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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坍史的返行是I『以被m断或绕道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而唯独治水的肌史小续小歇。

沅江人祖祖莘辈临水m膳，因水而忧．遏水而

存，驭水而晶。长期以来我们就是枉这种水环

境生存状态卜协绛人演大变和渐衍渐兴的，牛

存体验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刘丁洞庭腹地的打亡

江来说，水利兴则家吲兴，浒水史即精辖史。因

I而往其和周六十年川程中，治水毅水已成为沅

}L人民求进求稳、罔高圈兴宏大阊卷中浓墨重

彩的笔痕。同鬯驭水之旅，我们心存种对十水

与水文化的特刖的记忆!

对于水的涨落，我们当牵记卜阡。与别处小

样，到沅江为官，无论足谁．颁熟读的头一奉

书就是水系舆|錾|!水流是如何入海的可以姑且

不竹，丽水流址如何入湖．入湖后又是如何⋯

流，叫流中是如何扑向人堤，大堤是如何因水而

垒，牟堤后义是如何捎浪和疏流，进切都颈娴

熟F胸，牵记十怀!常识告诉人们，在沅汀，城街

和阡陌均依农道而为：在沅U：，作物1，人居概以

水位m设：在bL江，车歉’，稳乩也可⋯水势州

硅。因此，堤外黑白卡u问的水位刻度，我们当牵

记丁怀．衡川1：策，并Hj以谋惠丁民!

对十治水的方式，我们当谨汇1。怀。从‘‘水

利”的意义J．讲，清水的终极H标足“驭水”!水，

或可战胜．而水流逗，仃的规律剧¨月经天的轨

迹般，我们七颁心存“战胜”的介刚。此处，我

们可以援引“斡旋”的概念，“斡旋”就足对争端

的渊解和对残局的挽川。和人与水乃至人与整

个自然之问，当各自的，上存、运行规律山现争端

时，人类思维与话语的天空当JS情飘舞起和谐、

祥瑞的厶霞。其实，tl·华治水的先圣一禹祖，
他就是这般思考的，因而在我们数干年的治水

方略巾．这才出现了“疏浚”这种笔划苍劲的篆

书汉字。很显然，从治水iⅡ驭水，与之跟进的当

足科学发胜的、光焰无比的筹谋理念。

对f清水人的功绩．我们当锦记十阡。对1：

业绩发展的记载，自时我们顽凭籍高质量的量

的递减。六1年☆口沅}【：f『134个堤垸，而令H剩

r 10个，上胃九i】多而少．山小而丈，由矮而

高，当然这只是就堤防建设而当。除此外更多

更辉煌的址与之相旺的现代的水利排灌设施放

牛忐化御洪手段。这切，七不凝聚着顽强、勤

劳和智慧的沅汀浒水人其同的心m：这∽，无

小艘示出勇敢、刨新、坚定的沅江治水人奋斗的

精神!六1年来，我们州水而为，斟水而利，斟水

嘶寓．闪水m强!面对水乡人辉煌的驮水丰碑．

我们当心存对社会上义的自豪．心存对共和国

的骄做，H时心彳，对治水人深渫的感佩!

《治水丽韵》，址以为序。

作者系中共沅江市委书记



对地处洞庭腹地的沅江来说，水利小

仪H是农业的命脉，而且网整个地方经济

和睢牛方计盛衰攸关。^1年来，我市水利

事业就是在这种迫势F逐步得到整治、完

薄手¨迅猛发展的。回顾玮漫K历程．大致绛

历r县及县改市肝的两个大阶段，在县改

市之前，我们水利事业的发展，州分为这样

旧段历程：

一是建国后的头十年(1949年冬——

1959年春)，足以整治堤坑为中心的防洪保

安建醋阶段。矗这期州，重点堵流芹垸．清

除隐忠，加高培厚防洪人堤，进行块石护坡

护脚，以提高抗御洪水的能力．保证湖l墨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争。在枢修加固大堤的|司

时，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期丌始，结合

改造垸内IH渠，人力祭修『t陵区塘坝，适当

新建大堤拍闸．建设机械排灌，初步迈丌r

防御渍、早灾害的步伐。

一址百1年代木牟^l年代末的九年

(1959年冬——1968年春)，在继续巩固大

堤的6口堤r，大搞以机电扣灌为土的排涝除

旱J=程建世。这一时期丌婚的1059年，I‘I于

“人跃进”和“反右倾”的错潢，水利上作也曾

出现过形A上义和浮夸风。1960年冬，党-p

火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作中的左

倾错误，卧H决定对国民经济实{_J‘调糕、巩

削、充实、提高”的方针。凼此水利建设在

1960年叠1962年的二年调整时期内，也是

本眷‘当午受盏，莆力而为”的昧则。除了W
保证堤垸安仝和必要的续修雕套T群以外，

没有安=}||_较大的新建_丁程。

1962年，国民经济形势初步好转，水利

建醴电随之得到，恢复和发展。从1964年

冬)f始，作·1一共湖南省委的统部署和支持

下，丌展了洞庭剃区的二年电力排灌建设外

火战，人人地加强，我县于1|；渍机■的上程设



施，使电力在排灌、抗-^中起若主导作用，

从l酊逐步实现r排灌电气化，创造了建设

旱涝保【{!(、稳产高产农伽ffj重要条件。

二二是六卜年代末到七1年代术的l‘年

(1968年冬——1978年春)，进行以建设园

田化为上的综合治理。这一阶段jr始的

1968年，山于“文化人革命”的影响，水利机

构受到r∥重的冲击，领导干部和技术人

见受到无情的打山，水利T作也处于停滞

状态。到1969年，沅}[县革命委受会将r

放到“无七”十校劳动的水利_T部陆续调剧

部分，井建立r“农业建设管理站”．水利

建设和符理丁作才又藿新开展起来。】970

年，在仝隔北盯农业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人

搞农HJ基本建设，||i单一治水发展到【U、

水、田、林、路综台治理．并山每年儿前冬季

施r发展为秋季人上(秋修)，冬季人十，春

季突击．常年专业队施r。同时，继续充实

曹新来，文

电源，调整电旧，增建屯排，肌强配套，进

步增强排涝抗旱能力和巩吲完善备项水利

_[程，不断扩大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

建设。

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七年

(1978 q，冬——1985年春)，水利T作的重

点逐步转移剑加强竹理，提高效益力而。这

一¨寸期，丰型足进 步加强许理队伍的建

设．制订和完善舰章制度．落实管理措施．挖

掘J见柏j‘样潜力，扩大』剧效箍。并努力发

展综合经营，增加水利符理单位的绛济收

入．争取做到管理、维修经费臼治或Fl给有

余，减轻群众负担。同时，还继续抓了些坑

内骨1。L程的建璇种改造，健r程效益得到

进步提高。

J：述凹个阶段，址f『机联系的整体．贯

穿着““建为土．建管并重，从实际⋯发，f

方百¨增强抗御自然灾冉能山”的指导思



想。建啊扁=1多年的水利建设和管理L作，仝

县业完成上疗3：n12 65万立方米，投上

12947 9¨J个。除社、队自筹资金兴办水利事业

以外，国家投资、贷款及县财政投资共达

869l 85万元。T手H教益，包括各项水利设施综

合分析统计．在一次连续降雨200毫米和在亓

H无雨的情况F，仝县L存毕涝保收面积57万

亩，占耕地面积的76 4％。按农业人u讣算，人平

1 07亩。

1988年沅江建市后，我市水利事业丸论是

骨理机制还足运行力度，青|f进入种哞=新的阶

段。住这阶段我们的水利建敬经肌了i996年

特太洪灾及H它一些年份遭遇的艰难抗洪考

验。同时也欣逢国家对洞庭湖综台治理的历史

机遇，固而全市水利建设水准得到r更大的提

升。1988年10 J J，沅江撤县改市。1989年1月

1日沅江县水利水电局更名为沅汀市水利水电

局：2001年11月21口．沅江市进行机构改革，

巾水利水电局再次监名为沅江市水利局。内_i5}

机构有办公窀、人事教肯股、财务计划股、监察

审|十股、水利J=程建设管理股、水政水资源股、

防汛办公室、联合L会、水利经济管理站、水L

保持站、内保股、水利物资采购管理站、水利水

电勘测设计院、胭包山水库管理所等共讣14个

股、室、站。局属：级单位有河道湖泊萑胖站、排

灌建设符理站、紫红洲囤营电力排灌站、挖泥冉|j

队、水利机械化施_丁站、宣沅水利水电建设有限

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经贸公司、城M水利钎理

站、漉湖水利管理站、兴沅建筑L程有限公司等

北汁11个单位。局辖21个乡、镇水利管_f!}!站。

其t要职能足：贯彻执行国家芙f水利事啦的

法}#、法舰、政策．研究制定仝市水利发展规划

并组织实施，统管理水资源的调查、利用、保

护和水事纠纷调处，负责防j=l{太堤、河道湖泊、

水库、塘坝、垸内渠道、电力泵站、乡镇供水发人

畜饮水的规划驶汁和建设管理：尢防汛期川，作

好防汛排涝规划，当好筹级领导的参谋，搞好防

洪抢险的技术指导。

沅tl：市是妊江二口和湘、资、沅、澧旧水狰

流的必绛之道，市水利局每年部编制了防洪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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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萏洪转移安置顶桌、分洪方案、排涝调度方

案和应急抢险预案等，1j{二 付诸实施。牟市

309 402公里线防洪大堤，115处涵闸(含外

排象站)。2004年本共储备“三石”132380立方

米、“三袋”126 49月条、彩条布84820甲方米、

本材1915市方米：住注重防汛抗灾物资储备的

蚓时，还汴重r上述器材的维护、更新与补充。

为了减轻湖区洪水雁山，争市除采取洪遒清障

外，还进行r河潮疏浚。在洞庭湖区的、一期

治理中，』=要采取砍矶护坡、J J围拆除、边濉护

脚等方式进行转治，提高人址抗洪能山。如对南

洞庭洪道、黄十包河进行疏浚，疏浚上方近2000

万市方米，改善了j肚洪条件，加人r泄洪流量。

令市jt拥有电力排灌站4l 4处，蛙机688白．其

70309 r-瓦。垸内渠系配套时注重J’新增控制『甲】

’I竹制闸，适当新增了排涝浆帆。据统计，

1986～2004年牟市累计完成上方2 21亿市方

米，投入T日7 74亿个．水利建世总投资10 51

亿元，苴t{一困家投资7 4亿元，口元贷款

1 722 74万元．一筹2 93亿元。伞市水利建设的

持续发腱，其丰要特点：’是起点较高，方向明

确。令市以巩固提高、增强抗火能力为上，丘岗

区‘』湖K丰攻^向明确。二是深入发动，提高了

f群居安思危、大十水利的门觉性。二足千冉百

计，增力¨投入．形成争社会办水利的格局，水毁

T程得到了全而恢复。1998年，洞庭湖的最人入

湖流量比1996年多4933立方米／秒，仝市人

民在总结1990年的经验教训后，奋力抗洪，肌

时87人，确保“一垸术溃”，使洪涝灾害损失减

少到了蛀低限度。所有这磐．都是牟市人民与高

洪水位搏斗所取得的胜利，其中，也包括r市水

利局T部职_L特别是机洪英雄和专业技术人蚰

的无私奉献与辛劳。

所生，已见旺J’沅}i：JF．利事业发展的艰难

所程：历史将铭记为沉江水利怍出艰f努力的

勤劳、智慧和具有刨新精神的人们!

作者系湖南省人大代表沅江市水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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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卑L1月，整修南洞庭湖．沅江和桃源告并组成一个总队．担负乐福坑枫树塘至双莲湖一线的大堤
培修和刘謇湖堵口修复任务，i95 3年4月建工．共发动民工18666人，其中沅江13719人．

i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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