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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钦时中

唐宋以来，安乡即以"水乡泽国"名传于世。河网密布，

湖泊星罗，丰富的水资源养肥了这方土地，使之成为"鱼米

之乡"。但水亦如两面刃，安澜则利于人，泛滥则害于人。中

华儿女自禹继父业以来，治水图存，经世不息。明嘉靖万历

年间，安乡开始修筑堤境，至清宣统元年，累修大小堤境

437个，端立黄山大顶，极目展望，真是"堤境如鳞，弥望无

际"。民国时期，恢复溃境、挽修新统、合并小境三管齐下，

将508个赋税小统建成31个防洪大境。由于处在"洪水走

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入汛早，汛期长，洪峰密，水位高，加

上堤线长、堤身弱，家园屡遭水毁之灾。据史籍记载，新中

国建立前，安乡共发生"堤境溃决殆尽"、"浮尸逐波"、

"县几不县"等毁灭性水灾190多次。"北水涨，南水堵，西

水一来就喝粥"安乡人民世世代代处于"水深"之中。

新中国建立后，安乡的水利建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

页。 58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

紧紧抓住"水利"这个命脉，以坚不可摧的意志、改天换

地的雄心、自力更生的精神，坚持不懈地进行水利建设。

堵支并流，疏理水系混流;扩建防洪大圈，缩短临洪大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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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堤防达标建设，提高抗洪御险能力;进行蓄洪工程建

设，提高安全保障系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建造稳产高

产农田;进行排灌工程建设，务实旱涝保收基础 。 如今的

安乡，可以说已成为境保安全、家保安居、人保安康之邦 。

《安乡水利史话》秉持求实求真、客观公正的原则，以朴

实、生动的文字和珍贵的图像，真实地述录了安乡水利建

设的历程和所取得的宏伟业绩 。

2005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推行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重大历史任务。 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农民新的家园，对于

水患未却、威胁仍重的安乡来说，务必回首过去，总结经

验，放眼未来，科学规划，继续大力加强水利建设。 只有创

造出"任凭洪水袭来，确保一县平安"的物质基础，才能

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历史重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我生在

安乡，长在安乡，服务安乡数十年，对安乡人民遭受水害

的痛苦很是清楚，对安乡水利建设的历史和新中国建立

后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十分了解，对安乡水利建设的

未来心存殷切的希望。我坚信:千秋禹业，必将在家乡父

老乡亲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手中创造出新的辉煌。

是为序 。

(作者为常德市政府原巡视员、常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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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洞庭湖，湖南的母亲湖。

安乡，耀如明珠，镶嵌在西洞庭之滨，纳长江之波，接温水

之澜，送人洞庭水乡泽国"名垂史册。 虽经沧桑巨变，但至20

世纪40年代末，尚有35条河流纵横交错， 121个湖泊星罗棋布，

水韵之浓，笔墨难书。

洞庭天下水，可载舟亦能复舟。 丰富的水资源，为安乡人民

缔造幸福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过盛之时的滥溢，也

给安乡人民造成过难以诉说的苦难。 唐宋以来，安乡优于水也

忧于水，益于水也苦于水。 安乡人民在"甜水"中养育心性，在

"苦水"中磨前坚挺。 治水害，兴水利，经世累代，何曾间息?明

代，始修堤挠无堤故无命也"之叹啃，警醒当朝与后世。 清

代，大兴堤统修筑，如鳞堤境遍布四野，尤重堤防建设，以强御

水能力，视堤防失修为"有统如元境也" 。 民国时期，修整结合，

将508个鱼鳞小境整合成31个防洪圈，同时进行水系整理，治水

方略由被动防御转向积极治理，水利建设开始向除水害与兴水

利两翼发展。 但安乡水利建的全面开拓，岁麽不阙，取得宏伟业

绩，则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1949年7月 30 日安乡解放， 8月 10 日安乡县人民政府成立，

8月 17 日中国共产党安乡县委员会成立。 县委、县政府把缓解人

民的水患之苦作为建设新安乡的重要政事，在百废待兴 、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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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奋战一个冬春，修复溃统8个，整合堤

境3个，迈出了新的社会制度下安乡水利建设坚实的第一步。自

此，安乡的水利建设与时俱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合小境

为大堤，防洪大圈建成;建设达标堤防，大堤胜似卧龙;堵支并

流，混流得到改变;整治洪道，泄流状况改善;兴建排涝抗旱工

程，有效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百;进行园田化建设，稳产高产农

田基本建成;组织抗洪抢险，溃境灾害发生频率锐减;参与区域

性水利工程建设，贡献载人史册。可以这样说，新中国建立后，

安乡的水利建设写出了前人没有写出的文字，画出了前人没有

画出的图画。

水利是安乡的命脉，治水兴县，成果丰硕。国民经济发展主

要指标对比所显示的巨大变化证实，这不是一句空话、大话。

2006年，全县生产总值比 1949年增长219.7倍(下同) ，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增长90.5倍，粮食总产量增长2.3倍，棉花总产量增

长5 1. 1倍，油料总产量增长303.3倍，水产品总产量增长79.4倍，

工业总产值增长533 1.6倍，农民纯收人比1956年增长40.4倍，

居民年末储蓄余额比1952年增长23346.6倍。今天的安乡，虽未

完全解除水害的威胁，但安乡人民已从深重的水害苦难中解

脱出来，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人民的生活状况，应当说没有

过分之嫌。

实践出真知。安乡人民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特别是新中国

建立后的水利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有益于安

乡今后的水利建设，也有利于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是宝贵的

社会财富，不应该沉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安乡水利史话》试图

将这些经验和人们创造这些经验的事迹如实载录下来，奉献给

历史时代和创造历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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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水乡泽国

"水乡泽国"是史籍对安乡的一种形象描绘，也是对安乡

的一个定性称谓。 大凡讲到安乡，总少不了用"河港交织如网，

湖泊星罗棋布"、"洪水走廊"、"渍水桶子"这样一类词句来名

状。当然，不用置疑这种形象描绘的逼真性，也不用置疑这个定

性称谓的精准性。 千百年来，水之状，确实是安乡之状，水之魂，

确实是安乡之魂;水安流，则家园平安，水泛滥，则人民遭难。 千

真万确，安乡优于水，也忧于水，益于水也苦于水。如果没有极

其丰富的水资源，安乡就不可能成为历史上的"鱼米之乡"更

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全国商品粮、商品棉、商品油生产基地县

和洞庭湖区商品鱼生产基地县与全国棉花生产百强县及淡水

珍珠养殖百强县。但水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命之剑，祸福总相

倚。正因为水多，才会泛滥成灾。 也正因为"水患频仍安乡才

会于忧患之中修筑堤挠，世世代代，经久不息，形成今天这种别

具一格的堤境型地貌，才会创造出变水害为水利的宏伟业绩，

才会积累起可书可鉴的治水经验。 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就不

用编写这个水利史话了，更不会以"水乡泽罔"作其开篇。

水乡泽国的形成

安乡这方"水乡泽国"之地是怎样形成的?有这样两种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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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洪工程建设

堤境修筑

自唐宋时期水乡泽国形成之后，域内洪水为害逐渐加剧，

民众苦水之情随之加重。 特别是"四口"形成之后，长江泄洪大

量南倾，安乡成为"洪水走廊"水患频发，夺人命，毁家园，灾

难深重，苦不堪言。 迫于生计，安乡人民不得不修筑堤挠，以保

家园。 但堤境修筑始于何朝何代，很难详考。 据清康熙年间所修

县志的记载，明万历初年修筑了32民境 。 清代为堤境修筑的鼎

盛时期，宣统三年( 1911 )全县有大小堤境314个。 民国时期，一

方面围修小挠，一方面合小境为大挠， 1936年全县有鱼鳞小境

508个，真是"堤境如鳞，弥望天际" 。 至 1949年，诸多小境合并

为31个防洪圈，堤统型地貌基本形成。

上述历史时期所修的堤挠，按修筑主体来分，有官修堤挠

和民修堤挠两大类型。 官修堤境为官府出资修筑，谓"官统"

民修堤境为民力挽修，谓"民境"或"私统" 。 相对而言，官境大

而牢，御洪能力较强，民统则小而弱，御洪能力较小。 但若遇特

大洪水，无论民挠、官挠，极少不被淹没，形成汪洋。 新中国建立

后，由于堤境型地貌已基本形成，极少有可挽境垦殖的荒滩荒

洲，堤挠修筑的重点转移到修复溃坊 、整合小挠、扩大防洪圈上

来。 将31个防洪圈依次整合为23个、22个 、9个、7个、6个、5个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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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排灌王程建设

自清代中期形成堤境型地貌之后，堤境就成为安乡人民生

产生活的家园。 这个家园有保无保，生命财产安全与否，一般情

况下取决于堤防的修筑，正如始修堤境命官所言无堤故无命

也" 。 同时，我们也应该而且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洪流所挟带

的大量泥沙在过境途中不断沉落，河床随之淤高。 温水洪道

1958-1978年间河床各级段平均淤高1.49米，石龟山河段最低高

程， 1968年22.34米， 1978年25.97米， 10年淤高3.63米，上游的七

里湖湖底高程， 1952年27.7米， 1983年32.2米， 31年间淤高4.5米;

松滋中支(自治局河)张九台主河槽高程， 1957年24米， 1977年

25.42米， 1989年26米， 32年间淤高2米，其边滩则淤高4米以上;

虎渡河支流书院洲河河床高程， 1949年23-25米， 1978年32米，

30年间淤高9-7米;藕池河西竟当宫博当官河段河床高程，

1954年26米， 1986年32米， 32年淤高6米。 河床的严重淤高，形成

了"境老田低"、"河悬地上"的奇特状况。 于是，造成这样的恶

果:汛期遇雨，境内渍水难于外排，多遭受渍灾;汛期来迟，又久

睛不雨，河湖水枯，境内又免不了遭受旱灾。 这两种灾害常给人

民造成"水深火热"的痛苦，尤以渍灾为重。 因此，人民在不断

加强堤防建设、构筑稳固家园的同时，也进行抗旱涝灾害的境

内水利建设。 但民国以前存留的资料极少，民国时期也只存留

为数不多的湖港渍堤的修筑资料，难以综合成章。 因此，本章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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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园田化建设

园田化建设是安乡人民所进行的一场重大的"生产斗

争" 。 这场"斗争"之初，主要是开挖渠道、平整土地，尔后，同时

修筑道路、植树造林，旨在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促进"以粮为

纲"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挖掉穷根栽福根改善人居条件，

"建设新安乡" 。 这场"斗争"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兴于60年

代中期， 70年代结束，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多年。 而"全面规划、全

党动员、全民参与 、全面改造、全面建设"则在1969年至 1975年

之间 。 七年"改天换地"社社队队"旧貌换新颜写下了安乡

水利建设史上的光辉一页、安乡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同

时也奠定了安乡新农村建设的基石。

安乡的园田化建设是怎样兴起的?走过了怎样的历程，经

历了哪些艰辛?园田化建设有何经验教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就是本段史话的话题。

园田化建设的缘起

大千世界，每一事物的发生都有它特定的起因 。 正如俗话

所说的那样有风必有浪，无风不起浪" 。 元论是茶余饭后的

漫话历史，无论是一本正经的编史修志，总要上溯事物的发端，

弄清楚、讲明臼事物的本源。安乡园田化建设兴起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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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重大水利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

荆江分洪是长江中游险段荆江的一项以调蓄泄洪为主的

治理工程。 荆江是长江中游湖北枝江县至湖南城陵矶的一段。

长江上游因河槽坡降极大，又无湖泊调洪，突破三峡后，洪水倾

泻而下。 至枝江，最大流量75∞0秒立方米;至沙市，最大流量

57∞0秒立方米，而河槽的最大容量却只有410∞秒立方米;至

建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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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防汛抢险

安乡自挽修堤境以来，每遇汛期高洪时，即面临堤决境毁、

人民元以安家立命的危险。 为保家园，总要拼死拼命地抗洪抢

险，可书之事，可歌之人当书不尽书 、歌不尽歌。 但所存旧志少

有记载，无以详知。本章所记全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人和事、经

验与教训。

洪害特征

人称"洪水走廊"的安乡，洪害特征体现在这样五个方面。

第一个特征是:发生频率高，周期越来越短。 据史籍和水文

资料记载，公元618-2006年的 1388年间，安乡有洪水年167年

平均8.31年一次。 其中:荆江北岸堵口前 (618-1524年) ，洪水年

15个，平均60.4年一次;荆江北岸堵口后至调弦、太平、藕池、松

滋四口南流形成前 (1525-1873年) ，洪水年80个，平均4.36年一

次四口"南流时期( 1874-1958年) ，洪水年38个，平均2.24年

一次;调弦口堵口后的 "三口"南流时期( 1959-2006年) ，洪水

年31个 ， 平均1.5年一次。 新中国建立后的57年里，大水年25个，

平均2.2年一次，特大洪水年9个，平均6.3年一次，进入80年代以

后的26年间，大水年14个，平均1.8年一次，洪水周期缩短，洪水

灾害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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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已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安乡人民以

治理河湖、调整水系、整治堤挠、建设防洪大圈、兴建排灌工程、

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为主，大兴水利工程建设， 1949-2∞6年累计

投资 10.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6.4亿元;投工2.73亿个，累计完成

土(石)方5.1亿立方米，其中大堤建设 1 .824亿立方米。 堤境由

建国前的31个合并为5个防洪大圈;堵支并流后，将35条主支河

流调整为8条，总长度由494.6公里缩短到290.4公里;防洪大堤

由734公里缩短到4∞公里，堤面宽度由3-4米增加到6-12米，堤

顶高程由37-38米增高到40-43米，平均增高3-5米，堤身横断面

土方由 80-90立方米增大到350-550立方米 ;2∞座新型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涵闸 、涵管，替代了过去隐埋在堤身内的木、瓦、岩

等公、私副口。按照国家和省定标准，2个重点堤统180公里防洪

大堤，已达20年一遇防洪标准的3个蓄洪堤统220公里防洪大

堤，已达15年一遇防洪标准的有180公里，占总堤长的82%。 洪水

溃淹面积由 50年代年平4.32万亩下降到80年代的年平0.07万

亩 ;90年代因 1998年特大洪水，溃淹面积有所回升，年平3.06万

亩，但仍低于50年代。境内水利建设也大为改观，建成电力排灌

机埠315座，装机540台，容量60888.5千瓦，其中外排95座，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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