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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冷水滩市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正当城乡

建设方兴未艾之时，欣逢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编修地方志。在市委、

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市建委于1 9 8 8年8月着手编纂《冷水滩市城

乡建设志>，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于1 9 9 1年1 0月定稿．经湖南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正式出版发行．实为一桩喜事。

冷水滩市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气候条件良好．自然

资源丰富。明清时期．就是古零陵的北部重镇．由于历史的原因。

城市建设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冷水滩这座古镇焕发了青春．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

城乡经济欣欣向荣．城乡建设蒸蒸日上．城市道路总面积由I 94 9

年的7600平方米增加到87．5 44万平方米，城区房屋建筑面积由1 94 9

年的2 7 0 0 0平方米增加到23 6．87)-平方米，城市人口由1 94 9年-的5000

人增加到7 5 5 2 1人．社会总产值由I 9 4 9年的1 5 0 07)-元增加到9．8 3亿

元。《冷水滩市城乡建设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全市城乡规划、建

设和管理的兴衰起伏和发展规律，对于存史、资治和教化都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o 、．

我有幸来冷水滩市工作．并分管城乡建设，阅读本志后。深感

冷水滩正处在全面发展之中，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

以古鉴今．扬长避短。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这是我们

城市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我相信有这部《城乡建设志》作为历史

借鉴，冷水滩市的城乡建设一定能够与日俱进．再谱新章·

胡会元



序 二

冷水滩市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湘江之滨．城区上游2 o公里．

便是闻名遐迩的潇湘二水汇合处o 1 7 6 2年．清零陵县衙在冷水滩

设置分衙．修建县丞署．派驻了县丞和防卒．成为零陵县北部重镇。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志书。对冷水滩的发展历史记述不多，城乡建

设所载更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浪’

潮推动下．冷水滩市同全国各地一样．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城乡

建设蒸蒸日上。值此鼎盛之际，编修《冷水滩市城乡建设志》．对

于存史、资治、教化，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冷水滩是一座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早在明、清时期．这里

就已商贾云集。人丰物阜。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国家处于剧烈的变

革之中，清未和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外寇入侵，战乱频仍．生灵

涂炭．城乡建设备受摧残．日本侵略者入侵冷水滩时．所遭破坏尤

为严重。到1 9 4 9年冷水滩还是一个城市人口不足5 0 0 o人．年工业

产值不上3 07)-元．各类房屋建设面积只有2 7 0 0 o平方米的小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冷水滩这座

古镇焕发了青春。1 9 6 o年2月成立了冷水滩市，1 9 6 2年1 0月撤销。

1 9 8 4年6月又恢复冷水滩市．全面开展了城乡建设．在冷水滩的发

展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经济迅速

发展，城建事业欣欣向荣．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到1 9 9 o g城市人

口发展到7 5 5 2 1人．工业产值上升到5．54亿元．城区各类房屋建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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