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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志为鉴，推动全市交通事业的发展

(代 序)

牡丹江市交通局局长孔令建

反映牡丹江市公路发展历史I’勺《牡丹江市公路交通志))，在

上级有关鄢门的关怀支持下，作为一本地区他∞专业惫一协以其

崭新的面貌出版了。我们把它作为一份厚}L献给为全市公路交通

事业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辛勤劳动的老一代创业者和新一l℃
建设者，献给所有关心，热爱交通!弘业的人们。 ·

牡丹江市地处祖国东北边疆，山川壮丽，资源丰富，是黑龙江

省重要的林业，煤炭和工业基地之一，是黑龙江省东南部的交通

枢纽。解放前，这里公路交通十分落后，全市没有一条标准公

路，桥梁绝大多数是木制结构，交通运输几乎完全依赖畜力车和

人挑马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路交通建设，经

过全市人民特别是交通系统广大职工数十年的努力，使全市公路

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公路、桥梁和运输工具的数量，

质量，还是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设施，都远非昔Et可比。现在，

已形成了以4条国省干线公路为框架，以数百条地方道路，专

业公路相连接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便

利人民生产，生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巩固国防，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



·2· 代 序

新中因成立近40年来，全市公路交通j}业发嵌

的，它使入感受至嘶艮大鼓舞，也充分说明-了，社去主

性。但是，我们在过去岁月里，也经历了艰难和硅矗

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按照历史的本来面

录下来，编纂成书，这无论对于了解历史、搞好建

往知来”．开展影圈主义、革命传统和行业发疑教育

提供交通史料，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牡丹江市公路爻通志》的出版，是我市公路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它既是全市人民特别是交通系统广大

职工聪明智慧的结晶，也是他ffJ艰辛业绩的记载。姻顾过去，展

望未来，我们栩信，径今后，均征途上，牡丹江市交通战线j勺，、‘‘大

职工一定会更加努力拼搏，开拓d_；：『进，同全市人民一道，为进一

步发展牡丹江的公路交通事业，为建设好我们盼家乡一一牡丹江

市做出必大的贡献。

1989年4月子牡丹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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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路交通是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

牡丹江市是我国新兴的工业城市，历史悠久，交通便利，境

内有著名的镜泊湖和兴凯湖等旅游胜地，滨绥、图佳铁路和鹤大，

绥满公路都在市区交汇，是黑龙江省东南部的陆路枢纽。

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盛世之年，把牡丹江市公路交

通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用文字记载下来，供人们从中了解

历史，正确地，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预测将来，为以后工作提

供参考和依据，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抛，这正是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

《牡丹江市公路交通志》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千

余年的古代道路及近代， 现代公路交通的演变过程。 建国前部

分的资料来源，主要依据民国13年(1924年)王世选，梅文昭编

写的《宁安县志》，伪满州国康德4年(1937年)出版的((宁安

县事情》、康德5年(1938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概况》，黑龙

江省交通厅公路交通史志编辑室编写的《黑龙江省古代道路交通

史》和《资料选辑》等书。新中国成立后部分的资料来源，主要

依据牡丹江市交通局档案资料。

本公路交通志书共4编，16章，42节， 30万字。 卷首有概

述，卷末有大事记，附录，编后记，为便于查阅，特对本志作如下



说州：

～，彳i志上限时间，从事物必始，

都作了编汇，下限时间断至：1985年末。

二、本志以述、记、志，图，表、

j￡作用，史料分别选川。

儿能查找到资料iC城孵，

录等体裁进行记述，议捌

三，全志采用记述文体。

四、凡引文均在正文的括号里注明出处或作页下注。

五、对于古代地名、孚}站、 江河名称， 多按当时的原名记

述，其后括注今移，有的按今私记述，其后括注当时名称。

六，术志巾的全区一词，系捐牡丹江市所辖七县代管一市和

牡，斗江r}，区，市区一涮系指牡j斗江市城区及郊区。

“牡丹江fi『公路交通志》经过6年撰写终于完成。它是“众

手成忐’’的颁果，尽管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它作为牡丹江市第一

部公路交通志问瞪，必将增进人们对牡丹江市公路交通历史和现

状的了解，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功效。
。 ◆

牡丹江市公路交通志编纂委员会

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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