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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

的古文化和辉煌灿烂的现代文化，在中华书海中居位显赫．得以世代流传的

是志书。历朝历代无不把修志列为一项重要的政务．不惜时间和财力．组织

能者编纂。历届官署都把修志成果作为一项德政而流传后世．其目的均在于

借修志以，。损益古今，兴革利弊"．正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实乃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社会发展到当代．建设强大的社会主

义中国，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重任。在新形势下。运用新观点、

新材料、新方法搞好修志工作．充分发挥志书特有的“资治、教化、存史"

的历史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吉林市志·城市建筑志》是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编纂成书的。《吉林市志·城市建筑志))翔实、客观

地记述了吉林市城市建筑走过的历程．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较详细地

记述了1949．—卅985年吉林市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家乡的

光辉业绩．具有鲜明的专业特点、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以丰厚的内容，较

充分地展现了城市建筑实体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硕果。这部史书深刻地告

诉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

建设才能出现翻天履地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

吉林市自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吉林城设治以来至1985年．历史上

溯年代久远．要编纂成一个观点正确，项目齐全，资料翔实．体例完整．能

服务当今、惠及子孙的良志．实非易事．当然要投放很大的精力，付出艰辛

的高精度脑力劳动。参加该志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们．不负重托．不负众望．

吉林市建委史志办公室、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古籍研究所．热情地承担了

这项浩繁的系统文化建设工程。在市政府有关部门和400多户各类建筑工程

企业的支持配合下．连续8年．持之以恒地从事资料收集、整理、试写志稿

}t-p}--}}I}‘}’II◆



工作．几订篇目．多次研讨．三易其稿．现告竣付梓。建筑志的出版填补了

吉林市建筑专业有实践、有成果、不断进步发展而无志述的空白。志书出版

发行真是一大盛事，可喜可贺，也是吉林市城市建设史上的不朽业绩。阅读

这本志书．可使我们了解到城市建筑的既往，更加全面地认识今天．启迪我

们，不断进取．推动吉林市建筑业再度发展．再造辉煌。
。

姜春生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El

一

1



凡 例

一、“吉林市志·城市建筑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吉林市城市建筑业的发展。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自清初的1673年，下限止于1985年底。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采用编年体、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述方法，使用记、志、

录、图、表、照片等形式表述，设篇、章、节、目。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现行的市区，不包括外县(市)。

t 四、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用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用

公元纪年。

五、志书中的数据，来自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市统计部门和建筑单

位提供的数据。

六、志书中出现的。砼"字．是建筑行业专用字，为混凝土的代称。

七、志书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指1966年至1976年；“解放前"指1948

年3月9日前。 厂

／i|





?

l

’}“二：V：’：■曼}!：?!鼍===2-．-X
一 一 ⋯

：’zw’- ： 一二～ 。n—

r1 ～ ⋯
t： ⋯t，

～ ：

一
～” ：

一

～

一～
一

一一 T．i
一

一一
一

一

一

I 一

一
一

!一≥≮ ．’i^．一：
。

～ ，
一

=
一

一～
一．． 一一

：：7 。

}
一一

L

：二二 一
～

⋯ ～一 一

!：t ～ 一

一

} ：一h
一

·；
一

一
一

j。一
一 ⋯一 一

y i
一

．

2}

5-_一。，_；?：≯

概；I?_1一述

一
：2 ％

一

一。 }一L
一

一 一

重量i苫j蠡甍；蠹二；j；蠡i；j：：；毒；刍主妄i二面《嚣耋三五矗矗孟基j妄釜；：。；耋矗点：釜塞

一一一 ： ：～⋯． 一量一： =
～

一 差
。． 一

一^． ．．⋯i
≯j 一 -一一一 一：一蠹

，
≯ l

=!j三鱼二三i矗薹i年赢箍磊i：；鸯掣；善；耋j矗耋≥：盎i品i茹盏

．1’

麓霉曩一。譬一l曩一∞一一。誓。誓一一一孪。一薯一

呵

．

一

一

：；

-l

一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譬～～～一■一～～一。～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i

。』

一。_。_一

一

一

．一。

一

．．

l_

一

一

1．一

一．一一≯．一

一．

了、

?～

。

一l'一

一一一』一．

驯

。一

=

一

I

一一

【_

1

一_

-_!

】_

h__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_●I—j_：

～

～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量{鼍矗震一号=≮_1薯喜；毫蔓!r：鼍％i蔫一：毳霎．毫{，善一嚏幢。《一嘎雩一舞罐；墨喜，。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I；

0

一一。：一．一；：。。_一≮。，一，一；。疆。。，一。一。，一一_叠_一。，一，一一一_一皤。。疆一一一一一_=．穗。；一

。一一

_：．

?¨．．一-I．．～一。．_』．一

r

一

一

j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