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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哈尔滨解放》一书，与世人见面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发出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并派
出大批优秀干部进入东北。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英雄的哈尔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及日伪残余势力进行了
艰苦卓绝、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
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翻开了历史新的篇章。
哈尔滨解放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的领导下，中共哈尔滨市委、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
，深入土改斗争，加强政权建设，开展建党工作，恢复发展生产，积极支援前线，着手文化教育，全
面建设城市，使这座饱受蹂躏、百废待兴的城市在极短的时间内，焕发了青春活力、充满了勃勃生机
。
哈尔滨为东北乃至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积累了管理、建设大城市的宝贵经验。
为编辑出版《哈尔滨解放》一书，哈尔滨市档案馆的同志们积极主动搜集、挖掘档案信息资源，以大
量翔实的资料再现了哈尔滨解放前后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本书是一部融“资政、育人、存史”于一体的重要史料专集，对于社会各界了解哈尔滨历史、缅怀革
命英烈、弘扬光荣传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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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6年4月28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
从此，饱受帝国主义蹂躏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哈尔滨获得新生，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建设美好
家园的历史新篇章。
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的解放对于全国解放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编辑《哈尔滨解放》一书，就是为了纪念当年为哈尔滨解放呕心沥血、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弘扬光
荣的革命传统；同时，通过再现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设大
城市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展示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不懈努力的立党宗旨和高尚
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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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哈尔滨位于中国东北北部、松嫩平原南缘，是富饶的农牧渔业地带。
在旧石器时代，哈尔滨一带即有人类活动。
周以后，哈尔滨地区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勿吉、秽貊、女真、满族等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
至金朝建立后，哈尔滨是金上京会宁府的京畿腹地，居民的居住区集中在运粮河、何家沟、马家沟、
阿什河以及松花江沿岸。
清朝时期，哈尔滨归吉林将军属下的阿勒楚喀副都统和黑龙江将军管辖。
到了19世纪末，哈尔滨一带已有村屯数十个。
1896年，清朝政府同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沙皇俄国攫取了
在中国东北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的特权，并确定以哈尔滨为中东铁路东西和南北交叉的枢纽。
1903年随着中东铁路建成与投入使用，大量中外人口的涌入，哈尔滨已具备近代城市的雏形。
城区主要分布于松花江和马家沟河之间，集中于埠头、松浦、南岗三区的中心地带。
1905年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包括《正约》和《附约》
），使日本攫取了包括哈尔滨在内的东：省16处城镇“开埠通商”。
由此，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发展，带有典型的殖民色彩，也形成了城市管理的特殊性，长期呈一城多市
状态：埠头、南岗城区一带归俄国中东铁路管理局、俄人把持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和“哈尔滨董
事会”（即市政府）管辖，后经过中国政府的多次抗争，收回市政权，由中国北京政府东省特别区市
政管理局管辖中东铁路附属地、哈尔滨特别市政管理局接管原“哈尔滨自治公议会”和“哈尔滨董事
会”；傅家甸一带先后归清朝政府设立的滨江关道、滨江厅江防同知和吉林省滨江县政府所辖；而松
花江北的松浦一带亦有相对独立的城区，先后由黑龙江省松北市政局、松浦市政管理处所辖。
1932年，哈尔滨沦为日伪统治，合并了哈尔滨四市的市政建制，哈尔滨先后成为伪满中央直辖的特别
市及伪滨江省的省辖市，由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统治。
日伪统治者在哈尔滨野蛮实施了各种限制、管制和奴化教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苏联红军占领哈尔滨，哈尔滨从日伪统治下解放出来，成立了临时性
的地方维持会和苏军管制下的市政府。
此时的城区已向西南扩展至正阳河一带，向东南沿滨绥铁路北侧新辟了一些居住区。
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接管原苏联红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控制下的哈尔滨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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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尔滨解放(套装上下册)》：全国档案编研出版重点项目，“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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