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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市公路交通志

序 言

编史修志，是盛世之举，它标志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

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政通人

和，百业俱兴，编史修志亦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各地开展起来。1981

年12月，根据中共阿城县委、阿城县人民政府的部署，我们曾担负

为《阿城县志》撰写、提供公路交通运输基础资料的任务，当把资料

’整理完毕交稿后即搁笔．1987年10月，贯彻省和哈尔滨市交通史

志工作会议精神，为编写出一部能够较为系统、全面反映本地公路

．交通的历史与现状的专业志，我们重新选拔人员，组成班子，拟定

篇目，搜集资料，开始对志稿进行编纂。．3年多来，在黑龙江省交通

厅、哈尔滨市交通局史志办公室的帮助指导下，在阿城市各有关部

门的大力协助下，在交通系统广大职工干部的热情支持下，经过修

志人员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部计5篇、21章、69

节、约22万字的《阿城市公路交通志：}。

‘阿城市公路交通志》运用大量而又翔实的资料，上溯古代，下

至当今，展现了公路交通的开拓、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着重记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路交通的新成就。这部志书的出版，可

供本市交通系统各级干部了解历史，借鉴过去，总结经验教训．正

确指导实践，可以做为向交通战线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

统教育和行业发展史教育的教材；可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有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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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历史资料。总之，它将在资政、存史、教化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力求史实准确，结构合理，语言精炼，符合

规范，但是由于编辑水平所限，加之缺乏修志经验，因而这部志书

可能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罢善妻徽鬟霎蓑高文华公路交通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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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阿城市公路交通志》为阿城有史以来第一部公路交通专

业志书。上限起于1115年(金朝建国)，下限止于1988年。本着立

足当代，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了阿城现行区域内公路

交通的兴衰和演变。

二、本志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三、运用述、志、记、表、图等体裁，进行志稿撰述．前由概述统

领，后辅以大事记，中间设篇、章、节、目，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因事

系人。

四、资料来源以文献档案为主，兼采口碑资料。凡引用史籍的

均按原文词意，必要时在篇末注释。

五、年代记述，清代及其以前各朝，皆写明朝代、年号、年代。年

代用汉字书写，后加括号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代。民国元年以

后的年代，统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六、统计数字，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社等

7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度量

衡单位除个别引用、转抄资料外，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表述。

七、机构、会议名称，除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其余均用简

称。用古地名时注明今地名。对于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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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市地处张广才岭西麓和松花江平原接壤地带，位于黑龙

江省南部，市区在省会哈尔滨市东南28．5公里处。地理位置东经

126。427 00’L。127。397 oo”，北纬45。12’00’L一46。oo，oO”。东与宾县为

邻，南与尚志市、五常县毗连，西与双城市接壤，西北与哈尔滨市区

连接，北临松花江，与呼兰县隔江相望。全市为五山半水四分半田，

总面积2 680平方公里，南北长最大距离约84公里，东西宽最大

距离约75公里。1988年全市有4街8镇11乡，210个行政村，987

个自然屯，总户数13万余户，人口59．2万人。 ’’，’． √‘’

境内地势东高西低，东北为山区、半山区，属张广才岭西麓的

大青山山脉。西北为低丘陵及平原区。全市平均海拔为400米。在

连绵起伏的山地和丘陵中间有阿什河、蜚克图河、海沟河等十几条

河流皆汇入松花江。境内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多大风、干

旱，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多早霜，冬季漫长而寒冷。1月份最低气温

为一40℃，7月份最高气温为36．5。C。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为

2 657．8小时。年平均无霜期为146天。 ．

．。

，

阿城市山区面积广阔，矿产资源丰富。金属矿产有铁、铜、钼、

钨、铅、锌等，矿床点星罗棋布，非金属矿产及建筑材料有以质纯而

著称的大理石、莹石及各种石材的储量颇多，阿什河流域的工程

砂、河流石总储量有1 800万立方米，已形成冲积——生产_．冲

积的循环，可谓取之不尽的资源。泥炭资源也正在开发和利用。林

地面积为114 070公顷，占总面积的41．6％，天然林蓄积量425．

48万立方米，人工林蓄积量为35万立方米。境内土质肥沃，适宜

种植大豆、玉米、水稻、谷子、高梁、小麦、线麻、向日葵、亚麻、黄烟，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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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等作物。

阿什河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原始人类活动，先秦

时期，是肃慎人(又称息慎、稷慎)居住和活动地区；北朝末年至隋

朝，先后有勿吉的七部之一——安车(居)骨人劳动、生息I唐代中

期，是海东盛国——渤海的属地l辽天庆五年(1115年)定居安出

虎水(今阿什河)之侧的生女真之一部的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称帝，

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奠都会宁(今白城，在阿城市区南2公里许)t。

’从金太祖奠都至海陵王迁都于燕京(1115—1153年)的38年

期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道路交通也有相应的发展．天

会二年(1124年)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先后开辟上京——雄州、

上京一泰州2条驿道。还开辟了由上京会宁府通往蒲与、胡里
改、恤品、合懒、肇州、冷山、五道岭、辽阳府等8条道路。且有安出

虎水、运粮河(俗称金兀术运粮河)2条水路，舟楫由上京城循安出

虎水、运粮河进入混同江，顺江东去可达胡里改和黑龙江中下游等

地区I逆水西行可到肇州、长春州、泰州。基本形成了以上京会宁府

为中心通向四方的交通网络，并为以后的元、明、清朝所沿用。金朝

是阿城古代道路发展的重要时期。

元朝在黑龙江地区的驿道有北路、西路、东路、东南路和中路

5条。其中东路是由大都(今北京市)起，经西祥州至努儿于城的驿

道，它从阿城南至东北过境，在境内设上京，海歌、鹿鲁吉站。

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设置海西东水陆城站，是由中原地区

通往努儿干都司的一条重要道路。上京城站是海西东水陆城站通

往努儿干的重要陆城站之一。

清朝视阿勒楚喀为“东北最要咽喉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吉林将军在阿勒楚喀境内设立驿站，并把此地作为禁止汉族人流

入的重点。咸丰十年(1860年)始弛招垦之禁，关内大批汉族人沿

吉林至三姓的驿道，进入阿勒楚喀等地，建立村屯，开荒垦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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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地区道路交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

在阿勒楚喀城内及周围建有7座木桥和石桥(这些桥梁今已不复

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清铁路(民国初年改称中东铁

路)建成通车后，阿城商业贸易开始兴盛，境内民间大车道已发展

到9条，并成为拉林、五常、双城、宾县、方正等地输出输入物资的

集散地。

民国时期，阿城通往拉林、五常、榆树、．双城堡、哈尔滨、宾县、

绥远等地的大车道达11条，总里程1 385．5公里。同时修建了4

座桥梁。其中普济善缘桥是石拱构造，至今犹存。陆路运输以畜力

大车为主，民间多利用冬春季节从事长途运输，装载粮食、油料、白

酒、豆并等运往富锦、佳木斯、齐齐哈尔、营口等地，运回布疋、棉

花、杂货、海盐等生活资料。民国17年，商办通利汽车公司购进汽

车4台，从事火车站一城里的客货运输。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的目的，

在县内修筑了一些道路和桥梁。据康德4年(1937年)统计，全县

有过境国道3条，县道5条，保甲道(乡村道路)6条，共计14条，

总长444．5公里。国道为简易路面，木桥涵，标准低，是晴通雨阻的

低级公路；县道和保甲道均为土路，低洼狭窄，缺桥少涵，雨天泥

泞，人车难行。全县共有桥梁33座，多数是小型木结构。公路货运，

靠畜

尔滨

满洲

等地

汽车

小汽

日日

内没

ff：rI二‘¨二=二=二二¨==，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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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阿城市交通系统广大职工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积

极地恢复和发展公路交通事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对阿城投放了大量人力、物力和

财力，用于改造和维修旧路、旧桥，拓展新路、新桥，使公路和桥梁

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路桥建设向着高标准发展。已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向外幅射四

通八达的公路网。1988年，全市有乡镇以上公路20条，总里程

526．5公里，其中水泥混凝土和黑色路面96．2公里，占公路总里

程的18．3％；晴雨通车的路面447．5公里，占公路总里程85％。共

有桥梁131座，总长3 025．26延长米。其中石拱、钢筋混凝土永久

性桥梁127座，占桥梁总数的96．9％；长度2 979．86延长米，占桥

梁总长度的98．4％。全市列养公路16条，其中干线公路6条，地

方公路7条，专用公路3条。养护里程442．5公里，占公路总里程

．的84％。干线公路好路率达到77．4％。绿化乡镇以上公路15条，

338．22公里，占养护里程的76．4％，植树130．14万株。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阿城境内汽车逐年增加，相继开辟了通

往各地的运输路线。到1979年，19个农村公社全部通了客车，还

辟通了阿城至哈尔滨、宾县、双城、拉林等地的客运路线。1988年，

全市参加公路客运的大汽车共有76台(其中国营39台，集体1

台，厂企16台，个体29台)、小汽车96台(全为个体)，已有客运站

4处，停靠站点75个，营运线路13条、637公里，日发班车193次。

年客运量711．1万人次，客运周转量10 142．4万人公里。货运汽

车已达1 218台(国营13台，集体56台，厂企905台，个体244

台)1年货运量210．5万吨(国营2．-8万吨，集体30．8万吨，厂企

85．4万吨，个体91．5万吨)；货运周转量8 890万吨公里(国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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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万吨公里，集体1 535万吨公里，厂企3 416万吨公里，个体

3 661万吨公里)。 ．

公路交通事业不断发展，交通管理机构也相应加强。1988年

阿城市交通局机关干部由1949年的3人，增到28人。并且设有二

级管理单位5个，分别负责客货运输、公路建设与养护、规费征收

和公路交通治安管理等项工作。下属交通运输企业有国营运输公

司1个，集体运输公司5个，综合服务公司和采石场各i个，全系

统职工已达到1 030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不断加强，充实监理队伍，开展宣传教育，增添安全设施与仪

．器，运用先进监测手段，实行科学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交通事故发

生，四项考核指标明显下降，受到省交通厅的表彰。交通规费征收

也超额完成计划。据1979--1988年10年时间统计，养路费征收计

，划为2 862．2万元，实际完成3 588．1万元，超计划25．3％。

阿城市公路交通事业，经过39年的建设，沧桑巨变，实属史无

前例。但是，从全市各项经济建设的需要来衡量，仍然很不适应。今

后，要在开放改革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路交通工作，当好先行，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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