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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地区水利志

一
商洛地区水电水保局编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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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县鸽子村石砍水平梯田 鸽子村箍洞造田

七国专家考察秦川村水保治理

商南县河水库库区 商州市秦川村治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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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商洛地区水利志》的编纂工作，由于领导重视，编纂者筚路

篮缕，四方求索、辛勤耕耘，加之各方鼎力相助，今天终于众手成

志，‘同我们见面，可喜可贺。去年我奉调行署，领命分管农业。我

同许多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一样，深感农田水利，防汛抗旱工作

之重要，修志者赐读志稿，并求序于我，由于职责，‘欣然为之。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之一，人不可须臾离开。然而水

又桀骜不驯，常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兴水利除水害的水利事业

应运而生，并为历来有识之士及有作为的执政者所重视。水刊是农

业的命脉，是团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商洛，北连秦晋，南接昊楚，跨两域，处两带，地理位置重

要，历史悠久。自然资源南二i{=I兼备，气候温和湿润，河流遍布，水资

源丰富。但是，商洛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贫乏，素

称搿八山一水一分田”，由于降水不均，自古至今屡遭水旱灾害。水

旱灾害长期困扰商洛经济，是造成我墨贫穷落后的主要症结之一。

为抗御旱涝，商洛治水，历代有之。始见汉代《水经注》载，

洛水有“洪门堰”。唐中宗年代，在西岩寺修渠。宋代，丹水沿岸，

一灌园萦似带，．漕铠曲如环”。明清以来，修渠引水灌田，筑堤防

洪淤地、漕运、水力加工颇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区各级党委

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水利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建成了一大

批中小型水库、渠道、堤防．电站、人饮工程，发展有效灌溉面积

三十多万亩，兴修无水基本农田一百万亩。商洛地区工农业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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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经济之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水

利。 ，

然而，商洛抗灾能力还差。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我区要脱贫致

富，越温饱，奔小康，粮食生产要走出低谷，冲出徘徊，再上台

阶，增强后劲，，今后还要坚定不移地狠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随着

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对水利的需求日趋广

泛。不仅提供农业用水，还要为工矿提供水源；不仅要解决农村缺

水地区人畜饮水困难，还要为城镇居民提供生活用水。 ，
．

商洛水利，古今纷陈。然而前无史乘记载。《商洛地区水利

志》是第一部冰利专志。这部志书，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篇目有：

序，．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文字流畅。，对两千年间商洛历代水旱灾

害和水利活动，编纂者在浩繁的史料中寻觅、考证、整理，在志书．

中作了系统记载。对建国后四十年来的水利建设做了详细调查，广

征博采，以其丰富的资料充分反映出建国后水利建设成就，总结出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即将掀起的农田水利建设新高潮将起到

资治作用，启迪今入，有益于当代。随着时间推移，毋庸置疑，，志

书将对商洛今后水利事业乃至整个经济建设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必将惠及后入p‘

商洛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李元虎‘

一九九一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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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5年，我来商洛搞水利。’那时，各项水利建设刚开始，我有

幸参加修建商洛最早的电站、抽水站、水轮泵站等小型工程。在商

洛地委和行署领导下，全地区水利建设迅速发展，几度掀起全民大

搞农田水利建设热潮。群众大量投劳，国家大量投资，一批批水利

技术干部走进商洛，献身水利事业。商洛各项水利建设从元到有，

由小到大，并逐步采用先进技术。如今，渠道、水库，电站、机井、

抽水站，堤防等各类水利工程已在商洛星罗棋布，和工农业生产和

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获得兴剩除害之益。

作为水利战线一员．看到水利建设辉煌成就，甚感欣慰。更觉

得有必要对古今水事进行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记载，以达到“资

治、存史、教化一之目的。于是乘当今盛世修志契机编修一部水

利专业志书的念头油然而生，因此，我十分赞成和乐意支持《商洛

地区水利志》的编纂工作。该项工作始于1987年，经修志者广征博

采，撰写初稿，又经三次评审，三易其稿，渐臻成书。志书充分反映

了建国后水利建设的各项成就，总结了经验，汲取了教训，揭示了

规律，体现了地方特色还记述了鲜为人知的古代水利，使入耳目

一新。全志纵述古今不断线，横陈现状不缺项，资料翔实，体例完

备j篇目清晰，文字流畅，读后使人受到鼓舞，得到启示。因此，我．

推荐水利工作者及热爱关心水利的有识之士一读，定会开卷有益。

我离开水利部门十年，又重返水利行业，深感发展水利，任重

道远。商洛地区要脱贫致富，求温饱，奔小康，离不开水利事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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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们要充分发挥水利志书的资治作用， 鼻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 簟汲取昔日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工作。 进一步转变观念，搞

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壮大水利基础产业；既抓建设，又抓管理；

既抓水利水电，又抓水土保持，大搞农田建设；既抓防汛，又抓抗
t’

’

早；．既抓好服务，．又要实现水利行业的自身发展。

商洛地区水电水保局局长赵巨刚

*， ‘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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