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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_· 城乡建设是人们改造自然环境，创造优美活动空间的神圣事业，

历来都是地方治理者的一件大事，代代相接，延绵不断。

涪陵地区历史悠久，自夏商以来的三千五百多年里，濮人、巴人和土

家族、苗族、汉族等各族人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披荆斩棘，渔猎

农耕，辛勤劳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城乡建

设，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足迹。诸如濮人岩棺，巴人墓葬，汉墓唐碑，北宋

诗人黄庭坚的涪翁遗迹，南宋古城遗址，明代巾帼英雄秦良玉太保祠，

明清城墙，苗族古寨，以及蜚声中外的水下碑林长江古代水文站白鹤梁

和驰名遐迩的鬼城事都名山等，充分反映了我区建设的光辉历史。在中

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党组织领导我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

争，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革命遗迹。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烈士故

居，红三军政委万涛故居，贺龙等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司令部在南腰界和

汉葭的旧址，红军二、六军团会师及战斗遗址，抢渡乌江的彭水红军渡，

川东、川黔边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的革命遗址，以及刘伯承、邓小平同

志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入川第一处旧址一一秀山风呜书院等，无不

体现了我区光荣的革命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

区城乡建设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各项建设蓬勃开展，改革的潮流一浪

推一浪，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乡建设充满生机。

盛世修志。我们编写城乡建设志，目的是追述和总结人们在城乡建I

设上走过的艰辛道路和创造的丰功伟绩，力求揭示城乡建设本身的埴
】



律，指导当代建设，启迪思维，教育子孙。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建

设者的神圣职责o ·。
，

这部志较详尽地记载了我区本世纪以来的城市建设、乡村建设和建

筑业的发展，反映了我区城乡建设的历史进程，包括十个市县城市的历

史、现状、规划、建设，管理，全区六百多个集镇的兴衰变迁，农村能

源建设，城、镇、乡、村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

用，建筑设计的兴起与发展，建筑施工技术和建材工业的简要历史，以

及我区独特的以自然景观为主，兼有人文景观的风景名胜资源等等。全

书共8编，20章，75节，约33万字。这里有经验和成就，也有教训和挫

折。修志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事物本来面目客观地进行反映，没

有也不应该有任何渲染或贬抑。建国以前部分由于资料所限，线条粗

略，尽量追踪觅迹，追溯到有史可考的年代。建国以后部分较为详尽；

但也受到建设管理体制变迭和建设时起时落的影响，编者只能顺势而

就，能详则详，不能详则简，如实反映。 ‘。

《涪陵地区城乡建设志》过去没有编过，此乃初次尝试，由于年代

久远，内容庞杂，加上编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热切希

望读者斧正。如果这部志书能让我区城乡建设工作者从中获得启迪，使

今后的建设少走弯路，赶上全省全国城乡建设迅速发展的步伐，那将是

编者的极大欣慰。

《涪陵地区城乡建设志》在编写过程中，编写组的同志做了艰苦的

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得到地区有关单位，各市县城乡建设部门

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力协助。在此敬向编写组全体同志以及提供协

助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朱 凤 桐

198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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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遵循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全区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进行搜集、整理和编纂，以期服务于“两个文明"的建设，发挥“资政、

教育、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撰写原则为详今略古，立足当代，重志少议，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做到实事求是，以求实存真。

三、本志结构安排分编、章、节、项、目五个层次。横排纵述，纵横

结合，以横为主。

四、本志所志事物的上限年代因事因资料而异，下限时间均为1 985

年。 ．

五、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并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相结合，其

用宇，用语．．数字，度量衡单位，符号等的表述尽可能符合志书规
范。

六、志中“目前”、 “现在矽系指1 985年，“建国前(后)"系指
1 949年10月1日前(后)，“解放前(后)"指I 949年1 1月底前

(后)。

七、志中城市“居住人口’’、 “实有入口矽系同指，而“常住人

口"是指1985年房屋普查时入户表的人口，与前者有差别(少于前
者)。

八、志中“我区”， “全区’’， “地区"， “涪陵地区”都系同

一概念。

九、志中凡需说明的问题皆注有“①②⋯⋯"等符号。其注释内

容在本节未尾。

十、志中人口、面积、行政区划数据除注明年限者外，均以1 985年
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依据。

十一、本志书所用资料来源于地区档案局，地区城乡建设局、地区

统计局、涪陵市文化局、部分县《城乡建设志》，各县房地产管理所

(公司)，各县建设局报表和群众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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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国前县城街道状况⋯⋯⋯⋯⋯一⋯⋯．．．．．．⋯⋯⋯⋯⋯⋯一?⋯⋯⋯?”⋯⋯“(72)
二、建国后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m⋯⋯⋯¨．．”●⋯o．．．⋯⋯⋯⋯⋯⋯(73)

(一)城市道路⋯⋯⋯⋯⋯⋯⋯⋯⋯⋯⋯⋯⋯⋯·：⋯一⋯⋯”．⋯⋯⋯⋯⋯⋯⋯⋯⋯i<73)
、

·(二)城区桥梁-．．⋯⋯⋯⋯⋯⋯⋯⋯⋯⋯一一·．"⋯⋯⋯～⋯⋯⋯⋯⋯．．．．．．⋯⋯⋯(78)
； (三>港口、码头⋯．．．⋯⋯⋯⋯⋯⋯⋯⋯一一⋯⋯：⋯⋯⋯⋯·?：⋯⋯⋯～⋯．．．．．．”(8D

(四)市内公共交通⋯⋯⋯⋯．．．⋯⋯．．．⋯⋯⋯⋯⋯⋯⋯⋯⋯⋯⋯⋯⋯⋯⋯．．．⋯“(83)
第二节 城市给摊水系统建设⋯⋯⋯⋯⋯⋯⋯⋯⋯⋯⋯⋯⋯：⋯；⋯⋯一⋯⋯“⋯··(84)
?一．．建国前县城给排水状况⋯．．．⋯⋯⋯⋯⋯⋯⋯⋯⋯⋯⋯⋯⋯⋯一⋯⋯m⋯⋯⋯一⋯一(84)

二，建国后给排水系统建设⋯⋯⋯⋯⋯⋯⋯一⋯⋯⋯⋯⋯．．．⋯⋯·—一．．．⋯一⋯”·甲⋯(85)
(一)给水⋯⋯⋯⋯一⋯⋯·⋯⋯⋯⋯⋯⋯⋯⋯⋯⋯·⋯⋯·-．．⋯⋯：⋯”(85)
(二)斜}水⋯··”⋯⋯⋯⋯⋯⋯⋯⋯⋯⋯⋯⋯⋯⋯一⋯⋯⋯⋯⋯一··⋯·“?·······“：⋯”(87)

第三节城市照赐⋯．．．⋯⋯⋯⋯⋯⋯⋯⋯⋯⋯⋯⋯⋯．．．⋯⋯⋯⋯⋯⋯⋯⋯．．．一“：⋯·(9 2)

一，建国前城市照明状况⋯⋯⋯⋯⋯一⋯⋯一⋯．．．⋯一⋯⋯⋯⋯．．．⋯⋯⋯．．．⋯”：⋯·(92)
二、建国后城市照明的发展⋯⋯⋯⋯⋯～．-．⋯⋯⋯⋯⋯⋯⋯⋯⋯⋯⋯⋯⋯⋯¨．．．．·(93)

第四节 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一⋯⋯⋯⋯⋯⋯⋯⋯．．．⋯⋯·．．．．．”(94)
一，城市绿化⋯⋯⋯⋯⋯⋯⋯⋯⋯⋯⋯⋯⋯～⋯⋯⋯．-．⋯⋯⋯⋯一⋯⋯⋯⋯⋯”(94)
二，公园⋯⋯⋯⋯⋯⋯⋯⋯⋯⋯⋯⋯⋯⋯⋯⋯⋯．．．⋯．．．．．．．．．⋯⋯⋯．．．⋯⋯．．．一．．．⋯⋯·⋯．．．⋯⋯⋯⋯·(95)

第五节城市公共建设⋯⋯．．．．．．⋯⋯．．．．．．⋯⋯⋯⋯⋯．．．⋯；⋯．．．⋯⋯．．．⋯⋯”?⋯⋯⋯⋯m(97)
．一，建国前的城市公共建设⋯⋯⋯⋯⋯⋯⋯⋯⋯⋯⋯⋯⋯⋯⋯⋯．．．⋯⋯⋯⋯⋯⋯．．．(97)

i二，建国后的城市公共建设⋯⋯⋯⋯⋯⋯⋯⋯⋯．．．⋯．．．⋯⋯．．．-．．“⋯⋯⋯．．．⋯⋯⋯⋯．．．·(97)

(一)学校教育⋯⋯⋯⋯⋯⋯⋯⋯⋯⋯⋯⋯⋯．．．⋯⋯⋯⋯⋯⋯⋯⋯⋯⋯⋯⋯⋯j⋯·(98)
‘、 (二)医疗卫生⋯⋯⋯⋯⋯⋯⋯⋯．．．⋯⋯⋯⋯⋯⋯⋯m．．．⋯⋯⋯⋯⋯⋯⋯o⋯：⋯·(99)

(三)文体设施⋯⋯⋯⋯．．．⋯⋯．．．⋯⋯⋯⋯⋯～．．．⋯⋯·-．．．．．⋯⋯⋯⋯⋯⋯⋯⋯．．．·(99)
(四)烈士陵园-⋯⋯⋯⋯⋯．．．⋯⋯⋯⋯．．．⋯⋯—：⋯⋯⋯”．．．⋯⋯⋯⋯⋯⋯⋯．．．(99)

第六节城市环境卫生⋯⋯⋯⋯⋯一．．．⋯“～⋯～⋯⋯⋯⋯⋯⋯⋯⋯⋯．．．⋯⋯⋯⋯．．．(105)
一，建匡【前的城市环境卫生⋯⋯⋯⋯．．．⋯⋯．．．⋯⋯⋯．．．⋯．．．⋯⋯⋯．．-⋯⋯^⋯⋯一-(105)

’二、建国后的城市环境卫生⋯⋯⋯⋯⋯．．．⋯⋯⋯．．．⋯⋯⋯一⋯⋯⋯⋯⋯⋯⋯⋯!!⋯“(105)

第七节城市消防⋯⋯⋯⋯⋯⋯⋯⋯．．．⋯⋯⋯⋯⋯⋯⋯．．．⋯·：．．．⋯⋯⋯⋯⋯⋯”·(100
第八节集贸市场～⋯·”一⋯一⋯．t”一⋯⋯．．．．．．t，“”．．．⋯⋯．．．．．．⋯⋯．．，．．t⋯一一．．．．．．叩⋯(1■



第四章城市防洪⋯⋯⋯⋯⋯⋯⋯⋯⋯⋯⋯⋯⋯⋯⋯．．．⋯⋯-⋯．．．⋯⋯⋯．．．⋯g⋯⋯⋯⋯．．．⋯-．<110)

第一节建国前的城市洪灾情况及建国前的防洪建设⋯⋯⋯⋯⋯⋯^⋯⋯?⋯一⋯”(110)

：。第二节建国后的城市防洪建设⋯⋯⋯⋯⋯⋯⋯⋯．．．⋯⋯⋯⋯⋯：⋯⋯⋯⋯⋯．．．⋯⋯一(110)

第五章城市住宅⋯⋯⋯⋯⋯⋯⋯．．．⋯⋯·：⋯⋯⋯⋯⋯⋯⋯⋯⋯⋯⋯⋯⋯⋯．．．⋯⋯⋯．．．⋯(112)

第一节公房的发展及管理⋯⋯⋯⋯⋯．．．⋯⋯⋯⋯⋯⋯⋯二“⋯⋯⋯⋯⋯⋯⋯⋯““⋯⋯(112)

第二节私房改造及管理⋯⋯⋯一m⋯⋯⋯⋯⋯⋯⋯“⋯⋯⋯⋯⋯⋯⋯j‘⋯⋯⋯．．．··(114)

第三节住宅的新建及维修⋯⋯⋯⋯⋯⋯⋯．．．⋯⋯⋯⋯⋯⋯⋯⋯⋯⋯⋯⋯⋯⋯⋯．．．⋯·i(116)

第四节 住宅的分配，管理及房租⋯⋯⋯⋯⋯⋯⋯⋯⋯⋯⋯⋯⋯⋯⋯⋯小⋯⋯⋯⋯(117)

i．第五节房屋建设中的搬迁安置和补偿⋯⋯⋯⋯⋯⋯⋯⋯⋯⋯⋯．．．⋯⋯．．．_⋯⋯⋯··(118)

第六章+城市建设资金⋯．．．⋯⋯⋯⋯⋯⋯⋯⋯⋯⋯⋯⋯⋯．．．⋯⋯⋯⋯⋯⋯．．．⋯⋯⋯⋯⋯“(121)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城市建设资金⋯～⋯⋯⋯⋯⋯⋯⋯⋯⋯．．．．．．一“一⋯!⋯⋯⋯⋯··(121)

：j第二节建国后国家投资城市建设情况⋯．．．⋯⋯⋯⋯⋯⋯⋯⋯⋯⋯⋯⋯⋯⋯．-．⋯”(122)

：、第三节 “集资统建”情况简介⋯⋯⋯．．．⋯m．．．⋯⋯m⋯⋯⋯⋯⋯⋯⋯⋯_⋯《．⋯．．．⋯··(130)
第四节土地划拨t，征用和补偿⋯⋯⋯⋯．．．⋯⋯⋯⋯⋯⋯⋯⋯j⋯?⋯⋯⋯o．．，⋯⋯(131)

第七章城市管理⋯⋯⋯⋯⋯一⋯⋯⋯⋯⋯⋯⋯m⋯．．．⋯⋯⋯⋯⋯⋯⋯⋯⋯⋯⋯⋯⋯⋯(135)

第一节建国前的城市管理⋯⋯⋯⋯⋯⋯⋯．．．⋯⋯．．．⋯⋯⋯⋯⋯⋯⋯o：_．．．⋯·?⋯··(135)

第二节建国后的城市管理⋯⋯⋯⋯⋯⋯⋯⋯⋯⋯⋯■⋯⋯．．．“‘⋯⋯⋯⋯⋯：w⋯一(136)

一，街道管理⋯⋯⋯．．．⋯⋯⋯⋯⋯⋯⋯．．．⋯⋯⋯⋯⋯⋯⋯⋯⋯⋯⋯⋯⋯m⋯·：⋯掣⋯(136)

二，桥涵管理⋯⋯⋯．．．⋯⋯⋯⋯⋯m⋯⋯⋯⋯⋯⋯⋯⋯⋯⋯⋯⋯⋯00”：⋯叩⋯⋯．．．(137)

三，防洪堤管理⋯⋯⋯⋯⋯⋯⋯⋯⋯⋯⋯⋯⋯⋯⋯⋯⋯⋯⋯⋯⋯⋯⋯⋯．．．⋯”⋯(137)

四，排水道管理⋯⋯⋯⋯⋯⋯⋯⋯⋯．．．⋯⋯⋯⋯⋯⋯⋯⋯⋯⋯⋯⋯⋯⋯⋯⋯⋯⋯⋯(137)

五，照明管理⋯⋯⋯．．．⋯⋯⋯⋯⋯⋯⋯⋯⋯⋯⋯⋯⋯⋯⋯一⋯⋯⋯⋯⋯⋯⋯：··F⋯(137)

六，供才<管理⋯⋯⋯⋯．．．⋯⋯⋯⋯⋯⋯⋯⋯⋯⋯⋯⋯⋯⋯⋯．．．·．．．⋯∞⋯⋯⋯⋯·：⋯⋯⋯⋯⋯7⋯“(137)

七，环卫管理⋯⋯⋯．．．⋯⋯⋯⋯⋯⋯⋯⋯⋯⋯⋯⋯⋯⋯m叩⋯⋯⋯⋯⋯⋯⋯⋯⋯(138)
市容管理⋯一⋯⋯⋯⋯⋯⋯⋯⋯⋯⋯⋯⋯⋯⋯⋯⋯⋯．．．⋯⋯⋯⋯⋯¨⋯⋯．．．⋯(138)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一⋯⋯⋯⋯⋯⋯⋯⋯⋯⋯⋯⋯⋯(138)

-’饮食，食品卫生管理⋯⋯⋯⋯⋯⋯⋯⋯⋯⋯⋯⋯⋯⋯⋯⋯⋯¨⋯⋯⋯⋯⋯⋯”(138)

住宅及单位的卫生管理⋯⋯⋯⋯一⋯⋯⋯⋯⋯⋯⋯·：·七⋯⋯⋯：⋯：⋯⋯⋯··?--(139)

垃圾、粪便和公厕的管理⋯⋯⋯⋯⋯⋯⋯⋯⋯⋯⋯⋯⋯⋯．．．⋯．．：。7．~．⋯⋯．．．⋯⋯(139)

，．八、园林绿化管理⋯⋯一⋯⋯⋯⋯⋯⋯⋯⋯⋯⋯⋯⋯⋯⋯⋯．．．⋯⋯⋯⋯⋯”●一”⋯··(139)

第四编乡镇建设⋯⋯⋯⋯⋯m⋯⋯⋯⋯⋯⋯⋯⋯⋯⋯⋯⋯⋯⋯⋯⋯．．．．．．⋯⋯⋯¨．．五■⋯(141)

第一章建国前的乡镇建设⋯⋯⋯⋯⋯⋯⋯⋯⋯⋯⋯⋯⋯⋯⋯⋯～．．-⋯”：⋯⋯⋯．．．⋯⋯(141)

第二章红军在酉阳南腰界驻扎时对乡镇建设的关注⋯⋯⋯⋯⋯⋯⋯⋯⋯·¨．⋯．．．⋯··(142)
j第三章建国后的乡镇建设⋯⋯⋯⋯．．．⋯⋯⋯⋯⋯⋯⋯⋯⋯⋯⋯k”二⋯⋯⋯⋯⋯⋯⋯(143)

第一节±地改革后的乡镇建设⋯⋯⋯⋯⋯⋯一⋯⋯⋯⋯：⋯。⋯j⋯”oo oo=*ee■⋯⋯．．．·：⋯·(143)

第二节1958年后的乡镇建设⋯⋯⋯⋯⋯m⋯⋯⋯⋯⋯o⋯⋯⋯⋯⋯⋯⋯⋯¨．．．⋯(143)
第三节1978年以后的乡镇建设⋯⋯⋯⋯⋯⋯⋯⋯⋯．．．⋯⋯⋯⋯m⋯·：⋯·：．．．：⋯⋯_“(144)

第四节区划，规划指导下的乡镇建设．．t"．．t⋯t”t．．⋯．．．⋯”⋯．．．⋯⋯砧”．，．．．t·tSteee e*·e_·(145)
L

k



第五节乡镇建设管理机构及人员⋯⋯⋯⋯．．．⋯⋯⋯⋯⋯⋯．．．⋯⋯⋯⋯⋯⋯⋯⋯．．．(160)

第四章沼气建设⋯⋯⋯．．．⋯⋯⋯⋯⋯⋯⋯⋯⋯⋯⋯⋯⋯⋯⋯⋯⋯⋯⋯⋯⋯⋯⋯⋯⋯·(161)

第一节建国前的沼气试验⋯⋯⋯⋯⋯⋯⋯⋯⋯⋯⋯⋯⋯⋯”a JmlO$OQI@Q@@61Q ODO·⋯⋯⋯⋯<161)

第二节建国后的沼气建设及推广⋯⋯⋯⋯⋯⋯⋯⋯⋯⋯．．．⋯⋯⋯⋯⋯⋯．．．⋯一⋯·(161)

一，建设，推广时期⋯⋯⋯⋯⋯．．．⋯．．．⋯⋯⋯⋯⋯⋯⋯⋯⋯m⋯⋯⋯⋯⋯．-．⋯．．．⋯⋯(161)

二，发展时期⋯⋯⋯⋯⋯⋯⋯⋯⋯．．．⋯⋯⋯⋯⋯⋯⋯⋯⋯⋯⋯⋯．^⋯⋯⋯⋯⋯⋯⋯⋯(162)

第三节 省柴灶．．．⋯⋯⋯⋯⋯⋯⋯⋯⋯一⋯⋯⋯⋯⋯⋯⋯⋯⋯⋯⋯⋯⋯⋯⋯⋯⋯⋯．．(164)

第五编建筑行业⋯⋯⋯⋯⋯⋯⋯⋯⋯m⋯⋯⋯．．-⋯．．．．．．⋯⋯．．．．．．⋯．．．⋯⋯⋯⋯⋯⋯⋯⋯⋯一(165)

第一章建筑设计⋯．．．⋯⋯⋯⋯⋯⋯⋯⋯⋯⋯⋯⋯⋯⋯⋯⋯⋯．．．⋯⋯⋯⋯⋯⋯⋯⋯⋯⋯(165)

第一节建国前的建筑设计概况⋯⋯．．．⋯⋯．．．⋯⋯⋯⋯⋯⋯m⋯．．．⋯⋯⋯⋯⋯⋯⋯··(165)

第二节建国后建筑设计的发展概况-．．⋯⋯⋯⋯⋯⋯⋯⋯m⋯⋯⋯⋯⋯⋯h．⋯⋯⋯·一(165)

第三节专业设计队伍⋯．．．⋯⋯⋯⋯⋯⋯⋯⋯⋯⋯⋯⋯⋯⋯⋯⋯⋯⋯m⋯⋯⋯⋯⋯m·(166)

第四节设计审批程序和管理⋯⋯⋯．．．⋯⋯⋯⋯⋯⋯⋯⋯．．．⋯⋯⋯⋯⋯⋯m．．．⋯⋯⋯·(168)

第五节设计指导思想⋯⋯⋯⋯⋯⋯⋯⋯⋯⋯⋯⋯⋯⋯⋯⋯⋯⋯⋯⋯⋯⋯⋯⋯⋯一·(171)

第六节高层建筑设计及结构⋯⋯．．．⋯⋯⋯⋯⋯⋯⋯⋯⋯⋯．．．⋯⋯⋯⋯⋯⋯⋯⋯⋯⋯(172)
，’ 第七节全区地县建筑设计院、室历届负责人名录⋯⋯．．．⋯⋯⋯⋯⋯⋯⋯⋯⋯一⋯·(173)

第二章建筑企业⋯⋯⋯⋯⋯⋯．．．⋯⋯⋯⋯⋯一⋯⋯．．．⋯⋯⋯⋯⋯⋯⋯⋯．．．⋯⋯⋯⋯⋯(175)
。

第一节建筑队伍⋯．．．⋯⋯⋯⋯m⋯⋯·，唧⋯⋯⋯．．．⋯⋯⋯⋯⋯⋯⋯⋯⋯叩⋯．．．．．．⋯⋯⋯··(175)

一，建国前的民间“五匠秒．．．⋯⋯⋯⋯．．．⋯⋯⋯⋯m⋯⋯⋯．．．⋯⋯⋯⋯⋯．．．一⋯⋯⋯⋯⋯(175)

二，建国后建筑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职工生活福利⋯⋯⋯⋯⋯．．．⋯⋯⋯⋯⋯⋯(176)

(一)创建时期⋯．．．⋯⋯⋯⋯一⋯⋯⋯⋯⋯．．．⋯⋯⋯⋯．．．⋯⋯⋯⋯⋯．．．⋯⋯⋯-．．⋯⋯⋯·(176)

r二)调整和衰退时期⋯⋯⋯⋯．．．⋯”⋯⋯⋯一⋯⋯⋯⋯⋯⋯⋯⋯⋯⋯．．．⋯⋯一．．．·(177)

(三)复苏和兴起时期⋯⋯⋯⋯⋯⋯⋯⋯⋯⋯⋯⋯⋯⋯⋯⋯⋯⋯⋯⋯⋯⋯⋯⋯(177)

(四)遭受严重干扰和挫折时期⋯⋯⋯⋯⋯⋯⋯⋯⋯⋯⋯⋯⋯⋯⋯⋯⋯⋯⋯m(178)

(五)兴旺发达时期⋯⋯．．．⋯⋯⋯⋯⋯⋯⋯⋯⋯．．．⋯一⋯⋯⋯⋯⋯⋯⋯⋯⋯．．．⋯(178)

第二节建筑技术的发展和演变⋯⋯⋯．．．⋯⋯⋯⋯⋯⋯⋯⋯⋯⋯⋯⋯⋯⋯⋯．．t⋯⋯．．．m·(179)

一，建国前的概况⋯⋯⋯⋯⋯⋯⋯⋯”⋯．．．⋯⋯⋯．．．⋯一⋯⋯⋯m⋯⋯⋯一⋯⋯⋯⋯··(179)

二，建国后的发展概况⋯⋯⋯⋯⋯⋯⋯⋯⋯⋯⋯⋯⋯⋯⋯⋯⋯⋯⋯⋯⋯⋯⋯⋯⋯⋯⋯“(180)

第三节建筑机械工具⋯⋯一⋯⋯⋯⋯⋯⋯⋯⋯⋯．．．．．．⋯⋯⋯⋯⋯．．．一⋯．．．⋯⋯：⋯．．．··(182)

一、建国前的建筑工具⋯⋯⋯⋯⋯⋯⋯⋯⋯⋯⋯⋯．．．⋯⋯⋯⋯⋯⋯⋯⋯⋯⋯⋯⋯“(182)’

二，建国后的建筑机械工具⋯⋯⋯⋯⋯⋯⋯⋯⋯⋯⋯．．．⋯⋯⋯⋯⋯⋯⋯⋯⋯⋯⋯·(182)

第四节建筑企业管理．．．⋯⋯⋯⋯⋯⋯⋯⋯⋯⋯⋯⋯⋯⋯⋯⋯⋯⋯⋯m⋯⋯～⋯⋯··(182)
一、计划管理⋯⋯⋯⋯⋯⋯⋯⋯⋯⋯⋯⋯．．．⋯⋯⋯⋯⋯⋯⋯⋯⋯⋯⋯⋯⋯⋯⋯⋯⋯·．．．⋯⋯一．．．⋯·(183)

二，施工及技术管理．．．⋯⋯⋯⋯⋯⋯m⋯⋯⋯⋯⋯⋯⋯⋯⋯⋯⋯⋯⋯．．．·⋯⋯．．．⋯．．．··(183)

三、质量管理．．．⋯⋯⋯⋯⋯⋯⋯⋯⋯⋯⋯⋯⋯⋯m⋯⋯．．．．．．．．．⋯⋯⋯⋯．．．⋯．．．⋯．．．⋯⋯(184)

四、财务管理⋯．．．⋯⋯⋯⋯⋯⋯⋯．．．⋯⋯⋯⋯⋯⋯⋯⋯．．．⋯⋯⋯⋯⋯⋯⋯⋯⋯．．．⋯⋯(186)

五，材料管理⋯⋯⋯⋯⋯⋯．．．⋯⋯⋯．．．⋯⋯⋯m．．．⋯⋯⋯⋯⋯⋯．．．⋯⋯⋯m⋯⋯⋯⋯．．(186j

六，机械设备管理⋯⋯．．．一--r⋯⋯．．．．．．⋯．．．”t．．一一⋯．．．．．．⋯⋯⋯⋯⋯⋯．．．．t．．．．⋯．．．．”-．．(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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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全生产管理⋯⋯⋯⋯⋯⋯⋯⋯⋯⋯⋯⋯⋯⋯⋯⋯⋯⋯⋯⋯⋯⋯⋯⋯⋯⋯··(187)

第五节各建筑企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统计表⋯⋯⋯⋯⋯⋯⋯⋯⋯⋯⋯⋯⋯⋯⋯(189)

第六节地嚼全民所有制建筑企业历届负责人名录⋯⋯⋯⋯⋯⋯⋯．．．⋯⋯⋯⋯⋯⋯⋯(191)

第三章建材工业．．．⋯⋯⋯⋯．．．⋯．．．⋯⋯⋯⋯⋯⋯⋯⋯⋯⋯．．．⋯⋯⋯⋯⋯⋯⋯⋯⋯⋯⋯(193)

第一节建国前建材生产概况⋯⋯⋯⋯⋯．．．⋯⋯⋯⋯⋯⋯⋯⋯．．．：⋯‘．．．·u⋯，．．⋯⋯．t．⋯(193)

第二节建国后建材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3)

一，石灰工业⋯⋯⋯⋯．．，⋯⋯．．．⋯⋯⋯⋯⋯⋯⋯⋯⋯⋯⋯⋯⋯⋯：⋯⋯⋯⋯．．．⋯⋯⋯·(193)
、

二，墙体及屋面材料工业⋯⋯⋯⋯⋯⋯⋯⋯⋯．．．⋯⋯⋯⋯．．．⋯⋯⋯⋯⋯⋯⋯⋯⋯⋯(194)

三，水泥工业⋯⋯．．．⋯·：⋯⋯⋯⋯⋯⋯⋯⋯⋯⋯⋯⋯⋯⋯⋯⋯⋯⋯⋯⋯⋯⋯⋯⋯(196)

四、建筑钢材工业⋯⋯⋯⋯⋯⋯⋯⋯⋯⋯⋯．．．⋯⋯⋯一⋯⋯⋯⋯⋯⋯⋯⋯⋯⋯⋯(200)

五，装饰材料工业．．．⋯⋯⋯⋯m⋯⋯⋯⋯⋯⋯⋯⋯⋯⋯：⋯⋯⋯⋯⋯⋯⋯⋯⋯⋯⋯⋯(200)

六、混凝土预制构件工业．．．⋯⋯⋯⋯⋯⋯⋯⋯⋯⋯⋯⋯⋯⋯⋯⋯．．．⋯⋯⋯⋯⋯⋯(201)
’‘ 第三节建材机械⋯⋯⋯m⋯⋯⋯⋯⋯．．．⋯⋯⋯⋯⋯⋯⋯⋯·j⋯⋯⋯⋯⋯．．．⋯⋯⋯⋯·(201)

第四节以钢代木⋯⋯⋯⋯⋯⋯⋯⋯⋯⋯⋯⋯．．．⋯⋯⋯⋯⋯⋯⋯⋯⋯一⋯．．．⋯⋯⋯(202)

第五节地属建材企业负责人名录⋯⋯⋯⋯⋯⋯⋯⋯⋯⋯⋯⋯⋯⋯⋯⋯．．．⋯⋯⋯··(202)

第六编风景名胜⋯⋯⋯⋯⋯⋯⋯⋯⋯⋯一⋯⋯⋯．．．⋯⋯⋯⋯⋯．．．⋯w⋯⋯⋯⋯⋯⋯⋯⋯⋯⋯(204)

一，南川金佛山⋯⋯⋯⋯⋯⋯⋯⋯⋯⋯⋯⋯⋯⋯．．．⋯⋯⋯⋯⋯⋯⋯⋯．．．⋯⋯⋯⋯⋯(205)

二、率都名山一⋯⋯⋯⋯⋯⋯⋯⋯⋯．．．⋯．．．一⋯⋯⋯⋯．．．⋯⋯⋯．．．OOOO Of@“⋯．．t⋯⋯．．．⋯·(206)

三、黔江小南海⋯．．．⋯⋯⋯⋯⋯⋯⋯⋯⋯．．．⋯⋯⋯⋯⋯⋯⋯⋯⋯⋯⋯⋯⋯⋯⋯⋯⋯(208)

四、涪陵白鹤梁⋯⋯⋯⋯⋯⋯⋯⋯⋯⋯一⋯⋯⋯⋯⋯⋯．．．⋯⋯m⋯⋯⋯⋯⋯⋯_⋯·(210)
1· 五、涪陵北岩点易洞⋯⋯⋯⋯．．．⋯⋯⋯⋯⋯⋯⋯⋯⋯⋯⋯⋯⋯⋯⋯⋯⋯⋯⋯⋯⋯⋯(211)

六、龙河风景区⋯⋯．．．⋯⋯⋯⋯⋯⋯⋯⋯⋯⋯⋯⋯⋯⋯．．．⋯⋯⋯⋯⋯⋯⋯⋯．．．⋯·(212)

七、乌江风景区⋯⋯⋯⋯⋯⋯⋯．．．⋯⋯⋯⋯⋯⋯⋯⋯⋯⋯⋯⋯⋯⋯⋯o⋯．．．⋯⋯⋯(212)

八、涪陵小溪天生桥⋯⋯⋯⋯⋯⋯⋯⋯⋯⋯⋯⋯⋯⋯⋯⋯⋯⋯⋯．．．⋯⋯．．．．．．⋯⋯(214)

九、酉阳赵世炎烈士故居⋯⋯⋯⋯⋯⋯⋯⋯⋯⋯⋯⋯⋯．．．⋯⋯⋯⋯⋯⋯⋯⋯⋯⋯(216)

十、酉阳红三军司令部旧址⋯⋯⋯⋯⋯⋯⋯⋯⋯一⋯⋯⋯．．．．．．⋯．．．．．．⋯⋯⋯⋯⋯”(216)

，十一，万涛故居⋯⋯⋯⋯⋯⋯⋯⋯⋯⋯⋯⋯．．．．．．⋯⋯⋯⋯⋯⋯⋯⋯⋯⋯⋯⋯⋯⋯⋯(217)

十二，酉阳大酉洞⋯⋯⋯⋯⋯⋯⋯⋯⋯⋯⋯⋯⋯⋯⋯⋯⋯⋯．．．．．．⋯⋯⋯⋯．．．⋯．．．⋯(217)

十三，武隆芙蓉江风光⋯⋯⋯．．．⋯⋯⋯⋯⋯⋯⋯⋯⋯⋯⋯一⋯⋯．．．⋯⋯⋯⋯⋯⋯”(218)

第七编著名建筑⋯⋯．．．⋯⋯⋯⋯⋯⋯⋯⋯⋯⋯⋯．．．⋯⋯⋯⋯⋯．．．⋯⋯⋯，．．⋯⋯⋯⋯⋯．．．⋯(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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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地区位于四Jlib地东南部边缘，地理座标东经106。577—109。247，北纬28。097—

30。327。其境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傍重庆，北抵达县、万县，面积29735．66平方

公里，入口5938269人，其中城镇菲农业人口383924入。境内居住民族除汉族外，在东部分

布有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约占全区总人口的20％左右。全区辖涪陵市、垫江县，南川

县，丰都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一市九县"，共85个区，38个建制镇

(包括9个县城镇)，54外乡，5748个村。中共涪陵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驻涪陵市。
涪陵地区在夏、商，周时代是梁州和雍州的疆域。春秋战国为巴国属地。秦灭巴，属巴

郡．汉承秦制，我区各县属巴郡和武陵郡。隋，唐时期，我区属山南西道．宋属焚

州路。元，明、清设行省制，我区各县划入重庆府。民国伊始，我区隶属未变。民国二年

(公元1913年)，改属东川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设∥四川省第八区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黟，辖今我区垫江除外的各个县，署址设酉阳钟多镇。建国后于1950年元月改口八

专署嚣为越涪陵专员公署"，署址设涪陵城关镇。同年2月将酉阳、秀山，黔江三县划出另

置∥酉阳专署刀，同时，原大竹专署所辖长寿县划入涪陵专署。1952年酉阳专署撤销，所属

酉阳，秀山，黔江三县并入涪陵专员公署。1953年4月，原大竹专署所辖垫江县划入涪陵专

署。1958年长寿县从涪陵专署划出归辖重庆市。至此，我区十县辖区一直未变，亘延至

今．

全区大部地区处于四川盆周山地，部分跨入川东平行岭谷区。其中以低山为主，间有中

山，。地势崎岖，起伏较大。境内山区约占总面积的62％，深丘约占25％，浅丘和小块平坝约

占13％。整个地势中部较高，向北部和东北部倾斜。最高处为南川金佛山的风吹岭，海拔

2251米；最低处为石柱西沱的沿江地带，海拔仅118米。全区1000．'--'1800米的中山广布于酉

阳，黔江，彭水，武隆，石柱等县和南川、丰都的东北部；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则分布在

长江北岸和沿江地带。 ·

地质上，涪陵地区多为侏罗系、三迭一侏罗系、三迭系及寒武系岩石。地下资源除煤，

铁，硫，锰、铝，汞，天然气等的藏量都很丰富外，石灰岩矿裸露广泛，遍及各县，发展水

泥工业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有的矿区可作大、中型水泥厂的石灰岩矿山基地，有的则

处于运输条件较好的沿江地带，具有极大的开发前途。除此，境内还蕴藏着大量的大理石资

源，如南川、武隆，黔江，秀山，酉阳、彭水，石柱各县储量都很丰富，有墨色，花灰．花

红，自色，棕色等。不但品种多，且易于开采。秀山县发现大型大理石矿床有13处，测出其

中6处储量即高达1700万立方米，武隆鸭江一处矿床即长达20余公里左右．其它如石英砂，．

方介石、墙面涂料106、107胶以及人造大理石的原料等储量亦多，具有极大的开采价值． _

涪陵地区建国三十六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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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城乡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

个破败的小城镇如今已面目一新。现全区城市建成区面积已发展为17．87平方公里，就与

1980年的10．9平方公里比较也扩大了64％，其中武隆县由建国初期的0．1平方公里扩大为0．7

平方公里，为建国初期的7倍；涪陵市由建国初期的1．4平方公里扩大为5．2平方公里，为建

国初期的3。71倍。其余各县的建成区面积都有程度不等的扩大，并已初具规模。各种基础设

施和公共建筑Et臻完善，开创了我区城镇建设的新局面。一些农村场镇随着城乡经济的发

展，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区有42个场镇改建了旧街道(占总数的7．3％)，143个场

镇安装了自来水(占总数的24．9％)，199个场镇修建了影剧院(占总数的43％)，274个场

镇建起了文化站。全区还确定了18个场镇作为按照规划进行建设的试点场镇，并巳获得成效。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房屋建筑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现全区各县城实有房

屋建筑面积8105936平方米，而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4023867：平方米，全区各县城实有居住人

口296014人，人平住宅建筑面积13．59平方米；居住面积1812893平方米，人平居住面积6．12

平方米，超过了国家要求1985年人平居住面积达到5平方米的水平。涪陵市建成区现有房屋

建筑面积24568平方米，其中现存解放前的建筑面积仅有163884平方米，现存解放前的房

屋建筑面积仅为,7现7有房屋建筑面积的6．67％。 “六五矽期间，全区lO个县城共新建住宅

1406100平方米，为前30年住宅建筑总和的一倍半左右。乡村农房建筑，自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清理了“左玎的错误，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要求改善居住条件，使房屋具有生产、生活的双重功能，农村出现了建房热。现全区共有乡

镇住宅建筑面积94213300平方米，公共建筑11293500平方米，生产建筑3566100平方米。

厶六五黟期间，全区共建农房总面数309000户，建筑面积18837400平方米，修建学校，商

店，医院等公共建筑1385800平方米，建工厂，仓库等生产建筑1670800平方米．城市和乡村

的房屋建筑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城市道路的建设与解放初相比，成绩也是突出的。据涪陵、南川，丰都，武隆，酉阳、

石柱，垫江七个县的统计，建国前道路总长为26622米，面积为132700平方米。而建国后，

截至1985年止，全区城市主要道路总长是58645米，面积为594807平方米。仅“六五"期

间，全区就新建城市道路7条，长9400米，面积112800平方米；拓宽道路21条，长2400米，

新增面积60000平方米。共计新增道路面积172800平方米，占现有道路总面积的34．58％．这

期间还翻修道路45条，共38000米．现全区各县城的主要街道已大部浇成混凝土路面，80％的

主干道得到改造。这对繁荣城乡经济，沟通城乡物质，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桥梁和防洪堤的建设也是我区城市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因各县县城都有河

流环绕或切割，且多靠山麓，沟壑、津梁较多．全区共有城区桥梁53座，解放后改造和新建4z

座，占现有桥梁总数的77％。其中“六五’’期间即新建永久性桥梁8座·这些桥梁分别担负

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城乡的重要交通运输任务．

．由于河流环绕，沟壑纵横，大多数县城常闹洪灾之患，人民深受“荡析离居之浩劫打，．

建国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各县原有防洪堤加以改造，维修，或新建防洪堤坝。现全区有防洪堤

总长23300米．垫江，黔江，石柱，彭水等县“六五"期间新建防洪堤6条，长6960米，占

四有防洪堤的29．8％。
‘

建国前，全区各县皆无自来水装鹭。除涪陵城在南门山修有一口大水井，引易家坝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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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塘水，略经过滤，供部分居民挑水饮用外，其余各县人民的生活用水部是到河里、井里挑水解

决．自1960年涪陵自来水厂建成投产后，各县便陆续修建了自来水厂，并不断进行扩建和技

术改造，居民用水条件得到逐步改善。至1978年止，各县都分别建了自来水厂，计日产水能

力为34600吨，供水管道总长155公里，年供水量1153万吨，供水普及率为76．8％．

建国前的排水工程建设各县均无系统的规划，大都利用街面的自然坡度于两侧挖明沟或

暗沟排水，雨污合流，影响市容，极碍卫生。建国后各县城先后对此进行了整修和改造，排

水状况逐渐改善。全区共翻修和新建城镇排水沟管66公里。仅“六五黟期间翻修和新建的排

水沟管即达17公里，占现有排水沟道的26％左右。

三十六年来，全区城镇公共建设和环卫工作亦取得了显著成绩。文化，教育，体育，卫

生及各种娱乐活动的设施均已初具规模。全区仅文教体卫公共建筑的面积除丰都外就有

1080744平方米。环卫工作亦有改进，环卫机具设备日渐增多，各县对环卫的管理基本能做

到有章可循。 ／

“六五黟期间，全区还新建了涪陵、垫江，丰都8个民用天然气公司，敷设输气千管52

公里，民用气户1万多户。至1985年止，全区除酉阳，秀山外，各县都建立了沼气管理机

构，共建沼气池4万多个，建成沼气，改灶示范村12个．天然气和沼气的开发利用，对解决

全区城乡能源，改变城乡燃料结构作出了贡献，并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

随着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筑业愈显重要。原我区长期没有正规的设计单位，房屋建

筑皆由建筑公司和修建主管部门设计。1979年我区成立了地区设计室，后改为“涪陵地区建

筑设计院∥，隶属地区建设局领导，系经济独立的事业单位．尔后，各县也相继设立了设计

室．1985年资质审查，经省主管部门批准发证的地区建设局系统的建筑设计室共11个，其中属

乙级设计单位的地区设计院1个。丙级设计单位的10个，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51入．其他还

有煤炭，养路、交通、电力等部门的专业设计室8个，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123人．现全区

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持证设计队伍．与此同步，全区建筑业队伍也更加壮大。

1985年资质审查，省建委发证的建筑企业共247个。其中二级企业“涪陵地区建筑公司秒1

个，三级企业29个，四级企业85个，五级企业132个，职工总人数5万多人．但目前建筑队

伍技术力量薄弱，素质不高，制约着建筑业的发展。近几年区内还组织了以建筑业为主的

劳务输出。1985年有38个建筑企业共14000人分别去新疆、青海，湖北、云南、贵州，河南

等省区承包工程，产值达1400多万元．

涪陵地区地处山区，又有长江，乌江等江河切割，山雄水秀，河谷深切，加上良好的自

然条件，各种珍稀动植物得以生存和繁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有科学考察价值的自然资

源甚多。乌江沿岸悬崖峭壁，怪石嶙峋，群山起伏，峰峦叠蟑，其奇秀之景色甚为壮观。南

川金佛山上生长着三千种植物，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就有46种，属于古生代珍稀植物的有23

种。其中“金山银杉嚣被称为矗植物熊猫"、“活化石玎．该景区已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

区。被人们誉为“人间仙境”的黔江小南海，既有1856年的地震遗址，又有秀丽的湖光山

色， “不异洞庭，近似蓬莱嚣的绝妙景观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浓厚兴趣．丰都的名山和涪

陵的白鹤梁，更是举世闻名。自鹤梁上160多段石鱼题刻，记录了一千多年来长江涪陵段70

多个桔水年分的最低水位，是长江最古老的水文站．其它如涪陵天生桥，武隆万营洞、石柱J

男女二石柱，酉阳“桃花源万，彭水龙王洞以及酉，秀、黔，石山区断崖绝壁上的岩棺，：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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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与其它资源一样，都是我区特有的正在开发或亟待开发的风景资

源。

综上所述，涪陵地区不仅历史悠久，土地辽阔，资源丰富，而且城乡建设也取得了可喜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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