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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历来为渝西重镇，抗日战争开始后至今，逐渐发展成为重庆的

文化区、工业区、高科技产业区，现在是重庆市建成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

江上游经济中心的西大门。在这块物华天宝、久杰地灵的膏腴之地，我学习、

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与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城市区志，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百花园中一朵奇葩。作为城市区志的鬈沙

：坪坝区志》，经区人民政府主持，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尤以区内广大修志工作

者辛勤笔耕，深明修志之理，编纂之道，在市志编委会和众多老同志、专家、

学者热情指导之下，七易寒暑，编纂成书，正式出版面世，成为沙坪坝区有

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沙坪坝区志‘》磊列予新志之林，奉献在大家面前，这

是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值得可喜可贺的大事，也愈益增添了文化区

的独特风采。 。

‘

百余万字的《沙坪坝区志》，详细记述了沙坪坝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自然

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是全区人民的一部创业史、奋斗史。。全志由总述、大

事记、各专篇、人物、附录五个部分组成，有27个专篇，以各专篇为主体，

以经济、科教文卫为重点，诸体并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深入改革开

放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编纂出版好社会主义新方志，还要宣传发行好志书，组

织读志用志，充分发挥志书借鉴历史，服务现实的功能作用。要通过《沙坪

坝区志》的宣传发行、读志用志，让沙坪坝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弘扬

地方文化，推进。四化一建设，广泛联谊交友，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祖国统

。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二尘二——_———————随堂型堕L—————一．．一≈

盛世修志，求实存真，政通人和，振兴沙区。现在，全区人民正发扬艰

苦奋斗、励精图治的精神，为建设繁荣、富裕、文明、开放的沙坪坝区而奋

‘斗．
．

，

在这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回首往昔，灿烂的岁月已凝结成为历史的画

卷，瞻望前程，辉煌的明天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创造．由于有一代又一代人的

努力工作，我深信，沙坪坝区的明天会更好l ，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

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 加1ij}

●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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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凡例 ·1·

一、‘重庆市沙坪坝区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记述本区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有机统一． ，

二、时限．本志根据区的实际，上限起于1926年，下限为1985年。按照记述事物

完整性需要，个别时间适当延伸．

三、地域．本志原则上以1985年区辖地域为记述空间范围，在辖区范围的单位、事

物均为记述对象．

四、体例。本志遵循横排竖写和按事业设篇的总原则，采用志、述、记、传、图、表、

录等多种体裁．全志除卷首、卷末共设27篇．各篇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五、文体．本志除古籍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涉及某些姓名、地名、专

有名词按规定用繁体字和异体字外，一律用简化字．标点符号使用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1委员会等部门的规定执行． ． ．

‘

六、称谓。机构、职务、地名等均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专用名词或单位名

称一般使用全称，对某些过长，过繁需用简称时，在第一次用全称后，注明以后简称．沙

坪坝于1949年11月30日宣告解放，以此为准划分解放前后．

，七、纪年．民国及以前均按当时年号纪年记述，后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

公元纪年，民国及以后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一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鉴于全区人文荟萃，适当提高入志层次．本志从实

际出发，设人物传略、名人记事和人物表，以反映区情．人物传略不分籍别，以对全区

。 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及影响为标准．历届区级领导在政党、人大、政府，政协篇

中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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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数据和计量．本志解放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

为准，统计部门未有的数据，则用统计部门认可的主管部门的数据。计量一律采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曾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尽量加注法定单位的计算值。

十、资料来源．本志记述内容，主要录自国家、省、市、县(区)档案馆、图书馆

及各部门的档案、报刊、图书、文稿等资料，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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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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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位于重庆西部，地处川东平行

岭谷区，昔为市郊，现为重庆市区之一．地

理座标北纬29。30'．29。40’，东经106。24’一

106。32’之间．东与市中区紧密相连，东北隔

嘉陵江与江北县、江北区相望，南邻九龙坡

区／西倚歌乐山与巴县接壤，北与北碚区交

界．全区南北最长19．5公里，东西最宽12．8

公里，总面积117．44平方公里．辖16个街

道办事处，4个乡．1985年有民族38个，人

口527216人．区人民政府驻小龙坎新街，距

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地约12公里．。
’

i。 。， ≥ _’7 ’r
’

，

0。：
。 ‘：

．

据抗日期间卫聚贤等人对歌乐山原始洞

穴发掘出的原始砍砸石器证明，沙坪坝地区

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先秦时期，史

称。江州之巴一的古巴国建都于嘉陵江与长

江汇合处，沙坪坝地区为巴国国都近郐，巴

人沿河而居i土地开始得到开发。据在本区

发掘的汉墓出土石棺(现存重庆博物馆内)，

棺上有伏羲、女娲手持日月和庄园出行图的

雕饰，说明此时沙坪坝地区已进入田园耕作

相当发达的农业社会．自唐、宋、元、明、清

以来，沙坪坝地区的历史记载已见诸史册。行

攻归属，历史上长期属于江州、渝州和巴县．

抗日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民国28年

(1939)设沙磁区临时办事处，遂开始有了区

述

的建置．

沙坪坝区是重庆的西大门，历来为渝西

重镇和交通咽喉要地．境内地势开阔，台地+{

层状明显，大坪、石桥铺台地广11平方公里，{

沙坪坝台地宽7．12平方公里，在重庆山城丘

峦起伏中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这些台地与：

重庆母城紧密连接，加上嘉陵江绕区而过，因

而吸引着大量的人口和大批学校、工厂的迁

入，使本地区在抗战期间得以迅速开发利用。

解放以来沙坪坝区的建设得到飞速发展，交

通、通讯发达，现有5条国道、省道公路通

过辖区。16条公交路线连通城乡．横跨嘉陵．

江的石门大桥与江北机场连接，驱车半小时

可抵全天候机场，通过30余条航线可直达香

港和国内各大城市．两条铁路(成渝，襄

渝)，横贯全区，并设有铁路货车编组站重庆

东站和火车客运始发站重庆北站。历史悠久

的嘉陵江航运也得到整治发展，区内有4个

码头，航运直通长江黄金水道．区内大坪设

有全市最大通讯中心，可与全国及世界各地

联网通讯． 一

沙坪坝区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嘉

’陵江流经区20．5公里，年径流总量为

696．63亿立方米，水资源充足．地下水水质

良好，有较高开采价值。煤和瓦斯、硅石、白

云石、石灰石、石英砂、耐火粘土等矿产，给

区提供了丰富的能源、工业制品和建筑材料

的原料．全区气候温润，自然景观，人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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