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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普d坠
日Ⅱ 茜

《濮阳市城市建设志》(简称《城建志》)是濮阳市地方系列志之一，是濮阳市城市建设的专

业志。编纂《城建志》的原则是：横排竖写，略古详今；反映历史和时代特点，体现专业志特色；

注重资料性、知识性、启迪性；资料全面、综合、概括；图、表、照片和文字并采o《城建志》上限不

限，下限截止到2000年，大事记截止到搁笔为止o

《城建志》的编写，历时十多年，1992--1996年为准备阶段；1996～1998年为第一稿(截止

到1996年底)；1999--2002年为第二稿(截止到2000年底)；2002--2005年为校审、印刷出版

阶段o

1992年11月开始考虑，并拟就了纲目。

1996年6月25日濮阳市政府召开全市编志动员会，翌El中共濮阳市建设委员会召开会

议，研究确定了编志机构和编写人员。同年8月21日以濮建[1996147号文宣布成立《城建

志》编委会，由此正式开始了编志工作o《城建志》和濮阳市志中的《城建篇》同时进行编写o

1997年1月15日召开《市志·城建篇》和《城建志》编目审编会o 1997年3月编辑完成《市志·

城建篇》，1997年8月编辑完成《城建志》送审稿。1998年完成修改，形成了《城建志》第一稿。

根据省、市确定的关于“濮阳市的编志年限定在2000年底”的指示，濮阳市建设委员会于

2001年4月1日第二次下发了濮建[2001]29号文件关于调整《濮阳市城市建设志编纂委员

会》的通知，重新组成了《城建志》编志委员会和编写班子。经1999--2002年三年多的努力，在

第一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调整、完善、提高，终成今稿(截止到2000年底)o并由濮阳市建设

委员会、濮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建设部中国建设专业志编纂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了三级评审o

《城建志》是在中共濮阳市建设委员会领导下，在濮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指导下，依靠濮阳建

委系统各单位和市属各县、区城建局(委)，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编写的。编写工作自下而上，自

上而下几经反复修改、补充、调整。并邀请王培勤、朱正明、张文彦、何飞超、杨湘岱及吴长庆、

吴希宝等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辑工作。所以说，《城建志》的编写是集体力量完成的。编写过

程中，得到了国家建设部中国建设专业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弗、中共濮阳市委第一任书记吴

贵增、第一任市长赵良文以及中共濮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关

心，得到了濮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濮阳市土地局、濮阳市地震局、濮阳市气象局、濮阳市环保局、

濮阳市供电局、濮阳市邮电局、濮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单位的积极支持，得到了应邀的

各位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城建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而我们又不是编志专业人员，编纂水平有限，难免有不

妥之处，恳请各方面领导、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1

2004年7月18日

以一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1

序一

《濮阳市城市建设志》，积编纂者十年之辛劳，凝众人殷切之希望，终

于成书问世，这是濮阳市城市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遵嘱为志书作序，

谨致谢意和祝贺。

古人云：“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濮阳市第一部《城市建设志》纵览古

今，图文并举，起着“存史"、“资治”、“稽古鉴今”、惠及后昆的作用，必将

对濮阳市的城乡建设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濮阳历史悠久，岁月沦桑，

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兴衰，今日之濮阳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以改

革开放为契机，超前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走开发、经营

城市之路，优化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品位

逐年提升，城市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环境得到持续协调发展，城市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昔日的一处穷乡僻壤、漫漫沙区建设成为

今日的“中原绿洲"、“人居佳境"、“豫北明珠"o

“以史为鉴可以证兴衰”。《濮阳市城市建设志》翔实的记录了濮阳

城市建设事业走过的艰辛历程，它是创业者的足迹，是时代的凯歌。志

书留下的宝贵史料，必将给今人和后人以有益的启迪和鉴戒。大展雄风

指日待，再看明朝更辉煌，承前启后瞻未来，濮阳明天更美好!

濮阳市人大主任盏也遣
200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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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豫北平原，黄河之滨崛起了一座新兴石油

化工城市——濮阳市。

濮阳人民创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城市理念，推进城市跨越

式、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文明意识深入人心。濮阳，人文谐和，市容整

洁时尚；濮阳，绿地如毯，生态环境优雅；濮阳，匠心独运，景色壮观迷人，

来往游客无不为濮阳城市建设的宏伟画卷而赞叹不已。

濮阳人民要继续创新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建设生态经济城市，

营造最佳人居环境为己任，高起点规划城市，高标准建设城市，高效能管

理城市，高目标发展城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推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持续协调发展，把濮阳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环境

优美的现代化城市o

《濮阳市城市建设志》全面详实地记录了濮阳市城市设立、形成、发

展的过程，记录了濮阳市开发城市、经营城市、塑造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过

程，记录了濮阳市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创建文

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优秀城市"等荣誉称号的创建过程。它是全市人民开发建设城市的缩

影，是全市建设者艰苦创业精神的结晶o

《濮阳市城市建设志》的出版发行，必将使更多的国内外朋友进一步

了解濮阳，关心濮阳，支持濮阳建设和发展。

濮阳市人民政蒯枨洳礼
2004年6月16日



序 3

序 三

《濮阳市城市建设志》在城建系统各单位和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它以详今略古，以时纪事，以事带人的方法，比较全

面地记载了濮阳城市的发展轨迹。这部志书是濮阳市发展史上的第一

部城市建设专业志，是一部集区域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志书。它

必将为今后制定城乡发展规划，实施城市科学管理，促进城市持续发展

提供历史借鉴，为广大城市工作者提供丰富的史实依据。

濮阳地处黄河下游，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这里古遗址、传说故事很多；濮阳地处中原，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

建设变化频繁，几经兴衰。濮阳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革命老区，

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濮阳，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于1983年，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濮阳市，濮阳开始了城市建设的创业和快速发展时

代，迎来了濮阳市城市建设的春天。

濮阳城市建设起步晚、起点高，短短的18年，在一片茫茫旷野上，建

设了一座规划超前，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城市，通过“国家卫

生城市、园林城市、文明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

市和花园城市”的创建，走出了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的

创新之路。

承前启后瞻未来，濮阳明朝更辉煌。祝愿濮阳市在优化人居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创建文明、生态城市过程中，继续谱写辉煌的历史篇章!

濮阳市建设委员会推彩鸱
2004五g：6 Jl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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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凡佣 1

编纂凡例

一、本志指导思想和编修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准则，力求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全面反映濮阳市城市建设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规律，为“资政、教化、存

史”服务。

二、本志为专业志，既是《濮阳市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又具有独立性。入志范围以城

区为主，兼顾市属6县、区和建制镇、新村的建设内容。

三、本志取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断限时间，上限不限，下限断至

2000年底，个别部份(如大事记)断至搁笔为止o

四、本志为志书体，采用述、记、志、图、照片、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以志为主。结构为篇、

章、节、目四层，节以下的目是否全设，视内容而定。大事记、专篇不再分章、节。志后有附录。

五、本志编写，采取了横排竖写，以横为主，以类记事，以事显时和以事带人的编排方法。

六、根据“不为生人立传”的修志贯例，“人物篇"分人物传(古代)、人物简介(近、现代)3

章。人物简介主要记述濮阳市从事建设工作的历任副处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含副处级)和

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o

七、“大事记”所载大事，主要是濮阳市城乡建设重点工程、建设成就、主要机构变更、濮阳

市建置沿革，以及与城乡规划建设有密切联系的重大事件。记述方式，以编年体为主。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编志单位的上报志稿。建置、沿革、自然条件、大事记和综述部

分为编辑人员搜集，录自历代史志、档案材料及有关史实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在文中未注

明资料出处，统一在附录中列出。

九、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4年5月豫北全部解放之日前(后)；“建国前(后)’’系

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建市前(后)系指1983年9月1日国务院

正式批准设立濮阳市前(后)o当中所载数字以濮阳市统计部门和濮阳市建委统计部门统计的

数字为准。

十、历史纪年，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用汉字，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

的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二字。中华民国以后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一、官职称谓、地名、政区和机关名称等均以历史习惯称谓，全称。

十二、数码书写，按照1987年国家语委《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计量单位

一般按1985年9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执行；一律使用简

体汉字(引文除外)，以国家语委1986年10月10日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勺

刁．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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