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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广东省

巢德辛别戡多辽谈意·
英德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编

中固也筑工业出 杜



借鉴过去，激励未来。《英德市城乡建设志》在中共英德市委，市政府和市方志办公室

钓关怀下，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指导，经过市建设委员会的精心编纂，终于成书出版，从而

把英德市城乡建设事业载入了史册，成为英德新志的重要一页，也是《广东省城乡建设志》

豹一员。我们由衷地表示热烈的祝贺。

英德市历史悠久，是粤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城镇，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交通方便，城镇

建设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旧的英德受战乱之苦，经济衰退，城镇破败，到1949年新中国

建立的前夕，城镇规模甚小，城镇人口不多，城区面积不大，房屋破旧，街道狭窄，市政公

用设施缺乏或简陋。1949年后，城镇建设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旧城改造或新城建设，都先行

规划设计，然后按计划建设。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英德城乡生产发展，

经济繁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已有一定规模。今日英德，楼房林立，

道路平整，绿树成荫，环境清洁，饮水卫生，市容面貌日新月异，在城西南近十公里处，还

新开辟大型溶洞宝晶宫风景区，成了粤北一景。英德城乡建设方兴未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社会经济的发达，城乡建设将会取得飞跃的发展，也必将受到关心英德发展的海内外人士

的欢迎。

，《英德市城乡建设志》不溢美，不饰过，以略古详今的手法，真实而系统地记述英德城

乡建设走过的道路，她集区域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对了解英德城乡建设的历史，探索其工作规律，促进其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将有所裨益，侠

人借鉴，为今后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参考资料，也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建设部建设系统专业志指导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城乡建设志》副主编
伦永谦

199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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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市城乡建设志》是英德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编纂的部门专业志。编纂中涉及到的不：

少具体问题，全国各地至今还各有见解，甚至存有争议。因此，本志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大胆的摸索。现在奉献出来，还很不成熟，存在不少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甚至难免

有偏颇或失误。在此，希望读者和修志界的专家、学者们见谅，并不吝赐教指正。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纵贯古今，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万的原则，并注意到志书盼

独特体例，努力以矗记，志，传、图、表、录黟等方式，去反映英德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

状。使历史上重大的兴衰起伏，兴废变迁的脉络，当代建设的规模，风貌，以及比较有价值

留给后人的科学技术资料，数据，都有一席位置加以记载。使它能对建设管理工作者提供一
定的参考，能为广大读者奉献较为丰富的信息，资料，能使旅居外地人士和海外侨胞，通过

它窥见到家乡的旧貌、新颜，并可以提供筹划或实施投资建设方案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为

他们热心支持家乡建设搭桥铺路。此外，本志还努力搜集记载了一批当地知名人物的宅居情

况和历史，还记载了港、澳、台，侨胞及老领导支持英德建设的业绩等。希望通过它能起劲

沟通，呼唤千千万万乡亲热爱，支持家乡建设的纯朴挚情，为把山河峻秀，资源丰富的英德

城乡建设得更美好而奉献出各自的力量。

这部专志，从1988年4月开始筹备编修，历时三年有余。工作过程中，碰到过这样那样

的困难。由于建委和编写领导小组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领导小组原副县长刘振宏等四

位顾问的时时关心，大力支持，组长吴锦发，副组长林绮文的直接支持帮助，老同志集思广

益，办公室同志共同努力，也由于各乡镇、各有关单位如城建办，环保局，自来水公司、房

管局等同心同德，提供了一大批重要资料、数据，特别是县房管局大力支持收集乡镇资料，

才编纂成这个专业志。至此，作为编者，似有如释重负和无愧于后代子孙的自慰心情。

这里，值得重笔一提的是，我们在搜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有机会聆听过苏州大学吴奈夫

副教授等专家、学者的专题授课，其精辟教谕为我们指示津途，在此谨表衷心的谢忱。其次，荚

德市志编写办公室的领导和同志，经常指导帮助，与我们交换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修志是不朽的盛事。以上介绍的诸位领导，教授、学者及同志们，他们付出过不少心血

和辛劳，其情操、风范和严谨修志的精神境界，定会垂示景仰后人。特此谨记。

本志于1991年12月完成编修工作，在正式出版前，1994年1月国务院批准英德撤县设市，

1994年3月28日挂牌，宣告英德县改为英德市，本志遂由《英德县城乡建设志》更名为‘典
德市城乡建设志》。鉴于英德市所辖区域与原英德县一致，加之时间仓促，故目录和正文中仍

一概以英德县称谓，未作改动，谨此说明。 199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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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遵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编纂，力求全面反

映本市城乡建设的环境资源和历史发展基本面貌，提供便于查考和实用的系统资料，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体例。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横排竖写，要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努力

·创新，贯彻搿存真求实一，力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融合统一，体现时代特色、地方

特色、行业特色。文体除引用《旧志》原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风严谨，

朴实，简明，通俗。篇目结构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体裁为记、志，传，图、表，录六

：种，分别用于各类系列之中。

三、时间断限。上限不断，个别史实上溯至秦末、西汉l下限至初稿写成的1991年。以

详今略古，古为今用，服务当代为原则。

四，称谓。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等，均依当时历史习惯称

砰。纪年均注明公元。简称如搿县政府帮，搿建国前"，F建国后一，《道光志》等，均在

首见时以全称出现，并注明以下简称的称谓。

五，人物入志。以原籍本市为主，兼顾主要活动和业绩在本市者，以“生不立传"为原

则。业绩显著的今人，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归附于节、目之中。

六、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重量的担、斤、两为司马秤’长度的丈、尺，寸

为鲁班尺，容量的石、斗、升等均为旧制。今制重量为吨，公斤，长度为米、分米、厘米，

容量为立方米、立方分米，面积为亩、平方米等。

七，本志所用资料，一律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事记

秦末(公元前206年)，赵佗筑万人城于连江I：I西岸。‘元和志’谓其欲据岭南，以图

进取·

汉高帝(公元前206"-"前196年)，置含涯，正阳(<广东省通志》)。《后汉书》称。

搿含涯，浈阳，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一《旧志》称： “古有浈阳故城，今谯楼

砖石皆有‘浈阳’县字。"

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置衡州、阳山郡。衡州故城在含洗县(镇)西三十步。阳山

郡故城在浈阳西二里大庆山。

唐成通间(公元860-v873年)，建搿舍利塔万于含洗。相传为“仙人万构造，一夕而

威。

南汉乾和五年(公元921年)，置英州城于大庆山，称县治之东置州。

宋 代

景德初(1006年)州守王仲达于南山涵晖谷建宣圣祠。为学者讲习宴息之所。开英德教

育设施建设之先河。 ’

庆历四年(1044年)建学富于大庆山。始置教授。

熙宁年间(1068一'1077年)，郡守何智茂，以石代木，建双拱式英城“何公桥"。

嘉祜六年(1061年)转运使荣湮修浈阳峡桥路。‘‘浈阳峡、大庙峡南望广之涉头60里，

峻岭崭屹，石壁上空，上下绝路，因栈险为道，凿崖横梁，穴石立柱，翼椽敷板，卫以长

栏。由峡下清远趋广州，行旅称便。刀

明

元末明初(1368年)县署、学宫、西关何公桥民居和有搿小金陵黟之称的龙颈街市等，

废于兵战。浈阳古城仅存80余丈。

洪武二年(1369年)县丞曹观鼎新创建县署。

天顺五年(1461年)知县杜宥重修英德城。周围1里有奇，凡388丈，高1丈2尺。

弘治十年丁己冬(1497年)，兵备佥事袁庆祥筑新城于大庆山。己圯，今仍有“新城

周静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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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靖三十二年(1553年)知县谌廷诏，

明代中n-l-嘉靖以后(1522．'--'1644年)，

为一代风貌的代表。

修葺县署，以成搿井井堂堂者也"。

县城书院、公祠等建设蔚然成风。桃溪书院园林

天启问(1621"-'1627年)， “为壮邑形势黟，邓允燧等募建英城南岸文峰塔。

清 代

顺治问(1644"-．'1661年)，知县杨柱臣在县治西关至何公桥，捐俸重辟草莱，招民复

。业。因该地搿明季兵燹(战火)，几等蚯墟。打

康熙九年(1670年)，知县张斗在县城龙颈街(东关街)，搿次第招集商民，各给工本、

起创铺匿。力因该地F明季兵燹后，片瓦无存。弦

嘉庆十九年(1814年)，县学宫从宋庆历四年开始，经宋、元、明三个朝代历770年，其

间在大庆山与县城登云街两址，经8次搬迁，最后由知县周本荫董成其事，落定于登云街，邸

今县一小。

民 国

乙卯年(1915年)洪水，英城水位空前，达37．03米，全城淹没，损失数十万元。

民国10年(1921年)，英城大火，几百间商铺幸存无多。

民国21年(1932年)筑英(德)含(洗)公路。

民国23年(1934年)，英德城分期建街道水泥路。在观洲坝，即帽子峰沿江一带建成简

易飞机场(军用)。

1938"-'1942年，日本侵略军飞机数次轰炸英城。商铺、居民惨遭其害，百分之八十店铺

被炸毁。

1939年日寇进逼，英城沦陷，时国民政府县长李辉南等战斗中牺牲。人民损失惨重，以

黎溪尤最。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地方游击部队的配合下，解放了英德

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中共英德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于旧署址成立开展工

作。1950年底县开始土地改革。翌年，中共英德县委员会和县土地改革委员会，迁电街51号

， “四方楼"(原“基督教堂刀)，领导全县开展土地改革。开始了城乡建设的新时期。

1950-'-．'1955年，成立国营建筑企业，初为建筑工会，1956年命名为英德县地方国营建筑

工程队。1962年下放转为县属集体企业——英德县建筑公司。

1951年，县人民政府开始改造旧城，拓宽街道，建设礼堂(电影院)，公用楼房，宿

舍。

。，1954年，县城居民开始用电照明。

1956年，英德县人民政府由南门口原县署旧址迁至电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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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0年，修建通往英东的百蹬石公路。 ，
‘

一

1961年，县人民政府在帽子峰(即原名龙山)建口英德革命烈士陵园’’。 ，

1962年，县人民政府为改变县城小木艇渡北江河的落后面貌，在英城航道段与东岸嘴之

间，架起了横江浮桥。 ，，
、

1963年，县城居民开始饮用自来水。

1967年3月，占地100亩的大湾飞机场(林业用)竣工投入使用。 。

1970年初，县城通往全县各公社的公路相继建成通车。 ．

1971年1月20El，北江英德人民大桥建成通车，大大改善了英德县城交通，对英城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
‘

1972年，英德县化肥厂(磷肥厂)迁往县城西南3公里的马鞍山和黄牛岭。开始拓建新

城。

1973年，县城成立绿化队，专职管理县城绿化工作。； ．

1974年，农机二厂、邮电局，汽车站，商业局，粮食局、供销总社等单位及一批商店，

相继在新城建成。新城面貌日新月异。

1981年，县旅游公司投资开发城南燕子岩地下溶洞“宝晶宫蔑。1984年开放接待游客。

1983年，县人民政府拨款十多万元，修葺南山名胜。

1984年，新城和平路与桥西路交汇口的大型综合性商业设施——中心商场开业。

同年4月，英德县基建局，环保办公室合并成立英德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lO月，城乡。

建设环境保护局升格为英德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立和健全城乡建设办公室、设计室，征地

办公室、房地产建设开发公司，建安公司。

1985年，城区大搞绿化。

同年，含洗镇修建街市混凝土马路，市场、自来水．

同年，英德新城富强路建成连片商品房出售投入使用。

同年，英德新城大建城区马路，46米宽的桥西路和1500米长沟通新，旧城的和平路改造

工程先后动工。

同年，由县人民政府主持，以建委、城建办为主，组织有关单位和专业人员，经过认真

细致的工作，全面制订英城十五年建设总体规划。经县，市研究批准，1986年开始实施。规

划确定，县城至2000年建设占地10．8平方公里，人口12万。

1966年，英城先后新建四座高级无害化公厕，开公厕装修水平胜厅堂的先例。

同年，英德县人民政府建成和平路县府办公楼，并迁入新址。

同年，英德县城投资2,50万元人民币，兴建日产2万立方米的自来水大口井。

1987年，新城占地1860平方米大型综合市场建成投入使用。

同年，英德县规模最大、设备领先的英州宾馆建成使用。

同年，作为全国女足球训练基地的英德县体育场，配套完备，全方位投入使用。

同年，首条地下敷设通讯、通电、通水等管道的46米宽、四车道、象征英德县城建设新

水平的桥西路，全面配套完工投入使用。

同年，占地12万多平方米的新英德中学建成，英中迁入新址。

同年冬，适应衡广复线通车占地6万平方米的英德火车站新站广场动工兴建。1 988年春

建成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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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县房地产建设开发公司占地1000多平方米，高8层、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的

——桥西大厦破土兴建。1989年建成出售，投入使用。

德县城被评为全省卫生先进文明城镇。

月，为确保县城十五年总体规划实施，使规划，建设，管理全面配套，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县人民政府在县城试行《市政管理规定’。翌年，经修改，报县人大八届

-t--／k次会议通过，全面执行‘英德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市政管理的具体规定>。

同年，荚德县设备领先，综合用途的新城影剧院建成使用。

1 989年，英城通往清远，广州的西牛大桥动工兴建，1991年底竣工验收。

同年，英城教育东路占地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的新英德县人民医院动工兴

建。1991年主体工程竣工。

1 986一-1990年，英德县城先后五次被评为省，市文明先进城镇。1990年被评为全省十二

令规_疑I、建设，管理先进县城之一。

1991年冬，县委，县人民政府分别发文，成立口银英公路"(原京广铁路银盏均至英德

路段改建为公路)英德路段工程指挥部、东岸综合区指挥部，并预征东岸综合区二平方公里

土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出让、统一开发、统一管理。英城建设步伐加快。

1 992年，银英公路正式通车。

1993年底，新开发了口东岸"综合区和搿城北一工业区，新城建设继续向西扩展，全城
面积达到10．6平方公里。

1 994年1月，国务院批准英德撤县设市，并于1994年3月28日正式挂牌。英德县改为英德

市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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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县，古称浈阳，含涯，位于粤北山区。处东经112045716，，～113。5577¨，北纬

-"23950 732"～24。3377，，之间。属南岭山脉东南支脉的山区丘陵地带。东西宽118．4公里，南

．北袤77．3公里。总面积5777平方公里。大、小北江迳流县境汇合。

《道光志》引明代《修城记》称；“韶之英德，先有城。力口今谯楼砖石，皆有浈阳县

‘字。力但溃阳古城建于何时，没有明文记载。而按称谓推论，则可上溯到口武帝平之纾的年

t代，即公元前110年左右。南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一在渍阳县置阳山郡，故城在汝

i阳西2里大庆山，即当时在二里之内，有郡，县两级城池屹立在望。同年，含涯城西，也置

．衡州城，又是州、县城池毗邻一地。此外，英德城附近在南汉建过“英州城打，明代于大庆

．山之东，建过丘新城"。含洗在晋代建过“白鹿城"，还有年代无考的“五婆城黟等。

到了宋朝，建设领域有所扩展。景德初(1006年)(英)州守王仲达于南山涵晖谷建宣

—圣祠，<道光志》称其：矗像、殿、斋、卢之外，复立二亭i一阎、一堂，一院，以为学者

讲习宴息之所。纾开始有了教育设施的建设。庆历四年(1044年)，正式在大庆山建立有一定

：规模的学宫，并置教授。此外，宋代还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桥路建设。如浈阳、大庙峡栈道，

·何公桥等。

元末明初，英德县成为改朝换代不可忽视的较大战场。兵荒之后，满目疮夷，一派悲

：凉。‘道光志>载，有s “县署元末兵毁黟。搿古城(浈阳古城)毁于明初，仅存80余丈”。

口学宫元末兵毁一。“东关旧名龙颈市，商民不啻千烟，兵燹后，片瓦无存。芹“县治西关

：至何公桥几等废墟打。“明初地无居人，令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哀鸿遍野，满目悲

谅l

明朝统一天下后，明太祖朱元璋4洪武二年(1369年)，县丞曹观鼎新重建县署”。天顺5年

(1461年)，知县杜宥重修英德城，建成搿城周1里有奇，凡388丈-高1丈2尺。"明代中叶嘉

_靖前后(1521年)，县城、县署、学宫，书院，公祠，寺院等，都有较多的修葺、新建。以

“壮邑形势"为出发点，现在还保存完好的江南搿文峰塔"，就是明代天启年间建造的。同

：H于，英德县城自第建有一批所谓“敬老亲民力的“寅(敬)宾馆’’，明化寺“公馆"，南山

口众乐亭黟，口步月台"和极为雅致清幽的搿桃溪书院纾园林。这些建筑设施与工艺风格，

无一不体现封建统治者们为经略荚德所下的口本钱"与匠心。

英德县学宫，自宋庆历四年在大庆山建立直到清嘉庆十年(1814年)，经历4个朝代，770

年的时间，在与县城登云街之间，来回八次搬迁。最后落定登云街，规模不小。雕梁画栋，

石柱石栏，飞檐琉璃、匠工精细，工艺风格与祖国中原同出一宗。清朝还有一件较大、较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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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的建设，就是进一步修建浈阳，大庙峡桥路，除此，其余建设较明显地逊色于明代。究其

原因，《英德县续志》(宣统年版)所提供的两方面因素，恐怕不容忽视s一是清代自道光

十九年以后，直到晚清宣统的64年间，英德县境内，。匪”祸连年不断。19世纪50年代咸丰时

尤见剧烈，其中牵动州府，省派兵会剿的就有12次。最严重的是咸丰四年，县城陷于敌手，

“敌踞城放囚，骚扰四乡，焚劫甚惨，人民避居山寨，十室九空。黟县境内出现过号称拥众

数万，称帅封侯，设厂收税的“匪万众。由于官府连年征剿，民不堪命，加上同治以后，吏：

治更日益腐败不堪。其时“县署差役奉票下乡恶等狼虎”。清代至此山河日下，民不聊生，

“何言建设一呢?

1949年lo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英德县，建立人民民主专攻

的人民政权。50年代初，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城镇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历届中共英德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林名勋，

李冲、陈仁畿、王仕英、陈瑕瓒、李凌冰等的领导下，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针对英德县城

仅有二三百间，二三层高的砖瓦店铺，民居简陋星散，街巷狭窄、阴暗潮湿的状况，大力扩

宽街道，修建各种公用建筑设施，如电影院及一大批办公楼，干部、居民住宅等。并逐步解

决居民用电照明，饮用自来水等问题，架设浮桥取代原始落后的小木艇渡江。全县农村，圩

镇楼房，桥路，市场也一批批陆续兴建，并涌现出一批新圩场。新社会、新面貌，人民安居

乐业，喜气洋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毛主席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l糟

成为妇孺皆唱的风行歌谣。

因为旧城地处临江，每当洪水泛滥，全城竟成“泽国"。县人民政府从1950年起就曾组

织有关人员研究选择新城址，经过反复查勘和对比论证，最后选定在旧城西北面的荒坡丘陵

地扩建新城。1971年在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庆贵等的主持下，建成了通水，通车两用的英德

人民大桥。大大地改善了县城交通的落后面貌。由此，新城建设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至

70年代中期，新城已初成街市。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城建设

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改善县城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发挥城市多功能

作用，1985年冬，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结合原有规划基础和今后环境保护的措施与安排，

全面充实制订了十五年总体规划。随后于1986年经县人大通过、韶关市人民政府批准，开始

正式实施。县城建设从此纳入有计划、有步骤的科学发展轨道。1987年，县引进外资破土兴

建占地6万平方米的衡广复线英德火车站广场I在断冈山东面大北江建设日产2万立方米水的

自来水大口井。城区建成了混凝土骨干马路网络。其中宽度30米以上的有桥西路，和平路，

建设路、富强路、利民路、峰光路，教育路等，总长达19895米。马路两旁遍布陆续兴建的

机关单位，商店以及各种商业性的旅游和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临街楼宇安排五层以上。马

路设排水渠，绿化带，分开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并设有方向岛、街心花园、雕

塑、新式路灯，交通规则指示牌，自动装卸垃圾桶。规划建设与管理步入法治轨道。建成使

用的较大单项工程，有和平路的英德县人民政府，新城中学，影剧院、体育场、人民医院f1

诊部，工会(包括工人文化宫)、邮电大楼，建设路的供电大楼，粮食局，教育路的英德中

学，新城小学和正在建设的英德人民医院；利民路的广播电视大楼、发射塔，百花路的幼儿

院，连片住宅商品楼房，中医医院，农贸市场、英州宾馆，桥西路的烈士陵园，中国银行，

汽车站和桥西大厦。此外，还有分布各马路的停车场和4座高级无害化公厕。城郊的淀粉厂．

大理石板材厂，缫丝厂，水泥厂，化肥厂以及城南的南山风景名胜，燕子岩地下溶洞宝晶宫

2



-

：
，

眵

i
々

}
：

§

《
i

等旅游设施，也相继新建，扩建、修葺。1987年开通英德口岸，火车，汽车，轮船可以直接

通往香港，转I：I世界各地。至此，城区基础设施相应配套，公共设施不断完善。城区从解放
初占地仅0．6平方公里，人口7000余人，发展到占地5．4平方公里，人口5．6万。展望2000年，
瑛德县城将新添城西英德人民公园、城北北湖渡假村等大批设施，规划占地10．8平方公里，
．人口12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42年，特别是中共中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过10多年，英德县城

唧从过去的所谓口江城斗大"，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并以发展建材工业为主，同时发展

加工工业，旅游事业和体育事业的绿化、净化，美化又有一定潜力的新兴城市。1986年以
来，连续5年被评为省，市文明卫生、规划建设与管理先进城镇。其中1990年被评为全省规

捌建设与管理12个先进县城之一。全县各乡镇的建设事业也蒸蒸日上。

1992年银英公路通车，缩短了英德县城与广州市之间的公路距离，促进了英德县各项事

业的发展。1993年底，城区新开发了口东岸打综合区和拓城北打工业区，新城建设继续往西

扩展。至此，全城建城区面积达到10．6平方公里，人口达14余万，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

多亿元。1994年1月国务院批准英德撤县设市，并于1994年3月28日正式挂牌，英德县从此进

入英德市的新的历史阶段。
撤县建市，在英德城乡建设史上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们今天奉献给读者的实际上是

建市前的英德城乡建设历史。我们期待着将来能编撰出一部英德市城乡建设辉煌发展的新志

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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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

一、英德县城乡建设委员会

明清时期，县署有工司，工典二房设置。管理情况未详载。《道光志》“人物篇一之私

允燧(明代本县人，当过外地知县)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少尝读书城隍、虞夫人二庙僦

(虞夫人庙即西庙，又称西柯)。庙遭洪水，神像蓬楱。允燧慨然倡修，定为持募督工收支

三款，征募者原封交收支，收支者数目凭督工彼此稽核。知县江中龙是其议，委允燧总计

之。移公共建筑的管理记载不多。

民国8年(1919年)，县国民政府始设建设科，统管工，商，农业。民国36年(1947年>

‘县政导报》有关赶修英含公路的记载中称， “桥梁涵洞工程由县府测绘制图，会同本县建

设委员会招商投承。弦

1949年lo月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于同年11月改组旧机构，成立经建科，管理全县农业、

林业，水利，工商，交通和建设。

1953年8月，经建科易名农建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力，管理机构瘫痪。

1968年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内设建工组，管理全县建筑队伍，后改为建工科·

1969年建工科划归县工业工作站管理，设建工股。

1972年县革委会工业工作站分家，建工股划归工业局管理。

1973年为适应新城建设和管理，建工股划归县计委领导。

1974年3月，成立“英德县基本建设办公室"。主要职能是新城规划建设、建筑设计、

施工技术和公社、圩镇建筑队的业务，技术管理。仍隶属县计委领导。

1979年3月，经上级批准在基建办基础上成立。英德县基本建设局"，原由工业局领导

韵县建筑公司、财政局地财股有关房地产业务的机构和人员划归基建局。基建局由百花路原

址搬迁到利民路今址。

1984年4月，县基建局与县环境保护办公室合并，成立“英德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局万·

同年10月，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口英德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一。建委机关设人

秘，建工，房管三个科级组。属下有县环境保护办公室，县征地办公室，县城乡建设办公室

三个正科单位，还有县设计室．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县自来水公司、县房地产建设开发公

司等四个副科单位。



现在建委系统环保办，房管组已成立局，征地办1987年划归农委，成立国土局，房地产

开发公司于1989年升格为正科单位。

=、英德县城乡建设办公宣

1972年10月，中共英德县委员会成立城市规划小组。组长由县委副书记吴宝臣兼任。领

导小组成员，由县直各系统第一把手兼任。这是城建办的前身。由张玉华负责具体工作。

1973年正式开始进行县城建设规划。办公地点在县计委建工股。当时一套人马，两个牌

子。由建工股长程东明兼管。

1974年3月至1978年成立县基建办公室。黄冠雄，梁定敏负责具体工作。基建办副主任

程东明兼管。

1979年基建局成立。基建局设立城建办公室，由基建局副局长黄振球兼管并主持日常工

作。

1984年城建办升格为正科单位，单独办公，经济单独核算。陈应昌任主任。1986年下半

年增加l罗定成I任副主任。

1989年增加聘任雷少武为城建办副主任。1990年转干任命为副主任。

1990年7月，巫荣安任城建办副主任，主管全面工作。年底提升为主任。

三、英德县环境保护局

1981年7月，根据英府发(1981)102号《关于成立英德县环境保护办公室》的决定，成

立环保办，当时借防疫站18平方米房子正式办公。主任由副县长朱卓明兼任，副主任彭清藻

主持日常工作。

1982年底办公地址迁至县城建办二楼。1984年4月与县基建局合并成立矗英德县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局"，仍独立进行有关业务工作。1984年10月后，属建委系统，仍称“环境保护

办公室"·迁入峰光路自建办公，化验大楼。主任谭晃桂。

1987年6月，县环保办改为“英德县环境保护局劳，局长谭晃桂，副局长张凤英，冯万

芳。

1987年11月，成立矗英德县环境保护监测站一·为局属事业单位。环保局现设监理、规

划，财务三个股。县环境监测站设大气，水质，乡镇企业，饮食服务业四个监测管理组o

1990年环保局局长林家驹，副局长张凤英，冯万芳续任。

四、英德县房地产管理局

民国27年(1938年)以后，英德县政府逐步实施新县制，建立财政科，兼办房屋，土地

登记，核发房屋契纸，征收房地产税，一切税契，房捐，割契、转让等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英德县人民政府开始设立“财政科地财组万。负责人王

文炳。主要职能是负责房地产管理，各圩镇公产房、地产，封建财产、公有土地的接管，公

房租赁、调配，维修及产权处理，办理私房契证换发，征收契税，确立产权，开征市场租、

屠场使用费、码头使用费，清收学费，农贷等地方财政业务。各区均设立地财组，为房地产

管理打下基础。地财组负责人l 1954年为潘方初，l 955年为肖庆云。

1956年至1957年，划归县税务局。该局设二股，负责房地产业务。负责人杨家绍．各区

由税务所兼管房地产业务。

1958年税务股又划回财政科，设地财股，当时已将屠场管理划了出去。

1959年至1962年，财政科地财股划出市场管理。地财股(公社成立财政所)主管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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