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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城市建设志》作为乌鲁木齐自建城以来，迄今二

百余年的第一部记述乌市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的专业志，终于

和读者见面了o ．

3

它添补了历史的空白，倾注着编者的心血，背负着人们的期

望，经历过产前的阵痛和娩后的满足，成为“盛世修志"这一精神

文明建设园地中的一枝小花。期待着人们的关怀和哺育。

编写社会主义城市志是一个新课题。志编人员本着“上对祖宗

，下对儿孙"的负责态度，含辛菇苦，任劳任怨，探索前进，终有

所获。希望它能成为乌市城建事业的一部著述性的工具书，有益事

业，与世永存。“初生之物，其形必丑"，限于资料和编写人员的 ／『

水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以往多年对资料的征集、整理重视不够，尤其是“十年内乱”

期间，失散、损毁严重，以致今日修志困难重重。有些门类明知资

料不足，但无法弥补，事倍而功半，影响志书的质量。使工作受到

不应有的损失和惩罚。这是历史的教训，值得以后注意，以免再蹈

覆辙。

《城建志》尽管资料不足，质量不高，但确系建国后乌市城建

专业之首创，深信它能起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能为以后

续志奠定基础。



兴修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是一项

艰巨繁重的系统文化212程，不可能短时间一蹴而就。我国修志事业

方兴未艾， “有志者众，有识者增”。困难虽多，欲罢不能。它是

时代的产物，社会的需要，必须信心百倍。任重道远，矢志弥坚。

本志问世之后应继续努力做好年鉴的编写工作，以迎接新中国第二

个修志高潮的到来。

城市志是一个城市国情的载体，是认识城市，管理城市，建设

城市的依据和借鉴。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失误，．除了政治原因外，主

要是脱离国情，违反客观规律。地方志正是提供地方国情的金书，

为决策和预测提供依据。因此，它会经久不衰，成为永恒的事业。

专业志是本专业基本信息和史料的载体，读之有益。它将给人

们以专业的知识，专业的启示和借鉴。这也是编写《城建志》之初

衷，希望得到城建行业同志们的谅解。并以此共勉之。



乌鲁木齐市城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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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市政建设

第一节 概 述

乌鲁木齐南郊柴窝堡地区曾发现过细石器时代的遗址，由此证实这里早在六、七千

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据史书记载：由汉晋至清末乌鲁木齐是我国历代王朝的属地，又是游牧民族繁衍生

息的场所。

。乌鲁木齐向无城．”1882年，清政府批准新疆建省，1884年清政府首任刘锦棠为

新疆巡抚。驻迪化．”1886年(清光绪12年)形成以合并后的汉满二城为基地的城市雏

型，从此，确定了迪化是新疆省会的地位，直至建国前虽经几次改朝换代其省会地位未

变．成为省会之后，全疆的政治中心逐渐由伊犁向迪化转移，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迪

化方兴未艾的前提。新中国建国之后，它又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其地位和作

用更为显赫．

迪化建城虽有两百余年历史，但在解放以前基于地处边陲，政治腐败这个根本原

因，导致经济萧条，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建设缓慢．建设项目长期不能摆脱建筑城

堡，兴修庙宇，祠堂，衙署．兵营以愚昧民众，稳定政局的历史格局．辛亥革命之后虽

有民国新风和时代潮流的影响，但又长期处于战乱，城市容貌亦旧。满目疮痍”残败不

堪．

1933年，盛世才主政新疆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协助下，市

政公用事业得以起步．首先组建市政委员会主持市政工作，市政设施先由整治道路着

手，拆除了当时督办公署前面的几条旧街辟为广场；同时在乌河以西新辟的扬子江路

两侧新修砖木结构平房500问安置拆迁住户，开辟光明路，拓宽了和平北路。利用新疆

自产石油沥青的建材条件在市中心的大十字一带敷筑。柏油马路”四公里余。其它大街

都铺以卵石砂砾或泥结碎石路面．干道两旁增设人行道和排水阴沟以解决雨雪水或山洪

溢街的问题．房屋建筑以银行大楼、东大楼，西大楼、新大楼和至建国后才建成的天山

大厦为最高，是三，五层外，还有一些沿街商户自建只有前墙门面的假楼房以装饰市

容。成立了由公安局掌管的清洁队，专门打扫街道，清除污物，此时街头出现了为数极

少的公共厕所和公共汽车，市区中心几条大街安装了路灯．公用水泉经过整修并设专人

管理．这是市政，公用事业的萌芽时期．解放前夕，市区规模西面已越过乌鲁木齐河，

河西的扬子江路．黄河路，钱塘江路，西北路已初步形成．市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人

13 lo万余，全市共有道路34条，全长36．1公里(其中沥青混凝土路面5条4．64公里)。

． 新中国建国之后，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被列入了党和政府

的议事日程．1956年在市建设局下设规划科和建筑管理科，初步制定和提出城市建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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