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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铁路分局已有百年历史，翔实、准确、具体地记述近一个世纪牡铁的沧桑变革和奋

斗历程，《牡丹江铁路分局志》为首开先河，这是关于本分局历史第一部全面的资料性的科学著

述。

百功易建，一“志”难得。历经几届分局领导的热切关注和组织推进，并在各部门的大力

协作下，编纂人员艰辛劳作，勤奋笔耕，寒暑相继，春秋十易，始得成书。这部志书的面世，

标志着牡丹江铁路分局无“志”历史的结束。这不仅填补了牡铁路史编研的空白，更是牡铁分

局企业文化建设中具有开拓性的一项丰硕成果。

本志记述时限，起于牡铁始建的1896年，止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1993年。全书以概述

为冠，大事记为脊，下分10编、58章、268节，达百余万字。系统地记述了自中东铁路以来，

牡铁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运输组织、生产建设、设备能力、队伍状况等史实。

既追述了殖民统治时期旧铁路的屈辱悲怆，更展示了解放后人民铁路艰苦创业，步入辉煌的崭

新风貌。无论是线路建设、运输生产、经营管理、科技运用，还是党政工团、政法系统、多经

事业、文教卫生，凡属牡铁分局范围内的工作，都能在这部志书中找到相应坐标，都能从中看

清各项工作由始迄今发展的基本脉络，都能真切体会到前人的拼搏精神。

横列不缺项，纵贯不断线，牡丹江铁路的百年历史，曲折与兴盛尽在本志中。沙俄借修筑

中东铁路之机把势力伸向中国东北，日本以武力侵占东北，以铁路掠夺资财，这些帝国主义的

强盗行径，据实辑录，昭示后人。抗日战争胜利后，牡铁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

解放，当家作主人，开创了人民铁路的新时期，为支援解放战争千方百计恢复运输生产；在国

民经济建设中，承担了主要运输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改进设备、改善组织、提高运量，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牡铁人拼搏进取的精神，彪炳后世的业绩，全都浓缩于宏

篇巨著之中，呈献于广大读者面前。

这部志书脉络清晰，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是一部信史。我们不仅从中能了解过去，明鉴

得失，资政参考，有益当今，而且将存史流传，惠及后人，踵事增华，功在千秋。《牡丹江铁路

分局志》的编就出版，表明牡铁人既是钢铁运输线上的生力军，也是企业文化的建设者。我们

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样也冶炼出精神产品。



·2· 序 言

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我们是第一次。尽管人员少，没经验，资料匮乏，从零起步，但编

纂者咬定青山不放松，无论春夏与秋冬，他们为搜集资料奔波求索，为加速编就奋笔疾书，为

溯本求真反复核实，为保证质量多次修改。经年累月，伏案劳心，字斟句酌。志书是全方位的

记述，需要众擎齐举，除编纂者外，分局内各部门的配合，分局外各单位的支持，都是本志成

就的重要因素。最后还包括照排、校对、印刷、装帧各方面人员的辛勤劳动。所以，这是一项

涉及面广又颇费时El的“系统工程”。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参与者、协作者致以谢意!

当然，由于历史久远，资料散失，生手入门，边学边干，疏漏纰误亦所难免。望读者匡误

斧正，拾遗补阙，使这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延续下去，继往开来，与牡铁分局的运

输生产发展交相辉映，“志”载长存。

199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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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记述事物，突出牡丹

江铁路分局特色，体现时代的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时间断限：上至1896年，下至1993年，并因时因事上溯下延。

3、编纂原则：实事求是，略古详今，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突出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牡丹江铁路分局发展变化概貌。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4、地域范围：为牡丹江铁路分局1993年末管辖区域。即：滨绥线一面坡至绥芬河；图佳

线斗沟子至勃利；林密线林口至密山；密东线密山至东方红；城鸡线下城子至西鸡西；勃七线

勃利至七台河；恒山线鸡西至恒山；长汀线敖头至长汀。

5、体裁：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组成。以志为主，图、表、录分插于其中。

大事记中对年、月、日的记述，月查不清的记“是年”，日查不清的记“是月”，同一时间的记

‘‘△”o

6、结构：本志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在前，附录在后，中设铁路沿革、铁路建设、运输

生产、经营管理、文教体育、卫生生活、党群组织、政法人武、人物等10编，按编、章、节、

目分层次记述。个别目下增设子目。

7、文体：采用规范语体文，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8、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全

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地点、站名、铁路线名使用1993年底名称，有变化时用括号

注明。

9、数据书写：按国家有关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法规书写。全书中收集的数据，均以历史资料记载

为依据。

10、志书资料：资料来源广泛，主要来源历史档案和文献史料，铁路局、分局有关文件卷

宗。录用时不一一注明出处。由于牡铁分局几度更迭，加之“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时期，部

分史料无考断线。行车事故、人身伤亡有关重大案例是为总结教训而编，不做处理各类问题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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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物：人物编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劳动模范及其他人物均列表简介。

12、纪年：本志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之称谓，系指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解放牡丹

江前后；建国前后称谓，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13、卷首照片：按事物发展主次归类，并按时序编排。牡铁分局领导及主要成就照片的时

限，下延至1999年4月。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记述，分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编章。

15、下限1993年后至本志出版前的1998年，综合5年概况收于附录，不作续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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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牡丹江铁路缘起于中东铁路，是中东铁

路东部线的一部分。从1896年<中俄密约>

签订计起，至1993年已有98年的历史。牡丹

江铁路分局(简称牡铁分局)，几经历史变革

和建制调整，也逾48年。管界铁路营业里程

为1216．8公里，占哈尔滨铁路局(简称哈局)

所属七个分局总营业里程的18．06％。

牡铁分局管界位于东经128006’。133。08 7，

北纬43053’～46015’之间。东西长344公里，

南北宽288公里。南接吉林省，北连三江平

原，东与俄罗斯交界，西达黑龙江省会哈尔

滨市，于一面坡站同哈尔滨铁路分局分界。

线路东西穿越张广才岭、太平岭，全长

394．179公里；南北跨越老爷岭、肯特阿岭，

全长302公里。地势峰岭连绵，西南高，东

北低，呈阶梯形状。海拔高度在68．1米(迎

春)．683米(代马沟)之间。受大气环流影

响，属寒温带气候，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和过

渡性变化。冬季漫长，寒冷积雪，年结冰期

平均为187天；积雪深度最大在400—510毫

米；冻土层最深为2．6l米。夏季短促，高温

多雨，雨热同季。1993年，平均气温4．270C；

极端最高温度32．2℃(5月27日)，极端最

低温度一32℃(1月17日)；全年日照时间

2434．5小时；降水586．23毫米，6～8月份集

中降雨343．63毫米。

牡铁分局管内6条干线：滨绥线西起

157．5公里(一面坡)，东至551．679公里(绥

芬河站外国境线与俄罗斯接轨处)；图佳线南

起146．224公里(斗沟子)，北至449公里

(勃北线路所)；林密线(林12一密山)

171．004公里；密东线(密山～东方红)

161．724公里；城鸡线(下城子～西鸡西)

103．267公里；勃七线(勃利一七台河)

36．880公里。2条支线是火龙沟线和恒山线。

线路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2．15倍。

至1993年末，分局下属76个基层单位

(行车站段38个)、119个车站(二等以上站9

个)；职工总数42394人，集体职工20284人。

管内经济吸引区有8市(尚志、海林、宁安、

牡丹江、绥芬河、七台河、鸡西、密山)、7

县(穆棱、林12、鸡东、东宁、勃利、虎林、

饶河)和2个矿务局(鸡西、七台河)、14个

国有农场、12个林业局。地域物产丰厚，货

源充足。尤以煤炭资源为主，已探明的原煤

储量可达131亿吨；粮木资源为辅。同俄罗

斯、朝鲜等周边国家开展货物进出口贸易联

合运输。

百年沧桑，几代艰辛。牡铁人在铁路建

设事业中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创造了辉煌的

历史。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主权的斗争和

人民铁路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谱写了

壮丽篇章。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沙俄政府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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