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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常州城市建设志》出版，值得欣喜，值得庆贺。

自吴季札避居延陵有文字记载始，常州已有2500多年历史，自

古人文荟萃，西晋以来，是历代郡州、府署所在地。常州城市建设源

远流长，历尽沧桑。解放前，常州是一座残破不堪、满目疮痍的旧

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改革开放为古城的建设注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使古城焕发

了青春。新村建设迅速发展，旧城逐步得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完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得到全面发

展和加强。

《常州城市建设志》追寻古城建设发展的轨迹，汇集大量的资

料，’详今略古，严谨朴实，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常州城市建设各个时

期、各个行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城市建设的科学文献、传世

之作。它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必将在城市的

文明建设中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是一座丰碑，这也正是这本志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分管城市建设工作，曾在建设主管部门工作过，对这本志书的

出版，倍感亲切。希望城市建设系统广大职工，继往开来，开拓前

进，为常州城市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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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常州城市建设志》问世了，这是我市城市建设系统职工的大喜

事。

这部志书，求实存真，从常州城市的起源开始，重点记述了清末

至1 990年城市建设和有关行业的发展概貌，尤其突出地记载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常州城市建设的历史，是常州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城市建设

专志。它不仅为人们了解常州城市建设的过去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

而且也为今后常州城市建设提供借鉴，为当代和未来的城市建设者们

规划、建设、管理好常州，提供有益的帮助。

千百年来，常州古城盛衰沉浮的漫长历程证明，常州人民的勤劳

和智慧，广大城建职工的创造性的劳动，许多有识之士卓有成效的努

力，特别是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是常州城市

建设和文明得以不断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值此《常州城

市建设志》正式出版之时，我们对古往今来为城市建设事业作出不朽

贡献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o

“问津自有籍，得奉为师资"o有了这本值得一读的书，不必束之

高阁，自当充分发挥其作用。希望常州的城建工作者从中吸取知识和

营养，以便知往鉴来，为常州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常州市建设委员会主任禾杯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内涵深蕴文辞流畅
——《常州城市建设志》出版题记

《常州城市建设志》这部志书，从1990年6月在天津举办“全国建设系统专业志稿讲评

班，，上始见初稿，到今年7月看到即将付印的终审校样，整整三个年头。其间，该志主编张

兆域等，在建委主任朱保钧、主管副市长洪文鑫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对这部志稿重新组

嘶，反复修改，4‘达到今天即将面世的这一水平。成书过程是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1990年6月在天津初见这部稿子时，我们肯定了志稿的资料基础，同时指出某些内容

松散，地方特色不够突出等不足之处。建议对志稿的总体结构进一步调整。

1992年3月，我们看到了修改打印出的“送审稿"上中下三册，认真地阅读了全书，认

为它是一部比较好的志稿。5月中旬在“常州城市建设志))送审稿评议会上，我们充分肯定

并就它的几个特色和建筑文化问题分别作了发言。参加会议的编纂指导委员，对此志提出的

评议意见，一致同意适当修改后正式出版。

评议会后，该志主编综合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对全稿进行了全面性修改。尔今，摆在我

们面前的就是经过编者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的这部付印稿。我们认为这部志稿，具有以下特

色：

一、体例比较完备。

这部志的送审稿收录内容，基本上是城市基础设施范畴，以市政、公用行业为主，兼顾

城市测绘、勘察设计、房地产管理等专业内容，略写对外交通、供电、邮电等相关专业的发

展概况；以城区为主，兼顾郊县；打破系统和建制界限，反映行业整体水平。这是很好的，

但有一点写得不够。建设部萧桐同志曾经给常州志稿评议会写了书面意见：“城市建设志或城

乡建设志，应当反映城市的逻辑发展。我认为骨架应当是城市规划、房屋建筑和基础设施，

这是城市发展的逻辑性，也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然性。《常州城市建设志》的目录，显然

有一块写得不明显，这就是房屋建筑。房屋建筑虽散于各章，但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到这

个重点。”常州市和建委的领导很重视这个意见。在最后修改定稿时，增加了“城市建筑，，一

章，设民居、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城市雕塑等六节。这样，连同原

有的“居住小区”、“旧城改建”等章节内容，就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城市建设的宏伟成就，就使

这座城市的整体的面貌和艺术形象，展现在读者眼前。弥补了原有的不足。

二、文化特色鲜明。

常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常州城市建设志》提到的从春秋、唐、宋、明、清至民

国、当代，有历史名人110多人。北宋大观三年，一科三百名进士，常州人有53人。自唐

开科举至清代，常州共有状元9名，进士1519名，确是人才辈出。此志，注意从多方面记

述，充分反映这一古城的人文盛况，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宣传教

育很有意义。

此志对名人故居的记述比较具体，注意故居主人的生平史迹，注意其文化内涵。如对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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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不仅记其生平，并收入赵翼《论诗》篇：“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使广为流传的佳旬再现志书，能够引人阅读。

在《古城沧桑·人文古迹》中记入的名人故居有：瞿秋白故居，张太雷故居，恽代英住

地，苏东坡终老地遗址——藤花旧馆，唐荆川故居，孙慎修，孙星衍故居，洪亮吉故居，赵

翼故居，黄仲则故居，汤贻芬故居，盛宣怀故居，李伯元故居，赵元任故居，史良故居，吕

思勉故居等16处。

在《城市建筑·民居》中记入的有：庄氏济善堂，管氏楠木厅，传胪第，吴氏中丞第，

恽鸿仪宅院，徐燮庭院，盛氏庭院，杨氏雕花楼，松筠小筑等10处。

在《城市建筑·纪念性建筑》中记入有：季子祠，舣舟亭，藤花旧馆，瞿秋白故居纪念

馆，张太雷故居纪念馆，恽南田纪念馆，段玉裁纪念馆，华罗庚纪念馆等12处。

仅以上三部分，以人物为主体的建筑即有38处。近年来，适应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

各地对名人故居、名人故里、名人碑刻，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这部志书突出了这一重点，

意义深远，对常州市充分利用人文资源优势，扩大改革开放，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专记"一章，史料可贵。

此志设“专记’’一章，将一部分有价值的史料收录其中，起到钩沉辑佚的作用，而且增强

了志书的知识性、可读性。如“城市建设之最，，即是。特别是最后增补的“建筑工业化试点”和

“盛宣怀与房地产”两部分很有意义。

1975年，常州建筑工程公司在国家建委和省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从设计构件标准化入

手，探索单层工业厂房建筑结构改革。1977年经国家建委批准，常州市列为全国建筑工业

化试点城市之一，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这为以后常州市进行城市住宅小区综合开发，率先建

成花园新村小区，享誉全行业，是分不开的。

《盛宣怀与房地产》一文，不仅提供了盛宣怀有关房地产的重要史料，而且收录了光绪

十九年(1893)十月，慈禧皇太后颁发诏谕，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

产业的史实，并附有诏书的原文影印件。此事发生在日本吞并琉球‘(1879)之后14年，也

足以证明钓鱼台列屿并不是琉球的领土，而是中国的领土。这样的史料，非常珍贵，应予收

录。’

四、图表编目，便于检索。

此志在体例上的一个特色是：除一部分表格随文而出外，将一些带有综合性的单独列

目，序于“大事记"之后，共列出20多项统计表。这一做法的好处是：便于分析归类，便于
检索应用，也便于版面设计。

这部志书确实有其特色，但不可能尽善尽美。题名“内涵深蕴，文辞流畅，，不只是评价语
言，而是表达对志书质量的一个追求，愿参与修志者共勉。

简要题记，以滤贺《常州城市建设志》出版。

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主任袁镜身

副主任兼秘书长王弗

1993年7月3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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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El层次横排纵

述，纵横结合。章下设无题序；节以横为主，图、表随文而出，重要者集中收录。

4．历史纪年，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日)以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此后

采用公元纪年。

5．述及的地域范围，以市区为主，兼及全市。城区指建成区域，市区为城区加郊区，

全市含武进县、金坛县、溧阳市。

6．除引文外，一般采用语体文，文中数字除习惯或专用术语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计量单位除照顾历史习惯外均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地名以标准地名为准，旧地名首次出现时

加括号注出标准地名。

7．所述城市建设行业以常州市建设委员会(城市建设局、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下

同)所属单位为主，尽量述及相关行业。城建系统，限指建设委员会、房地产管理局、规划

局、园林局、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常州公司、各区建设局及所属单位。

8．单位负责人收录范围：城建局、建委机关为副科长以上干部；直属单位为正职领

导；归口单位为二级局副职以上领导。

9．“人物·荣誉录"收录范围：知名人士为曾对常州城市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已故人

物；善举人物为热心常州城市建设事业，并作过较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荣誉录为市级以上先

进集体、劳动模范及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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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位于江苏省南部、沪宁铁路中段，南濒太湖，北枕长江，西毗茅山丘陵，东连苏杭

平原，中贯京杭大运河。这里属北亚热带季风区，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摄氏

15度左右。河流纵横，交通便利，水，陆、空运输齐备。地理环境优越。1990年全市下辖

4区(天宁、钟楼、戚墅堰、郊区)、l市(溧阳市)、2县(武进，金坛县)；全市面积4375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187平方公里；全市人口324．85万人，其中市区66．77万人(非农业

人口53．15万人)，已步入大城市的行列。

常州古城，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常州的先民已在戚墅堰圩墩村

建立原始村落，此后在今青龙乡潘家塘、丁堰镇果园、郑陆乡寺墩，横林镇青墩，五星乡新

岗、湖塘镇金鸡墩等地繁衍生息。公元前547年，吴王余祭封胞弟季札于延陵邑，常州及其

附近地区始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名称，距今也有2500多年了。及至秦初和西晋，常州置延陵

县、毗陵郡，并于西晋太康年间构筑内子城，是历代郡、府、县行政中心，成为城市发展的

一个重要条件。常州建城虽早，但经济兴起落后于中原，历经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近800年

的开发，三国时期的东吴又集男女数万人屯田70余年，直至两晋之交，这里仍然“地广人

稀”、“火耕水耨"，在漫长的岁月中，所建城邑几经兴废，发展十分缓慢。

西晋末年永嘉大乱，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中原文明对常州的开发影响颇大，此后近300

年问，城区规模有所扩展，城池建筑获得初步发展。具有较高建筑技术水平的仁育桥、新坊

桥等单孔石拱桥相继建成。隋朝初年，始用“常州’’之名，由于经济的发展，常州成为江南商

业贸易和纺织业的中心之一。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更成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

． 交通中心，城市渐趋繁华，引起朝廷注目，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各地农民起义烽火迭起的情

况下，选择常州为其南逃避难之所，集结数万人，耗费巨资，在城东南夏城桥大兴土木，营

建毗陵宫，拥有凉殿、宫殿20座，华丽胜过洛阳西苑，为常州建设史上一大奇观，惜后来

毁于兵乱。

唐宋年问，常州已是国内产米中心、财赋重地之一，城市建设相应发展。除民用建筑

外，随着梳篦、丝织等手工业的发展，还设立织罗务、窑务，造船场，药局，杂造局及织

造、织锦户等各类作坊，大批漕米赋税、山泽百货在此集散转运，形成各类市场，时称“草

市，，，后河开浚，两岸商店密集而成闹市。随着驿运的兴盛，毗陵驿成为全国较大驿站之

一。元丰桥、弋桥等桥梁也相继修建。从892年至935年，常州重建内子城，增筑外子城及

罗城，建成区由最初在老体育场大观路一带，从北向南、向东延伸，相应建成广化、通吴

(水门)等桥梁和一批道路。反映宗教文化的天宁寺、太平寺与文笔塔、荐福寺与红梅阁等

建筑在唐宋年间先后矗立，宏伟壮观；常州最早的府学、县学也相继落成。然而，南宋末

年，元兵屠城，相传城内仅存数人，兴盛一时的城市毁于一旦。元代诗人周权《舟过毗陵》

诗曰：“数家烟火自成邻，寂寞荒祠野水滨，坏屋有基余瓦砾，古坟无主自荆榛。”正是当时凄

Z



惨破败场景的真实写照。

元代以后，常州经济复苏，明代时已经成为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33个城市之一。明

清时期，城内商业贸易区向南大街、双桂坊、西瀛里、篦箕巷、米市河、豆市河等地扩展。

豆、木、钱、典等商业设施渐成规模，西仓、东仓、政成、文亨、德安、惠济、兴隆等一批

较大桥梁陆续新建。城市园林得到较大发展，青山庄、近园、意园、约园等私人花园相继建

成，其中青山庄，全盛时面积逾百卣，在我国东南一带颇孚盛名。

20世纪初开始，常州的近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常州由手工业、商业城市向纺

织、食品、机械等加工工业城市演变，力¨速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前

后，电报、电话、医院、消防、自来水、路灯、电厂、清道事业、公园、公共体育场、影剧

院、图书馆、人力车、汽车公司、轮船码头、沪宁铁路及常州火车站等相继创设和建造，开

通武宜、武丹、镇澄、武溧、武青等对外公路，修建新丰街、怀德路、博爱路、东西横街等

市区主干道，发展全石路面及钢筋混凝土桥梁。与此同时，城市管理工作开始纳入议事日

程，清代由县署、“工房”兼管，清宣统二年(1910)起先后设立武进市自治公所议事会、董

事会、公益事务所、路工事务所等民办机构，民国15年(1926)建立官方机构武进县实业

科，后来改名建设局。民国时期，制订了常州历史上最早的城市规划管理法规《道路改良办

法》和“东北、西南新市区规划》。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地方财力拮据，私

有经济势单力薄，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文化侵略，使常州难以进行规模较大的建设。特别

是民国26年，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和军队的烧杀，使常州到处断墙残垣，尸体横陈，

浓烟灰烬飘出数十里外，成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1949年，城市建成区面积6．6平方公

里，住宅154万平方米，95％以上为棚户及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屋，公共建筑寥寥无几，极少

有四层以上建筑；道路以土路、条石路、碎石路为主，桥梁破旧狭窄，市政设施和公用事业

残缺不全，城市布局零乱分散，城建工人深受剥削和歧视，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挣扎。

千载烟波，万代沧桑。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古城终于获得新生。市人民政府成

立后即设置建设科，不久改为建设局，其相应的城建各类机构清洁管理所、公营建筑公司、

自来水公司、房地产管理处、园林管理所、市政工程队等也相继组建。城建系统的工人和资

方代表应邀出席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国是和市政建设大事，广大职工成为国家主人。伴

随常州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建设进入历史新阶段。

1949年至1957年，在城市建设“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指引下，

对城市基础设施加强维修养护、逐步填平补齐，增强了城市的服务功能。为形成市内交通骨

架，拓宽改建文化宫至自家桥(今政成桥)狭窄的条石型黄包车道，打通东西干道；填没玉

梅河，拆除观子巷，拓建和平路，开通南北干道；又向城外开通常焦公路，相应改建18座

桥梁；新辟4条公共汽车线路；建成两个自来水厂、两个最早的居民新村以及人民体育场、

百货大楼、工人文化宫、红星剧院；拆除年久失修、妨碍交通的城墙，用墙砖铺筑道路、建

造房屋；城建部门制订常州历史上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对合理建设城市起了积极作用。

1957年建成区达12．64平方公里，将近1949年的两倍。

1958年至1965年，城市布局初具规模。从1958年起，工厂企业向西沿常新路、向北

过铁路、向东至常戚路丁堰一带布局，在“以钢为纲，带动城市建设齐跃进"的口号下，修筑

关河路、新市路，铺筑一批沥青马路，市区也拉开架势。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不

得不超负荷运转，瞎指挥风造成城市布局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尤其常州化工厂设于城市主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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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上方，实为一大失策。1961年常州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

整工业布局，停建缓建185个基本建设项目，城建系统在困难的条件下，努力为生产和人民

生活服务，搞好维修养护，加强城市管理，适当进行一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至1965年，

公交线路增至7条，新建和扩建3座水厂；在小营前筑成常州第一条宽30米的大道，又将

宽3米的劳动东路拓建成环城干道，拆除市区石、木结构桥，改为钢筋混凝土桥，提高承载

能力；扩建红梅公园；城建工业和专业技术教育也相应发展。基本形成机械工业在西北，电

子、纺织工业在东南，化学工业在城北，冶金工业在城东的城市布局，建成区面积发展到

22平方公里。

1966年至1976年，城市建设在曲折中发展。1966年后期，常州社会秩序日益混乱，

1967年连续发生全市性大规模武斗，城市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城建职工分裂成两大

派，“停产闹革命"，生产指挥系统失灵。1968年城建系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生产秩序逐步

恢复。广大城建职工努力抵制无政府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围绕常州工业生产“一条

龙"协作的需要，先后建成石油化工厂等重大生产性项目，新建跨运河双曲拱立交桥东方红

大桥(今朝阳桥)，修筑新闸至拖拉机厂专用道路，普及沥青路面和混凝土路面，建成兰陵

平面交叉、常焦铁路立交，建造兰陵饭店、物资大楼等临街高7层的建筑。第一座“6l"型焦

炉和炼焦制气厂建成投产，为发展城市煤气打下基础。与此同时，环卫、市政、路灯等部门

的施工，管理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手工操作的落后状况有了改变。1975年国家城建总局

《关于常州工业发展，带动城市建设的调查》，对常州的建设给予较高的评价。然而，由于化

学工业在南北布点之后，又向城东延伸，工业区与生活区呈犬牙交错状态；片面强调“先生

产，后生活”，城市建设专项经费大量挪作他用，仅建设石油化工厂就挪用近400万元，公

园绿地被任意侵占，道路狭窄，水源枯竭，住房拥挤，基础设施欠债过多，严重影响城市正

常运行和城市功能的发挥。

1977年至1990年，常州进入了大规模建设阶段。特别是1979年后，常州进行工业布

局调整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1985年成为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00亿元的全国17个城市

之一，市区全年用于城市建设(不含住宅)的经费达5673万元，1990年达647l万元。旧

城改造步伐加快，城市面貌迅速改观，并在近郊形成东、南、西、北，东北5个生活区，

1990年建成区面积发展到39平方公里，1992年建成区52．53平方公里。中心城市综合服务

功能明显增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城市规划与管理走上正轨。在“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方针的指引下，从1978年6

月开始，组织力量编制《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经过广泛讨论、修改、会审，1984年4月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下达。1986～1989年完成城市总体规划充实调整方案，1990年3月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还编制了沿江(长江)发展新区、市中心分区、戚墅堰分区、城北

分区等规划以及住宅小区、旧街坊改造、城北工业村等详细规划。1977～1990年市革委

会、市人民政府先后就建筑管理、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征用土地、试行补贴出售住宅、房屋

拆迁、治理污染、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发布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且成立城市管理办公

室，开展综合治理，使城市管理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在城市规划指导下，加快旧城改造步

伐，积极向北发展，开发江边，建设城北工业新区，并且加强集镇建设，形成城镇体系，促

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

市政设施明显改善。从1978年起，首批建成新丰街、和平路等三块板道路，实行快、

3



慢车道分流。此后拓建丽华路、312国道等一批道路和政成桥、朝阳桥、文化宫广场、火车

站广场，开展沪宁铁路复线常州段，青龙港、民航常州站的建设和大运河整治，提高常州的

开放程度。特别是1987年10月至1989年6月拓建廷陵西路，使市中心的面貌焕然一新。

此外，开辟兰园、圩墩、蔷薇、芦墅等公园和常春园，扩建舣舟亭公园，扩大绿地面积，广

种市树市花，设置机械化垃圾中转站、生活污水处理厂，对环境污染进行监测防治，市区建

成41．3平方公里烟尘控制区，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公用事业逐步配套。从1980年起，国家、省、市共同投资2085万元，建设长江引水一

期工程，1984年11月投产，为城市开辟了新的水源，市公共自来水供水能力达每天14．94

万吨，1990年最高日供水量达25．14万吨；长江引水二期工程于1989年正式开工。1977年

和1980年创办民用液化石油气、管道煤气事业，此后新建水煤气发生炉和2个大型煤气

柜。1990年管道煤气及液化石油气用户共89860户，城区气化率49．73％。同年，公交线路

增至18条，平均客运量每天9482．7万人次，万人平均占有车辆4．3标台，并且拥有一批出

租汽车。商业服务设施和教科文卫设施也迅速发展。结合城市改造，建成主楼17层(局部

18层)的常州大酒店等一批高层建筑，新建江苏化工学院、工业技术学院、中医院、妇产

医院、第三人民医院、体育馆和江南春宾馆，高144．7米的电视发射塔投入使用。

综合开发硕果累累。常州市改革建筑业管理体制，先后组建建筑总公司、城市改造办公

室、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吸引乡村建筑队伍进城，逐步形成以全民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

并存，实行教育科研、规划设计、建筑安装、建材生产、物资供应“五位一体"的管理体制。

1981年首先在花园新村实行综合开发，贯彻统一征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统一配套、统一管理的“六统一”建设方针，各部门、各行业、各区域协同作战，进行社会化

的大生产，不到一年，一个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生活方便的居民

新村建成并交付使用。此后，又大体以每年一个新村的速度进行建设，改变了分散落后的小

生产方式，拓宽了城市建设的新路数、新视野，在国内外引起反响，国家城建总局为此在常

州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1983年后，还进行建筑施工和设计的招标、投标，招标对象发展

到全国，增强常州建筑业的活力。市区形成30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清潭、劳动新村和其它

规模较大的居民新村，清潭三村工程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同时，在旧城区改建斜桥

巷，北直街等住宅区。在实行公房分配制度同时，补贴出售了一批商品房。人均居住面积在

基数较低的情况下，提高到1990年的6．9平方米，在全省1 1个城市中名列第三。

城建队伍日益壮大。1983年市城建局和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合并成立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后改为建设委员会。至1990年城建行业有一级局建制的市房地产管理局、中国房地产

开发总公司常州公司、建筑总公司以及二级局建制的规划局、园林局，建委直属单位、代管

单位23个，职工10510人(含规划、园林局)。还有各县(市)、区的城建队伍，从而成为

一大产业在常州崛起。

常州的城市建设成就卓著，但并非尽如人意，一系列十分突出而又日益紧迫的问题，摆

在城市工作者面前。城市布局不尽合理，工业区与生活区犬牙交错的状况依然存在，主导风

向上方建成的一些化工厂、冶炼厂留下了后遗症；道路狭窄、交通拥挤的问题远未解决，主

干道平均宽度仅13～14米，有的功能不明，人车混杂，还出现新的卡口、堵头，交通事故

频仍；住房紧张的矛盾依然突出，城市供水矛盾很大，对地下水过量开采，造成地面沉降；

城市绿地少，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仅17．3％，城市环境特别是大气和水体仍受到各种污染的

4



威胁；城市建设管理体制和行业结构组合中还有不少弊端，道路的建设与管理脱节，城建行

业提供的劳务与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不但增加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而且压抑了城建企

业的活力；城建职工的文化水平偏低，技术人员偏少，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不高，手工操作

仍然是生产的主要方式。

一部常州城的建设史，既有古老深沉的昨天，又有奋发向上的今天，更有令人僮憬的明

天。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常州将控制东西、发展南北，重点向北、开发江边，以中心城市

——．县城(小城市)，工业卫星镇——中心城镇——乡镇组成四个层次结构的市域城镇体
系，使以轻纺、机电为主的工业城市、苏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常州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到本世纪末，常州将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先进，布局合理，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
· 现代化工业城市。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常州城建系统的广大干部群众肩负着重要使命，

他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知往鉴来，扬长避短，锐意改革，勤奋劳动，把

古老的常州装扮得更加美好，告慰于前人，造福于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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