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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冀篓墨筌罢于耀祖交通局局长 J叩’一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作

为呼盟有史以来第一部公路交通行业志

——《呼伦贝尔盟公路交通志》出版面世

了。这是呼盟交通战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丰硕成果，是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是一件非常值得可

喜可贺的盛事。

呼伦贝尔地区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成

长的历史摇篮，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早在汉代，这里就与中原地区保持着

道路交通往来。此后，这里驿站交通和卡伦

交通一直较为发达。本世纪初，随着东清铁

路的建成通车，呼盟逐渐形成以海拉尔为

中心的道路交通网络。民国初期，由于政局

动荡，道路交通一度处于萧条的状况。东北

沦陷时期，日军出于侵略扩张的目的，修筑

了一些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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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49年以前，呼盟的公路交通仍很落

后。全盟公路不仅数量少，而且标准低，路

况差，汽车也很少，主要靠畜力车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呼盟的交通事业同

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得到迅速发展。1988年

1月呼盟开始进行试验区建设后，为改善呼

盟投资环境，国家加大了对交通的投资，使

呼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进步。

至今，全盟已经形成以国道、区道干线公路

为骨架，以旗县公路、乡镇道路、森林公路、

边防公路为脉络的公路交通网。水路运输

也有了一定发展。多年来，呼盟公路交通系

统的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为呼盟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呼盟公路交通志》对此做了如实的记载，

使这些英雄的业绩和辉煌的成就在这部史

册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交通运输是国民

经济的先导产业，可以说没有交通就没有

流通，没有交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地

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交通的现代

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从

一定意义上说，交通事业发达的程度是一



个地区富强、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交

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必将带动国民经济各

业的兴旺发达。由此，必须要把交通运输事

业放在优先的位置加快发展。
’‘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当前呼盟经济体

制改革试验区建设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呼盟交通系统广大职工积极响应盟

委、盟行署的号召，坚持以“两个转变、两个

提高一统揽工作全局，坚持“一开三促方

针"，为呼盟交通事业的升位达标，为推动

全盟两个文明建设而努力工作。可以说呼

盟交通系统的广大职工任重而道远。为了

完成时代赋于我们的史命，就必须详尽的

了解历史，认识现状，以便更好地把握未

来。一部40万字的交通志，以完备的体例、

严谨的结构、简洁流畅的行文对呼盟交通

事业的方方面面作了详细的记载和介绍，

为人们认识呼盟交通事业的昨天和今天提

供了翔实准确的资料，相信这本志书定会

成为人们认识呼盟交通事业的致用便览的

百科全书，也是对交通战线广大职工进行

艰苦奋斗、热爱交通工作教育的最好教材。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会显示出这部志书的

历史价值。
‘

《呼伦贝尔盟交通志》的编纂始于1981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年。当时，根据自治区交通厅交通史编审委

员会的统一部署，呼盟交通局成立了首届

呼盟交通史编辑委员会，并抽调人员开展

交通史资料搜集工作。1987年，根据中共呼

盟委、呼盟行政公署的要求，开始组建交通

志编纂班子。此后，盟交通局几届班子对修

志工作都给予足够的重视，盟史志办公室

有关人员也对本志编修工作给予积极的指

导和帮助，编辑人员自甘寂寞，淡泊名利，

笔耕不缀，历经10余载，终于使这部志书

初步成型。在本志评审阶段，自治区交通厅

编史办、盟档案史志局及本局各科室和所

属三级单位的有关同志都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意见，可以说一部《呼盟公路交通志》是

集体劳动的成果，众人智慧的结晶。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为《呼伦贝尔

盟公路交通志》编纂、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

表示最诚挚的谢意J

1995年5月1日



凡 ，例

一、《呼伦贝尔盟公路交通志》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存真求实一

和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原则，系统地记

述呼盟公路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遵循横分门类、纵写历史的志

书体例，按公路交通事业的行业分类，设

编、章、节、目等4个层次；以志为主，辅之

以记、图、表、录。

三、本志的上限不限，据实上溯，起于

某项事业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1年，

个别章节延至1992年；对部分交通重要事

项延续到1996年，以专题载于。附录一内。

四、本志采用的统计数字，新中国成立

前依据历史资料实录；新中国成立后以盟

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由

业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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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所用资料来源广泛，经鉴别后

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的时间记述，1912年以前使用

朝代年号，附括号加注公元纪年，1912年以

后使用公元纪年；度量衡单位除部分采自

历史资料不便换算外，均采用公制。

七、本志对行政区划名称使用简称。内

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呼伦贝尔盟简称呼

盟；13个旗市除阿荣旗外，依次为：海拉尔

市为海市，满洲里市为满市，牙克石市为牙

市，扎兰屯市为扎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为莫旗，额尔古纳左旗为额左旗，额尔

古纳右旗为额右旗，鄂伦春自治旗为鄂伦

春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为鄂温克旗，新巴尔

虎左旗为新左旗，新巴尔虎右旗为新右旗，

陈巴尔虎旗为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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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概 述

呼伦贝尔盟位于祖国北部边疆，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东连黑龙

江省，南接兴安盟，北及西北以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为界，西与西南

同蒙古国接壤，是我国内地及边疆地区连接俄罗斯乃至欧洲的桥梁

和纽带。全盟土地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占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

的21．2％。

呼伦贝尔盟属于高原型地貌，形成了大兴安岭山地、河谷平原低

地、呼伦贝尔高原三个较大的地形单元。大兴安岭山脉贯穿呼盟中

部，是构成呼盟地块的主体，是呼伦贝尔盟高原和松嫩平原的天然分

界线，也是额尔古纳河和嫩江的分水岭。境内河流众多，分属嫩江、额

尔古纳河水系，绝大部分为同区源头河川，河道狭窄弯曲，水流急湍，

可通航的河流甚少，其中额尔古纳河、嫩江、呼伦湖等部分区段可开

发通航设渡。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凉短促，春季干燥风

大，秋季气温骤降霜冻早。

1948年1月1日，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改称呼伦贝尔盟政

府，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4月11日，呼伦贝尔盟和纳文慕

仁盟合并，称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简称呼纳盟)，盟政府设在海拉尔

市。1969年8月1日，呼伦贝尔盟划入黑龙江省，1979年7月1日，

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91年呼伦贝尔盟辖九旗四市：海拉尔市、满洲

里市、牙克石市、扎兰屯市、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

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纳右旗、鄂伦春自治旗、

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

1991年末，全盟人口总数259．8万人，其中蒙古族占6．8％、汉

族占84．8％、其他少数民族占8．4 oA． ，



2 概 述

呼盟地区古代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东胡、匈

奴、鲜卑、室韦、契丹、女真等民族都曾在这里游牧。这些游牧民族一

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交通往来，定期朝贡。

元代，呼伦贝尔属岭北行省管辖，曾设立东连松嫩平原，西接蒙

古高原千余里长的交通驿道。这是呼盟历史上第一条正规的官设驿

道，为以后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初，呼伦贝尔地区呈现封建割据的局面，战乱频仍，与内地交

通往来时断时续，保持着各游牧部落向明王朝进贡的驿道，称“海西

西陆路”，由黑龙江省肇州向西，大体沿今滨洲铁路走向，直达满洲

里。

清雍正五年(1727)，在边境地区设立59处“卡伦”——边防军队

驻扎地，呼伦贝尔境内有12处，轮派官兵戍边，受黑龙江将军统辖，

为巡边、开垦和传递往来公文等，形成了“卡伦交通”。为加强对呼伦

贝尔地区防务，于清雍正十年(1732)辟设了一条由齐齐哈尔到达海

拉尔的驿路——龙海驿路。

随着呼伦贝尔建城(今海拉尔)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东北三

省和京津一带商家，每逢甘珠庙会集市前来交易，或由骆驼车和勒勒

车组成的商队到牧区行商，形成了。旅蒙商’’这种本地区独特的运输

形式。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到十八世纪末，这种运输形式得以迅速

发展并具相当规模。旅蒙商的行商路线主要有多伦、张家口向呼伦贝

尔地区和由海拉尔城向呼伦贝尔草原两条主线，由此而扩展的路线

遍布草原各地。旅蒙商自清雍正年间始经历了二百多年，对于促进呼

伦贝尔地区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东铁路建成通车。清代以来的。卡伦

交通”、“驿站交通”及“旅蒙商”运输，逐渐被以车马大道为主要形式

的交通运输体系取而代之，形成以海拉尔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

交通格局。

民国初年，呼伦贝尔政局动荡，道路交通一度处于萧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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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后，为实现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和掠夺侵

略计划，强迫大批民工筑路建桥，改造交通设施，发展汽车运输。修建

大铁桥、伊敏桥、呼大罕桥、呼伦桥、兴安桥以及修筑满洲里至哈尔滨

公路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lo月后呼盟交通运输事业开始

走上逐步发展的道路。 ，

：’从50年代初开始，全盟各地组织动员民工建勤修筑公路，恢复

交通。60年代除开辟新线外，对原有线路进行改造，改善路况，提高

标准。进入80年代，全盟公路质量稳步提高，好路率逐年递增．为改

变贫困地区交通状况，1985年国家利用“粮、棉、布”和。以工代赈”修

建公路。。301一国道牙克石至满洲里段改建工程于1988年正式施工，

建成该段海拉尔北大桥一号、二号两座大桥，。111”国道腾克至加格

达奇段为终端断头路，于1987年修建。桥梁建设在70年代前多为临

时式木桥及半永久式桥梁，以后开始修建永久式桥梁，先后建成激流

河、四方山、乌江、拉布大林等较大的双曲拱桥。进入80年代，桥梁建

设向空心板梁、钢桁架、预应力等结构形式发展，先后建成黑山头桥、

红旗桥、宝山大桥等大中桥梁，并培养出一支专业化建桥队伍。

民间运输业从50年代中期蓬勃兴起，向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集体

所有制企业过渡。到70年代中期，集体运输企业均改为第二运输公

司，以承担全盟短途货运为主，成为呼盟交通运输行业中一支中坚力

量。进入80年代，二运公司受社会运输的冲击，开始解体或转产，到

90年代初，全盟二运公司基本解体。

1951年呼纳盟国营运输公司成立，之后各旗市运输公司相继成

立，运输市场管理实行。三统”政策，国营企业占据公路运输的主导地

位，发挥着骨干作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运输

市场由交通部门独家经营转为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形成多种经

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运输形式并存的运输市场新格局。运输

市场繁荣，出现。货畅其流，人便于行”的运输新形势。运输市场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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