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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单县副县长 崔玉金

单县古为单父邑，是舜帝师单卷的故居，地处齐鲁与中州交会

处，素有“四省通衢、山东门户’’之称。单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地方

文化，名胜古迹颇多。勤劳智慧的单县人民，对历代单县城乡建设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的封建和殖民统治，使单县的经济和文

化屡遭破坏，天灾战祸频仍，到解放前夕，单县已是疮痍遍地，破败

不堪。建国后，百废始兴，使单县开始恢复生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单县的城乡建设进入了一个兴旺时期。经过金县人民的艰苦

奋斗，单县城乡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新面貌，韭为进一步建设新单县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当前，全县人民正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引下，深化

改革，振兴单县经济，推进城乡建设，古老单县开始焕发青春。单县

的沧桑变化值得大书特书，理应载入史册。

《单县城乡建设志》的编写印行，正是应时之举，为人民办了一

件好事。它以翔实的资料，精炼的文笔，较全面地介绍了单县城乡建

设的沿革及现状。结构紧密，条目分明，使科学性和资料性得到有机

结合，并保持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散发着炽热的时代气息。该书把单

县城乡建设容于一册，象一轴色彩绚丽的山水画，一卷在握，可总揽

沧桑变化，通晓古今业绩。它为当今和后代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史料，

为单县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一大贡献，它对单县今后的城乡建设具有重

要的借鉴作用o 、

《单县城乡建设志》从编写到’印行，很多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

了

?2



动，应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史志编篡诚非易事，疏漏失误在所难

免希望编志人员虚心征求各方意见；，·补阙订正，再版时能有进一步提

高，使之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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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志》，宛如这样一个建筑物；材料纯真，制作精心；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主次有序，详略适中；面面俱到，古今相承，

有声有色，剔透玲珑；合物质精神建设于一体，寓批评表彰于其中。

读之，则古今建设成败起伏之状历历在目；用之，则何去何从是非当

否之理不求自明，故志书者乃无声之课堂无形之师尊也。

建设志书，前所末见，其内容既广且繁，欲编成理想之志书实属

非易。经朝思暮虑，反复研讨，拟定《管理机构》、《单县概况》、

《县城建设》、《乡村建设》，《建筑建材》五个主篇。《大事记》、

《杂记》等通为志书之组成部分，分别列于书首和末端。商业、交通、

文教、水利等虽属建设，因各有专志，本志一概不作专章记载。

我等编志人员才疏学浅，加之酷无经验，不'-3之处在所难免，深

望识者不吝赐教。

齐宪义



大i事记

l、县城始建于成周，’位于今城以南里许，，周长9里30步，筑有

城廊，。凋长不详。一 j． 。 。～， j。 。

2．明弘治15年，知县常经重修县城，后圮于水，不修。，

3，，明嘉靖5年(1572年)，巡抚王尧封，布政使郭绍，巡按潘

埙、按察司王言．到淑湘、‘+知府喻智同迁城于现址，是为今城。城周

4里186步4分，高2丈6尺，甓以砖石，根厚3丈，顶宽1丈5尺，

垛口1745个，设有4门：东日“东作"、南日“阜财”、西。日“西

成"，．北日“朝京圩，各有谯楼，四隅各有角楼。城为四方形，自南

至北，1里16步零。 ，，．

4、清嘉庆20年，黄水漫入城中，坍塌几尽。

5、清道光24年，”知县陈世采重修县城。 。 。

，6二清成丰4年，知县卢朝安锐意修城，外用砖甓，周长1042丈

4寸；内用涞河胶土，掺以石灰，周长990丈，底宽2丈2尺，顶宽．1

丈，4尺，高2丈4尺。 一

旧志记载，城河深1丈，宽4丈2尺，四门外各有桥，东无名．：南

日“通济修，西日_布德修，俱以石，北日n迎恩"，以木。咸丰4年

5月，知县卢朝安挑护城河，周围8里，宽七√＼丈不等，深8尺，长

3716丈，挑土171193立方。又筑护城泊岸一道，周围长1400丈，宽1

丈，高3尺o， ’．

7、旧志记载，城堤四面各距城一里10步，周12里有奇，高l丈

5尺，根厚6丈，顶宽2丈，四面有门，东日“迎春"．、南日“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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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日“延辉"、北日“迎恩"。咸丰4年5月，知县卢朝安修堤，周

围长1332丈4尺，高6尺，顶底折宽l丈6尺5寸。

‘8、咸丰9年知县程绳武修护城堤，周围长12里8丈，浚隍注水，

建4门楼，造炮台楼，皆三层，每堤12垛口。

9、民国11年县长项葆桢开挖堤河，宽l丈5尺，深4尺。

10，1 945年冬，中共湖西地委、湖西专员公署于县城东南郊区修

建《湖西区抗战烈士陵园》，占地1 50亩，主要建筑有烈士纪念塔、烈

士纪念亭，李贞乾烈士墓、吴大名烈士墓和四座烈士公墓。

‘11，1 946年秋，《湖西区抗战烈士陵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

重破坏o ，，

12嚣1 951年，单县人民政府重修《湖西区抗战烈士陵园》，，使其

恢复原来面貌。同年，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将城墙、城楼全部折除，并

在其废墟上修建12米宽的环城马路，四城门重建新桥。 ，

1 3、1 958年，单县荣获“全国卫生红旗县"．称号。

1 4，1967年，单县牌坊除百狮坊，百寿坊外，其余全被红卫兵破

坏。 ： ．

15，1970年10月，单县革命委员会设城建局：局长渠兆荣，副局

长江震海o． j。

．．．

16、1976年秋，成立单县自来水公司．，筹备自来水工程，经理张

保震，副经理齐宪义。 。：

17、1977年春，于县城南郊建纺纱厂，占地158亩。 ：

18、1953年，于县城西郊开辟济(宁)商(丘)路，．南自汽车

七队门前北至棉麻公司一段，长1700，宽9米，沥清路面。 ．’

19、1959年，于县城南郊开辟健康路，东自单丰路西至济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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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724米，宽20米，沥清路面。

20、1985年，于南城堤内开辟向阳路，东自单丰路，西至济商路

-9健康路相平行，宽40米，沥清路面。同年，因1983年地震烈士塔受

损而进行重修，投资497)-元，1985年底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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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管理机构

一、机构名称演变及其隶属关系

1930年前，城廊，街道、桥涵、亭台楼阁、庙宇寺院等重大建设

工程，概由知县、县令、县长主持，向无专门管理机构。1930年，国

民党政府始设建设局，隶属县政府，后改为建设科仍隶属县政府。

】948年县城解放，设建设科，．隶属县政府。1965年建设科改名为建设

委员会，隶属县计划统计委员会。1966年建设委员会改名为计划委员

会，隶属单县人民委员会。1970年10月，成立城建局，1974年2月改

名为基本建设局，均隶属单县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198 4年3月，

基本建设局改名为单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隶属县政府。1985

年3月，环境保护分离出去单独成立环境保护办公室，单县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委员会改名为单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仍隶属县政府。

’二、各历史时期内部机构设置

1 930年，国民党政府设建设局长1人，嗣后的建设科设科长1人，

一级科员1人，普通科员3人，指导员(技术员)1人，书记(录士)

1人i共计7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单县人民政府，单

县人民委员会，单县革命委员会，虽曾相继设有建设科，建设委员会

计划委员会等城建专门管理机构，但均无内部机构设置。1970年后，

城建局、基本建设局始设城建组、生产组、政工组、财会组。1984年

3月，单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内部机构设置是：城乡建设股、

施工管理股、环境保护股、秘书股、政工股、财会股、设计室。下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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