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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众手著春秋。在局党委领导下，经过几任局长的组

织和推动，《哈尔滨铁路局志》终于1996年12月编纂成书。全志以’

，概述为冠，以大事记为脊，下分12篇、70章、375节，重要文献和

史料载入附录以为备考。总计文字量300余万字，照片、插图300余

幅。记述时限上起1896年，下至1994年。内容囊括了哈尔滨铁路的

99年历史，包融了哈局工作的方方面面。哈铁历史的演进变革，线路

设备的修建更改，运输生产的跌宕发展，经营管理的改善革新，职工

队伍的增强壮大，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多元经济的开拓进取，无不

在这本《局志》中得到真实、全面、精要的记述。 ·

哈铁百年历史，在此以前还没有一部志书完整地记述其发展变

化的轨迹。《哈尔滨铁路局志》的面世，结束了哈局无“志”的历史，

显示了哈局新编《局志》的良好开端。李鹏总理在今年5月6日接见

全国地方志第二次会议代表时说：“新编地方志要反映我们时代的伟

大变革，当然也要追寻地区历史发展情况，把它记载下来。这是很有

意义的事情，可以帮助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认识本地区的历史和现

状，有利于他们借鉴历史经验，作出正确的决策，推动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从我们的《局志》中，读者不仅将会了解旧

中国东北铁路的苦难历史，更能认识、吸取新中国哈铁50年来艰苦

奋斗、务本求实的企业精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为促进东北地

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推进人民铁路的建设所作出的特殊奉献。历史

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铁路工人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哈铁

的建设和发展凝聚了全体职工的百年血汗。这部《局志》就是哈局的

建设史、路情书。
。

江泽民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

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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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哈尔滨铁路局志》也不例

外，它是哈局企业文化基础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出版，为我们

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份真切的教材，也

为我们决策当前、规划未来提供了全方位的参照座标。

由于历史的进程曲折久远、复杂多变，真实、正确地记述史实也

就不会轻而易举。本志时空跨度长，涉及专业广，资料搜集难；专兼

职编纂人员大多是生手修志，边学边干，摸索前进。但由于各部门领

导的关注和支持，几年中先后组织数百人，行程万里，查抄笔录，费

心劳形，搜集资料。在此基础上，总纂人员寒暑相接、日以继夜、字

斟句酌，笔耕不辍；编务辅助工作多方协作，环环相扣。众手浇灌结

硕果，这部《局志》的形成，确是凝结了从领导、主编，到编辑、打

字、排印诸多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他们默默的奉献，闪光的业绩，为

哈局的企业文化建设推出一部呵信、可鉴的恢弘史册。

修志为的是用志，从《局志》中了解历史、借古鉴今，将有助于

我们继承革命传统、把握正确决策。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的事业将

沿着社会主义轨道继续开创新的前程；我们的《局志》也将阶段性续

修。志书记载历史。这部《局志》表明了我们是无愧于前人的后人，

也将证明我们是无愧于后人的前人。

在此《哈尔滨铁路局志》出版之际，我对参与本志工作的所有人

员和协助本志工作的有关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希望读者在阅

读、运用过程中，对本志拾遣补阙，匡误斧正1

1 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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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铁路局志》编、审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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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哈尔滨铁路局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继承和发扬我国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应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

理论，实事求是、翔实、全面地记述哈尔滨铁路的历史和现状。着重

反映抗日战争胜利后，哈局建局五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本志

成为一部具有时代特色和铁路特点的志书，作为建局五十周年的献

礼。

二、本志记述的年代，上限从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起，下

限断至1994年底。为记述某些事物的完整性，个别单项内容适当上

溯或下延。记述范围原则上以下限管辖现状为界，对历史上中东铁

路、中长铁路的演变和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铁路(管理)局的

分、合情况适当予以记述。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重要照片选插其中。全书以大事记为纲，以概述统领全志，以篇章的

无题序强化整体性。

四、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一律按篇、章、节、目排列。

篇、章、节以事命题，不加修饰语，题前一律用汉字冠以序号。目以

下一般不冠序号，如有标题用黑体字标明层次。
’

五、本志以记述事实为主，一律用语体文。内容的表达力求准确、

清楚；文风严谨、朴实；据事直书，不加褒贬，立足当代，详近略远，

详独略同。

六、本志的历史纪年一律用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重要

活动和事件的年份加注旧历。



七、本志中记述的地名、国名和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的称谓，

必要时注明现今的称呼。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写全称，以后多次出现

时注明简称。名称的表述按历史正称书写。时间的表述简写为“上

年”、“是年"、“翌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等。

八、本志中的计量单位符号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书写，采用中文名称，长度用“公里"、“米’’；重量用“吨’’、

“公斤"；面积用“平方米”；体积、容积用“立方米’’；测量温度用摄

氏度。历史上曾用过的旧计量单位或英制计量记述中加注或换算。

九、本志中的数字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书写，新中国成

立前的数据以历史资料记载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据以计划统

计处核实的数据以及各有关部门提供数据为准。

十、本志记述的机构变更、人事任免、先进人物和烈士命名等均

以路局组织、干部、人事、劳资、工会等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依据。

人物排列顺序，人物篇中记载的人物以卒年或当选任免的时序排列；

各篇中涉及的领导人物，均按任职、任期的先后排列。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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