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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区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紧紧抓住三大机遇，坚定不移地实施“建成都‘浦东
’、创绿色新区”发展战略之际，《成都市龙泉驿区城乡建设志》出版发行了。
这是我区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我谨向全体编纂人员表示祝贺，并向所有参与了修志工作的同志们以及给予大力支持的各单位表示感
谢。
　　龙泉古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建设事业不可或缺。
众多的能工巧匠技艺高超，建设活动遍布龙泉、简阳及成都地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建筑成果和文
物古迹。
他们创造的建设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是我区城乡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后，全区城乡建设迅猛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综观历史，在龙泉驿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建设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城乡建设工作将更加与人民群众的生活、
工作息息相关，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观今宜鉴古，温故而知新。
客观地记载我区城乡建设发展过程，保存历史的真实，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认真总结城乡建设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掌握其内在的规律，对我区城乡建设事业今后的发展具有事
半功倍的作用。
本志书尽可能地收集了龙泉驿区地域内城乡建设工作的史实，比较全面、真实地记述了全区不同历史
时期建设事业的发展、变化及重大事件，资料翔实，数据齐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对改进和完善
今后的工作，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以史为镜，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人。
我们编纂《龙泉驿区城乡建设志》，其主要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
　　历史的丰碑，是人民群众塑造的。
过去的辉煌已载入史册。
凝视历史，我们十分自豪，展望龙泉美好的未来，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要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齐心协力，勤奋工作，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加快全区城市化进程。
谱写出城乡建设工作更加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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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泉古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建设事业不可或缺。
众多的能工巧匠技艺高超，建设活动遍布龙泉、简阳及成都地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建筑成果和文
物古迹。
他们创造的建设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是我区城乡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后，全区城乡建设迅猛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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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龙泉花果山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发展，可分为自然形成和人为开发两个阶段。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到龙泉山踏青游春的习俗。
每到春季，成都市及附近地区的居民到龙泉山长松寺、石经寺朝山进香，东大路沿线人流络绎不绝。
60年代后期，成都市每年7月16日都在百工堰水库举行盛大的水上游泳和武装泅渡活动。
龙泉驿区的山水秀色，空气清新为世人所认识，自发前往赏景游乐的游人逐渐增多。
1984年，龙泉驿区委、区政府号召全区发展旅游业，并邀请专家，组织力量，分别于1985年、1986年
两次对全区的风景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前景进行调查论证，形成了《成都市龙泉花果山风景区旅游
资源评价报告》。
报告明确指出：“龙泉山景观独特，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属全国少见，有极高的开发价值”。
1986年，区委、区政府作出开发建设风景区的决定，“龙泉花果山风景区”建设开始起步。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遵循“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努力突出地方特色
，注重综合开发，保护与开发并重，形成了与旅游业互相推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局面。
　　1987年，“龙泉花果山风景区”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风景区。
1989年，成都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龙泉花果山风景区总体规划》。
百工堰、明蜀王陵j龙泉湖、洛带古镇等主要景点、景区分别编制建设规划，成立了景区管理委员会，
严格按照规划对景区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建设。
经过10多年的努力，“龙泉花果山风景名胜区”已具备相当规模，1998年被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成为成都市近郊的重要风景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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