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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德州建设志》历时年余，几易其稿，今日付梓问世，这是我市建设史上

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德州建设事业发展的历史，凝聚着历届决策者及广大建设者的智慧和汗水，

业绩昭昭，可载史册。为了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历程，以求

在当前与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得到更多的启迪，我们有责任把德州建设事业的发

展史如实地记录下来，以示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

作用。

《德州建设志》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大量的图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德州市建设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对借

鉴历史，总结经验，促进今后德州市建设事业的更快更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通读这部志书，可基本了解德州市建设事业的发展变化，是一部具有较高

实用价值的好志书。

德州是一座既古老义年轻的城市。这里有后羿射日的传说，有大禹治水的

遗踪，有见证中菲友好历史的苏禄王御园⋯⋯随着大运河的开凿，至明永乐年

间，已成为全国33个著名的工商城市之一，素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德州政通人和，百业

俱兴，城乡建设事业加速发展。1994年底撤地设市后，德州市建设事业突飞猛

进，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功能明显增强，城市的

承载力、辐射力、带动力显著提高。特别是经过撤地设市10年的奋斗，德州已成

为京(北京)、津(天津)、济(济南)、石(石家庄)围合区域的中心城市，宛如一颗明

珠镶嵌在大运河畔，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在鲁西北平原崛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大力推进城市化发展战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德州建设事业一定会更加辉煌，德州的明

天会更加美好。

谨书此言，权且为序。

德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坼l-【c
二oo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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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弱物 创业之州
——写在《德州建设志》付梓印刷之际

一年前，建委的同志酝酿编纂一部《德州建设志》，以记载德州城市建设的大

事、要事，为将来留下一些有用的资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部也是德州第一

部建设行业志就要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书比较全面、系统

地辑录了我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公用事业等方面的演变，浓墨重彩地记述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巾全会以来，建设事业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一

部全面反映建设事业发展历程、建设成就的志书，对于我市建设事业将起到“资

政、教化、存史”的积极作用。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城市建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德州是个传统的农业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迅

猛。撤地设市以来，伴随着我市加快前进的脚步，德州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城

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德

州市先后荣获省“齐鲁杯”创建现代化城市“特别奖”、“优秀城市奖”、“全省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城市”等荣誉称号，新湖风景区荣获“山东省人居环境范例

奖”、“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至2004年底，德州市城市化水平37％，市区建成

区面积55平方公里，城市环境跃居全国前50强、列第43位。德州由一个小城

市变为一个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由一个欠发达城市变为向全省中等发展水平

迈进的城市，由一个落后城市变为承载力、辐射力、带动力和综合竞争力明显增

强的城市，一个崭新的德州矗立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城市建设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恢弘乐

章。德州的城市建设，是众多项日的总汇，是全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结晶。

任何一本书，都难以将城市建设记录下来。“艺术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史

志是静态的，城市则生机勃勃、日新月异。因此，一部几十万字的志书，难以记载

一个城市的历史。但是，透过这个窗1：3，我们毕竟看到了一幅优美的画卷。

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是一项很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需要社会

各界、各部门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关心、关注和支持。德卅l城市建设取得今天这样

的成就，是历届党委、政府正确决策和强有力领导的结果，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不

懈求索、逐步积累的基础上发展的。多年来各有关部门、社会各界自觉服从服务

一1一



于城建工作大局，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市民

既是城市建设的最直接受益者，也是城市建设最广泛的主体，广大市民的参与、

支持，构成了城市建设最强劲的动力，是他们铸就了这座城市，是他们挥动巨笔

描绘了这部建设志。

城市建设就是书写历史，史志就是记录历史。近几年，我们高点定位，重点

突破，请名人名家规划设计，相继实施了一些城建重点工程，如新湖风景区、锦绣

川I景区、长河公园、火车站广场、苏禄王御园等景区工程，天衢路、东方红路、东风

路、湖滨路、共青团路、向阳南路、西外环路、新河路等重点工程，建设街、柴市街、

马市街、光明街、新湖南路、东地路、长青街等小街小巷便民工程，以及供水、供

热、供气等公用设施工程。尤其是自2003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三区联动，

两个东进”的战略，开始规划建设河东新城，几年来成效明显，形象初现。这些工

作的开展，对于膨胀城市规模，增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人民生活，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有经验值得总结，有不足需要改进。把

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2003年，市建委在牵头组织征集德州城市形象用语时，通过广泛讨论、集思

广益，向市委、市政府建议用“厚德载物、创业之州”这句话，很快得到全市上下的

广泛采用。在《德州建设志》印刷之际，我把此语作为本文的题目，以表达对这座

城市的热爱，祝愿德州的明天更加优美、富庶、和谐。

德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

德州市建设委员会主任 仰徊寸
二oo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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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德卅I市城乡建设的资料性著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XljIJ,平理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

资料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二、本志编纂原则是以事分类，以类为志，类为一篇，横排竖写，详今略古，立

足当代，突出行业和地方特点。

三、时间断限，原则以1946年(德州解放)为上限，部分内容适当上溯到事物

发端；下限为2004年。

四、本志采用记、述、志、图、表、录等表达形式。各篇分章、节、目记述，图、表

随文而设，以求图文并茂。

五、数字均依统计部门公告数字为准，其用法以1996年6月1日实施的《出

版物E数字用法的规定》为据。计量一般采用现行计量单位。

六、行文中的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后)；建市前(后)

系指1946年建立德州市之前(后)。“境内”或“域内”系指德州市现行辖区范围。

七、全志资料主要来自建没系统各部门、单位和《德州地区志》、《德州市志》、

《德州年鉴》，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为使志书层次清晰，易于记述，除中心城市外，其他10县市内容于一篇

中记述。

“q{，^q、{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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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德州建置久远，沿革多变，尧舜时期为

兖州之域。夏为有鬲氏之国。秦设鬲县于

此。隋设广川、长河县。五代改长河为将

陵。元改将陵为陵州。1374年(明洪武七

年)徙州治于此，遂名德州。1912年(民国

元年)改称德县。1946年德州解放建市，隶

属德州地区。199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

撇地设市。

德州市位于北纬36。24 7—38。0’、东经

115。45’～117。24 7之间，黄河下游北岸，山

东省西北部。北依北京、天津，南邻省会济

南，西接山西煤炭基地，东连胜利油田及胶

东半岛，处于华北、华东两大经济区连接带

和环渤海经济圈、黄河三角洲以及“大京九”

经济开发带交汇区内，兼具沿海与内陆双重

优势。

德州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干湿季节明显，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13．1℃，无霜期220天，年平均降水600毫

升，适宜多种植物生长。

德州物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石油储量

15亿立方米，煤炭储量9．5亿吨。水资源

丰富，地下水年可开采12．4亿立方米，年可

引黄河水25亿立方米。丁庄、丁东等平原

水库库容1．08亿立方米，调蓄2亿多立方

米。

历史上的德州，伴随着大运河的开凿，

至明永乐年间，已成为全国33个著名的工

商城市之一。城内“车舟所会，名士所经，食

货集散”，是通往北京的水陆要冲，素有“九

达天衢”、“神京门户”之誉。今日的德州，是

华东、华北重要的交通枢纽。京沪、德石、济

邯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5条圜道、14条省

道在境内纵横交错。京福高速公路贯穿南

北，济聊、青银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德州以

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鲁西北、冀东南地区

的区域中心城市。

2004年底，德州市辖1区(德城区)、2

市(乐陵市、禹城市)、8县(齐河、平原、夏

津、武城、陵县、I临邑、宁津、庆云)，总人口

549．3万人，总面积10356平方公里，城市

化水平37％。市区建成区面积55平方公

里，人口49．7万人。城市综合实力跻身全

国百强，在286家地级以上城市中列79位，

全省列第8位。城市环境跃居全国前50

强，列第43位。

解放前，德州基本上没有长期和系统的

城市发展规划。至解放初期，国民政府也没

有留下任何城市规划资料。解放后，民主政

府忙于安抚市民，支援前线，无暇顾及城市

建设，城市建设主要搞一些与人民生计有关

的修补。

1957年，德州市进行了编制城市建设

总体规划工作，拟定了德州市总体规划草

案。规划城市性质为：以机械化、轻工业、棉

纺工业为基础的国防、文化、交通运输等多

功能的城市建设为目标，人口规模15年内

发展到15万人。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后，市

城建局着手编制道路景观及工厂、居住区布

局等详细规划。东方红路、三八路、向阳路、

顺河西路等主次于道及河西工业区，即按此

一1一



德州建设志

规划开通、修建。

1958年，按当时“大跃进”形势和要求，

在1957年总体规划草案基础上作了修订，

将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特点

纳入了城市规划。城区分为五个区，各自包

含自己的丁业体系，形成分散的工业布局。

编制了青年路(今东方红路)街景及市政府

办公区、德州棉纺厂详细规划。1960年青

年路景观布局按规划实规。“文化大革命”

期间，多数详细规划未能实现。

1978年，德州市城市总体规划重新编

制。1981年对荣庄、建新街等地段搞了局

部小区规划，在市区主十道6处交叉路口进

行了转盛设计，并编制了火车站广场改建设

计规划。1982年编制了罗庄居住小区、德

州第二棉纺织厂居住小区、北营居住小区规

划，并设计了解放路、迎宾路、湖滨路、三八

路4条道路红线。

1983年，根据山东省政府对《德州市总

体规划》修订意见，进行再修订。规划城市

性质为：地区行署所在地，交通枢纽，以轻纺

工业为主的城市。在修订《德州市总体规

划》的同时，开展了详细规划的编制T作，主

要有火车站广场规划，罗庄、富荣街、邹李庄

等居住小区规划。

1984年一1990年，完成了市北部工业

开发区和可容纳4万人的肖月居住小区、市

中心区、北园小区、商业街居住区、德州棉纺

织厂居住区、水利电力部第十三1二程局居住

小区、八里庄火车站货场、新湖公园环境、大

东关小游园、儿童乐园、苏禄王墓风景区、天

衢路、解放路、湖滨路、东方红路街景等规

划。其中，湖滨路街景规划获得1988年市

级科技进步奖。1989年，城市已基本发展

到2000年预定规模，城市人口达18万人，

城区面积26．5平方公里。为适应城市社会

经济发展要求，落实德州市“八五”规划设

想，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重新编制。

1994年，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列

一2一

入市政府工作日程，进行了前期准备工作。

完成了解放南路旧城改造规划以及三湖连

体、河东开发区及主要街道街景规划。全年

共完成详细规划14项，面积433．96公顷，

详细规划覆盖率44．88％，比上年增长

14．7％。天衢新一代住宅实验小区获1993

年山东省优秀规划设计活动一等奖，列为全

省八个住宅实验小区之一。被省列为重点

开发的河西经济开发区，纳入了德州市统一

规划和管理。齐河县投资30万元，完成了

32平方公里的地形现状测绘，委托省规划

院着手开始编制总体规划。庆云县总体规

划提交县委、县政府审议通过。全区共编制

详细规划47项，面积332公顷。

1995年，德州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1：作。庆云、齐河县的

总体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夏津、临邑县的

总体规划已通过纲要论证。加强详细规划

和专业规划的编制工作，重点抓了标志性地

段、、标志性建筑物、标志性建筑群的规划设

计。城区完成了新湖风景区标志性地段等

9项详细规划，详规覆盖率达到55．43％；各

县市的详规覆盖率递增均在5％以上。市

规划处有2项设计在全省规划设计评优中

分别获得三等奖和表扬奖。

】996年，委托建设部城建研究院进行

市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设计，完成规划纲

要草案的编制；庆云、临邑、齐河三县的总体

规划经市政府批复实施；宁津、夏津总体规

划编制完成；武城、禹城完成纲要论证。全

市完成详细规划53项，规划面积710公顷；

市区完成了德兴路、东方红路、天衢西路、北

园路、三八中路等5条道路景观规划及卖马

营海子改造规划、河东开发区总体规划等4

个专项规划；完成了市区中心广场设计方

案；配合市工商局完成了市区市场建设规划

方案。以《城市规划法》实施六周年为契机，

在全市组织了声势较大、丰富多彩的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高了市民的城市意识。起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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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城市规划管理规定》。严格实施“一

书两证”和“双临证”制度。

1997年，全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工作全面完成。市区总体规划通过专家

评审；宁津、武城、夏津、禹城、乐陵、平原、陵

县城市总体规划已通过评审。市区完成详

细规划编制27项、面积247．6公顷，详细规

划覆盖率75．5％。全市普遍进行了“三标”

(标志性地段、标志性建筑物、标志性建筑

群)规划设计。在山东省“三标”规划设计竞

赛活动中，市规划处完成的市区标志性地段

规划和由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所完成的平

原中心路规划设计均荣获二等奖。

1998年，《德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6--2010)》经省政府批复实施。八县城

市总体规划经市政府批复实施，乐陵、禹城

总体规划报省政府待批。在新一轮城市总

体规划指导下，加快了详细规划、专业规划

的编制，市区完成详细规划编制41项，面积

340万平方米，详细规划覆盖率达78．7％；

完成了市经济开发区起步区规划、市场规

划、绿化规划、燃气规划等专业规划；坚持以

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引入新的设计思想和手

法，邀请知名设计单位、专家参与了湖滨路

整治、广场亮化、植物园建设等设计，保证了

规划设计的高水平。加强了对德城区个体

私营经济开发试验区的规划管理，派驻规划

工作组，将其纳入全市统一规划管理之中。

1999年，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城市形象

设计，制定了《德州市城市形象设计研究方

案》。委托全国市长培训中心城市发展研究

所，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指导我市城市形象设

计，完成了专家咨询报告，为城市形象设计

向深层次开展提供了指导性依据。引入竞

争机制，邀请国内知名规划设计单位参与我

市城市规划设计，河东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市行政中心修建性详细规划、岔河风景区规

划等均通过招标方式确定规划设计单位。

重新编制了新湖风景区详细规划。市区共

编制完成修建性详细规划27项、面积633

万平方米，详规覆盖率达64．7％(城市面积

按50平方公里计)；完成控制性详规3项、

面积1174万平方米，控规覆盖率49．72％。

完成消防、供水、排水、人防、交通等项专业

规划。完成了《德州市“十五”城镇体系建设

规划》初稿。城市中心广场设计在中国科学

院组织的优秀设计竞赛活动中被评为一等

奖，并与市会展中心工程一起被《二十世纪

中国建筑》收录。

2000年，详细规划编制取得较大进展。

适应河东新区建设发展的新形势，一次性完

成了面积达29．6平方公里的河东新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编制，经市政府批复实施。城市

规划区新增控制性详细规划面积1340公

顷，控制性详规覆盖率达76．5％(城市面积

按50平方公里计)；完成了新湖北岸改造等

修建性详细规划，面积249．5公顷，修建性

详规覆盖率达到69．7％。各项专业规划不

断完善，完成了交通、人防、消防、排水等专

业规划。11个县市区的抗震防灾规划编制

工作全部完成，步人全省先进行列。《德州

市“十五”城镇体系建设规划》基本编制完

成。城市设计逐步深化，完成了河东区中心

轴和104国道两侧导向性城市设计；注重道

路景观设计，对北园路、天衢路道路景观实

施统一规划、整体设计。坚持以人为本、突

出特色的原则，邀请知名规划设计单位对岔

河风景区一期工程、新湖北岸改造工程等大

型项目进行设计，广泛调研，充分论证，保证

了规划设计的高水平。将世纪广场主题雕

塑方案公开展示，发放问卷调查表，请市民

献计献策，促进了规划决策的科学化、民主

化。以市政府文件发出通知，将京福高速公

路德州连接线两侧的建设纳入了统一规划

管理。城市化战略开始实施。完成了《德州

城市化进程概况分析》、《德州城市化发展的

总体思路和对策》等三份调研资料，出台了

《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明确了我市

一3一

LI-r--o’‘ol‘o‘’‘1‘I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