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鬻辨

懋；

i‘

辫!黪，渗；落键i冬

溺。南：：密：敝社

}．^，■t．-．：}}}}’荤舡}珏搿_0”譬

一瞄匿奠酷盼r医o．}F～莨群雕*露n酗酏



月||『>z
7j

搿，日事妲设恚
衡阳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出版社
1994年12月



锰)

【湘】新登字001号

ISBN 7-5438—1016-6

9 II霹笪删墅墅0选U酊Ⅱ4 7 >

责任编辑：张志红

衡阳市建设志

衡阳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199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l 787×1092 1／16印张l 33插页：12

字数，800千字印数；1—2500册

ISBN 7--5438—1 016—6

． K·194定价：65．oo元

霉!
》!

多



衡阳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周若无

副主任：王德峻(常务) 朱许生

委 员：(依姓氏笔划为序)

万忠禄 王德峻 刘孟曾 刘淑良

冯国栋 龙睦葵 朱许生 纪卫华

周若无 胡立中 容 彪 唐存正

’彭武安 彭楚旺 蒋 达

主 编：唐存正

副主编：胡立中．

编纂人员：(依姓氏笔划为序) ．

王秀忠 刘定初 刘美仕 刘辉恒·

’张 陶 屈克强 胡学忠 胡益民

潘日葆 蒋扬芳

特邀编审：陈有期

封面题字：叶如棠

、摄 影：胡立中

插 图：单特生

校 对：刘辉恒 张 陶

刘景荣

肖树业

唐绍生

时长华

唐汉献



戽 一，J

谳亨

城市，古称都邑，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

和商品经济以及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载体。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一个地

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标志。中国的城市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城

市成为封建政权伸向广大农村的集散点，经济中心作甩是比较小的。随着社会

的进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但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商

品经济发展缓慢。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阻

碍了我国城市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城市发展很快，现代化水

平逐渐提高，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逐渐扩大，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作用逐渐形成，并得到较大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

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地城市按照改革、开放的总原则，从各

自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行正确的管理体制，较好

地克服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不合理现象，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市

场。从大经济、大战略的高度出发，组织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和社会生产，促

进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实行城市体制综合改革以来，城市在组织经济、

发展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社会生产、经济建设和商品流通的直接

承担者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体。同时，城市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功能，也获得

迅猛的发展。但不容忽视，在城市的大发展中，出现住宅、交通、人口、环境

污染等问题，称之谓“城市病"，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城市自身的建设。

这就要求人们进一步研究城市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不断解决城市现代化建设和

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城市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城市建设志

是记述城市建设的百科全书，它全面地、系统地记述城市的建设规划、市政工

程、基础设施、房地产业、建筑施工、环境保护等建设事业的历史演变，揭示

城市建设的客观规律，彰明城市建设兴衰起伏的因果，是人们认识城市、建设

城市、管理城市的科学依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衡阳市建设委员会组织写作

班子，经过七易寒暑，编纂出《衡阳市建设志》，无疑对于衡阳城市建设具有重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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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

《衡阳市建设志》分为城建综述和城市规划、市政公用事业、建筑、房地产、

城建开发、环境保护6篇，记述了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资料翔实，语言流畅，

揭示了城市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衡阳城市建设的特点，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志

书。我们知道，集聚和分散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基本特征。人口是城市的基本

构成因素。城市规模就是以人口集聚的程度来划分的，城市化水平也主要是用

城市所集聚的人口数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的。有了人口的集聚，才有

人才的集聚，也才会有建筑、基础设施、财富和信息的集聚。因为城市本身就

是人类为了自己的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所创造的一种聚居形式。《衡阳

市建设志》的编纂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城市现代化的高度，通过记述市政工

程、公用设施、城市开发、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现状，比较深刻地反映人口、人

才集聚对整个城市社会产生的强大的辐射力和深远的社会效果。 ．

城市之所以是一定区域内的中心，主要是城市的聚集效益所形成的。城市

成为中心，主要在于它具有中心作用。这种中心作用是指城市在它影响所及的

区域内，具有推动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历史上衡阳市是

湘南重镇，不仅在军事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湘南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衡阳城市这种中心作用更是十分明显。

初为湘南行署治所，直接管辖衡阳、郴州，零陵20多个县，是湘南政治中心；

郴州分治后，成为衡阳和零陵的政治中心；零陵分治后，省内外许多政治活动

仍在衡阳开展o 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衡阳市直接管理境内8县(市)区，

同时，衡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无论是对本市属

县，抑或对湘南各地、县，都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不可替代的

中心作用。《衡阳市建设志》于此展开多方面、深层次的记述，体现了城市各个

方面的中心作用，既反映了衡阳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衡阳市城市建设

的特点。

《衡阳市建设志》揭示了城市的“文化实体"的本质特点。志书突出记述了

衡阳城市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这里说的“文化"是大文化。所谓“大文

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城市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劳动创造的、

能够推动城市建设进步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城市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

程中，古代文化的繁荣昌盛，现代文化的创新发达，编纂者通过城市的总体规

划和建筑设施反映出来。记述南岳大庙及境内一大批古代建筑，体现了衡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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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古代文明；记述现代城市高大、新颖、别致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体现最新

科学技术成就。

我对地方志的研究不够，读了《衡阳市建设志》，使我对志书产生了浓厚兴

趣、，受到了启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衡阳市建设志》中，认识到

城市建设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按照城市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城市的各项建

设就能顺利进行，不断取得成绩，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违背客观规律蛮

干，城市建设就会受到挫折，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阻碍城市经济的发

展。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以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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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媚荔彩
I

《衡阳市建设志》付梓出版，乃衡阳境域建设系统之盛举。本人在衡阳建设

战线工作有年J殊觉感慨良多。

衡阳为湖南重镇，南国通衢，沃野良田遍于四乡，物阜民丰，经济繁荣。衡

阳先民在史前时期就聚落于交通要道之处，富庶繁华之乡，建设圩场集市。随

着社会的进步，人口的繁衍，圩场集市逐致发展为城镇。古城衡阳原为湘江岸

边的一个小圩场。经过衡阳人民世世代代的建设，小圩场竟致成为规模宏大、人

口众多的城市，湘南政治、经济的中心，历代路、府、州、道、县之治所。衡

阳城市建设，代有兴衰起伏。五季建木栅，宋浚城池，元筑石廓。明清之际，衡

阳城坚池深，街道井然，广宇连于通衢，店铺遍于四落，商贾云集，经济繁荣。

清初滇藩吴三桂叛清自帝，都于衡阳，成为南中国一时的政治中心。清末，帝

国主义列强势力入侵衡阳，建工厂，辟商埠，衡阳城乡经济呈现虚假繁荣，城

市建设似有发展之势。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于境域，城市房宇遭受兵燹，损失

很大。1944年6月，日本侵略者进犯衡阳，遭到抗日军民的坚决抵抗，经过47

天浴血抗战，衡阳陷落，衡阳城市几致丘墟。抗战胜利后，衡阳市政当局筹建

“抗日纪念城"，终因国库空虚而成纸上谈兵。1949年10月，衡阳全境解放，衡

阳境域城市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衡阳城市建设也迅速恢复、发展。1951

年，衡阳市第一任市长毛远耀带领城建系统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实地勘察，

制订了衡阳市第一个城市规划，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奠定了基础，衡阳城市

建设按照规划顺利进行，成绩卓著。1958年，．衡阳市制订了一个脱离实际、盲

目“跃进"的建设计划。这个规划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

建设城市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群众排除干扰，全境城镇建

设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衡阳境域的城市建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1980年，

衡阳市订了近远期建设规划，随后各县也制订出城镇建设近期和远景建设规

划。这些建设规划，既考虑于长远，又着眼于当前，实事求是。在城市规划的

指导下，城建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深化改革，创新求实使城市功能日臻齐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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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貌日新月异。今日的衡阳，广宇连片，大厦林立，街道宽阔，沟渠畅通，园

林耸翠，绿茵遍布；水陆交通，连接城乡，铁路航空，畅通南北。各县城镇基

础设施均逐臻完善，境域各建制镇初具规模，对城乡经济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 ．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衡阳市建设志》以翔实的资料，科学的记述手法

记述了衡阳境域城市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

训。城市规划篇，编纂者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以翔实的资料记述境域城市和

县镇建设的规划和执行情况。为了突出衡阳的特点，把南岳风景名胜区的规划

和建设，予以独立的篇幅，以展示其广阔前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编纂者记

述了衡阳市区的街道、桥梁、交通，能源、园林绿化、供水排水、环境卫生和

城市防洪等建设的历史和断限内的情况，反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提高的极端重要性，对今后建设城市、管理好城市，具有重要的资

治作用。城市的特点是人口的高度聚集。房屋是人们赖以生存、生活的基地。城

市房屋建设和房地产管理，是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稳定城市社会十分重要的

问题。《衡阳市建设志》的编纂者用浓墨重彩记述了境域内建筑施工、建筑技术、

建筑艺术、建筑市场管理和房地产占有、房地产经营管理以及住房制度的改革，

从而使《衡阳市建设志》缤彩纷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衡阳市人民政

府就下大力气抓旧城改造和城市房屋开发，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志书的编纂

者特设立城建开发篇，记述衡阳市旧城改造、城市建设开发的发展、演变的历

史，反映了时代气息。《衡阳市建设志》设立的环境保护篇，记述衡阳境域环境

保护的方方面面。编纂者翔实地记述了衡阳境内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

增多，造成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源和噪声污染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大力治理污

染、发展生态农业，保护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声环境的情况，使人们深刻认识

到，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志

书还记述了城市建设其他门类的历史和现状，值得一读，值得借鉴。

《衡阳市建设志》在编纂中注意克服一般化记述，运用“述”、“记"、“志"、

“图"、“表"、“录"各种体裁的功能，同时根据各体裁的特点，反映各自记述客

体的特色。“城建综述’’，以时序为经，以门类为纬，高屋建瓴地综合记述衡阳

境域城市建设的大势大略；“大事记"采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按历史时代记述衡阳境域城市建设的大事和要事，言简意赅，脉络清楚；6个篇

为本志主体，条分缕析地记述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市政工程、公用事业、房

地产、城市建设开发、环境保护等门类的历史及其现状；彩色图照全面、简明

反映了衡阳城市建设各个方面的成就和风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本志还辑录

了历代诗人咏衡阳的诗词以及楹联，为衡阳增添了更美的艺术媚力，读后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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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

《衡阳市建设志》1987年下半年开始收集资料，1990年才正式编写。唐存

正同志受命主编该志。他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精心组织，加上全体编纂人员

艰苦工作，在搜集近600万字资料的基础上，由部门志到市志的分志，由市志

的分志到市志的分卷，三动纲目，五易其稿，《衡阳市志·建设卷》送审稿编纂

完毕。．随后按专业志要求，新增内容，再经修改，始得成书出版。顾问王德峻

不顾年老体弱，不仅为志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而且解决了志书编纂中

出现的许多问题，使志书得以顺利编纂。副主编胡立中通揽全志编纂业务，审

稿改稿，极尽心力，保证了志书质量。回顾这次修志历程，情不自己，夺。诗一

首，以纪其事，以抒其情：

寒暑七易苦耕耘，风云激荡笔端情。

横陈竖写千秋志，鉴古知今一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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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记述衡阳境域城市建设事业的历

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照衡阳市建设委员会综合管理的部门结构谋篇，原则上以一个

部门设立一篇，计有城市规划、市政公用事业、建筑、房地产、城建开发、环

境保护6篇，并以城建综述为总纲，志书前后分别置大事记和附录，形成完整

的体系。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衡阳市境域内的城市建设，重点是衡阳市区。各县城

因有县志，这里只作重点简述。有些门类根据事物涉及到某县则予以记述，不

作全面反映。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体，即篇辖章，章辖节，节辖目，目辖子目，按照事

物归属，分层而设。为突出行业特点和事物本身的特殊地位，采用升格方法，即

由目升格为节，由节升格为‘章，甚至单独列为篇。如南岳风景区一节升格为章，

城建开发升格为篇。章下设无标题简述，记述事物发展的大势大要。

五、本志根据“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原jrl0，各篇对相近的门类，如房

地产、城建开发、建筑等，在叙述相同事物时，既严守疆界，又允许合理交叉，

以充分阐明事物发展的因果。另外，城市能源、邮电设施等建设，本不属建委

所辖业务，因考虑到志书应该反映城市建设全貌，仍设节予以简述。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述、志为全书之主体。有

关表格分别插入所属章节，而图照为便于印刷，则集中编排，力求做到图文并

茂，图、文、表相辅相成。

七、本志断限，上限追溯至建置之始和事物之发端，下限断至1988年。但

对个别篇和某些事物，则根据其发展的需要作适当延长。如城建开发是一项新

兴事业，起步较晚，其下限则断至1990年。又如某项建设工程，已知完工时间，

虽已越过下限，但仍记述，以求完整。

A、本志记述为语文体。有关标题排列、．称谓运用、时间表述、数字书写、

计量名称等均按《<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执行，力求合乎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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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设施设备建设⋯⋯⋯⋯⋯⋯⋯⋯一⋯⋯⋯⋯⋯⋯⋯⋯⋯⋯⋯⋯⋯⋯⋯⋯·(163)

一设施建设⋯⋯⋯⋯⋯⋯⋯⋯⋯⋯⋯⋯⋯⋯⋯⋯⋯⋯⋯⋯⋯⋯⋯⋯⋯⋯⋯⋯(163)

二设备建设⋯⋯⋯⋯⋯⋯⋯⋯⋯⋯⋯⋯⋯⋯⋯⋯⋯⋯⋯⋯⋯⋯⋯⋯⋯⋯⋯⋯(164)

第五节 清洁卫生运动⋯⋯⋯⋯⋯⋯⋯⋯⋯⋯⋯⋯⋯⋯⋯⋯⋯⋯⋯⋯⋯⋯⋯⋯⋯(164)

第八章管理⋯⋯⋯⋯⋯⋯⋯⋯⋯⋯⋯⋯⋯⋯⋯⋯⋯⋯⋯⋯⋯⋯⋯⋯⋯⋯⋯⋯⋯(169)

第一节 市政工程管理⋯⋯⋯⋯⋯⋯⋯⋯⋯⋯⋯⋯⋯⋯⋯⋯⋯⋯⋯⋯⋯⋯⋯⋯⋯(169)

一建设管理⋯⋯⋯⋯⋯⋯⋯⋯⋯⋯⋯⋯⋯⋯⋯⋯⋯⋯⋯⋯⋯⋯⋯⋯⋯⋯⋯⋯’(169)

二 维护管理⋯⋯⋯⋯⋯⋯⋯⋯⋯⋯⋯⋯⋯⋯⋯⋯⋯⋯⋯⋯⋯⋯⋯o⋯⋯⋯⋯(169)

第二节 公共交通管理⋯⋯⋯⋯⋯⋯⋯⋯⋯⋯⋯⋯⋯⋯⋯⋯⋯⋯⋯⋯⋯⋯⋯⋯··(170)
第三节 自来水管理⋯⋯⋯⋯⋯⋯⋯⋯‘⋯⋯⋯⋯⋯⋯⋯⋯⋯⋯⋯⋯⋯⋯⋯⋯⋯⋯(171)

第四节 园林绿化管理⋯⋯⋯⋯⋯⋯⋯⋯⋯⋯⋯⋯⋯⋯⋯⋯⋯⋯⋯⋯⋯⋯⋯⋯⋯(171)

第五节 环境卫生管理⋯⋯⋯⋯⋯⋯⋯⋯⋯⋯⋯⋯⋯⋯⋯⋯⋯⋯⋯⋯⋯⋯⋯⋯⋯(171)

第九章机构⋯⋯⋯⋯⋯⋯⋯⋯⋯⋯⋯⋯⋯⋯⋯⋯⋯⋯4Lo⋯⋯⋯⋯⋯⋯⋯⋯⋯⋯·(173)
第一节行政机构⋯⋯⋯⋯⋯⋯⋯⋯⋯⋯⋯⋯⋯⋯⋯⋯⋯⋯⋯⋯⋯⋯⋯⋯⋯⋯⋯(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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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事业机构⋯⋯⋯⋯⋯⋯⋯⋯⋯⋯⋯⋯⋯⋯⋯⋯⋯⋯⋯⋯⋯⋯⋯⋯⋯⋯(175)

建筑篇

概述⋯⋯⋯⋯⋯⋯⋯⋯⋯⋯⋯⋯⋯⋯⋯⋯⋯⋯⋯⋯⋯⋯⋯⋯⋯⋯⋯⋯⋯⋯⋯⋯⋯(181)

第一章勘测设计⋯⋯⋯⋯⋯⋯⋯⋯⋯⋯⋯⋯⋯⋯⋯⋯⋯⋯⋯⋯⋯⋯⋯⋯⋯⋯⋯⋯(183)

第一节 工程勘测⋯⋯⋯⋯⋯⋯⋯⋯⋯⋯⋯⋯⋯⋯⋯⋯⋯⋯⋯⋯⋯⋯⋯⋯⋯⋯⋯(183)

第二节 建筑设计⋯⋯⋯⋯⋯⋯⋯⋯⋯⋯⋯⋯⋯⋯⋯⋯⋯⋯⋯⋯⋯⋯⋯⋯⋯⋯⋯(184)

第二章建筑施工⋯⋯⋯⋯⋯⋯⋯⋯⋯⋯⋯⋯⋯⋯⋯⋯⋯⋯⋯⋯⋯⋯⋯⋯⋯⋯⋯⋯(188)

第一节 基础施工⋯⋯⋯⋯⋯⋯⋯⋯⋯⋯⋯⋯⋯⋯⋯⋯⋯⋯⋯⋯⋯⋯⋯⋯⋯⋯⋯(188)

第二节 主体施工⋯⋯⋯⋯⋯⋯⋯⋯⋯⋯⋯⋯⋯⋯⋯⋯⋯⋯⋯OOO OQO aOO OQO OOQ OOJ⋯⋯(189)

第三节 屋面施工⋯⋯⋯⋯⋯⋯⋯⋯⋯⋯⋯⋯⋯⋯⋯⋯⋯⋯⋯⋯⋯⋯⋯⋯⋯⋯⋯(190)

第四节 装修装饰施工⋯⋯⋯⋯⋯⋯⋯⋯⋯⋯⋯⋯⋯⋯⋯⋯⋯⋯⋯⋯⋯⋯⋯⋯⋯(191)

第五节 安装施工⋯⋯⋯⋯⋯⋯⋯⋯⋯⋯⋯⋯⋯⋯⋯⋯⋯⋯⋯⋯⋯⋯⋯⋯⋯⋯⋯(192)

第三章建筑工程⋯⋯⋯⋯OQDIOO ODQ O·O O DOOIO⋯⋯⋯⋯⋯⋯⋯⋯⋯⋯⋯⋯⋯⋯⋯⋯⋯⋯(194)

第一节 古典建筑⋯⋯⋯⋯⋯⋯⋯⋯⋯⋯⋯⋯⋯⋯⋯⋯⋯⋯⋯⋯⋯⋯⋯⋯⋯⋯⋯(194)

第二节 工业建筑⋯⋯050 O 00⋯⋯⋯⋯⋯⋯⋯⋯⋯⋯⋯⋯⋯⋯⋯⋯⋯⋯⋯⋯⋯⋯⋯(197)

第三节 公共建筑⋯⋯⋯⋯⋯⋯⋯⋯⋯⋯⋯⋯⋯⋯⋯⋯⋯⋯⋯⋯⋯⋯⋯⋯⋯⋯⋯(198)

一办公楼建筑⋯⋯⋯⋯⋯⋯⋯⋯⋯⋯⋯⋯⋯⋯⋯⋯⋯⋯⋯⋯⋯⋯⋯⋯⋯⋯⋯(198)

二文体建筑⋯⋯⋯⋯⋯⋯⋯⋯⋯⋯⋯⋯⋯⋯⋯⋯⋯⋯⋯⋯⋯⋯⋯⋯⋯⋯⋯⋯(199)

三商业建筑⋯⋯⋯⋯⋯⋯⋯⋯⋯O BO Q·0⋯⋯⋯⋯⋯⋯⋯⋯⋯⋯⋯⋯⋯⋯⋯⋯⋯(200)

．四 医疗卫生建筑⋯⋯⋯⋯⋯⋯⋯⋯⋯⋯⋯⋯⋯⋯⋯⋯⋯⋯⋯⋯⋯⋯⋯⋯⋯⋯(200)

第四节 住宅建筑⋯⋯⋯⋯⋯⋯⋯⋯⋯⋯⋯⋯⋯⋯⋯⋯⋯⋯⋯⋯⋯⋯⋯⋯⋯⋯⋯(201)

第五节 仿古建筑⋯⋯⋯⋯⋯⋯⋯⋯⋯⋯⋯⋯⋯⋯⋯⋯⋯⋯⋯⋯⋯⋯⋯⋯⋯⋯⋯(201)

第六节 特殊建筑⋯⋯⋯⋯tOO·gO OgO⋯⋯⋯⋯⋯⋯⋯⋯⋯⋯⋯⋯⋯⋯⋯⋯⋯⋯⋯⋯(202)

第四章建筑工业生产⋯⋯⋯⋯⋯⋯⋯⋯⋯⋯⋯⋯⋯⋯⋯⋯⋯⋯⋯⋯⋯⋯⋯⋯⋯⋯(210)

第一节建筑构件⋯⋯⋯⋯⋯⋯⋯⋯⋯⋯⋯⋯⋯⋯⋯⋯⋯⋯⋯⋯⋯⋯⋯’⋯⋯⋯⋯(210)

一木构件⋯⋯⋯⋯⋯⋯⋯⋯⋯⋯⋯⋯⋯⋯⋯⋯⋯⋯⋯⋯⋯⋯⋯⋯⋯⋯⋯⋯⋯(210)

二 混凝土构件⋯⋯⋯⋯⋯⋯⋯⋯⋯⋯⋯⋯⋯⋯⋯⋯⋯⋯⋯⋯⋯⋯⋯⋯⋯⋯⋯(211)

三金属构件⋯⋯⋯⋯⋯⋯⋯⋯⋯⋯⋯⋯⋯⋯⋯⋯⋯⋯⋯⋯⋯⋯nj⋯⋯⋯⋯⋯(211)

第二节 建筑机械⋯⋯⋯⋯⋯⋯⋯⋯mIOIOo“g⋯⋯⋯⋯⋯⋯⋯⋯⋯⋯⋯⋯⋯⋯⋯⋯(212)

第三节 建筑科研⋯⋯⋯⋯⋯⋯⋯⋯⋯⋯⋯⋯⋯⋯⋯⋯⋯⋯0D0 0 00 000⋯⋯⋯⋯⋯⋯(212)

第五章施工队伍⋯⋯⋯⋯⋯⋯⋯⋯⋯⋯⋯⋯⋯⋯⋯⋯⋯⋯⋯⋯⋯⋯⋯O OO gIO．．．⋯⋯(218)．

第一节 市属施工队伍⋯⋯⋯⋯⋯⋯⋯⋯⋯⋯⋯⋯⋯⋯⋯⋯⋯⋯⋯⋯⋯⋯⋯⋯⋯(218)

第二节 县(区)属施工队伍⋯⋯⋯⋯⋯⋯⋯⋯⋯⋯⋯⋯⋯⋯⋯⋯⋯⋯⋯⋯⋯⋯(222)

一 区属施工队伍⋯⋯⋯⋯⋯⋯⋯⋯⋯⋯⋯⋯⋯⋯⋯⋯⋯⋯⋯⋯⋯⋯⋯⋯⋯⋯(222)

二县属施工队伍⋯⋯⋯⋯⋯⋯⋯⋯⋯⋯⋯⋯⋯⋯⋯⋯⋯⋯⋯⋯⋯⋯⋯⋯⋯⋯(222)

第三节 乡镇施工队伍⋯⋯⋯⋯⋯⋯⋯⋯⋯⋯⋯⋯⋯⋯⋯⋯⋯⋯⋯⋯⋯⋯⋯⋯⋯(224)

第四节 国、省营驻衡施工队伍⋯⋯⋯⋯⋯⋯⋯⋯⋯⋯⋯⋯⋯⋯⋯⋯⋯⋯⋯⋯⋯(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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