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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鸡西市建设志》问世了。这是鸡西市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鸡西市地处边陲，资源丰富，是新兴的煤炭工业城市。历史上它经受了长期

封建统治、帝俄掠夺、日军侵占，使这块富饶的土地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鸡西市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加速城

市建设步伐，使市容市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鸡西市，矿山遍布、工

厂林立、高楼崛起，道路四通八达，生产不断发展，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

业。鸡西市的建设者们，在建设鸡西市中描绘了美丽的图画，获得了辉煌的业绩，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鸡西市建设志》正是鸡西市建设史的如实写照。

《鸡西市建设志》的编纂工作，在鸡西市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总结历史经验的

基础上，准确地记录了鸡西市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为我市各级党、政领导和

城乡建设者们了解市情、制定政策提供了一部难得的。辅治之书一。
’

《鸡西市建设志》，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按城乡建设专业类属分

类，合理排列篇、章、节、目，较充分地反映了煤城的特点，突出了部门专业的

特色，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文笔流畅，确实是

一部好的志书。这部书，不仅是鸡西市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未来鸡西

市城乡建设管理将会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

值此《鸡西市建设志》出版之际，殷切希望读者关心它、爱护它、帮助它，使

它更好地为鸡西市城乡建设服务。

鸡西市市长孙永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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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鸡西市建设志》的问世，正是盛世

修志的传统标志，也是鸡西市建设史上的重要成果。

《鸡西市建设志》，是记述鸡西市有史以来城乡建设的第一部专业志。它全面

地反映了鸡西市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并汇集了市建设系统的情况。全书设煤

城史话、大事记和城市沿革与分布、城市规划与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

城镇房地产、环境保护、建筑、村镇建设、古迹风景、机构队伍等10篇44章156

节。附录了省级以上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名录，共60万字。对鸡西城乡建设的历史

沿革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情况与现状，都作了真实的记述。它的问世，为鸡西

市建设系统各级党、政领导和从事城乡建设的专业人员了解地情、制定政策提供

了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因此，本志书出版，对把鸡西建设成为更加美好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城市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鸡西市建设志》，是鸡西建设史上一项继往开来的文化系统工程。它所记述

的内容、范围，都具有区域性、连续性、综合性、真实性和资料性等特性。而且

还具有科学、朴实、严谨等特点。更主要的是把时代的信息和专业的特征反映出

来。既是鸡西市广大城乡建设者的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他们艰苦创业、努力拚

搏、开拓进取的写照，更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它的问世，必将发挥

“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它不仅为我们城乡建设者们提供了一部难得的教材。

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宝贵的遗产。愿建设系统的同志们和关心鸡西市城乡

建设的各界同仁志士，阅读本志，吸取营养，承前启后，发扬光大。

80年代，正是我们处于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市建设系统正以中共十

三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在中共鸡西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振奋精神，下大

气力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通过治理整顿，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基础工作，健

全管理体系，促进鸡西市城乡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为振兴鸡西，发展鸡西做出

应有的贡献。

愿鸡西市的城乡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祝我们的建设史册代代添新篇。

鸡西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吴贵生 gjj堡●。i



凡

一、《鸡西市建设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指导思想，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按城乡建设部门专业类属分类，合理

地排列篇、章、节、目，尽量反映煤城的特点，突出部门专业的特色，体现时代

的特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记述范围：按行业分工记述建设系统归口管理的城市建设和村镇建设的

各项内容，以及全市其它部门有关城乡建设的情况，因鸡东县另编县志，故除城

市沿革与分布、环境保护、古迹风景篇外，其它篇章均未作记述。

四、表述方法：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必要的图表和照片，力求重点突出，脉

络清楚。

五、纪年方法：除引文使用原纪年外，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朝代纪年以括

注。

六、记事中对历代政权，一律沿用通称，不加政治性评语；涉及人物称谓，一

律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如有职称，冠在姓名之首。

七、志书采用语体文编写，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常用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度、量、衡，一律以公村为准。

八、按贯通古今要求，上限力求通顶，追溯到事物的发端，凡历史上有据可

查的，尽量上溯，下限断至1985年。

九、大事记，采用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写法。因鸡西建市较晚，故

在《煤城史话》中将其历史行政区域和隶属关系以及演变过程作了综述。

十、志书资料来源广泛，在行书中不一一说明出处。凡引文均加注引号，且

忠实原文，一般不予删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统计资料，均以统计业务

部门的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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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城 史 话

鸡西市是黑龙江省东南部的煤炭工业城

市。全市共辖6区1县，为一市多镇结构。

1985年总面积5 402平方公里。总人口

107．1万人。原煤产量2 317万吨。工业总产

值15亿元。其中市区面积为17．33平方公

里。城市人口69．9万人。

鸡西市位于东经130。187～131。41’，北纬

44。51’～45。417。地处完达山与老爷岭结合

部，属西山岭余脉。北与七台河市接壤，西北

与勃利县交界，西与林口县毗邻，西南与穆棱

县接壤，东与密山县交界，东南直接与苏联接

壤。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形成山地、丘陵

漫岗、河谷平原三种地形地貌。气温属亚寒带

气候，最高气温为37℃，最低气温为零下

35"C，历年平均气温为3．5℃。降雨量最大年

份为767．5毫升，最小年份为314毫升，历年

平均为519．5毫升。海拔标高在180至881

米之间。建成区海拔标高在185至342米之

间。

鸡西市的城乡建设，是指城市和村镇道

路、桥涵、排水、路灯、堤防、园林绿化、环境卫

生、住房、交通、邮电、供水、供热、供气等基础

性设施和公用事业设施的建设。它包括城市

和村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以及随着经济的

发展，为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发展

起来的建筑业和环境保护等内容。鸡西市城

乡建设的各项成就，都凝结着勤劳勇敢人民

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他们光辉灿烂的文明历

史。

鸡西市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少数民族

生息繁衍的地方，但开发较晚。据兰岭乡永台

村出土的文物考证，今鸡西一带早在二千一

百年前就开始有人类活动，恒山区柳毛乡小

四平山古石城垣，就是唐代古勃海国时期的

山城遗址，为鸡西一带最早的城池。城子河区

小城山古城遗址，为金末元初的土城，也是鸡

西一带早期的城堡。先民开始以采集、狩猎、

捕鱼和游牧为主，有了农耕以后，人们逐渐定

居，形成部落，出现村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为防御战事，开始修筑城堡。随着时代的变

迁，局势的变化，已形成的村落和因战事兴起

而修筑的城堡又逐渐颓废和消失。在历史长

河中，鸡西的行政区域和归属变动较大。察乎别

是清朝统治者，把东北地区视为所谓“龙兴之

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实行“禁封”政策，

严禁汉族人流入，造成鸡西一带人烟稀少，经

济落后，阻碍了社会进步，极大地限制了村镇

建设的发展。进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

断入侵，沙俄侵略，日本占领。1931年“9．18”

事变之后，鸡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直

至1945年“8．15”光复才获得新生。鸡西的经

济开发和城乡建设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才真正得到蓬勃发展。发生日新月异的巨大

变化。

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在黑龙江东部地区

居住的为肃慎人。鸡西区域，公元七世纪属于

古勃海国东平府。辽代初期属于耶律贝的东

丹国，后期属乌惹部。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统

一东北，建立金国。属上京路的胡里改路管

辖。元代沿用胡里改路的设制。明代永乐年

间，由毛怜卫、建州卫、恨克卫三分而治。十七

世纪中叶，先属清朝宁古塔将军，后属吉林将

军。因受清朝“禁封”政策的影响，鸡西一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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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极少。直到开禁移民垦殖，鸡西一带的村落

才又发展起来。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在

穆棱河上游设穆棱招垦局。1899年(光绪二

十五年)在蜂蜜山增设招垦局，垦殖界限抵今

梨树镇、柳毛河、鸡东县、鸡冠区一带，从此关

内移民大量涌入，领荒定居垦殖，才又逐渐出

现新的村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设密山

府，今鸡西境内的鸡冠区、恒山区、平阳镇、城

子河区等地，均属密山府管辖。1910年(宣统

二年)设穆棱县，今鸡西境内的梨树乡、柳毛

乡、凤山村、吉祥村、土顶子村、兰岭乡等地，

均属穆棱县管辖。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进

入民国时期(1912"-,19311)，今鸡西市归吉林

省穆棱县、密山县、勃利县3县分治。1917

年，袁大章建密西煤矿，1924年，中俄官商合

办穆棱煤矿，合资修筑“穆棱铁路”，于下梨树

沟子设站，这是鸡西市最早的煤矿和近代以

来形成的最早城镇。

1931年“9．18”事变以后，鸡西区域归伪

东安省密山县、穆棱县、勃利县、林口县四县

分治，日本侵略者将原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

矿，变为日俄合办的“满州炭矿株式会社”。

1934年5月，修筑林(口)密(山)铁路，在鸡

冠山西设站，遂名“鸡西驿”(车站)。故有鸡西

之称。相继设矿掠夺开采恒山、城子河、滴道、

麻山的煤炭资源和柳毛的石墨资源。1940年

修筑鸡西至恒山铁路，并将穆棱铁路延至鸡

西与林(口)密(山)铁路接轨。今鸡西市中心

区成为连接各矿区的交通枢纽。1941年9

月，建立鸡宁县制。在日伪统治时期，伪鸡宁

县设都邑计划局，城乡建设具有浓厚的军事

化和殖民地特征。在农村限制分散居住，实行

并屯政策；在县城及其周围密布军事设施，县

城区西山办军工厂，西郊建军火库，全县境内

设有九。高地、新锋、高田卒、梁家、王家5个

军用机场。县城街道全部是土路，道路泥泞不

堪，没有排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垃圾成堆，污

水横溢，臭水沟、臭水泡子遍布城区，临街建

筑寥寥无几，行道树木星星点点。1945年，日

本帝国主义投降前，今市中心区内仅形成街

市雏形，城市基础性设施和公用设施均极其

简陋、落后。在日本侵略军撤离前，中心区及

各矿区主要生产、交通、电讯等设施，均遭到

破坏，城市面貌千疮百孔，破烂不堪。

1945年“8．15”光复后，鸡西地区得到了

新生。1946年5月，鸡宁县民主政府成立，领

导人民恢复生产，积极支援全国人民解放战

争。1949年8月易名鸡西县，年产原煤497

万吨，人口发展到12．7万人。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把鸡西县作为全国重点煤炭基地进行开

发和建设，从此鸡西县进入飞速发展的新时

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小恒山建设了由

我国自已设计，自行组织施工的全国第一对

现代化采煤竖井。1956年12月18日，经国

务院批准，撤消鸡西县，成立鸡西市。将穆棱

煤矿所在地梨树区和麻山煤矿所在地麻山

区，分别从穆棱县和林口县划归鸡西市；将原

鸡西县的平阳镇、东海、下亮子、哈达乡划归

密山县；将兴农区划归勃利县。鸡西市辖鸡

冠、恒山、滴道、梨树、麻山5个行政区。鸡冠

区为市政府所在地。1958年以后，陆续新建

二道河子煤矿、正阳煤矿、大通沟煤矿。1964

年新建张新煤矿。1965年新建东海煤矿。

1968年12月改为黑龙江省省辖市。1969年

增设城子河区。1976年新建平岗煤矿、鸡西

磷矿。各矿区附近，均建设了相应的生活区，

形成新的卫星镇点。地方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地方煤矿遍布全市，相继建立了冶金、建材、

轻化、电子、丝绸、造纸等工业。1978年煤炭

产量达1 330万吨，洗煤、发电量都有较大增

长。城市规模得到相应的发展。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行改革

开放，搞活经济的总方针，给振兴鸡西，发展

鸡西经济，加速城乡建设，带来了新的生机。

1983年10月，鸡东县划归鸡西市辖县。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5年，经

过30多年的努力，基本上将过去以煤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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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单一型城市，建设成为拥有电力、选

矿、建材、机械、冶金、化工、电子、轻纺、食品

加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型工业城市。城市

和村镇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不断

得到发展。与建国前比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和重视

鸡西的城乡建设。从1960年到1985年，国家

和地方用于城市建设基本建设投资达3

797．8万元，特别是1979年以后，国家在基

本建设投资中，增加了对城市基础性设施建

设的投资比例，尽量偿还历史欠帐，7年共投

资2 957万元，占投资总额的77．86％。同时，

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方针，广泛推行“四

自一联”(自扫门前雪、自栽门前树、自搞地下

水、自修门前路、受益单位自已联合起来集资

搞城市建设)。使城市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

用于城市建设各项事业的城市维护费达7

680．9万元，其中1979年至1985年为3

578．8万元，是前30年的88．2％。

鸡西的城乡建设，在中共鸡西市委和市

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

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新中国成立

后，在50年代中期前，因县、矿两种体制，城

镇建设为双轨制，尚无统一规划和管理。1957

年建市以后，确定市区(鸡冠区)为全市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并于1959年制

定城市总体规划，使鸡西城市建设步入有计

划、有步骤进行的轨道。各项建设比较协调。

功能区分比较合理。“乱、脏、差”面貌比建国

初期有明显的改善。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

革命”，给城乡建设造成了不良后果。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后，城市建设经过拨乱反正，加

强城乡建设管理，开始运用现代环境科学与

技术，有计划的保护环境，预防环境质量的恶

化，控制环境污染，使鸡西的环境质量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和明显的改善。重新制定了《鸡西

市城市总体规划》，并于1982年经黑龙江省

规划委员会批准，成为全市工业、交通、商业

服务、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电力、通讯、房

屋建设、市政工程、园林绿化、人防战备和郊

区生产等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的综合部署，建

设和管理城市的依据。特别是全国城市市长

座谈会议明确市长的主要职责是抓好城建工

作以后，鸡西城乡建设工作被列为市委、市政

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把涉及人民群众吃、住、

行等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作为大事来

抓，主要领导亲自组织落实，使城乡建设出现

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崭新局面。市委并决定

将城市维护费由鸡西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

员会统一计划使用，由市财政局据以拨款。

1983年，强化了村镇建设管理体系，重点加

强了规划管理，使全市村镇建设工作走上了

有组织、有计划发展的轨道，推动了村镇建设

的发展。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城乡建筑业也

有了相应的发展。经过建国以来30多年的建

设，全市城乡面貌已非昔日可比。林密、城鸡、

鸡恒3条铁路横贯市境，厂矿林立，城乡公路

四通八达，市区主、次干道全部铺装，街道绿

树成荫，上水、下水基本配套，高层建筑拔地

而起，市中心区已开始实行集中供热、供气、

交通、电讯方便，村镇建设正走向规范化，村

容镇貌明显改变，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基本

得到控制。目前，正朝着文明、整洁、美丽、繁

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型工矿城市阔步迈

进。

鸡西的城乡建设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以

来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起步晚、底子

薄、基础差，特别是受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基础

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以及经

济体制等诸因素的影响，使城市基础性设施

建设与工业生产建设不能同步进行和协调发

展，因而造成某些生活设施欠帐、城市基础性

设施的重复建设、旧城改造任务仍然繁重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体制管理方面的问题，如

政出多门、投资渠道不一等I另一方面，管理

城市的法规尚不健全，实施中某些长官意志

等因素，使城市建设的有限资金不能发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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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要

坚持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建管并重，讲究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城乡建设方

向，注重发挥城市功能作用，深化改革，艰苦

奋斗，一定会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鸡西煤城

建设得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交通方便，环境

优美的现代化城市l把每个村镇建设成为适

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小康生活水平需要的

新型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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