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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正县交通志》是一部地方性专业志书。这部志书较系统地、

全面地、翔实地记述了方正县八十余年公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和

沿革，既记载了方正县昔日交通事业的历史状况，也写出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修路建桥，大力发展方正县交通事业的史实。方正县交通事业的发

展，为这个历史上闭塞落后的农业县走出贫困的低谷、走向全国的‘

大市场、走向蓬勃发展的富裕之路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当今的方正

县，纵横交错的公路不但把方正县城乡连成了一片，也把方正县

同周围相邻的市县紧密连结起来，在发展生产、富裕生活、繁荣经

济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惠及当今，造福子

孙”的文化建设工程。今天正处于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有必要也有义务把方正县交通事业发展的历

史，用文字记录下来，把它奉献给为方正县交通运输事业的蓬勃发

展曾付出全部智慧和辛勤劳动的同志们，借‘以从中受到鼓舞，激

发对公路交通事业的更深之情，更爱之心，为发展交通事业更加奋

发向上，开拓前进，做出新的贡献。同时，也为研究方正县交通历史

的有关人员，提供可资借鉴的科学依据，或作为资料留传后世，使

后人受到启迪。



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方正县的交通事业发展很快，尤其

在公路建设和养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连年受到省、地、

市各级政府的嘉奖，在方正县的交通史上写下了一段闪光的篇章。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方正县交通事业发展的历程中，勤

劳智慧的方正县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家乡的土地上修筑了

条条通向富裕的康庄大道，为方正县经济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

功绩。这本志书真实的记录下了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的坚实足迹。

愿《方正县交通志》的出版，为深化改革，振兴方正，发挥作用。

方正县交通局局长 ．贾超

‘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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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方正县交通志》为方正县一部交通专业志书。上限起于

1909年(宣统元年)，下限止于]992年。有的章节根据记述需要尽

量向上追溯。

二本志在撰写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三运用记、述、志、图、表、录等体裁撰述。前由概述统领，后

辅以大事记，中间设篇、章、节、目，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因事系人。

四历史记年，1945年东北解放以前均按当时的习惯纪年，

同时括号内均加注公元纪年。

五全书用语体文记述。

六度量单位除个别引用、转抄资料外，统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表述

七机构、会议等名称，除第_次出现使用全称外，其余均用

简称。用古地名时注明今地名。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均袭用。

当时的一般习惯称呼，不加政治定语。

八对记述中涉及的今人，在世人皆直书其名，不加虚衔和褒

贬之词。

九志书行文，按《黑龙江省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要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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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方正县原属大通县(今通河县)管辖，宣统元年(1909年)与大

通县分治，在松花江南岸建县城，因城北有方正泡而取名方正县。

清末和民国时期隶属吉林省，伪满时期归三江省统辖。新中国成立

后归松江省，现归黑龙江省。

方正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南岸，长白山支脉张

广才岭北段西麓，蚂蚁河下游。地处东经128。13’41”——129。337

20"，北纬45。32'46”——46。09，-00”。东与依兰县为邻，南与延寿、尚

志县接壤，东南与林13、海林县毗邻，西与宾县相依，北与通河县隔

江相望。面积为2967平方公里。方正县辖4个镇，11个乡，137个

行政村，256个自然屯，人口219．004千人。

方正县的山地分布在东、南、西三面，有大小山峰60余座，均

为张广才岭余脉。是黑龙江省重要林区县份之一。

方正县的水系以松花江、蚂蚁河为主干，有大小河流20余条i

有方正泡、莲花泡等湖泡30余个。这众多的河流、湖泡为人们提供

了航行、灌溉、捕涝与养殖之利。

方正县的气候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历年平均气温为2．

8℃，年平均降水量579．7毫米。 ．

方正县物产富饶。在深山密林中生长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

物。有红松、白杨、黄菠萝、水曲柳、椴、桦等树木；有虎、豹、熊、鹿、



概 述

貂、貉等珍贵野生动物；有人参、平贝、刺五加、五味子等100多种

药材；有元蘑、木耳、猴头等山产品。地下资源有煤、水晶、石英石、

铁、铝、石油等。

方正县交通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非常落后，仅有几条民间道路，

当时是遇河架桥，大的河流则设有渡口，以联结交通。随着社会的

进步，自然经济的发展，促使人民出钱出力筑路修桥，但道路质量

低劣，加之缺乏养护，致使道路晴通雨阻，交通十分不便。伪满洲国

时期，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的目的，虽修了几条公

路和几座桥梁，但多为简易路面、木桥便涵，标准低，仍是晴通雨

阻。其他民间道路均为土路、低洼狭窄、缺桥少涵、人车难行。

1945年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

展，着重对原有道路和桥梁进行恢复和改造工作。1949年建国后，

先后设立了交通行政机构和运输管理机构。1950年到1965年间，

党和政府积极组织民工和各种车辆整修原有道路的路基，改修桥

涵，路况逐年有所改善。并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公路养护，

建立了专业与群众相结合的养护队伍，进行经常性的公路养护。

1965年到1969年问，方正县交通事业虽然受到了“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公路正常的养护和建设秩序被打乱，但依据战备的需要，

国防公路和主干线公路的建设仍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加固加宽了

路基，而且改善了路面，拓长了公路里程。基本实现了路面砂石化，

桥涵永久化。1979年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需要，方正县公路建设逐步向高质量、高标准方向发

展。在加强公路养护的基础上，加速了公路新建、改建步伐，逐步铺

装了黑色路面，以提高车辆通过能力。哈富公路(哈尔滨到富锦)横

贯方正全境，是方正县交通的主干线。其他干线公路还有方通

(榆)公路(方正到吉林通榆)，方虎公路(方正到虎林)，方通公路

(方正到通河)。全县公路总里程为472．1公里。其中：国道116．7

公里；省道48．8公里；县级道路21．8公里；乡镇道路93．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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