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长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第200702005号

封面设计：祁贵鹏

版式设计：宋丽虹

彩版设计：孙彦平

长春市志·城市公共交通志

出版者长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长春市人民大街78号邮编：130056)

印刷者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单位联系。

●J■1

I



-

卜

长春市第一轮修志收尾工作

领导验收小组

组 长：郝广智 刘远和

成 员i-孙彦平 宋丽虹 田 萍

李玉兰 侯曙光 祁贵鹏

张 辉

特邀成员：夏为民 于 泾 于祺元

杨春祥



编写人员

主 编：王荣林

副主编：王宪义 朱胜利 付 瑾

主 审：王荣林付瑾

撰 写：黄再玉 唐 迎 曲 红 张慧君

参编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政 于希权 I于洪涛l王志华

王永生 王金祥 l王孝谦I王瑞章

尹桂荣 兰柏轩 田书儒 曲 红

曲长江 朱 婕 冯 伟 任秀环

李素全 李福林 李玉清 李京东

杜 杰医圈 赵云彩匿捆
张慧君 张冰惠 张 瑛 张秀梅

杨树山 杨永田 杨洪达 张大伟

郑小波 郑新京 郑海义 徐武林

郝万春 高云阁 唐 迎 黄再玉

I曹世文l崔锦玉 崔建国 董 蕾

阎 冰l魏俊丰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

副

委



总 序

米凤君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生前所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

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方志的编

纂工作又重新提到日程，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加强

领导，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的腹地。从远古起，就有先民在这

里从事狩猎和耕作，但作为城市的规模，其形成的时间并

不很长。如果从公元1800年设立长春厅算起，距今大约



长春市志·城市公共交通志

190多年的历史。长春从其历史的端点一直延伸到今天，

城市结构与城市功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基

本走向是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现在，长春不仅是吉林省

的政治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学和文化

教育中心，而且也是国内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同其他大城

市一样，结构是复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长春作为省会所

在地的城市，设有市、区两级行政管理机构。这两级行政管

理机构，通过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管理着城市，组

织和指导城市的各种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制约和影响着

其他功能的发挥。长春市又直接领导其周边的五县(市)。

这不仅是管辖范围的扩大，而且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城市辐

射能力的提高和城市中心作用的突出。

长春随着历史的发展，已明显地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首先，它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长春地处黑土

带，盛产粮食，同全国其他大城市相比，是属于拥有耕地

多、提供商品粮多的一个城市。粮食产量及其商品化程度，

是影响长春发展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在工业化的今

天，粮食在长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

大意义。

其次，它是全国汽车生产基地之一。长春以汽车生产

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显示自己的特征。汽车工业的兴起以及

客车、机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现，对长春由消费

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对形成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的经济发

展格局，具有决定性意义。长春工业化的历史表明，汽车工

业将成为长春经济发展的长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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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是全国科研基地之一。长春的高等院校比较

集中，科研院所比较多。科技队伍不仅数量大，而且素质较

高。这是建设长春、发展长春在科技力量方面所表现出来

的一大优势。“科技立市，振兴长春’’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

一优势之上的。

长春市的修志工作特别强调对市情的研究：既有历史

考察，又有现状分析；既有专项解剖，又有综合论证；既有

规模不一的会议研讨，又有深入实地的走访调查。多种多

样的研究活动，使我们对市情的认识与把握不断深入。修

志的历史一再表明，研究市情并力图取得对它的科学认

识，是不能一次完成的，它不仅要贯穿于修志过程的始终，

而且也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实践之

中。

《长春市志》作为市情的载体，我们采取了两级结构的

志书体例，即由总志加分志组成。总志是宏观统揽，集中记

述全貌；分志是微观展现，分别记述行业。总志与分志是一

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对市情的观照，宏微相济，互为补

益。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奋斗目标来说，《长春市志》应当

成为一个涵盖长春城乡全貌，囊括市情全部资料的科学著

述。

《长春市志》是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

我们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完整统一。广大修志

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搜博采，去伪存

真，实事求是，努力体现时代风貌与地方特点。

《长春市志》是一个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是一部包容 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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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市情在内的科学文献。它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

状，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长春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以及建置、环境、人口、

城市设施、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珍贵资料，

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探索振兴长春的客观规律，必将提供

1 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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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构成了长春公交发展纵向延伸的一个缩影，而且，折射出时代

的风云变幻，使这部志书蕴涵着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动感。读了能

让人感受到时代脉膊的跳动，谛听到祖国前进的足音而为之振

奋，为之鼓舞。

《城市公共交通志》以长春公交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上溯下

延，记述了长春市公共交通行业诸多方面渊源和演变，资料翔

实，筛选、运用取舍有度，立足于对历史生活的整体把握，恰当

地勾勒出行业发展的轮廓，反映了生产经营的变革、发展脉络及

各阶段所达到的水平，成为长春市情的一个重要载体。它还揭示

了公共交通建设与整个城市发展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史实参

考价值。“鉴史可以资治，温故可以知新”。《城市公共交通志》

不仅能帮助读者重温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同时，能使读者在

对历史的回顾中得到启迪。

《城市公共交通志》资料丰富，观点正确，体例完备，文风

健康，叙述得当，文字表述严谨、简洁、朴实，运用纵述历史、

横陈现状的结构，真实地记述长春公交的来龙去脉。《城市公共

交通志》作为《长春市志》的一部分，对行业的反映是比较充分

的。但就志书而言，它主要记述的是长春市公共交通企业从合到

分，又由分到合的史实。到此书断限的1988年，长春市仅有一个

公共交通总公司，即“一个行业一个厂’’。这种特例，使《城市

公共交通志》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企业志的印记。尽管如此，也

仍然没有破坏或影响它作为行业志那种系统而完整的格局。能给

读者一个全面的认识，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在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入的今天，在城市公共交通事业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竞争和挑战的新形势下，决策者和建设者、今人和后人都

将从书中获得裨益，从而激励人们为长春公交事业的发展继续作

出贡献。随着历史长河不可逆转的流势，这部志书将会越来越显

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在此，我对为编纂出版《长春市志·城市公共交通志》做出

努力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在长春市公共交通事业上辛勤

奋斗的广大职工致以诚挚的敬意!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l—一1{1，i{



凡例

《长春市志》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务求思想性、科

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的断限；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于1988年底。

三、本志的记述范围，以《长春市志》下限时间的长春市行

政区划为准。个别历史资料按这一规定难以处理的，仍按历史行

政区划记述，并作必要的说明或注释。

四、《长春市志》采用两级结构，即由总志和若干分志组成，

记述层次为章、节、目。内容比较复杂的分志，在章前设篇。

五、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人物》一章(不标数序)。关，

于立传人物，坚持在世人和外国人不立传的原则；坚持以当代人／
物为主兼及各历史时期人物的原则；坚持以正面人物为重点兼及【

反面人物的原则。对于不够立传标准但需入志的人物，主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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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系人的方法，同时也采用表、录的形式加以记载。

六、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大事记》一章(不标数序)，

原则上采取历史编年体，记录足以反映历史进程和各历史阶段基

本特征的大事。

七、总志与部分分志必要时设《附录》。

八、入志人物均直书其名，必要时酌加职务，但不加尊称。

九、本志的境内地名，除历史地名外，今名以《长春市地名

录》为准。国内境外的今地名，以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简册》为准。使用历史地名均加注今名。

十、本志涉及的外国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的《外国人名译名

手册》为准。

十一、本志内容记述中的历史年代沿用通称。但自1931年

“九--]k"事变起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

这一时期统称为沦陷期间。

十二、本志涉及的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以中国传统纪年

为主，加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以公元纪年为主，一般不加

注民国纪年。除引文与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用伪满纪年与日本

纪年。

十三、本志的用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公

布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发布的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历史人名、地点为防混淆酌用繁

体字。

十四、本志的标点符号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中的规定为准。

十五、本志的数字书写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十六、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以1994年7月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

用》中规定为准。

十七、本志的引文统一使用页末注(脚注)，注码标在引文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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