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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系统便迅速组成了46人的专职修志队伍，后历经七度寒暑，几

经人事变故，然修志之志未挫，终得完稿付梓。历程曲折，成事多

艰，矢志不渝，实为可敬!

黄石市素以。矿冶之城”著称。早在殷商时期，这里就大兴炉。

冶，采矿炼铜，为发展中华民族灿烂的青铜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后历经唐宋，绵延至清末，这里又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源

地。黄石地区已探明储量的矿藏有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非

金属4大类38个品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丰富的矿藏

资源并不能使黄石摆脱衰微破败。满目疮痍的铁山矿区成为旧中国

萧条落后和帝国主义掠夺的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古老的黄石得到新生，1 950年8

月经政务院批准立名为省辖黄石市。40多年来，黄石市从衰微破

败中走出，迅猛发展成为以冶金、建材行业为主体，其它行业相应

配套发展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城市。截至1 99 2年，城市人I：I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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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53．1万，是1 949年的1 7．7倍；建成区面积38．5平方公

里，是1 949年的38．2倍。城市基础设施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

级，迅猛发展，已建成城市道路1 02公里，排水管道92公里，自

来水普及率98．5％'绿化覆盖率22．1‰现在的市区，道路纵横交

错，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生产、生活便利。特别是万门程控电话

的开通，武黄一级公路和大沙铁路的通车，外贸码头的建成，以及

黄石长江公路大桥的开工建设，进一步完善了黄石市的城市功能，

改善了投资环境，加强了黄石的对内对外联系，黄石市已经成为鄂

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1 9 9 3年2月，国务院批准黄石市为继重

庆、武汉、岳阳、九江、芜湖之后的第六个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享

受沿海开放城市的各项优惠政策。黄石市必将有一个更加辉煌的发

展未来。

鉴往知来，资治致用，观今鉴古，温故知新，只有充分地了解

历史，把握现实，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黄石市建设志》客观、

系统、翔实地记述了黄石市城市建设的兴衰成败，为今人特别是后

人了解、研究和建设黄石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黄石市建设志》开黄石城市建设史之先河，融城市建设与文

化建设于一体，存真求实，详近略远，详独略同，使志书达到了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实为一部较好的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的新型专业志书。然编纂城建专志是为首次，无先例可资借

鉴，无系统资料可资利用，疏漏和失误之处难以尽免。瑕不掩瑜，

不足之处可在今后的续编中加以修正完善。值此志书出版之际，仅

向为黄石市的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建设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辛

勤编纂《黄石市建设志》的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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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客观记述黄石市建市以来城市(镇)建

设变化、发展的史实。

二，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纵写。采用类目式编

排。结构分篇、类、目、分目四级。全书设综述、大事记、城市规划、市政建设等15

篇。体截以志为主，志、记、录、图表并用。大事记以编年为主，对一些内容联系紧密、

时间相距不远的事件，采用记事本末体。

三，断限：上起于黄石建市．但有关事物沿革，可据事上溯，以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和

完整性．下限至1990年。

四、区域和特指：“全市”指城市四区(黄石港、石灰窑，下陆、铁山)和大冶县；。市

区”指城市四区；。市中心区”指胜阳港地区。。建国前”和。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前和成立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指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石黄镇以

前和以后；。建市前”和“建市后”，指1950年8月21日政务院批准建立黄嚣市以前和以

后．

五、本志所记地名：历史地名直接沿用，注今地名；现代地名均以《黄石市地名志》

为准；数字书写，以1986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

量单位以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六、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先写朝代年号，再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市档案馆和城建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和各基层单位整理，校核的

史实资料。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所载的各种统计数字，主要引用市统计部门的

资料和省城乡建设统计资料。市政建设篇的城市道路长度、面积等数字为普查实数。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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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第一篇大事记

咸丰六年(1856年)
‘

5月2日 清将杨载福镇压太平军，火烧黄石港。

同治九年(1870年)

是年天主教传入黄石港，并建教堂。

是年修建黄石港、胜阳港闸，是黄石最早的港闸．

同治十年(1871年)

是年重修黄石港段家窑至戴司湾堤闸．

同治十三年(1874年)

是年轮船招商局在黄石港设码头，是为黄石港最早的码头。 ．

光绪三年(1877年)

是年李鸿章委盛宣怀携英国矿师郭师敦在大冶知县林佐陪同下赴铁山勘探铁矿，在

黄石港、石灰窑一带勘定安炉地基，由此揭开黄石近代采矿业的历史。

光绪十六年(1890年)

是年修铁山至石灰窑江边运矿马路，是黄石历史上第一条运矿马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

3月 张之洞委林佐等兴办铁山至石灰窑运矿铁路，全程26．3公里，桥梁、涵洞50

余座，沿途支线6条。此为黄石及湖北省最早的一条铁路。

光绪十八年(1892年)

8月 铁山铺至石灰窑铁路通车。

10月建成老汉矿码头。

民国时期

1919年

4月 石堡至大冶钢厂的铁路建成通车，石灰窑修成德和公路。

1920年

7月大冶铁矿水塔倒塌，死6人，伤多人．

J



9月 象鼻山至沈家营铁路正式通车，沈家营官矿码头同时建成。

1926年

是年黄石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供居民照明用电。

1928年

是年成立金黄路(金湖镇至黄石港)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修筑金黄路，翌年通

车．

1929年

3月 黄石港码头设置趸船。

1938年

是年 日军侵占石灰窑后成立“大冶株式煤炭会社”。

1946年

10月 资源委员会编制《黄石市市政建筑计划纲要》。此为黄石市历史上的第一次城

市规划，该计划纲要对之后黄石市的城市规划发生了重要影响。

1948年

5月 扩建黄石港、石灰窑街道。

是年成立华中钢铁有限公司。

是年黄石港、石灰窑合并为石黄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5月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石黄镇。

lO月 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大冶特区办事处，设立石黄特区(县级)，由大冶专区

领导。

是年石黄特区公安部门组成小规模的清洁队，负责街道清扫，有清道员工6人。

1950年

8月21日 政务院批准：撤销石黄特区，设立黄石市(地级)，由省直辖。

12月 黄石市人民政府设立城市建设科。黄石市最早的城市建设管理机构。

1951年

1月13日 黄石市转发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关于国营公营厂矿土地问题暂行处
理办法的通知》．

3月11日 黄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会议确定张家湖畔的市政府所

在地至华新水泥厂的黄枫路为新市区。会议还审议了修筑马路、桥梁，整顿摊贩等工作。

3月 黄石市人民政府房屋土地登记处成立。

7月 组建成立黄石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队。黄石市第一支地方建筑队伍。

8月1日 黄石市人民政府公布《黄石市人民政府房屋土地登记暂行办法》。

是年黄石市第一条水泥马路——公路街(原汽车路街、大桥街)，由盛太私立营造

厂承包修建，全长1260米，宽8米。

是年黄石第一条路灯线路——黄石大道中段照明线路建成，全长1．8公里，安装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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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式街心吊灯35盏。

’是年湖北省汽车运输局开辟黄石市最早的一条公共汽车线路——黄石港天主教堂至

石灰窑线路，全长5公里。

1952年

9月1日 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黄石市建筑工程公司。

10月 黄石市公用汽车公司成立。

是年完成黄石建市后最早的一次城市规划。该规划由中南交通建设企业公司中南区

公司编制。规划确定胜阳港地区为市中心区。

是年黄石市人民政府在五庙嘴征用土地20亩，拨款5000元，盖简易土砖房一栋，

创建了黄石市第一个苗圃基地。

是年根据上级规定没收敌伪房产，黄石市开始有了市管公房。

1953年

1月2日 黄石市公用汽车公司在工人剧院广场举行通车典礼，有四辆。布拉格”客

车，行驶在黄石港天主教堂至华钢一门的线路上。

3月 “房地产登记处”改称。房地产管理处”，为黄石市房地产管理机关。

5月29日 《黄石市城市基本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

12月25日 黄石市建筑工程公司在磁湖西岸建成湖北省第一座工人疗养院。

是年黄石市苗圃场在市郊团城山大染铺建立，征地108亩。

是年黄石市建筑工程公司首创“悬空撑模法”，在市一医院门诊工地试验成功。该方

法使砌墙、撑模型板、扎钢筋三道工序可同时作业。

是年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其中道路建设占城市建设总投资额的58．6％，重点

修建黄石大道一门至黄石港主干道。

1954年

6月 黄石市连降暴雨。长江水位高达26．4l米，张家湖水位22．96米。黄枫路堤溃

口，市中心区受水灾，淹房7099间，倒房1953间，道路90％被淹，130座厕所受淹。

7月30日 长江大堤鄂城白沙乡堤段溃口，洪水漫入市区，淹房10016间，倒塌

1953间。郊区受淹民房3520间，倒塌1325间。

8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黄石市建筑工程公司职工抗洪抢险的事迹。。

是年经市政府批准，将胜阳港的一大片菜园开辟为田径场(即现在的体育场)。

1955年

5月 西塞山发掘汉代砖室墓八座，内有凿金片，五铢钱、铜镜、四耳壶等．是月，

又发掘一缸宋代银锭，共135．38公斤。

8月25日 经省人委批准，颁布《黄石市房地产管理暂行办法》。

是年黄石市南湖大堤建成，从陈家湾至华新水泥厂，全长2170米。

是年吸取上年洪水灾害的教训，市区开始兴建排水管网。

1956年

2月 由私人商车组成的。黄石市商车联营处”的10辆汽车及lO名从业人员并人市公

共汽车公司．

3月 全市有1．3万多名青少年，参加了植树造林突击周活动，在市区各山头共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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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余株。这次植树造林，在市人委和各级领导的重视下，成立了11个造林大队，53个

中队，115个小队。截至3月底止，参加造林队的青少年有1．75万人次，共植树5．3万

株，其中荒山造林30．86万株，行道树1．9406万株，堤防林木6．7068万株，海观山青年

公园植树0．24万株，西塞山果树0．3015万株，四旁绿化树木12．9963万株，还育苗

4．0796万株。此为建市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植树造林活动。

8月 黄石第一座公用水厂——狮子山水厂竣工通水，日生产能力0．3万吨。

10月12日 新建三村失火，烧毁茅屋414间，384户居民受害。

是年黄石大道中心段建成通车。

是年黄石市第一座排渍泵站——胜阳港抽污站动工兴建。

1957年

6月 设置卫生警察，编制两名。

1 1月 黄石市绿化委员会成立，市长赵勃任主任委员。

1958年 ．

5月 黄石市第一台路灯定时自动开关试制成功，由路灯工人用座钟改制而成。

8月 省内河航运局一艘客货两用小轮船(即建始轮)，调拨给黄石作渡轮使用。此

为黄石轮渡事业之初创。开辟了黄石至茅山轮渡航线。并分别在黄石上窑、浠水县散花

洲、蕲春县茅山等地设立轮渡码头。轮渡业务暂由省内河航运局黄石轮船站临时代管，同

年11月移交给黄石港务局管理。

9月 黄石市开始私房改造。

1959年

1月25日 黄石公共汽车公司开辟了黄石天津路至大冶县城的客运线路。

2月25日 一门至黄石港的黄石大道修建工程全线竣工。

5月 中国南方13省市黑色路面座谈会在黄石市召开。会议期间，在专家的指导

下，在黄石沿湖路进行了7种类型的煤沥青路面试验，并获得成功。

9月 市建筑公司13名泥木工组成的建筑小分队参加“首都十大建筑”建设载誉归

来。

1961年

lO月 轮渡业务归口黄石地方交通部门管理。

1962年

是年黄石市政工程基本建设项目开始调整，市政建设投资达到最低点，年投资仅5

刀兀。

1964年

1月25日 黄石市人民委员会召开全市植树造林绿化工作会议，

化环境的高潮。全市共完成植树造林1．79万亩。国营林场补栽树750

里，栽种行道树3．25万株，群众四旁植树15．38万株，投入造林劳力

苗406亩，品种达20多个。封山6．37万亩，开辟护林防火线47条。

6月 黄石港凉亭山排渍泵站建成排水，El排水量6万吨。

1966年

是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园林花卉盆景作为“封资修”全部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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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黄石港轻工业区重大排水工程延安路下水道修建工程完工．

1967年

2月 黄石市红旗桥建成通车，形成公路铁路立交桥，改变了过去铁路公路平交，汽

车要爬陡坡，交通不安全的状况。

1968年
’

8月30日 是日17点，黄石市公用汽车公司武汉牌单机自编15号客车行至陈家湾

平交道口时，同火车相撞，乘客当场死4人，伤36人．

1969年

是年黄石市革命委员会批准王家里水厂扩建新厂．1970年4月，扩建工程破土动

工，lO月1日工程竣工投产，提高制水能力1．9万吨／日，使王家里水厂制水总量达到
3．8万吨／日．

1971年 ’

12月 黄石市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黄石市第一座电视塔——陈家湾电视塔落成。
1972年

是年黄石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成立。由原基建局、公用事业局，建材局合并组成。

是年黄石市革命委员会颁布实施《黄石市城市建设管理试行办法》．
1973年

由黄石市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黄石饭店竣工。是为当时黄石最大的饭店。
1974年

5月1日 黄石市第一座公园——青山湖公园滨江区建成开放。
8月 黄石市自来水公司青龙山水厂正式投产，设计生产能力3万吨／日．
12月 黄石市园林绿化管理处成立．

是年原南湖闸至胜阳港的弯曲港道，被截弯取直，改为水泥拱暗渠。胜阳港古河道
从此消失。

年底黄石市自来水公司与中南给排水设计院合作，在王家里水厂老厂建成我国第一

座三层滤料滤池，开创了我国过滤工艺发展的新历史。此成果荣获全国科技发明奖。

1975年

5月 黄石市革命委员会颁发《关于加强市容卫生管理的通告》。

11月10日 黄石市革命委员会批转《黄石市民用公房分配调剂暂行办法》，办法规

定了民用公房分配调剂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

1976年
。

3月8日 成立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建筑工程局。1984年3月更名为黄石市建筑工程总
公司。

是年

是年

1977年

3月

1978年

黄石市总体规划中的重要干道——杭州路工程破土动工。

开始改造小街小巷的泥巴路。

黄石市轮渡公司成立。

5月 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授予黄石市自来水公司。湖北省科学技术工作先进集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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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是年黄石市团城山新市区的主要干道疗李路动工兴建。

1979年

3月17日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黄石城市总体规划。

4月14日 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城市交通管理的通知》。

5月 黄石市清洁管理所由卫生局移交城市建设管理局。

是年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西塞山列为风景区。

是年青山湖排污工程动工兴建，并建成污水处理厂一座。

1980年

2月10日 黄石市自来水公司凉亭山水厂一期工程竣工，并进行试生产。

9月 黄石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黄石市城市建设管理办法》。

是年黄石市第一座大跨径、双曲拱桥杭州路碧水桥竣工。

1981年

4月 由黄石市第一建筑公司承建的“黄石市毛纺厂厚毛车间”，获“湖北省全

程”。

是年 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发出《关于黄石市排水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文件，同

建新建胜阳港、黄石港、花湖和中窑泵站。

是年黄石最长的公路桥——杭州路长虹桥建成通车。

是年道路照明首次试用第三代光源——高压钠灯。

1982年

2月15日 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黄石市城市绿化委员会”改为“黄石市绿化

会”，办公地点改设在农林局。

9月7日 黄石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成立。

10月4日 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黄石市园林绿化管理试行办法》。

1983年

1月1日 利用陈家湾人防工程开辟的峒乐宫游乐场，建成开放。

是月 黄石市建筑工程局一公司承建的市演出公司住宅楼、二公司承建的黄石市

会住宅楼，被评为“湖北省全优工程”。

3月10日 黄石市苗圃被国家城建总局评为“城市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单位”。

3月15日 市建筑工程局三公司承建的黄石市第一座立体电影院——牧羊湖电

竣工，并被评为省全优工程。

是月 黄石市公共汽车公司109号车乘务员李小珍，参加全国29城市公交系统

服务竞赛，成绩优异，被授予黄石市特等劳动模范和省级劳动模范，4月当选为全国

代表。

4月 省政府授予黄石市自来水公司凉亭山水厂1982年度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

号。

5月13日 冶钢工人村发生一次罕见的地陷，市饮食服务公司一家餐馆(平

间，约200平方米)顷刻沉陷，房屋下陷与地面平齐，全部财产陷没。后经有关专家

鉴定，是因道士湫煤矿井巷排水抽空后失去压力平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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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黄石市连降暴雨，最猛时日降雨量达158毫米，由于暴雨来势过猛，导致内湖

水位急剧上涨，市苗圃受灾严重，受灾面积190亩。为了抢救受灾苗木，城建局领导现场

指挥救灾．到7月8日止，全局9个单位共派出2965人次，筑堤465米，运土1016方，

移栽渍水区受灾苗木5．52万株。

9月 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和建筑一公司承建的凉亭山水厂一期工程，获湖北省全优

工程。 一

，

是年湖滨路竣工．该路从陈家湾市府路口至牛尾巴接沈下路，全长3227米。在绿

化布置上，用香樟作行道树，在人行道上布置36个大型带状花坛，是黄石市绿化、美化

效果较好的城市干道之一．

1984年

1月20日 在参加由城乡建设环保部、团中央、中国建筑工会组织的全国68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青年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中，黄石市公共汽车公司的三路线，修理厂板金小修

班，112、201，304、303，416、601号车组被评为优胜集体。另外，评出优秀驾驶员1

人，优秀乘务员5人，优秀调度员1人。

3月13日 在市人武部举行黄石市军民共建文明路签字仪式。从此，。门前三包”责任

制固定下来。‘ ，

5月14日至17日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在黄石市召

开。工业企业环境保护指标”学术讨论会．会议认为：黄石工业门类齐全，建议国家在近期

内把黄石作为开展工业企业环境保护指标试点城市．

6月19日 黄石市建设银行同黄石麻纺厂签订扩建工程基建投资包干协议书，这是

湖北省第一份基建投资包干协议书。省建行和市领导参加了签字仪式．

8月1日 黄石市勘察设计院副院长王丰安工程师，应美国土木工程学会邀请，赴美

国参加第五次国际专业会议，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对称配筋钢筋混凝土矩形柱的优化设

计”的论文．该论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

1985年

1月29日 中共黄石市委、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成立。黄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有

关问题的通知》的文件，并成立。黄石市文明城市建设委员会”与城乡建设委员会合署办

公，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副市长曹德昌兼任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

是年黄石市规划管理局成立．
’

2月 上窑银行里旧城区改造工程开始实施。这是黄石市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旧城改造

项目。

， 3月11日 成立黄石市园林绿化管理局。1987年9月黄石进行机构改革，园林绿化

管理局撤消，组建市政园林管理局。 ．

3月 黄石市成立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7月 湖北省城市规划信息中心东片中心在黄石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武汉、黄

石、鄂州三个市，黄冈、孝感、咸宁三个地区及28个县(市)的代表40多人参加了会
议。

8月4日 黄石市城市总体规划模型在湖北省14个城市总体规划模型评比中，获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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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 El 黄石市建筑勘测设计院研制的CAGD软件系统技术通过鉴定。鉴定会由

黄石市科委主持，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计委、清华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工

业大学、上海勘测设计院、南京勘测设计院、湖北省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40多名专家、

教授、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确认CAGD软件系统为全国建筑工程地质勘察行业首创项

目，建议在全国推广使用。省科委将其列为湖北省对外技术出口项目。

9月25日 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盆景评比展览会”上，黄石市青山湖公园职工

刘鹰、张济生制作的红石盆景。夕照赤壁”和树桩盆景“参天图”获二等奖；刘鹰、张济生、

王卫国制作的微型盆景一组九件获三等奖；市花协会员，纺机厂职工袁增民制作的山水盆

景亦获得二等奖。

10月 湖北省城乡建设厅、湖北省园林学会主办，黄石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编辑的

《湖北园林》杂志创刊。

10月 在历时280天的全国71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职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中，黄石市

公共汽车公司被评为全国公交系统先进企业，由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国建筑工会

颁发了奖牌。同时被授予全国优质服务集体的有：三路线，304、416、209、108、119，

313号车组，公司修理厂小修班。另评出优质驾驶员3人，优质乘务员2人。

11月 经全市人民评选，黄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确定。樟树”为

黄石市市树，。石榴花”为黄石市市花。

12月 黄石市房屋普查工作结束，市房屋普查办公室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并派代

表出席了全国的表彰大会。

是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卢时圣被评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先进科技工作者，

并出席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科技工作会议。

是年 黄石市第一个商品房开发小区——楠竹林小区一期工程竣工。

1986年

2月18日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环卫工作开始实行有偿服务。

3月 黄石市环境保护局、黄石市自来水公司王家里水厂等单位被省爱国卫生委员会

评为。文明卫生先进单位”。

4月 “黄市政管字(86)第33号”文，颁发环卫工作有偿服务实施细则。

5月 完成《公元1990年、2000年黄石城市环境规划》。

6月30日 黄石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黄石市城镇公有房屋管理暂行办

法》和《黄石市城镇私有房屋管理实施细则》。

是月 国家计委、城乡建设部等单位制定的长江流域城镇发展和布局规划，确定黄石

市为长江沿岸15个重要城市之一。

7月1日 黄石大道西延路段正式通车。为连通兴建中的武黄一级公路创造了条件。

是月 黄石市环境科学学会与省环境科学学会联合举办环伊夏令营，22名中学生考

察了神农架原始森林。

9月29日 黄石港外贸码头动工兴建。外贸码头长245米，宽36．62米，总投资

6206．06万元。该码头由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设计院设计，二航局施工。码头前方有宽

25米的前方栈桥和宽11．62米的前方平台，建有两个5000吨级深水海轮泊位，码头年吞

吐量70多万吨。主要起重机栌为两座门式起重机，最大起重能力可达38．5吨。199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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