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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1—·

I：1

第一部《太平区志》的问世，是太平区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太平地区历史悠久，早在金代就是女真人频繁活动的地区之一．太平‘区人民有着光

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创造了光辉业绩，谱写了太平区历

史新的篇章．

1946年前，太平区素为贫脊之区，市景凋敝，经济文化落后．1946年哈尔滨解放

后，全区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努力开发和建设，使太平区面

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区域面

貌明显改观，旧貌变新颜，往日荒凉的景象已被繁荣兴盛所代替。但由于历史原因，市

政建设，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我们坚信在中共哈

尔滨市委和哈尔滨市政府的领导下，太平区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为改变太

平，建设太平，繁荣太平，做出新的贡猷l

《太平区志》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太平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

它将为太平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为全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教材，对加速太平区。四化”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抚今追昔，感慨殊深；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愿太平区的干部和人民，借鉴历史，

研究今天．同心同德，开拓前进．

《太平区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领导与群众密切合作的成果．我们向参加编纂

《太平区志》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对编纂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各部门、单位和个人表示

衷心的感谢l

编纂((太平区志》是一项新的1"-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各方人士不吝指

正．

中共哈尔滨市太平区委员会书记谢英梅

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政府区长 吕尊法

199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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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区志

凡 例

一、全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本着实事求是的的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全志断限。上限自清代(历史沿革则追溯到有人类活动时期)，下限至1985

年。

三、全书以志为主体，辅以记，录、表，图，系统地记叙太平区的自然，社会历史

和现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列专章记叙，散见于大事记及各

篇、章、节之中。

五，为了反映太平区的全貌，对驻区各企事业单位作了概略记叙或列表叙之。

六、全志的人物称谓除引文直写其名外，一般不加“先生黟“同志力之类称呼，不

冠褒贬之词，只加职务。

七，地名，机构、会议的称谓，除第一次出现使用全称外，均用简称。

八、全志所使用的统计数字，均以统计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统计数字为依据。行文

中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方面的术语、符号一律用汉字表示。

九、凡在太平区有过重要影响的巳故人物即予立传，为革命而捐躯的烈士皆述以

表，以彰其功，籍隶太平区的局级以上党，政、军干部，或相当于这一级别的企事业干

部、副教授以上的科技工作者以及能工巧匠，均简记，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也均列表记之。

十，全志所引用的资料出处皆列于附录之中，供查阅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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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大事记⋯⋯⋯⋯⋯⋯⋯⋯⋯⋯⋯⋯⋯⋯⋯⋯．．．⋯⋯⋯⋯⋯⋯⋯⋯·(6)

第一篇地 理

第一章区域
‘

第一节历史沿革⋯⋯⋯⋯⋯⋯⋯⋯⋯⋯⋯⋯⋯⋯⋯⋯⋯一⋯⋯⋯⋯⋯

第二节建制沿革⋯⋯⋯⋯⋯⋯⋯⋯⋯⋯⋯⋯⋯⋯⋯⋯⋯⋯⋯⋯⋯⋯⋯

i． 第三节行政区划⋯⋯·：⋯⋯⋯⋯⋯⋯⋯⋯⋯⋯⋯··：⋯⋯⋯⋯⋯⋯“o⋯

第四节乡(镇)，街道办事处⋯⋯⋯⋯⋯⋯⋯⋯⋯⋯⋯⋯⋯⋯⋯⋯⋯

第：章自然环境

第一节地形⋯⋯⋯⋯⋯⋯⋯⋯⋯⋯⋯⋯⋯⋯⋯⋯⋯⋯⋯⋯⋯⋯⋯⋯⋯

第二节山川河流⋯⋯⋯⋯⋯⋯⋯⋯⋯⋯⋯⋯⋯⋯⋯⋯⋯⋯⋯⋯⋯⋯⋯

， 第三节气候⋯⋯⋯⋯⋯．．．·?⋯⋯⋯⋯⋯⋯⋯·．．．⋯⋯⋯⋯⋯⋯⋯⋯⋯⋯·
， 第四节自然灾害⋯⋯⋯⋯．．⋯⋯⋯⋯⋯?⋯⋯⋯⋯⋯⋯⋯⋯⋯⋯⋯⋯⋯

第三章人口

．，： 第一节人口发展··：：·：”?⋯··：⋯”：··：?⋯⋯·：?⋯⋯⋯⋯⋯⋯⋯⋯⋯⋯⋯”

第二节人口构成⋯-．．．．．．r⋯⋯⋯⋯⋯⋯⋯⋯⋯⋯⋯⋯⋯⋯⋯⋯⋯⋯⋯一

第三节计划生育⋯．．．⋯⋯⋯⋯⋯⋯⋯⋯⋯⋯⋯⋯⋯⋯⋯⋯⋯⋯⋯⋯⋯

r ，第四节压缩城市人Ⅱ“：一?⋯·7．．．⋯?⋯⋯⋯⋯⋯⋯⋯··?⋯⋯⋯⋯⋯⋯⋯

l‘‘

第二篇城市建设

(34

(34

(35

(36

38

3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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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3)

(54)

第一章市政建设
’

第一节街道建设⋯⋯⋯⋯⋯⋯⋯一⋯⋯⋯⋯⋯⋯⋯⋯⋯⋯⋯⋯⋯⋯··：(56)

。。t 第二节房屋建设⋯⋯⋯⋯⋯⋯⋯⋯⋯⋯⋯⋯⋯⋯⋯⋯⋯⋯⋯⋯⋯⋯一(63)
．。 第三节．．供电⋯⋯⋯．．．：一：⋯．．．．．．⋯·?·．．⋯：⋯⋯⋯⋯⋯⋯⋯⋯⋯⋯⋯·’(64)

第四节供水⋯⋯⋯⋯⋯⋯⋯⋯⋯⋯⋯⋯⋯⋯⋯⋯⋯⋯⋯⋯⋯⋯⋯⋯”(65)
：7· 第五节．排水?⋯!：∽⋯?!!?!一!·?⋯⋯：·：：·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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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防洪⋯⋯⋯⋯⋯⋯⋯⋯⋯⋯⋯⋯⋯⋯⋯⋯⋯⋯⋯⋯⋯⋯⋯⋯⋯(69)

第七节绿化⋯⋯⋯⋯⋯⋯⋯⋯⋯⋯⋯⋯⋯⋯⋯⋯⋯⋯⋯⋯⋯⋯⋯⋯⋯(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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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环境保护⋯⋯⋯⋯⋯⋯⋯⋯⋯⋯⋯⋯⋯⋯⋯⋯⋯⋯⋯⋯⋯⋯⋯(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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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区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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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太平区属哈尔滨市辖区之一，是一个老居民区，今巳发展成为以国营工业为骨干，

以化工、建材，机械工业为主体的哈尔滨市新兴工业区。太平区位于哈尔滨市东北部，

南与南岗区、香坊区接壤，北与呼兰县隔松花江相望，东与阿城市巨源乡，香坊区向阳

乡为邻，西与道外区以京哈线铁路划界。总面积为240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24．1-习z．方

公里，郊区面积为215．9平方公里。1985年全区人口317 080入，其中市区人口263 426

人(市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 841人)。全区人口由汉、回，蒙，朝鲜、储等12民

族组成，汉族人口占97％。

太平区历史悠久。两汉时期，这里先后是挹娄族、肃慎族活动的地区之一。他们依

山(黄山)打猎，靠河(阿什河)捕鱼，过着不定居的生活。南北朝时期，哈尔滨一带是

勿吉人安车骨部居住生息的地区。隋朝时期，啥尔滨依旧在安车骨部之内。唐朝，哈尔

滨地区属渤海莫B颉府辖地。辽金时期，为生女真人活动的地区之一。50年代，在三棵树

铁路防腐厂院内出土的大定通宝等金代文物，以及今在黄山北坡竖立的两个石人雕像，

均证明在800多年前，这里有女真人早期原始村落。据考，当年黄山顶上生长着茂密森

林，山脚下水草丰盛，阿什河两岸树木遮天，草原一片，俗称“马场甸子"，为金代的

牧马场。自1746年以后。随着京旗移民以及此后的开荒放垦，大量的满汉族人涌向此

地，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小村落。1909年，太平地区分别隶属滨

江县、阿城县。阿城县在太平地区设置宾明区(辖今市区)、宾休区(辖今郊区)。

1913年，太平桥以西属滨江县辖。1921年，滨江县在太平地区(今市区)开辟商埠，从

此区内工商业开始兴起。1929年太平地区隶属滨江市(今市区)。1933年6月，

设太平桥警察署(属以警代政机构)。1938年，设蛊区的建置，隶属哈尔滨市。哈

尔滨解放后，1946年10月，建立了太平区人民政府，区名由境内古老的太平桥命

名。 ，
，

． 太平区地势东南高西北低，郊区东部黄山一带丘陵起伏缓缓向东南斜伸，松花江从

西向东流经境北，阿什河从南向北流经境中，江河流域地势低洼。

太平区属中温带大陆气候。年平均气温3．6。C，年平均最高11．7。C，年平均最低

一3．40C。由于冬季在极地大陆(冷、干)．气团控制下，气候严寒、干燥。1月份最

冷，月平均气温在一19．4。C。7月为最热，月平均气温22．8。C。年平均降雨量523．3

毫米，一般是春旱少雨，雨季集中在7—8月阀。全年日照时数为2 641小时～2 786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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