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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机构及编纂、审定者

武进县城乡建设局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组 长林方大

副组长王作述

成 员徐树德。顾亚夫．郑平生

牟浩大张裕生

＼

《武进县城乡建设志》采编人员
●

主 编龚达年

工作人员 (在修志办公室工作一年以上者)

邵仲华 张根大崔春岫 姚阳春

短期协助谈金生郦晓啼唐志良

审 定 人

本局主审林方大 ．

特约审稿张尚金王瑞林

备案单位

中国共产党武进县委员会宣传部

武进县地方志办公室



序

武进县地处江苏南部，土地平坦，人口稠密，集镇、村庄星罗棋布。

解放前，缘于社会制度的缺陷，城乡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贫困。街道狭窄，乡道泥

泞。居民多饮用沟塘河水，环境污秽。房屋大多低矮破旧，年久失修。

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城乡建设随之加强。1951年至

1978年，全县完成中小型市政修建工程630多项，集镇老街先后得到整修，但面貌改观不

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经济蒸蒸日上，各区乡镇自筹建设资金倍增，

县财政用于城镇维护乖建设的拨款年益增加。在制订和不断完善规划的基础上，金县集

镇普遍拓宽街道，建设新街，修设下水道和饮水，排污设施。城乡建房形成高潮，仅1981

年至1986年，全县私人建房户达19．6万户(次)，建房43．69万间、1584．33万平方米(其中

楼房35．17万闻)。建筑业迅速发展，建筑工约4万余人，建筑技术由纯手工操作发展刭

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已具有设计，打桩，构件预制、材料运输、设备安装，防腐，装

璜、钻井、园林建筑等综合施工能力，跨省出国承接建筑业务，并创建了大批优质工程，

赢得信誉。镇，村自来水在扩大。公房管理在加强。集镇架设了路灯。乡乡通公路，村

村通乡道。千姿百态的新楼，在城镇，农村应运而起。城乡面貌大为改观。

本县历年来的城乡建设，始终围绕着加强对作为城乡联合和城乡一体化中心环节的

小城镇的建设而全面展开。尽管亦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在全县人民付出智慧和勇敢的

奋斗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前无古人的。就工作职责而言，虽属一县范围，或一个部门、

_个单位，不论成绩，失误，或经验、教训，通过回顾，反思，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

要，奉诸于世，谙知于众，均可获4一斑知豹”之效，得搿前车后鉴”之益，藉以检阅过去，

擘划未来，可谓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为此，如实记载本县城乡建设史实，让其发挥

。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是本局的职责。

本局编纂(<武进县城乡建设志》，历时7P年。蒙市，县领导的关心扶持，县地方志办公

室的指导帮助，修志工作者的不辞劳苦，各界人士的热忱支持，先后集基础资料80万字，

5改纲目，6易其稿，终于撰成此20余万字的志书。了览金志，可嘹明一个部门的全史和

．城乡面貌的交化。若能引起读者关注，悉心一读，从而有所感触，有所汲益，或有利查

考，对两个文明建设有所推动，这就是编纂本志的目的和愿望所在。

蒋时富

1989年1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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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 明

一本志时限，按本局及所属单位的工作范围和内容而定。原则上起于清朝末年，止

予1985年，对必须上溯或延伸的内容，则不受此限。

二本志按章，节，目、项层次排列。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原则，内容重点在解放后的部分。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凡属引用或转载的文言文资料，仍按原文旬抄录．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凡民国之前，用当时通用记法，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如

鼻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打，对起于民国时期的纪年，均用阿拉伯字记载，如。民国2年

(191,3)”。

六本志文内的。××年代”如“20年代⋯⋯50年代⋯⋯80年代”，均属20世纪内的时

期分段称法。

七文内提及的。解放前”和“解放后荐，两者时界为1949年4月23日(即中国人民解放

军进驻本县之日)。

八文内所提“一市三县”，是指常州市和武进县，金坛县、溧阳县，4三县一郊”即为

上述三县及常州市郊区。 j

九文内对常州市或武进县某部门(或单位)有用简称之处。如。市综合开发公司”即

为。常州市综合开发公司”’。县图书馆”即指。武进县图书馆”，其余类推。

十志内对。乡”和“村”的称法。1958年起叠乡”改称口公社。，。村一(俗呼。行政村”)改

称“大队”，1983年农村体制改革后，撤销。公社嚣，。大队”，恢复。乡静和。村。的名称。

十一本志运用的资料和数据，属全县性统一上报的，由统计局提供’一部分从有

关单位档案中取得，或由有关人员提供。有些基层单位的单项统计(如某乡的建房统计

等)，由当地政府或有关单位统计填报。县、乡，村《建筑物简介》内的资料，属于市区的，

由设计部门或施32(建设)单位提供，在乡镇或自然村的，大多由本志编纂人员实地观察

记载。



民国时期：

大 事 记

民国3年(公元1914年)，武进县城(今常州城区)的路灯改煤油灯为电灯。

民国16年(1927)，’武进县城救火联合会成立自来水厂，向部分居民供水。

民国17年(1928)，武进县署设公款公产处，经管公共房、地，款产。

民国18年(1929)，筑湖塘桥至常州石皮路，可通黄包车，当时称作。县道”．

同年5月，武进县建设局公布。建筑执照暂行章程”。

同年11月，颁布“管理及取缔建筑64条”。

同年，雪堰镇为防湖匪再次抢劫，建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5层)。瞟台一(即嘹望

台)；翌年(1930)，无锡实业家荣德生发起组织搿千桥会”，在本县雪堰，潘家两乡建造锕

筋水泥桥梁lO余座。均是县境内早期使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

同年，王春元，刘怀记等私营建筑单位，在武进城区得标承建罗武桥、新西门吊桥、

博爱桥，县公共体育场等工程。 ．

解放后：

1949年4月，武进县人民政府驻戚墅堰，设建设科。

1952年底，许振华、周浩福等30多个工匠，组成附设于无锡洛社建筑事务处的横林

小组，逐步扩大在本县的施工业务，是本县集体建筑业萌芽和发展的-．个起点。

1973年11月。武进县房地产公司成立。

1976年

湖塘自来水厂建成投产。

武进县建筑管理站成立。

1977年11月，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革委会滑模小组首次采用滑模新工艺承建常州水

泥厂10只圆筒库获得成功。

1978年

5月，武进县基本建设局成立。

9月，武进县房地产公司由隶财政局转属基本建设局．

10月，武进县建筑设计室成立。

建筑业划归基本建设局管理．



1979年

4月，我县对1968年6月起进行的搿私房改造”开始复查，落实政策。

同月，在武进县建筑管理站的基础上，成立武进县建筑民兵团，68个建筑站改称建

筑民兵连。(1981年撤销)

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革命委员会改为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来本县实地调查研究小城镇建设(为期1个月)，写出了

《江苏省武进县小城镇的初步研究》一文。

湖塘、横林，奔牛3个县属镇开始制订《集镇建设总体规划》。

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许正生，荣获省劳动模范称号。 ．

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潘浩西，荣获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武进县建筑设计室吴鉴波，荣获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1 980年

4月，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荣获江苏省学大庆先进集体称号．

同月，武进县湟里区房地产管理所所长戴松林，荣获江苏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1年

7月，武进县建筑民兵团改为武进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武进县房地产公司开始经建商品房。

建筑业“创建全优工程和安全施工竞赛”活动开始。

武进县建筑设计室设计的县人民政府办公楼，获常州市设计表扬奖。

8月，县人民政府颁布《武进县公房管理暂行规定》。

武进县农业区域和市镇建设、农房建设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仓子和任组长．

11月，武进自来水公司成立。

12月31日，县人民政府发C1981(185号))文件，颁布《武进县集镇建设和农房建设管

理暂行规定》。

1982年

本县建筑公司职工百余人赴科威特等国家承建油库等工程．

3月，横林供水站建成投产。

同月，本县从各区抽调30余人，在前黄开展村镇规划试点工作，为期两个月．

7月，焦溪镇和百丈乡徐墅村荣获江苏省村镇规划二等奖。

9月，本局与教育局等单位联合刨办的三里职业中学开学。

10月7日，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在本县湖塘镇举办。全国第一期村镇规划研究

班”，本局规划股杨法明作。我们怎样进行村镇规划靠的专题发言。

东安建筑站在全年施工中，工程全优率占72％，当时居全县62个建筑站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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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群”。

察，参

观了湖塘，东青两集镇。 一
、i

12月17 IE]起，本县集镇总体规划培训班在湖塘镇举办，学员125人，为期10天，江苏

省规划设计院和常州市规划处的专家，工程师到此讲课。

本县潘家乡百渎村、马杭乡马杭村等10个村兴办自来水。

武进县环境监测站在常州市北环路建成。‘

湖塘镇区地下静水位，从1975年的37米下降到67米，用水紧张，制水供不应求。

武进自来水公司在湖塘镇南何留墅建成净水工艺流程，水源改地下水为地面水。

当年，对全县建房作全面清理，查出各类违章建房33613户，超面积150．75万平方

米。

1984年

2月(14日至23日)，本局规划股陈岳年出席在昆明举行的全国村镇规划竞赛评比表

彰大会，会上本县焦溪镇规划荣获。佳作奖”。

3月24,日，武进自来水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制订《企业管理条例》j压缩非生产

人员，管理人员从31人缩减为19人。
、

7月。原武进县农业区域和市镇建设、农房建设规划领导小组，改名为武进县村镇

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文。
’

9月6日，撤销本局党组，成立中共武进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委员会。

武进县建筑设计室对武进影剧院的设计，获常州市优秀设计表扬奖。

年底止，武进县人民政府陆续发文批准了60个乡集镇的总体规划。

1985年

3月11日，叠三县一郊”村镇建设详细规划培训班在本县举办，至4月3日结束。

8月(27日至31日)，本县举行湖塘、横林、奔牛3镇总体规戈!『技术鉴定会议，省、市

规划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出席，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10月，武进县园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建的北京中IE]友好医院南园绿化工程竣工，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乡镇企业报》等首都报纸刊登了新闻。

同月，武进县古典园林建筑公司所建无锡东蜂蠡湖宾馆(3幢)和河埒水产养殖场渔

乡楼等3个工程评为无锡市优质工程。嗣后，《常州日报》，《无锡日报》，《新华日报》等

报纸为此刊登新闻和照片。

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和武进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被定为=级施工企业。

，12月，在常州市村镇建设评比中，武进县村镇建设办公室获全面综合奖，洛阳乡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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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管理奖，孟城乡获农村“样板房”奖。

年底统计，全县人均耕地已从1949年的2．12亩减为1．09亩。

1986年

1月，武进县建筑质量监督站成立。

3月，本局建立党委办公室。

同月，撤销淹城管理处，成立武进县淹城管理委员会。

6月，武进县建筑管理处成立。

7月，武进县城乡建设档案室成立。

同月，武进县山石资源管理办公室成立。

同月，武进县节约用水办公室成立．

．同月，武进县城乡建设测量队成立。

8月1日，武进县房地产公司开始对全县非住宅公房实行租金改革。 。

同月，撤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同时成立环境保护局和城乡建设局(即本局)。

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与上海市建筑电力公司，常州市龙城实业有限公司联营。

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所建武进化肥厂双氧水车间工程，提前工期190天，提前投产效

益152万元。

10月13日，武进县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的通告》。

同月，武进县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站成立。

南宅建筑公司承建的无锡炼油厂润滑脂车间工程，被评为江苏省优质工程，荣获银

杯奖。

武进大厦完成主体工程。

湖塘，横林、奔牛3镇自来水管道长度已达26．3公里，是1977年0．95公里的27．7倍。

武进柴油机厂厂区绿地面积为11517平方米，全厂绿化覆盖率达17．84％。

武进自来水公司获县文明单位称号。

年底统计。一年来农民建房中共发生施工事故46起，死亡13人，重伤25人。

1987年

2月，洛阳，马杭，鸣凰，横山桥，芙蓉、湟里由乡集镇改建为县属镇。

武进县第二建筑公司与上海冶金建筑公司、上海第七建筑公司等联营。

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八直属工程处，在搿一市三县”建筑市场质量大检查中，荣获第

一名。

9月30日竣工的南夏墅建筑公司承建的常州第三毛纺厂食堂工程，被评为省优质工

程，荣获金杯奖。

武进自来水公司减少企业管理环节，管理人员由1984年精简后的19人减为15人。

武进自来水公司获县文明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12月4日，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湖塘、横林、奔牛3镇的《集镇建设总体规划》。

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蔡洪祥获江苏省百万青工技术比赛中粉刷工比赛第二名I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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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荣获全省钳工比赛第六名。

年底，武进县园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建的常州篦箕巷仿古工程竣工。

年底止，武进县建筑工程公司已7年无重大施工事故，有12个施工队连续2300天安

全生产无事故。 ，

湖塘镇花园路5000平方米农贸市场建成。

横林镇15000平方米综合市场竣工。

奔牛镇完成过境公路拓宽工程，从9米拓宽至24米，铺设柏油路面19000平方米。

年底统计t武进县房地产公司近两年内因搞多种经营增加收入42．12万元。

武进县房屋建设开发公司两年来竣工商品房99130平方米，交付使用1354户，83431

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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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行政机构

营缮事宜。

业局。

民国16年(公元1927年)起，县政府设建设局。 ．

民国22年，撤消建设局，设立技术室，民国23年，改技术室为建设科I民国24年．更

名第三科。

民国30年，县府改组，掌管教育，建设属第二科。
一 民国34年，管理实业，公共工程属建设科，民国37年，改称第四科，解放前夕．复

称建设科。．

解放前的行政机构负责人更迭表

姓 名 机 构。 职 务 任 期

庄， 启 武进县实业科 科长 民国16年

屠公覆 武进县实业科 科长 民国16年5月起

庄 启 武进县建设局 局长 民国17年10月起

徐谟嘉 武进县建设局 局长 民国20年8月起
●

史子权 武进县第三科 科长 民国24年起

陆X X 武进县第=科 科长(兼) 民国30年起

程振华 武进县建设科 科长 民国35年2月起

徐天寿 ‘武进县建设科 科长 民国36年1月起

向星伯 武进县第四科 科长 。 民国37年5月至7月

蒋文泉 武进县第四科 科长 民国37年8月起、

蒋文泉 武进县建设科 科长 任至解放前夕

=，解放后的行政机构

(一)武进县城乡建设局(沿革)



1949年4月本县解放后，武进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负责农业，水利，蚕

市政，电信、交通等项工作，全科7人’1950年11月，分设建设科和农林科，

月，建设科和农林科合并为农建科。1949年5月至1952年建设科历任科长l周

李灿顺(负责人)，1952年8月至1955年5月农建科历任科长：胡良，叶光华(副)、胡良、
季清。

1955年6月，撤销农建科，基本建设由武进县计划委员会(简称。计委”)负责管理。

1968年3月，由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生产指挥组负责。

1975年6月，恢复县计委，内设基建组，组长许浩良，副组长肖文秀。

1978年5月，县革委设基本建设局，1981年，改为县人民政府基本建设局I 1984年

4月基建局与环境保护局合并，改称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1986年8月，撤销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局，分别成立环境保护局和城乡建设局(简称“城建局一)。

1978年5月基建局成立时，局内设陷书组(组长刘纯、副组长章宝善)、政工组(后改

人事组，组长金留华)、建安组(组长张裕生)、规划组，共有行政人员17人。1982年2

武进县城乡建设局负责‘人更遥表(1987)

姓名 职务 任 期 备 注

宋洪勋 副局长 1978．5-一1982．5

，徐毓林 副局长 1978．5—1984．4

徐毓林 督导员 1984．4—1986．9 副局级

杨光铨 副局长 1978．5—1979．4

钱锡洪 局长 1979．6—1983．2 计委副主任兼

王作述 副局长 1979．4—1984．4

王作述 督导员 1984．4—1985．12 剐局级

刘沛兴 副局长 1980．12—1984．4

刘福根 副局长 1982．3—1984．4

壬南兴 局长 1983．2一1986．3

何良佐 副局长 1984．4—1986．7

林方大 副局长 1984．4起任～

陈剑峰 副局长 】984．4起任～

查瑞生 督导员 1984．7起任～ 副局级

王道清 副局长 1985．6～1986．7

蒋时言 剐局长 1985．8～1986．10

蒋时言 局长 1986．10起任～

冷万里 副局长 1987．9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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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上述各组均改为股，同时增设财务股(后称计划财务股)。1984年4月，增设教育股、

环境保护股(殷长王道清，副股长周晓兴)，环境监测站(站长吴锦铨)。同年，规划股改

称村镇建设股。1986年3月，人事股、教育股的工作(人员)并入党委办公室，同年6

月，撤销建安股，其业务归武进县建筑管理处，同年8月，环保股，环境监测站随迁环

境保护局。1987年底，本局行政工作人员共28人。

本局各办公室(殷)负责入更迭表(1987)

历．任 股 长 现 任 股 长

办公室名称 设置时间
芷 职 副 职 正 职1 副 职

程兴海 徐国湘 徐树德 徐国湘

秘书股 1982．2 徐树德 虞新华 虞新华(至1987年初)

耿惠康

人事股 1982．2 金留华(女)

张裕生 焦章保

建安股 1982．2 焦章保 郑平生

戴向群

计划财务股 1982．2
倪矛德 倪矛德 吴志春(至1987年5

月)
倪矛德 吴志春 (副局级)

教育股 ．1984 任秉珍(女) 薛春大

注l 4历任。指1986年前(含1986年)任职，“现任”指1987年在任的．

(二)归口设于本局的县级全民所有制事业管理机构

武进县淹城管理委员会。1981年，淹城由隶属文化局划归本局。同年lO月，成立淹

城管理处，工作人员3人，1985年，淹城村(行政村)划给淹城管理处，1986年3月，撤

消管理处，成立武进县淹城管理委员会(设淹城，当时有平屋4间)。1987年8月，新建

16闯(487平方米)工作用房竣工，工作人员增至12人。1981年10月至1986年3月，淹城

管理处由赵玉泉任负责人，1986年4月起，淹城管委会由承金林任主任，同年10月起，蒋

玉茹(女)任副主任。 ．

武进县村镇建设办公室l成立于1982年2月，当时名武进县市镇农房建设规划办公

室，1984年更名(即现名)。1982年至1986年历任主任l杨凤章，王南兴I历任副主任。

钱锡洪，徐毓林，杨法明。1987年由杨法明负责(副主任)。与本局村镇建设规划股合署，’

办公。1982年起，村镇规划股股长杨法明，副股长陈岳年。为本县城乡规划建设服务的

武进县城乡建设测量队，成立于1986年7月，由蒋荣泉任副队长(1987年任)。

武进县建筑质量监督站。成立于1986年1月，站长焦章保，副站长戴向群。
4

武进县建筑管理处。成立于1986年6月，简称建管处。从成立时起，主任。陈剑峰(至

1987年3月)，胡锡范(1987年4月起任)，副主任l赵明，赵茂兴。配合建管处工作的

武进县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站，成立于1986年10月，徐银斌任副站长(1987年任王．

武进县城乡建设档案室l成立于1986年7月．1987年初起，虞新华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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