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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凡 ．例

一、本志为桐梓县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的专业志

书。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广征博采，科学布局，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地反映桐梓县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发展状况及其规

律，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遵循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为上

限。对置县前历史尽可能追溯，下限至1994年底止，照片资料及个别特殊情况至

审稿止。

四、本志以志为主，志、记、传、录、图、表、照片相结合，力求符合志体，结构合

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全面、系统地反映桐梓城乡建设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深刻变化。使本志成为一部思想性、专业性、资料性、科·

学性兼备的专业志书，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编写。文字及标点符号等以国家规范为准。度、量、衡制，

民国及其前沿用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制。志书中的数、理、化符

号、专业符号、代号，采用国际通用符号。民国及其前纪元注明公元，古地名酌注

今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o 1949年11月23日为桐梓解放日，

以此为界称解放前后。志书中的“中共”及“党”，特指中国共产党。

六、本志所述城区，1986年前，仅指原城关镇辖区；1986年后，县城区范围，

北至黄家嘴，东至小西湖，南止傅家龙洞，西至黑石溪，计20KM2。1992年在总

体规划中县城区范围扩为50 KM2。即北抵元田镇。南到娄山关，东为小西湖，西

达蟠龙洞和杨柳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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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顾问廉仲同志为桐梓县城乡建设题词



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同志题词

贵州省省长口天亦侠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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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贵州省人大主任王朝文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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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政协主席龙志毅同志题词



原贵州省委副书记梁明德同志题词

贵州省委副书记王思齐同志题词



贵州省建设厅厅长江厥中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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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桐梓县委书记李再勇同志题词

县委书记何冀同志题词



原桐梓县委书记范埔同志题词

桐梓县八旬建工黄国福题词 建筑工人刘志浩题词



建筑工人火苗题词

建筑工人陆开泉题词



序 言

序 言

桐梓县地处贵州省边陲，素称黔北门户，JII黔锁钥。战役地

位十分重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昔诗仙李白流放夜郎、桐梓系

军阀的兴衰、红军长征两占县城、娄山关战斗举世闻名、抗战时期四十一兵工厂

内迁来桐、爱国名将张学良幽禁小西湖、八十年代发掘的“桐梓人”古人类遗址、

九十年代创造的两个文明建设成就等，奇秀多姿的自然景观和闻名遐迩的人文

历史。吸引着古往今来众多的骚人墨客和海内外游子。桐梓，是贵州高原上一颗

璀灿的明珠。

桐梓虽然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名胜古迹甚多，但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旧中国，桐梓只是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很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县城也仅

是。个农村消费型城镇。解放初期，桐梓县人口32万，县城人口不到万人，城区

面积仅o．9 KM2。四十多年来，全县人口发展到60万，县城人口8万余人，城区

面积5．5 KM20特别是1992年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后，，建设速度突飞猛进。仅仅

三年时间。县城规模在2．5 KM2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多。桐梓人民在娄山关下这

片热土上。创造了闻名省内外的“桐梓速度”、“桐梓精神”、“桐梓形象”，充分展现

了英雄的娄山儿女在经济建设中敢为人先、再创辉煌的光辉业绩。

桐梓县建设局遵照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指示，在县志办的指导下，于1993年

5月底成立“桐梓县建设志编纂领导小组”，选聘编纂人员，1994年正式开展修志

工作。领导小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广泛搜集资料，认真辩析真伪，按照

方志理论。遵循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科学、真实地反映桐

梓置县建城以来的县城演变和乡镇建设发展，特别是要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历史性巨变，使<桐梓县建设志>成为思想性、专业性、资料性、科学性融

为一体的专业志书。为时代和历史服务，为我县撤县建市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桐梓县建设志>以志为主，志、记、图、表、照片、传略相结合，力求符合志体，

布局科学、内容丰富．曾几易其稿，多次修改，于1998年12月完成，共8篇31章

105节，约45万字。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资料保存、搜集不完善，缺点

和错误在所难免，敬望各位领导、专家、同行批评指正，希望<桐梓县建设志>在未

来的城乡建设中给人有所借鉴和启示，为振兴桐梓发挥作用。

桐梓县建设局局长 王学礼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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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经学大家孔安国说过：“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

也”。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实施开放带动、科教兴黔、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

城镇正好是实施三大战略的契合点和有机载体。桐梓等县市的建设成就和经济

的飞速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桐梓县建设志>真实地记叙了桐梓县城乡建设的

发展概况。

1992年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以来，全

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城镇建设热潮。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在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和广大建设系统职工的辛勤努力下，我省13个市69个县城的基

础设施，城镇环境和市场状况都有很大变化，城镇面貌明显改善，城乡建设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这些县市的发展经验表明；以规划为龙头，更新观念，

科学决策是城镇发展的关键。城镇建设要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三个

有利于”的原则与标准，把群众拥护，满意和对人民，对子孙后代负责作为决策，

想问题办实事的起点和归宿，要坚决按照贵州省建设厅江厥中厅长指出的避免

城镇建设“七忌”。敢于超常规发展，稳步推进，不断取得城镇建设的新突破。

桐梓县素称黔北大门，也是华厦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20万年前“桐梓人”

就在这里生息繁衍，改革开放后，桐梓又成为四川省重庆市通往贵州、云南及东

南亚的南下走廓和贵州北上参与沿江经济开发的桥头堡，其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几年来，桐梓县广大干部职工和建设工作者不但认真贯彻

执行了省建设厅“加快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步伐”，抢抓机遇，负重奋进，

高起点、高标准、高速度、高质量推进县城建设，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使县域经

济不断发展，城乡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桐梓人懂得特色就是生

命。他们结合自身特点、围绕“建设花园式县城”为主题，发展园林绿化和特色建

筑。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使桐梓县城成为闻名全省的优美县城。

<桐梓县建设志>不但向人们展示了桐梓县的城乡建设发展历史和改革开放

的历史性巨变，与其它<建设志>相比，它有如下特色：

1．图文并茂、资料详实。有彩色和黑白照片约258帧，图表148幅，涉及了

桐梓县城乡建设的方方面面，堪称省。内县级部门志图照之冠。而且，在篇头章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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