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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志书，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阿城的

历史上，从未有一部体例完整的记述阿城历代道路交通管理，施政演

变沿革的专业性志书，我们编写的这部《阿城市公安交警大‘队志》是

阿城市第一部道路交通管理专业性志书。

阿城市位于中国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东南25公里处的阿什

河畔，东部山区峰峦叠翠，西部平原坦荡如砥，2 900平方公里的沃

土，养育着20个民族63万勤劳聪颖的阿城人民。

阿城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历史悠久的名城。公元1115

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此立都城，称金上京会宁府，历经四帝，凡

38年，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金源文化，宣统元年(1909)年)设县始称

阿城，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

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热土，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名胜古迹颇多，是

黑龙江省著名旅游胜地。众多罕见的金代文物珍品收藏在国内唯一

的阿城金代历史博物馆，城区南2公里外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轮廓

清晰壮观，道教圣地松峰山怪石嶙峋，龙江独秀，红星仙湖风景区山

青水碧，树影婆娑，叫人流连忘返，国内最大的封闭式猎场——阿城

／弓



·4· 阿城交警大队志

市玉泉国际狩猎场以其独特的狩猎方式和北方园林风情闻名遐迩，

令人梦绕魂牵。会宁公园更是勤劳的阿城人民的独创新秀，给予消遣

和度假旅游的人们以欢乐和享受。

编史修志，是盛世之举，它标志着一个时代、地域、和事业的长治

久安和繁荣富强。盛世修志，这是领导的英明决策，是干警的需要，是

历史的必然，编写一部观点正确，是非分明，体例完善，资料翔实的队

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势在必行的光荣任务。编出一部溯古揆今，

资治当代，惠及子孙的队志，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成为今天和明天的

借鉴。它还对各级领导和各界了解地情，依法科学管理道路交通进行

决策，对于向广大交通警察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推进两个

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作为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资料性地情著

述，新的《队志》还具有长久的认识价值和科研价值。

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之后，阿城市公安

交警大队同全国各地同行业一样，从1987年3月交通监理划归公安

建队，到今天领导班子几经变化，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尤其是近几年

来，通过整章建制，创新务实、深化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实行目标管

理考核后，呈现出政通人和，队业俱兴的喜人景面，随着全国公安系

统学济南交警活动的开展，阿城市交警大队领导班子遵循江泽民总

书记为济南交警支队“严格执法，热情服务耖的光辉题词，在向济南交

警学习活动中，正在攀登更新的高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随着时

代和历史的发展和沿革，也正在步步迈向正规化管理的轨道。

编写交通管理专业志书，是一项很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开始编写

《阿城交警大队志》的构想，是从交警大队实行干警聘任(用)制后，由

交警大队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编写一部历往道路交通管理，反映交警

工作队容队貌，变迁、发展和交警生活划时代的反映的专业志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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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成立阿城市公安交警大队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着手编修《阿城市公安交警大队志》。在编纂过程中，采取边写、边调

查、边采访的方法，本着缺啥补啥的原则，力求真实，在有争议之处不

予涉猎。进一步查证核实、纠正缪误。反映时代动脉的波动。

在各级领导重视和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努力下，历时1年零3

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部9篇、26章、80节，约43万字的《阿城市公安

交警大队志》。谨以此志献给国庆47周年，献给阿城市交通指挥中心

的落成，献给广大的社会同仁和行业读者。

初编修志，加之系专业志书，追溯资料有限，尚有不足之处、挂7

漏万，敬请专业同仁指正。

阿 城 市 公 安 局 副 局 长

阿城市公安交警大队大队长：许成志
阿城市公安交警大队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996年10月1日

I，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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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阿城交警大队志》是阿城有史以来第一部公安交警专业志

书，本志书坚持立足当代，指导将来，详近略远，重视现实的原则，翔

实记述了阿城市公安交警专业的沿革，组织机构的发展、壮大，交通

安全管理的改革进取和成果，交警大队改革、发展实况，通过现象反

映规律，使之既服务于交警队伍建设又惠及子孙后代。

二、本志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历

史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穿融贯通党的一系列

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侧重于在交警专业，交警大队现代化建设和

发展上多下笔墨，从始至终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详述史实。

三、本志运用述、志、记、表、图等体裁进行志稿撰述，达到图文并

茂，全志根据交警大队工作性质设篇、章、节，分门别类，综述史实，因

事系人，力争通过交警队伍的发展而看到阿城市乃至黑龙江省的发

展，以鉴后人。前由序言，凡例，概述统领，后辅大事记，编后，使志书

首尾相应，结构完整。 ．

四、资料来源以文献，档案为主，兼采口碑资料。引用史籍的按原

文词意，必要时在篇末注释。

《9。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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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代记述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必要时在括号内用汉字注

明。 ．

六、统计数字均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度

量衡单位，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表述。

七、机构，会议名称除第一次用全称外，其余均用简称，用古地名

时注今地名，格言索引注明出处，对于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

八、对历史时段的划分，按国家时政变化，交警大队职能变化，进

行合理划分，力求脉络清晰。

九、本志书上限自公元1115年起，下限至搁笔时止(即公元

1996年6月30日)，(时间跨越88 1年+)以后逐年续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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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一)

阿城历史悠久。早在：ill5年(辽天庆五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

骨打于安出虎水(今阿什河)之畔奠都，建立金朝。金朝政权在这里虽

只历四帝，凡38年，却是阿城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清朝视阿城为

“东北最要咽喉"。从乾隆二十一年至宣统元年(．1756—1909年)，这

里曾是吉林将军治下的阿勒楚喀副都统衙f7。1909年设阿城县，县

名乃阿勒楚喀城的简化。从1909年至1934年，阿城县隶属于吉林

省。清末与民国时期，县内行政区划为保甲制，区下设甲。1934年划

归伪滨江省。东北沦陷前期先后实行区乡制和保甲制，东北沦陷后期

实行街村制。1945年阿城光复后，于10月27日成立阿城县民主政

府，隶属哈东地区专员公署，1947年秋直辖于松江省。1955年松江省

与原黑龙江省合并后，阿城隶属黑龙江省，1958年8月划归松花江

地区专员公署，1983年10月再度划归哈尔滨市。1987年2月，撤县

建市。 ，

1945年阿城解放后，县(市)行政区域先后实行区制、乡镇制、公

社制以及街道办事处与乡镇制。阿城市现设4个街道办事处，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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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和9个乡。 ．

阿城市位于黑龙江省南部，东经126。427 00Ⅳ——127。397 00Ⅳ，北

纬45。127 oo"——46。007 oo"。东北以蜚克图河、舍利河为界与宾县相

邻，东南与尚志市接壤，西南与五常市毗连，西与双城市为邻，西北与

哈尔滨市区连接，北至松花江南沿，与呼兰县隔江相望。阿什河由南

至北纵贯阿城市中部，滨绥铁路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斜穿境内。阿城市

委、市政府驻市区和平街，在哈尔滨市区东南28．5公里处。全市总面

积为2 900平方公里(包括建西泉眼水库从外县划过来的五个村面

积)，南北长最大距离为84公里，东西宽最大距离为75公里。

阿城地处张广才岭和松花江平原的接壤地带，为半山区，地势东

高西低。东部山区是张广才岭的西坡，西部平原属松花江平原的东部

边缘。境内分为平原河谷、高平原、松花江漫滩、低山、山间河谷等5

个地貌单元。低地区总面积为1 200余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45％以上。全市平均海拔为400米。海拔826米的大个子岭是阿城

的最高岭。市内河流较多，但水量较小，境内河流总长度为617公里。

水资源偏少。松花江在阿城市西北部，自西南流向东北，流经阿城市

的长度为13．1公里。阿什河由东南入境，流经阿城的长度为169公

里，最大经流50 000立方米，流域面积3 000平方公里。此外，还有蜚

克图河、海沟河、大石河、玉泉河、小黄河、小猞猁河等河流，流量较

小。全市土壤分为棕色森林土、泥炭土等8个土类。黑土是主要耕作

土壤，总面积为160余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40％。

阿城市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回暖快而多大风，夏季

短促而炎热，雨水较多，秋季降温急剧，冬季漫长而寒冷。年平均气温

为3．3。C。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为一19．8。C，极端最低气温为

--40。C；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为22．7。C，极端最高气温为36．5。C。



概 述 ·5·

年平均正积温为3138。80C。无霜期为146天，初霜期一般在9’月25

日前后，终霜期一般在5月3日前后。冬季平均冻土深度为157厘

米。每年11月上旬封地，4月份井始解冻。

全市降雨量分布不均，东部山区年降雨量为700一750毫米，西

部丘陵与平原区年降水量为450一550毫米。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

518．4毫米。全市在气温>夕ooc期间的降水量为484．9毫米，占全年

降水量的93．5％。6--．,8月平均年降水量为332．8毫米，年平均日照

时数2 657．8小时。

阿城市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矿产资源最丰富，主要矿产有

铁、铜、钨、钼、铅、锌、大理石、萤石及建筑石材等。建筑石材以黑云母

花岗岩、白岗质花岗岩、酸性凝灰溶岩为主。 ．

。1987年，为了加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了“1244”工程6其中

铁路立交桥(跨线桥)工程是哈尔滨市1988年主要工程之一。桥长

924米，总投资1 243万元，当年投入使用。1987,-一1996年，解放大

街、牌路大街、延川大街数十栋5至8层办公或居民住宅大楼拔地而

起。18层的粮贸大厦正在建设中。与之配套的其它工程．，如给水排

水、绿化、基路维修、环卫等都有突破性进展。一 I

1989年7月破土兴建的阿城热电厂工程是阿城市重点建设项
’

目之一。1990年11。月9日，供热管网一期工程投入运行，1993年末

供热管网二期工程投入运行，总供热面积超过85万平方米，室温达

20。C左右，避免了全市给暖锅炉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阿城市是富绕美丽的阿什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 ‘●

～

(二)
‘

P

． 阿城市是多民族城市，由汉、满、朝鲜、回、蒙古、锡伯等20个民，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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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组成，人口63万。(1995年统计)

阿城是黑龙江省最早有人类运动的地区之一，阿什河流域是阿

城的发祥地，在所辖小岭地区内，曾发现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

迹距今已有近万年。两晋以前这里先后是肃慎，挹娄人居住和活动地

区。北宋末年至隋朝时期阿什河(当时称安车骨水)流域有安居勿吉

人和安车(居)骨人劳动和生息。唐代是海东盛国渤海国的属地，辽灭

勃海国后，归辽统治。公元1115年(辽天庆五年)完颜阿骨打于阿什

河(当时称安虎水)畔，奠都(今白城遣址称上京会宁府)建立金朝。金

朝的建立标志着阶级社会已形成，金朝政权在这里虽只历四帝，时

38年，却是阿城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到了元明时期，这里虽也建立

一些洲、站、里、所、但已一改金朝盛世之时的繁荣景象，清朝视阿城

为“东北最要咽喉"。乾隆二十一年至宣统元年是阿城历史发展的又

一重要阶段。

(三)

阿城的交通发展始于金朝，1124(天会二年)辟驿道两条，水路两

条(俗称金兀_7f己运粮河)，后又开辟了上京至合懒、肇洲、辽阳等八条

道路，水路东去可至黑龙江下游，逆行可达长春洲基本形成了以上京

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并为以后的元、明、清朝所延用。

据史料记载，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民间大车道已发展到9

条。民国时期，大车道为11条，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

统治和经济掠夺的目的，修筑了一些道路。1937年(康德4年)统计，

有道14条，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时公路破损严重，全市境内没有

一条能晴雨通车的完好公路。

而公路的交通管理在金统治的120年中。金国的道路基本上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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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前代，建立了驿道体制，由工部负责道路维修和桥梁修建工作。形

成了以五辩(上、东、西、北、南京)为中心的道路网。会宁府为都时辟

驿道10条(上、东、西、北、南京)小路2条，始由迁都，后由战乱路政

随国事日衰而陷于混乱，公元1222年(元光元年)正月金宣宗(完颜

殉)下达“禁诽边关急速事无驰传’’的命令，在一些县城，“驱散百姓及

驿马"。可见道路管理的废驰状况。而民国．时期，道路维修是官差民

役应付了事。

新中国成立后，给阿城市的公路交通事业带来了光明的前景，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省、市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用于交

通建设和管理事业。阿城交通四通八达，运输事业客货两旺，铁路公

路全面发展，现有哈富国道、全密封式301线国道、102线绥满国道、

经市区，可达旅游胜地镜泊湖，风光秀丽的松峰山、玉泉国际狩猎场、

亚布力国际滑雪场及口岸城市满洲里、绥芬河，更有省级公路哈绥

路、西沈路、哈五路穿境而行，市境内县级公路6条，乡级公路n条，

可达市邻各县市，境内各乡村，为发展繁荣阿城经济创造了优越的条

件。

随着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交通管理机构日趋完善，职能更加科

学化和规范化，管理机构由1954年1名监理发展到现在的交通局、

市公安交警大队。交通安全管理、车务管理、交通安全宣传和道路交

通事故处理工作由交警大队专司其责。

阿城百业的兴替，都与伟大祖国脉搏跳动相吻合。1987年交警

队伍是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机动车辆猛增的形势下建立的。交警队

伍的成立为阿城市公路交通安全管理专业化、科学化、法制化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到1995年，交警增加到96人。其中正式交警46人，交

通安全员50人。市内置岗台三处，设标志板50块，信号指挥灯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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