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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市公路交通志

序

《七台河市公路交通志》记载七台河市公路交通的历史和现

状。她是一部集区域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之书。

对了解和研究七台河公路交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价值。

七台河市地处祖国东北边陲，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媒j

炭基地之一．，并以煤种齐全，储量大，煤质优而驰名中外，同时

也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交通枢纽。 ．

七台河市最初是勃利县的一个农村小镇，周围是荒山野岭，

人烟稀少，没有一条标准的公路，桥梁绝大多数是木黼结构，交

通运输完全靠人挑马驮和畜力车，交通运输十分落后。1958年七

台河煤田开发后，各级政府把修路架桥歹!l为重要任务，经过多年的

努力，使全市公路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金境除了7条县统

公路外，尚有乡级公路，运煤专用路和矿务局专用路等交织成

网，公路运输四通八达。鹤大公路上的倭肯河大桥成为七台河地

区南北交通的重要纽带。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便利生产、生活。

繁荣社会经济、巩固国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台河市公路交通志》旨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七台河一

市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也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

鉴古明今，借以起刭。资治、教育、存史一之作用。

盛世修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现实的需要。我们，

要世代相传，继往开来，把七台河市公路交通的历史连续地记载下

．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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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去，以使交通战线广大职工了解过去，启迪当代，惠及子孙，激励

人们奋发向上，开拓前进，为发展七台河市的公路交通事业做出

新的贡献。

垒i石祥

．一



七台河市公路交通志

凡 例

一、《七台河市公路交通志》共设6篇、25章，70节，18万

字。全书力求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七台河市(舍勃剂县)公路交通的

发展变化，突出道路、运输和管理方面的记载。记述上起清末、下

限断至1988年末。

二、志书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分

篇、章，节，目4个层次编排。

三、志书应用述，记、志、传、图(片)表、录等体例选取

主题资料分别撰写。

四，历史记年，按当时习惯称呼，并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年

代。

五，记事中涉及在世人，直书其名，勿加褒贬乏词。

六、概述、大事记，采用历史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

方法去记述。 ．

七，记述历史沿革时所用的古地名，均在括号中注明现地

名。

八、本书运用语体文，记叙体。
一

九，专用术语，须加以解释的采取页下注。

十，桥梁选典型的做专门记述，其它的桥，涵收入一览表内。

十一，古代道路的记述以勃利县为主(因七台河当时归其所

辖)。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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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七台河市(含勃利县)地处黑龙江省东部，倭肯河中上游。

位于东经130。至131。44’，北纬45。167至46。377之间。东与密山市

接壤，南与林口县，鸡西市交错，西与依兰县相连，北与桦南县

毗邻。全市面积6289平方公里(其中l勃利县为4367平方公里，

市区为1922平方公里)。七台河市东、南、西三面山丘下埋藏着丰

富的煤炭资源，是以煤炭生产为主的新兴工业城。 ，

七台河市道路交通，上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起，勃

利境内已有三姓(今依兰县)通往蜂蜜山(今密山市)的官马

道o _·

1911年，三姓通往蜂蜜山途经勃利的官马道建成驿站道，此

道在勃利境内，由西北向东南通过，沿途设有大小驿站6个。清

末，民国初期勃利境内就有民间道路6条608里。

1914-'-'1931年(民国三年至二十年)，在原大车道的基础上，

修筑了依兰至勃利，勃利至梨树镇，小五站至二道岭，勃利至后连

珠岗、勃利至青龙山、下杏树沟至青龙山、杏树至三合屯7条道

路，总长338里。 ，

4 ‘

、

1934年(伪康德元年)，勃利至密山的官遭和勃利至后连珠

岗的乡道又进行了改造。 、

1938年(伪康德五年)，新修筑了七台河至杏树、大四站至杏

树和杏树至吉兴3条道路，总长398里。 v

1945年东北地区解放。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43年中，

七台河的公路交通，经过积极恢复和发展，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

砂7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