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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古城益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勤劳勇敢的益阳市人

民为城市建设历尽了艰辛，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非常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记述好这部分历史，以流传千

古，激励后人。益阳市建设委员会组织专门班子，对益阳城

市建设的历吏和现状等有关资料进行了广泛收集和整理，并加

工、编纂出《益阳市城市建设恚》，这是益阳第一部城建志，

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市文化、文明的极大提高和进步，确实值得

称道和庆贺，同时也倾注了广大城建工作者和全体编意人员的

劳动．智慧，得到了有关部门和领导的热情支持，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 、 。

益阳是一座具有二千余年历史的古城，又是新兴的社会

主义现代工业城市，地理位置重要，为全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建国弘后，城市建设在原来比较薄弱的基础上，

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扩大了市区，调整了城市布局和

城市功能分区，为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改善人民生活，新建

了大量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用房及城市基础设施．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T--ptA．：@四月，《益阳市

总体规划》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实麓，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城

市建设发展的方向，依照这个规划蓝图，益阳城市建设的发展

；更是突飞猛进，城市面貌发生了曰新月异的变化，：井饲了建设

“和管理的新局面，。事实证明城市建设规划是克头．：今年国家顽

。布了《城市规划法》，。为依法治市提供了法律依据，。它将成为

t域市建设和管理的新的起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国弘来益阳市城市建设经呖了

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益阳市城市建设志》记述了送个过程

弘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I；d时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许多经验

i乖教训，褒贬于记述之中，u使读者从中获得教益，这对于指导

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建设是很有借鉴作用的、只要我俯认真

吸取历吏的教训，不断探索，勇敢创新，丛后的城市建设必将

．诹得更大的成就．

2

徐思千(益阳市副市长)

一九九O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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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益阳市城市建设意》脱稿付印，，，编委嘱我作序，．仍欣然

i命笔． ．

‘

，

?益阳建城，．早在秦汉(公元前221年秦朝置为县)，：歪

．今己有2200多年．一益阳经济开发较早，、农莉土产丰饶，；f：科学

，文化较发达，?人文地理优越，，近代和现代吏上， 众多革：命志

士、-文化名流皆出生或栖息于这片沃土． ，

解放初期，益阳市人口仅6．45万人，市区面积27，平方

。公里，。建成区面积2：4平方公里．四十年来人口发展蓟38万多

．人(城区人口18万人)，“建成区面积17平方公里，+现’西成为

jI译中北洞庭湖一带政治、i经济，文化中心，’资水流域中i下游农

．，剐产品集散地．益阳市已形成拥有轻纺、‘机械、电子，、“建材等

工黼觋代城市．．
城市建设：勰放前，这座古城只有长15华里的。条麻石

街道，。街巷窄狭，’房屋低矮，“破破烂烂．解放后，．在共产党和
；3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我建委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也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城市的规

划、建设和管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开创了益阳市城市建设

的新局面．在。北改南建一的城市建设方针指导下，对资水良

北旧城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使之设施配套，功能齐全；

南岸己新修了几条道路，形成了城市建设新区．城市基础设施

从无到有，不断完备，道路骨架己开始形成网络，城市供水、

排水已遍及城区并自成体系，公共交通四通八达，一处处住宅

新村相继建成，一幢幢楼房拔地面起，城市人民已有了一个交

通方便、市容市貌比较优美而舒适的环境，为发展城市工农业

生产、繁荣城乡经济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编制并实施了经省人民政

府于1982年批准的《益阳市总体规划》，1987年年底以

来，，按照改革、‘开放的要求，对总体规划又进行了修编完善，

可良预料，益阳的城市建设必将更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并将

以其特有的风貌，为古城增添新的色彩，为资水之滨和洞庭湖

畔镶嵌一颗更为璀灿的明珠．
‘

《益阳市城市建设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4



义的观点黍实事求是的原则，广征博采，析异辨误，分门罚

类，详今略古，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了益阳市城市建设各

方面的历吏与现状，并对古城沿革、灾异发生也作了记述．通

现全篇，详略得体，重点突出，是一部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

兼丽有之的专业志书．全书共7章，30节，计ll万字．历史

学家周谷城同志欣然为本意题写书名，艺术家株凡同志为本意

书写楹联，均为本意增添了光辉．一
’

专业志的修成，是建委战线一大喜事，诚望它能在未来城

市建设中，给人l；(启示，供人以借鉴，为益阳的崛起发挥作

用。 ．

‘

‘

‘·‘

；

． 刘德昌+

‘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5



凡’。簪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

点，新方法、新资料，系统地记述本市城市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二，全志为_级平列结构，序言、，凡例。大事记列在志书

之首，各章按门类性质依次排列，附录排在最后。章，以下一般

分为节，目，子目三个层次。

三、体裁为记、述、志、图、表，录。’综述为全志之纲，

。大事记为全志之经，，各章为全志之纬，图，照片，表、，录，或

置于志书之首，或散见于有关章节，或附在志书之末。力求反

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四、断限一般始于1840年，但可因事而异追本溯源。下限

为了充分反映现状，一般断至1988年。个别章节记述到脱稿时
●

～

，止．

五、对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遵循“宜分不宜合、宜粗不

宜细彦的原则，不设专章记述。

六、建工建材部分，另有专志，本志不作记述．

七，志中所录人物，均为出席省级以上代表会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其余从略。
’

八，1949年8月3日益阳和平解放，其前，后，简称“解放

前打，矗解放后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前后

f．6



简称矗建国前黟嚏国后一。
九、时间和计量表述，大事记为使时间概念清楚，统一用

公元纪年，用括号注明朝代年号。其余各章行文中的历史纪

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年份。公元纪年第一次出现

耐，写上公元二字，以后均省略。计量书写，均用国际单位的

名称和符号。 ．．

十，数字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

部门联合通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写。统计数字，一般以市统计年鉴和国家城市建设统计年报的

统计数为准。

十一，行文用第三人称，记事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

韵。 ．

十二，凡引文和需要加以说明的文字，均在本页底注释。

为节省篇幅，一般采用的资料，不另注明出处。



大事记

大事记

公元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

益阳原土城改为内土外砖城墙，并将城向西拓至何家桥，

改何家桥名为金城桥(今贺家桥)。

1 765年(清乾隆三十年)
’

重修益阳城垣。西门由金城桥移至今址。自西门至南门，

沿河修建麻石泊岸。

1876年(清光绪二年)

益阳城垣再次加修加固。 ．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

5月30日，成立益阳电信局，开益阳电信事业之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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