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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部记述定州市城乡建设的专业志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有

利于进一步增进人们对定州建设史的了解，并对定州的长远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和指导意义。

自古定州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四方通衢，商贾云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曾为国为郡为府都，为历代战略重镇。定州地理位

置优越，自然条件良好。富饶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智慧的定州人

民，古往今来一批批历史名人和专家学者名垂史册。’悠久的历史，为定州留下了

灿若星河的古代文化和名胜古迹。作为定州象征的宋代开元寺塔全国著称，远近

闻名，代表着古代定州人民精湛的建筑技能和高超的建设水平。

建国以来，定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整乾坤，再造河山，各行各

业都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使

古老的定州一展新颜。城乡建设飞速发展，城市面貌Et新月异，城市功能日趋完

善，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不断增强，为振兴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记述城市建设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记述城市建设的成

就与业绩，无疑将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积极为建设文明富裕

昌盛的新定州而奋斗。

《定州市建设志》是一部成功的小城市建设专业志书，是定州市资治、存史、

教化的一部重要文献。“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它的出版发行，

必将在城市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其功德无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定州市建设志》出版问世了。这是全市建设系统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市

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定州市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县级市，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志书是

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上许多有关自然和社会的丰富资料，赖以地方志

而保存下来，是一地的百科全书。新修志书可谓上继祖宗、下惠子孙的千秋．大业，

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定州市建设志》是一部小城市建设专业志书，是定

州市第一部建设事业专业志书，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组成部分。本志书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定州建设事业的发展变化，反映历史事实和现

状面貌；它资料充实、体例完备、图文并茂，体现了时代特色和定州地方特点，河

北省建委建设志编纂委员会评价“它是一部成功的小城市建设专业志书，它开创

了我省县级城市编写建设专业志书的先例”。建设事业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事

业，造福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建设者们千辛万苦的劳动，谱写了定州建设事业

光辉的历史篇章。本志书依据档案文献，真实地记述了有关历史和现状，为定州

建设事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起“资政、教

化、存史’’的作用，成为可以传世的重要著述。

建设事业专业性强，业务门类多，涉及面广，编写专业志书是一项开创性的

文化建设工程。在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盛世，编纂《建设志》的同志们于1990

年6月开始，历尽艰辛，经两年半的时间，三易其稿，编修成志。在这整个过程

中，建设系统各单位积极提供资料，支持“众手成志"，并得到省建委和市志方办

的热情指导及兄弟单位的帮助。在本志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和由

衷的敬意。

定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

1993年3月

D

爹斫司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叙述史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以现时部门的工作范围和归口管理的产业为主要内容，记述城市建设、村镇建

设、工程建设和建筑业、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管理、环境保护等地方史实，详今略古，突

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原则，反映事物之本质。

三、本志采取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随文。根据部门的职能

分工和城乡建设科学分类，横排门类，全志除概述、大事记、荣誉录、附录外，共设八编，分

章、节、目等层次，纵写史实。

四、大事记沿用公元纪年，后注历史纪年；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有年无月写

其年，有月无日写其月。志文有沿用历史纪年处，则标注公元纪年。

五、本志年代断限，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90年末。对下限时间内发生

的个别事项，于修志脱稿之前发现或继续发展的，为使事物表述完整，可延续到本志脱稿之

日，即1991年12月10日。

六、本志以档案资料、文献图书和史料为基础资料。对搜集到的资料，经过考证，编入

志书，是一部“存真求实”的资料性著述。为节约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七、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用字用语力求通俗准确，物体名称使用符号时，随文注明。

八、有关名称使用简称时，随志文注明，主要党政机关的全称和简称及特定含义的简称

如下：

全称 简称

河北省 省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建设委员会

保定地区

保定地区行政公署

保定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

中共定县委员会

中共定州市委员会

定县人民政府

定州市人民政府

定县革命委员会

定县人民委员会

省政府

省建委

地区

地区行署

地区计委

县委

市委

县政府

市政府

县革委

县人委



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定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定县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

定州市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

定县基本建设委员会

定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定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

定州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

1947年1月28日定县城解放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5—1976．1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县人大

市人大

县政协

市政协

县建委

市建委

城建局

城建局

解放后

建国后

“文革”期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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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河北

县，东

五个区

028407

定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部落固定的居民点。自颛顼氏分天下为九州，

定州地方属冀州。约公元前2300年，尧受封为唐侯，封疆就在定州境内唐河两岸，城于唐城

村。春秋时期属鲜虞国，曾一度为国都。战国时期，公元前414年，武公初立中山国，建都

于定州，当时名“顾”。公元前206年，汉高祖设置中山郡，辖定州，当时名。卢奴”。公元

前154年，景帝封皇子刘胜为中山靖王，徙都卢奴，改郡为国，定州为中山国都400余年。

公元309年后，中山隶属常变，废置不定。公元384年，慕容垂恢复燕国，建立后燕都

于定州，当时改卢奴为弗违。公元397年，魏王硅攻克中山，设置安州，三年后(公元400

年)，取“平定天下”之意，将安州改为定州，这是“定州”名字之始。隋、唐、宋等朝代，

定州曾为郡、府、州治所，曾置总管府、大总管府、都督府、义武军节度使、路安抚史等，为

军事要地，边防重镇。元、明、一清代，定都北京，定州成为京都畿辅之地。

中华民国建立后，1913年，定州始改为定县。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县为

“华北实验区”，平民教育总会迁到定县，开展平民教育实验十余年。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

领定县。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阜平正式成立，曾划唐河以

北、县城以西的村庄为定北县，以南为定南县。定县城为侵华日军占领统治八年。中国共产

党领导抗日，在定县李亲顾镇设定南县民主政府，在砖路镇设定北县(定唐县)民主政府，抗

击日寇侵略统治。1945年日本投降，定县城为国民党及其军队占领。1947年1月定县被晋察

冀军区部队攻克，全境解放统一。同年10月，在定县清风店地区又取得了“清风店大歼灭

战”的胜利，生俘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等1万余人，是解放战争华北战场由防御转入进

攻的转折点，是1948年解放保定、石家庄两重要城市的前奏。

新中国成立后，自1949年至1954年，曾设立定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12县，1958年

曾与曲阳县合并为定县，1961年又重新分开；1986年改县建制为县级市，名定州市。

总观定州的沿革，历代皆占据重要位置。晋代以前曾为郡国国都，唐、宋为军事边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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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元

贡院(俗称考棚)建筑风格独特，是河北省仅存的一座州属贡院。“王灏庄园”群体建筑，面

积广大，展示了清代富豪庄院建筑风貌和工匠的高超技艺。民国初期中华平民教育先导晏阳

初，曾在定州示范并住居。有近代著名作曲家张寒晖烈士纪念馆。为纪念著名于世的清风店

战役，在西南合村东建有陵园、碑亭。定州素有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是敌后战争区，涌

现出众多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先烈纪念碑建筑有126座，并建有北疃烈士陵园。现文庙开

放为定州博物馆，馆藏价值高，展出文物十分丰富。定州素以‘‘中山”、“宝塔”等古迹著名

于世。

}

地理优越百业兴隆

定州市地处华北平原中部，南距省会石家庄市72公里，北离首都北京208公里，踞南北

交通要道线上，古有驿道，现有京广铁路，南北贯穿全境，设有清风店、定州、寨西店三个

火车站。西行有定州至曲阳灵山的地方窄轨铁路，城区东部有新建的(北)京深(圳)高速

公路连接市内交通，公路四通八达，是邻近各县的货物集散地，客货运输络绎不绝，吞吐量

相当可观。

境内主要有唐河、沙河及孟良河向东流入大清河。沙河经曲阳县王快水库流经市域南部，

境内沙河流长26．4公里；唐河经唐县西大洋水库流经市域北部，境内唐河流长42．7公里；孟

良河源于曲阳县西北孔山的曲道溪，斜贯市境中部，境内孟良河流长38公里，现河道除雨季

行洪外常年干涸。定州土壤属于冲积土，唐河一带为粘土、沙壤土、黄褐亚粘土，是历代建

筑材料。土坯”、“砖”、“砂”的本地资源。

气温属北温带干旱气候，地势平坦，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具有各种农作物生长的良好

条件，战国时期就有大风飘谷，桑麻遍野，农牧并旺的景象，现为我国北方重要农副产品的

集中产区之一，被国家和省确立为小麦、出口棉、花生、草莓、蔬菜、瘦肉型猪、速生丰产

林等七大商品基地。

工业建筑，解放前多为农副产品加工和生活用品的手工作坊，厂房也多是民房式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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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真正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现各类工业已初具规模，具有相适应的工业厂房建筑。

由于地理和交通便利的优势，定州的商业贸易历来兴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发展小城镇建设的政策使农民进城经商办店，各种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定州城

乡集镇、商业建筑以及为集市贸易活动服务的建筑设施骤增，建设形式各具特色。

定州的文教卫生事业发达，早在1914年就毁庙兴学，当年毁庙200处之多。新中国成立

后，政府十分重视各类学校建筑和文化事业建设，建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1956年

建成定县影剧院，1989年建成电视转播台、广播电台。卫生事业在民国初年筹办模范县时曾

被重视，但分散的个体行医者难以发展，真正的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医院、卫生院遍

布城乡。依据规划迁址的市人民医院的主体建设工程于1989年施工，框架结构的住院楼是定

州第一个高九层的建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中，卫生、环卫等部门共同治

理，定州市1989年被省授予卫生红旗市。

民国初期定县设有二等邮局，新中国成立后邮电事业迅速发展，形成城乡电讯网络。

定县1950年成立电灯公司，开始了电灯照明的历史，从此供电事业发展起来。

古城新崛起建设事业展英姿

定州城区位于市域的中部偏西北，建成区面积为12．9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1 1平方

公里，基本上是定州古城和火车站附近的面积。

1897年修建火车站后，城区自由发展为火车站与城内十字街相距3．6公里的两组团，呈

曲线位置，建设零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定州虽有较大发展，但城市建设长期缺乏科

学的规划指导，70年代又在铁路以西建设部分工厂，形成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2公里的窄

条布局，城市化水平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获得

很大发展，人民的富裕、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1984年以来，定州以规划

大纲指导城区建设，当年就拓建了一条十字街往西的中山路，两侧建筑按政府机关楼组与林

科教楼组相对称的格局建设，经委、计生委、工人文化宫、广播局、工商局、银行等单位的

建筑沿中山路安排。沿新开街开发建设贸易楼，横连沟通中山路与兴华路，在旧城区与火车

站两组团之间，建成一个新的中心区域，调整了城区建设布局，成为改变定州面貌的瞩目工

程。1986年定州改建为市后，更加重视规划建设，聘请省规划院编制完成《定州市城区总体

规划》，省政府于1987年8月正式批复，这是定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城区总体规划，近期规

划至1990年，远期规划至2000年。通过总体规划，对定州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对

其发展有影响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取得了科学的认识，以规划为依据进行建设管理和综

合治理。1987年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颁发了《定州市城市建设管理实施办法》，定州城市

建设开始步入科学管理、法制管理的轨道。在规划指导下，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建成了纵贯

东西的十里中山路、格局新颖的办公楼群、繁荣商业的贸易建筑、开发建设小区住宅楼群以

及联塔供水、集中供热逐步实现配套建设，这是定州城市建设的一次飞跃。全市还大改土旧I／-

县城的面貌，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与辐射力，古城换新貌，向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发展。 l／r、

定州村镇，古时曾为里辖村制，后改为约辖村制。民国初年曾把全县分为6区、13学区，八，
现今为市、区、乡(镇)村制。定州大部分村庄经历了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和近代的半J n

f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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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私有经济的典型居民点。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真正

得到解放，废除了封建制度，农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村镇建设有了一定的发

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政策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群众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

件和环境条件，增加商业服务和文化卫生等公共设施，1980年先后出现了“家家备料、村村

动土”的建房热。为了将村镇建设引向科学发展的轨道，避免自由发展的危害，1983年，县

建委开始举办村镇建设培训班，1984年开始编制村镇建设规划，历经两年完成编制440个村

镇建设规划，成为改造旧村镇面貌的建设蓝图。人民富裕后，开始依照规划建设村镇，改变

居住条件，使用耐用建材和新型建材，50年代以前的土房子黑屋子，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砖

混结构、采光通风良好、装饰新颖的现代建筑已在村镇普遍发展，设施齐全的楼房建筑形式

也为一些村民所采用。

定州有4000多年的历史，或为国都，或为郡府州治所，筑城垣、营建宫衙，历代经营，

也屡遭兵燹灾故毁坏。从现存的名胜古迹、古建筑到现代建筑，都充分体现了定州历代人民

的建筑才华。封建的私有经济，一直使能工巧匠零落在乡间，新中国成立以后，定州才成立

了专业建筑施工组织。1951年曾建立定县建筑工会，定县专区组建建筑公司，1954年专区建

筑公司调离定县，定县成立建筑社(现名为定州市建筑工程公司)，之后20余年，建筑社基

本上统揽着本地工程建设的建筑施工。定州建筑人才济济，有从省、地建筑企业回乡的人员，

也有本地建筑企业培养的人员。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数万名农村富裕劳力纷纷投向

建筑施工行列。70年代，农村就出现了外出施工的包工队，1979年定县成立建筑工程公司

(现名为定州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下设若干建筑队，公司管理和协调这些包工队的业务。建

筑队伍发展迅速，到1990年，定州市的各类建筑公司有36个，达3万余人。企业资质等级

为：二级企业8个、三级企业26个、四级企业2个。这些企业常年在外施工，遍及华北、东

北、西北和华东等地区，特别是京津地区为多。由于组织得当，管理合理，施工技术不断提

高，所承建的工程项目，由低层到高层，由主体到高级装修已形成完整的施工技术体系，创

造了多项优质工程、知名工程，所承建的工程以质量好、工期短赢得了信誉，有的建筑企业

曾参加建设国家的重要科技工程和“亚运会”工程，并荣获奖励，大大提高了定州建筑业的

知名度，定州被称为“建筑之乡”，1989年列为国家首批建筑劳务基地之一。

定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行政机构，是1987年后建立起来的。民国初期县政府内虽设有建

设局，但主要是管官府的建筑和修桥、农建、水利等单项建设。1978年设立定县环保办公室，

1979年设立定县基本建设委员会，1984年这两个单位合并，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1988

年又改建为定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并将房产管理工作归属市建委。市政府行文明确了建委

的职能与职责范围，理顺并加强了行业管理。市建委下设12个事业单位，下属13个企业，成

为市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部门，形成一个系统组织，是进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组

织力量，是全市建设事业的主管部门。市建委归口管理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和建

筑业、房地产业、市政公用事业、环境保护业等方面的工作和产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定州的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城乡面貌明显改观，城市建设初具

规模，人们向往的生产、生活条件正在逐渐发展为现实。古城新崛起，建设事业展现出勃勃

英姿，发挥着它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尧受封为唐侯，。筑城于今城北唐城村。

约公元前772一前476年(春秋时期)

己

市境属鲜虞国。唐河北岸，王村南鲜虞国筑城堡一处，定州名“顾”，曾为鲜虞国都。

公元前475一前227年(战国时期)

市境属中山国。东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中山国，建都于顾。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p六年)

是年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中山属巨鹿郡。

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元年)

是年汉高祖划天下为62郡，设立中山郡。当时定州名。卢奴”，是郡辖县。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

． 是年景帝封第九子刘胜为中山靖王，徙都卢奴，筑城设门，建宫刹。中山国辖14县。

公元384年(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是年慕容垂恢复燕国，建立后燕克中山。公元385年建都中山，改卢奴为弗违。‘

公元397年(晋安帝隆安元年)

是年 魏王拓跋硅攻克中山，设置安州，定州复卢奴故名。

公元400年(北魏天兴三年)

是年取。平定天下”之意，将安州改为。定州”，是“定州”名字之始。

公元577年(北周建德六年)

是年北周占领定州置定州总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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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1年(隋开皇初年)

是年隋朝建立，定州入隋。

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

是年改定州为博陵郡。郡治鲜虞(今定州)。

公元621年(唐高祖四年)

是年改郡为州，在定州置总管府，领五州。公元623年升为大总管府，领32州。公元

624年改设都督府，领8州。 ·

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

是年废定州都督府。

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

是年复改定州为博陵郡。

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

是年恢复旧制，设置定州。

公元782年(唐建中三年)

是年置义武军节度使于定州。

公元797年(唐贞元十三年)

是年定州置大都督府。次年又废府复州。

公元848年(唐大中二年)

是年定州帅卢简永废天佑寺建。先师庙”。

公元977年(宋太平兴国二年)

是年宋令定州直属京师。

1001年(宋真宗咸平四年)

是年 定州开元寺僧会能去天竺取经，得舍利子归。宋真宗诏令会能负责建塔，1055年

建成，取名开元寺塔。该塔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质塔，又称料敌塔。1961年列为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是年升定州为中山府。

1113年(宋政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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