要求在铁

路交通部门开展“绿色通道”工程建设。2000年齐齐哈尔林场经过充分筹备，经齐齐

哈尔铁路分局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批准通过，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斥资百万元的分局

长工程——绿化国际大通道(滨州西部线：富拉尔基——高台子)工程正式开工，经过

一年的艰苦努力，累计完成工程投资100万元，造林总延长61km，植树造林44万株。

从1983年开始齐齐哈尔林场的经营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改革形势的要

求，为使林场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从1983年——1985年齐齐哈尔林场与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签定了经济承包合同，合同中明确了责、权、利，经努力连续三年超

额完成合同预定指标，仅1983年一年林场就用分到的利润为职工购置楼房5套。

1985年后齐齐哈尔林场先后组织职工承办了土方工程队、开办了商店、在四川省

眉山县建立了商业网点。1990年齐齐哈尔林场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并相继成立了

苗木种子销售站和绿化服务队。从开始只销售本场的苗木到以销售本场苗木为主以

买卖苗木为辅的经营形式，后来又发展到营销草花、铺种草坪及进行绿化工程设计和

施工业务。1995年底多种经营办公室利用齐齐哈尔林场高头山场丰富的砂石资源，

在高头建采砂场一处，占地6000m2，年产混砂3万m3。是年又在原林场木器厂旧址投

资3万元建木材加工厂一处，主要加工林场间伐木材和带料加工业务。1997年齐齐哈

尔林场多经办公室在高头山场利用其丰富的林木资源和优美的环境建立了渡假村

——绿荫山庄，一次可接待旅游者200余人。2000年齐齐哈尔多经办在林场的支持下

承揽了绿化铁路职工住宅小区工程，共绿化小区11个，栽植各种树木63，467株，共植

草花71，738株，打机井32眼，铺设管道1．3万延长米。是年根据齐铁分局的要求齐齐

哈尔林场成为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树木、花卉定点供应基地，场内圃地培育了多种

速生、丰产、美观的树种和开花早、花期长的花卉。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林场多经办

与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大庆市、齐齐哈尔市、大兴安岭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呼盟、兴

安盟；吉林省的白城市建立了苗木、绿化工程设计和施工业务关系。每年都有大量苗



一林场志——
木出售和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业务成交。

从1949年恢复苗圃到2000年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林业管理所的建立，齐齐哈尔铁

路分局的林业事业已经走过了51年的历程。51年来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的林业

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保证运输安全，美化生产生活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上千公里的防护林带，面对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内1千多万株

树木，我们齐铁育林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它是我们齐铁林业战线职工沤心沥血、聪

明才智的结晶，它是我们齐铁林业战线职工几代人艰苦奋斗劳动血汗的结果。51年

来我们齐铁林业战线职工的成绩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承认和表彰，齐齐哈尔林场和大

杨树林场受到国家级表彰1次，受铁道部表彰2次，省表彰1次，铁路局表彰3次，铁

路分局表彰10次；个人受国家表彰1人次，省表彰3人次、铁路局表彰10人次、铁路

分局表彰51人次。他们当中有一心想事业、一心干事业、一心扑在林场上的原齐齐哈

尔林场场长曹玉学；有不怕苦、不怕累、不图名、不为利、一心干事业的原讷河林场主任

冯甫；有有眼光、肯钻研为林场种下一片财富的原讷河分场场长张凤权。他们的模范

事迹将永彪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林业管理所历史史册，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齐铁林业

职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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