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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筑是人类基本实践活动之一。是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的

需要，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的
进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建筑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

中，创造出来的智慧与结晶。

《灵石县城乡建设志》，在“七五”计划的头一年，在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出版了。这对了解我县置县以来历代劳动人民

对城乡建设的情况，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也给后世留下一部历史文
化遗产。

衣、食、住、行，是人们El常生活的必需，也是人们El益思考
的一项课题。 《灵石县城乡建设志》中，将我县建设的情况，作

了记述。尤其在当代，人们经济生活富裕后，生活条件要求越来越

高，这就给今后从事建设的工作者，提出了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我

们建设部门不可推卸的职责。

读完这本志书，会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

的这个真理。从而促使我们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为四化建设，为家乡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局于一九八五年成立专志编写小组，在县人民政府的指导

下，在县志办的帮助下，历时一年，编写小组的同志，在历史资

料奇缺的条件下，他们不畏艰辛，到处收集资料，方成此志。志书

虽成，但由于资料贫乏，加之编写人员的水平所限，缺点犹存。希

各级领导及同志们，给予指正，不甚铭感。

燕能礼

1 986年7月1 5日



凡 例

一、本志书本着“实事求事、详今略古”的精神编写。上至公

元590年(隋开皇十年)置县始，下限为1985年。

二、本志书对历代的朝代年号，仍用旧称，尽力标附公元年

号，以资对照。书中分民国前、民国时期、建国后三个时期。

三、建国前、后，系指1 94 9年1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

界限。

四、本志书在结构上，遵照“事以类从，横分竖写”的原则，

设有七章二十节。

五、本志书在有关章、节后附有图表，以资说明。并求图文并

茂。

六、本志书对所属单位的史实，摘要载入。

七、本志书主要运用大众、通俗的语体记述。



概 述

灵石县位于山西省中南部，为晋中地区的南大门。东依太岳山

和长治市的沁源县相连，西连吕梁山与吕梁地区的交口县毗邻，南

望临汾地区的霍县、汾西县，北与吕梁地区的孝义县和本地区的介

休县交界。

县境东西长五十四公里，南北宽三十九公里，总面积为一千二

百零六平方公里，折合1 80．9万亩。

地理座标：东经一百一十一度二十分一百一十二度，北纬
三十六度三十八分⋯一三十七度之间。海拔最低处为505米，最高

点为2566米。

灵石县地处山岳地带，群山此起彼伏。汾河从北到南，流经县

境，把县辖区从中分为东、西两部分。境内虽道路弯曲崎岖，但历

来为交通要塞。是沿汾河而行的同蒲铁路、太三公路的必经之途。

据勘探境内矿藏丰富，金县煤炭储量九十七亿吨，石膏储量一十

七亿二千万吨，赤铁矿储量二千万吨，铝磺土储量三千万吨，硫铁

矿储量一千万吨，石英石储量十亿吨，石灰石储量一百亿吨。此外

还有品位较高的钼、铀、钛、铜、冰州石、方解石、水晶、云母、

长石、白云石、石油等。促使全县建筑材料在品种与速度上，得以

迅速发展。

全县有五条河流。即：汾河、静升河、仁义河、交口河、段纯

河。地下水源比较丰富，唯埋藏较深，深处系150～300米左右的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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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水。

灵石属北温地带，为典型的大陆气侯。冬寒夏暑，四季分明，

雨量尚适中，年降雨量约为500毫米左右。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

1 8．6度，最高气温为37．2度，年平均气温为1 0．75度。全年无霜期

为153天，日照时间全年平均可达2599／j、时。春季多风少雨， 夏、

秋雨量集中，冬季少雪多风。

县境内汾河流域上有桥梁九座。其中古桥四座(两渡、梁家圪

塔、道美、石柜)，新建桥五座(灵石车站工农桥、张家庄矿三孔

桥、夏门桥、夏门南石料工地桥、富家滩桥。)

1949年建国时，全县面积为1410平方公里。i971年，将双池

镇、回龙乡划归交口县后，面积即为前述数字。

全县行政区划有8镇、1 0个乡、288个村民委员会，598个自然

村、15个居民委员会。

建国前，城镇建设极为缓慢，几乎停滞不前，县城自明正统

间扩建后，‘直至1 949年发展甚微。县城饮水亦很困难。街道照明根本

没有。全城没有一处公共厕所，住户的厕所，都是以水缸做粪坑，

而且男、女不分。建筑队伍无人问津，自由放任，只能从事传统的三

圆心尖顶独筒砖拱窑和中式单坡砖木结构建筑。房、地产均为私

有，自由买卖，自由建设。三废无人治理。城乡的住宅建筑，极为

简陋，土窑、砖瓦房、砖砌窑最为普遍。全县乡、镇交通，除有铁

路及一条通往南北的公路外，其余大部为羊肠小道，连小铁轮车都

难以通行，只有驴、骡可以驼运而行。

建国后，全县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i 978年三中全

会以来，建筑速度更为迅速，城乡面貌为之一新。整修了古城，修
夕



筑了街道，使旧貌变新颜。随着生产企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逐

步扩建了新城区，建成了长达兰公里的新街。大部分机关、 商店

都在新街办公、营业，热闹非凡。县城已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的中心。

县城安装了自来水管道，设立了供水点，供城区人民饮水。在

主要街道和小巷，修建了排水渠道，逐步地在解决着城区的排水问

题。现在，．县城区的大街、小巷，大部分安装了路灯， 通夜照

明。

城区各条主要街巷，都修成了混凝土路面、沥青路面，现在，

雨停路面新，流水便利，行走方便。

随着新城区的建设，县城各条主街道，都种植了行道树，新街

两侧分开快慢车道，各主街大巷，每天都派有专入负责清扫，。清运

垃圾，人们出门，都行走在绿树成荫、干净卫生的大街上。

在城区的适当地点，修建了公共厕所，男、女区分。私人住宅

的厕所，亦有了改变，大部修成水泥摸面的粪坑。

1 95 8#-，对城镇部分房屋，进行了公经管理。1 96 8年，根据文

件规定，一切地产变私有为国家所有。

1 970年，成立了县建筑工程公司。建设局从1 975年起，有组织

地对建筑队伍进行了登记与管理。并不断地对施工单位的工长、技

术员，进行了工程技术培训，管理人员不断深入施工工地，解决他

们在建筑施工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现在，技术匠工学会了看图施工，进行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学

会了制作预制空心板的技术，并能承揽普通楼房的建筑。施工亦变

手工操作为机器操作，高层建筑使用龙门架卷扬机上料。
只



金县城乡住宅建筑不断提高，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通过一系

列经济改革，人民致富，生活提高，住宅建筑猛增，而且式样与平

面布局，亦随之改变，单元套房及小型楼房，到处皆有。在建筑结

构上，大部采用钢筋混凝土和砖混建筑。砖拱窑也采用了钢筋混凝。

土圈梁、砖扁平拱结构，提高了抗震能力，布局也破除了传统的独

筒窑做法。

随着工业的发展，矿藏的开发，大量煤炭、石膏等外运，汽车

路亦随之修建起来了。目前，全县农村以汾河为界，修通了东山区汽

车环行路和西山区汽车环行路，除极其偏僻的地区外，乡镇、．村镇、

村村都能汽车通行，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和活跃了城乡经济文化。

i982年，县设立环境保护办公室，开始对废水、废气、废渣，

进行督促治理。

i984年，在行署建设局及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技术人

员，历时一年又八个月，对县城区及金县各乡、镇所在地和312个自

然村，进行了统一规划，并编写了规划说明，绘制了现状图及远景

建设规划图。在规划中，注意了因地制宜及环境效益，既服务于生

产，又方便于生活，为全县城乡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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