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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 序

《桦甸县城乡建设志》是桦甸有史以来第一部城乡建设方面的志书。它以尊重史

实，实事求是，内容翔实，言简意赅，结构严谨，画面真实，将城乡建设古今，记述完

备。在资政、存史、育人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这部志书的胜利完成，是编审工作者辛

勤劳动的结晶。你们在这改革之年；，为桦甸人民编出这样一部社会主义城乡建设志而高

兴，为这部歌颂在党和政府领导下I的桦甸人民，改造城乡面貌，建设美丽家园的《桦甸
城乡建设志》而祝贺。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历史赋于我们的使命，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是惠及子孙，利国利民的大事。回顾历史，正确总结经验教
训，给人以启迪_展望未来，给人以力量。．前人的辛勤劳动和创造，也是给后人留下了

一部宝贵的遗产。相信编志工作将永继下去，为实现城乡建设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愿本志永存，日益生辉。

陆家玺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日
●



序

《桦甸县城乡建设志b离1985年4月筹备以来，历时一年又七个月，于1987=f_F 1月

脱稿，1 987年11月定稿，即付梓成书。这对于桦甸县城乡建设事业是一件大喜事。

《志节》上限从1869年“韩边外”修建善林寺开始，直赁1 905年桦邑鳞次栉比，双

臂钠光路灯散发蓉霓虹光彩，趋近现代化城镇建设。

历史的反映桦甸县建筑事业坎坷不平的道路，也反映了人民生活兴衰起伏。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桦甸人民在党的颧导下，所取得卓越成就“志稿”给予充分肯定。

《桦甸县城乡建设志》是一部工程著作，选择写作人员力尽择优而用，从1985年

始，先后三次变动人选。写怍紧张时期人数多达23人。编辑彳亍编写方案、拟制篇目、搜

集资料，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用汗水浇灌出《桦甸县城乡建设

志》这一文化建设的幼苗。

《志稿》利用准确的统计数字，科学的对比方法，详尽叙述建国37年来建设事业的

腾飞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城乡建设事业发生翻灭复地的变化，辖区工业重

镇高楼大厦拨地而起，装饰朴实的砖瓦房屋鳞次栉比，旧时遗留的矮小、潮湿、阴暗的

茅草土屋明显减少、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一-j=-稿》利用翔实资料展示出建国以茅，：不断拓宽、加固、延长道路里程，彻底结

束了桦甸几百年来那种冬行冰川，夏乘船，无力乘船爬陡【L舱交通历史：对县辖区的东

北最大的自Ln水利发电站、闻名全国夹皮淘金矿的宏伟、高戈的建筑群，、记述真实，反

映全面。人们阅读之后，将会有回昧无穷之感受。它是一部《桦甸城乡建设史》，也是

桦甸城乡建设的一部全书，更是一部向子孙卮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捌。

《桦甸县城乡建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为准绳，挑选资利，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三新”的原则；坚持志

书本例，横排竖写，坚持以记述体、白活文为表达：号法。全志8鹪34章106节，共25万

字，记述桦甸县近百年的城乡建i!殳兴衰起伏的历史。

《桦甸县城乡建设志》的问世，承蒙各界协助，在征集资料过程中，曾得以统计

局、档案馆、文体局、地名办、图书馆、交通局、二轻局、]：业蜀、白【上J水电一局、

红石水电分局、红石林业嚼、奄进机械厂、夹改沟金矿，得乡镇、本局所属基层单位大

力支持，给予方便，在!写作谴程l藩蒙县史j兰办的同志热信j协助，在这里，谨向有关单位

的领导和同志致衷心谢意。

编写志书工作，是一项新工作、颓课题，为完成此霹任，编辑人员是在边学习、边

摸索中写}戈的，二}s中会有遗漏或不妥之处。望读者贶教。

于泽普

--／L／＼八年一月七口



序 二

《桦甸城乡建设志》翔实地阐达了城乡建设事业与人民生息相关的依存性、必要

’阿：；城乡建设事业的口益繁荣是标志人类的进步与发展。-

《志稿》中写到；桦叼是一个群山环抱，河流纵横，物产丰富，四通八达的地方。

糸：|匕最大的白山、红石水电站就鹰落在贯穿辖区的松花江上；盛产黄金的夹皮沟金矿也

出落在辖区江系重镇。厂矿的兴建，使这个偏僻L【J区变得繁荣昌盛。 一

《志稿》较全面地记述了旧社会桦匈城乡建设坎坷不平的兴衰历史，用生动事实叙

述了桦甸这个富饶美丽大地，在漫长岁月中，由于氏期遭受封建势力的摧残，帝国主义

者的侵略蹂躏，土地荒芜，百业碱零，民不聊生，哀声载道，城乡建设面貌迟迟得不到
改变。

《桦甸城乡建设志》利用准确的统计数字和科学计算方法，如实地记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觉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这仑富饶美丽的大地才焕然一

新，生机盎然，城乡建设才得以繁荣发展。

为便于城乡物资文化交流，繁荣经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逐步拓宽、加固了城乡

弯曲狭窄的道路，堪设排水设施，改变了泥泞不堪的路砸，使城乡交通逐渐形成网络

化。随蓿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桦甸的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昔日低矮阴暗的茅草小屋大

量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楼房和装饰典雅的砖瓦房；城镇市区一条条展宽的柏油路、混凝

土路纵横交错。

昔日城乡人民医饮用不活净水，身体欠佳，人们曾流行一句口头禅： “夏饮河溪

水，冬融冰雪喝，终年饮浊水，多病体质弱，四肢关节痛，行动不俐嗦”。建国后，特别

是党的十一慝§三中全会以来，犬部城镇90％的居民饮尉了滔净标准的崮来水，10个乡驻

地有7个乡驻地用上臼来水；而水质差，饮水难度大的84个村屯也基本实现自来水化。

截jj二1985年东，乡村申总受益人数达4，78万人。昔日的口头禅已消失。

现今眨逢盛世，城乡居民生活强益提高，人们改善居住条件已成新风。辖区城乡到

处可见兴建新房的繁忙景象。新建的房屋样式新颖，别具一格，大部新房前庭后院，果
树成行，花卉满园。

城乡交通要路两铡绿椭成荫，宽阔平坦，

县辖区广袤辽阔，但山、川、沼泽甚多，

来往行人确有舒畅之感。

而平地甚少。在兴建之际城乡建设部门严

格控制建筑用地尤为霞要，否则后患不堪设想。

建筑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1985年，建筑业所创

造的社会总产值，可占县年度社会总产值的23％，可见，建筑业在围民经济中的位置和
作用是不可低佶的。

截止1985年末，金县有建筑施工单位82个，职工超过万人。但由于城乡建设的塍飞

发展，而建筑工程的结构、装饰、按装、设计等方面日趋现代化，这些施工部门对满足



城乡建设事监现代化的需要，尚感力不从心。事实证明：许多建筑施工单位对所承建粥

工程竣工后，未能达到国标、省标的要求；有的施工单位曾出现劣质工程。面临这一现

实，全县各建筑施工单位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提高职工素质，乃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

事，否则，很难适应今后城乡建设事业飞快发展的需要。

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会给未来的建筑带来崭新的风貌，令人耳目一新。今后我县

的建筑向j高空发展乃是当务之急。

二十世纪八}J年代初，全县重镇的高楼大厦，初步具备结构先进、朴素大方、色彩

协调，线条流畅，轮廓清晰，经济适用的特点。 。

我县兴建结构先进，装饰美观的楼房才刚刚起步。确信，这支万人的城乡建筑大

军，会用勤劳艺精的双手，把桦甸这个富饶美丽的大地，建设的更美好、宏伟、壮观，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为期不远，定会实现。

李风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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