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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书由《宜春地区城乡建设志》，

y

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

求是地记述宜春地区的城

状。

1990年。

《宜春地区建筑志》，

《宜春地区环境保护志》组成。这是因为“三志矽所记述的内容均属

于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的职能范围，志书的编撰又是在局的统一

领导下进行的，由此确定《序》，《管理机构》，《概述》， 《附

录》统而不分。但“三志"的内容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地区方志办

公室确定的也是三个独立的专业志，因而全书又设三个分志。

-．四，鉴于地区一级的专业志必须记述包括各县市在内的整体，但

又不能简单地拼凑堆砌，因而采取主要章节“地区有综合概括，县市

分别有记述”的方法，做到“横不漏县，事不漏项"。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为主，附有表格和照片。《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其余横排纵述。

六，本志不专设人物传，只记载地区主管部门历任负责人的更

迭，付高级工程师以上人员，其他均以事系人。

七，各项数字均取自县、市年报表，年报未列的则采用各县市建

设局专业志记述的数字。

八，文字内容取材主要来自县，市建设局、环境保护局(办公

、室．)的专业志，一部分来自地区建设局，地区第一‘第二建筑公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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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档案馆和县市志，但本志不注明出处。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20世

纪的各个年代，简称为50年代，60#-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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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万

宜春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问世了l盛世修志，总结历史、反

映现实；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

城乡建设，反映现代化进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宜春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和新型农村出现在赣

中大地，同建国前陈旧，萧条的景象相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旧

貌换新颜矽，建设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 ．

城乡建设专业志的内容，’历史跨度大，地域广，门类多，编写的

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各级的编撰人员，通过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

的果实。在我的任期内，作为修志工作的主持者j完成了这项任务，

实为幸事。然而，这毕竟还是一门新的工作，今后，还有待于同行们

继续完善，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J．：

彭生万，宜春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中共宦春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记，宜春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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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熊 瑞 荣

我受命分管修志工作并主编地区《城乡建设》，《建筑》、《环

境保护》三部志a这是建国40多年来首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它可以为

我们这个专业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意义深远，我为担

当此项工作感到荣幸。 。

建国前，历代府志都没有城乡建设方面的专门记载，而且叙述的

方法也是县情堆砌，缺乏整体性、科学性，更谈不上专业性。建国

后，对地区一级专业志的研讨比县市显得不足，起步也比较晚，我们

是在史无借鉴，今无样板的困难条件下进行工作的。。 。、

从1990年6月开始，一边收集资料，一边制定篇日并开始试写资

料长篇。通过加强学习，反复实践，、确立了从金地区范围写专业特点

的指导思想口整体记叙，突出重点，该详则详，不忌重复，应简则

筒‘不忌遗漏。每章每节，逐段逐句，。仔细酌量，曲折反复， “千虑

之而一得"，可谓艰辛之至矣l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志书终于问世了。两年来得到省建设厅，地

区方志办的指导和帮助，得到了各县市建设局的大力支持，深表感

谢!我们这部志书，下限时间是1990年底，建设在发展，时代在前

进，我们这次打下一个基础，以后的续篇有待于后人去编写，相信今

后的篇章将会更加充实，更加瑰丽。
～

熊瑞荣，宜春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副局长，中共宜春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党·

组成员，宜春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编。

—二———二—二——————————二————一序=



概

辖宜春，樟树，丰城3个市和高安，上高j宜丰、靖

、铜鼓7’个县。

城乡建设，从一千多年前的古城堡，N20世纪90年代

了漫长的历程。而真正有速度、’有规模，走上科学发

展道路，是从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实现的。特别是党的 ．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制订规划，科学布局，配套建

设，加强管理，全区城乡建设又在法治的轨道上迈开了大步o

改造老区，扩建新区，同建国初期比较，各县城的建成面积不断

扩大，学校、公园、医院、邮电，影剧院、集贸市场、电视台、商业

网点、旅游设施等公共建筑有相应发展，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道路，是城市建设的骨架，近lo年来，。全区城

乡，都着力改造，拓宽，沙石、泥土、石条路面改为混凝土、沥青路

面，通过市区中心的过境车辆，都在城外另辟道路，以减轻对城市的

污染。道路的改建扩建，还注意了排水问题，按先地下后地上的程序

进行施工。供水，是城市建设的又一个主要内容，全区10个县市的县

城和一部份集镇都已先后建成了供水体系，自来水的解决对城市生产

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合理发展城市的多层建筑，利用空间，。

节约土地以及改善城市的消防事业创造了条件。公共场所和街道的供、 ，

电照明，从50年代起就注意了与城市建设同步进行，有专项维护费用

和专管人员o．现在，不但城市用电、照明普遍得到解决，而且在奉新

，一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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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等地许多居民家庭都用起了电炊具，丰城市率先开始向城市居民供

应煤气，城市集中供气供热，家庭炊事用电，虽然现在还未普及，但

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一项新兴事业。
。

． 、城乡建设的实施力量一一建筑业，已成为全区的一门重要产业。

建国后4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建筑设计、。施工

队伍。丰城市有“建筑之乡”的美称，在省内外有业绩，、还开拓了国

外建筑市场。’·

+有人说：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珍。从80年代以后，全区的建筑

物，．构筑物一改过去单调划一莳陈旧格式，注重了经济适用，造型美

观，既有高居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厦，又有园林式的仿古建筑。居民

住宅趋向群体化、区域化、单元化，使用上向多功能发展，形态各异

的建筑物的有机组合，使城镇更加美丽壮观。

。．在改革的浪潮中，建筑业是率先进行全行业改革的，管理上的栋

号包干、小区包干，分配上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工程分配的招

标投标制等，．给建筑业贯注了生机。当然，建筑业的改革，也需要总

结经验，不断完善，特别是宏观调控，行业管理方面要给企业的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解决企业效益低下缺乏自我发展活力的问题。．

。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全区环保工作是80年代兴起的一项新．

的事业，近10午来发展很快，．各县市都有专门机构，有一支素质较好．

的专业队伍。在城市和乡村，多次开展了污染源调查，通过超标排污

收费，。促进了企业污染治理，对重点污染源和污染区域的工业强三

。 废?t(废水，。废气，废渣)治理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环境管理已

，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从地区到县市层层建立了环境目标’责任

制，，把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重要内容之一。。近几



年来，我区的环保工作多次受到省环保局的表彰。

城乡建设，建筑业和环境保护工作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的职能

范围，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总结工作，撰写志书的，不打算涉及到分管

工作以外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我们这个“概述矽的思想框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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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机构

(机构沿革)
●

建国以前，宜春地区无城乡建设工作专管机构。民国时期，县政

府设有建设科，兼理城乡建设事宜o ，’

建国初期，宜春地区今所辖县市分属南昌专员公署和袁州专员公

署。专员公署设建设科管理城乡建设等基本建设工作。1952年9月，

南昌专署和袁州专署合并，组成新的南昌专署。专署仍设建设科，管

理职责同前。1953年6月，南昌专署成立建筑工程处，具体管理建筑

施工，建材调配，地方建材生产和城乡建设规划等工作。1954年3

月，专署建筑工程处撤销，工作归属于专署工业交通办公室。

1958年6月，地专机关决定迁离南昌，并筹备恢复建筑工程处和

成立专区建筑公司。’1958年10月，专署工业交通办公室撤销，恢复专

署建筑工程处，并同专区建筑公司实行一套“人马力，两块牌子，政

企合一、合署办公o ·

、

1959年元月，专署机关迁宜春，改称宜春专署。，

1962年8月，江西省建筑工程局统一调整全省建筑行业管理体

制。宜春专署建筑工程处、专区建筑公司同江西省第一建筑公司合并

成立江西省建筑工程局第五工程处，处机关仍驻宜春，受省建筑工程

局和宜春专署双重领导。1965年8月，省建筑工程处下放宜春地区，

恢复专署建筑工程处o “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名称数度变更，但
。

．．1_



体制及管理职能一直沿续到1979年5月。其间1970年元月改称宜春专

， 区基本建设局，4月又改称地区基本建设局，1972年12月，复称宜春

地区建筑工程局。 ： ，’

1959年6月，为加强对全区基本建设的管理^专署成立了专署基

本建设委员会。之后，地委也成立了中共宜春地委基本建设委员会。

后两委合并，蓝于1960年7月撤销o 1977年12月，宜春地区基本建设

委员会成立9 1979年5月。．宜春地区建筑工程局撤销，其工作移交地

区基本建设委员会。

1976年9月，宜春地区环境保护办公室成立，具体管理全区的环

境保护工作o ‘

．

1983年7月，地直单位机构改革，地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和环境保

护办公室同时撤销，。成立宜春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o

(内设机构)
～

．

．

●

，

南昌专署建筑工程处设正，副处长各1人，下设秘书政治科，财

务科，计划统计科，材料科和工程科等f5个科，编制人员45人。

宜春专署建筑工程处设处长1人，副处长2人，下设秘书科，施’

工管理科，建材生产科和计划统计科等4个科，共配备干部18人。其

中，施工管理科除了掌握调度全区建筑施工企业的施工进度，检查指

导施工生产，组织施工企业之问的协作，推广新技术等工作以外，还 。

． 负责全区城乡规划工作。

4宜春地区基本建设委员会有副主任3人，下设办公室，综合科，

建工科和建材科3科l室。共有工作人员25人o ．

’

． 宜春地区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1人，副主任2人，内设环境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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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人员26人。

(简称地区建设局)1990年底，共

，副局长2人，纪律检查组组长l

纪律检查组(含行政监察组)，人

科、乡村建设科、环境保护科，‘审

监督站、建筑工程定额管理站、地

中后4个机构为科级事业单位。



县市管理机构 ．．

。

民国时期，各县政府均设有建设科(铜鼓县称总务科，万载县称

第四科)’管理基本建设事务。．。 ：，’
．+ j，

建国初期，各县人民政府仍设建设科管理基本建设工作。．其后，：
、

随省r’地基本建设主管部门的更迭，各县主管机构也有相应变更。

，宜春市(县)⋯；1950年成立县公产清理委员会和县环境卫生管理

处。1951年于月，．县城修建委员会成立，配干部10人o 1952年2月，。

成立县建设局。1958年改县建设局为县城规划委员会，，次年，’又更名

为县城镇工作委员会，隶属行署。。1962年，县城管理机构全部下放到
‘

宜春镇。1963年；。宜春镇升为县级镇，，设城建工交局。1968年，城建 ，

‘机构撤销o 1970年，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城建组。1979年，宜春镇改为

市建制，设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下辖市城市建设局和市房地j产管理

局。1983年，．撤销市基本建设委员‘会。4 1984年市机构改革，’设市城乡

建设局，、市房地产管理局和环保局。 ·．

樟树市(、清江县’)o。5 1958年3月，。成立清江县建筑工程局。，1963

年，成立清江县城镇建设委员会。．1963年撤销县城建设委员会，同年‘

10月；成立清江县房屋修建管理处，1972午9月，撤销县房屋修建管．

理处，恢复县建筑工程局。．1980午4月，撤销县建工局．，，成立县基本．

建设委员会和环境保护办公室Vo基本建设委员会下设城建科’，建材’

科‘’建工科，办公室和设计室等三科两室。1984年4月，。撤销县建委

和县环境保护办公室，’成立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同年lO}2，．改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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