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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唐山建市以来城市建设的第一部志书——<唐山城市建设志》，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j

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历时三载编纂，反复修改，现在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

的事情，也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一～ 唐山是河北省的重工业城市，煤炭、钢铁、电力、陶瓷等享有盛名，素有“北方煤都”、

“北方瓷都”等美称。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世界罕见的大地震，整个城市变成一片

废墟。震后，在党中央、国务院、河北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唐山人民奋力抗震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取得了震后重建

的巨大成就。1986年唐山地震10周年时，一座功能分区明确，布局比较合理，市政设施比

较配套，环境比较优美的社会主义新唐山，重新屹立在冀东大地。

《唐山城市建设志》一书，是以重建唐山为重点，按照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和详

市略县的精神进行编纂的。这部志书的出版，对于人们了解唐山市城市建设的昨天与今

天，是非常有益的I对于受灾城市寻求灾后重建的优化对策，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唐山市副市长龙家俊
1991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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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反映事物的

本质。 一

2．本志取事，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断限时间，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

限断至1986年，间有1986年以后城市建设的重大事件简述．

3．本志各篇重点突出了震后新唐山建设，有关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记述从略。

+，4．’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是唐山市市区内路北、路南、东矿、新区、开平五个区(不含芦

台、汉沽两个农场)。地震前，市区是指路南和路北区，地震后，按照总体规划原市区称为老

市区。并附专篇记述了唐山市各县村镇建设。

5．本志资料，1948年唐山解放前部分，多录自El伪、国民政府遗留的档案资料．唐山

解放后的内容主要录自档案资料和各专业编志单位整理、校核的资料。 ，、

、6．本志所载唐山解放后的各种数字÷尽量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7．本志结构为篇、章、节、目四层，全志共设十四篇，志首设综述，各篇酋设概述，分别

统领全志和各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目。’。+录一．1。一
● ●

‘’

第一篇综述一m．．．．．．m一．．．．．．．．．．．．⋯一一．．．一一⋯⋯．．．．．．．．．⋯·-Oidd OOTdoO d$d Toe a#·(1)

第一章地震前的城市建设．．．“⋯⋯⋯⋯⋯⋯⋯“⋯⋯⋯““⋯“．．．⋯“&Jo 6·g TJo⋯(1)

第一节 城市的形成一一．．．．．．⋯川⋯．．．．．．．．．⋯．．．．．．．．．⋯．．．．．．．．-⋯．．．．．．．．．．．．．．．(1)

第二节 城市建设的发展．．．．．．．．．．．．．．．m．．．．．．m．-．⋯．．．⋯⋯⋯86 6⋯⋯e·e6ee⋯⋯(3)

第二章简易城市⋯．．．．．．．．．⋯⋯．．．．．．⋯⋯⋯0eo 606 oe6 6e6．．．⋯·J6·⋯⋯·m 6 6 dJ·J·c06·(’5)

第三章新唐山城市建设⋯06e 6ee e66·06 6"og 666 d·o oe0666⋯⋯⋯⋯⋯“6ee 06d．．．⋯．．．．．．．．．(7)

、第一节 统一指挥“⋯⋯⋯⋯⋯“⋯⋯“⋯⋯⋯一⋯“⋯⋯⋯⋯一““⋯⋯“··0 d06(8)

，第二节 展开施工⋯⋯⋯．．．⋯·dJ6⋯⋯“⋯⋯⋯·“⋯⋯⋯⋯⋯⋯⋯·．．．．．．⋯““”(10)

第三节 清墟搬迁⋯．．．⋯⋯⋯⋯⋯⋯⋯⋯⋯⋯⋯⋯⋯⋯⋯．．．⋯．．．．．．．．．⋯．．．“·<14)

第四节 复建投资⋯⋯．．．．．．．．．．．．⋯⋯⋯eee·60 066 606 oo·oo·lo om·一··：·⋯．．．．．．．．．⋯⋯(21)

第五节 建设成果．．．⋯⋯一⋯⋯．．．．．．⋯⋯．．．⋯．．．⋯．．．⋯⋯⋯⋯．．．⋯I J6··e 6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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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城市规划⋯⋯一⋯⋯．．．·⋯⋯⋯⋯⋯⋯⋯“⋯⋯．．．⋯·“．．．．．．m．．．．．．⋯⋯⋯(29)

概述·”·⋯⋯⋯，，“⋯⋯···⋯⋯·“⋯⋯····“⋯·“····⋯·““⋯··“·““·“!······“··”“·(29)

第一章城市规划沿革⋯⋯⋯⋯⋯⋯⋯⋯⋯⋯⋯⋯⋯⋯⋯⋯⋯⋯．．．．．．⋯⋯⋯⋯(30)

第一节 规划的制定与调整⋯⋯⋯⋯⋯⋯⋯⋯⋯⋯⋯⋯⋯⋯⋯⋯⋯⋯⋯⋯“‘(31)
第二节 新唐山规划⋯⋯⋯⋯⋯⋯⋯⋯⋯一⋯·,．0 00,05⋯⋯⋯⋯⋯⋯⋯⋯‘·⋯(34)

第二章总体规划⋯⋯⋯．．．⋯．．．⋯P⋯⋯．．．“一⋯⋯⋯⋯⋯⋯⋯⋯⋯·m⋯⋯¨．(38)

第一节 功能分区⋯⋯·“⋯⋯⋯：·r呻⋯·⋯⋯⋯⋯⋯⋯⋯⋯⋯⋯⋯⋯⋯⋯⋯··(39)
。第二节 专业规划一⋯⋯一⋯⋯⋯⋯．．．．．．⋯⋯⋯⋯⋯⋯⋯⋯≯···600 0·o o·“60 0u6(40)

‘，第三节 分区规划⋯⋯⋯⋯·⋯⋯⋯．．．．．．．．．．．．⋯⋯．．．．．．⋯P／·1⋯···“·．．．⋯⋯⋯。(42)
第三章规划机构和管理⋯⋯⋯⋯⋯⋯⋯⋯⋯⋯⋯⋯⋯一⋯⋯⋯⋯⋯⋯⋯⋯·(47)

一第一节 机构沿革⋯⋯⋯⋯⋯⋯⋯⋯⋯⋯⋯·一⋯⋯⋯·?·⋯．．．⋯⋯．．．⋯⋯⋯．．．(47)

、‘第二节，规划、建筑管理⋯．．．⋯⋯⋯⋯⋯⋯⋯⋯⋯．．．⋯⋯⋯⋯⋯⋯．．．⋯⋯⋯“，(47)

第四章远景总体规划简述⋯⋯⋯⋯⋯⋯⋯⋯⋯⋯⋯⋯⋯⋯⋯⋯⋯⋯⋯⋯⋯“(48)
～ ， r_ ～’

第三篇勘测设计⋯⋯⋯⋯⋯⋯⋯⋯⋯⋯⋯⋯⋯⋯⋯⋯⋯⋯⋯⋯⋯⋯·e·o··008··6·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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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51)

第一章勘察⋯⋯⋯⋯⋯⋯⋯⋯⋯⋯⋯⋯⋯，⋯⋯⋯⋯⋯⋯⋯⋯⋯⋯⋯⋯⋯⋯“(51)

第二章‘城市测量⋯⋯⋯⋯⋯⋯⋯⋯⋯⋯⋯⋯·11,,,,II dl⋯⋯⋯⋯⋯⋯⋯⋯⋯(53)

‘第一节 测绘队伍⋯⋯⋯⋯⋯⋯⋯⋯⋯⋯⋯·“⋯⋯⋯⋯⋯⋯⋯⋯⋯⋯⋯⋯⋯(53)

第二节 控制系统⋯⋯⋯⋯⋯⋯⋯⋯⋯⋯⋯⋯⋯⋯⋯⋯⋯⋯⋯⋯⋯⋯⋯⋯⋯(53)

第三节 主要成果⋯⋯⋯⋯⋯⋯⋯⋯⋯⋯⋯⋯⋯⋯‰⋯⋯⋯⋯⋯⋯⋯⋯⋯⋯(54)

第三章建筑设计⋯⋯⋯⋯⋯⋯⋯⋯⋯⋯⋯⋯⋯⋯⋯⋯⋯⋯⋯⋯⋯⋯⋯⋯⋯⋯(56)

第一节设计队伍⋯⋯⋯⋯o⋯⋯⋯⋯⋯⋯⋯⋯⋯⋯⋯⋯⋯⋯⋯⋯⋯⋯⋯⋯(56)

第二节 主要成果⋯⋯⋯⋯⋯⋯⋯⋯⋯⋯⋯⋯⋯⋯⋯⋯⋯⋯．．．⋯⋯⋯⋯⋯··(59)
第三节 重建中的建筑设计⋯⋯⋯⋯⋯⋯⋯⋯⋯⋯⋯⋯⋯⋯⋯⋯⋯⋯⋯⋯⋯(60)

第四篇建筑施工⋯⋯⋯⋯⋯⋯⋯⋯⋯⋯⋯⋯⋯⋯⋯⋯⋯⋯⋯⋯⋯⋯⋯⋯⋯⋯⋯(66)

概i苤⋯⋯⋯⋯⋯⋯⋯⋯⋯⋯⋯⋯⋯⋯⋯⋯⋯⋯⋯⋯⋯⋯⋯⋯”⋯⋯⋯⋯⋯⋯⋯·(66)

第一章建筑企业⋯⋯⋯⋯⋯⋯⋯⋯⋯⋯⋯⋯⋯⋯⋯⋯⋯⋯⋯⋯⋯⋯⋯⋯⋯”(‘67)
第一节 历史沿革⋯⋯⋯⋯⋯⋯⋯⋯⋯⋯⋯⋯⋯⋯⋯⋯⋯⋯⋯⋯⋯⋯⋯⋯．．．(67)
第二节 援唐建筑队伍⋯⋯⋯⋯⋯⋯⋯⋯⋯⋯⋯⋯⋯⋯⋯⋯⋯⋯⋯⋯⋯⋯”(70)
第三节 建筑管理机构⋯⋯⋯⋯⋯⋯⋯⋯⋯⋯⋯⋯⋯⋯⋯⋯⋯⋯⋯⋯⋯⋯⋯(73)

第二章企业管理⋯⋯⋯⋯⋯⋯⋯⋯⋯⋯⋯⋯⋯⋯⋯⋯⋯⋯⋯⋯⋯⋯⋯⋯⋯”(74)
第一节 施工管理⋯⋯⋯⋯⋯⋯⋯⋯⋯⋯⋯⋯⋯⋯⋯～⋯⋯⋯⋯⋯⋯⋯⋯⋯·(75)

第二节 计划管理⋯⋯⋯⋯⋯⋯⋯⋯⋯⋯⋯⋯·矗⋯⋯⋯⋯⋯⋯⋯⋯⋯⋯⋯⋯(75)

第三节 质量管理⋯⋯⋯⋯⋯⋯⋯⋯⋯⋯⋯⋯⋯⋯⋯⋯⋯⋯⋯⋯⋯⋯⋯⋯⋯(76)
第四节 技术管理．．．．⋯⋯⋯⋯⋯⋯⋯⋯⋯⋯⋯⋯⋯⋯⋯⋯⋯⋯⋯⋯⋯⋯⋯⋯(76)

+第五节 定额管理⋯⋯⋯⋯⋯⋯⋯一⋯⋯一⋯⋯⋯⋯·一一⋯⋯⋯⋯⋯⋯⋯(77)
第六节 物资管理⋯⋯⋯⋯⋯⋯⋯⋯⋯⋯⋯⋯⋯⋯⋯⋯⋯⋯⋯⋯⋯⋯⋯⋯”(77)
第七节 安全管理⋯⋯⋯⋯⋯⋯⋯⋯⋯⋯⋯⋯⋯⋯⋯⋯⋯⋯⋯⋯⋯⋯⋯⋯··(78)

第三章建筑技术⋯⋯⋯⋯⋯⋯⋯⋯⋯⋯⋯⋯⋯⋯⋯⋯⋯⋯⋯⋯⋯⋯⋯⋯⋯”(79)
第一节 土建工程⋯⋯⋯⋯⋯⋯⋯⋯⋯⋯⋯⋯⋯⋯⋯⋯⋯·“⋯⋯⋯⋯⋯⋯·(79)
第二节 安装工程⋯⋯⋯⋯⋯⋯⋯⋯⋯⋯⋯⋯⋯⋯⋯⋯⋯⋯⋯⋯⋯⋯⋯⋯⋯(81)

第三节构件加工⋯⋯⋯⋯⋯⋯⋯⋯⋯⋯⋯⋯⋯⋯⋯⋯⋯⋯⋯⋯⋯⋯⋯⋯⋯(82)

第四节 技术装备⋯⋯⋯⋯⋯⋯⋯⋯⋯⋯⋯⋯⋯⋯⋯⋯⋯⋯；⋯⋯⋯⋯⋯⋯”(82)

第四章建筑成果⋯⋯⋯⋯⋯⋯⋯⋯⋯⋯⋯⋯⋯⋯⋯⋯⋯⋯⋯⋯⋯⋯⋯⋯⋯“(83)
+第一节 住宅建设⋯⋯⋯⋯⋯B000 I·"⋯·⋯⋯⋯⋯．．．—一一⋯⋯⋯⋯⋯⋯⋯．(83)
’第二节 工业建筑⋯⋯⋯⋯⋯⋯⋯⋯⋯⋯⋯⋯⋯“⋯⋯⋯⋯⋯⋯⋯⋯⋯⋯⋯(102)

第三节 商业用房⋯⋯⋯⋯⋯⋯⋯⋯⋯⋯⋯⋯⋯⋯⋯⋯⋯⋯⋯⋯⋯⋯⋯⋯⋯(103)

第四节 文教卫生建筑⋯⋯⋯⋯⋯⋯⋯⋯⋯⋯⋯⋯⋯⋯⋯⋯⋯⋯⋯⋯⋯⋯⋯(105)

第五节 办公用房⋯⋯⋯⋯⋯⋯⋯⋯⋯⋯⋯⋯⋯⋯⋯⋯⋯⋯⋯⋯⋯⋯⋯⋯⋯(110)

第六节 纪念性建筑⋯⋯⋯⋯⋯⋯⋯⋯⋯⋯⋯⋯⋯⋯⋯⋯⋯⋯⋯⋯⋯⋯⋯⋯(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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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援外及外地工程·一。@BO@O 00000@000⋯⋯⋯⋯·⋯⋯“⋯⋯⋯⋯⋯⋯⋯⋯(112)
●，

’

‘

●

‘L

簟五篇市政t设⋯⋯⋯⋯⋯⋯⋯⋯⋯⋯⋯⋯⋯⋯⋯⋯⋯⋯⋯⋯⋯⋯⋯⋯⋯”(113)

j既述⋯⋯⋯⋯⋯·····⋯⋯··⋯””⋯·⋯⋯⋯”，．⋯””⋯⋯·一⋯···⋯⋯·?⋯··⋯·”·(113)
第一章组织机构⋯⋯⋯⋯⋯⋯⋯⋯⋯⋯⋯⋯⋯⋯⋯⋯：⋯⋯⋯⋯⋯⋯⋯⋯⋯”(116)

第一节 机构沿革⋯⋯⋯⋯⋯⋯⋯⋯⋯””⋯⋯⋯·⋯⋯⋯⋯⋯”?一⋯⋯⋯⋯(116)
第二节职工队伍⋯⋯⋯⋯⋯⋯⋯⋯⋯⋯⋯⋯⋯⋯⋯⋯·”⋯⋯⋯⋯⋯⋯⋯⋯(116)

第二章桥涵⋯⋯⋯⋯⋯⋯⋯⋯⋯⋯⋯⋯⋯⋯⋯⋯⋯⋯⋯⋯一一⋯⋯⋯⋯⋯⋯·(116)
一第一节 老市区桥涵建设⋯⋯⋯⋯⋯⋯⋯⋯⋯⋯⋯⋯⋯⋯⋯．．．⋯⋯⋯⋯⋯”(117)
第二节 东矿区桥涵建设⋯⋯⋯⋯⋯⋯”⋯⋯⋯⋯⋯⋯⋯⋯⋯⋯⋯·⋯⋯⋯·(121)
第三节 开平区桥涵建设⋯⋯⋯⋯⋯⋯u-”··”⋯⋯⋯⋯⋯⋯⋯⋯⋯⋯⋯⋯⋯(122)

‘第四节 新区桥涵建设⋯⋯⋯⋯⋯⋯⋯⋯⋯．：．⋯⋯⋯⋯⋯⋯⋯⋯⋯⋯⋯⋯⋯·(122)

第三章道路⋯⋯⋯⋯⋯⋯⋯⋯⋯⋯⋯⋯⋯⋯⋯⋯⋯⋯⋯”一⋯⋯⋯．“··gIp ow·”·(129)

’第一节老市区道路建设⋯⋯⋯⋯⋯⋯·一⋯⋯⋯⋯⋯．．．⋯⋯⋯⋯⋯⋯⋯：⋯“(130)

’第二节东矿区道路建设⋯⋯⋯⋯⋯⋯⋯⋯⋯⋯⋯⋯⋯．．．⋯⋯⋯⋯⋯⋯⋯⋯(135)

‘第三节一开平区道路建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137)

第四节 新区道路建设⋯⋯⋯⋯⋯⋯⋯⋯⋯⋯⋯⋯⋯⋯⋯··⋯⋯⋯⋯⋯⋯·(138)
。第五节 道路施工工艺⋯⋯⋯⋯⋯⋯⋯⋯⋯⋯⋯⋯⋯⋯⋯⋯⋯⋯⋯⋯⋯⋯(152)
。第六节 标准型道路施工⋯⋯·一⋯⋯⋯⋯⋯⋯⋯⋯⋯⋯⋯⋯⋯⋯一⋯⋯⋯⋯·(153)

第七节 沥青混凝土搅拌机械化⋯⋯⋯⋯⋯⋯⋯⋯⋯⋯⋯⋯⋯．．．⋯”⋯⋯⋯(154)
第四章排水⋯·一⋯⋯⋯⋯～⋯⋯⋯⋯⋯⋯⋯⋯⋯⋯⋯⋯⋯⋯⋯⋯⋯⋯⋯⋯⋯(155)

第一节 老市区捧水建设⋯⋯⋯⋯⋯⋯⋯o⋯⋯⋯⋯⋯⋯⋯⋯⋯⋯⋯⋯⋯一(156)
第二节 东矿区捧水建设⋯⋯⋯⋯⋯⋯⋯⋯⋯⋯⋯⋯⋯⋯⋯⋯⋯⋯⋯⋯⋯⋯(163)

第三节 开平区捧水建设⋯⋯⋯⋯⋯⋯⋯⋯⋯⋯⋯⋯⋯⋯⋯⋯⋯⋯⋯⋯⋯⋯(165)

第四节 新区捧水建设⋯⋯⋯⋯⋯⋯⋯⋯⋯⋯”．．．⋯⋯⋯一⋯⋯⋯⋯⋯⋯⋯·(166)

第五节 污水处理厂、雨污水提升泵站⋯⋯⋯⋯⋯⋯⋯⋯⋯⋯⋯⋯⋯⋯⋯”(167)
第五章城市防洪⋯⋯⋯⋯⋯⋯⋯⋯⋯⋯⋯⋯⋯⋯⋯⋯⋯⋯一⋯⋯⋯⋯⋯⋯⋯(170)

一第一节 河流⋯⋯⋯⋯一⋯⋯·～⋯⋯⋯⋯⋯⋯⋯一⋯⋯⋯⋯⋯⋯一O"O⋯⋯一·(170)
．第二节水灾⋯⋯⋯·一一⋯⋯-～⋯⋯⋯⋯⋯⋯⋯⋯⋯一⋯·”⋯⋯⋯⋯⋯⋯⋯(170)

j第三节 防洪⋯⋯⋯⋯·⋯·⋯⋯⋯⋯⋯·一⋯⋯⋯·⋯⋯·⋯⋯⋯⋯⋯⋯⋯⋯⋯(171)
第四节 防汛机构和管理⋯⋯⋯⋯⋯⋯⋯·一一⋯⋯⋯⋯⋯一⋯⋯⋯⋯⋯⋯⋯(173)

第六章路灯⋯⋯⋯⋯⋯⋯⋯⋯⋯．．．⋯⋯⋯”?⋯⋯⋯··“⋯⋯m小“O·OB!⋯⋯”(173)
第一节发展概况⋯一⋯··一⋯⋯⋯⋯⋯⋯⋯一一一⋯⋯··—一⋯⋯⋯．．-．．．⋯⋯(173)
第二节 路灯管理⋯⋯⋯⋯⋯⋯⋯⋯⋯”■⋯⋯⋯⋯·⋯⋯⋯⋯⋯⋯⋯．．．⋯⋯(175)

第七章市政设施管理⋯⋯⋯⋯⋯⋯⋯⋯⋯⋯⋯⋯．．．⋯⋯⋯⋯⋯”“⋯．．．⋯⋯·(176)
第一节专业机构⋯⋯⋯⋯⋯⋯⋯．．．⋯⋯⋯⋯⋯⋯⋯⋯⋯⋯⋯⋯⋯⋯⋯⋯⋯(17e)

第二节分级管理⋯⋯⋯⋯⋯⋯⋯．．．⋯⋯⋯⋯⋯⋯⋯⋯⋯⋯⋯⋯⋯⋯⋯⋯⋯(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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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群众管理⋯⋯⋯⋯⋯⋯⋯⋯．．．⋯⋯⋯⋯⋯⋯．．．⋯⋯．．．．．．⋯．．．⋯⋯．．．(177)

第四节 规章制度⋯⋯⋯⋯⋯⋯⋯⋯⋯⋯⋯⋯⋯．．．⋯．．．⋯⋯一⋯⋯⋯⋯⋯．．．(178)

第五节 工程技术管理⋯⋯⋯⋯，．．⋯⋯⋯⋯⋯⋯⋯⋯⋯⋯⋯⋯⋯⋯．．．⋯⋯⋯·(179)

第六篇公用事业⋯⋯⋯⋯⋯⋯．．．⋯．．．⋯⋯⋯⋯⋯⋯⋯．．．⋯⋯⋯⋯．．．⋯⋯⋯⋯⋯(180)

概述”““⋯⋯““⋯”“·⋯“一”“““⋯““”“⋯““““““·““⋯“““·，“““”””“·(180)

第一章城市供水⋯．．．⋯⋯⋯⋯⋯⋯⋯⋯⋯⋯⋯．．．．．．一．．．．．．⋯⋯⋯⋯．．．．．．．．．⋯(181)

第一节解放前的供水⋯⋯⋯⋯．．．⋯⋯⋯⋯⋯⋯．．．⋯⋯⋯⋯⋯⋯⋯．．．．．．⋯⋯(181)

第二节供水建设与发展⋯⋯⋯⋯⋯⋯⋯⋯．．．⋯⋯．．．．．．．．．．．．．．．m⋯．．．⋯“⋯’(181)

第三节 震后供水的恢复建设⋯．．．⋯⋯⋯．．．⋯．．．⋯⋯⋯⋯．．．．．．⋯⋯⋯⋯⋯⋯(183)

第四节 水厂⋯⋯．．．⋯⋯”⋯⋯⋯⋯⋯⋯⋯⋯⋯⋯⋯⋯⋯⋯．．．．．．．．．⋯⋯⋯⋯·(186)

第五节地下水资源⋯⋯⋯⋯“⋯．．．⋯⋯⋯⋯····o·#am,aoa·oo．．．．．．⋯⋯．．．．．．⋯．．．(192)

第六节 节约用水⋯⋯⋯⋯⋯⋯⋯⋯⋯⋯⋯⋯⋯⋯⋯⋯⋯⋯⋯⋯⋯⋯⋯⋯．．．(194)

第七节 引滦入唐市区供水工程⋯⋯⋯⋯⋯⋯⋯⋯⋯⋯⋯⋯⋯⋯⋯⋯⋯⋯⋯(196)

第二章城市公共汽车⋯⋯⋯⋯⋯⋯．．．⋯⋯⋯⋯⋯．．．⋯⋯⋯．．．．．．⋯⋯⋯⋯⋯⋯(197)

第一节 历史沿革⋯．．-⋯⋯⋯⋯⋯⋯⋯⋯⋯⋯⋯⋯⋯⋯⋯．．．．．．⋯⋯⋯⋯⋯⋯(197)

第二节 公共汽车的发展⋯⋯⋯⋯⋯⋯⋯⋯⋯⋯⋯⋯⋯．．．．．．．．．⋯⋯⋯⋯⋯⋯(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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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综， 述

唐山自形成城市，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三次大的变化。一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城

市建设逐步完善和发展l三是，抗震救灾中在废墟上形成的过渡性简易城市l三是，经饫复

建设崛起的新唐山。

第一章 地震前的城市建设

第一节城市的形成

据考古发现，在唐山市路北区境内亮甲山(亦名贾家山)挖掘出的细石器、骨器、铜器、

陶壶、陶鼎、陶缸、陶具以及汉砖、汉瓦和宋瓷片等文物都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以至战国和

秦、汉、唐、宋时期，都有人在唐山生活、劳动。据历史记载，唐山从明朝时期起就已有一定

开发，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在距唐山东北9公里的开平设有屯卫，驻兵卫戍

京都。当时的唐山还是一片村落，附近村民除务农外，兼事挖煤、采石、制陶等手工业，并有

少量煤炭输往外地。到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制陶业已有发展，成立了陶成局

(现建筑陶瓷厂)。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商品和资本涌进中国，清朝洋务派受其影响倡导

举办洋务，1876年清廷派员勘察开平煤铁矿务。次年经过集资筹办矿务事宜。于1878年

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正式挂牌设局，并在唐山乔头屯西南一带，开始兴建唐山煤矿。唐

山煤矿于1881年建成，采用西方的方法采煤。这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煤矿，也是唐山向

城市发展的开始。

1881年开平矿务局为解决煤炭外运，修建了我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

(东起唐山矿煤厂、西至胥各庄)，并建起了为铁路运输服务的胥各庄修车厂(唐山机车车

辆工厂前身)e煤炭工业的兴起和铁路的修建，加上蕴藏丰富的矾土、石灰石等资源，现代

化工业逐步发展起来，1889年开平矿务局创办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细棉土厂(启新水泥厂

前身)，1898年开平矿务局建西北井矿，随着煤矿的建立，人口逐渐增多，小型商业日益增

多，形成了乔屯街、东局子街、粮市街、鱼市街等早期商业街和居住区。之后，由于广东、山

东劳工的涌入，又出现了广东街、山东街，把厂矿、商店、居民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唐山镇的

早期概貌，隶属滦卅。1907年京奉铁路全线通车，为唐山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1910年

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唐山第一座发电厂——华记发电厂．1919年兴建华新纺织

厂。1925年唐山镇改称唐山市，仍属河北省滦县管辖。1934年，大千房产公司在小山最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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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修建成大世界商场，东西两楼内设有戏院、皮影院、评戏院以及饭店、百货等，是当时唐

山文娱集中地和商业中心。伴随小山繁华区的发展，形成了便宜街、新立街等路南区的主

要街道。1937年8月，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由通县迁来唐山。1938年1月，明令唐山’

设市。此时的唐山市已经建立起来煤炭、水泥、陶瓷、纺织等较大厂矿和一些中小型工业、

手工业、商业和邮电事业，是河北省冀东一带主要的城乡物资集散地，在经济上、国防上都

占重要地位。当时全市辖12个村庄，面积20．95平方公里。。
’ 在日伪统治时期，为把唐山市建设成“模范城市”，于1940年4月又划入18个村庄为

新市区，面积53．8平方公里，全市共辖30个村庄，区域面积扩大到74．75平方公里。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民政府接收唐山，到1948年12月唐山解放的3年多

时间里，在城市建设上市区建成区面积(不含开滦林西、赵各庄、唐家庄矿)为11．194平方

公里，人口14万多人，住宅建筑面积149万平方米，绝大多数是平房，住宅与工厂混杂，道

路狭窄弯曲，给水设旌和下水管道都不齐全，市区内缺少绿地和树木(附唐山历史沿革

表)。

唐山历史沿革表

历代 年 代 名称 归 属 附 注

乔屯镇 滦 州
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在乔屯附

’清 公元1644--1911年 近开矿，建乔屯镇，后改乔屯镇为唐山
唐山镇 丰 润

镇。

中
民国二年(1913年)改滦州为滦县，民

华
唐山镇 滦县

，1912--1935焦
国十四年(1925年)唐山镇改称唐山

民 市，仍为滦县八区辖地。1933年日军
唐山市 丰润

国
进驻唐山．

日 滦县、直
伪 1935—1945年 唐山市 属冀东日

1935年成立日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

政 政府，1938年明令设唐山市。
权 伪政权 ．

1945--1948年 唐山市 河北省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设唐

山市。
解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1949年
放

2月2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与华北人
东北行

民政府商定，将冀东行政区划归华北
战 政委员会

1948--1949年9月 唐山市 人民政府领导．1949年6月15日根
冀东行署

据冀东行署命令成立人民政府。1949
争 河北省

●
年8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唐山市

直辖于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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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 年 代 名称 归 属 附 ． 注

1949年10月1日 唐山市 河北省

1958年4月 唐山市
唐山地区 ． 1958年4月唐山地区专员公署由昌

中 专员公署 黎迁至唐山，唐山市划归唐山专署．
●

1960年4月撤销唐山专署，将其所属

．华 1960年4胃 唐山市 河北省 迁安、昌黎、乐亭、玉田、丰润、遵化、滦

县七县和秦皇岛市勉归唐山市。

人 1961年5月恢复唐山专署，唐山市及
1961年5月 唐山市 唐山专署

所属县市均划归唐山专署。

民
1970年 唐山市

‘

唐山地区‘ 1970年唐山专署改为唐山地区

共 1978年3月 唐山市‘ 河北省 1978年3月唐山市恢复省辖市。、’

1979年芦台、汉沽两个农场划归唐曲
和 1979年 唐山市 河北省

市代管．； 。、 ·

●
●

国
1983年唐山市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撤

销唐山地区，将其所属丰润、丰南、滦
1983年5月 唐山市 河北省

县、滦南、玉田、遵化、迁安、迁西、唐

海、乐事10县划归唐山市．

． 第二节城市建设的发展
，

i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唐山市人民经过近§o年的艰苦奋斗，在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的基础上，城市的文教卫生、市政设施等各项建设事业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

据1949年统计，全部工业企业58个I各类学校224所(高等1所、中学8所)，7所医院有

502个床位I住宅建筑面积337万平方米，大部分是平房，城市铺装道路长13公里，供水

管道长12公里，排水管道10公里，路灯1195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城市建成区面

积扩大到51．4平方公里，工业企业发展到367个，各类学校408所，医院57所，拥有5514

个床位t城市道路长279公里，供水管道294公里，供水能力10．7．万吨／日，排水管道长

226公里，路灯6425盏。新建住宅建筑面积207．7万平方米，其中部分地段建起3—4层

楼房。
’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唐山市人民政府主要集中力量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围绕工厂复工。

进行住宅和市政设施的改造。从1952年开始编制出《唐山市建设规划的总体设计》初稿，

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的20多年，唐山市的城市规划工作，除“文化大革命”时基本停顿

外，从未间断，这对城市的改造、扩展、开发起到了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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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唐山市除少数大厂矿有负责本厂矿地质勘测和建筑设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外，

没有勘测设计的专门机构。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唐山市成立建设委员会，开始设
、

立测量机构，从事城市地形初级测量，主要为市政工程提供地形、地貌资料。
- 唐山市的专业设计队伍是在解放后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的，从市直属单位到一些大厂

矿企业相继建立了专业的建筑设计机构，承担了唐山市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任务。唐山解

放后不久，成立了第_个国营建筑企业——唐山市建筑工程公司。随着城市建设事业的发

展，旋工队伍逐渐扩大，到1952年底，固定工人总数已达5666人。经过1956年对私营工

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营造厂合并为公私合营营造厂(1958年公私合营营造厂并入国

营唐山市建筑工程公司)以及1962年、1965年，1968年几次较大的体制变动，到1976年

唐山地震前，唐山市区内除部分企事业单位所属建筑队伍外，国营建筑企业有唐山地区建

． 筑安装公司和唐山市建筑工程公司，职工达7234人。

唐山解放后至地震前，唐山市的建筑职工除支援了西藏、宁夏等地的内地建设外，主

要承担唐山市区新建住宅、工厂、仓库、学校等各类房屋建筑，共完成房屋建筑面积496．3

万平方米。从1949年至1976年地震前，道路、桥梁、排水等市政设施建设总计投资

1110．29万元，翻修旧桥和建新桥34座，新建铁路桥5座，涵洞16座，翻修旧路和建新路

． 607条，长201公里，面积174万平方米。城市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

唐山市的公共交通、燃气、供热、供水等公用事业起步较晚。解放前，市区内没有公共

汽车，交通工具主要是三轮车、自行车、人力车和小驴车。城市居民做饭、采暖，多年来以煤

为主要燃料，使用小火炉或火炕，大多数居民饮用井水、河水。

1953年，市区第一次在一条5．6里长的线路上行驶公共汽车，从此，城市的公共交通

逐步发展起来。到1976年唐山地震前，公劳汽车巳发展到129部，营运线路14条。

唐山市从1950年开始筹建自来水厂，至1976年先后共建起5个水厂，凿井28眼，市

区居民饮用了自来水。

城市园林绿化自解放后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了植树造林，辟建绿地，修建公园。到1976

年地震前，城市297条道路全部绿化，建起了凤凰山公园、人民公园、车站公园、东矿区林．

西公园和北寺公园，总面积54．39公顷，为全市人民创造了美好、舒适的文娱、休憩场所。

为纪念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冀东地区殉难烈士，修建了

冀东烈士陵园，面积7．54公顷。从1956年虿，1976年共建6个苗圃，总面积47：39公顷。
’

城市环境卫生面貌逐步得到改善。到1976年，全市清洁工由解放初期的10多人增至

800人。有汽车38辆，修建公共厕所5千座，较1951年增加一百倍。 、

在房屋管理方面，解放前，住宅房屋多为私有。唐山市没有专业的住宅管理机构和修

缮队伍。唐山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成立了住宅管理机构，组建了修缮队伍，逐步加强了

对房屋的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主要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房产管理的法律、法令和政策，

根据唐山市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政策法令。20多年来，进行了敌逆产的接收、房产登

’记，对城市私房和企事业单位公房的政策指导，制定城市住宅发展规划，以及对城市直管。

’公产的建设、出租，修缮和租金收缴、使用的管理。 ．

唐山解放前，没有市容管理机构，市容比较混乱。解放后，市容管理分别由城建、规划、

市政、公用、园林、环境、公安、工商、房管、卫生等各职能部门负责，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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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市容面貌逐步改善。到地震前．唐山市已建成为以煤炭、锕铁、电力、陶瓷、建材等工业

门类比较并全的重工业城市。但是，终因原有基础所限．来能对城市彻底改造，时解放前遗

留下来的旧城市不合理状况．如城市布局混乱．市内道路狭窄、弯曲，交通不畅．污染严重

等问题未能解决好。

第二章 简易城市

1976年7月98日凌晨3点42分，在唐山一带发生了一次7．8级强烈地震．给唐山人

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唐山市区震亡14．8万多人，占总人【】1 3．96州I地圊

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垒部被震毁。民用建筑震毁94％．工业建筑倒塌和遭壁不同程度破

坏的迭90姘，工厂企业全都停产}90％以上的道路沉陷、歼裂11 5％的排水千道移位、堵

塞；85％的污水井被废墟埋没t 80％的水源井泵房倒塌或严重震裂．供水管遭大部分折裂、

拔脱、错口；园林设施和行道树遭到了严重损坏。市区供水、供电、通讯和交通全部中断。废

墟遍布了整个城市。

地震后，唐山人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抗震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号

召，在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中共唐山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抓紧恢复生产和解决吃、穿、住、医等问题。与此同时+着手恢复城

市的各种设施。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论是机关、学校、医院、厂矿、企业、商业的房屋，还

是灾民的住房、供水等的恢复都是简易的。那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登上风凰

山，低头看唐山，遍地简易房，砖头压油毡”．就是对地震后唐山形成简易城市的真实写照。

地震后，灾区

人民为避风雨和日

晒，一家一户或邻

里两三户一起，自

己动手，在路边、公

园、空场、废墟旁乃

至大树下，利用旧

木杆、竹杆、席子、

破旧油毡、塑料布

以及其他可用的物

品．支撑起临时窝

棚。窝棚形式有方

形的．△形的，多种

多样。人们吃、住在

这样的窝棚里，度

过了炎热、多雨的

夏季。
筒易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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