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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毕节地区志·建设建筑志》的付梓问世，是全区建设系统的一件

大喜事，值得庆贺!此志较全面地、如实地记述从明代初年迄今619

年黔西北地区城乡建设和建筑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具有存储史

料、借鉴历史、传授技艺、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毕节地区地处黔西北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鸟蒙山区，历来为从

云南、四川上京的必经要道，现为川滇公路经过之地。明代初洪武年

问，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民国时期，随着历史的变革和商贸经

济的发展，本区城乡建设和建筑业也相继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区人民的努

力，毕节地区城乡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以“八五"以来，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城镇投资环境建

设，坚持城市建设方针。通过全区建设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奋发求实

的工作，抓城建、扩市场，抓住宅建设、营造居住环境，城市建设成就

突出，城镇旧貌换新颜。全区已基本建成毕节洪山、洪南、天河、麻

园，金沙中华、长安，大方西大街，黔西水西大道，赫章城南，织金星

秀、北门，威宁草海、星光，纳雍沿河、市场共16个商贸住宅综合开发

√一}≮



配套建设小区。近10年来，住宅建设的总和超过历史上建房的总

和。各县市城区新建或改建、扩建宽20～40米的城市主干道，铺设

相应配套的各种管道和设施，各种现代化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不断涌

现，新建或扩建1万吨至10万吨的水厂，开辟了城市交通，开展了园

林绿化和环境保护工作。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和环境的改

善，相应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o

《毕节地区志·建设建筑志》，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客观地记录毕节地区城乡建设、

建筑业和环境保护工作前进发展的历程，着重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建设

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发挥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从

-．个侧面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

小平理论就没有今天成就的真理。这部志书对我们从区情出发进行

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对承先启后，指导继续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

的大业，对加强科技、地情和行业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志书的出版，是在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地区几大班

子、新老领导的指导、支持下，在地区志建设建筑志编纂委员会的具

体组织、协作下，在副编审(原地志办副主任)、本志编辑顾问糜崇习

同志的帮助下，以夏承祖、杨榕、张明学三位主笔以及多位撰稿者辛

勤耕耘所取得的硕果，也是地区建设系统和8个县市建设局、23个

建筑施工企业和4个房地产开发企业、企业经理资助的硕果。在志

书的编写过程中，县(市)建设局的领导和县(市)建设志编撰人员、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尽力提供资料、图片和修改、补充意见，经本志编撰

‘．．．．2．．一



人员广征博采，并按照略古详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不辞辛

苦，精心整理；完成初稿后，经省、地志办、省建设厅志办及各级领导、

专家、同行审改，最后方成稿。为此，特表由衷的谢意。

毕节地区建设局局长陈明显

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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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毕节地区志·建设建筑志》，是毕节地区志的一个分志，是地

区志编纂委员会交给地区建设局的一项任务，由建设局建立编委会、

编辑组，组织人员编写。

二、《毕节地区志·建设建筑志》(分上、下两卷)，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根据毕节地区的实际，进行资料

的收集、整理、编纂，如实记述o ’

三、本志《建设卷》以全区城乡建设为内容，既综合反映地区、县

(市)城乡建设全貌，又分别记述城乡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使

城乡建设的综合性、地域性和专业性结合和统一。对于城乡建设相

关的行业，如环保、邮电、交通等，略述与城乡建设有关的内容。

四、本志《建筑卷》记述毕节地区建筑的沿革、活动及其成果、事

。迹，范围以房屋建筑及相关的构筑物和建筑设施为限，不涉及其它土

．木建筑。

五、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于明初，‘下限至1999年，个别史实到

2000年。

六、数据采用原则：地区统计部门有数据的按统计部门数据；全
’

区性建设建筑专业数据，按主管部门统计报表数据；各县(市)有关数

据，按县(市)主管部门的报表或整理提供的资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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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自秦、汉以来，黔西北即为从京师经四川去云南的驿道必经之

地，今毕节地区境内一些城镇，如威宁(古名乌撒)、赫章(古名黑张)、

周驿(古名周泥)、毕节(古名比跻)、层台、亮岩(古名白岩)，原为古代

驿站。明洪武十四年九月(1381年10月)，明太祖命颖川侯傅友德

率大军自辰溪、沅陵入普定，进兵曲靖。其偏师都督胡海洋率军自永

宁趋乌撒入云南。于是在辰、沅经贵州至云南，以及永宁经毕节、乌

撒去云南沿线遍设卫所，以控制驿道，钳制土司。同年，胡海洋与陈

桓领兵筑土城于墨特川(今赫章前河)南，方圆里许，设4门。胡海洋

率军克乌撒后，设乌撒军民府。明洪武十五年，随傅友德出征的安陆

侯吴复领兵从普定至水西，选地郭张(今黔西城关)筑土城，周9里3

分，设4门。明洪武十六年，于乌撒军民府腹地乌龙箐置乌撒指挥使

司，以砖石筑城，周1080丈，开4门。明洪武二十年，胡海洋部属陈

桓、叶升领兵驻毕节，以砖石筑城，周6里2分，设4 f-I o

明崇祯九年、十年(1636、1637年)，兵部尚书兼贵州巡抚朱燮元

令部属建大方、比喇(今织金)两石城o
。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州郭振改建平远(今织金)土城为石

城，周826丈，城墙外有护城壕。知州杨汇，重建大定石城，周1693

丈。清乾隆二十四年，知州赵庭楠改建黔西土城为石城，周4里3

分。清乾隆五十年，知州袁制祥重建威宁石城，周1026．57丈。

民国24年(1935年)，清(镇)毕(节)公路建成通车，清毕公路黔

西、大定过境段、毕节入城段，逐渐形成新的街道。

民国28年，川滇东路建成后，毕节、威宁过城段，将街道路面扩

宽为8米，并将石板路面改铺为砂石路面，为两城商业较集中的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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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川滇公路过赫章段，则成为赫章唯一的主街。

解放以来城乡建设发展较快，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10多年，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各县(市)城旧城面貌大有改观，街巷路面均已硬

化，许多危旧房屋已逐步拆除，代之以4～6层以上的新房；并营造街

容美观的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大为扩展，毕节市城区建成区面积扩

展为11平方公里，黔西县扩展为4．8平方公里，金沙县扩展为7．3

平方公里，赫章县扩展为5．2平方公里。全区各市县城区正在建设

和基本建成16个商贸住宅小区。小区高楼林立，街面宽直。黔西建

设的水西大道主干道宽达46．8米，长2200米o

全区各县(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从1985年起加快了步伐，

1993年与1985年相比：城市道路总长度从86．79公里增加为96．64

公里(未包括1995年建成的贵毕路毕节入城段12．25公里)，其中高

级、次高级道路由47．56公里增加为68．16公里；城市桥梁从39座

增加为54座；防洪堤长度从4．3公里增加为11公里；下水道总长度

从25．71公里增加为67．38公里；金沙县已治理贯城河中段。毕节

市治理了倒天河入城段，1998年治理天然游泳池至东关桥段，长1．5

公里，1999年动工治理南关桥至五龙桥段，长1．5公里o

1949年底全区城市房屋面积仅62．17万平方米，而且绝大多数

为瓦顶木结构房屋和茅屋。到1999年底，全区城市房屋面积已达

1187万平方米，为全区1949年城市房屋总面积的19倍多，其中城

市住宅面积913万平方米，虽城市居住人口增加到62．99万人，人均

居住面积提高到10．87平方米，而且大部分房屋为砖混凝土和钢筋

混凝土结构。

50年代初，毕节地区各县城均无电力供应，也无自来水。经过

50多年努力，全区已建成中、小水电站和火电站141座，装机容量

60958千瓦，年发电量1．3亿千瓦时。全区8个县(市)城、64．8％的

乡镇用上了电o 1999年，全区有水厂12个，城镇供水能力为7．4万

吨／日，用水人口46．9万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达130升左右。县

(市)城区、绝大部分集镇和部分村寨用上自来水。全区城市有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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