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艨祥√≥
l

游萝懑骚塥壤保俨卷

贼多始融州未保护曩f，t j{：{强：



街心花吲



新颜t

县城街直

旧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夹江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

目 ⋯‘束
⋯

前言⋯⋯⋯⋯⋯⋯⋯⋯⋯⋯⋯⋯⋯·．．f-：⋯⋯一⋯··⋯⋯⋯⋯⋯(1)

凡例⋯⋯⋯⋯⋯⋯⋯⋯⋯⋯⋯⋯。．．。·．_．·。．-。⋯‘?··⋯⋯⋯⋯⋯⋯⋯(2)

编志工作人员名单⋯⋯⋯⋯⋯⋯。·。·。·。·。·-：：⋯⋯⋯⋯⋯⋯_⋯⋯‘(3)、

大事记⋯⋯⋯⋯⋯⋯⋯⋯⋯⋯⋯⋯．．．⋯⋯⋯··⋯⋯⋯⋯⋯⋯。(4)

概述⋯⋯⋯⋯⋯⋯⋯⋯⋯·：⋯⋯⋯⋯⋯⋯⋯⋯⋯·‘⋯⋯⋯⋯⋯(7)
‘ t～

●

第一篇机构沿革一u·一．．⋯⋯⋯⋯⋯⋯⋯⋯⋯⋯··(10)

第一章民国时期⋯“．．··：⋯⋯⋯⋯⋯⋯⋯⋯⋯⋯⋯⋯一(10)

、第一节实业所(局)：：⋯⋯一⋯⋯⋯⋯⋯⋯⋯⋯··(10)

第二节建设局(科)：?⋯⋯⋯·⋯⋯⋯⋯⋯⋯⋯⋯(n)

第：章建国以后·“·一·D 9 IDIl·⋯⋯⋯⋯⋯⋯一⋯⋯⋯一⋯··(1 1)9

第一节建设科“⋯⋯⋯⋯⋯⋯⋯⋯⋯⋯⋯⋯⋯⋯·(1 1)4

．．第二节城’镇建设委员会⋯⋯⋯⋯⋯⋯⋯⋯⋯⋯⋯(12)
‘

第三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13)

第二篇城乡建设⋯”⋯⋯⋯⋯⋯·?⋯一⋯⋯⋯(14)

第一章县城(城关镇)⋯⋯⋯⋯⋯⋯·j⋯⋯⋯⋯⋯⋯·(17)

第一节概况⋯⋯⋯⋯⋯⋯⋯⋯⋯⋯⋯⋯⋯⋯⋯(17)

第二节市．政建设⋯⋯··⋯⋯⋯⋯⋯⋯⋯⋯⋯⋯一一(19)



第三节公用设施⋯⋯⋯⋯⋯⋯⋯⋯⋯⋯⋯⋯⋯⋯(25)

第二章苗江镇⋯⋯⋯⋯⋯⋯⋯⋯⋯⋯⋯⋯⋯⋯⋯⋯“(30)

第一节 概况⋯⋯⋯⋯⋯⋯⋯⋯⋯⋯．．⋯⋯⋯⋯‘(30)

第二节市政建设⋯⋯⋯⋯⋯⋯⋯⋯⋯⋯⋯⋯⋯⋯<30)

第三节 公用设施⋯⋯⋯⋯⋯⋯⋯⋯⋯．．⋯⋯⋯⋯(3 1)

第二章木城镇⋯⋯⋯⋯⋯⋯⋯⋯⋯⋯⋯⋯⋯⋯⋯⋯⋯(31)

第一节概况⋯⋯j⋯⋯······‘⋯⋯·⋯⋯⋯⋯⋯⋯‘·’··一(3 1)

一‘第三节市政建设⋯⋯⋯⋯⋯⋯⋯⋯⋯⋯⋯⋯⋯··(‘32)

第三节 公用设施⋯⋯o 4 o!,-o⋯⋯⋯⋯⋯⋯⋯⋯⋯⋯(32)

第四章乡场及工矿农贸市场⋯⋯⋯⋯⋯⋯⋯⋯⋯⋯⋯(33)

第一节 乡场⋯⋯⋯⋯⋯⋯⋯⋯⋯⋯⋯⋯⋯⋯⋯⋯(33)

第二节 工矿区农贸市场‘-⋯⋯⋯⋯⋯⋯⋯⋯⋯⋯(41)

第五章农村建设⋯⋯⋯⋯··⋯⋯⋯⋯⋯⋯r⋯⋯⋯⋯⋯(42)

第一节公用设施⋯⋯⋯⋯⋯⋯⋯⋯⋯⋯⋯⋯⋯⋯(42)

第二节农房建设⋯⋯⋯⋯⋯⋯-·⋯⋯⋯⋯⋯⋯⋯‘(42)

第三节 沼气建设⋯⋯⋯⋯⋯⋯⋯·⋯⋯⋯⋯⋯-⋯··(43)
＼

第六窜房地产管理··‘⋯⋯⋯⋯⋯⋯⋯⋯⋯·⋯⋯：⋯⋯··(45)

第一节房乒管理⋯j，，⋯·⋯⋯，·4 4 4 6 Q Q 4，q d⋯⋯⋯⋯(46)

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49)

第七蠹基建管理⋯⋯··一⋯⋯⋯⋯⋯⋯⋯⋯⋯⋯⋯⋯一(50)

．。。第一节管理程序⋯·⋯⋯⋯⋯⋯⋯⋯⋯⋯⋯⋯⋯?·(50)

第二节 工程设计⋯⋯⋯⋯⋯⋯⋯⋯⋯⋯·⋯⋯⋯一<50)

第三节 建筑队伍⋯⋯⋯⋯⋯⋯⋯⋯一⋯·⋯⋯⋯⋯(5 1)



第八章建筑技术⋯⋯⋯⋯⋯⋯⋯⋯⋯⋯⋯⋯⋯⋯⋯⋯(52)

第一节 建国前的古、旧建筑⋯⋯⋯⋯⋯⋯⋯⋯⋯(52)

第二节建国后建筑技术的发展⋯⋯⋯⋯⋯⋯⋯⋯(58)

．第三篇环境保护⋯⋯⋯⋯⋯⋯⋯⋯⋯⋯⋯⋯(61)

第一章机构建置⋯⋯⋯⋯⋯⋯⋯⋯⋯⋯⋯⋯⋯⋯⋯⋯(6 1)

第二章环境概况⋯⋯⋯⋯⋯⋯⋯⋯⋯⋯⋯⋯⋯⋯⋯⋯(63)

第一节 、“三废”污染⋯⋯⋯⋯⋯⋯⋯⋯⋯⋯⋯⋯(63)

第二节生态破坏⋯⋯⋯⋯⋯⋯⋯⋯⋯⋯⋯⋯⋯⋯(64)

第三章保护措施⋯⋯⋯⋯⋯⋯⋯⋯⋯⋯⋯⋯⋯⋯⋯⋯(65)

第一蒂。治理“三废”⋯⋯⋯⋯⋯⋯·⋯⋯⋯⋯⋯··(65)
‘ ●

第二节保护生态⋯⋯⋯⋯⋯⋯⋯⋯⋯⋯⋯⋯⋯⋯(66)

附录⋯一≯·一■⋯··⋯⋯⋯⋯⋯⋯⋯⋯⋯⋯⋯⋯⋯⋯⋯·(68)

3



醢 士
Hq 吞

古人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县不可无

志，犹国不可无史。”故史志历来为有识者重视。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

日新月异。把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全面地记载下来，使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振兴中华，盛世修志的历史

反映。
。

部门志是新编地方志的基础。夹江县虽然历史悠久，但有关城

乡建设的历史资料，旧《县志》仅有点滴记载；政权更替，历史档案

损毁严重。城建、环保志无前例可援，新创不易，面对这一艰巨而

严肃的任务，多蒙党，政领导支持，县志办指导及有关单位热情提

供资料。。我们边学边写，始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史实为根

据，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经领导小组审阅定稿送县志办公室审

核，认为合格出据验收。? ；

新编《夹江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设三篇十三章三十节，共
’

约四万字，由于工作难度大，编写者水平有限，其中难免没有遗漏

。”和错误，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同时敬向提供资料和意见的单位

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城环志编写组

公元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重点放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 9 1 1年(必要时作适当上延)，

下限为l 9 8 5年。

三、本志资料来源，除在县档案馆查阅及向有关单位收集外，

，并进行口碑采访。必要时还去实地考察，力求每事有据。

四、本志对历史朝代·律沿用旧称，如“明”、 “清”、 “民

国”等，不加政治定语。志中地名概以l 9 8 1年地名普查后名称为

准。记述历史地名时则尉原名，另在括号内加注今名。

五、凡志中引文皆注明出处，属摘录原文资料，则一律加以引

号。 。

六、本志除“大事记”、 “概述”外，分“机构沿革"、 “城

乡建设”、 “环境保护”皇篇，篇以下设章、节、目共四个层次，

并适当地随文配以图、表、k照片·

七、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有关事件。 “公用设施”中与

文化、教育、医药、交通∥邮电等志有交叉之处，则侧重于建设方

面，不作其他赘述。

． 八、县内在建国前后曾发生过多次洪水、风暴、冰雹、地震、

雷暴等自然灾害，对城乡建设有一定科学参考价值，列入“附录”

．记载．

毒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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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隋 代

开皇十三年(5 9 3年)割龙游，平羌两县地置夹江县，属眉

出郡。故治在今城西北八里泾上，因泾口有“两山对峙，一水中

流”的自然形胜，故名“夹江”．

唐代

武德元年(6 l 8年)县治从泾上移至今城关镇，筑土为城，

上覆以瓦。 ．

五代、前、后蜀、宋、元诸代县治如故。

明代

天顺问(1 4 5 7。至l，。4 6⋯4年)县城改土墙为砖砌。

正德间(1 5 0 6至l 5 2 1年)，改砖墙为石砌，高2丈，

周长5里余，开东、南、西、北和小北五道城门。、

，明末，。连年战乱，城廓焚毁殆尽，城墙多处被毁。

清代

康熙三年(1 6 6 4年)修复城垣，旋为洪水冲毁数处。

乾隆三十三年(、1 7 6 8年)培修城垣，重建城楼。

咸丰十年(1 8 6 0年)城周加筑袍台5座，每台置铁铸火药

魂(俗称“牛H募孢”)甄门。

光绪十五年(1 8 8 9年)培修城垣，建城墚l 7 8 0堞。

民国时期

民国十六年(1 9 2 7年)成嘉马路建成(成都至乐山公路)，

4



县境首通汽车。夹江负担路股4万元。

同年，改建衙后街积谷官仓为“新市场”，为农副产品集中交

易及医、卜、星、相、江湖卖艺等活动坊地。；

民国十七年(1 9 2 8年)修建夹(江：≯峨(眉)马路，夹江

负担境内路段费用2．2 5万元：

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城区修建市政马路，拓宽街道通行

汽车。
‘

，

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折除东、西城门并拆开公园内及

南门关帝庙侧各一段城墙，以荆在自机空袭时群众疏散．
‘’

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年)在南街垮城墙处建筑层梯，增加

疏散出口．

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年)农历七月大水，西门大桥全毁，

夹峨公路断绝通车。 c。f

f。’-‘

民国三十八年(1 9 4 9年)，县入曾炳章等开办“吟江电气

行”，创夹江用电之始。

j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冒人民解放军入城，结束了民国政权统

治。 ： ，

●

，

建国以后
‘

l 9 5 0年1月，撤销城区云吟、i焉江两镇成立城关镇，改原

城区l 0个保为1 0个居民委员r会，城区市政由城关镇人民政府接

管。：+氆、、

l 9 5 l至1 9 5 3年，先后开辟李塘、川主庙、宋祠堂、宿

祠堂、，同康字号等处为交易市场，各物归市贸易．

l 9、5 6年悦连乡划归峨眉县辖．．

参



l 9 5 7年开始在西外张桥附近修建4 8珏水电站，1 9 5 8

年建成投产，供城区照明及少量212业用电。 。

同年，改建穿越城内的夹峨公路为沿东、南城外通过，同时改

建南门大桥恢复夹峨公路通车。

1 9 5 8年，成立“夹江县城镇建设委员会”，同年1 2月动

工对城区部份旧街进行改建。

l 9 5 9年眉山县属三洞、吴场乡划入夹江。

1 9 6 0年，青神县属梧凤、土主乡划入夹江。

l 9 6、5年，成昆铁路铺轨至夹江，新建一条从东门汽车站至

火车站全长l，．3公里的进站公路，9月动工，年底建成通车。

l 9 6 6年，拆除县城东门至小北门城墙，建成绕东、北、西三

面的环城公路。

l 9 7 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通车，通过县境2 8公里，

设有吴场、马村、夹江三处车站。

l 9 7 2年，土主公社卫生院试办沼气成功，随即在县内推

广。tj ?、

√

。

。 1 9 7 7年，全省沼气工作会议在县召开。

1 9 7 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一行l 8人来县参观考察沼气。

1 9 8 3年，成立“夹江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C，

同年，夹江自来水厂建成供水·

1 9 8 4年，成立“夹江县环境保护委员会”及“夹江县城市

规埘委员会”。

同年，以东外新乐，夹峨公路交汇处为中心，新辟迎春东、

南、西、北四路街道。

侈



概 述

夹江建县始于隋开皇十三年(5～9 3年)，迄今己有一千三百多

年历史。幅员面积，行政区划，历代迭有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也几经调整。 l 9 8 5年全县面积7 4 8．5平方公里，行政区划

为5区、3镇、2 5乡、2 lJ 4村、l 8’7 6个村民小组。人口

7 7 3 6 0户、3 2 7 0 5 4、人。一场镇l：8个，工矿区农贸市场4
，

j

处。 ‘{
’『1：

_ ‘

县境地跨东经l 0 3。1 7，至1 0 4。，4 4 7，爿匕纬2 9。3 8’

至2 9。5 5 7。’位于四W盆地西南边缘向峨眉山区过渡地带，整个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构成山区、台丘、平坝分明的地貌轮廊，

最高点为歇写乡尖峰寺，海拔l垂6 3米，最低点在甘露乡青衣江

出口处，海拔‰8 0米。：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温度

1 7．2。C度j年平均降雨量l 3 7 5毫米，年平均日照1 156 3小

时，年无霜期平均3‘1 0 7j 7天，具有明显的季节气候特征，四季，
、

i
’

分明。．。‘ 、．

j．?民国时期，夹江贫穷落后，被省列为三等县，城乡建设，公用

设施舞毅寥寥，城镇乡场街道狭窄，雨天道路泥泞，建筑陈旧。乡

村住房简陋，且多竹篱茅舍。教育设施，全县仅有初级中学一所、

简易师范一所、小学1 7 1所，文盲占绝大多数。医药设施，全县

仅有公办卫生院l所，私营中、西医6 9户，远不能满足群众防病

治病需要。“交通运输，，陆上仅有成乐、夹峨公路(通过县境3 6公

里)，且不能保持正常通车；水上仅有青衣江航道(通过县境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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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但险滩不治，常发生人亡货损事敬。文化设施，仅在县城有

民教馆l所，小型公园1座，私营剧场1个。邮电通讯限于重点场

镇。此外别无建树。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城乡建设，公共事业极为

重视。建国初期重在恢复兴建较少，后因极左思潮影响，发展缓

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拔乱反正，经济上升，城乡建设日新

月异，公用事业渐臻完善。l 9 8 5年全县有中学2 9所(含职业

中学2所)、小学2 3 4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 5％以上。医疗卫

生机构6 4个，村村设有医疗站，群众就医不再困难。交通运输县

内公路总长2 0 7公里，各乡镇和四分之三的村都通汽车；成昆铁

路穿越县境设有三处车站，承担着本县及乐山市半数县、区的货物

和游客转运任务。文化设施，县有文化馆、文工团。、电影公司、新

华书店、广播电视。各乡镇有文化站．电影队、广播放大站，各乡邮

电畅通，农村普遍用电。供销系统，服务网点遍及城乡，方便群

众。从8 0年代开始设置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开展工作，对防治“三

废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一啷己取得显著成效。

“夹江县城是成都、，乐山：峨眉之间的交通枢纽。为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满足人民迅速增长。的物质文化生

活及开展旅游事业的要求，。需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和管理，

统筹安排以县城为依托的城镇体系，按制城市规模，讽整城市布．

局，窬切城乡关系。 ； 。

根据中共中央(1 9 7 8)l 3号文件《。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

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国发(1 9 8 4)2号文件《城市规划条例》

≮毒嫒具俸要求， l 9 8 4年底成立了“夹江县城市规划委员会”．，下
●{。

“．。

薹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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