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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_‘修志j‘：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编写部门志还是有史

以来的第一次。 一
。：．

．《，党的十·届三中金会后。省，地。县各级政府都发出指

示：要求各部门编修好部门志二部门志既为编县志提供基础

资料，又是本部门历史经验之总结．因此，编好部门志是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重大任务：-．：“，．r．；：’ 。

7一《内江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设九篇，’．二十七章。七

十三节，是内江县城乡建设工作的一次历史的回顾。 ，

：’=我们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作指导，。记载了1911年至1985年内江县的建设史实。缩

写时注意连贯，详其本末，交代背景，彰明因果，反映规

律．但因首次编写，水平和经验均不足，错误难免，望读者

不吝赐教。 ．

’

塞茗髻警系鬻警背羹陈启国编组领导小纂组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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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

，神进行编写．。。 ．

，

‘·⋯==1 j：。。：

。。‘=．·‘全志分大事记，机构．，县城建设．村镇建设，建设

管理，建材与建筑机具：．古建筑．”2沼气建设．．环境保护等九·
前，'j·+}、。’一．≤o．j，。o．一⋯o j，≯，-：．一-，峰譬t

．： 三，本志上限一般为1911年j‘但县城．村镇，古建等部．

，+分未受此限：i作了适当的追溯；．下限÷般为1985年，。极少项
。目延伸至1987年：。_i一√‘。一¨-j 毒?：¨。。’2■∥，j“』

p四．4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州．二县档案和各乡志，所列统
”

， 计数字，n一般以本单位档案，县统计局的数字为准．，‘I
，，“，

一、、，。 j?!‘一 。+；÷，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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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撕⋯⋯⋯(+1)
凡饲⋯⋯⋯⋯j⋯⋯⋯⋯⋯⋯⋯⋯⋯⋯⋯⋯⋯：⋯⋯⋯·(2)

概述⋯⋯⋯⋯⋯⋯⋯⋯⋯⋯⋯m⋯一⋯··j-4b e‘·o·；"”<1)
第一篇大事记⋯⋯⋯⋯⋯⋯⋯“⋯“·‘⋯．⋯⋯⋯⋯j”(4)

第=麓组织机构⋯⋯⋯“⋯⋯⋯⋯⋯．．．·：?·．，．⋯⋯j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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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节 沿革⋯⋯⋯⋯⋯⋯⋯⋯一·．”v、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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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第二章’组织⋯⋯⋯⋯⋯⋯⋯⋯⋯⋯⋯⋯j⋯i⋯w·(21)

i‘第一节 党的组织⋯⋯⋯⋯⋯⋯⋯⋯⋯·j⋯·0⋯·(21)
’

第二节工会⋯⋯⋯⋯⋯⋯⋯⋯o⋯⋯⋯⋯⋯⋯(22)

第三节，职工队伍建设⋯⋯⋯⋯⋯⋯⋯⋯⋯．I．．⋯(23)

第三篇县城建设⋯⋯⋯⋯⋯⋯“⋯⋯⋯，⋯⋯⋯⋯··(25》

第一章县市分治前的县城建设⋯⋯⋯⋯⋯⋯⋯⋯(26)
?

第一节解放前夕县城概貌⋯’⋯⋯⋯⋯嘻⋯⋯_．(26)。

? 第二节街道二⋯⋯⋯⋯⋯··：⋯m一．．．⋯一n⋯w_．·．(26)

’‘。笫三节房屋⋯⋯⋯”：⋯⋯⋯⋯一⋯⋯．·⋯扣⋯：·(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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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城墙⋯⋯⋯⋯⋯⋯⋯⋯⋯⋯⋯⋯⋯⋯⋯(29>

。‘第五节公路⋯⋯⋯⋯⋯⋯⋯⋯⋯⋯⋯⋯⋯⋯⋯(30>

笫六节水电⋯⋯⋯⋯⋯⋯⋯⋯⋯⋯⋯⋯⋯⋯⋯(31>

第二章县市分治后驻市单位随自我建设⋯⋯⋯⋯(32>

第三章”房产建设；-·茹⋯⋯·番罨⋯⋯⋯⋯⋯⋯一(39>
第·节建设局和环保办⋯⋯⋯⋯⋯⋯⋯⋯⋯⋯(39>

第二节沼气办公室⋯⋯⋯⋯i⋯⋯⋯⋯⋯⋯⋯“(40’)

笫三节 建筑工程公司⋯⋯⋯⋯⋯⋯⋯⋯⋯⋯⋯(41>

第四篇。村镇建设m’’．琊!㈨燃!w_二：二：：：!：：·!：：：：二：：：：：·，(42≯

f第一章：场镇建设⋯m⋯⋯m鬯臀"：：：二：·：!二·：二％：：：。(．42)‘

第一节．．场镇分布⋯．．．⋯⋯⋯．．．"擀：：⋯岂二!“!”(42≥

第二节．，规划一⋯⋯”!．．-．·．．．．．-⋯鬯!_”⋯圣—，?⋯‘43。)
第三节，一般场镇建设．．．．．．⋯·-w．．．⋯一·一：．⋯y”．-50。。≯

(，￡第四节．．区所在地场镇建设⋯．．一．w黑．．．⋯．-．⋯⋯(51)‘
。

，

．I(，：。第五节．四个驻县区县匪级机关房屋建设⋯“·搿，(65)‘ ．

．’?，．．第六节．公用设施建设⋯叩⋯w⋯⋯⋯一?⋯一⋯”(66>
， jl r第七节。农民街⋯jv⋯⋯．．．·．1．．⋯⋯．．．?⋯⋯⋯⋯·(74)

’；第二章乡村民居建设一⋯．．．⋯⋯⋯⋯⋯··¨⋯⋯⋯(76>。，
， 第一节、民居发展．．．⋯⋯⋯⋯⋯⋯⋯⋯．-．⋯⋯⋯·，(75>

、’第二节．洪灾后农房恢复!⋯．．．，．．⋯⋯·?⋯⋯·?··j⋯(77>
十

’j‘．第三节 占地管理⋯⋯⋯⋯⋯⋯⋯⋯⋯⋯···．．．⋯(79)，

第五篇建设管理⋯⋯叩、⋯．⋯⋯7．．．．⋯⋯··：⋯⋯：．．．⋯‘(81)+．，

；第一章用地管理⋯⋯⋯⋯⋯⋯⋯⋯·?⋯⋯．．．⋯⋯‘(81)
‘

第一节．土地分配”·、⋯．．．⋯⋯．t．⋯⋯⋯⋯”⋯⋯·(81)

’第二节用地审批”⋯⋯⋯··w．．'．⋯∥⋯⋯⋯一”(81)，

’第二章建安企业管理⋯．．．．⋯⋯⋯⋯⋯⋯⋯⋯⋯⋯(83)
’

。

i

’

2 ．



4⋯1
‘

‘
， ‘

·’ f ‘ 1‘ ‘
．

，．
， ．-．

，第一二节 施工队伍⋯⋯⋯⋯⋯⋯⋯⋯⋯⋯⋯”_(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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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建筑质量管理⋯⋯⋯⋯⋯⋯⋯⋯⋯“(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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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筑材料⋯⋯⋯⋯¨⋯⋯⋯⋯··j“⋯一(106)

。．第一节建材发展⋯⋯⋯⋯⋯⋯⋯·：⋯⋯；⋯··-(106)

。第二节建材生产⋯⋯⋯⋯⋯·．I．’j···“j⋯n r．，：··(1074)

第二章建筑工具⋯⋯⋯⋯⋯⋯⋯⋯⋯”⋯⋯⋯i(108)

，．第_节 泥木工具⋯⋯⋯”：^⋯而⋯⋯⋯⋯·矗(108)

f第二节运输机具⋯⋯⋯⋯⋯⋯·?：⋯·．，．-'O．．U'DI O Q“(108)

第七篇。古建筑⋯⋯⋯⋯⋯⋯⋯⋯·：⋯⋯+⋯⋯⋯·．，．e 109)

第一章云霞寺石坊⋯⋯⋯⋯⋯⋯⋯⋯⋯_⋯”(109)
，第二章古建民居⋯⋯⋯⋯⋯⋯⋯⋯⋯“⋯⋯Ⅲ(112)

第八篇．沼气建设⋯⋯⋯⋯⋯⋯⋯：·：：⋯：·-一⋯·冀($15)
第一章沼气发展⋯⋯⋯⋯⋯⋯⋯：：⋯⋯⋯⋯·o(115)

第一节建池发展⋯⋯⋯⋯⋯⋯⋯⋯⋯⋯⋯⋯(115)

第二节池型交化⋯一⋯⋯⋯⋯⋯⋯⋯⋯⋯⋯(121)

第二章效益⋯⋯⋯⋯⋯⋯⋯⋯⋯⋯⋯⋯⋯⋯⋯(122)

第一节经济效益⋯⋯⋯⋯⋯⋯⋯⋯⋯⋯⋯⋯(122)

第二节环卫效益⋯⋯⋯⋯⋯⋯⋯⋯⋯⋯⋯⋯(124)

第三章管理⋯⋯⋯⋯⋯⋯⋯⋯⋯⋯⋯⋯⋯⋯⋯(125)

第一节’技术队伍管理⋯⋯⋯⋯⋯⋯⋯⋯⋯⋯(125)

第二节使用管理⋯⋯⋯⋯⋯⋯⋯⋯⋯⋯⋯⋯(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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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鍪费管理⋯·⋯⋯⋯．．．⋯·．．．⋯：··：?⋯‘?

：第四节⋯腰触黄．，套_????一Z：⋯?‘?⋯”_’：⋯’：
，第九麓环境保护··：⋯⋯⋯⋯⋯⋯“_⋯：i矗⋯⋯矗

， 第一章。环境污染⋯⋯⋯⋯⋯⋯⋯⋯⋯⋯．．．⋯⋯
P ·o·-⋯⋯⋯⋯．々

’7 ．7第■节，。江河蹲婆一j：：：：：：：：：一?jj：：?：：：⋯‘：⋯；j：一
，-：第二前．大气污：染⋯⋯⋯⋯⋯⋯⋯⋯⋯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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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管理⋯⋯⋯⋯⋯⋯⋯⋯⋯⋯．．．⋯⋯⋯⋯
·

，，．笫_节，，环境监测⋯⋯⋯⋯⋯⋯⋯⋯⋯⋯⋯⋯

，第二节。摹本建设环境管理⋯⋯”，．．．⋯?⋯⋯⋯

，第三节 排污收费⋯⋯⋯⋯⋯⋯¨⋯⋯⋯⋯“?

‘。，。’，第四节．．法稍管理·’o⋯⋯⋯·⋯⋯⋯“⋯⋯⋯”
， 第三章。污染治理⋯⋯⋯⋯⋯⋯⋯⋯”：⋯”：’．二．”

’t第·节废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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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县建置历史悠久，东汉时期名汉安县，属江阳(今

轳州市)郡辖，‘北周时期更名中江县，隋朝时改名内江县．

一九四九年十=月内江县解放，属川南行署内江专区辖县，

一九五一年九月内江县，市分治至今。一九八五年六月内江

地区改为内江市(原市改为市中区)，内江县属内江市辖。

内江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南，沱江流域中游，成渝铁路中

段，内宜铁路的起点i东靠荣昌县，南与隆昌。一富顺县相

莲．西南和威远县为邻，西北同资中县接壤，东北与安岳县

交界，中心是内江市市中区i 一‘· 一

’内江县人民政府驻内江市中区．县城几经兴衰，。到清末

畏初，围城九里三分。城内有名称街道十一条，巷三条．民国

期间，·修筑公路，拓宽了城内街道。特别是抗日时期，1国民

政府内迁重庆。内江是陪都与省府来往必经之地，’各业相应

得以迅速发展，4引来外资，设钱庄、建银行。城内兴建西式

高层建筑，沥青路．三合土街道。城区居民始用电照明。建

。国前夕，城区面积为1．2平方公里。人口五万余．为民初三

储有余。所辖乡镇也由民初的29个逢场集镇增为42个．观音

摊．一泗滩，凌家场，樟木镇，茂市镇成了闹市i．，t r_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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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县、市分治时，内江县城归内江市．县之单位

仍驻城区。今日内江城，主要街道有19条，城区达9．3平方

．公里，为1949年内江县城区的4．2倍．已成为现代的省辖

市。县属单位在市区的建房面积有259460平方米。为分治

一时的23倍。 ， ．_j：j? ；曳。o ，一

县辖场镇房屋比建国前增加了8倍。有25叻的场镇设有

自来水、街灯。每个场镇都设有影剧场(院)．乡乡通汽

车。

。一．t．。民国时期，乡间富绅多居明清两代所建之串架瓦房．时

因军阀混战，社会秩序紊乱，多数富户于原自住院设碉建

，， 堡，t筑围墙；而广大贫苦农民多居草房i茅屋．1949年，乡

7．村私有民房518507问，。人平1．03间．建国后．，经土地改革，

互助合作，民间住房有所改善。．但在．。太跃进?，j三年困难

。，时期，拆毁了一些民房。到七十年代．由于人口增加，住房

紧张，·民众经济不宽裕，为解决住房之需，’农民多建土筑瓦
”

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迅速好转，1981年7．

月和1983年9月两次洪灾，沿河岸之原建土筑瓦房多数倒
， 塌，故乡间兴建砖石结构平瓦房和砖混结构的楼房。到1985

’年底，全县民房人平0．84问，比1978年增长16．64一r ．_

’．0，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ir全县建筑队伍亦迅速发展壮大起

一 来，，由五十年代兴建农田水利之基建队，发展成七十年代末

． 的施工企业，到1985年，有25个建筑公司、工程队，蕻中三
级9个，四级4个，五级12个，有职工23000人．施工机械

设备总值达311万元。一 ： t_．一一． ：’ ，÷j t。

。-．城乡建设管理机构逐渐完善。建环局辖设九室∈建筑
． 4规划设计室。规划管理办公室。房地产管理办公室一农房建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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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理办公室，建设用地管理办公室、招标投标办公室，基

本建设科技资料档案室，沼气建设办公室，环境保护办公

室)，每个区设建管所。 。

。

三十年代，播下沼气能照明的知识种子。五十年代，沼

气知识在乡间已广泛盏传，并通过试点建池，农民亲眼见到

沼气照明，煮饭的优点。七十年代，沼气建设再次兴起。到

1978年元月，全县建池136640口，占总农户的75．6叻，实现了

沼气化。但由于建池结构、布局不合理，加之建材供应不

足，造成质量低劣，效益不佳，+多数停用。八十年代重建新

二型沼气池。1985年底新建池17261口。沼气使用已从生活领

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城市建池已得推广： 、，

。

!l瞧吾工l业：r交通的爰展，农药、化肥的使用增多，．尤其
是造纸业的兴起，县境内的水．t声、气污染日益严重，虽设

有环保机构，并力所能及的做了不少易治，易管的工作，但

对水的主要污染治理，无能为力，致成公害．‘ ，

‘r ：·j j：_- ，‘．：。’，
‘

· 二
‘ ‘

} ．

，

。 ：．|-■：：_：一 ’? ：，，：：： 二，‘’

j ．．j‘i’i：：‘：?f。一 ．，：．‘7_。-
’

．-

～j ．”，，·●，，’ ～、．t’·r ：．
·

．· ，
·

+

”，·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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