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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县建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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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县城乡建设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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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舒皇≥
刚i 青

合川古为巴国辖地，县治曾为巴国别都及郡，州治所。两千多

年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对各方面的辛勤建

设，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城乡面貌改观。有许多

建设成就和建设管理经验，值得记述。不少对建设有贡献的人物，

值得记下他们的业绩。也有一些建设管理上的教训，值得后来者借

鉴。

欣逢国家盛世修志，在县政府新修《合川县志》的统一部署

下，在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为继承和发扬我国编纂地方志的

优良传统，我们组织力量，编纂了这本《合川县建设志》，全面系

统地记述合川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重要建设历史，供各方面参考。

由于历史档案资料有限，少部份资料来自当事人回忆，虽经编

志工作人员辛勤努力，仍难免有记述不详，遗漏重要建设史实的缺

点，甚至个别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易复良

一九八九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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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建设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社会的繁荣

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建设。纵观一个地

区的建设历史变化，能够看出该地区发展进步的轨迹。因此，编撰

《合川县建设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编撰《合川县建设志》，

为资政，存史、教化和科学研究提供系统的历史参考资料，又具有

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意义。为此，在编撰本志过程中，主观上力

求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合川的建设历史。

凡辛亥革命以后，发生在合川土地上的重要建设活动，；不论建

设者是谁，不论建设性质，也不论建设项目隶属关系，都分门别类

记入本志，因此名为《合川县建设志》。又因本志兼为合川县城乡

建设部门的部门志，、所以在建委系统机构和城镇、乡村建设管理方

面，记述稍细．

_建设"一词，原指各种有益的创立。设置和发展活动。包括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包罗范围很宽。本志只记

述物质文明建设情况，以及直接涉及物质文明建设的机构设置、管

理制度等。

本志设六篇共二十章。综合篇大事记一章，按年度列表，略记

建设大事项目，起检索大事年分作用，又是建设发展的缩影，可供

比较年度间的建设规模，了解建设历史概略动态。所谓大事，。是本



县当时的建设相对而言；建设环境一章，简介合川现状的自然条件，

建设资源等状况，供研究建设发展参考；建设历史概述一章，综述

不同时期的建设特点以及当时的建设方针政策；建设管理机构一

章，记述本县综合建设管理机构的变化情况及专业建设管理机构的

设置简况；综合建设管理制度一章，记述涉及全县各部门各方面的

建设计划．甩地、设计，施工，财务拨款等综合性管理制度。

经济建设篇。分国民经济部门记述建设成就。
’ 、

城镇建设管理篇和乡村建设管理篇。分别记述建制镇与其他

乡镇的规划，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城镇、乡村建设管理制度等。

环境保护篇。记述本县环境保护活动及成果。
‘

人物与附录篇。简介对本县建设有较大贡献的已故人物，以示

纪念，并供后来者借鉴。建国后，不乏对本县建设有更大贡献者，、

限于修志不为生人立传的好传统，除因事涉人有所提及外，不选入

人物篇。其功绩有建设成果及档案．可待将来修志记述。
t ’．、 ，

：
r ．-

编 者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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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自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起，下至1985年

止。个别事项，为求记述完整，适当前溯或后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逑国后。

三，历史纪元，用当时通用年号，后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分。历

史纪年及农历日期，用汉字。公元纪年日期及统计数字，用阿拉伯

字。

四．涉及人物姓名，一律不加称渭，不予褒贬。

五，历史地名，机构采用当时通用名称，加括号注记今用名

称。

六，度量衡单位，一般用当时的通用单位。

七、货币用当时的名称、单位及币值。但是，人民币从1955年

3月1日起，旧币一万元兑换新币一元，为便于对比，本志已统一按

新币值记述。人民币一般省略币名。

八、建国后的县行政区域变动，涉及历史统计数字的，已按

1985年的范围加以调整。全县性的工业统计数字，包括了在县境内

的军工及县属以上企业，故与县统计局的数字有所不同。

九、工农业总产值，采用不变价格计算。1949年至1970年，用

“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7 16至1985年，用“1980年不变价

格”计算。对比时请注意。

十、建设投资额，一律为当时实际用钱额，仅人民币已按新币

3



值记述。

十一，不同性质的建设，采用不同的词汇。属于平地起家，监

且新增固定资产的建设，用搿新建”·新建且属本县首创者，用

“创建挣。对原有单位投资，新增固定资产不超过原有固定资产者，

用。改建”。超过原有固定资产者，用“扩建"．单纯的设置机

构，利用原有建筑物办公或经营者，用_成立一或_创办一·单纯

增添设备，用搿购置一或口添置”．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县档案馆、民

国新修《合JlI县志》、《合川县志集刊》，各系统新修部门志、《1985

年工业普查汇编》、报刊及个人回忆等．一般不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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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电及电讯设施⋯⋯⋯⋯⋯⋯⋯⋯⋯⋯⋯⋯⋯⋯⋯⋯⋯⋯⋯⋯⋯⋯(177)

(四)环境卫生设施⋯⋯⋯⋯⋯⋯⋯⋯⋯⋯⋯⋯⋯⋯⋯⋯⋯⋯⋯⋯⋯⋯⋯(179)

(五)园林绿化与风景区⋯⋯⋯⋯⋯⋯⋯⋯⋯⋯⋯⋯⋯⋯⋯⋯⋯⋯⋯⋯⋯(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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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农贸市场⋯⋯⋯⋯⋯⋯⋯⋯⋯⋯⋯⋯⋯⋯⋯⋯⋯⋯”⋯⋯⋯⋯⋯⋯·(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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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建设管理篇

第十六章村镇规划与农房设计⋯⋯⋯⋯⋯⋯⋯⋯⋯⋯⋯⋯⋯⋯⋯”(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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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房建设与管理⋯⋯⋯⋯⋯⋯⋯⋯⋯⋯⋯⋯⋯⋯⋯⋯⋯⋯⋯⋯⋯⋯⋯⋯⋯(225)

二、村镇公共设施建设⋯⋯⋯⋯⋯⋯⋯⋯⋯⋯⋯⋯⋯⋯⋯⋯⋯⋯⋯⋯⋯⋯⋯⋯(227)

(一)道路⋯⋯⋯⋯⋯⋯⋯⋯⋯⋯⋯⋯⋯⋯⋯⋯⋯⋯⋯⋯⋯⋯⋯⋯⋯⋯(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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