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瓣

淄
戮

臻嚣陵



纱节审楚设志
沙市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闾之氖工业出版扭

1

l、j’，|．二 ?I ．

|：》j j．．⋯o—j



沙市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刘耀清

副主任：

第一任副主任：

第二任副主任：

顾 问

学术顾问

朱德钦

桑 衷

陈忠友

刘新春

是应林

．涂宣明

龙永清

龙永清

张清华

赵际英

余培一

沙市市建设志修志人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费文钟

史超灿

张志前

袁震明

毛光明

主 编：陈忠友黄文钟

棠务副主编：余培一

副主编：毛光明王裕忠 昊正隆

文字编辑：毛光明 王裕忠 叶儒瑞 来家仁

扬少芳昊正隆陈志学(特邀)

陈忠友余培一张运南张傻

罗 群祝世衡(特邀) 赵际先(特

邀)蔡辉华

图照编辑：毛光明江永武(特邀) 吴正隆

陈忠友

制 图：余路(特邀J 昊正隆潘莎(特

邀) 江永武《特邀)

采 访：向方才刘汉英朱龙芳扬发珍

陈克焕 昊军成季贵生 胡顺理

崔莉铭

封面题字：马金马

澄超忠隆佛裕正范陈王吴

皇皿委

呜陈新怀高彬爰

黧～



沙市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刘耀清

副主任：

第一任副主任：

第二任副主任：

顾 问

学术顾问

朱德钦

桑 衷

陈忠友

刘新春

是应林

．涂宣明

龙永清

龙永清

张清华

赵际英

余培一

沙市市建设志修志人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费文钟

史超灿

张志前

袁震明

毛光明

主 编：陈忠友黄文钟

棠务副主编：余培一

副主编：毛光明王裕忠 昊正隆

文字编辑：毛光明 王裕忠 叶儒瑞 来家仁

扬少芳昊正隆陈志学(特邀)

陈忠友余培一张运南张傻

罗 群祝世衡(特邀) 赵际先(特

邀)蔡辉华

图照编辑：毛光明江永武(特邀) 吴正隆

陈忠友

制 图：余路(特邀J 昊正隆潘莎(特

邀) 江永武《特邀)

采 访：向方才刘汉英朱龙芳扬发珍

陈克焕 昊军成季贵生 胡顺理

崔莉铭

封面题字：马金马

澄超忠隆佛裕正范陈王吴

皇皿委

呜陈新怀高彬爰

黧～



．再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初戗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沙市市建设

志》，经编纂人员历时数载的辛勤笔耕，现已功成文就，刻将问世。身为沙市的。老城建”，捧

读之余，不禁思绪万端，感慨系之。

在历史上，沙市曾数度繁盛，但历经兵灾水患，至建国前夕，却是一座经济萧条，市容

不整的旧城，市井街巷狭窄，道路不平，沟道淤塞，四害环生，城市急待整饬。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沙市的建设事业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城市面貌日

新月异。今FI的沙市，马路宽阔洁净，楼房栉次鳞比，绿树覆盖成荫，享有“明星城”和“江

汉明珠”之美誉。

在40年的历程中，沙市市的建设事业遵循“艰苦奋斗，勤俭建设，循序渐进，协调发

展’的原则，坚持为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利用旧城，整理维修，恢复生产阶段，全面规划，拉开城市基本骨架阶段，突出重点，集中

解决群众急需阶段；整治城市环境，绿化美化市容阶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

后续力阶段。现在，沙市市基本形成了以主、次干道为骨架的城市道路网络，以公共建筑、

住宅小区为特色的建筑群体，以绿化，净化为景观的环境面貌。如今，它已跻身于全国中等

城市的先进行列。

纵观40年的城市建设，沙市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立足于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把钱用在刀刃上，以适应和促进工业的发展I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人民管”的原则，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协调各方力量办好城市建设事业，在建设中

运用系统工程，实行科学管理。这三点可作为基本经验，供未来的建设者借鉴。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观今宜鉴古，温故而知新。只有了解历史，把握现实，才能展望和

开拓未来．《沙市市建设志》全面地，系统地，翔实地记载了沙市城市建设事业的兴衰起伏，

· l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反映了其艰苦的历程和特点。通览全志，建设之成就历历在目，建设苔的身影跃然纸上，建

设之得失清晰可见。它为今人及后人了解，研究和建设沙市，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的，珍贵

的资料，是规划和建设未来新型沙市的历史依据。
●

全志在编纂方法上，既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创新，实为一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志书。值

此《沙市市建设志》完稿付梓之际，仅以一个“老城建”的名义，向沙市的建设者表示由衷

的感谢l向编纂者致以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l

遵嘱写了以上话，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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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市市地方志丛书》出版说明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悠久而又优良的文化传统。它具有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具有为

决策服务的软科学性质和为各级领导机构服务的功能。当代修志，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沙市市的修志工作起于1981年秋，以后逐步形成了“市委领导，政府主修，部、办、委

牵头，分工编纂“的格局。到1987年下半年，按总纂《沙市市志》的规定，各战线先后完成

了初稿。修志过程中，各战线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是一笔宝贵财富。为了充分发挥这些

资料的社会效益，许多战线的领导要求本战线的修志工作者，严谨地、科学地编纂本战线、

本行业的专业志。市地方志编委会同意了各战线的要求，并且决定将各分(专)志纳入《沙

市市地方志丛书》的系列，各分志经过地方志办公室审定后分别出版。

我们深信，《沙市市地方志丛书》的陆续出版，必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必将发挥它巨

大的社会效益。而它的不足和错误，也必将为有识之士和后代所补正．

沙市市地方志办公室
‘

一九八七年



凡 例

．一、本志遵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客观地记述沙市市城市建设、房地产业，建

筑业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变化、发展的史实。以城市为载体，以“认识、规划、建设，管理”沙

市为主线，结合专业特点，事以类从，横排纵述，依次设有概述、大事记，城市规划、城市

测绘，城市建设、建筑业、工业民用建筑，房地产业，郊区建设、环境保护，建设部门管理

机构、政党群组织、人物、参考资料要目、附录。

二、本志采用类目式、撰著体编纂，分为类，目、分目三级，对内涵过多的分目在文中

设子目。类下设无题概述，目下设无题小序。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图，

表，录随类目排布。

，三，断限据事上溯，下限断至1985年，。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个别事物可略突破。

四、特指和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或以后，。解放

前”和。解放后”系指1949年7月15日沙市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市内的单位称谓，除必须

用全称者外，一般省作“市××”单位。

五、本志记述中的标准：地名——历史地名直接沿用，注今名；现代地名均以《沙市市地名

志》为准，数字——按1986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度量

衡——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规定书写，历史上的度

量衡单位一仍其旧，高程——除注明者外均为黄海高程，币制——历史币制沿用，建国后为

人民币，旧币注明。

六、使用历史朝代年号时，均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公元前及公元1000年前的年号加

公元，公元1000年后的年号不加。

七、党群组织略记其组织实体及主要工作。各学会，协会随其专业附录。

八，人物类设传，表、录，载记对沙市建设事业和环保事业有作为、有影响的人物。辞

世人物入传，在世人物入表，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省级以上单项先进，市级以上党，政，群

组织历届会议代表入录。

九，本志中资料取自国史、历史文献及各级档案馆，口碑资料均经过核实，引文一般不

注出处，数字取自有关统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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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沙市市地方志丛书》出版说明

凡例

概述⋯⋯⋯⋯⋯⋯⋯⋯⋯⋯⋯⋯⋯⋯⋯···l

大事记⋯⋯⋯⋯⋯⋯⋯⋯⋯⋯⋯⋯⋯⋯⋯lI

城市规划⋯⋯⋯⋯⋯⋯⋯⋯⋯⋯⋯⋯⋯⋯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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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沙营建计划纲要草案⋯⋯⋯⋯⋯⋯⋯⋯⋯27

附t湖北省荆沙市政工程处营建计戈!I

纲要草案⋯⋯⋯⋯⋯⋯⋯⋯⋯⋯⋯⋯⋯27

沙市市总体规划⋯⋯⋯⋯⋯⋯⋯⋯⋯⋯⋯⋯30

荆沙地区城市总体规划⋯⋯⋯⋯⋯⋯⋯⋯⋯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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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规划⋯⋯⋯⋯⋯⋯⋯⋯⋯⋯⋯⋯⋯34

生活居住区规划⋯⋯⋯⋯⋯．．．⋯⋯⋯⋯⋯⋯35

给水规划⋯⋯⋯⋯⋯⋯⋯⋯⋯⋯⋯⋯⋯⋯⋯39

排水规划⋯⋯⋯⋯⋯⋯⋯⋯⋯⋯⋯⋯⋯⋯⋯40

道路规划⋯⋯⋯⋯⋯⋯⋯⋯⋯⋯⋯⋯⋯⋯⋯4l

公共交通规划⋯⋯⋯⋯⋯⋯⋯⋯⋯⋯⋯⋯⋯42

环境卫生设施规划⋯⋯⋯⋯⋯⋯⋯⋯⋯⋯⋯42

文化体育设施规划⋯⋯⋯⋯⋯⋯⋯⋯⋯⋯⋯42

园林绿化规戈!I⋯⋯⋯⋯⋯⋯⋯⋯⋯⋯⋯⋯⋯42

其它规划⋯⋯⋯⋯⋯⋯⋯⋯⋯⋯⋯⋯⋯⋯⋯47

村镇建设规划⋯⋯⋯⋯⋯⋯⋯⋯⋯⋯⋯50

城市规划管理⋯⋯⋯⋯⋯⋯⋯⋯⋯⋯⋯55

管理机构⋯⋯⋯⋯⋯⋯⋯⋯⋯⋯⋯⋯⋯⋯⋯55

管理法规⋯⋯⋯⋯⋯⋯⋯⋯⋯⋯⋯⋯⋯⋯⋯55

管理实施⋯⋯⋯⋯⋯⋯⋯⋯⋯⋯⋯⋯⋯⋯⋯56

城市测绘⋯⋯⋯⋯⋯⋯⋯⋯⋯⋯⋯⋯⋯⋯59

测绘队伍⋯⋯⋯⋯⋯⋯⋯⋯⋯⋯⋯⋯⋯59

录

测绘业务⋯⋯⋯⋯⋯⋯⋯⋯⋯⋯⋯⋯⋯60

平面控制测量⋯⋯⋯⋯⋯⋯⋯⋯⋯⋯⋯⋯⋯60

高程控制测量⋯⋯⋯⋯⋯⋯⋯⋯⋯⋯⋯⋯⋯6l

地形测量⋯⋯⋯⋯⋯⋯⋯⋯⋯⋯⋯⋯⋯⋯⋯6l

城市工程测量⋯⋯⋯⋯⋯⋯⋯⋯⋯⋯⋯⋯⋯62

地形图编绘制印⋯⋯⋯⋯⋯⋯⋯⋯⋯⋯⋯⋯63

测绘管理⋯⋯⋯⋯⋯⋯⋯⋯⋯⋯⋯⋯⋯66

行政管理⋯⋯⋯⋯⋯⋯⋯⋯⋯⋯⋯⋯⋯⋯⋯66

技术管理⋯⋯⋯⋯⋯⋯⋯⋯⋯⋯⋯⋯⋯⋯⋯66

资料管理⋯⋯⋯⋯⋯⋯⋯⋯⋯⋯⋯⋯⋯⋯⋯66

标志管理⋯⋯⋯⋯⋯⋯⋯⋯⋯⋯⋯⋯⋯⋯⋯68

附：沙市市测绘学会⋯⋯⋯⋯⋯⋯⋯⋯⋯⋯68

城市建设⋯⋯⋯⋯⋯⋯⋯⋯⋯⋯⋯⋯⋯⋯⋯⋯87

城市道路⋯⋯⋯⋯⋯⋯⋯⋯⋯⋯⋯⋯⋯67

街巷⋯⋯⋯⋯⋯⋯⋯⋯⋯⋯⋯⋯⋯⋯⋯⋯⋯68

一般道路⋯⋯⋯⋯⋯⋯⋯⋯⋯⋯⋯⋯⋯⋯⋯73

次干道⋯0,Q 000⋯⋯⋯⋯⋯⋯⋯⋯⋯⋯⋯⋯⋯78

主干道⋯⋯⋯⋯⋯⋯⋯⋯⋯⋯⋯⋯⋯⋯⋯⋯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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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距⋯⋯⋯⋯⋯⋯⋯⋯⋯⋯⋯⋯⋯⋯⋯⋯⋯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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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杆⋯⋯⋯⋯⋯⋯⋯⋯⋯⋯⋯⋯⋯⋯⋯⋯⋯83

装设技术⋯⋯⋯⋯⋯⋯⋯⋯⋯⋯⋯⋯⋯⋯⋯83

城市桥涵⋯⋯⋯⋯⋯⋯⋯⋯⋯⋯⋯⋯⋯84

城市排水⋯⋯⋯⋯⋯⋯⋯⋯⋯⋯⋯⋯⋯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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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渠排水⋯⋯⋯⋯⋯⋯⋯⋯⋯⋯⋯⋯⋯⋯⋯92

附：j铽沙河整治⋯⋯⋯⋯⋯⋯⋯⋯⋯⋯⋯⋯93

排水泵站厂⋯⋯⋯⋯⋯⋯⋯⋯⋯⋯⋯⋯⋯⋯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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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永设计与施工⋯⋯⋯一．．．⋯⋯．．．⋯⋯⋯⋯§4

城市供水⋯⋯⋯⋯⋯⋯⋯⋯⋯⋯⋯⋯⋯98

水源水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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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工厂，企业自备水源⋯⋯⋯⋯⋯⋯⋯⋯112

供气供热⋯⋯⋯⋯⋯⋯⋯⋯⋯⋯⋯⋯113

液化石油气⋯⋯⋯⋯⋯⋯⋯⋯⋯⋯⋯⋯⋯lI 3

管道煤气⋯⋯⋯⋯⋯⋯⋯⋯⋯⋯⋯⋯⋯⋯I 14

集中供热⋯⋯⋯⋯⋯⋯⋯⋯⋯⋯⋯⋯⋯⋯115

市内交通⋯⋯⋯⋯⋯⋯⋯⋯⋯⋯⋯⋯116

划渡·轮渡⋯⋯⋯⋯⋯⋯⋯⋯⋯⋯⋯⋯⋯117

旧时车马轿⋯⋯⋯⋯⋯⋯⋯⋯⋯⋯⋯⋯⋯118

自行车⋯⋯⋯⋯⋯⋯⋯⋯⋯⋯⋯⋯⋯⋯⋯I 19

出租客运车⋯⋯⋯⋯⋯⋯⋯⋯⋯⋯⋯⋯⋯1 19

机关、工厂交通车⋯⋯⋯⋯⋯⋯⋯⋯⋯⋯120

公共汽车⋯⋯⋯⋯⋯⋯⋯⋯⋯⋯⋯⋯⋯⋯120

车辆⋯⋯⋯⋯⋯⋯⋯⋯⋯⋯⋯⋯⋯⋯⋯⋯⋯⋯121

线路．站点⋯⋯⋯⋯⋯⋯⋯⋯⋯⋯⋯⋯121

客运量⋯⋯⋯⋯⋯⋯⋯⋯⋯⋯⋯⋯⋯⋯⋯⋯⋯121

票价⋯⋯⋯⋯⋯⋯⋯⋯⋯⋯⋯⋯⋯⋯⋯⋯⋯⋯122

计划调度⋯⋯⋯⋯⋯⋯⋯⋯⋯⋯⋯⋯⋯⋯⋯⋯123

安全⋯⋯⋯⋯⋯⋯⋯⋯⋯⋯⋯⋯⋯⋯⋯⋯⋯⋯1'24

服务⋯⋯⋯⋯⋯⋯⋯⋯⋯⋯⋯⋯⋯⋯⋯⋯⋯⋯124

维修保养⋯⋯⋯⋯⋯⋯⋯⋯⋯⋯⋯⋯⋯⋯⋯⋯125

基本建设⋯⋯⋯⋯⋯⋯⋯⋯⋯⋯⋯⋯⋯⋯．．⋯·126

营运指标⋯⋯⋯⋯⋯⋯⋯⋯⋯⋯⋯⋯⋯⋯⋯⋯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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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沙市位于长江中游上荆江河段左岸，地处江汉平原之西，居湖北省中南部，系省辖市。

四周除西南与公安县埠河镇为一水之隔外，均与江陵县接壤，西北紧邻荆州城!荆沙间已被

建筑群落连成一片。
”

沙市是在河漫滩和冲积平原上建设发展起来的。境内多河、湖，渊、塘，水资源丰富，素

有水乡泽国之称。除枯水期外，长江水面常年高出市区地面，故沙市历来恃水为防，视堤如

命。

气候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型，夏热冬冷，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量充沛。

沙市依其地势，尽其地利，求其发展。至1985年全市总面积165．5平方公里；城区沿长江

里带状分布，东西长12．5公里，南北宽3公里；建成区面积21．3平方公里。全市人口26．77万，

城区人口21．88万。市民绝大多数为汉族，亦有15个少数民族约5，000人。城区设解放路，中

山路，崇文街，胜利街、朝阳路等5个街道办事处，辖84个居民委员会，郊区设区公所，辖立

新，联合、罗场3个乡和沙市农场，共有41个村和1个农业分场。

沙市，今以轻纺工业见长，以城市规划合理，绿化先进，市容清洁秀美著称，有“江汉

明珠”和。明星城市”之美誉，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沙市建设历史悠久，从建国后境内发掘的军刘台、贾家荒、刘家荒、周良玉桥等几处古

文化遗址中，可见五千多年前先民在此营造房屋繁衍生息的遗踪。但究其何时形成市集，当

数春秋时期。史载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于郢(今江陵纪南)，沙市离其20余华里，居其外港

位置，为楚之江防重地和交通要冲，时名江津。《家语》云：“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风不可涉

也”。城址始终随江道摆幅而变迁，一直紧贴江岸。秦代，秦楚大道途经于此，为水陆交通交

汇之地。汉置津乡，设江津戌，筑城，亦名奉城，。主度州郡贡于洛阳”，被视作“荆州要会”，

。荆扬之咽喉”。三国是孙刘鼎足之地。魏晋南北朝时复名江津，有。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

津”之咏。晋室南渡后，北方豪族南迁，。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沙市也得到发展。至唐则发

展成一个市镇，名沙头市，或简称沙头，其城区范围西至菩堤寺(今荆沙村)，东至龙堂寺

(今喜雨街)，北抵塔儿桥一带，南滨长江。沙市一名始见于元稹诗中。江馆连沙市，泷船泊

水滨”。唐时沙头市设有水陆相兼的驿站，是南路的丝绸之路要津和繁盛的鱼米市场，杜甫称

其。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设有市令，商贾云集，。海客”胡商来此贸易，一时有。堤下

连樯堤上楼”，。十里津楼压大堤”之盛。五代十国时南平国置沙头镇。宋改称沙市镇，设官

监镇，筑沙市城，城有四门，西新开，东塔儿，北美化，南大寨。此时已是“沙头巷陌三千

家”，。贾客云集，蜀舟吴船必经此。。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沙市税务的商税额为九千八百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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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又十五文，为江陵府22个税务之冠。元朝天历二年(1329年)江陵县治设沙市，增广土

城东至三义河畔，移大寨门至石闸门，建城隍庙，文庙、官仓，兴县学，在江边设铺渡、中

渡、下渡三个渡口．沙市此时成了从大都通往云南的官马大道的转站口，史有“沙市站”之

称。明中期，沙市商业，手工业大兴，《中国城市建设史》载沙市此时成为全国再度兴起的十

二个大商业都会之一．袁中道之《珂雪斋近集》中载“沙市士有社，商有廛，工有肆，止有

居，客有邮”。《广阳杂记》称“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辐辏，繁

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但至明王室临近灭亡之期，庙于苛捐杂税繁多，战

乱迭起，加之洪水为患，致使沙市“居民耗损，市肆寂寥，鬻房典仆之家，十室而九’。直至

清康熙、乾隆年间，才又出现“十里长街”之盛。清时先后称沙市镇、沙市司、沙市汛。人

口约lo万(有3万船民常年居住水上属流动性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绘制的沙市司图

(见图1)，所囿城区面积为I．9平方公里(即今之老城区)，图上所绘街道，如今多数依然存

在。《江陵县志》载“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向晚篷

灯远映，照耀常若自昼”，全国许多省市商贾在此经营，广设商铺，仅经营布铺、花行、钱庄、

银号、药材、黄丝、蜜蜡、糖业，洋货的店铺就有565家。清末，沙市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商埠。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辟沙市为英轮暂停口岸。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又将沙市辟为通商口岸。次年，二月设日本领事馆，十月沙市

海关成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荆宜施道与日本领事馆签订《沙市日本租界十七条》，

将文星楼至玉和坪一段河岸划为日本租界。继之，德国、墨西哥、丹麦、瑞典，挪威、美国

接踵而至，争相夺利。’

民国初期，沙市手工业和商业都日渐发达，但城市建设却落于其后。《沙市市政汇刊》

载：。市区街道极为狭隘，沟渠淤塞，房屋黑暗，偏僻街巷更是污秽不堪，即使繁荣之区，拥

挤阻塞，毫无秩序，市区之外，遍地荒冢。”民国21年至25年(1932年至1936年)，国民党驻军

首脑徐源泉主持成立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整理市容，先后将市区主要街道扩宽铺筑马路，

继而建菜市场，平荒冢，辟公园，建体育场。此时全市已有建筑业营造厂及作坊数十家，先

后营建了一批现代建筑物，马路两侧西式楼房并立，市井繁华一时，人以“小汉口”称之。

民国29年(1940年)6月8日，日军侵占沙市，奸掳烧杀，生灵涂炭。沦陷六载，损毁房

屋581幢，城市设施遭受巨创。

抗战胜利后，城市复建工作进展缓慢，至建国前夕，仍是所废难兴。1949年底建成区面

积仅3．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7．98万。全部工业总产值1407万元(现币制)。城区各类房屋建

筑面积为236．0I万平方米，居住面积为4I．38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6．52平方米。城市道路

总长13．7I公里，其中次高级道路4．56公里，道路总面积8．72万平方米，其中次高级道路2．40

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I．37平方米。路灯70余盏。下水道总长16．96公里。城市绿化覆盖

率为8．8％，人均绿地面积4．72平方米。城市清扫面积3万平方米，公共厕所53座。

沙市解放后，始建置为市。1949至1952年，城市建设旨在恢复旧城，进行整饬，为发展

沙市经济创造条件。

解放初，沙市市人民政府交通公用组即制订了《沙市建设三年计划》。1949年10月1日，

沙市市人民政府设立建设科主管建设事宜。旋即拆除市境内的碉堡，抢修荆江大堤沙市段宝

塔河处的险段，增筑挡土墙47米。继而以工代赈疏竣下水道；维修城区马路；凿平主要街巷

的街面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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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刨建公营沙市建筑公司(系沙市第一家国营建筑企业)}对全市泥木两行进行

登记，两行共有23家，从业者约300人。， ．

’’

1950年11月开始修建第一家地方国营工厂——沙市制油公司，俗称沙市油厂(今沙市市

日用化工总厂)，随之建沙市电厂(今荆州电力局变电工区)。 ．

1952年4月，国家兴建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为了配合荆江大堤沙市段的整险加固工

程，市建设部门仅用了7天就拆除堤上房屋1320栋，搬迁1993户，7446人。从此堤上不再有

街。同年6月20日，荆江分洪枢纽工程竣工。荆江大堤沙市段堤身得以加高堵厚，堤质得以改

善。1954年，长江特大洪峰过境，沙市安然无恙度汛。根据记载：从明朝至民国年间，水位

尚未到达如此高度，沙市堤段溃口却达16次之多。

1953年后，国家经济建设进入计划经济时期，市建设科为了服务和促进沙市的经济发

展，先后作出了《沙市市现有市区整理规划》、《沙市城区改造规划》，城市建设有了新的起

步：了i：始栽植行道树；铺筑沥青混凝土和水泥混凝土路面；开辟第一条市内公用交通客车

线；城市供水起步；成立清洁队，负责全市环境卫生，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对全

市房地产进行了登记；建筑业为配合沙市的“商转工”将部分会馆、寺庙、作坊、住宅改建

为简陋的工业厂房。

1958年，沙市受到国务院表彰，被授予“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城市”称号。同年，辟建沙

市市建国后的第一条主干道——北京路，为大办钢铁和发展机械工业，修筑了跃进路和机二

路(今名金龙路)。城区向东西延伸，向北扩拓。

1959年，沙市开始了全面规划，拉开城市骨架阶段的城市建设，此年《沙市市总体规

划》编制完毕。此为建国后之首编，虽未全面实施，但为其后的规划修编打下了基础。

1958至1960年，沙市平均每年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0叻，1958年积累

率高达44．3％，致使基本建设战线过长。1960年3月至1962年9月，沙市停建了11个基本建设

项目，共减少投资1309万元，此时，沙市的建筑、市政两个行业都纷纷到外地去承接工程。

60年代初，经济工作进入调整时期，基本建设大规模压缩，城市规划工作一度停止，

1959年编制的规划遭到不应有的批判。1964年，市城建局恢复了城市规划工作，从此再未间

断。1965年，北京路继续向东延伸，为形成东部工业区创造条件。1966年，集中供热起步。

1969年，汉沙公路自汉口修至沙市“五七”码头(4-江汉石油管理局供应处沙市中转库专用

码头)，北京路从西至东拉通。其后，逐年逐段扩宽修筑，今已俨然形成一条颇为壮观的主干

道。

1973年，沙市的城市规划逐步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相衔接。7月，《荆沙地区总体规划》编

制完毕，儿月，省建委在沙市召开了初审会。这次规划确定了沙市旧城改造以。保留利用，

加强维护，逐步完善，积极调整”为原则I新区开辟以“依托1日城，由内向外，集中紧凑，

连片发展。”为原则。确定以旧城为中心，分别向东、西、北三个方向按城市功能分区，布置

七个工业区和五个生活区。城市性质确定为；以支援农业为主，以纺织，轻化工业为重点的

新兴工业城市。此后，沙市的建设按照规划实旌，先后拉开道路骨架，扩宽了北京路，开辟

了江津路，建成了长港路。从西至东依次拉通了南北走向的道路有武德、太岳，塔桥、园林，

江汉、红门，红星、豉湖，三湾、红光，月堤等路。

随着工业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1972年成立了环保机构，逐步开展了

环境规划，锅炉消烟除尘，工业污染源治理、环境监测及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同时大力开



展了环境宣传教育。从1973年起，结合旧城改造，有计划地逐步迁出了污染大，扰民严重的

工厂56家，缓解了在旧城区生产与生活争电、争水、争地、争交通的矛盾，适当降低了老城

区人口密度，改善了城区环境。迁后十年，这些厂家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了3．1倍，工业利润

增长了5．5倍。建筑业为搬迁厂家修建了一批新厂房。

1980年后，沙市的城市建设由解决市民生活急需转入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阶段。1980年补

充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将城市性质明确为：。以支援农业为重点，轻纺工业为主体，

化工、机械，电子、建材工业协调配套发展，具有一定先进水平的轻工业城市”。接着又对城

市建设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表明城区渍水较为普遍，尤其以北京路便河路段为严重j旧街

巷路面等级偏低，还有不少泥巴路，公共厕所设施破烂，而旦数量少，给市民生活带来不

便，旧城区给水水压不足，楼房严重缺水；城市路灯亮灯率低。基于此况，1980至1983年用

于解决急需工程投资额即达2，915万元，占同期城市建设总投资的62．9％，使城市设施得到改

善。在此期间，沙市有部份居户用上了液化石油气。

1982年8月，为了根治沙市渍水丽投资2305万元的大型排水工程开工。这一工程的完成，

将使沙市城市排水由合流制变为合流制与雨污分流制并存。1984年，沙市相继被评为全国绿

化先进单位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城市。

1985年末，建筑行业已有国营施工企业8家，集举企业24家，固定职工总数5，390人。施工

技术逐步向机械化、工厂化、装配化方向发展，人均占有施工机械29．16马力；全员劳动生产

率已达万元以上；年竣工面积已达22万平方米。此时已有建筑设计单位三个。建筑业实行招

标、投标制。外地驻沙建筑企业54家，有8，000余人在沙市提供建筑服务。

全市实有房屋面积77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347．69万平方米，住房面积164万平方米，

人均居住面积7．5平方米，共有水厂3座，生产能力为16．60万吨／日，管网总长205．90公里，

用水人日24万，共有公共汽车108辆，营运线路总长103公里，年客运总量4，502万人次，行驶

公里440万公里，利润18．8万元l共有渡轮4艘，年客运总量397万人次；城市道路总长97．59

公里(其中高级道路73．77公里)，道路面积97．22万平方米(其中高级道路75．30万平方米)，

人均道路面积4．5平方米；城市桥梁6座，永久性桥梁5座；城市下水道110．38公里；城市园林

绿地面积339公顷，城区绿化覆盖率21．6叻，人均绿地面积3．09平方米；清扫面积168．06万

平方米，垃圾转运台2座，公共厕所202座。

至1985年，全市用于环保的投资累计达1，017．85万元，完成污染治理项目21IN，168

台1蒸吨以上的燃煤锅炉已有155台采用无烟燃烧技术并安装了除尘装置，新型燃煤工业窑炉

通过部级鉴定，大气环境质量连续三年达到国家规定的二级标准，城市噪声亦在国家标准以

内。 ．

按照规划已在东工业区建有纺织，印染、纺织配件，染料助剂，床单、毛巾，内衣、织

袜等产品系列配套的协作工厂群；东部沿江工业区兴建了日用化工，石油化工、化肥、农药，

塑料，橡胶等lo多个骨干企业，北部建有荧光灯，啤酒、玻璃制品、地毯等20多家工厂，西

部沿江工业区则修建了水泥、木材加工等工业厂房。工业厂房占地768．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04．9万平方米。工业总产值已达18．9亿元，全市公办学校占地面积890亩，建筑面积22万平

方米。建有影院、剧场14座，还建有青少年宫、电视台、体育场万人看台，公共商业用房4．4

万余平方米I市卫生局所属12个医疗单位业务用房面积已达10万余平方米I各类办公用房15

万余平方米。住宅规格已由平房发展为楼房，由套间而至单元房．

·4 ·



36年来，沙市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建设总投资8，170万元，用于城市维护费投资3，304

万元。沙市城市建设管理，职能分级逐渐明确并形成制度，正在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市政

府颁发了《沙市市城市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门制订了土地、规划、市政设施、房屋拆迁，市

容卫生、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各种管理细则；各基层单位普遍制订了内部管理制度或公

约。市文明城市建设委员会全面协调，行使综合管理城市的职能j规划，市政、房管、园林，

环卫、环保等专管职能部门则各司其责；各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的日常管理。

如今，市区内大道纵横，道旁高楼鳞次栉比，绿树成荫。中央爱国卫生委员会主任廖汉

在生说：“置身沙市，使人心旷神恰，耳清目爽，使人振奋，催人向上，给人一种沙市人民正

积极进取，开拓前进的印象。”

但是，沙市城市总体规划在制订时，受到时限和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致使城市的规模、

用地，布局都缺乏足够的“弹性”，留有余地不足，客观上影响城市的合理发展。对城市的文

化，生活等服务性功能的建设考虑不够，使城市多功能失去良性循环，以早期混杂建设起来

的住宅小片反映较为突出。再者，建设水准普遍较低，适应不了现代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时给设施的更新、改造带来诸多问题。城市建管脱节的矛盾依然存在，须尽快走上“以法

治城”的轨道。

尽管如此，沙市市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仍处于“东靠西移，南北对流”的中部

地区，既是开发长江流域的中间地带，为中部地区连接西部地区的前沿，又是湖北省以武汉

为中心的经济区连接鄂西南地区的结合部，长江中游连接江汉平原的重要港口和商品集散

地，且城市基础设施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当的承受能力，荆(门)沙(市)铁路的兴建，沙市

机场的扩建，将使沙市交通更为便捷。沙市的发展前景当大有可观。

沙市市建设部门科技成果获奖项目表

年 份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奖 级 获奖等级

1978年至1980年 自来水公司 电磁控制水力自动虹吸排永阀 省级 三等奖

1978年至1980年 自来水公司 消除水锤止回阀 省级 三等奖

197 7年 建筑工程局 废旧钢丝配筋预制应力大型屋面板 市级 科技进步奖

1979年 第一建筑公司 散装玄筒库施工新工艺 市级 二等奖

1979正 自来水公司 虹吸滤池自动冲洗及流量自动计量 市级 =等奖

1979年 第一建筑公司 地下9米深泵房施工工艺 市级 三等奖

1976定 林 场 疑石培育雪松树苗 市级 三等奖

1981年 自来水公司 消除水锤止回阔 市级 三等奖

自来水公司
电磁控制水力自动虹吸排泥帽 市级 三等奖1981定

东区水厂

注；jH：表所载获奖环耳，省、市开展评奖活动后至1985期的资料9

· 5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