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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迈入２１世纪，时逢盛世，凤县水利工作者
踏着前人的足迹修编水利志书，传承水利文明。从古到今，

人类的繁衍生息始终与水紧密相伴，人们择水而居，因水而

兴，是水支撑和促进着历史的进程，传承着人类文明。《凤

县水利志》的修编出案，记载着凤县水利发展的历程，传

承着水文化和水科技，它凝聚了全县水利工作者的智慧，是

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结晶，它必将成为激励后人的千秋

丰碑。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凤县人民用科学严谨的

态度，智者的目光，求真务实的作风，让水利造福人民，在

兴利、除害、开发、利用方面寻求治水的健康良方，进行了

不辞劳苦的探索与实践。他们用脚板、用仪器、用智慧、用

技术大胆地开展水利工程建设，积极推广水利科技，大力弘

扬水利文化，谱写着水利建设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

篇章，在防洪保安、农业灌溉、水电水产、城乡供水、水保

生态治理等方面做出了有口皆碑的业绩，这对后来者将是一

个很好的启迪。

《凤县水利志》作为一部专业志书，它记载着水利活

动、水资源状况信息、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翔实资

料，客观地反映了不同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变化、现状与

建设成就。总结了水利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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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评价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提供依据，更重要的

是它是当前和今后水利规划、设计建设不可缺少的借鉴依

据。同时，《凤县水利志》是一部融存史，资治、教化作用

为一体的水利专业志书，可以使人们了解凤县治水改土的历

史，展望未来，敬业奉献，传承精神，更好地造福人民。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水利实践永无止
境，水利发展任重道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社会对水利

的关心重视程度之高，水利建设投入之多，建设规模之大，

史无前例，水利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我县水利人

要顺应时势要求，在传承水利文化、凝聚水利精神、研定水

利决策、实施水利建设方面用科学发展观寻求治水良方，实

践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让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

之基的水，更好地服务社会，惠及民生，造福桑梓。

２０１１年７月
（中共凤县县委副书记、凤县县长　李智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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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凤县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修订 《凤县水利志》（１９９１年版）的内容，续记凤县水利２０年

来发展状况，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重点，体现地方特色，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全志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及志、传、表、录、图，采取横

排门类、纵述始末、以类叙事、以事系人的方法。设篇、章、节、目四个

层次，篇、章、节均有标题，图、表按篇编号。

三、本志记述事物的起源和发展，上限力求溯源，下限截止２０１０年底，

重要事项延至封笔。

四、本志编写采用通用语体及记叙文体，坚持公允，客观，述而不作，

寓观点于记事之中。

五、汉字使用、标点符号及数字引用等均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及有关单位的统一规定，对引用古籍中的繁体字必要时可用简化字括注。

对古地名人名中的生僻字可用同音字或拼音括注读音。

六、计量一般使用通用计量单位，重量用公斤 （千克）、吨 （１０００千

克）；长度用米、公里 （千米）；面积用平方米、平方公里 （百万平方米）、

亩 （６６７平方米）、公顷；体积用立方米；流量用立方米／秒；能量用千

瓦等。

七、凡国家、机关、单位、团体之称谓第一次用全称，并括注简称或

通称，其后只写其简称或通称。乡 （镇）、村、组、公社、大队、生产队等

组织一般用原名。文内新中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人物传略以卒年为序，人物事录以生年为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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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加注公元纪年，长度、面积、重量、

个数、百分比、世纪、年代、年、月、日等用阿拉伯数字。

十、本志资料来源：一是１９９１年版 《凤县水利志》；二是凤县地方志，

省、市水利志和水利年鉴，水利专著，市、县水利年报资料，县水利局档

案资料；三是县级有关部门和水利局局属单位提供的资料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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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凤县，古称 “凤州”，位于陕西省西南部，秦岭南麓，嘉陵江源头，东

与太白县接壤，西与甘肃两当县毗连，南与汉中市留坝县、勉县交界，北

与宝鸡市陈仓区、渭滨区相邻，南北长８０５公里，东西宽７０９公里，全县

总面积３１８７平方公里。

凤县早在新石器时代，嘉陵江沿岸的川道和台地就有人类居住。已发

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有９处之多。夏时，本县处雍、梁二州的交界处；商末属

岐封地；周时为陇右近畿之地；春秋战国时期，为羌族人居住；秦代在此

设故道县，隶属陇西郡；秦楚之际，为秦大将章邯封地；汉时，沿袭秦制

仍称故道县；三国时为蜀、魏交界区。南北朝以后各朝代曾被更名为梁泉

县，并先后在县治设南岐州、凤州、河池郡等州一级治蜀。明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降州为县，凤县之名自此而始。清代沿用明建制。“中华民国”时

期，凤县属汉中专员公署辖。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凤县解放。１９５１年６月，

县人民政府由凤州迁驻双石铺，仍由汉中专员公署属辖。１９６１年１月，凤

县归宝鸡市辖。境内居民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主要有羌、回、满、蒙、

苗、朝鲜等族，以回族人数最多。县境内宝成铁路穿境而过，县内铁路总

长９０公里，３１６国道、２１２省道以及眉凤公路等国道、省道与地方道路相会

其中，四通八达。

２０１０年底，凤县辖１０镇２乡，１００个村民委员会。总户数为３３２万

户，人口１００３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７４５万人。全县生产总值６６５４亿元，

财政总收入 ５３６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２５４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９４９元，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９７３６元。粮食播种面积１１１９

万亩，粮食总产量３５６万吨。境内公路里程达到１０５７公里，公路密度达

到０３３公里／平方公里。凤县是中国四大铅锌基地之一、全国黄金吨金县、

中国花椒之乡、西北最大林麝繁育基地、国家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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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全国生态示范县、国家园林城市，中国生

态文化旅游强县，中国最佳投资名县，嘉陵江源国家水利风景区，打造了

“水韵江南、七彩凤县”的旅游品牌。

凤县属半湿润山地气候，垂直气候差异明显，小气候差异较大，冷暖

干湿四季分明，冬季不严寒，夏季不炎热，年平均气温１１４℃，多年平均

降水量６９８２毫米，年无霜期１８８天。

县境内高山林立，沟谷纵横，地形复杂，海拔高程在９０５～２７００米之

间。全县地貌形态分为北秦岭中低山、中秦岭中低山及山间盆地三个地貌

单元。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以秦岭分水岭为起点向西南递减。县境内河

流均属长江流域，分属嘉陵江和汉江两大水系，全县水资源总量为９７２亿

立方米，水能资源蕴藏量５２８万千瓦。

凤县水旱灾害频繁，从公元前２３６年至公元２０１０的２２４６年间，共发

生旱灾２３６次，水灾１５８次。据史料记载，尤以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的旱灾

最为惨重，饥民以草根树皮为食，全县每日冻、饿死死尸不下５０具，是历

史上罕见的大年馑。水灾尤以１９８１年的洪水为历史罕见。在１９８１年７、８

月份连续多日降雨后，８月２１日，凤县猛降暴雨，日最大降雨量高达２０３２

毫米，嘉陵江洪峰流量３５００立方米／秒，是历史最大流量的１５倍。这次

大雨从８月１４日至９月１３日，长达１个月，降雨量达５１３７毫米。全县群

众生命财产损失极为严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８８２６万元。宝成铁路严重破

坏，停运６１天。全县因灾死亡９９人，失踪９人，粮食减产２７２５万斤。

在经历无数次水旱灾害后，人们认识到了治水兴利除害的重要性。唐

代杜甫在 《听嘉陵江水》诗中就有 “凿崖泄奔湍，古称神禹迹”的诗句。

从禹贡疏凿秦为?冢导水，凤县先民就开始了兴利除害的斗争。据清代朱

子春修纂的 《凤县志》记载，境内安河稻田尚多，引水灌溉，此外，两山

相逼，中即水沟。民间安置水磨，水?所在多有。间或砌石拦水种田，而

夏秧冲决，得不偿失。老林开垦，土石俱松，雨水稍多，浮土下壅，反有

水患，而无水利，山坡地多于平地１０倍。农民旷地甚多，由于历史上统治

者政治腐败，不问民之安危疾苦，兼受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及不合理的土地

关系，束缚了民众兴利除害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农民自发修建的水利设施

屈指可数，直至１９４９年全县仅有可供灌溉的土渠４８条，灌溉面积３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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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大部农田遇旱减产，遇涝成灾，弃耕撂荒较多。加之盲目毁林开荒，

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而不稳，１９４９年粮食亩产仅为

１０３斤，总产３２２２万斤，民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县政府设立了水利工作专门机构，在党和政府的重视

下，把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和振兴经济的根本大计，兴水治旱、兴利除害、

改造恢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了修渠打井、引水上山、

治沟修地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较大型的白蟒寺渠、秦凤渠、双惠

渠等先后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７年建成，这些引水工程使灌溉面积迅速

扩大，１９５７年全县灌溉面积发展到１４万亩。

１９５８年春，凤县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

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全县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在 “以蓄为主，以小

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到

１９６０年，全县共修建各项水利工程３８７４处，修梯田１４５万亩，造林１４５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６１９平方公里。

从１９６０年开始，凤县对旧水磨进行技术改造，修建水轮泵站和水力发

电站，发展提水灌溉工程。张家尧、桑园、梁鹿坪抽水站于１９６１年建成，

凤县第一座水电站—唐藏电站于１９６３年建成发电。１９６４年凤县第一座水轮

泵站—黄家贯泵站建成投入使用。截至１９６６年，全县抽水站发展到１５座，

水轮泵站５７座。

１９７０年凤县水电局成立，水利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建制，同时狠抓了

蓄水工程和水利设施的完善配套工作，形成了小水库、小灌区以及水产养

殖、人饮站等小型水利工程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

同时，由于 “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干扰，行政命令代替科学，实施

了一些改河工程、渡槽工程和陡坡修地工程，均因自然和工程本身条件所

限半途而废，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和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水利工作由注重建设转向既抓建设又抓管理、

注重效益的方向，到１９８０年全县灌溉面积发展到 ４４万亩，旱涝保收田

２１９万亩，共修建各类抽水站２１８处，机井１７７眼，塘池４５个，人饮站２６

处 （解决７１００人、３９００头大家畜的饮水困难），小水电站９座 （装机５９５

千瓦），修建小 （Ⅱ）型水库１座，修建堤防５７９６７公里。先后涌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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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木电站、张家尧抽水站、桥头庄井灌、凤州东城灌渠等典型水利工程。

１９８１年凤县人民政府颁布了 《凤县社队水电站管理办法》；１９８３年水

电局颁布了 《凤县水利水保工程管理暂行条例》；１９８４年水利局设立水利工

程管理股；１９８６年凤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８次会议通过颁布了 《凤县河道

及堤防工程管理实施办法》，从而使各项水利工程的责、权、利落到实处，

全县落实各项承包合同３７２份，使工程管理明显加强，效益显著提高。截至

１９８９年底，全县有各类水利工程２３２处，有效灌溉面积１３７万亩，其中：

小Ⅱ型水库１座，抽水站３０处，装机２２００千瓦；人饮站８７座，解决了

１３万人和６４００头大家畜的饮水困难；水电站１３座，总装机７８３６５千瓦，

年发电量１０２万度；水产养殖水面７００亩，年生产成鱼２７６吨；修筑各类

堤防４２６６公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２６６１平方公里。

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间，凤县紧紧抓住国家加大水利建设投入的历史机

遇，全力加快水利建设步伐。特别是１９９０年凤县被国家列入长江上游水土

保持重点防治区以后，凤县先后启动实施了五期 “长治”小流域治理工程，

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８００６７平方公里。与此同时，还相继实施了陕南人均

一亩田工程、甘露工程、以工代赈工程、防洪保安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退耕还林基本口粮田工程等一大批水利建设项目，

从根本上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水利大发展、成效大显现。截

止２０１０年，全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０８２平方公里，设施灌溉面积

１６８万亩，全县农业人均基本农田达１３１亩，建成人饮工程２４６处，受益

人口６７３万人，修建集雨水窖５０７口，机电井６６眼，取排水泵站３９处，

年供水能力１９３０万立方米，修建小水电站１１座，总装机２５台５６８５千瓦，

年发电量２４５６万千瓦／时，修建堤防长度达到了２８公里。城镇供水工作

１９９７年从城建部门移交到水利部门后，及时实施了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建

设集中供水点，不断扩大供水范围，实现了县城２４小时供水、３个镇集中

供水，日供水量达３８００吨。在持续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水利部

门围绕嘉陵江环境综合治理，从２００６年起，在嘉陵江县城段修建了４座水

力自控翻板闸坝，其后又连续在嘉陵江内修建１０处１９座拦水坝，形成水面

景观１１０万平方米。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波及凤县，造成全县部

分水利设施受损，但通过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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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受损设施及时恢复，效益正常发挥。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６日，水利部批准

凤县嘉陵江源水利风景区为第九批国家水利风景区。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 “凤

县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奠基仪式在草店村隆重举行，标志着凤县古

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建设拉开了序幕。同年１２月１７日，凤县嘉陵江源特

有鱼类国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被农业部列为第三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１０年，凤县水利走过了６０多年的风雨历程，期间既

有平稳，也有高潮；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多年，

凤县水利飞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对今

后凤县水利的发展无疑会起到借鉴作用。

一是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治水思路。凤县水利建设认真贯彻国家

各个时期的治水方针，逐步扩大水利工作服务领域，由单纯为农业服务逐

步面向工业、城乡生产生活全社会服务转变。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生

态水利、民生水利转变；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由改造自然向人水

和谐转变，确保水利工作稳步前进。

二是坚持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只有坚持严谨的科

学态度，按客观规律办事，把握本地特点，水利工程才能造福人民，发挥

效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由于不顾客观条件，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学，过度

采伐、毁林垦荒、改河造田、夹窄河道、让河水让路，违背自然规律，导

致１９８１年洪水泛滥，滑坡泥石流发生，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

失，这一教训必须汲取。

三是坚持依法治水，确保水利事业健康推进。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

水，依法管水，建立完善的水利法规体系。坚持有力的执法体系和良好的

水事环境，是确保水利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由

于全县认真贯彻执行水法规，坚持科学论证才逐步避免了盲目建设、劳民

伤财，无序开发的现象发生，才使水利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四是坚持深化改革，促进水利建设健康发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全县逐步推行 “五小”水利工程管理改革、水价改革、水权改革等工作，

提高了水利建设和管理水平，保证了工程质量，提高了设施效益，改革发

展使水利插上腾飞的翅膀，改革创新促进了水利事业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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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坚持积极争取国家投资，发动群众投资投劳是加快水利工程建设

的根本保证。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８０年，全县水利建设总投资２２２０万元，其中
国家投资１０５４万元，占总投资４７５％。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１０年全县水利建设
总投资４４３１５万元，其中国家投资３７１９８万元，占总投资８３９％。

六是坚持人才兴水，保障水利事业永续发展。全县有一批接一批的发

扬 “献身、负责、求实”水利行业精神的建设者，他们当中既有大胆负责，

果断决策的领导干部，还有业务精湛、勇于创新的技术精英，更有脚踏实

地吃苦耐劳的一线职工。他们在各个时期为全县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有的还献出宝贵的生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凤县水利队伍逐渐

壮大，水平逐步提高，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业务骨干脱颖而出，截止

２０１０年底，全县水利专业技术人员６２人，其中高级工程师１人，工程师１６
人，助理工程师４０人，技术员６人，他们都是全县水利建设的中坚力量，
必将在今后水利事业发展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回顾过去，凤县水利成就辉煌；展望未来，凤县水利任重道远。进入

新时期，凤县水利建设工作将按照 “建设现代水利，服务凤县发展”的总

体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理念，以提

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防灾减灾能力、水土资源保护能力为重点，着力实

施骨干项目工程，倾力打造水利旅游产业，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不断

加大水政执法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防洪保安能力、水资源供给能力、水

环境保护能力和服务民生能力，为凤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的水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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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汉

高后三年 （前１８５）夏，汉江溢漂４０００余家。

高后八年 （前１８０）夏，汉江溢漂６０００余家。

西晋

咸宁三年 （２７７）夏，汉江水涨，秋又大水。

东晋

太宁三年 （３２５），一月至四月雍梁州大旱。

唐

宪宗元和 （８０６～８２０）中，节度使严砺疏通嘉陵江上游航道２００里。

天复四年 （９０４），自陇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数千里内亢阳，民多流

散，自冬往春。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无

巨细，皆放花结籽，饥民采籽舂米而食。

宋

大中祥符二年 （１００９），八月大水漂溺民居，九月丁丑日，凤州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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