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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写题词

国家商检局长田润之为满洲里商检局题词

“欧亚大陆桥商神口岸外经贸卫士”



精洲里商检局长，党组书记刘树林

耩洲里商j金局党组成员



满洲里商检局

副局长关淑英

满洲里商检局

副局长姜学政

满洲里商检局副处级以上领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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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好往来

满洲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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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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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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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饪蘼政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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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青年志愿者

行动

1998年8月

满洲里商检抗洪

抢险突击队在新

开河参加抗洪抢



①满洲里商检局局本部

②满洲里铁路IZl岸商检工作现场

③满洲里新公路口岸商检工作现场

④新巴尔虎右旗对蒙阿日哈沙特口岸商检工作现场

⑤中俄后贝加尔斯克共同检验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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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商检局局长、党组书记 刘树林

在世纪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

际，《满洲里商检志》出版问世了。这是满洲里商检局

的一件大喜事，是我局两个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

果。她的出版，填补了满洲里商检局无志书的空白，

为国家商检志苑宝库又增添了～块瑰宝，必将对满

洲里检验检疫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

用。

满洲里商检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

建立最早的商检机构之一。如果把1948年作为口岸

商检历史的第一页翻起的话，到今天已足足阋尽了

50个春秋。回顾满洲里商检走过的50年的风雨历

程，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壮大的50年，是承

前后后、务实开拓、阔步前进的50年。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口岸几代商检人紧跟时

代的脚步，在上级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地方党委、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外贸企业的积极配合下，执著地

创造和奉献，不懈地追求和进取，用辛勤的劳动汗水

谱写了“欧亚大陆桥商神，口岸外经贸卫士”的辉煌

篇章。

50年来，满洲里商检积极拓展业务领域，检验

监管由过去单一的以共同检验为主发展为多领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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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的检验监管体系和全新的工作格局。口岸商检

队伍不断扩大，一个高素质、高水平、高起点的商检

干部队伍雏型已初步显现。检测能力明显增强，社会

影响与日俱增，服务外贸的水平和实力日益提高，在

为当地外向型经济保驾护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

盛世修志。《满洲里商检志》真实地记述了口岸

商检发展的历史，歌颂了创业者可歌可泣的光辉业

绩，展亓彳了后继者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字里行间浸

润着几代商检人为口岸商检事业奋斗不息的心血和

汗水。

《满洲里商检志》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认识和

了解口岸商检历史，探索规律和总结经验教训，以及

保存史料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史将充分显示出这部志书的重要史料和实用价

值。

《满洲里商检志》的出版，是满洲里商检局与各

方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

原内蒙古商检局赵国志局长亲临满洲里，夜以继日，

逐字逐句审阅志稿，提出了多处重要的修改意见，为

本志的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谨代表满洲里

商检局，向所有关心支持《满洲里商检志》编纂出版

的领导和人士，向为之付出艰苦劳动的局内外全体

编纂人员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修志工作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志

书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9年10月1日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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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洲里商检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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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

方针、政策，准确、全面、系统地记述满洲里进出口商

品检验局成立50年来的历史和现状，严格按照方志

体例编修。

二、本志上限1948年，下限断至1998年。本着

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改革开放20年和沿边开

放10年满洲里商检事业的发展。

三、本志以记述商品检验业务为主，采用章、节、

目、子目结构排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本志采用

述、记、志、国、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概

述夹叙夹议，阐述满洲里商检发展的历史脉络、现状

概要及对口岸发展做出的贡献。志、传寓观点于记述

之中，不附加评价和议论。大事记以编年体和纪事本

末体相结合。附录辑录不宜入志的重要资料。彩色

照片置全书之首，黑白照片散插于各章之中。全志共

设15章53节，30万字。

四、为突出满洲里口岸商检的特点，设第三章

“后贝加尔国境站中苏(俄)共同检验”。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标点符号、

计量单位和数字用法以国务院、国家语雷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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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公布的规定为准。

六、由于满洲里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成立50年里

机构变化频繁，故在行文中各时期不用当时的机构

名称，一律简称为“满洲里商检一。

内蒙古自治区简称为“自治区一，呼伦贝尔盟简

称为“呼盟”，满洲里市简称为“满市”，扎赉诺尔矿区

简称为“扎区”。

内蒙古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简称“内蒙古商检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简称“国家

商检局”。

七、本志表格中的单位：人民币为元或万元，外

币则为美元或瑞士法郎。

八、人物荣誉章人物节中，现任领导简介收录到

处级以上领导；离退休干部列名录。荣誉节中收录受

满洲里市级以上表彰的个人和集体。

九、数字和资料来源。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以

满洲里商检局检务处提供的统计数字为主；检务处

没有的由各业务处室提供，以及从档案室所存档案

中查得。

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局档案室所存档案，

部分为各业务处室提供。还有少部分资料来自知情

者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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