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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记

述邯郸市解放以来(1945年至1993年)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

城市测绘、勘察、市政建设、公用事业、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建设人物、大

事记、机构沿革、城建文苑等，共分10编。全志以文为主，照片、图、表、录

诸体并用；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各篇的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编、章、节

目的形式。

三、立志范围，凡属邯郸市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的市政公用事业建设

均根据需要收录于本志。

四、记述文字较多的常用称谓，首次采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简称；地名，除

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为现行标准地名。人物生不立传，书写不加称谓，一

般直书其名。

五、本志数字用法，除习惯用汉定表示者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书中

‘使用的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3



欣闻《邯郸市城市建设志》即将付梓，作为一名老城建工作者，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

兴，并表示热烈祝贺。

邯郸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从春秋时期初步形成城市雏形起，在几千年漫长的

历史发展轨迹中，虽有过作为古赵国之都的辉煌，但历经沧桑，几度兴废，至1945年邯郸

解放前夕，已是一座经济凋蔽、文化落后的小城镇。街道狭窄、道路坎坷，见不到一条用

水泥或沥青铺成的路面，常常是“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身泥”。城内房屋低矮简陋，没有自

来水，没有下水道，城市基础设施几乎是一张白纸。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邯郸的城市建设，经过城建职工四十多年的努力，特

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城市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城市规划管理不断完善，市政设施日臻

’完备，公用事业迅速发展，园林绿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邯郸市城市建设志》是记述邯郸城市建设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时期的发

展和成就的一部专业志书。这本书的编纂，遵循实事求是、不虚美、．不掩过的精神，用可

靠的史料，如实地反映出了邯郸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和成就，使之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邯

郸城市建设发展的一部可信志书。

《邯郸市城市建设志》历时五载，终将成书，实为不易。它凝聚着编纂者不为名、不为．

利、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是编纂者辛劳汗水的结晶。在这里我谨向参加该志书编纂的全

体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

对《邯郸市城市建设志》即将付梓再次祝贺。

叼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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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邯郸市城乡建设局成立四十周年，《邯郸市城市建设志》作为献礼，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值得庆贺。

邯郸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

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奋斗，使古城焕发了青春，成为一个以能源、钢铁、原材料和纺织工业

为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全国较大城市。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为其服务的市政公共设

施建设，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为邯郸市

的城市建设事业注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好形势。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

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

《邯郸市城市建设志》一书，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可靠的事实材料记述了邯郸

市四十年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同时，也记述了邯郸市城市建设走过的曲折道路。今天，用

志书记载下来邯郸市城市建设的轨迹，对于总结和研究历史经验及教训，指导今后的工作，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邯郸市城市建设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河北省建设委员会、邯郸市建设委员会、邯

郸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及局属单位的协助，借此机会，向曾为此书

编写工作积极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曾为邯郸市城市建设事业作出

贡献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邯郸市城市建设志》虽是众手成志，但受时间仓促、历史资

料不全等制约，加上编撰人员水平有限，因而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恳请所有了解和关

心邯郸市城市建设的同志给予指正。 。一 ．：．

‘穿1，劬
’

1994年6月18日

作者系原邯郸市城乡建设局局长、邯郸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现邯郸市城市建设局

局长、党委书记．



凡例

序一

序二

目 录

概述⋯⋯⋯⋯⋯⋯⋯⋯⋯⋯⋯⋯⋯⋯⋯⋯⋯(1)

第一篇城市规划与管理⋯⋯⋯⋯⋯(5)

第一章城市规划⋯⋯⋯⋯⋯⋯⋯⋯⋯(5)
第一节总体规划⋯⋯⋯⋯⋯⋯⋯⋯⋯(5)

第二节专业规划$00 DOQ⋯⋯⋯⋯⋯⋯⋯(11)

第三节详细规划⋯⋯⋯⋯⋯⋯⋯⋯⋯(19)

第四节小城镇规划⋯⋯⋯⋯⋯⋯⋯⋯(21)

第二章规划管理⋯⋯⋯⋯．．．⋯⋯⋯(22)

第一节建设用地管理⋯⋯⋯⋯⋯⋯⋯(22)

第二节建设工程管理⋯⋯⋯⋯⋯⋯⋯(25)

第三节对违章建设的处罚⋯⋯⋯⋯⋯(28)

第二篇城市测绘、勘察OOO OO Q$Q@QQI OIOIDQ(29)

第一章测绘⋯⋯⋯⋯⋯⋯⋯⋯⋯⋯(29)

第二章勘察⋯⋯⋯⋯⋯⋯⋯⋯⋯⋯(31)
第一节工程地质概况⋯⋯⋯⋯⋯⋯⋯(31)

第二节工程地质勘察⋯⋯⋯⋯⋯⋯⋯(32)

第三篇市政建设⋯⋯⋯⋯⋯⋯⋯⋯⋯(33)

第一章城市道路⋯⋯⋯⋯⋯⋯⋯⋯(33)

第一节道路建设⋯⋯⋯⋯⋯⋯⋯⋯⋯(34)

第二节道路养护⋯⋯⋯⋯⋯．．．⋯⋯⋯(52)

第二章桥涵工程⋯⋯⋯⋯⋯⋯·(78)
第一节铁路桥梁⋯⋯⋯·．，⋯⋯⋯⋯⋯(78)

第二节公路桥梁⋯⋯⋯⋯⋯⋯⋯⋯⋯(86)

第三章城市照明⋯⋯⋯⋯⋯⋯⋯⋯(103)
第一节路灯⋯⋯⋯⋯⋯⋯⋯⋯⋯⋯(103)

第二节路灯管理机构的变化⋯⋯⋯(104)

第三节管理与维护．．．⋯⋯⋯⋯⋯⋯(104)

第四节灯具与光源⋯⋯⋯⋯⋯⋯⋯(105)

第五节路灯经费来源⋯⋯⋯⋯⋯⋯(106)

第六节路灯设施与路灯控制室⋯⋯(107)

第四章排水设施⋯⋯⋯⋯⋯⋯⋯⋯(121)
第一节雨水排水设施⋯⋯⋯⋯⋯⋯(121)

第二节污水排放设施⋯⋯⋯·

第三节排水泵站及污水处理·

第五章城市防洪⋯⋯⋯⋯⋯·
第一节市区河流概况⋯⋯⋯·

第二节洪水灾害⋯⋯⋯⋯．．．·

第三节河道治理与防洪设施·

第四节管理工作⋯⋯⋯⋯⋯·

第四篇公用事业⋯⋯⋯⋯⋯⋯·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公共交通⋯⋯”j⋯⋯⋯⋯”(177)

运营线路、车辆与客运量⋯(180)

营运业务⋯⋯⋯⋯⋯⋯⋯⋯(191)

各基层生产单位⋯⋯⋯⋯⋯(195)

营运生产配套设施建设⋯⋯(199)

燃料⋯⋯⋯⋯⋯⋯⋯⋯⋯⋯(202)

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203)

管理⋯⋯⋯⋯⋯⋯⋯⋯⋯⋯(205)

企业改革与承包⋯⋯⋯⋯⋯(209)

企业升级⋯⋯⋯⋯⋯⋯⋯⋯(214)

刨文明新风活动⋯⋯⋯⋯⋯(217)

城市供水⋯⋯Bem o@@O@@@@g a@l(219)

水源⋯⋯⋯⋯⋯⋯⋯⋯⋯⋯(220)

水厂建设⋯⋯⋯⋯⋯⋯⋯⋯(221)

供水管网⋯⋯⋯⋯⋯⋯⋯⋯(225)

水质水压⋯⋯⋯⋯⋯⋯⋯⋯(236)

售水⋯⋯⋯⋯⋯⋯⋯⋯⋯⋯(238)

引水工程⋯⋯⋯⋯⋯⋯⋯⋯(241)

管理与服务⋯⋯⋯⋯⋯⋯⋯(246)

节约用水⋯⋯⋯⋯⋯⋯⋯⋯(264)

城市供热⋯⋯⋯⋯⋯⋯⋯⋯(273)

供热规划的编制⋯⋯⋯⋯⋯(273)

供热工程设计与建设⋯⋯⋯(275)

热网运行⋯⋯⋯⋯⋯⋯⋯⋯(280)

供热经营管理⋯⋯⋯⋯⋯⋯(282)

燃气输配⋯⋯⋯⋯⋯⋯⋯⋯(284)

液化石油气⋯⋯⋯⋯⋯⋯⋯(284)

焦炉管道煤气⋯⋯⋯⋯⋯⋯(287)



·⋯⋯⋯(295)

⋯⋯⋯·(299)

·⋯⋯⋯(299)

·⋯⋯⋯(299)

⋯⋯⋯·(317)

·⋯⋯⋯(326)

·⋯⋯⋯(329)

·⋯⋯⋯(333)

第一节沿革⋯⋯⋯⋯⋯⋯⋯⋯⋯⋯(333)

第二节苗圃建设⋯⋯⋯⋯⋯⋯⋯⋯(335)

第三章城市绿化⋯⋯⋯⋯⋯⋯⋯⋯(340)

第一节城市绿化的发展及现状⋯⋯(340)

第二节街道绿化⋯⋯⋯⋯⋯⋯⋯⋯(340)

第三节广场绿化⋯⋯⋯⋯⋯⋯⋯⋯(344)

第四节市花月季⋯⋯⋯⋯⋯⋯⋯⋯(346)

第五节防护林建设⋯⋯⋯⋯⋯⋯⋯(346)

第四章庭院绿化⋯⋯⋯⋯⋯⋯⋯“(347)
第一节概述⋯⋯⋯⋯⋯⋯⋯⋯⋯⋯(347)

第二节重点花园式单位介绍⋯⋯⋯(347)

第五章城市雕塑⋯⋯⋯⋯⋯⋯⋯⋯(354)

第一节邯郸市城市雕塑创作室

的筹建⋯⋯⋯⋯⋯⋯⋯⋯⋯(354)

第二节主要作品介绍⋯⋯⋯⋯⋯⋯(354)

第六篇环境卫生⋯⋯⋯⋯⋯⋯⋯⋯·(357)

第一章环卫设备与设施⋯⋯⋯⋯(359)

第一节环卫设备⋯⋯⋯⋯⋯⋯⋯⋯(359)

． 第二节环卫设施⋯⋯⋯⋯⋯⋯⋯⋯(361)

第二章三清一管⋯⋯⋯⋯⋯⋯⋯⋯(364)

一第一节道路清扫⋯⋯⋯⋯⋯⋯⋯⋯(364)

第二节垃圾清运及处理⋯⋯⋯⋯⋯(367)

第三节公厕建设与粪便管理⋯⋯⋯(368)

第四节环境卫生管理⋯⋯⋯⋯⋯⋯(370)

第三章科技⋯⋯⋯⋯⋯⋯⋯⋯⋯⋯(371)
第一节技术革新与改造⋯⋯⋯⋯⋯(371)

第二节科技情报网⋯⋯⋯⋯⋯⋯⋯(372)

第七篇建设人物⋯⋯⋯⋯⋯⋯⋯⋯。(373)

第一章先进人物名录(以年代

为序)⋯⋯⋯⋯⋯⋯⋯⋯⋯(373)

第二章先进集体名录(以年代

为序)⋯⋯⋯⋯⋯⋯⋯⋯⋯(379)

第八篇大事记⋯⋯⋯⋯⋯⋯⋯⋯⋯⋯(385)

第九篇机构沿革⋯⋯⋯⋯⋯⋯⋯⋯⋯(413)

第一章机构调整⋯⋯⋯⋯⋯⋯⋯．(413)

第二章领导人员设置⋯⋯⋯⋯”(416)

第十篇城建文苑⋯⋯⋯⋯⋯⋯⋯⋯⋯(425)

一、诗词⋯⋯“⋯⋯⋯⋯⋯⋯⋯⋯(425)

二、碑碣⋯⋯⋯⋯⋯⋯⋯⋯⋯⋯⋯⋯(426)

三、碑记⋯⋯⋯⋯⋯⋯⋯⋯⋯⋯⋯⋯(427)

四、文选⋯⋯⋯⋯⋯⋯⋯⋯⋯．．．⋯⋯(429)

附录

一、法规文件
’

1．邯郸市城市卫生暂时规定

2．邯郸市城市道路桥涵暂行管理办法(草案)

3．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机动车辆城市道路维修费的通知

4．邯郸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暂行办法

5．邯郸市规划建设委员会、邯郸市经济委员会，邯郸市财政局关于颁发《邯郸市节约用水奖励暂行

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邯郸市节约用水奖励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6．邯郸市人民政府转发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关于加强计划用水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邯郸市人民政府节约用水办公室关于加强计划用水管理的暂行规定

7．邯郸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暂行规定

8．邯郸市规划建设委员会、邯郸市城乡建设局、邯郸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邯郸市市容管理办公室

关于严禁损毁城市绿化的通告

9．邯郸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



10．邯郸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11．邯郸市人民政府印发《邯郸市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邯郸市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暂行办法

12．邯郸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试行)

13．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标准的通知

14．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滏阳河洪水保证标准和调度运用意见的批复

邯郸地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邯郸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关于一九八五年滏阳河防汛标准和洪水

度意见

15．邯郸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邯郸市分级分部门防汛负责责任制)的通知

邯郸市分级分部门防汛负责责任制

16．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邯郸市煤气二期工程集资实旄办法)的通知

邯郸市煤气二期工程集资实施办法

邯郸市煤气二期工程集资办法实施细则

17．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煤气二期工程集资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通知

18．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邯郸市城市煤气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

邯郸市城市煤气管理暂行办法

19．邯郸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办法

、 20．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对邯郸市初步规划的批示

萨里舍夫专家踏勘邯郸、石家庄后对今后一般中小城市规划工作的意见(发言记录)

21．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邯郸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

二、志稿评语

1．邯郸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对‘邯郸市城建志'稿的评语

2．邯郸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邯郸市城市建设志’稿的评语

3．河北省建设志编纂委员会对‘邯郸市城市建设志l(征求意见稿)稿的评语

后记

8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

邯郸市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地处东径113。15 7至114。

397，北纬36。20’至37。027之间。总面积2791 km2，其中市区面积104 km2。地势西高东低，

西部多山地，东部为平原，中部丘陵、盆地分布较广，海拔48．7 m到1898．7 m。市内河

流主要有滏阳河、沁河、渚河等，流域面积1050 km2。属暖温带丰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四季分明，平均气温13．8℃，多年平均降水量550 mm，无霜期180至200天。主要矿产资

源有煤、铁矿石、铝矾土、耐火土、石灰石等。

邯郸市辖邯郸县、武安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1993年总人口116．6

万人，其中，市内三区人口70．10万人。 ．

邯郸市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春秋时期，就作为一个工商业城市见于史册。战国时，

为赵国都城。两汉时代，为黄河北岸的较大工商业城市。东汉两晋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

和经济中心的南移，邺城兴起，邯郸逐步衰落为一个普通的县城。明、清时期，邯郸城虽

得以复建，仅为南北长1500 m，东西宽500 m的小土城。邯郸解放前京汉铁路业已开通，

并在邯郸设站；邯(郸)大(名)、邯(郸)武(安)公路修筑通车，工矿企业、商、贸得

到初步发展，邯郸城区范围扩大到1 km2。隶属邯郸县的城关区人口只有28000人。由于当

时没有城镇建设和管理机构，城区自由发展，从旧城南关经西南庄到火车站形成一条弯曲

的长线，街巷狭窄，房屋简陋；没有现代化的城市设施，运输靠人挑和铁轮车；街道土路，

坷坎不平；雨污水沿街、洼地漫流；环境卫生条件极差；地下水严重污染，苦涩难饮。

1945年10月4日，邯郸解放。邯郸成为晋冀鲁豫的中心，边区政府设在邯郸，邯郸因

之设市。邯郸市先后隶属边区政府、冀南区政府、邯郸专员公署、河北省人民政府领导。1946

年3月，邯郸市人民政府设置建设科，从此邯郸市有了专职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机构。当时

我国尚处在战争时期，无力投资城市建设，建设科的工作，只能局限在对道路、排水的整

修、环境卫生的改善、植树造林等公益工作，多是发动群众实行义务和半义务性的劳动，机

构设置和隶属关系也常有变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邯郸

市先后建设大型的纺织联合企业、邯郸钢铁厂、邯郸热电厂等现代化工业，预示着邯郸古

城正在复兴。邯郸工业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城市建设机构应运而生。我

市在1953年恢复市建制后，立即成立了邯郸市城市建设委员会。设置办事机构、组建勘测

队伍，着手进行城市建设的基础资料的勘测搜集和整理；进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与此

同时，原市建设科也扩大机构，设置维修旋工队伍，着手进行城市道路的维修和改善。我

市第一条主要交通干道——陵园路于1954年建成。1954年6月，邯郸升为省辖市后，城市

J



建设委员会与建设科合并，成立了邯郸市建设局。四十年来，市建设局经历了由无到有，由

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虽说经过多次更名，但其职责未变，主要任务是：进行全市的规划并

对实施行政管理；负责城市道路、桥涵、雨污水及城市防洪等市政工程的建设维修和管理

工作；对城市公用事业包括给水、公共交通、城市供热；煤气的筹建和经营工作；负责城

市园林绿化的建设和维护管理工作。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城建局的建立，使市政公用

建设项目逐年增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快。1956年，我市完成的第1期的城市总体

规划并报省批准执行，使邯郸市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有了法定依据。1957年，经过多年筹

划的邯郸市城市防洪根治工程，经省批准列为河北省大型城市防洪工程项目并拨款兴建。在

省、专、县的配合下，当年完成了沁河、渚河的改道工程，使城市能防御大洪水的袭击，同

年由省拨基建投资款130万元的雨水、污水、上水道路工程也开始施工，自来水厂的筹建

工作也于同年动工，于1958年5月建成第一水厂和相应的供水管道，使城市人民吃上自来

水。。1959年，结合京广铁路复线的建设，我市同铁路部门共同投资建设邯钢路中型铁路立

交桥(即南交道)及复兴路铁路立交桥(即北交道)，沟通了铁路东西的交通，为城市道路

网形成奠定了基础。园林管理处于1954年成立，并分设公园、苗圃的管理机构，邯郸市拥

有名胜古迹的丛台公园于1959年建成，占地面积达370亩，两座大型的苗圃也相继建成。

1963年，我市设置公共汽车管理机构，由两部车，一条营运线路创业，给城市人民提供了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政治经济秩序混乱，邯郸经历了较大的挫折，城市建设遭到干

扰和破坏；虽然如此，由于广大城市建设职工的积极努力，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修筑

了高标准的陵园路中段道路及中华大街中段道路。在此期间局设置有规划管理科和勘察测

量队伍。担负着对全市各项建设的规划和实旎规划的管理工作。在城市发展的主要时期先

后制订城市总体规划达8次之多。这就是。一五”期制订的。以纺织工业为主的轻工业中

等城市规划”(此项规划为全国性第一期规划，并经省批准实施)；1960年制订的“以大型

钢铁联合企业为主的大城市规划”f 1964年的“调整规划”，1973年，邯邢基地建设初期制

订的。两黑一白”的总体规划；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时，着手制订“第二

期”邯郸市的规划。在制订城市总体规划中，也同时进行市域规划，并对市辖的城镇，如

马头、彭城、新市区、太安等分别制订了规划。在制订城市总体规划过程中各项专业规划

和总体规划后的详细规划相应制订。规划的制订使城市各项建设事业做到合理布局，协调

发展，顺序实施；与此同时，保证规划实施的各项管理制度也相继制订和发布。截止1980

年统计，全市共批准征拨土地52861亩，审批各类建筑583636m2(包括工、矿企业、交运、

文教、市政、公用等建筑和用地等)。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先后对城市附近地区的资

源情况进行了调查、搜集、整理和实地勘测。1954年至1959年间，对市区35 km2和320

km'的1／2000、1／5000、1／10000的地形进行了测绘；1960年在国家建筑工业部、国家第

一机构工业部的协助下，对10个县区和11个公社进行570 km2的1／2000、1／10000进行

实测，并完成了相应的地质钻探。1955年在国家科学院的指导下，会同中纺部、华北电业

局对磁州1830年大地震进行实地调查，得出磁县、彭城、邯郸的地震烈度数据。1957年至

1960年在国家城建部水文地质勘测大队和西安地质勘测队的支持下，完成了市内10 km2

的地质钻探和540 km2的水文质钻探，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地质资料和地下水开发资料。除



此以外，局勘测队并对铁西地带的膨胀土进行较为详细的勘察和研究，提供了膨胀土建设

的数据和建筑物基础建设要求。这项工作的开展有力地配合了邯郸市大型企业的选址工作，

对城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依据。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建设的发展充满了生机，跨进了一个空前兴旺

的新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设计施工技术和材料等方面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城

市道路，随着联纺铁路立交桥的建成，联纺路西段道路与建设大街沟通；浴新大街向北拓

宽至输元河桥，使邯石公路畅通；和平路东段至传染病医院形成规模；联纺路由中华大街

至滏阳河段进行了拓宽；新建了从陵园路至联纺路段滏河大街高标准的“三块板”式(机

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隔离设置)道路；人民路滏河大街至中华大街段进行改造，将原“一

块板”式，改建为包括便道总宽度为60 m的“三块板”式道路。为解决全市人民吃水难，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于1983年7月6日邯郸市建成从峰峰矿区羊角铺至市区长达39．415

km的引水工程，供水管径为1．2 m，日供水能力达15万m3。随着城市建设事业的蓬勃发

展，城市供热、燃气输配也应运而生，1985年4月邯郸市热力公司、煤气公司相继成立。1987

年，用全顶拉施工技术建成京广铁路线上最大的铁路箱涵人民路立交桥，其主箱涵长

66．5m、宽30 m，高7 m，自重11165吨，穿越京广等11段道，这项工程被评为邯郸市十

佳工程，河北省优质工程，荣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同年，建成热水管网30．35 km；集中

供热面积达68万m2。1988年，完成焦炉煤气一期工程，日供气4．。8万m3，1989年，完成

长10．7 km的北环道路施工，北环道路立交桥同期完成，峰峰引水工程6 km复线工程同年

开工；1990年，动工兴建南环道路工程及滏河大街滏阳桥，峰峰引水工程6 km复线工程竣

工，使邯郸引水工程的供水量达到20．5万m3／日。1991年，南环道路竣工通车；滏河大街

由联纺路至渚河路全线贯通；规模较大的东污水处理厂工程破土动工；1992年5月，采用

三沟式氧化沟处理污水技术的东污水处理厂正式投运，日处理污水达6．6万t，这个处理厂

被国家建设部、环保局评为环境综合整治优秀项目，城市污水处理示范厂，人民路中段扩

建工程竣工，1993年，城市分质供水工程竣工，联纺路滏阳河桥动工兴建。40年来，经过

城建职工的艰苦奋斗，邯郸在城市建设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截至1993年，邯郸市内三区

道路总长度258 km、面积286万m2、人行道66万m2；路灯盏数5491盏；排水管道182 km，

年排污量8450万t，服务面积50．4 km2，污水日处理能力6．6万t，污水年处理1340万t，

城市桥梁39座，建成自来水厂3座；供水管道总长度332 km，年供水量9329万t，自来

水普及率100％，人均生活用水261．6 L／d，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集中供热总量，热水

107。36百万千焦，集中供热面积194万m2；城市管道煤气供气总量111．3万m3，液化石油

气1966 t；城市系统内有公共汽车营运车辆297台，营运线路总长度284 km，行驶里程1082

万车公里，客运总量达4952．2万人次，居河北省第一位，园林绿化总面积152公顷，人均

’占有公共绿地3．23 m2，建成区绿化覆盖为30．58％，为全国绿化先进城市，有公园3个I面

积66公顷，年游人量291万人次；环境卫生清扫面积454．6万m2，生活垃圾年清运量35．2

万t，粪便年清运量9．2万t，建有公厕314座；垃圾密封中转站32座，拥有卫生机动车辆

133辆。全局职工人数达6690人，成为河北省城建系统较大单位。

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广大城建职工决心

振奋精神，再接再励，用辛勤的汗水，把邯郸市的城市建设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提高

到～个新的水平，开创城市建设工作的新局面，把邯郸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3

n



的
．一晨

要

求城市规模和功能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城市规划成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重

要问题。邯郸市的城市规划，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着手进行的。40多年来，邯郸市的经济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市规模和功能空前扩大和提高。至1993年，邯郸市区由一个基本无

工业基础，无城市基础设施的集镇，发展成具有70．1万人口、占地59 km2，工矿企业遍布，

道路四通八达，工农业总产值254．4亿元，以轻纺、钢铁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市。城市规

划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修订和完善，而城市规划的不断完善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

1953年着手制定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到1993年这四十年间，根据邯郸市经济发展的不同

时期，先后制定了六次规划方案，及时调整城市性质、规模和功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

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章城市规划

第一节 总 体 规 划

邯郸解放时，残破凋零，两千年前的兴旺景象已荡然无存。但是，邯郸地理位置、自

然条件优越，西有太行山，东临华北大平原，市内河流纵横，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和经济

作物。1951年邯郸地区的棉花产量占全省四分之一，占全国十六分之一，是河北省棉花丰

产区，近查两个铁矿储量七亿t，煤矿储量近40亿t，可谓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新中国的

建立，为邯郸复兴从政治上开阔了道路，指明了前景。在人民手中，邯郸完全可以“再度

辉煌”。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国家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就在邯郸建设了现代化的

棉纺一厂。1953年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计划在邯郸建设联合纺织厂(为六个大型



纺织厂和一个印染厂)和配套热电厂。1953年9月，由国家燃料工业部、华北电业总局、纺

织工业部和铁路总局等有关部、司、局组成联合选厂组来邯选厂定址。同年12月，华北财

委在北京召开邯郸建厂会议。

为配合选厂定址，邯郸市人民政府于1953年1月组建了邯郸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简称

城建委)。由于当时邯郸几乎无基础设施，无基础资料。要建立大中型联合纺织企业和配套

电厂，仅职工就一万多人，连同家属和服务行业，要有几万甚至十几万人，这就等于建设

一座新的城市。并需要提供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所需的地质、地形、气象、水文、地震、防

洪等基础资料。城建委当时的任务，是搜集工业和城市建设的所需的各项基础资料，着手

城市地形测绘工作，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为工业建设和选厂定址做好配合。特别要弄清邯

郸历史的洪涝灾害和1830年磁州大地震情况。为适应工作需要，城建委主任由市委书记郝

田役兼任，于岩任副主任，并设立规划、资料、建设管理三个组，同时成立测量队，’立即

投入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还选派干部到北京学习、培训。经过现有资料搜集，调查访

问，组织资料交流和重点测绘等方法，搜集了地形、气象、水文(含供水)、工程地质、地

震、工业、交通运输、农业资源、矿产资源、商业贸易、建筑条件、历史沿革、市辖范围、

人口、用地、住宅、名胜古迹等大量资料，并拟定了工业发展指标、人口劳动平衡表和土

地使用平衡表。在掌握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于1954年11月汇编了《邯郸市城市规划设计

资料》。为了弄清邯郸地震情况，1954年8月9日至9月22日，根据国家计委的指示，在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指导下，由中燃部北京电业设计分局、中纺部设计分局、河

北省纺管局、邯郸市建设局(1954年5月城建委与建设部合并为建设局)等单位组成邯郸

地震调查组，重点对1830年6月12日(清道光10年闰4月22日)磁州地震对邯郸的影

响进行调查。通过对磁县、峰峰、武安、涉县、临漳、马头、成安、肥乡、永年和邯郸的

实地调查，提出《邯郸地区地震调查总结报告》。1954年12月5日，经中科院地球物理研

究所鉴定，确定邯郸地震烈度为七度，峰峰为八度。之后，河北省水利厅与邯郸市建设局

通过对邯郸洪水资料的观测研究和对暴雨量、洪水痕、流域面积等实地调查，推算出沁河、

渚河、输元河、牛亡牛河等不同频率的最大洪峰流量，先后编制了《邯郸市附近各支流洪水

初步分析》、《对邯郸市洪水威胁的治理方案》、《邯郸市防洪工程技术经济调查报告》。这些

基础资料，为邯郸选厂定址，编制邯郸市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

在调查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编制邯郸市城市规划。1954年12月，清华大学吴

良镛教授率城市规划班来邯郸实习，做出了两个总体规划方案。1955年1月14日清华大学

规划专家组到河北省对邯郸市总体规划进行重点评议，这时邯郸市已先后提出初步规划方

案八个，经过评议选出了三个方案。1955年2月23日，清华大学规划教研组负责人吕敬华

来邯郸介绍其中两个方案的修改和比较意见，使邯郸市总体规划的制订有了成熟的意见。邯

郸市建设局在此基础上又多方征求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卫生部、人防委等方面意见，制

定了《邯郸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并报省审议，1955年12月15日，河北省召开“邯郸市

总体规划意见汇报会”，省计委、城建局、纺织局、水利厅、公安厅、交通厅等单位参加，

从不同角度对邯郸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经过三年努力，进行反复研究，比

较、征求意见和修改，终于形成了第一个《：邯郸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这个方案确定邯郸

市城市性质为以纺织、造纸为主的轻工业城市。城市规模：人口近期(1962年)20万，远

期(1972---1982)25万；用地近期18 km2，远期23 km2。城市发展方向：向北向东。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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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京广铁路以东，滏阳河以西，联纺厂以南，仓库区以北。城市布局：根据“依托旧

城、由内向外、由近及远、集中紧凑”的原则，北部布置联纺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区；农林

路以南，陵西大街以西，渚河路以北，京广路以东和国棉一厂南北布置两块地方工业区；干

河沟以南布置仓库区；北部轻工业区以南与仓库区以北、京公路以东，滏阳河以西布置生

活区；沁河南北铁路附近布置铁路站场，客运站位置不动。同时在铁路西保留重工业备用

地。以中华大街为纵轴，人民路为横轴，市政府和博物馆为中心，规划安排3～4层。城市

主轴为南北方向，北至联合纺织厂的厂前区，南抵贺庄，与京广铁路平行，按正北偏东6。

走线。副轴东西轴确定在文庙街，与主轴垂直。市中心区座落在主轴和副轴的座标轴上，即

市政府、展览馆一带。因工业、仓库分布在城市南北两端，南北交通量大，故确定纵轴为

交通轴，横轴为建筑轴。市中心主楼座西朝东，以适应邯郸市的地形特点：西有紫山，东

有滏阳河，背山面水。

道路系统主要采取棋盘式，南北、东西走向，辅之放射式道路座标从主轴和副轴，南

北、东西走向。整个道路分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南北设三条主干道，两条次干道，东

西设五条主干道，两条次干道。共计12条主、次干道。主干道宽30～40 m。次干道宽25

113，支路宽12"-20 m。主干道的距离一般为800～1100 m，之间设次干道和一至两条支路。

主次干道主要负担城市交通，支路设在生活区、河滨等。在布局上，东干道(现滏河大

街)以西一律为棋盘式，东干道以东设两条放射路，一条为东北放射路，跨过滏阳河穿过

保留工业区与邯临公路接通；一条为东南放射路，跨过滏阳河穿过生活区与邯大公路接通，

基本形成便利的交通网。

城市绿化目标是建成园林式城市，人均绿地由当时的2m2增加到6m2。主要建成铁路、

公路绿化带。滏阳河、沁河、渚河绿化带，生活区和工业区80 m绿化隔离带，生活区和仓

库区建50 m绿化带，开辟扩展丛台公园，占地面积达到20公顷，在生活区内建小游园七

个，主次干道栽植行道树，并在中心广场、河道保护地、街道空旷区等大量栽种乔灌木和

花卉、草皮等，形成全市绿化系统。

建筑层数分区布置，根据生活区用地指标和总体规划布置，全部生活区按层次高低分

为一、二，三等。中心区为一等区、建3"-,4层；主干道50 m内建2～3层，为二等区，其

余为三等区，建1--一2层房。 ，

供水水源采用打深水井，在柳林桥北滏阳河西岸建水厂一座，生产能力为5000 m3／d，

供水人口6万人。供水管网主要围绕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由水厂引出两条输水总管，以

东西中轴分界向南北分配流量，形成南北中三条主要输水干线，并结成环网式，以平衡水

压，调剂水量，保证安全供水、正常供水。

排水系统根据邯郸市西南高东北低的特点，采取雨污分流制排放，污水排放采取南北

两个系统，利用混凝土管分别将污水引入北部抽升泵站和体育场抽升泵站，然后排入沁河

和滏阳河。雨水排水系统，根据地理地形状况，全市分成九个流域，利用砖砌沟、盖板沟

和明沟等形式，分别将雨水引入沁河、滏阳河和护城河。

这个规划方案，于1956年5月经市委、市人委审查通过后，上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审

批，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于1957年4月1日，以(57)城胡字第201号文批准实施。

1956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邯郸、峰峰二市合并为邯郸市。合并后，西部丰

富的煤、铁资源，又将促进邯郸的重工业、机械等工业迅速发展，这就改变了原来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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