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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刘忠宪

恰逢滨洲铁路建筑100周年，海拉尔铁路分局成立50

周年之际，《海拉尔铁路分局志》历经10年编纂，终于问世

了。做为分局长，深感欣慰。借该志出版发行，我真诚的向

那些为边疆铁路建设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一代代创业者

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参与该志编纂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祝贺。

海拉尔铁路分局是新中国诞生前夜成立的一个老铁

路分局，其管辖线路，从1903年开始运营，已历经近百年

的历史沧桑。中东、伪满铁路时期，这里是帝国主义列强掠

夺中国资源的一根吸血管，铁路员工饱受亡国奴之苦。新

中国成立后，铁路回到了人民手中。面对旧中国留下的千

疮百孔和战争创伤，全体铁路员工勇敢地担负起了铁路建

设和祖国解放、抗美援朝、繁荣经济、开展对外贸易等繁重

的铁路运输任务。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陈旧

落后的面貌，正在为建设现代化的铁路分局而努力拼搏。

《海拉尔铁路分局志》上下跨越百年时空，展示了中东铁

路、伪满铁路、中苏合办铁路、人民铁路等不同时期的历史

原貌和几代海铁人艰苦奋斗的历史，做为一份宝贵的精神

财富将永志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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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坪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前，我国正沿着邓小平同志

设计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道路前进，并由传统的计划

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铁路企业也处于

重大的转折时期，如何发扬铁路的优良传统，转变经营思

想，建立营销机制，拓展运输市场，发展壮大铁路事业，已

成为中国铁路迈向21世纪的首要任务。《海拉尔铁路分局

志》的出版发行，无疑为我们搞好决策，绘制蓝图，提供了

可靠的借鉴和依据。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和把握历

． 史发展规律，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增进社会各界对铁路的

了解、支持与合作，必将发挥巨大的资政、教化效能。同时，

这部志书也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

材。通过对历史的再现，将会激发起广大职工热爱祖国、热

爱铁路、敬业爱岗的壮志豪情，为社会主义铁路的改革和

现代化建设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值此海拉尔铁路分局建局5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这

部百年志书，献给那些曾为人民铁路创建出生入死、英勇

无畏的先烈们，也献给那些曾为边疆铁路建设和发展艰苦

创业、奋力拼搏的人们，更献给那些曾与我们风雨同舟、携

手并肩的社会各界朋友和在口岸运输中与我们密切合作

的外国友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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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全

志，以党的各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

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

二、编纂原则：尊重历史，把握事实，客观记叙，秉笔直

书。详今而不废古，扬长而不避短，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真实性为一体。

三、时间断限：上溯至修筑中东铁路中俄签约的1896

年，下断至1996年，纵涵100载。．

四、体例结构：由述、记、志、传、图、表、录构成，以志为

主。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较为复杂的目下设子目，以

概述、大事记为脊。全志共设12篇、58章、270节。

五、历史断代：以本路管辖权属为据，划分中东铁路

(1903年7月"-'1935年2月)、伪满铁路(1935年3月中东

铁路出售伪满洲国政府至1945年8月东北沦陷结束)、人

民铁路(1946年1月建立海拉尔铁路分局以后)三个历史

阶段，志中诸事均沿此顺书：中东铁路时期曾几易路名，为

记述和阅读方便，统称“中东铁路"。

六、管界划分：1946年建分局当时，管辖滨洲线东至哈

拉苏，后延至扎兰屯至今，为便于记述并今昔对比，书中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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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始终以扎兰屯为界。

七、年号使用：本书所载的100年历史中，除伪满铁路

的10年兼有坩年号外，余之90年均为公元，故三个历史

时期均记公元，不标旧年号。

八、机构称谓：建分局前的两个阶段，均以“现海拉尔

铁路分局管内"相称；建分局后，以各时期机构更迭的实际

名称记载。车站名称，建路迄今多有变更，为使全书始终一

致，便于阅读，除按事件特殊需要必须使用原名外，一律以

现名记述。对站名取字上铁路与地方有异时，以1993年9

月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铁道站名词典》为准。

九、数字运用：总体上遵照1986年国家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的要求。为了尊重铁路专业

历史上沿用的“千"作计算单位的原始资料(如千元、千吨、

千人等)，故书中使用时不予更改。

十、资料来源：索取渠道分为内部、外部；资料种类分

为文字、口碑。文字资料以铁路分局、铁路局、铁道部档案

馆收藏为主，辅之以有关省、市档案馆、图书馆收存的可用

吏料。

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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