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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房地产志丛书

第二套

塘沽区房地产志

东丽区房地产志

汉沽区房地产志

河西区房地产志

和平区房地产志

津南区房地产志

大港区房地产志



塘沽区政协大厦

建设中的塘沽广播电视新闻中一‘ 塘沽邮电综合大楼



天津滨海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区国际发展大厦

＼

天津长芦海晶集团

大泛华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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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客运站



开发区办公楼和住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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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塘庄小区

福园里住宅楼

塘沽区房管局房地

产开发公司商品楼

改造后的工人新村小区高层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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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修志工作，是总结历史，激励后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根据塘沽区政府和天津市房管局的有关精神，我们本着

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就

塘沽解放40多年来的房地产发展的历史，住房建设的腾

飞，以及房地产经营管理的状况等，做了认真详实的记

述。

这本志书，以其详实的内容，将对房管战线各级领

导，在实行房地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从实际出发，进行科

学决策，定会起到启迪和借鉴的作用，同时也对现代化港

城的市容改善，市政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等项工作的开

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解放前，塘沽市民住的是自有自住房屋，而且大多为

土坯房，公产住房为数甚微。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政建设阔步前进，同

时积极兴建职工住房，对缓解当时群众住房紧张状况，发

挥了积极作用。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

工作要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各项事业取得很大成就，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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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时期，不仅对唐山地震

损坏的房屋进行了全面修复和重建，而且还进行了大规

模的平房改造工程。昔日的破旧平房和荒地野洼，变成一

片片美观秀丽、庄重典雅的住宅楼群。到1990年，全区共

建居民住宅楼890多万平方米，比解放初期增加23倍，人

均居住面积达到6．99平方米，比解放初期增加1．33倍。

从1989年开始，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创建文明小区活动j

小区建设采取统一规划，并进行环境装饰和美化，使小区

环境面貌更加怡人，广大居民群众生活在幽雅、宁静、清

新的环境之中。

志书在编写过程中，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究。在党、

政领导的关怀重视下，组建了较为有力的编写班子，这些

人员，具有几十年房管工作的经验，责任心较强，综合素

质较高，对房管工作的历史发展现状较为熟悉，在此基础

上，制定了工作方案和编写提纲，经过他们的辛勤努力，

反复修改，写出这本《塘沽区房地产志》，这是塘沽房管系

统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业志书。相信会与其他志书一样

起到资治、教育、存史的积极作用。

张金城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遵重历史，遵重现实，力图真

实准确地反映塘沽区房地产开发建设的历史．真实地表

述塘沽区房地产经营管理工作的巨大变化。

二、本志采用述、志、记、图、表、照等体裁，结构为章、

节、目三个层次，记述时间，上限为1949年塘沽解放，下

限为1994年。开发区房地产情况和数据截至1990年。

三、书中出现塘大区字样，是1949年3月至1952年

2月，1952年3月以后改为塘沽区。 ．

四、本志以真实地反映塘沽区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变

化为主体，对市政建设、市容市貌也做了一定描述，但由

于资料所限，描述的深度广度不够。

五、各个章节反映的内容尽量避免重复，突出用年份

来表述各个时期住房建设的情况，解放初期兴建的平房

住宅，现绝大部分被拆除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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