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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泱泱古国，历史博大精深，编史修志又堪为传承民族文明的独有文

化现象，向为历代朝野有识之士所重。监利县水利局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汇千年治水之精华，集万众抗灾之典范，历经数载，笔耕不辍，终使《监利

水利志》付梓问世，实乃监利治水史上一大幸事，可喜可贺!

监利治水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民就在云梦古泽择壤垦殖，

繁衍生患；筑堤防患，更是始于东晋，延绵至今。千百年来，防洪抗灾和农

田水利始终是监利人民与大自然抗争的一项年复一年又艰苦卓绝的事业，演

绎出一部战天斗地的治水史诗。特别是1949年以后，监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历经50多年的艰

苦奋斗，取得了超越历史数千年的光辉的水利成就，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防洪、排涝、抗旱三大水利工程体系，具有了防御一般水旱灾害的能力；遇

上较大洪涝、干旱，采取综合措施，也能从大局上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

工农业增产丰收。这些水利建设成就的取得，是老一辈的水利工作者同全县

人民一起辛勤劳动的结果，有的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对这艰辛的历

程和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应该很好地总结与传承。

治水，是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获取生存条件，继而又在斗争中走向相互

统一和谐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群众性、历史性和科学性。

治水涉及到天、地、人，涉及到人、财、物，涉及到上下游、左右岸，涉及

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其间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千丝万缕。作为志书，

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审视、去甄别、去记

录历史。本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编写过程中，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既肯定成绩，也反映问题；既讲经验，也记教训，从对比中

领悟出一些有益的东西，为后人留下一些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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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监利水利

志》乃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监利治水历史的志书，贯通古今，侧重当代。

全书观点正确，篇日得体，资料翔实，突出了监利治水的特点，不失为一部

存史佳作，当为时人和后代竭尽“资治、教化”之功效。谨志数语，聊以

为薜o ·

[曾凡荣：历任中共监利县委书记、湖北省水和IIYlYP,：]

饥琴
2003年lO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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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众多编纂人员数载殚精竭虑、锲而不舍的努力，在有关领导和专家

的关心和支持下，《监利水利志>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监利县水利史上的一

件大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确实可喜可贺。

监利，位于湖北省的南部，洞庭湖的北面，东带洪湖，南濒长江，汉江

支流东荆河绕北部边界蜿蜒东去。境内河网密布，湖泊星罗，土壤肥沃，素

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是全国商品粮、良种猪、商品鱼和优质棉生产基地，

是湖北省速生丰产林生产基地。监利地利形胜，物华天宝，人才辈出，古籍

浩瀚，可谓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有史以来，勤劳勇敢的监利人民就劳

动、生息、繁衍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既孕育了博大精

深的荆楚文化，又繁衍了勤劳智慧的监利儿女。但是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备

受水的困扰，使监利既得益于水，因水而兴，又受制于水，因水而忧。一方

面，监利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的提高得“水”独厚；另一方面，水患也给繁

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洪水威胁历来是监利人

民的心腹大患，防汛抗灾历来是监利天大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

代统治者政治腐败，致使境内河渠淤塞，水利失修，水系紊乱，导致大水大

灾，小水小灾，外洪内涝，民不聊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监利水利事业的新纪元o 50多年来，监

利针对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实施了相应的治水策略：加固堤防，关好“大

门”，实现江湖分家；结合灭螺和血吸虫病的防治，兴修小型水利及泵站工

程，排涝降渍；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后，监利水利发展建设的重点也相应地放到了整险

配套，提升功能上。特别是近5年，长江堤防建设大投入、大建设的实施，监

利境内干堤、垸堤普遍“长高”、“增肥”，防洪能力明显提高；硬化、绿化、

L}



美化工程使干堤堤容堤貌大为改观。经过50多年的不懈奋斗，监利基本形成

了较完善的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

作为专著，《监利水利志》既记述了监利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也总结了

监利水利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它以科学的态度、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

客观地记述和总结了监利水利事业发展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特别是

着重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监利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兴修水利的

全过程。

《监利水利志》的出版，对现在乃至今后监利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

巨大而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加快监利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将做出应

有的贡献。这就是编纂《监利水利志》的主旨所在。谨以为序。

[傅先明：中共监利县委副书记]

200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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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息波安澜，写沧海桑田o《监利水利志》经全体编纂人员多年来的辛勤

耕耘，终于出版了，这是监利水利的大事，也是监利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

监利是农业大县，也是水利大县，三面环水，东濒洪湖，南临长江，北

枕东荆河，内垸湖泊堰塘星罗棋布，是千湖之省的百湖之县，素有“水袋子”

之称，水、旱灾害都比较频繁。监利人民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水搏击，靠

水生患，监利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洪涝灾害斗争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频繁的水患带给监利人民深重的灾难，境内白

水茫茫，到处蒿草丛生，十年九不收。流离失所者、逃荒要饭者、淹死者、

饿死者均有之，可谓民不聊生。许多仁人志士也曾提出过治理水患的良策要

策，但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官不为民，民心不齐，加之战乱连年，国弱民

穷，终难付诸实施，只能望水兴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监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搞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兴水利，除水患。监利县历届党委、政府率领民众，发扬艰苦

奋斗的精神，肩挑手提，人山人海，到处是红旗蔽日、号声震天的拓荒战场，

广大人民群众瓜菜代粮，风餐露宿，日以继夜，艰苦卓绝，勾画出了一幅宏

伟的水利蓝图。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间，全县整修干支民堤516．27公里，开

挖渠道6919条11284公里，建排灌涵闸1223’座，流量7000立方米每秒，建

水利桥5644座，建电力排灌站325座649台套，总装机容量97590千瓦，设

计提排流量900立方米每秒、提灌流量351立方米每秒。迄今为止，全县有效

灌溉面积达142万亩，旱涝保收面积119万亩。农业连年增产丰收，昔日的

“水袋子”现在变成了全国的产粮大县，曾书写了全国粮食产量“九连冠”的

辉煌历史。而今，监利这块热土成了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国家重要的农业综



合开发基地县。近年，监利县委又提出了“以水富民”的发展战略，监利良

好的水利条件和水资源条件，将为监利人民带来新的希望、新的福音。以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成为当代水利人新的探索和

新的实践，监利水利必将有一个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明天。

《监利水利志》是一部完整的监利水利专志，以翔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

了监利治理水患、与水斗争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讴歌了勤劳智慧的

监利人民不屈不挠改造自然的伟大壮举，展示了监利水利人“献身、负责、

求实”的精神风貌，是一部存史、资治的好书。但该志也并非白璧无瑕，若

有疏漏之处，诚请有识之士鉴之。

[王大银：监利县水利局局长]

丛歹、彦艮
2003年10月20日



凡 例

一、《监利水利志》是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述而不论”的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载监利县的

水利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水利史实。

二、本志体例采用志、记、图、表、传、录等形式。志为主体，横排竖

写，综述历史，分陈现状，以篇、章编排。

三、本志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事件的发端，下限截至2000年。

四、本志纪年，清代以前沿用汉字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
时期，用阿拉伯数字；1949年以后，悉用公元纪年。

五、称谓记写、人物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地名、机构、职

官按当时通用称谓；习惯简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注明简称，以下使

用简称；行文中的“党”以及“省、市(地区)、县委”均指中国共产党及其

各级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全书行文

一律用第三人称。

六、计量单位t民国及以前一般沿用旧制，建国后均用公制。

七、数量表述：民国以前用汉字，建国后悉用阿拉伯数字。

八、《人物》循“生不立传”之古例，去世重要水利人物，立传略记，在

世重要水利人物简记介绍，其它则以录、表记之。

九、高程：均采用吴淞高程(冻结高程)；温度：采用摄氏温度。

十、引用原文，概加引号，除重要引文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档案文书，图书

典籍，专业吏志和少量重要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统计数据来源于

《监利县统计资料》以及监利县水利局各类统计报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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