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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佛山，是我国历史上四大名镇之一。新中

国建立后己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整洁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一本志简略地记述了佛

山市的建置沿草、历史状况，重点介绍了建国

后佛山市的城市建设规划、城市建设管理和城

市建设新貌等。

本志共六章，附8页彩色照片及部分城市

建设规划图。可供广大城建干部、科研人员和

职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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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佛山市城市建设志》是从1986年12月开

始编写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三易其稿，编

成此志。’

本志简略地记叙了清代以前佛山城市的历

史状况，扼要地记述了民国年间的城市建设情

况，重点记录了建国后，特别是1978年12月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6年12月佛山市的城市

建设面貌。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如实地记

载佛山的建市过程，客观地反映佛山城市建设

中的经验和教训，以达到“存史、资治，教

化’’的目的。但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虽几经

核实、补充：修改，内容仍不免有未尽人意的

地方，其中抗日战争，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

命”期间的资料极为缺乏，只靠一些老人的回

忆和零星档案资料作参考，因此，错漏之处在

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曾在城建部门工

作过的同志和众多市民的大力支持；佛山市和

南海县档案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及南海县志办

为本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佛山市志办给予具

体的指导，并审改了全志。对此，我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佛山市城乡建设局编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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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城建机构沿革与任务
薯≮菇》鬈j囊澎≥乏髫：≮髫叠露j套澎A搿≥矗搿≥I。。≥矗。叠澎≥矗鬈≥乏。叠：．·

第一节建置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佛山隶属南海县。清宣统元年(1909

年)12月，南海县警务公所遵照部章设立四科十八股，其中行政科内
。

设建设股。

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前，佛山镇内的建设，由南海县政府建设局

负责。建设局设工务课和实业课。

民国27年(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佛山。民国28年(1939

年)，伪南海县行政公署成立，设复兴科，兼管佛山镇内建设。民国

29年(1940年)4月，伪南海县行政公署改为伪南海县政府，复兴科

内设工务股和实业股。同年6月，复兴科改为建设局，仍兼管镇内建

设。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南海县政府设建设

科，管理镇内建设。

1949年10月15日，佛山解放，成立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50

年3月1日，军事管制结束，成立南海县人民政府，佛山城市建设，‘，

由南海县人民政府建设科负责。同年7月1日，佛山镇改市，成立市

· 1．·

／l



人民政府，设建设科。1951年12月，市人民政府建没科，设设计股、

工程股，营建股、材料股，园农林股、管理股、地政股及直属管理工

程队，共55人(见图1—1)。

1953年，地政股划交市人民政府民政科。

1955年6月10日，选举产生佛山市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

委)，设建设科，办公地点在莲花路2号市人委内，后搬到筷子路14号。

1957年，成立测量队，归市人委建设科管。

1958年9月20日，撤销市人委建设科，成立佛山市城市建设局

(以下简称城建局)，办公地点在福贤路1 8 1号缉园。城建局设行政

股、工程股、材料股、园林管理处及自来水厂筹备处，直属管辖市政

工程队和测量队，领导市建筑设计室和市建筑工程公司。编制18人。

1959年8月11日，撤销佛山市城建局，成立佛山市建筑工程局

(以下简称建工局)。办公地点在莲花路39号(现税务局址)。

1960年6月1日，建工局分出城建局，办公地点在莲花路2号市

人委内。．j 。4
．

1961年，城建局设城市建设股、城市规划管理股及秘书股，‘撤销

自来水厂筹备处： ⋯，⋯：

+1964年8月，自来水厂建成，归城建局领导。
‘

·： 1968年，市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组设城建办公室，只有1人

处理日常报建业务，办公地点在市人委内。

1969年4月，成立城建系统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在莲花路24号

(现房管站址)。 7
． 、．．

j

1970年1月27日，成立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设政工组、．抓革命

促生产组、+’保卫组及办事组，管辖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市建筑工程

公司、市建筑设计室、市政园林管理处、自来水厂及房建队。同年9

月2日，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城建系统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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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仁路省第六建筑公司内。

1971年11)=J 15日，城建系统革命委员会改称城市建设局革命委员

会。办公地点在亲仁路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内。房建队分出，另立房

管局革命委员会。

1973年3月，撤销城市建设局革命委员会，成立佛山市城建局，
‘

8月，改为基本建设局，设政工保卫股、秘书股、规划股及生产工程

股。原市政园林管理处分为市政工程管理处和园林管理处，仍归城建

局管辖。

1975年7月，市园林管理处与石湾园林管理处合并为佛山市园林

管理处，归基本建设局管辖。ii}=j，人民汽车公司由交通局划归基本

建设局管辖。

1976年2月，基本建设局所属股改为科，有政工保卫科、秘书

科、规划科及生产工程科。同年8月14日，基本建设局改名城建局，

并增设“三整顿”(整顿交通、市容、卫生)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

亲仁路21号。

1977年4月，城建局“三整顿"办公室改为城市建设管理科。

1978年6月，重新成立石湾园林管理处，以红泥岗市化工仓为

界，与市园林管理处分开管理绿化地段。

1981年，城建局设人事科、秘书科、财务科、教育科、生产科，

城市管理科及规划科。

1983年5月19日，佛山市实行市带县管理体制，撤销佛山地区专

员公署，原佛山地区基本建设委员会、佛山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佛山

市城建局合并成立佛山市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城建局)o办公地点

设在亲仁路2】．号，1985年10月，办公地点搬到人民路98号·

1986年6月1日，佛山市建设委员会成立。

原属城建局领导的建筑工程管理科、村镇建设管理科、城乡建设

·3 r



·
4
·

一
拯
葵
整
。
整
半
1
<

越
设

嫠
”

整
半

1

H

一
魑

_<E

一
曩
熟
硎ⅡE(1

1_<

《
1
<

1
<

I-赚
呶

辎
耳

∈
噬

1_<

戳
墼

。
髫

半
1<l—

H氍
辎

*Ⅱ
E(1

i
<

L
测

餐
辎

*
《

1
<

l
-
蟊

嚣
噬
1
<

l一
磊
躅

嗳
1<

盘
嫠

。
嫠

华
1<I一

熟
暴

匦
《
1<

’
l
-
．

帑
书

1
1_<

l
-
辎
肖
1
<

W
1
1

I
、

■

<<
噬噬

戤甏
秭摒

$罡
<舞舞

1kL

皤舒

涟暖

寒鞫
4{水鲻

●1●■●1，。1]．，——1．{

^旺N一廿l兮∞I)圈蠕髅骚蠕藻燃划世督毗<怛rTl举廿石西P

_I一团．

。蹄骖嫠萎《匮忸．、r∞豁蜡尉拶匿粗，凰对．蹄骖整骐H雹<。峪．【基戳H。畎

<<<<

1l戡¨
皤皤瑶嗳

匾匝嚣{lj=
褂器密蘸

<<<

日11
瑶皤皤

腰悄褰
崩怪斟

k．．．．．hL
舞

口一
潮 ．

<<

嗳皤<
鹭酎1

缸缸嗳
熠图藩

愀粼敏

qq等
*塑翘

_!。．。。。—L
、

r
半

嫠
-

嫠
尉

船

、
r

<<

皤1皤嗤
长书飘霞

辎鞘敬洪协*书
丧辎鞘

<悄+旧蠹冰

<1半毒菌．<，半实



表1—1 佛山市建国后城市建设部门干部人数和领导人更迭表

年份机构名称 人数 职 务 姓名 职务 姓 7名

市人民政府
1951 55

建设科

1国53
市人民政府

13 负责人 林宗元建设科

1954 13 副科长 林宗元
前人民政府
枣设科

1955
市人民委员

17 科长 张兴文 副科长 林宗元、莫泳祥会建设科

1956
市人民委员

19 副科长 马德山、莫泳祥会建设科

1958 市城市建设
20

’

局长 王志明 副局长 马德山、莫{衣祥
局

1959 市建筑工程
19 局长 王勇、

局 亚志胜 副局长 马德山、莫’永祥、劳力

1960 市城市建设
24 局长 孙强 副局长 马德山、莫；衣祥局

1961 市城市建设 局长 孙强‘ 副局长 马德山、莫{永祥、劳力局

1964 市城市建设
16 局长 孙强 副局长 张兆赤、莫泳祥、劳力

局

1966 市城市建设 局长 容少伟 副局长 张兆赤、白清林(指导员)
局

1970 市基本建设 主任(兼党核 范成贵、魏介源、张雨云、
革命委员会 ,bJi、组组长) 原庭学 副主任 周文猷

1971 市城建系统 主任(兼党核 范成贵、崔家树、魏介源、吴华
革命委员会 心小组组长) 董一波 副主任

辉、康阁庭、张雨云、周文献
1972

市城市建设局 主任(兼党核 范成贵、魏介源、康阁庭、
革命委员会 心小组组长) 程志新 副主任

姜义权、周文猷、吴华辉

1973 市城市建设 局长(兼党组
局 书记)

康阁庭 副主任 魏介源、姜义权，周文猷

1974市基本建设
局

32 副局长 魏介源、姜义权、周文猷·

1975 市基本建设
局 副局长 魏介源，姜义权、周文猷

1976 市城市建设 局长(兼党组
局

4]
书记) 康阁庭 剐局长 陈茂源、姜义权、周文猷

1977 市城市建设 局长(兼党组 陈茂源、姜义权，周文献、
局 书记) 康阁庭 副局长 马德山

1978 市城市建设 局长(兼党组 陈茂源，姜义权、周文猷、
局 书记)

李仓 副局长 马德山

1979
市城市建设 局长(兼党组 李仓 副局长 陈茂源、马德山、姜义权、
局 书记) 周文献、江振义

陈茂源、姜义权、周文猷、
1980

书记) 江振义 ’j

市城市建设 局长(兼党委 马德山 副局长
局
市城乡建设 局长 马德山

1983 108 副局长 杨悦友，刘其祥、周文猷
局 党委书记 叶福轩
市城乡建设 局长(兼党委 马德山 副局长 杨悦友、刘其祥、周文猷+1985

副书记)局
一

市城乡建设 副局长 杨悦友、刘其祥，周文猷。‘1986
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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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校、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省建设定额总站佛山分站移交给市

建设委员会。市城建局内设党委办公室、局办公室、城市规划管理

科、公用事业科、宣传教育科、城乡规划设计室、城市管理办公室，

城市建设档案馆，管辖单位有市自来水公司、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市

园林管理处，市公共汽车公司、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市勘察公司、市

城乡建设测绘处、市城乡建设发展公司。编制57人。属佛山市建设委

员会领导。

《佛山市建国后城市建设部门干部人数和领导人更迭表》见表1—1。

、

第二节工作范围及任务

民国期间，南海县政府建设局(科)管理县内各区(包括佛山

镇)的建设工程、农业，水利、工商及农工商人民团体等事宜。

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下同)，佛山市城市建设主

管部门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市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和组织实

施市政设施的中、短期建没计划，组织市政设施的日常维修养护和管

理，提出和组织实施公用事业发展计划，管理公用事业设施，审批市

区报建的各类建筑工程以及对建筑工程的管理。

1950年至1956年，市人民政府(市人委)建设科的工作范围包括市

区的房屋修建工程、各类管线安装工程、城市防洪设施、市区道路、

城市桥梁、下水道、路灯(1953年由电业所代管)等市政设施及市区园

林绿化设施。此外，还短期兼管过地政、畜牧兽医和水陆交通管理。

1957年，市人委建设科的工作增加了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为编

制、实施总体规划而开展的城市测量·

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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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城建局负责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管理，包括按规划

要求审批报建的建筑工程、用地管理及违章建筑查处，并兼管建筑设

计和施工·

1960年，建筑设计和施工改由建筑工程局负责管理o

1962年，接管路灯，负责路灯换泡和线路维修o

t?’1963年，开始筹建自来水厂。

1964年，自来水厂建成投产，归城建局管理。

1969年，城建系统革命委员会以房地产管理为主，同时管理市政

设施和公用事业，审批报建的建筑工程。

，1971年，房地产管理由房地产管理局革命委员会负责。

1973年，城建局的工作是审批报建的各类建筑工程，建设，维

护、管理城市道路、下水道，城市桥梁及路灯等市政设施和自来水，

园林绿化等公用事业。

1975年，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的城市规划编制工

作，从市交通局接管公共汽车公司o

1979年，路灯管理移交市供电公司负责o

1980年，园林绿化移交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管理o

1983年6月以后，城建局的任务是根据国家有关城市建设的方

针、政策和佛山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编制市区城市总体规划，

在总体规划指导下，编制各项城市开发、改造的详细规划，对市区建

设实施规划管理(包括审批报建的各项建筑工程和管线安装，划地征

地和用地管理及违章建筑查处)，安排和实施市区各项市政，公用设

施(包括市区的城市道路、下水道、城市桥梁、自来水、公共汽车及环

境卫生)的发展计划，组织市政、公用设施维护、管理，指导和审查

南海县、顺德县，三水县、高明县和中Ln市(以下简称四县一市)的。

城乡建设规划，管理全市的建筑设计、施工和建筑材料供应等，排解

·譬f



城区因建筑引起的四邻纠纷。

1984年，城建局增加了建筑定额管理、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及商品

房建设等工作，重新管理市区园林绿化，兼管水文、工程地质勘察

等。征地工作移交给市政府征地办公室管理。

1986年6月，城建局增加了收集、保管、整理市区的城市建设技

术档案等工作。同时把全市的建筑设计、施工、建筑材料供应、建设

定额的管理和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以及四县一市的城乡建设规划的指导

审查等工作移交市建设委员会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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