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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曩集签象皇蔫{．--j-赋硕- 现市政协主席
取坝

徐州这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

城，几经兴衰。战乱曾使她遭受破坏，洪水曾

把她一次次冲没，历尽沧桑。解放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努力，不

仅很快地医治好战争创伤，城市建设也有很大

的发展。不久前被目务院批准为历史文化名

城。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和殷实的工商业基

础使她在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发挥着中心城市

的作用。既不断地从周围兄弟市，地那里获得

政治，经济文化营养，也以自己的科学技术、

经济实力为接壤地区服务，为祖国的四化大业

贡献力量。 ．‘

一九四八年冬徐州解放后，历届市委和政

府都以加强建设，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造福子

孙为宗旨，进行了精心规划，积极治理。在艰

难的岁月和艰苦的条件下，兢兢业业，坚持不



懈，团结奋斗，为徐州的城市建设做出了许多

令人敬佩和赞颂的业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

搞活的方针，给徐州城市建设注入了新的活

力。在这个时期里，特剔是一九八二年以后，

抓住了三个契机，采取了有力措施，使徐州的

城市建设，有着长足的发展。

第一个是一九八二年暴雨成灾，要求尽快

地建立防洪保安体系。这年七月二十一日市区

日降水量近三百毫米，河湖暴涨，客水过境，奎

诃倒灌，市区多处积水成灾，房屋倒塌，工厂

停产，城市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目睹这一景象，

追溯徐州水患历史，令人焦急不安。根除水

患，确保城市安全已成为徐州城市建设的当务

．之急。市政府当机立断，继续疏浚市区黄河故

道，改建束水桥梁，提高泄洪能力，并根据排

灌结合的原则，在上游开挖全长十二点四公里

的丁万(丁楼～万寨)河作为徐州上游的分

拱道。当上游来水过大，市区承受不了时，即

名动丁万河上大孤山和天齐庙两座闸，把洪水



送入京杭运河，以保护市区安全，平时则利用

丁万河两级翻水灌溉农田和开展航运，与此同

时，还进行了奎河整治，挖走奎山伸隐至奎河

：水下阻碍行洪的石头一万五千立方，又兴建奎

诃拦洪闸和泵站，作为在云龙湖水上涨时强迫

泄洪之用·即泄洪时奎河倒灌关闸拦洪，开泵

排除市区降水克服内涝·同时，还开挖了长七

公里的徐运新河，把京杭运河水引进市区，不

仅能排除北郊积水，免孟家沟一带工厂汛期

常涝之苦，且可灌溉农田，补工业用水之不

．足，：并发展了航运事业，减少短途运输，为工商

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这些工程到

一九八五年底基本完成，发挥投资效益，加

上市区兴建和修建一些排水干渠，城市的防洪

保安体系基本形成，顶在徐州人民头上的两个

霄水罐”(故黄河，云龙湖都高出市区，为悬

河、悬湖，每到汛期就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基本上得以解除．

第二个是一九八一年国家进行国民经济

调整，实行宏观控制，我们以发展流通，增进



发展。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控制外

延。而我市到一九A．--年后工业再建项目不

多，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以发挥地理，交通

优势，发展流通，安排就业，补充后劲为目标，

加强了城市建设，蓝天、白云、铁宾、供销，

古彭、九州，淮海(扩建)、贸易中心、五交

化、友谊等一批大型商场、高层建筑应运而

生，拔地而起，使社会商品零售额骤增。生产

的发展，要求交通与之相适应，因而这一时期

的城市建设，又形成膏两通”先行的格局。一

些交通卡口得到拓宽和改造，一批铁、公(铁

路、公路)立交得以兴建，搿中环"、宵大环一

得以结合使用，并以疏通城市交通为目标，分

段进行了建国路，解放路两条交通干道的开拓

工程，市区交通紧张状况逐步缓解。

第三个是争取历史文化名城。以徐州的历

史文化，应该置身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林。

这样就能进一步激励徐州人民热爱徐州，建设

徐州的热情，加速现代化新徐州建设的步伐。

然而，战争的破坏、洪水的冲毁，加上修茸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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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历史文化古迹保存甚少，有的已经有名

无实，破败不堪，不足以招来游入，而供观

瞻。只有抓紧修复一批文化古迹，历史文化名

城的命名才有希望。燕子楼，黄楼、牌楼、镇

河铁牛，汉代兵马俑博物馆，戏马台(实质上算’

是西楚故宫)等历史文化古迹的修复、兴建和

重建，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成为现实的。

与此同时，还增建了一些新的文化设施，南郊

彭园，体育场大型看台，故黄河东岸青少年宫

和当代艺术大师李可染先生旧居等，改善了

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知名度，7终于在一九八

七年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

建立防洪保安体系，发展_两通一，争取

历史文化名城的命名，带动了城市改造，城市

建设的方针也就由搿见缝插针一向延改(延

伸和改造)结合、以改为主的方向过渡，从而

使古老的徐州，旧貌新颜，千姿百态，呈现出

一派繁荣兴旺景象。城市建设的这些成就和发

展，首先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方针的指引，

其次是城建系统有一支忠于职守，事业心强、



有专业知识的精兵强将，再次是全市人民的热

情支持，各级干部通力合作。特别是驻徐解放

军，发扬战争时期那种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大力支援的结果。他们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一

急，帮人民所需，积极参加地方建设，为徐卅

城市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借《城市建设志》

发表的机会，我要向一切为徐州城市建设作出

努力和贡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和崇高的

敬意!

徐州城市建设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

底子薄，基础差，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距现代

城市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但是只要我们在发展

生产的基础上‘，抓住时机，加强领导，着力治

理，不断完善，1城市的服务功能会日益提高；

城市人民也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

愿徐州、市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继

续前进!

7

二九八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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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911年至1985年，徐州市城市建设

未写志。现在，在徐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党委

领导下，陈德新同志编撰的《城建志》，填补

了七十五年的历史空白。

在《城建志》编写过程中，编纂人员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遵循搿存真续实’’的方针，搜

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兼备，并在体例上大胆创新。

《城建志》记述了七十五年里市政道

路、桥梁，排水设施以及公共交通，煤气、

自来水等公用事业的发端，发展及现状，是了

解城建历史的简便途径，是城市建设宏观决策

的重要依据o

《城建志》的编写，受到李可染、阎书

田、房伟、白良玉，蒋西盘，文扬等同志的

亲切关怀，受到国家、省，市档案馆、市图书

馆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成书之际，我们



对为《城建志》做出贡献的同志深表谢意。

由于此志书记述的历史跨度较大。有些资

料已不易考证，加上受水平限制，所以难免出

现错误，请批评指正a『
’

刘昌鹏



凡

～

一，本专业志是按照1985年城市建设任

务，职权范围。主要包括市政设施工程建设，

管理，，公用事业两方面，为突出徐州城市建设

的历史和地方特点，将膏河．湖治理一单列二

镐o
‘

。

’

二，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为

准绳，使志书内容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

致，并充分体现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需

要。 ，

‘

t

，．

三、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贯

彻膏存真求实一的方针。通过记述现代历史
． 着重反映当前城市建设的现状，突出地方特

色，体现时代特点，在志书内容，体例上大胆创

新，使之实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四，内容排列上全书共分三编，分篇，章



记述，每篇的前文冠以综述的方法，以概括一

篇的内容，提示一篇的重点，然后再纵述始
山
木o ，

五，为体现时代特点和便于对比，按解放

前后分期。’在行文中，将1948年12月之前为解

放前时期：将1949年之后为解放后时期，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时期。为避免赘述，对

日伪前后各历史时期未作具体分期，按时间顺

序，均记述在解放前时期内。
’

’六， 膏志书一以文字表述为主，辅以少量

的图，表，照片。有关城管，城建文件，没有

附录，仅按行文需要节录引用。内容层次歹!除

标以。篇打、 搿章一之外，’未分节、日，一般

用(一)(二)⋯⋯或(I)(2)·⋯··等序列号。

七，时间断限，上自1911年起，下限止于
1 985年。少数内容适当上溯或通顶记述o

。。八、纪年方法。以公元记述为主的原则，

行文中因引用史料原文，需要中国纪年处，则

将公元纪在括号内(如解放后用民国纪年发布

城市建设管理的布告等>。一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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