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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江北辟园栽植花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距今800多年前

的南宋便有辟园栽植，民国时期尤以花卉生产富有特色，在省内外

均有影响，中心产地静观镇素有“花卉之乡"的盛誉。渝北大地，

名胜古迹甚多，统景风景区的“桶井峡猿"是巴渝十二景之一。城

镇园林绿化事业的建设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在这悠长的历程

中，把我县园林绿化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准确地记述下来，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于1987年春成立《江北县园林志》编写组，

在县园林绿化管理所的具体领导下，在县志办、市园林局修志办的

指导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对我县园林建设、花卉生产和风景

名胜的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和编撰工作。 一

《江北县园林志》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宗旨，实事求是地对

我县园林绿化事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记述，突出了我县园

林绿化事业的特色，同时，也客观地反映经验和教训。既为人们了解

江北、建设江北提供了史料依据，也为我县今后园林绿化事业的建

设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将会给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一

1



个优美、清新、舒适的文明理想环境。生活需要园林，园林美化生

活。让我们共同为绿化、美化、香化江北而努力创造吧。

2

聂超

1992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二f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江北园林绿化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自辛亥革命，下限至t985年，个别事物及大事记

因事而异地上溯或适当下延。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相结合，以志为主。横排

竖写，设章、节、目8个层次，个别章节设子目。

四、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的30多年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变化。

五、本志纪年，民国以前，用汉字写朝代年号；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字表示，均用括号注公元纪年。凡公历年、月、日和统计数

字。一律用阿拉伯字。

六、本志称谓、名称：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名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七、本志涉及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照实记述；

共和国建立后的以国务院规定的通用计量单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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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概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大事

记，采用编年体，个别事物用记事本末体；附录用辑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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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山川秀丽的江北县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以北，北傍华蓥

山，南临长江，西壤重庆市区。幅员宽广，人口百万，资源丰富，

气候宜人，自古为重庆北大门。

县境辟园种花历史源远流长。宋绍兴十六年(1146)，静观塔

坪寺栽植花木培作风景，距今已有800余年。民间置园种花始于清

雍正年问(1723---,1736)，盛于光绪年问(1875"--"1909)，民国时

期，静观、复兴等地花园较为普遍。县境盛产名花，除自种自赏

外，亦有经营销售。多行销于省内，少量远销省外及国外，故江北

县素有“花卉之乡"的美称。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78年以前，花

木生产有所发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花木生产大发

展。至1986年末，全县有个体、集体、全民苗圃15个及花农1000余

户，种植面积92．6公顷，品种1000余个。花木盆景、蟠扎造型，技

艺精湛，多次参展广交会，产品远销日本、南洋及欧美等地。花卉

生产成为全县十大商品生产之一。

悠久的历史，给江北大地留下众多胜迹，风景资源丰富。省级

统景风景区、市级胜天水库风景区已成为山城远郊的旅游名胜地。

洞溪峡、金刀峡、塔坪寺、抗元城堡多功城、黑水滩河复兴段石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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