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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1888年(光绪14年)建镇以来，佳木斯市已有百年历史

了。在我们纪念佳木斯建镇至今一百周年之际，第一部《佳木斯市

城市建设志》与世人见面了。值此，我向为编辑这部书付出辛勤劳

动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传统。《佳木斯市城市建设志》正是在我市

走向兴盛之际应运而生的。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市城市建设事业百年

的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前后对比，使我们深刻领悟到，国盛方能城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八年，全市人民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在地方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

下，全民动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每年在城市改造、建设上

都办一批实事，使城市的面貌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今昔相比，

佳城已是旧貌换新颜。作为佳城建设的决策者和工作者之一，我深

感欣慰和自豪。当然，我们城市建设旧的欠帐还很多，新的矛盾也

不少，尚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只要怀着热爱佳木斯的赤

子之心，坚持不懈，人人努力，就一定能把佳木斯建成美丽、富

饶、文明、整洁的现代化城市，在四化建设的大厦中将发挥应有的

功能和作用． ’

李福顺

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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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

性的统一。

二、编纂原则：本着专业志的要求，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

出专业和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时间断限：‘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上限自1 888年佳木斯建镇

时起，下限到1985年末。城市建设中各专项建设起点时间先后不

一，按实际记述。

．四、内容编排：全市包括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公共及公用事

业发展和城市管理，分篇记述，篇下设章、节。内容较多的篇、

章，正文前设有简述或小序，概括本编内容或提示重点。

五、记述范围：以城市建设系统各专项事业的形成和发展为本

志主要内容，其范围以行政区划城区为界，不包括郊区及市辖县的

各项事业。 ·

六、表述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和附录．文

字记述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内容，按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突出事业

的发展变化，既注意资料的完整，又有一定的概括性。

七、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会议名称和时间概念，在行

文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酌情用简称，如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简称搿一五’’期间，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称为水资办。

八，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其中大部分资料来自城市

建设系统各基层单位，但也有部分取于档案文史资料和实际调查。

建国后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工业总产值等基本数字与市统计部

门掌握的数字一致，各专业内容有关的数字也经有关部门核实确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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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佳木斯位于我国东北部，屹立于松花江中下游南岸。中心位置

在东经130度22分8秒，‘北纬46度48分35秒。北与汤原县隔江相望，

西与依兰相连，南与桦南毗邻，东与桦川接壤。市区座落在松花江

南岸的高漫滩上，地形呈带状，地势平坦，西南向东北微倾，海拔

为80一81米(勃海高程)，最高控制点在市区南部的水源山，海拔

11l米．

‘佳木斯属大陆性气候，夏季最高气温35．4 0C，冬季最低气温为

零下41．1℃，年平均气温2．9℃，‘昼夜最大温差29．8℃。年日照时

数为2525．3／J',时。常年主导风向南偏西45度。春秋季多大风，最大

风速24．3米／秒，年平均风速为3．5米／秒。每年无霜期为114天，结

冻期自1 1月10日至翌年4月25日，最大冻结深度为2200毫米，最大

降雪厚度480毫米。历史最大暴雨24]J、时，降雨量为1 18．8毫米，年

降水量35c一500毫米，每年八、九两月为雨季。

松花江市区段历史最高水位为80．63米，最枯水位73．1 7米，百

年间最大流量每秒34．ooo立方米，最小流量每秒206立方米．每年

通航期195天。市区内西部有英格吐河，东部有音达木河均由南向

北流入松花江，市区南部王三五河由西向东流入音达木河。佳木斯

地区历史上无地震记载，属于六级地震区，地震烈度5．9度以下，

土壤承载力每平方厘米24克以上。

“佳木斯”一名最早见于文字是在清乾隆年间(1778年)出版

—‘’。‘’。‘‘。。。。‘。‘。’‘。。‘。。‘}l『I’I’ll}}l



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标注战迹图》中，该图明确标注今佳

木斯市的方位为“嘉木寺屯”。 “佳木斯”-At解释为少数民族

语(据考古推记为满语或赫哲语)，意为“站官屯”、 “古战场”

或“好木材”不一。据史料记载，清朝以前佳木斯一带是少数民

族聚居地。清初赫哲人居此最多，他们以桦木筑屋，桦皮为舟，以

渔猎为业。当时佳木斯是松花江畔一个荒凉的小渔村。清末，汉满

两族迁居此地，他们开垦荒地，从事农业，使佳木斯逐渐发展起

来。光绪十四年(1888年)依兰旗署在佳木斯屯西侧放街基，官称

“东兴镇”。但百姓仍把佳木斯屯与西侧的“东兴镇”统称为佳木、

斯。约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始有商人来佳经商。宣统二年

(1910年)正月二十日，依兰府在东兴镇设治，佳木斯成为桦川县

公署所在地。此时，佳木斯有居民331户，人口3534人。建成区面

积约1．5平方公里，初步形成镇街。

1910年佳木斯只有商号五十余家，集中在正大街(现西林大

街)两侧，主要经营粮油、布匹及日用杂货。以后，粮油加工、制

酒、食品工业和铁匠炉等小手工业作坊逐步增多。1927年商人徐景

岭创建电灯厂。电力工业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和

镇街的繁荣。1930年3月1日： “东兴镇”奉令与佳木斯正式合为一

体，改称为佳木斯镇。此时，佳木斯建成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居

民4445户，27，720人。．镇内工商业500余家。佳木斯与临近乡镇的

水陆交通已有发展。．每年开江以后，松花江上帆樯林立，临江地域

粮栈、脚行兴盛。特别是每当秋收之季，乡下农民来佳卖粮，每日

大车不下三、四百辆。东门外永安街一带，大车店、饭馆，铁匠

炉、大车铺等行业非常兴盛。城内北市场出现戏园、书馆、客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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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饭馆、妓院等场所。这时，’佳木斯已成为附近各乡的文化娱乐中心

和粮谷集散地。 ，，

伪满洲国时期1934年i2月1日成立三江省，佳木斯为省会所在

地。1937年12月1日开始设立市公署，正式把佳木斯镇改为市制，

I 并开始制定佳木斯城市总体规划。市区占地面积由原来镇辖的1 5．5

平方公里扩大N90平方公里。同时相继修筑了通往依兰、哈尔滨，

勃利、虎林、宝清、富锦方面的公路。图佳、绥佳、佳鹤三条铁路

也在1937一一1938年先后通车，加上日伪航空的开发和松花江水上

的运营，使佳木斯已初步形成了水陆空交通网。但市区建设是畸形

I 的。从用地面积来看，大面积是军事用地，工业用地却少得可怜。

市郊东、西两座机场，市内兵营，军政特务机关大楼成为市街内的
。

主要建筑。工业方面仅有发电、木材加工、粮油加工等几处主要为

I 军事服务的工厂企业，由日本人直接把持。佳木斯成为日本侵略者

在东北满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后方基地。从市内房屋及市

政设施的修建上看，市民与日伪统治者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

2 反映佳木斯是一座典型的殖民地城市。1945年。“八一五”日军投

【 降，在其撤退时，对佳木斯仅有的工厂企业和大片的房屋建筑横加

。 破坏，烧毁房屋四十多万平方米，约占当时全市房屋建筑面积的

30％．。：．． ：，
，

。

．．1945年光复后，全市人民在中共佳木斯市委和市民主政府的领

导下，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蓟1949年建

。 国时，佳木斯市建成区面积24．8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97．864人，‘

全市房屋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工业主要有发电、纺织(东北第

二纺织厂1947年从辽宁迁入佳市)、制砖、制材、粮油加工和食品
＆



加工等企业，共计69家(其中私营企业44家)，年工业总产值为

1，784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佳木

斯造纸厂、铜网厂和友谊糖厂，先后在佳木斯兴建，发电、电机

(1950年由沈阳迁入佳市)、制材，纺织等行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

扩大，使佳木斯市的工业开始迈入现代化的行列。

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直到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前，佳木斯市工业生产虽然也有较大发展，市政设施，人民生

活和居住条件都有较大改善。但是，由于“左”的路线干扰，特别

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佳木斯市的发展受到影响。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佳木斯市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

各行各业迅速发展，到1985年末，；佳木斯市区人口已达42万，建成

区面积为44．3平方公里，全市房屋建筑面积为631万平方米比1949

年建国初期增长了五倍，形成了以棉麻毛和化纤为生产原料的加工

为主的纺织工业；以木材综合利用为主的造纸、人造板和木制品加

工工业；以制糖为主的糖系列食品工业；以麦豆为主要原料的食品

精加工工业；以农机和农机修配为主的农机行业；以水泥、玻璃为

主的建材工业体系。据1985年末统计，金市(市区)拥有各类工厂

企业495个，工业总产值16．1亿元。为1949年工业总产值的90倍。另

建成大专院校4所，各类中等专业学校6所(不包括职工专科学校)

科研单位20个，大型医院6所，图书馆、文化宫、影剧院、体育场

等文化体育活动场所8处，大型商场、贸易中R27处、商业、饮食和

服务单位6224个。

佳木斯是从1935年开始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但由于日伪的反

动统治，当时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标准低，服务面积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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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很不配套。i945年光复后，佳木斯市为了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基

本上没有进行新的城市建设工程。建国时，市内只有道路117公里，

其中柏油路仅7公里；木桥30座；路灯不足百盏，照明长度2·6公

里；城市供水有水源一处，管道40余公里，年供水能力4．6万吨，

用水普及率为4％；“排水有地下管道18公里，服务面积1．7平方公

里；城区绿化覆盖率为1．．2％。

建国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85

年，城区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市政设施初步配套，市街面貌发生

了十分显著的变化。金市道路已从1949年的117公里增长到146公

里j其中柏油路由建国初的5．9％增到58．7％，碎石路和土路已从

原有道路总长度94．1％下降到现有道路的41．3％。地下排水管道

1985年已达107公里，为建国时管道长度的6倍，人均占有管道誊度
o．25米，比1949年和1970年分别增长o．06米和o．12米。市区桥梁，

除尚有一座原有木桥为人行桥外，其余均已改建为永久性桥梁·市

区千道与铁路交叉口，改平交为立交一处，在建立交一处·路灯照

明设施已达65．1公里，与1949年比增长25倍，而1977年以来新建的

路灯，占路灯总盏数的75％。在城市中心区，还新建了一条中间有

街心花园，两侧街道树木成荫的杏林路，它似是一条彩带，横贯于

城市中心。白天，这里鲜花盛开，绿草茵茵，夜间，华灯初放，星

光灿烂，使佳城面貌增添了新的光彩。

市内的公用事业比建国初也有成番论倍的增长。’城市供水已有

水源五处，在建水源一处。供水管线已连接成网，管道总长度162

公里，干管输水能力由1 976年1．2万吨／日增至5万吨／日，年供水量

是1949年的397倍，自来水普及率由1949年4％增长到54％。市内交
5



通到1985年末有公共汽车线路i5条，总长度达249公里．营运车辆

94台，年客运总数4 414万人次，比公共汽车公司成立初期的1959

年增长io倍，与市区人口比，i 985年平均每台车服务城市人口4468

人，是1959年的五分之一。城区集中供热，作为新兴的公用事业近

年来得到迅速发展，截止到i 985年末，已铺设供热管道70公里，用

热房屋建筑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不

包括厂房、仓库)与居住房屋面积的四分之一。

园林绿化建设，到1985年已建成市区公园六处，风景区两处，

林绿地i764公顷，街道绿化i12公里。绿化覆盖率为22％。每逢春

季，各公园景区鲜花含苞欲放，绚丽多彩，向人们展示着佳城的无

限春光。到了冬季，各公园景区满天皆白，银装素裹，冰雕雪景又

是一番独特的北国风光。随着佳木斯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佳城风

姿会更加美丽。

日城面貌(原正大街、现西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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