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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哈尔滨市公路管理处处长 魏家达

哈尔滨市公路志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的支持下，经过市交通局和有关单位大力合作及编纂

人员的辛勤劳动，历时十载．反复修改．已编写成书。

这是公路管理和建设的第一部志书。它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具有“资治、教化、存

史”的作用。总结历史、服务现实、促进腾飞。益在

当今，惠及子孙，值得祝贺I

哈尔滨是东北北部水陆空交通枢纽，一座名城。

但沦陷时期．也曾有过忧患，饱经风霜。被侵略者统

治十多年．历尽沧桑。先辈留下的古道，激励我们奋

勇向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40多年的建设．公路状况

日新月异，发展突飞猛进，今非昔比．尤其在改革开

放以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1980年．根据黑龙江省交通厅的部署和市交通

局修志工作的安排，我们承担编写。资料长篇"的任



序

务。于1983年完成上册初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反

复核对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增删章节，又于

1986年组织人’员用翔实资料，全面论述古道的历史

和近代公路的状况，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公路改造、

养护、新建、管理的成就。当代公路同古驿道、民间

道、土公路相比．有了质的变化。都是公路战线广大

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职工战酷暑、斗风霜、艰苦奋斗

而来。他们为哈尔滨市公路建设．出力流汗，作出巨大

贡献，功绩永载史册。借此公路志成稿之际，仅代表

公路处党政领导向公路战线的同志们道一声：“你们

辛苦了"!衷心希望全体同志再接再励，总结过去，开

拓未来，迎接灿烂的明天。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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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L
月--U． 暑。

1980年，根据哈尔滨市交通局编纂公路交通志

的安排，公路处开始着手收集资料，查阅档案。当时

主要是为局提供编志资料。经过几年工作，曾提出过

一个初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又于1986年着手修

改、充实．于1 994年完稿．既作为公路交通志的资料，

又独立成章为“公路志”。 ．

路．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世上本没有路，只是

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哈尔滨的路，同样是古代人

走、马踩、车过．形成了路。历史上最早的路称“朝

贡道"、“鹰路"。从金朝开始，又有了“驿道"，为元、

明、清代所沿用，至清末民初，才称“车马大道’’，民

国时期始称公路。沦陷时期，又有。治安道’’、“开拓

道”。新巾国成立后，将土公路改造为铺砂石，或沥青

油的黑色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质量标准普遍提高。

公路志上溯古代，下至当今．用翔实资料．论述

公路的发展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造土公路．建

设新公路的成就。目的是借鉴过去，指导实践，向广

大职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行业发展

史的教育．给子孙后代留下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

哈尔滨公路基础始于古代驿道或民间道．形成近



前 言

代公路始于清末民初的“大车道"。于民国、沦陷时期

形成土公路。近代公路发展于1964年，进入一个新的

时期。

——组建公路管理机构，专负公路养护、修建。实

行分级管理，干线公路设专业养路队伍．地方公路有

非专业队伍养护。公路畅通无阻。

——在修复原有公路的同时，进入公路建设的新

阶段。从1964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建、扩建原

有土公路，改善了哈尔滨通往各县、市的交通状况；新

建了高等级的京哈路(哈尔滨段)、哈阿汽车专用路。

——初步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公路网．国道、

省道和地方道相连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

公路志在编纂过程中，虽力求准确，符合规范，但

因编辑水平所限，缺点错误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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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哈尔滨市公路志>，是以地方区域性为主的公路专

业志书．凡在哈尔滨市辖区内的公路，不论其管理体制，隶

属关系，均纳入本志，以展示哈尔滨市公路事业的全貌。

二、在编纂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三、采用记事本末体叙述，本着立足当代，纵贯古今，详

近略远的原则，分类系事，横排纵述，事以类从j宜纵则纵，

宜横则横，纵横结合，尽量}；苣不缺项，纵不断线，上限起于

辽金，下限Jf：于1990年。

四、为了增强史实性，知识性、资料性与可读性．对一些

与道路有关的历史，地理情况做了必要的简明记述。

五、志书为纂著体，以概述统领，设8篇，26章、54节，

后辅以火事记。对不宜列入正文的史料，则纳入附录。

六、志舶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相辅，并配以照片，以

反映公路事业建设情况。

七、志书文体，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对人物的记载，

则采取因事系人叙述，不加褒贬． ‘

八、资料来源以国史、正史、档案和具有权威性的文献、

著作为主。对有关杂志、刊物、通讯、口碑、笔录资料经

考证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以实际执行结

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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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县级以上公路及大型桥梁，分别以路线和大桥名

为单元，记述其修建本来，其它乡路中小桥则列表记载。

十、历史纪年，均按当时习惯称呼，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年代．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均用“政府”一

词。古地名后，括号中的为今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

“新中国”．

十一、大事记，采用历史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

方法记述．

十二、对数字的使用，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

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

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jlJ法的试行

规定》编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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