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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灌阳城乡

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二、按编、章、节、目排列，首列《概述>、<大事记>，末载附录。

三、时间断限，贯串古今，略古详今。上限自西汉建县起，下限至1991年，有少数内容延伸

到1992年。

四、历史纪年、机构等，依当时的称谓。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古地名必要者注明今地名。机

构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加括号注明简称。

五、当代常用的政治俗语，依习惯用法，有时采用简称。如“解放后”，是指1949年11月20

日灌阳解放后；“××年代”，均系20世纪的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指中国共产党第

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六、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使用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为如实记载历

史，清朝及其以前使用的计量单位照录。

七、本志立志范围、立志界限均超出建委管辖，凡属建设门类均收入本志。

八、本志资料，来自县志办、档案馆、图书馆、历朝旧志、碑文、文物和有关部门及当事人、知

情人提供的材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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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阳县建设建筑志>，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县志编委办

公室的指导帮助下，经过编纂人员历时两年的辛勤劳动，终告成书。这是全县人民特别是城乡

建设系统干部、工人的一件大喜事。

解放前，由于灌阳经济落后，城乡建设较差，就县城而言，解放前只有仁德、仁寿两条街。

特别是山区少数民族，多居住树皮茅房。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

县广大干部、群众历时40'余年的忘我劳动，城乡建设旧貌换新颜，县城、圩镇和广大农村到处

盖起了新式楼房。县城解放路、胜利路、南门路街道延伸，其中胜利路由民国时期的400多米

·延伸到800米。新辟成的灌江北路、灌江中路、灌江西路、双桥路，原是一片荒凉的坟地和松树

黄土岭，今街道两旁，百货大楼、桂冠酒楼、电影院、科技大厦、灌江饭店、医院门诊大楼、汽车站

综合楼等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敞。全镇1970年至1986年2月新建各种房屋317238平方米。
●

1991年统计，县城市区房屋总建筑面积达603805平方米，是1949年前的13．62倍。

<灌阳县建设建筑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地、客观地记述了全县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

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集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

保存价值，将成为人们研究灌阳城乡建设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兴衰关系的翔实依据。希望广

大干部群众珍惜它、研究它，为把灌阳城乡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当代资料不全，本志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上级领导、专家学者和

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灌阳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孙浩天

199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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