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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满洲里站志》历经十余年编撰，终于付梓问世。这

是满洲里站的一件大喜事，是满洲里站两个文明建设

的又一丰硕成果。《满洲里站志》是过去百年历史的一

个缩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这部记载满站人百年奋

斗的历史长卷中，真实记录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原

貌和几代满站人艰苦创业的奋斗过程。这一宝贵财富

将永志千秋，也必将对满站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借该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代表车站各级组

织向为口岸站建设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一代代创业者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在口岸运输中与我们密切合作

的同仁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我国同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间的贸易量急剧增加，

年进口货运量由1 978年的40万吨增加到2001年的

630万吨，2001年货物进出口运量实现71 3万吨。自

1990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满洲里

后的十多年来，满洲里站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满洲里站又以昂扬的

斗志，崭新的姿态迎来一个新的百年，可谓万众瞩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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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前途无限。满站在路局、分局、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继续发扬“更高、更好、更大、更强建设一流

口岸站"的满站精神，强班子、强队伍、强管理、强作用，

建设大口岸、拓展大通道、追求大效益、谋求大发展，把

满洲里站建成安全好、形象好、服务好、职工生活好的

一流口岸站。《满洲里站志》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认识

和了解口岸站历史，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繁荣发

展车站提供了可靠的借鉴和依据，起到“资政、教育”的

作用，弥补了满站史志研究的空白，同时这部书也是一

部极好的爱国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随着时间

的推移，历史将充分证明这部志书的重要价值。

《满洲里站志》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

我代表满洲里站，向所有关心支持《满洲里站志》编撰

出版的领导和人士，向付出艰苦劳动的编撰人员表示

诚挚的敬意和感谢。由于我们修志水平有限，加之百年

变迁，资料残缺，志书中难免有疏漏和遗误，不足之处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吕佰铨

2002年9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二、编撰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记

录满洲里口岸站的历史和现状。

三、时间断限：本志上限自1901年，下限至2001

年，纵涵100载。各篇上限时间不统一，以能搜集到的资

料时间写起。

四、体裁结构：采用篇、章、节、目的结构排列，横排

竖写，纵横结合。由述、记、志、传、图、表、录构成，以文

字为主，图片为辅。阐述了满洲里站发展的历史脉络、

现状概要及对口岸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本志记述中

不加褒贬，避免评论。

五、大事记：采用时序型记事体，记载满洲里车站

发生的大事、要事，具有提示性和统揽性。

六、称谓书写：在行文中各个时期的机构名称一律

按现今的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用简

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简称“中国国庆’’。月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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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用“是年’’，日查不清的用“是月"。

七、本书所载的100年历史，均用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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