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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哈尔滨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局副局长 路则民

光阴荏冉。岁月悠悠，啥尔滨市的环境卫生行业走过了平凡而辉煌的历程。从解

放前一个社会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的行业发展到如今拥有近万人的职工队伍和相当

数量的现代化装备和设施，其间有多少艰辛、多少不凡的创造。那些为哈尔滨市环卫

事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的创业的前辈，那些品德优良、业务精通、工作认真、善于创

造的各级领导干部，那些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不讲条件、无私奉献的环卫职工，正

是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辛勤的劳动，才使得哈尔滨市的环境卫生工作年年春色，岁

岁芳菲。九十多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代环卫职工不畏艰辛，不辍劳作，战

胜种种困难，历经了极其艰苦曲折的创业过程。

上继先人，后启来者。把哈尔滨市环境卫生行业沧桑历史与巨变如实客观地记录

下来，把几代环卫职工创造的丰功伟绩载入史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哈尔滨市环境卫生志》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哈尔滨市环境卫生

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建国40余年来哈尔滨市环境卫生事业的辉煌业绩及其发

展过程。特别是详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指导下，哈尔滨市环境卫生事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哈尔滨市环境卫生志》是融“资治、教化、历史’’作用于二书的重要资料著述。

全体编纂人员，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科学的态度、严谨朴实的作风，析异辩

误，秉笔直书，着眼于大环境、大系统，把环卫行业作为一个整体，突出时代特点、地

区特色、专业特性。基本上做到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布局严谨、生动活泼。集思

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比较准确、系统、动态地反映了哈尔滨市环境卫生事

业的发展过程。

史志编纂工作是一项十分辛勤、艰苦的劳动。《哈尔滨市环境卫生志》全书凝聚着

志书编纂的组织者、领导者、执笔者和资料收集者的劳动和心血。我代表哈尔滨市市

政公用建设管理局谨向参与《哈尔滨市环境卫生志》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和关心、支

持、帮助完成这部环卫志编纂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地慰问和深深的谢

意!

衷心希望哈尔滨市环卫战线上的的全体同志们，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在改革开

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努力拼搏、开拓进取，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祝哈尔滨市的环境卫生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1994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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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哈尔滨市环境卫生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全面系

统地论述哈尔滨市环境卫生的历史与现状。

二、《哈尔滨市环境卫生志》总体框架由总述、大事记、附录和若干专志组成。排

列顺序为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

三、本志详今略古。上限1898年，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止于

1993年。 ’

四、《哈尔滨市环境卫生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六种体裁，采用章、节、

目三级结构形式。

五、本志采用记叙文体，按照志书体例横排竖写。

六、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凡表示数量的，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用语和表述

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使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

行标准地名。 。

九、入志资料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入志资料除引用原文的，一

般不注明出处，注释采用页末注。

十、本志共十章三十六节一百三十目，共约四十五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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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祖国东北北部名城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

交通中心。全市总面积6929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637平方公里。全市1990年末

总人口为4075588人，其中市区人口2827107人。全市计有40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

为3842465人，占总人口的94．28％；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人口计

231085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52％、1．18％、0．82％、0．11％、0．04％；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2038人，占总人口的0．05％。①

一、地理位置

哈尔滨市在全国省会级城市中所处纬度最高，且位居最东端。全市包括呼兰县、阿

城市在内．最东点位于东经127639’，北纬45。29’8”；最西点位于东经126。7’28”，北

纬45640’12一；最南点位于．127。17’22”，北纬45。11’47”；最北点位于东经127。3’，北

纬46。25’7”。哈尔滨城区的中心位于南岗省政府一带，东经126。39’20”，北纬456

44’24"。

在政区划分方面，哈尔滨市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其南缘与双城市、五常市、尚志

市接壤，西缘与肇东市相邻，北、东缘分别与兰西县、绥化市、巴彦县相接。

在铁路交通方面，哈尔滨市是东北铁路网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以哈尔滨为中心

有哈大、滨绥、滨州、滨北、拉滨5条铁路干线向外辐射，并经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

沟通欧洲和东北亚地区。

在公路交通方面，哈尔滨是东北地区北部公路的辐射中心，有哈大、哈吉、哈绥、

哈同、哈萝、哈伊、哈黑、哈满等十余条公路通往省内外。1986年lo月1日哈尔滨

松花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进一步增强了哈尔滨公路交通枢纽的作用。

在航空交通方面．哈尔滨机场是全国著名的八大空港之一，1984年国家批准为国

际空港。已开辟有通往佳木斯、黑河、齐齐哈尔、牡丹江、海拉尔、长春、沈阳、大

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广州、上海、厦门、重庆以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

力)等十几条航线。此外还有通往日本、朝鲜、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不定期包机航线。

在水运交通方面，哈尔滨地处松花江于流上、中游分界处，哈尔滨港是全国八大

内河港口之一。由哈尔滨港溯江而上可达肇源、扶余、齐齐哈尔等县、市，顺江而下

可达巴彦、木兰、方正、依兰、佳木斯、同江等县市，并可沿黑龙江下游经独联体到

日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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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所处自然地带为松嫩平原东南缘的森林草原、草甸草原一黑土、黑钙土

地带。由此向东逐渐过渡为张广才岭山前丘陵区。其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松花江干流由西南向东北在市区的偏北部通过，并接纳运粮河、马家沟、阿什河、

呼兰河等支流，城区与郊区几乎全部分布于松花两岸河漫滩地，河流阶地和东部山前

洪积一冲积台地之上。

哈尔滨市拥有全省最集中的工业和科技力量，在全省各经济技术区中处于扇形中

心地位，对于全省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和向心作用。哈尔滨周边有大庆、

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佳木斯、鹤岗、双鸭山、伊春、北安等不同性质的城市，有

松嫩平原、呼兰河流域、三江平原等商品粮产区，有大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完

达山、小兴安岭等林区。哈尔滨周围150公里范围内，石油、煤炭、天然气、石灰石、

砂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铜、铁、铝、锌等金属矿产资源也有一定储量，大豆、甜

菜、亚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亦相当可观。这些都为哈尔滨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全国经济地带的划分上，哈尔滨所处的中部地带哈尔滨——长春区是全国19

个综合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在全国国土开发和建设总体布局中，哈尔滨是哈大线二

级开发轴线上的重要城市。

在对外经济和技术合作上，哈尔滨位于东北亚经济新开发区，与日本、朝鲜、韩

国、俄罗斯距离较近，且有便捷的交通联系。哈尔滨利用松花江水系网可建立起与俄

罗斯、日本等国家之间的水上贸易圈，利用东北铁路网就近可沟通朝鲜半岛、俄罗斯

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贝阿铁路还可进一步通往欧洲。近些年

凭借哈尔滨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经济基础和国家的开放政策，哈尔滨与独联体及。

其它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均有迅速发展。①

二、居民点的形成和城区发展

哈尔滨地区最早的人类居住点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已有两万多年。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哈尔滨地区亦不乏古人类活动。考古工作者在荒山采集到

5000年前的陶片，荒山北城、荒山南城、新发乡腰岭子、程家岗等地均发现有青铜时

代的古人类遗址。此外，哈尔滨的黄家崴子、荒山南北城子有过勿吉人文化遗迹出土，

黄家崴子、荒山南北城子、莫力街、高台子等地有过秣鞫人的墓葬、陶器和其它文物

出土，这说明古代哈尔滨地区出现过多次人类文明的繁盛时期。

金朝建立前后，哈尔滨地区的社会、经济有过空前的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

的大量女真贵族遗址、墓葬和其它文物表明，哈尔滨地区至少有金代城址8处，居住

址和墓葬址百余处。全市乡、区普遍出现过金代文物。此外，在哈尔滨市区附近的呼

兰县、阿城市境内亦保存有多座金代古城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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