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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凌源县城建志》做为凌源地方志的一种，如实记述了凌源县

城镇建设的历史，经过编纂人员和全系统的努力，现在奉献给大

家。

城镇建设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广大人民的生

产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长期以来，我县广大人民前仆后继地进行了城镇建设，才有今

天城镇面貌的显著改变。

凌源县城镇建设自建国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壮

大和发展，各项城镇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的城镇建设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城镇面貌变

化显著。但是，城镇建设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有过挫折和教训，

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今天，我们第一次把凌源县城镇建设的历史资料汇集成为《凌

源县城建志》，目的在于为全县人民了解凌源城镇建设的发展史，

为从事城镇建设工作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参考资料。这就是我

们编志的宗旨。

如果我们这本专业志，能成为今后研究我县城镇建设发展的依

据，而通过他们的辛勤努力，用更大的成就来不断丰富和充实《凌

源县城建志》，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我们编写专业志是第一次，正处在学>--j探索之中，由于我们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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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有限，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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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民

1 987年6月



凡 例

凌源县《城建志》是以规划区为主，以旧城址为重点，与我国

现行体制管理范围为内容的专业性质的《城建志》。为编好《城建

志》，凌源县城乡建设局于1958年1 2月1 7日成立凌源县《城建志》

编纂领导小组，组长王博、副组长吴子彬、刘金民，成员高殿清，

丛培军、蔡永、杨振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吴子彬(兼)，

副主任丛培军。《城建志》主编马振英，编辑刘真。1985年9月至

1 987年6月的两年间，编辑小组经多次修改，最后定为本志的稿

本。在编写《城建志》的过程中，我们力争做到以下几点：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观

点，坚持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保

持一致。存真求实、秉笔直书，使《城建志》为四化建设和两个文

明建设服务。 ．

二、本志以章设节分项，采取“事以类聚”横排竖写的结构方

式，内容上限1840年，下限1985年，共写四章十一节附有大事记和

编纂始末。为使记述事实完整统一，把县、局和局属单位形成的有

关文件、规定、条例附录在章节之中，力求达到以记、志、图、表，录

等形式，简述各章节的由来、发展、性质、作用。

三、本着“四略四详”的原则搜集资料，编写记实，即建国前
3



的略，建国后的详，系统外的略，系统内的详，一般事件略，重点

事件详，业务范围以外的工作和政治运动方面略，建设成果方面

详。力图通过这种方式，用新旧社会的对比和三中全会前后的对比

反映城建事业的发展。

四、本着博采多收，去粗取精的原则，广泛搜集资料：

l、查阅了县志办、县档案馆、统计局(资料汇编)、城建局

及局所属企事业单位存档的文书档案212本，私房改造批准书、文革

期间错接错管私人房屋底册和房产直管房档案949份。

2、在未入档案而散存的建国初期零散资料中搜集到“求之难

得"的原始资料50余份。

3、调查了解当事人和知情人口啤资料，其中包括原城建系统

的老领导、老干部，其它单位和社会上的有关人员达100多人次。

4、编写专业人员认真核对查实了“记述有别其说不一"的事

和数字。

5、函请或面请知情者参加编纂工作，使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

资料。

五、本着直书省字的原则，对材料进行认真筛选。本志“征求

意见稿”讨论后与重新编写稿，相比，有明显的变化：①各种表减

去三分之一；②附录文件、规定，条例等减去五分之二；③全部去

掉褒贬词句；④文字减少三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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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县城乡建设局现任党政领导名录

党委书记局长于振生

副 局 长王汉廷

副 局 长 刘金民

编志

丛培军

人员

马振英

名录

刘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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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局长于振生

副 局 长王汉廷

副 局 长 刘金民

编志

丛培军

人员

马振英

名录

刘 真



一～

—_●----__-j；；=-=～

’§圆 工业用抛 L—一 层庄用迦
隧跚 仓塞用地 —工工 盏黯广商

段落用饱 亡=≥ 么投班疑
r1—『H1 缓亿用龙 f ● d 关 国

麦龟昌

Zhltl■■Il；

；—l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九三五年两门外的西粱庙

九三五年东门县的，乏帝庙



九三五年东城门rf



一九五二年在火西街

建筑的凌源县群众剧院

一九五九年县房产科的

工程队在西街建没的凌源县

人民政府,／j、公楼

一九二七年在遵化街vI

私人建造的德胜园楼



几七=年县基建维修管瑚站闩已没计门己施1，而建筑的大十宁县玎货人偻

一几八五年朗川『订

命名三优街人卜r’西街

Ll

一九六八年为解决部分居l乇吃水，城

僻雌n一红上湖脓聋哑学校修建的小水塔

一几八五年朝⋯市命韩二优}|=j人

字东街口



凌源城大什’j‘南街口



一九八三年县建筑工程公司在

西街建筑的邮电_人楼

一九八二年修

建的凌源城东环城

公路

一九七八年县建筑工程

公id在东桥头嫜筑的城建局

办公楼

一九八。年县建筑工程

公司在西街建筑的凌源县影

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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