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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三大动力路，哈尔滨人再
熟悉不过，这条路因哈电集团的哈
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
汽轮机厂三家国家大型装备工业企
业而闻名。其中，哈尔滨电机厂在

“三大动力厂”中建厂最早，1951年
破土兴建，被誉为共和国电机制造
的“长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电装
备制造的“摇篮”，时至今年，整走过
70载春秋。

70岁重型厂房国内少有

相比哈尔滨许多建筑的欧陆风
情，哈尔滨电机厂的老建筑群带给
这座城市别样的工业风貌。它们历
尽铅华，在哈电人的保护下，沿用至
今，年代气息独具，将人带回到上世
纪五十年代初的这片土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根据上
级指示，将原建在沈阳的重型电机
厂改建在哈尔滨香坊区的赛马场旧
址。1951年6月6日这一天，哈尔滨
电机厂动工兴建，建设的热情点燃
昔日一片荒野的赛马场旧址，机械
作业的轰鸣声、拖拉机的汽笛声、建
设者们的口号声，响彻工地上空。

短短几年光景，一栋栋建筑拔
地而起。

办公楼主楼为传统的三段式立
面，简化的歇山式屋顶，平面呈直线
分布，东西两侧为长方形平面，正立
面窗扇呈纵向紧密分布，檐口较
薄。底部设入口处，横向设有四根
立柱，擎起门廊，颇具文化价值。值
得一提的是，中型厂房和大型厂房
均为铆接钢结构工业厂房，当时在
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由我国自主设
计、自主施工建造。1955年以前建
成的铆接钢结构重型工业厂房，如
今在国内已经留存很少了。

水轮发电机组“零”突破

七十年光阴流转，这些老建筑
见证了哈尔滨电机厂创造了无数个

“第一”.。荣耀辉煌背后，这些老建
筑也记录了几代哈电电机人艰苦奋
斗、攻坚克难的故事。

1951年，工厂建设如火如荼，同
时抢制新中国第一台 0.8兆瓦立式
水轮发电机组的“攻坚战”也在进行
中。时间紧，任务重。木模尺寸难
以计算，设计人员就用大萝卜削出
木模样子的模型。

水轮机的推力轴承镜板和推力
头是一个整体锻件，其镜面是老技
师张乃西亲手用镶乌金重盘研磨，
垫金丝绒加研磨粉抛光，不仅平直
度完全符合技术要求，而且光洁精
美。

经验丰富的程星五老师傅率
领小组成员，完成了我国第一付扇
型冲模，在冲床上精细地加工出了
完全符合技术要求的扇型定子冲
片。

其余零部件加工与生产安装
都在水轮机车间进行，在车间主任
雒永富、副主任张盛林等的带领
下，全体职工完成加工任务后，装
配又出现了难题，其中许多工作还
要在沈阳进行。于是他们昼夜兼

程，一次次乘坐当时单程 20多个小
时的火车，往返于哈沈之间，终于
在年底前完成了总装工作。

接下来便是总装试验。试验
危险性极高，通常情况下应在地坑
中进行，以避免部件飞出伤人等事
故。但哈沈两地都没有这样的地
坑。大家急中生智，在车间平台
上，电机的外围堆起了一圈一米多
厚、两米多高的沙袋墙当“地坑”。

1951年 12月下旬的一天，一切
试验准备就绪，主任设计师吴天霖
走进沙袋围墙，登上发电机顶端，
他要在上面查看运转情况，测量风
速。一番惊心动魄之后，功夫不负
有心人，试验平稳安全完成！一时
间，车间里欢呼声与掌声雷动……
中国研制水电机组的新纪元就此
开启。

9米立车有故事

70年来，哈尔滨电机厂为国家
生产的水轮发电机组约占国产大
中型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的
1/2，汽轮发电机组约占国产火电
机组总装机容量的 1/3……说到这
些赫赫功勋，不得不提及 9米立车
这台“功勋设备”。

服役 60多年来，9米立车不仅
先后参与了葛洲坝、刘家峡、白山、
三峡、白鹤滩等国内标志性水电站
项目建设，加工过的产品还应用于
加拿大尼泊温、巴基斯坦尼-杰拉
姆等世界众多电厂、电站。

别看现在 9米立车在众多先进
设备中没多显眼，当年可是相当

“宝贝”。据电机厂老一辈人讲，当
年我国用 2000列火车皮大豆，与苏
联以“易货”的方式，换来了这台当
时技术性能世界最高、加工直径亚
洲最大的重型车床。在 36米宽、近
200米长的厂房里，这台由 54台电
动机、28块仪表组成，最大承重 220
吨的庞然大物，可谓“一枝独秀”。

要想驾驭这个“宝贝”设备，技
术过硬是必须的。当年流行一个
说法：“八级干、七级看、五级六级
满地转”。只有八级工才有“资格”
做 9米立车的主操作者。

经过电机人的电子化、国产化
改造，如今 9 米立车早已从“洋设
备”换上了“中国芯”，持续承担着
为国之重器打磨精品的重任。在
生产高峰期，9米立车平均一年能
加工上百个工件，最小的是十几公
斤一块的压板，最大的重量几乎达
到了 9米立车承重极限。

走过花甲之年，9米立车系着
六代操作工人坚守与牵挂。除了
大修或临时检修，9米立车几乎 24
小时不停机，操作人员一般是三班
倒或者四班倒。

现在的主操作者杜平 1999 年
调到 9米立车工作。多年与 9米立
车打交道，他只要一听 9米立车的
声音，就能辨别出加工中的每一个
细微变化，每次出差回来就直奔 9
米立车，只有见到设备平稳运转，
才能放心。

厂房中，设备忙碌运转着，这
些建筑、设备正准备迎接我国电力
装备发展更多的传奇……
(本稿件图片由哈尔滨电机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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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设计生产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台水轮发电机
组和第一台汽轮发
电机。这里是三大
动力路 99 号——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
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原哈尔滨电机
厂）。就在前不久，
哈尔滨电机厂进入
第四批国家工业遗
产名单，办公楼、正
门、水电分厂大型
厂和汽发分厂厂
房、大电机研究所
主楼、1591式立车
等均是遗产的核心
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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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7日上午10时10分，伴

随着嘹亮的汽笛声，“朱德号”机车

组缓缓停靠在哈尔滨西站第9站

台，机车头部巨大的朱德总司令金

色头像在八一军旗的映衬下，更加

熠熠生辉。“朱德号”机车组安全

走行突破1000万公里。

1946年10月，在“死机复活”运动中修复的1083号蒸汽机车被命名为“朱德
号”。悠悠75载，这台伟人号机车历经5次换型、6次换车，始终以“开路先锋”的
气概驰骋在祖国建设的各个时期，书写着“开路先锋”的不朽传奇。

时光荏苒，车轮滚滚。记者怀着
崇敬的心情走进“朱德号”展室，乘着
光荣的机车穿越时空隧道，踏访她闪
光的轨迹—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哈尔滨机务
段的工人在“死机复活”运动中修复
了 1083号蒸汽机车。1946年 10月 30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把这台机车命名
为“朱德号”。从此，这台机车以“开
路先锋”的气概昂首实现了一次又一
次跨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开到
哪里”，在炮火硝烟中，她一往无前；

“不给钱也要干三年”，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她勇挑重担；“高提手柄，多拉
快跑”，在改革开放中，她敢为人先；

“京哈线上创精品”，在新时代，她再

写新篇。
“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

机车，从人工操纵到智能操纵，每一
次机车换型都是一次技术革命。这
些都要求‘朱德号’机车组发扬敢挑
重担，勇当先锋的‘朱德号’精神，始
终站在时代前列！”“朱德号”机车组
第二十任司机长赵彦忠深有体会地
说。

“检车一丝不苟，擦车一尘不染，
操纵一点不差，安全一事不出。”“朱
德号”机车组摸索出安全行车“四个
时候”“十大关键控制点”，构建起人
防、物防、技防的安全控制网络。

75年来，“朱德号”机车安全走行
1000 万公里，创造了 75 年“零事故”
的辉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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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来，“朱德号”的乘务员换了
一茬又一茬，但“朱德号”精神薪火相
传。 75 年来，先后有 24 任司机长、
245 名乘务员在“朱德号”工作过，有
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是技术能
手，有的是行业带头人，个个响当当。

如今，“朱德号”式星级乘务员评
比在哈尔滨机务段蓬勃展开，已经评
选出技术过硬、素质达标、标准一流
的“朱德号”式星级乘务员 545人次。
同时，“朱德号”成为选送新职司机、
优秀大学毕业生挂职锻炼的育才摇
篮。

2013年、2016年，“毛泽东号”“朱

德号”“周恩来号”机车组签署《共建
联创协议书》，以“争当全路一流标
杆，争创全国一流班组，争做当代工
人楷模”为目标，始终当运输战线上
的开路先锋。

每年，机车组成员都要深入福利
院慰问残障儿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
烈。机车组还与周围几所学校建立了
包保联系，定期安排人员到学校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自 2016年以来，已有
4万人次来“朱德号”展室参观学习。

“朱德号”精神走出了铁路“路
门”，辐射到社会，激励、鼓舞、影响着
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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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德号”展室中，陈列着一
张 2017年 12月 1日Z158次旅客列车
客票。这张客票记录着“朱德号”机
车转型进京的重要时刻。

回想起当天的情景，“朱德号”
机车组的工作人员心绪澎湃。很多
退休的老一代工作者动情地说：能
在有生之年见证“朱德号”牵引旅客
列车进京，这是几代人的梦想。希
望现任机组人员不改开路先锋初
心，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再立新功。

“朱德号”机车组现任司机长张
佳生说，当年转型，面对和谐型电力
机车，有关安全操纵的技术与规章
制度如同一张白纸。张佳生组织同
事们兵分两路，一路跟着兄弟机务
段乘务员熟悉机车“脾气秉性”，一
路实地勘察各个停车站情况。

从北国冰城哈尔滨到首都北京，

单程 1248公里，需要途经 300余个弯
道、30余座桥涵、800余架信号机，张
佳生带领同事对照工务、电务部门
提供的信息，逐个弄清楚线路的坡
度、道岔的型号、信号机的位置等情
况。

为确保列车停车标位置，保证机
车出库、转线、连挂万无一失，“朱德
号”机车组成员们手拿卷尺，多次徒
步在北京、哈尔滨等站测量，将可能
影响安全的 28 处风险点记录在案，
熟记于心，在模拟机上反复练习操
纵。乘务员张亮说，在公寓休息、吃
饭、洗澡，大家聊的都是线路的变坡
点、分相处所、关键站等内容，就连
说梦话都是在探讨技术问题。

“咱们开的可是进京旅客列车，
必须做到停车一把闸、规章一口清、
应急处置一手精！”张佳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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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1日，作为首发值乘
司机，张佳生在哈尔滨西站拉响了“朱
德号”机车进京的第一声风笛。当列
车经过 10个小时运行安全、正点地抵
达北京站时，张佳生和随乘司机刘洋
兴奋不已，前所未有的荣誉感、自豪
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新人新车新交路，如何延续“零故
障”的光荣历史，是摆在全新的“朱德
号”机车组面前最现实的挑战和考
验。“朱德号”机车组党支部提出了“身
在‘朱德号’，心向党中央”工作理念。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要忘记初
心，忘记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张佳
生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记在了当天机

组日志的首页，激励大家以车为荣，创
造新业绩。

强基达标，提质增效。“朱德号”不
仅勇当安全先锋，还要成为创效模
范。北国的夏天，烈日炙烤着大地，

“朱德号”机车机械间的最高温度突破
50摄氏度。在每个运行区段，乘务员
最少钻进蒸笼般的机械间5次，在“烤
箱”前站立 10分钟，只为探究清楚车
体、吨数、天气等影响电力消耗的因
素。3个月后，机车组提炼出“朱德号”
节电操纵法。

近年来，“朱德号”机车组坚持开好
安全车、品牌车与攻难关、解难题“两手
硬”，技术创新成果多达20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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