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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莩一，J

《周口地区水利志》在上级领导和业务部门的精心指导

下，经过编辑工作人员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已编写成书i．这

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过去区内的水利建设虽有记载，使

今人知其梗概并能借鉴。然而，资料多有缺简，加之区内建

制多经撤销、合并和重建，给资料搜集和志书编写带来很大

难度。但编辑人员知难而进、勇闯编修新路，多方搜集资

料，反复论证核实，忠实地、全面地记述了境内水利的兴衰

起伏，突出反映了建国后党和政府把农业当作国民经济的基

础，把兴修水利当作振兴农业的根本措施，为水利事业的发

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全区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克困难、坚持不

懈的治水精神，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开展了防洪：排涝、

灌溉、供水等水利工程建设，全区建成的大、中、小型水利

工程星罗棋布，河道治理初见成效，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

观，昔日那种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窘困被动局

面得到缓解和控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1949—

1991年总共完成土方、砖石方和混凝土方16亿立方米，如

以l立方米体积延续起来，可以绕地球赤道39圈，这是过去

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三大)把农

业作为关系建设和改革全局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提了出

来。指出农业的稳定增长是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工业的血液，水利不兴，农业不稳。它

是人类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不可替代的物质条件，涉及周

口地区900多万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周口地区经济的振兴起

着重要的作用。我有幸从事水利建设数十年，深刻体会与水

斗争的严密科学性、精湛技术性和“质量第一”造福后人的无

比重要性。而对一些水利建设任务之繁重艰巨，时限要求之

紧迫更有深刻的感受。倘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周口地区水

利要在短短42年内取得如此显著成效是不可能的。在周口地

区水利建设中，各行各业及全区水利工作者发扬了坚毅不

拔、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周口地区水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

献。他们的功绩人们不会忘记，应永远受到钦敬，在周口地

区水利志中应占有重要的一页。

《周口地区水利志》的问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古有

“盛世修志"之说，修志与时代环境有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开创

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

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代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修志环境，

这也正是《周口地区水利志》能够问世的根本原因。

在深化改革，振兴经济，开发水利的盛世之年，水利局

组织人员，编纂了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周口地区水

利志》。编辑同志们数年辛勤不辍，精心雕琢，数易其稿，诸

多领导、专家和同志们的鼎力相助，使之顺利完成。综鉴往

昔，益治利民，对本地区水利事业的规划、建设提供借鉴和

依据，而且对于实现周日地区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发挥

存史、教化、资治的功效。 ．

在《周口地区水利志》出版之际，出于激情，寥作序



文，以此致贺，并向诸位编辑和襄助志书合成的同志们致、

意l

周日地区水利局原党组书记郭建华



／

序二

． 周口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志书终于和读者见面

了。 ·

水是生命的源泉，，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水多为患，

水少成灾，无水而亡。本书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这个道理。

人类除水害、兴水利，向大自然斗争，与人类历史同

在。区内早在四千年前就有了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这不仅说

明周口地区历史的悠久，人民群众有治水的光荣传统，同时

也说明水利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社会性和长期性i后人

当发扬传统，治水不息，开拓进取。 ，

除水害、兴水利是严谨的科学事业，它必须服从自然规

律、经济规律以及历史的发展规律。没有科学的态度、科学

的手段而只靠人的主观意志去盲干，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劳

民伤财，甚至造成人为灾害。周口地区是豫东典型的平原农

业大区，不注重平原“平”的特点，脱离本土实际，治水必遭

挫折和失败。本书不仅记载了周口地区人民群众成功的平原

治水经验，也反映了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教训。这对关心、从

事水利建设事业的读者来说，非常宝贵。
。

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活动，与人类的生存和进化，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水利发展，国泰民安；水利不

兴，旱涝加剧、时局动乱。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时期，不仅

政治上换了新天地，水利事业的飞速发展，长足进步也与旧

中国形成鲜明对照。昔日黄泛区，飞沙盐碱，民不聊生；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朝六畜兴旺，林茂粮丰。凡不抱偏见者，阅读本书后，都会

得出结论：共产党英明，社会主义好l

水利工程是治水活动的基础设施。它与万物同样有生有

亡，有荣有败，不可能长寿永恒，只有因人类对它的管理不

同而寿命长短不一，功能发挥大小有别。因此水利工程的更

新换代事属必然，对人类效益如何，关键在管理运用。本书

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反映，在今后的治水实践中仍属重要内

容，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治水只能是事倍功半。’’：’

水费的征收，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水污染的日趋严重，

水资源的日渐紧缺⋯⋯。许多新的课题已严峻地摆在我们面

前。随着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的发展，水利已不仅仅是农业

的命脉，而是工业的血液，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历史向水

利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新的任务。展望未来，水利事

业任重而道远，认清形势，水利事业仍须快马加鞭。让我们

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面对实

际，解决问题，百挫不折。奋斗不息，一代接一代扎扎实实

地推动水利事业的发展。服务于国民经济的振兴，服务于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周口地区水利志》的诞生来之不易。在此，我向不畏困

难，为编写此书而孜孜不倦、勤奋笔耕的全体同志表示敬

意l也为关心、支持、指导此书出版的所有专家、朋友深表

衷心的感谢l我更渴盼阅过此书后的各界人士给予指正。

周口地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震字

、耄

∞

∞

口

：
?

：

二

i

j
H

’*

}
l

{一

’，

E



％J≯

凡 ’例

1j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

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

2、本志断限。上限不求划一，个别章尽可能追溯到事物有文

字可考之时，下止1991年底。 ·

3、结构形式为章、节、目。全志立自然环境、水文水资源i

水旱灾害及防治、勘测规划设计施工、河道治理、水工建筑，除

涝治碱、灌溉、管理、边界水事、水产、综合经营、科技教育、机

构队伍、人物共15章，概述、。大事记冠于篇首，河源考、冰利碑

文、重要文献附录篇后。

4、本志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记述体语体文，力求通俗易懂、

语言简练。体裁取记、志、传、图、表、录、考诸体，以志为主，

图、表随志，分附各章节。

5、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贯通古今，以今为主；现代与当代，

以当代为主，当代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重点，．力求突出

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

·6、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概述”概全区水利之综要，“大事

记”纵贯古今，纵向记述，科学组合。
‘

一7、章、目比重不求平衡，水旱灾害、河道治理、水工建筑章

占较大篇幅，以反映社会主义水利事业的发展。

8、大事记以时系事，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结合的体例，以

编年体为主。同类事件归并记述，重大事件集中表述，少数条目



略加背景，个别年份冠以重点揭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录入大

事记，不另列专章。

9、入传略和简介者收录对区内水利事业有突出贡献者和知名

度较高者，不分本籍、客籍，注意收入各阶层，特别是水利第一

线人物。

10、入名表者不分本、客籍，收全区水利系统正科级以上的

领导干部，工程师以上的科技人员，从事水利工作35年以上和受

地区级以上命名表彰的劳模或先进人物，经其所在单位证明并有

奖状、荣誉证书原件或复印件者始予收录。

11、历史纪年、地名、机构及官职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

历史名称。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古地名、古河道名，必要者注明

今称谓。

12、建国后组织机构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加括号注明简称，

如“中圜共产党周口地区委员会”简称‘‘中共周口地委”，“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共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

13、当代常用的政治术语，依习惯用法，有时采用简称。如

“土改”、“五风”、“文革”等，不过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加以注明。

14、数字书写凡概数、不具有统计意义的一位数，民国以前

的纪年、农历月日等都用汉字，具有记数与计量(正负整数、分

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的数字，公元纪年、阳历月日等都

用阿拉伯数字。
’

．

15、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省、地、县档案局，邻地、市及

本地区水利局档案室和有关文史资料。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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