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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J也、 ／J’

锄豸

湖北治水历史悠久，经验十分丰富；水利对湖北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

但几千年来，除荆江大堤(原万城堤)史有专载外，湖北尚无比较全面、系统记

载全省或局部水利事业发展的专史或专志。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

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

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
一

要的帮助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纂江河水利志的

活动，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水利事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客观地反映水利

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入地总结治水的历史经验；以利在当前与。。
一

未来的水利改革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与借鉴。这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

实的需要，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四境山峦起伏，中南部沃野低平。长江自

西向东，汉江从西北向东南，双双穿行省境繁荣富庶之区；万条溪河，密如蛛网；

逾千湖泊，星罗棋布。多年平均年降水量1100毫米左右，可谓水资源丰沛，水利

得天独厚。但由于降水量在年与年、季与季、月与月之间分布严重不均，加上又

是长江、汉江上游100多万平方公里洪水入海的必经之地，每当降雨集中季节，洪

涝为患；稍长时间无雨，又干旱缺水，致使水旱灾害十分频繁、严重。千百年的

史实证明，治鄂必先治水。水利事业是湖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从春秋战国时楚人早期兴建水运、供水等工程，到民国时期的鄂城民信闸、武

昌金水闸，在长达2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中，湖北境内修建了不少防洪、

灌溉、排水、航运等工程，其中有万城堤、宜城长渠等古代著名水工设施，对社

会与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与保障作用。但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

束缚，治水多以筑堤排水、束水攻沙以及兴修塘堰、沟渠灌溉农田为主，尚无有

效工程措施抗御稍大一点的水旱灾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第一项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便是

在湖北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和加固荆江大堤。随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



与大力支持下，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大

规模的水利建设。经过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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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较大洪涝、干旱，采取临时抗御措施，也能从大局

上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工农业增产丰收。湖北水利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

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但今后的任务仍很艰巨，水利改革与发展需要做的工

作仍很多，继续做出艰苦的努力。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巩固扩大成绩，

继承发扬传统，并针对走过的弯路和工作中的教训，提出改革的方针、措施，则

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为全面开展编纂江河水利

志创造了良好条件。1981年以来，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的组织与指导下，我

省成立了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水利厅几任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领导志书编

写工作，并组织专职班子，召开专门会议，布置推动江河水利志的编修工作。各

地、市、州和县、市、区水利(水电)局、部分重点水管单位，也先后成立相应

组织，配合各级地方志的编写，相继开展江河水利志的编纂。经过全体水利修志

人员多年的辛勤耕耘，克服了人手不足、经验欠缺、资料散失、经费短缺等种种

困难，一部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志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这是全省各级水利

部门和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广大水利职工、特别是那些默默奉献的修

志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确实可喜可贺。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水利事业亦将持续深入和繁荣；

江河水利志的编纂也会延续，并将越来越完善。我相信江河水利志书将受到有识

之士的欢迎和热爱，并希望它能对我省水利事业的发展以及水利史志学的诞生与

成熟作出应有的贡献。

(■凡荣，现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

1996年7月



序

至帚忽

潜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愧是江汉平原古云梦泽一颗璀璨的明珠。自

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建县至今，几经坎坷，历尽沧桑。

潜江幅员2000平方公里，地势低平，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河渠

纵横，闸、站棋布，油井遍地，交通畅达；地上盛产粮、棉、油，地下富藏油、盐、

气，确是荆楚一块宝地，素有“鱼米之乡"、“水乡园林"之称。

汛期，外江水位高出内垸农田8～10米，水高垸低。理所当然，防洪、排涝

成了潜江治水主要课题。

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治水：水可造福人类，亦可肆虐为患。国家存亡，民族

兴衰，皆系于水。

浩渺大水，可使广袤无垠的良田荡然无存，地表一切宏伟建筑顷刻化为乌有；

久早不雨，沟涸田裂，赤地千里，颗粒无收。1931年大洪、1954年大涝、1928年

大旱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令人不寒而栗，罄竹难书。

欲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须把水利这个基础产业牢系心上，抓

得很紧，枕戈待旦，警钟长鸣。

新中国建立前，潜江水利失修，堤防矮小单薄，而且千疮百孔，经常溃口成

灾(汉江三年两溃，东荆河五年四溃)。1931年、1935年大水，潜江漂没，鬼哭

神嚎。内垸十几条小渠严重淤塞，几座小闸破烂不堪，根本谈不上防洪抗灾。“十

年淹九水，十种九不收’’。遇上灾年，人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哀鸿遍野，惨不

忍睹。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领导潜江人民，前赴后继数十年，进行了真正意义

上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第一，致力关好水乡大门，将汉江干堤、东荆河堤普遍加高4．2～4．5米，加

宽3～5米，挡住了咆哮洪水。1964年和1983年两次大洪水，流量大，水位高，汉

江、东荆河堤防没有溃口，安全渡汛。

第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挖沟渠，建到闸，修泵站，埋暗管，建设吨粮田。

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效益显著。1980、1983、1991年三次大涝，由于闸、站及



时抢排渍水，粮食仍然增产，棉花减幅不大，油料减产但将损失减到最低限度；

1966、1978、1986、1994年四次大旱，由于有闸引水，不乏水源，粮食油料仍然

增产；1966年棉花产量超历史水平，达到2100万公斤。平原湖区，主要怕涝，因

此应以治涝降渍为主。1995年，潜江粮食、棉花、油料和人口分别比1949年(粮

食总产8900万公斤，棉花总产241万公斤，油料总产225万公斤，人口32．7万

人)增加4．92倍、9．79倍、24．75倍和1．9倍。粮、棉、油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

长速度。今昔相比，天壤之别。水利建设，治根固本，功不可没。

第三，开展水利综合经营，搞活水利经济，以水养水，壮大自我。

第四，强化水利工程管理，将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延长了工程寿命。减少了

国家投入，减轻了人民负担。

水利结合灭螺、造林，结合发展水产、交通。水利兴，百业兴。治水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47年的水利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共完成土方4．5亿立方米，石方74．15

万立方米；国家投资1．88亿元。使水患变水利，使“望天田"变成旱涝保收田，

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和生产建设的安全，使满目疮痍的旧潜江面貌焕然一新。这

一巨大的历史性变化，是共产党领导潜江人民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

为了胜利迈入21世纪，我们将继续艰苦卓绝地不懈工作，向水利建设的深度

和广度进军，真正达到“挡得住，排得出，灌得上，降得下’’。人定胜天，水旱无

忧。

“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来之不易，应努力保持这一殊荣，使水利建设再上一

个新台阶，使中国明星市大放异彩。

潜江水利建设，成绩斐然。应有一部志书记其要事，综其业绩，给后世子孙

以有益的启迪，鉴往知来。

1984年始，正式成立修志班子，广搜资料，反复核实，集思广益，四易其稿。

《潜江水利志》的问世，是潜江水利建设上一件大事。《潜江水利志》的编纂，得

到湖北省水利厅和原荆州地区水利局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l’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略述数语为序，颂党赞民，告慰先辈，聊表心迹。

(王J●岚，中共潜江市委副书记。)

199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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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水利志》历经数载，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潜江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实乃可喜可贺。

潜江，原系古云梦泽一角，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境内有中央大型企业江汉油

田和众多国有农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资源丰富，素有水乡园林的佳誉和鱼

米之乡的美称，被列为全国商品粮、优质棉和速生丰产林基地。

水是生命之源，潜江更与水结下不解之缘。“水乡"，既是人们对潜江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发出的由衷赞叹，也是对潜江地理特点的集中概括：一方面，水利

给潜江经济发展及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土壤和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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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前，由于历代统治者政

治腐败，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境内沟渠淤塞，水利失修，水系紊乱，导致

大水大灾，小水小灾，外洪内涝，有“十年淹九水、十种九不收"之说。1928年

大旱及1931年的大水肆虐之处，百姓背井离乡，良田毁于一旦，“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其状惨不忍睹。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俱兴，党和政府带领潜江人民兴水利，除水害，大力

整修堤防，“关好大门’’，同时结合灭螺，坚持不懈地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兴

修大量水利工程。47年，弹指一挥间，旧貌换新颜。其间，共完成土方4．5亿立

方米，石方74．15万立方米，国家投入资金1．88亿元，开挖干、支、斗排水渠2760

条，总长4025．7公里，兴建大中小型排水涵闸586座，使全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排灌体系，提高了防洪排涝能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了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潜江水利建设取得的辉煌

成就，将永载史册。

水利事业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把水利列在了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首位予以优先发展。这一建议已经八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发展水利、振兴水利、繁荣水利的春天已经来临，水

利战线的建设者们肩负着极为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



现在乃至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我市水利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积极的推动作

用。

这本书由搜集整理资料直至付印成书，共历时十五载。其间，30余名编纂人

员殚精竭虑，锲而不舍，恒兀兀以穷年，付出了非凡心力与艰辛汗水，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许多老领导、老专家对本书提出了不少极具指导意义的意见或

建议。本书还得到了省水利厅及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领导和专家的关心与支持，在

此一并致以谢意。

(罗来英，潜江市副市长，分管水利。)

1996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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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毒昕
寻历史足迹，话沧桑巨变。《潜江水利志》终于问世了。这无疑是潜江人民政

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潜江，原为古云梦泽一角，是历经江水复合冲积和湖水缓慢沉积而形成的平

原水网地区。历史上，频繁的水患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每遇洪水泛滥，境内

一片汪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水害不除，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有鉴于此，历

代有识之士，曾提出浚河筑堤以御水患的要策；终因受社会制度的局限，加之国

弱民穷，难以付诸实施，只好望“洋力兴叹。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潜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整修了171公里的汉江

和东荆河堤防；开挖干渠14条，长352．6公里，支斗渠4794条，长6276公里；

兴建大、中、小型涵闸1242座，电力排灌站185处400台，总装机6．68万千瓦；

开挖了田关河、东干渠、中干渠、城南河等规模宏大的排水河渠，兴建了兴隆镇、

谢家湾等大型灌溉涵闸及与之配套的兴隆河、跃进河、荆腰河、下西荆河、中沙

河、百里长渠等灌溉河渠工程。迄今为止，全市有效灌溉面积已达105万亩，排

水除涝面积已达100万亩，旱涝保收面积已达75万亩，高产稳产面积已达30万

亩，夺得农业连年增产丰收。昔日的“水袋子一，变成国家重要的农业综合开发基

地。多少代人根治水患的梦想，如今变成有目共睹的光辉现实。

《潜江水利志》这部潜江建制以来第一部完整的水利专志，以翔实的史料、清

晰的脉络、简练的语言，真实地再现了这座热土上治水改土的历史轨迹，热情地

讴歌了勤劳智慧的潜江人民不屈不挠改造大自然、振兴潜江农业经济的壮举。这

是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好书，值得一读!

(李必华，潜江市政协副主席。]

1996年1月



凡 例

1．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

述而不论的方法，编写潜江市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志。 ．

2．时限：资料、图表上限起于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5年。

3．人物：1949年前对本市治水有较大影响的人和1949年后投入堤防与农田

水利建设以及在防汛抗灾中有显著成绩的人，凡有资料者，择要记入。

4．年号：公元1949年10月1日以前(以下简称“建国前")，按历史纪年法

记述，后注公元年号于括号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下

简称“建国后”)，一概使用公元年号。

5．行政区域：包括1954年由江陵县划入本市的张金、徐李区，不包括1955

年由本市划至天门的张截港、多宝湾区。

6．地名：本志引用古地名，一般不变，有考证者加括号注以今名；建国后的

地名，一般以地方俗名或所定地名为准。行政单位，按当时行政区(如区、乡、镇

或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村组等)名称称谓。

1988年7月潜江县撤县建市。建市前称县，建市后称市。

7．地面高程：吴淞高程。地温气温：摄氏度。

8．资料：本志引用资料除加注外，均来自省、地、市档案馆及市水利局和有

关部门历年工作报告与统计资料，包括调查整理的口碑资料。



目 录

总序

序一
‘

序二
·_L·-一序二

凡例

民国时期潜江县水系图

1995年潜江市水工程位置图

概述⋯⋯⋯⋯⋯⋯··⋯⋯·”⋯·⋯·”⋯”⋯⋯·⋯⋯·⋯⋯⋯⋯⋯⋯⋯···⋯-⋯··⋯··1

大事记⋯⋯⋯⋯⋯⋯⋯⋯⋯·⋯⋯⋯⋯⋯⋯⋯⋯⋯⋯⋯⋯．．⋯⋯⋯⋯⋯⋯⋯⋯15

‘

第一章 水利环境概况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地貌地质⋯⋯⋯⋯⋯⋯⋯⋯⋯⋯⋯⋯⋯⋯⋯⋯⋯⋯⋯⋯⋯⋯⋯⋯39

气候“⋯⋯⋯···⋯⋯⋯⋯··”⋯⋯⋯⋯”·⋯⋯⋯⋯⋯⋯⋯⋯⋯⋯⋯···41

河流⋯⋯⋯⋯⋯⋯⋯⋯⋯⋯⋯⋯⋯⋯⋯⋯⋯⋯”···⋯⋯⋯⋯··”⋯⋯44

湖泊⋯⋯⋯⋯⋯⋯⋯⋯⋯⋯⋯⋯⋯⋯⋯⋯⋯⋯⋯⋯⋯⋯⋯⋯⋯⋯⋯59

水文⋯⋯⋯⋯⋯⋯⋯⋯⋯⋯⋯⋯⋯⋯⋯⋯⋯⋯⋯⋯⋯···⋯⋯⋯⋯⋯67

水资源⋯⋯⋯⋯⋯⋯⋯⋯⋯⋯⋯⋯⋯⋯⋯⋯⋯⋯⋯⋯⋯⋯⋯⋯⋯⋯68

‘第二章 水 旱 灾 害

洪涝灾害⋯⋯⋯⋯⋯⋯⋯⋯⋯⋯⋯⋯⋯⋯⋯⋯⋯⋯⋯⋯⋯⋯⋯⋯⋯77

旱灾⋯⋯⋯⋯⋯⋯⋯⋯⋯⋯⋯⋯⋯⋯⋯⋯⋯⋯⋯⋯⋯⋯⋯⋯⋯⋯⋯90

重大水旱灾害纪实⋯⋯⋯⋯⋯⋯⋯⋯⋯⋯⋯⋯⋯⋯⋯⋯⋯⋯⋯⋯⋯92

第三章 防

5

4

9

2

1

2

2

4

1

1工1上1上

●

●

●

●

●

●

●

●

●

●

●

●

●

●

●

●

●

●

●

●

堤堤一

一

千河一

一江荆垸汛汉东民防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排水与渍害低产田改造

排水体系建设⋯⋯⋯⋯⋯⋯⋯⋯⋯⋯⋯⋯⋯⋯⋯⋯⋯⋯⋯⋯⋯．．．⋯151

排水渠道工程⋯⋯⋯⋯⋯⋯⋯⋯⋯⋯⋯⋯⋯⋯⋯⋯⋯⋯⋯⋯⋯⋯⋯156

排水建筑工程⋯⋯⋯⋯⋯⋯⋯⋯⋯⋯⋯⋯⋯⋯⋯⋯⋯⋯⋯⋯⋯⋯⋯167

渍害低产田改造⋯⋯⋯⋯⋯⋯⋯⋯⋯⋯⋯⋯⋯⋯⋯⋯⋯⋯⋯⋯⋯⋯189

第五章 灌溉与供水

农田灌溉体系⋯⋯⋯⋯⋯⋯⋯⋯⋯⋯⋯⋯⋯⋯⋯⋯⋯⋯⋯⋯⋯⋯⋯199

灌溉骨干工程⋯⋯⋯⋯⋯⋯⋯⋯⋯⋯⋯⋯⋯⋯⋯⋯⋯⋯⋯⋯⋯⋯⋯203

城乡供水建设⋯⋯⋯⋯⋯⋯⋯⋯⋯⋯⋯⋯⋯⋯⋯⋯⋯⋯⋯⋯⋯⋯⋯222

第六章 综合治理与多种经营

水利结合灭螺⋯⋯⋯⋯⋯⋯⋯⋯⋯⋯⋯⋯⋯⋯⋯⋯⋯⋯⋯⋯⋯⋯⋯231

水运与交通建设⋯⋯⋯⋯⋯⋯⋯⋯⋯⋯⋯⋯⋯⋯⋯⋯⋯⋯⋯⋯⋯⋯233

防浪林与河渠林网⋯⋯⋯⋯⋯⋯⋯⋯⋯⋯⋯⋯⋯⋯⋯⋯⋯⋯⋯⋯⋯239

水产养殖⋯⋯⋯⋯⋯⋯⋯⋯⋯⋯⋯⋯⋯⋯⋯⋯⋯⋯⋯⋯⋯⋯⋯⋯⋯242

水利企业⋯⋯”⋯⋯⋯⋯⋯⋯⋯⋯⋯⋯⋯⋯⋯⋯⋯⋯⋯．．．⋯⋯⋯⋯·244

第七章 水利管理与科技

工程管理⋯⋯⋯⋯⋯⋯⋯⋯⋯⋯⋯⋯⋯⋯⋯⋯⋯⋯⋯⋯⋯⋯⋯⋯⋯251

运行管理⋯⋯⋯⋯⋯⋯⋯⋯⋯⋯⋯⋯⋯⋯⋯⋯⋯⋯⋯⋯⋯⋯⋯⋯⋯258

经费与劳力管理⋯⋯⋯⋯⋯⋯⋯⋯⋯⋯⋯⋯⋯⋯⋯⋯⋯⋯⋯⋯⋯⋯264

水利科技⋯⋯⋯⋯⋯⋯⋯⋯⋯⋯⋯⋯⋯⋯⋯⋯⋯⋯⋯⋯⋯⋯⋯⋯⋯270

第八章 水 利 行 政

第一节水利行政机构⋯⋯⋯⋯⋯⋯⋯⋯⋯⋯⋯⋯⋯⋯⋯⋯⋯⋯o⋯⋯⋯⋯·277

第二节水利工程管理机构⋯⋯⋯⋯⋯⋯⋯⋯⋯⋯⋯⋯⋯⋯⋯⋯⋯⋯⋯⋯⋯282

第三节水利事业机构⋯⋯⋯⋯⋯⋯⋯⋯⋯⋯⋯⋯⋯⋯⋯⋯⋯⋯⋯⋯⋯⋯⋯295

第四节水利规章与法制宣传⋯⋯⋯⋯⋯⋯⋯⋯⋯⋯⋯⋯⋯⋯⋯⋯⋯⋯⋯⋯296

附1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潜民苦于扳协，告请征费官修，

变通旧例，酌定八条，晓喻士民告示⋯⋯⋯⋯⋯⋯⋯⋯⋯⋯⋯⋯⋯⋯299

附2 潜江县水利工程管理办法(草案)⋯⋯⋯⋯⋯⋯⋯⋯⋯⋯⋯⋯⋯⋯⋯30l

附3 潜江市水工程管理办法⋯⋯⋯⋯⋯⋯⋯⋯⋯⋯⋯⋯⋯⋯⋯⋯⋯．，．⋯⋯304



第五节水利执法⋯⋯⋯⋯⋯⋯⋯⋯⋯⋯⋯⋯⋯⋯⋯⋯⋯⋯⋯⋯⋯⋯⋯⋯⋯308

第九章 人物 艺文

第一节治水人物⋯⋯⋯⋯⋯⋯⋯⋯⋯⋯⋯⋯⋯⋯⋯⋯⋯⋯⋯⋯⋯⋯⋯⋯⋯319

第二节文献诗词⋯⋯⋯⋯⋯⋯⋯⋯⋯⋯⋯⋯⋯⋯⋯⋯⋯⋯⋯⋯⋯⋯⋯⋯331

编后语⋯⋯⋯⋯⋯⋯⋯⋯⋯⋯⋯⋯⋯⋯⋯⋯⋯⋯⋯⋯⋯⋯⋯⋯⋯⋯⋯⋯⋯⋯34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