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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现代公用事业自创办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历漫漫

沧桑，经数数往事，积淀着丰富的事业文化和知识。欣逢盛世修

志，事业文化得以发掘和整理出来，服务两个文明建设，实乃幸
事。

城市公用事业，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之助力，城市精神风貌

的重要体现，被喻为城市社会的“窗口”。重庆解放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重庆公用事业在其发展史上写下j光辉的

篇章。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公用事业干部

和职I，在历届局系统党政组织和领导的带领下，与事业共命

运，艰苦奋斗，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无私奉献，留下辉煌的业

绩与坚定的足迹。对此，<重庆市公用局组织志>义不容辞地把

这一切载入史册，成为事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重庆市公用局组织志>是开创事业以来第一部社会主义新

专业志，不啻为事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本书在收集大量

资料，调查专访基础上，按照<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精神和社会主义新方志体例要求，融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

性为一体，严谨地记述7重庆解放以来局系统党政组织的历史。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重庆市公用局系统党政组织全貌，并获得一定

的专业知识。希望正在献身事业的组织领导者和建设者，即将参

加到这一行列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接班人，能够从(重庆市公用局

组织志)这部历史资料文献中，j解过去，得到启迪，从而激励

人们同心同德，继往开来，用汗水和热血去开创事业美好的未

来。

<重庆市公用局组织志)是全局系统对干部职I进行传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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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敬业精神教育的行业教材之一。曹为事业呕。沥血。无愧人

生者，回首那漫长的路，思索那不太遥远的历史与过去，去寻回

自己青春的梦幻；正在参加事业的组织领导和建设管理者，在追

寻前辈足迹，缅怀奉献精神中，当弘扬优良传统作风，摒弃那桩

左年代的政治高调和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革除禁锢人才脱颖而

出的旧体制，让前人开辟的路，从新一代人脚下延伸、再延伸。

我们要感谢袁守荣、徐昌厚、周启良等撰写者，为编修<重

庆市公用局组织志)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当然，编修(重庆市公

用局组织志)对我局来说完全是一项新的课题。由于局建制曾几

经撤并，档案资料分散，本书谨记述7有重庆市公用局建置期间

的党政组织内容，有关群团组织、民兵组织、民主党派等尚未入

志。加之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和不当之处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重庆市公用事业局局长王根芳



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本书属专业志书。遵循<关于建国以来若于历史问题的

决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新方志体例要求，谨记述断限内重庆市

公用局及所属各单位中共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形成与演绎，历史与

现状。

=、本书时限，上限自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下限

至1985年“六五”计划末。解放前组建有中共组织的单位．上

限追溯自中共组织成立之时。

三、本书设“人物简介”，以副局级以上职务和获省级以上

劳动模范称号者为人志标准，按赴任或当选先后顺序排列。以事

系人不为此限。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加所任官衔职务。

日、本书采用语体文，章、节体，以行政单位为序，按专业

结构归类，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五、本书除专用名词用全称或加注外，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

运动名称，如“肃反”、“三反”、“五反”等，一律沿用通称。

历史分期，一般按所记述单位发展转折阶段划分。

六、本书资料来源于重庆市公用局档案室及局属各单位档案

室，重庆市档案馆，各类图书、报刊资料，调查专访，有关人士

的回忆实录等。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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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重庆是一座有三干多年历史的古城，伴随城市出现而兴起的

原始公用行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近代产业大量兴办以前，重

庆各公用行业封建组织根深蒂固，长期形成由邦会、行会或地方

官、绅划地为域，各自为政的状况。地方政府未设专门机构统管

其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公用行业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发展极

为缓慢。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重庆按现代城市管理设

市，市政当局大力开拓城区，修建马路，昌明科学技术，积极引

进近代产业生产方式，发展工商业和服务业，一些现代技术和装

备逐步被运用于城市公用各业。作为与城市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新兴产业重庆公用事业，便以其不同于原始公用行业

的新的组织与运作方式，汇入重庆现代产业之中。

自事业创办至重庆解放初期。公用各企业一般采用股份制组

织公司，成立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制

定有人事及经营管理等制度，并设立各行政职能部门，组织生产

经营活动。一度由官办的公用事业，则由市政当局委任企、事业

单位代理人，实行官僚资本主义式的组织管理与经营，并带有浓

厚的封建色彩。在民间，重庆公用事业各业，分别建立有同业公

会或联合会等行邦组织。市政当局除在1946年5至1947年1月

间设立过专局重庆市公用局统管全市公用事业外，长期未设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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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构。全市公用事业概由市工务局二、三科兼管。

抗战时期，在重庆公共汽车公司，中共曾建立过基层组织，

在职工中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与维护员工合法权益的斗

争。

此间，特别是在抗战期间，重庆城市公用事业在社会需求的

刺激下，有长足的发展。不仅城市公用各业相继出现，并且已初

具规模。

重庆解放后，城市公用事业及其组织管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通过重庆市公用局专局建制的

设置，以及党领导的民主改革和对私改造的完成。从而揭开了重

庆城市公用事业组织发展史上新的篇章。

自重庆解放至1985年末，重庆市公用局组织发展变化，经

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52．7～1954．3)，为建国后第一届专局组

织机构建置时期。

解放初，陷入困境的重庆城市公用各业由重庆市军管会分口

予以接管。为治理破烂摊子，振兴事业，安定人民生活，市军管

会即发布了(保障公用事业正常生产的布告)，并派出军代表分

赴各公私公用企事业单位，组织领导开展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

生产。

市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鉴于公用各业分属企业局、建设局

等几家行政部门管理的现状，市政府于1952年7月7 Et决定，

新设重庆市人民政府公用局。统管全市公用事业。在主管局的组

织、统筹、协调下，重庆城市公用事业得以起死回生，迅速恢复

和发展。

第一届专局组织机构，按编制设局长1人，副局长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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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后增为2人)，局机关实有人员105人。1953年2

月15日，中共在局机关设立分党组，任党组书记1人。局机构

设置两室六科。局下属14个企事业单位。1953年末，全局系统

有从业人员近3千人。局址设中山四路135号。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组织和领

导。除在经济上、物资上对公私企业加以扶持外，为适应恢复和

发展生产的需要，顺利地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采取组织措

施设置市公用局专局机构，领导各公用企、事业单位进行组织整

编和机构调整，理顺经营管理，建立规章制度，协调、统筹劳资

关系，调动和激励一切积极因素，为恢复和发展城市公用事业艰

苦奋斗。各企、事业单位纷纷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注重在工人

中发展中共党员；积极培养、选拔、输送干部，建立经营管理和

技术管理干部队伍。

第二时期(1955．2--1958．4)，为第二届专局组织机构建

置时期。

1954年3月，市政府调整机构，市公用局专局建置撤销，

公用事业分属市交通局和市建设局分管。完整的城市公用事业被

分割肢解。一年后，市政府悟其公用事业分散管理不利事业协调

发展，缺乏全盘计划，遂于1955年2月，恢复市公用局专局建

置，把全市公用事业统管起来。设专局之初，局机关实有人员89

人，设局长1人，副局长2人。局机关设机构七科两室。局址设

中华路174号。1956年11月22日。中共在局机关设立分党组，

委任分党组书记1人。局属企、事业单位经调整组合，增为16

个。1956年末，全局系统职工逾2万人。

这一时期，在专局领导下，完成了城市公用事业全行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成了无轨电车等一批公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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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进一步理顺了公用事业的组织与管理，一些性质相同的企

业，合并入基础好的公司；确立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各企业

党组织加强了思想和组织建设，一些大型公用企业党组织经扩

组，先后建立了党委；各企业党委注重干部和党员的培养工作，

“又红又专”成为企业选拔干部的标准之一和广大职工努力的方

向；一批先进模范人物相继涌现，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

第三时期(1963．3--1970．5)，为第三届专局和革委会组

织机构建置时期。

1958年3月，为适应“大跃进”需要，市政府精减压缩机

构，将市公用局再次撤销。其所管行政业务分别划归市交通公用

局、市建设局和市电业局分管。1962年12月10日，为贯彻第一

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重庆市委在认真总结重庆城市建

设、管理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恢复市公用局建制，以有

利公用各业协调发展。翌年3月，市公用局组建成立：局机关实

有人员85人，设局长1人，副局长1人(1966年7月6日后增

为3人)。局行政机构设七科一室。局址设在人和街33号。局

下属9个企事业单位。1965年末，全局系统职工逾万人。1964

年1月27日，中共在局机关设立党委，任党委副书记2人。局

党委办事机构设一室两部一委。局党委设立后，局属企业党委隶

属关系由市中区区委领导转归局党委领导。

“文革”开始后，局机关卷入运动，并出现造反组织。1967

年“一月风暴”夺权，局党政组织遂陷于瘫痪。接着，局机关实

行军管。1968年末，局机关各造反组织在“大联合”的基础上成

立革命委员会，设主任1人(由军代表担任)，副主任3人。局

革委会下设三大组，实行党政“一元化”的领导。

这一时期，在“文革”前一阶段，局对所属企事业单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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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调整，精简所属单位的科室机构，实行定编、定员、定职

数，明确职能科室工作职责与范围；加强党对公用企事业的领

导，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换届选举和组建，完成了企业领导制度由

一长制向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转换；充实和加强企业技术部

门和机务维修部门的力量和组织领导。组织干部职工参加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注重在实践中培养．选拔干部。发展工资制度，实

施干部职工工资调整、升级和工资区类别调整。

“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泛起。在各级党政组织处于瘫

痪的情况下，广大公用系统职工没辜负党和政府长期教育培养，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努力减轻打派仗和武斗对公用事业所

造成的损失。

第四时期(1978．9～1985．12)，为第四届专局组织机构

建置时期。

在重庆市革委开展“斗、批、改”及精简机构过程中。1970

年5月3日，市公用局建制再一次被撤销。城市公用事业并入市

城建局主管。

1978年z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根据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

会议精神，为加快城市公用事业发展步伐，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

展，决定恢复市公用局专局建置。9月1日，市公用局正式设

立，同时设立局党组(1980年8月15日改设党委)。局机关实

有人员67人，设局长1人，副局长3—4人，局顾问1人(1983

年6月增为4人)。局党(组)委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局

机关行政机构设六科一室。局党(组)委办事机构设三科一委。

群团组织设团委、工会(1984年1月设立)。1984年6月27

日，根据重庆市编委“关于变动市级各局内部机构建制名称的通

知”，局党委决定，局机关名称由科改为处，沿袭至今。局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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