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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瞄县城乡建设志》即将付印面世，这是一件好事，我表示

热烈的祝贺。

t海县修志在历史上有过八次，但}匕较系统地编写本县城乡建

设，尤其是解放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事业发展趸

迁的专志，这还是第一次。
‘

城乡的建设和发展关系各行各业，影响千家万户，是一项复

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一定时期的具

体体现。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建设事业也不断发展受

化。．建筑物由少烈多，村镇由小到大，范围由逸而远。 《临县城

乡建设志》通过广征博集、资料考订，系统地反映了这些建筑买

体的营造时间、工艺造型、地域特点、发展变化以及总体规划，

将为合理采l用土地、协调空问布局和建设事业的综合部署，提供

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它是我县建设领域中的一部史集，也是党

和政府研究、制定、指导和管理城乡各项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

千百年来，我县劳动人民在这块兰地上依山挖漏、靠崖打



窑i、．铲地为院、夯上为墙，作为住宅。．学会并磨练了一套适应本

县气候：土壤和地理特点的土工建筑技术。用之做建筑材料，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实惠，施工简单，防护性能好，防火性

能高；上工建筑还能隔音、防热、防寒、承震。形成了独有的乡

土建筑和生活特征。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珠，随着工农业生产

的发展，本县城乡建设起了巨大变化：县城和十个建制镇的■大

批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供水、排水、热力、道路、桥噪、公

交、园林、环卫和防灾设施已经或正在修建；全县住房建筑总面

积达6 2 O万平方米，公用设施和生产建筑也在成倍增：长。城镇

和少数村民居点出现了二至四层楼房。布局上由依山而置转向平

地推进，结构上由土、石窑转向砖旋窑水泥沙砌，并向；昆合结构

发展。在长期的建设事业中，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六：千余人的建

筑队伍，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日益提高，建筑业劳务输出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

诚然；山区基础薄弱，制约因素较多，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既要正视困难，．更要振奋精神，踏踏实实地把临县的城乡建

设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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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临县城乡建设志》由概述、专章、附录纽诚。概述、

综叙本县建设，总摄全书；专章，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设机构

沿革、城乡规姒，县城建设、乡镇建设、建材生产、建筑队伍、
基建管理：大事记、共八章二十一节；附录，收录一些单项的重

要资料，缀于志末。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

地记述本县城乡建设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特侧巷。寸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本县建设部门和建筑队伍在城乡各地嘶墩的遵筑成就
和光辉业绩。 ，。

三、本志纵贯苦今，、r详冷’略舌，鐾限崩公元1 3 3 7年，下
限至公元1、9 9 Oj年。县城总体规划，还展望了未来选景。

四、本志所言“解放后”，系指1 g 4 O年1月1 6日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临县之后。

五、本志的主要内容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分有环保部门

专题撰写。 一

、

六、本志使用的统计数据∥主要由县统计局提供，部分专业
数字，由业务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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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临县位于晋西黄河东岸，北纬37。35752”一一38。14 719”，东

经“0。297 40∥一一111。18 7：02t／之间，。北接兴县，东邻方山，南连

离石，柳林，西濒黄河与陕西省佳县、吴堡隔河相望。湫水河流

经三曲纵贯全境。 ．

‘

、地处吕梁山麓，为典型的黄主丘+陵沟壑区。境内山峦起伏扎

沟壑纵横，．全县地形东北高，西南低，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倾斜。

，地貌形态有土石山区，黄土丘陵沟壑区，强烈切割的·黄土丘陵基

岩裸露区和山问河谷区等四种类型。

全县总面积2978．05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41：15万亩。‘

辖10个镇，28个乡，有1026个村民委员会，1250个茸然村。全县

总人口50．39万人，其中农业人目47．3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i69

人。临县城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
，

●

心。 ，7、

‘j
，

’

’

本县属暖温带大陆j陛季风气候区，春季于旱多风，夏季炎热

多雨，秋季温和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四季分明；日照充足6年

平均气温9．2℃，年平均降雨量529-m：m，年平均无霜期160禾左

右。 ·

临县幅员广大，历史悠久，建设事业，由来已久。上古已有

人在此“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富豪之家

一l～



住房是夯土加土坯做墙，木柱做梁架的地面建筑，屋顶大多用四

阿式或两坡水式，‘房子有一定的组合，可分单间、双间和三间连

在一起的三种。平民百姓则铲地为院，挖洞为舍，既不打地基，

也无夯土墙，构造极为简单，形状很不规则，但乡土窑洞，略具

雏形：’ ．

到了唐代，‘烧砖制瓦技术在本县开始推广，。以木结构为主的

建筑结构体系初步形成，当时的建筑广泛使用斗拱、硬山，悬山

式屋顶已在本县出现，寺庙、塔幢也在各地兴建，城南府底村的

善庆寺，城西南刘家会镇的广严寺，碛口镇樊家沟的香炉寺，城

南碾子墙村的广严寺，’均为本县在唐代时期的主要建筑。

明、清时期，民间建筑技术和建筑造型已经达到成熟时期，

住宅由土窑土墙，向着砖窑瓦顶发展，石工建筑及雕刻艺术，又

有新的成就，木结构已逐渐走向定型化，斗拱与梁、袱柱子的结

合更加严谨；各种大小和形式不同的建筑物中，用材标准和加工

手法，趋于统一，一些建筑工艺奇巧，造型秀丽，打破了完全对

称的单调格局，出现了多样的平面和立面。木刻、石刻、砖刻、

彩画、塑像、装修等建筑工艺，在本县流行甚广。

枣圪士叁乡义居寺，一山环水绕，石壁陡立，殿宇宽敞，布局，

朗，原为明代建筑，虽经明、清修葺、不失原作风貌；其中石窟疏

甚为奇特，依山开凿，t因岩结构；洞内石壁，挂满塑像，计有

10080余尊，个个精巧细腻，栩栩如生，名日“万佛洞”。洞前

庙宇，分前后两院，半依峭壁，‘半筑短垣，高低错落，上下协

调，佛像线条流畅，．形象逼真，’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

明景泰元年(’145)年)．本县始建贼墙，开设东、南二门；

接着建衙署，修街道，营造房屋，砌筑堤坝，挖掘护城壕，垒砌

拦马墙，．．开拓市园’，·疏通河渠街，几经修缮，．至清乾隆三十二
‘

．

年(1767年)，一座周长2650米的县城，一已具规模。城内开拓正

一2一



街、西街(头道街)、二道街i柴市街、文昌街(·老爷庙圪洞)、

河渠街、市园蚤等七条街道，有的石块铺设，有的素土夯实，总
●

长1950米。城外建筑护城石堤430)长，皆以大石砌筑，逐层贯以

铁管，缀以铁锭，上下联贯，十分坚固。民国初，县城房屋建筑
，

面积达18200平方米。 ·．

建设事业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在一定时期的具体体现。本县分管建设的机构和全

国一样，由来已久。清代，。由“六房”之一的工部主管．，民国年

间，县政府下设建设科、专管城镇建设及农、林、水利等工程。

1 9 3 g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本县以后，数年间八犯，

、碛口，五占白文，七扰西山，三踞县城，组织了九次大扫荡，制

造了十八起惨案，烧毁房屋15259间(孔)，使城乡建筑物遭到

严重破坏。日军穷凶恶极，人民群众怒火巾烧，抗日烽火燃遍全

县，建设与生产相结合，围绕抗战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住宅建设、生产建

设、公用设施陆续上马。1 9 7 6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设建设

局，主管城乡建设。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第七个五年计划以

来，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振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建

设局公开招聘局长的实行，城乡建筑面积日益增加，建设事业有

了飞跃的发展。．
。

．首先，在“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方针指引下，本着旧城改造

与新区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在傈持古城风貌的基础上，精心规

划，具体设计了城镇布局，作出了《临县县城总体规划》，新建

扩建的县城道路形成了环形网状，辐射城区。全城街道总长5700

米，比解放初增加了两倍，+过去城区的街道基本上是混石和土

路，现在9 0％以上得到硬化，铺上沥青，水泥及块石。还建成

一昌一



全长170米，净宽·‘8米的城南大桥和全长1 3．3米，净宽3．．：2米的

东门、便桥。安装自来水管道5820米，年供水总量93000吨'使县

城1600户(单位)，13000人用上了自来水。 。。

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硪七五"期间，县城房屋迅猛发展。

截至1 9 9 0年末，城区实有建筑面积343000"平方米，住宅建筑

面积120411平方米，居民人均居住而积可达8平方米。公共绿地
6 1了亩，人均2 9平方米。

第二，全县9个建制镇，2 8个乡，t026个村民委员会，

1213个村民居点，均作出了两图(现状图，规划圈)，一书(规

划说明书)的建设规划，要求做到“一次规划，长期控制j加强

管理，逐步实现刀。“七五刀期间，临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

汗水谱写了建设事业的新篇章，全县住房建筑总面积达520万

平方米，公用设施和生产建筑也在成倍增长。城、镇和少数村民

居点出现了楼房。布局上多数村镇由山坡转向坪塔，结构上由

土、石窑转向砖旋窑水泥沙砌，并向混合结构发展。在长期的建

设事业中，培养和锻练了一支六千余人的建筑队伍，工程技术人

员韵素质日益提高，建筑业劳务输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稠当

可观。 ·

．

的确，进入八十年代，临县的建设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幢

幢新房拔地而起。把临县建设的更加美好，这是临县人民的共同

心愿，现在人们正朝着这一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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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章 机构沿革·
，

第一节，行政机构‘

’、一、．旧制政权时期
≮．{：

清代，县衙T1内部机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工

巍六房之一，主要掌管县内营造等工程事项。

，民国视年，各县以知事为行政长官，下设科长，科1员若千

人。．临县县署设了四个科，民政为第一科，。财政为第二科，教育

为第三科，建设为第四科。工程建筑自第四科主管。 ．
．

民国二十二年(1 9 3 3年)，根据国民政府的《县组织

法》，实行县长制，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内设民政、财政、教

育、建设四个科。建设科主要负责城镇房屋建筑、公房管理、城

镇公用设施及农、林、水利等工程。

二、‘人民政权时期

1-9 4 0年1月1 5日临县解放，1 6。日成立县抗日民主政
，

府。是时，县政府的科室机构为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j教育
‘

，

科、司法科和公安局；1 9 4 1年增设建设科。 一’‘

建设科历．任领导人名录
●

秘长刘佑卿(1941．2一1944．4 l

安康元(194‘|4．4—1945．8)‘

1940年1Q甩，．临。商县县政府成立时。建谤科相应设立。．

I
‘

，

． 一．5一·



临县，城乡建设志

临南县建设科历任领导人名录

科长樊浊如(1940．10一一1941．春)．

成子义(1941．春一一1943．秋)

薛子芳(1943．秋一一1943．冬)

乔凤山(1944．春一1945．8)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1月，撤销临南县建

制，辖区并入临县。县政府所属建设科，仍沿原制。1947年了

月，民政科、教育科、司法科合并统称为一科，财政科改称二

科，建设科改称三科。1948年3月后，民政科、教育科、司法科

恢复原机构名称，二科改称财政科，三科改称建设科。 ．

●
●

临县建设科一三科一一建设科
·· 历任领导人名录

科长李青如(1945．9一一1947．8)

1947年8月至1948年2月，无正职，由副科长苗树奎主持工作。

科长郭云盛(1948．2一一1948．8)

， 刘万山(1948．10一一1949．3)

苗树奎(1949．4一一1949．9)

新中国建立后，本县的建设工作由农业建设科(局)、．。计

委、工交建办公室等部门分管。 ．

．
．

， 197．6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设建设局，未配正职，由副局长

王正同主持工作。-

根据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局(了了)晋革城建办

字第5号文件精神，本县建设局的任务和职责范围主要是：

1、城乡规划的编制、审查和执行。
’

2、组织或参加区域规划和工业项目的联合选厂：．

一。 一6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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