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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市长索长有

《哈尔滨市志》这项涉及多学科的宏大系统工程，在哈尔滨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主持下，经过市直各委、办、局，中、省直在

哈有关单位通力合作和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历时十余个春秋，现

已陆续编就成书。这是哈尔滨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是哈尔滨市文化建设的新成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新收获’’它填补了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的空白，益在当今，惠及

子孙，值得祝贺。

哈尔滨是祖国北方独具特色的名城，是中国东北北部最大的

中心城市，是黑龙江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

空交通枢纽，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和良好的地

理位置，日益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关注。在近代史上，哈尔滨饱经

忧患，历尽沧桑。建国以来，哈尔滨经过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造，已

经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性城市。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哈尔滨抓住千载

难逢的历史性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拓展“南联"渠道，加大

“北开”力度，工业企业活力增强，农村经济日益兴旺，商业繁荣，

科技发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近几年，通过举办“中国哈尔滨边境地方经济贸易洽谈

会"和一系列招商引资活动，扩大了哈尔滨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使

哈尔滨成为对独联体、东欧国家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通道。到本



世纪末，哈尔滨将成为一个多功能配套的现代化中心城市和东北

亚重要国际经贸城市。
’

上继先人，后启来者。在历史长河中，勤劳、朴实、旷达而富

有才智的哈尔滨人民，不畏艰辛，不辍劳作，世世代代开发哈尔滨，

建设哈尔滨，留下辉煌的历史篇章。把哈尔滨的沧桑历史与巨变记

录下来，把哈尔滨人民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斗争业绩载入史册，是历

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它对认识历史，服务现实，促进改革开放、

经济腾飞至关重要。

《哈尔滨市志》是融“资治、教化、存史"作用于一体的重要

资料著述。编纂者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哈尔滨自然和

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展示了建国40余年来哈尔滨政治、经

济、科学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辉煌业绩及其发展历程，特别是

详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指导下，哈尔滨的深刻变化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全书汇百余

年史实和改革开放新变化于一卷，熔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于一

炉；资料详而全面，史实博而厚重，体例严谨完善，富有时代精神

和地方特色；是社会各界认识哈尔滨、宣传哈尔滨、振兴哈尔滨的

百科全书，是各级领导决策的信息库，是探索哈尔滨历史与发展变

化全貌的重要历史文献，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

教材，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将发挥其特有的社会效应。衷心希望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能

充分利用这套囊括诸事、连贯古今的工具书，更好地总结过去，开

拓未来，为哈尔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使

哈尔滨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

一九九三年八月



凡 例

尼 例

1．《哈尔滨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哈尔

滨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2．《哈尔滨市志》．总体框架由总述、大事记、附录和若干专志

组成。排列J顿序为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

3．记述时限：基于哈尔滨历史上无志的实际，志书上限原则始

于各项事物发端，下限止于1990年。

4．《哈尔滨市志》原则以哈尔滨市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因区、
‘

县(市)独立成志，’市志中不再详记区、县(市)，于总述中介绍概况。

5．专志志目的设置，以体现城市多功能作用为目的，本着科学
，

分类和兼顾现行社会分工的原则：坚持“大统一、’小机动”，从实

际出发谋篇立目。

6．《哈尔滨市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

各专志不设大事记、人物及附录，采用篇、章、节三级结构形式。

节下是否设目不作统一规定。 ．

7．《哈尔滨市志·人物》设传、录、表三种体裁，坚持生不立

传原则，入志人物按生年排列。



·2· 凡 例

8．志书行文中出现的解放前或后，以1946年4月28日为界

限；遇有至搁笔时尚无定论的问题，以较通行的观点为主，附记余

’’，

1先。
，

9．志书中使用的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数字，原则以统

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作统计的，按各行业、各部门的统计实

录。
●

10．入志资料以文献、档案及有关实物、声像资料为主，口碑

资料为辅。入志资料除引用原文的，一般不注明出处，注释采用页

末注。志书中关于语体、纪年、称谓、计量单位等方面的运用，统

一遵循《(哈尔滨市志>编写行文规定》，全志成书时，该《规定》收

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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