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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前历代水利设施．多散见于历届县志中的

篇．康熙十二年鬈湘乡县志·陂堰》．道光

水利》均只200来字，民国37年，湖南省志

概况·水利概况》，全文228字。最记述失之

时水利事业不甚发达的基本事实。

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

农业的命脉疗这一基本认识．审时度势，因

方针和措施，团结和依靠全体水利水电战线

，奋力拼搏，艰苦创业。兴建大量水利工

貌，促进工农业全面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发挥很大作用．37年中，从修修补补发展到根本上改变农

业生产条件，从小型为主发展蓟大．中．小结合，从以蓄为主

发展到蓄．引、提结合，从单纯治水发展到治山．治士结合，

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不断获得改造自然。战t胜

水旱灾害的自由．全县蓄．引．提总水量比1949年增加1．02

倍，在双季稻发展到占水田面积94．了％的情况下天水田减少

89％，旱涝保收面积增长4．53倍，稳产高产基本农田达到占水

田总面积的78％，全县性的水旱灾害基本消除，粮食总产增长

2．67倍，单产提高3．7倍．

37年来，水利工程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及水利事业管理

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湘乡人民一笔巨大的精神财

富．忝职水利事业的组导者．深感有责任把湘乡人民长年累月

的汗水结晶，较详尽地记录下来，留赠后代，启示未来．1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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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湘乡水利志

年起．县水利水电局组织力量编写“湘乡水利志万，1984年完

成初稿，1986年起，根据县志编委会的部署，在完成县志中的

水利专卷的同时，局修志小组的同志不避艰辛，广征博采，收

集大量资料，在1984年初稿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历时三载，数

易其稿，《湘乡水利志》终于成稿付印．全志分八章，2l万

字，翔实地记述了湘乡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历代

水利兴废的经验教训，基本上保证了志书的质量．1984年编写

的矗湘乡水利志"，在1988年8月全省水利水电系统编志工作

会议上，评为8部优秀志稿之一，本志第六章“水土保持"，

选送参加1990年度湖南省市县志优稿大交流活动，被评为搿十

佳秒志稿，名列榜首，受到表彰．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得到上。。

级的肯定．． ；
．

．目前，湘乡水利还存在不少隐忧，原有工程部份老化．效

益渐减I有的工程配套不完善，效益未充份发挥，在水资源管

理上尚缺乏成熟的规章制度和有效措施’局部地区水土流失有 ，

加剧趋势I涟水两岸防洪大堤建设标准不高，难以承受1954年

那样大的洪水袭击，经营管理工作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作为水利战线的一个老兵，我以无能为解决这些隐忧再尽职守

，深感愧疚．《湘乡冰利志》的问世，能给后人提供历史借

鉴，有利今后开拓湘乡水利事业的新局面．我为此感到欣慰．

并借此对本志编修人员表示个人的谢忱．

’李仁美

1 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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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述时间断眼，上起清代，下至1986年，个别章

节，．上溯下延。
’ ‘

’

二。本志地名．以1981年湘乡县人民政府编印的鬈湖南锾

湘乡县地名录》为准，记述前代历史仍用|原名．

三．本志书中的历史朝代，一律沿用旧称，如“明"．

矗清"，“民国彦等，不加政治性定语。

四，本志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书朝代年号。

再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清代以前的朝代纪年均用汉字书写，民国和公元纪年，均用阿

拉伯字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书写正文则简称建国

前，后．

五．本志中的计量单位，采用公制，部份书有水利上常用

的术语，如秒立方米等． ．

六、民国以前水利工程名称，均沿用旧名．

七．记述地域。以1951年拆县后湘乡县范围为限．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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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丘陵区，处于湘

高程l 00"-'300米一
缓．全境总面积

3个城区办事处，

亩。总人口828，580

较强，特点是春温

量丰富．无霜期

．8～17．4"0，月均

，为4℃．极端最

蒸发量1429毫米，

陆面蒸发量700．8毫米．降水量多年平均值1329．1毫米，径流深

628．3毫米。特点是；年际变化大，两极差值达53％，雨量集中

3～8月，占年雨量7l％。其中尤以4～6月为多。占年雨量

的45％，暴雨(日雨量大于50毫米)多出现在这个时期。7月

以后晚稻需水季节，雨量稀少造成干旱，一次旱期长达89天，

夏秋连旱长达105天。

全境溪河纵横，有长5公里以上溪河53条．涟水由西而东，

横贯县境南部，流经境内97公里．汇集占全县总面积87％的集

水面积注入湘江．乌江和靳水分别纳入占总面积12％和1％

汇入宁乡县境的沩水．涟水流经湘乡共汇集6053平方公里集水

面积，最大流量6770秒立方米，最少流量o．14秒立方米．县境

大小河流加上流入的客水，共有河川泾流量41．121亿立方米，

相当数最的客水．目前尚无控制能力．全县拥有地表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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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理

县常有

宗宣德

15．4年

至民国

发生一

种植周

灾一次

轻．

山

等自然

合理等

年农业

28％。

湘

高产的重要措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缓慢而稳步的发展．

道光五年(1825)修《湘乡县志·水利志》称t或因涧道细流

而磊石以塞之为坝，或因山田而筑士峡口窖瓮以蓄泄之，或因

平原高燥而废田深凿之为池为塘。 ‘’～，

清末至民国前期，印同治十三年(1 874)至民国20年

(1 981)，是水利荒废时期，这段时期的前段正面格清皇朝 专

崩溃前夕，山丘区无兴修水利记载，民国前期的20年j则是

“水利失修，塘坝拥塞"。民国20年大水和23年大旱盾，湘乡县 -

政府先后转颁了湖南省政府切实兴办水利的调令，并于民国21

年6月成立县水利委员会，历年先后通令各区，乡，督促修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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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坝!i，并向全县发出布告及．矗违抗者候究办，不遵办者不准报

灾肌的指令。-民国35年县府策动群嘲∈一甲，：一塘一坝一运
动‘，．但收效甚微。《湘乡民报》对当时水利建设的评述是；，年

来，闻是项工作，虽(经)督办，不甚得力，区．乡，保、甲，’

大都因循敷衍，奉行故事，累册具报而多不实，事尽而各乡农

民又皆昕天由命，迄鲜成效。

水刹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历代劳动人民均为之付

出了巨大的辛勤劳动，但水利建设的规模受社会制度与技术水

平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代所修水利工程，多为

小塘小坝，蕾水以灌一家一户之田，多不过三家五户共用，

蓄、引水量有限，1950年统计，全县有塘71884口，坝6188座，

简车91架，泉井1373眼，蓄、引、提水量2．1 6亿立方米，旱涝

保收面积(一季稻)8．5万亩，．占总田面积11．47％．

新中国建立37年来，．农田水利建设，从小型发展弼大，

中、小结合，从修修补补发展到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从单纯治水发展到与治山，治土结合．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

湘乡人民对自然规律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改造大自然的斗

争中，，不断获得了制胜水，旱灾害的自由。

50年代初(1 950．-'-,1 955)，全面恢复，整修，挖潜，巩固

原有塘坝累计8．19万处次，新建塘1423口和筒车2架。1952

年，成立县水利委员会，乡，村建立塘坝委员会或塘坝小组，

掀起兴修水利高潮．动工修建铁山边等1l座小型水库，，组建乌

江流域水土保持试验区湘乡工区，配合宁乡县重点治理乌江流

域白沙、辅正两地水土流失，1958年扩展到河山，金薮，竹

元，．耙石、仁厚等地。1 954年修建龙洞等5废水库，年均投工

94．5万个，投资t2．08万元．增加旱涝保收面积4．3万亩。

50年代后飙，60年代初(1 956-"I 963)，以靠整修挖潜为

耋，．积极修建塘坝和小型水库．视需’要与可能举办中型‘罩



全县劳力自备钱．粮．工具参战，不遵重客观实际，只凭脑子

里一时的热情，鼓千劲；想新的，干大的，摊子越铺越大，

拓尾巴一越拖越多I有的工程规蜘设计不周．造成不应有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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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1978年觉察后纠正，并退赔平调的钱粮．一，’：
r 1981年以来：遵照嗍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节的方

针．坚持露转轨变型，全面服务力的改革方向1，由重点抓工程

建设转向抓经营管理，发箨工程效益。在建设上由不注重经济

效益转向讲求实效．遵重科学技术，在灌溉管理上由“吃大锅

饭黟转向计划用水有偿供水，’责任制管水，在施工管理上采取

投资包干办法，。建立责任制和推行水利建设积累工制度。对原

有水和工程，进行除险保安：配套挖潜、完善加固，并纵深开

展“五塘一运动，加速机电排灌设施的更新改造，以小流域为

单元治理水土流失．到1986年，年均投"r537．6万个，．投资

171．85万元．共增加旱涝保收面积1．67万亩。这几年是农业

生产体制调整时期，水利工程曾一度松驰，年均投资比70年代

减少45％，投工减少三分之一，旱涝保收面积由47万亩降至40

万亩。1984年以来．全县粮食生产出现徘徊状态，1986年觉

察．连年增加投入，到1990年，早涝保收面积恢复到47万亩．

37年来，年均投工432．5万个，投资136．38万元，到1 986

年，建成大、中、小型水库177座。有loTY亩以上灌区1个，

万亩以上灌区7个．正常运行的水力发电站8处，装机7349千

瓦，架设高，低压电力排灌输电线路7688公里，电力排灌机械

保有量1．84万千瓦。内燃机保有量3．4821万马力I喷灌机组136

台套，发展水轮泵1 21台(保存使用的16台)，加上塘池61510

口，河坝1836座，泉井810处，设计蓄．引，提总水量达4．37亿

立方米，增长1．02倍，亩平水量达到722立方米，(按86年水田

总面积)比1949年增加429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59．36万亩．比

1949年增加24．5％．旱涝保收面积万47亩，H：1949年的8．5万

亩增长4．53倍，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74平方公里．水利条件的根

本改善，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保证，双季稻从无到有，

发展到1986年占水田总面积的94．7％，1986年与1949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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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增长2．67倍，单产提高3．7倍．。V949年无稳产高产基

本农田?l 986年有勰．54万亩．水利设施保证了厂矿企业．城乡

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的供应，电力排灌建设输电线路的延伸．使

乡，．镇企业得到更快发展．全县乡乡有电，89％的衬，57％的

农户用上了电，农副产品加工实现电力化．

37年来的成就是历代无法比拟的．但全县还有1．2万亩无

水利设施灌溉的天水田，山丘区存在少数干旱死角片块，有的

地方干旱时节人，畜饮水还有困难，1 77座水库，存在不同程

度隐患带病运行，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工程和机电排灌设施趋

于老化．效益衰减，局部地区水土流失有加剧趋势，经营管理

．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新形势．这些，作为当务之急，必须认真对

待，再接再励，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着眼未来．开拓水利事

业的新局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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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事 记

大 事 记

．啊童●三年(1428)

大水，平地水深六尺．

明万历四十五年(16l 7)

大水，县公署后面街道房屋饲塌．

． 清麓■四十三年(1 778)

夏秋大旱，草木皆赤。

。清毒庆十；年(1801．)

旱灾，田禾枯稿，一望皆赤。

清同治八年(1869)

水灾，霖雨弥月，河水徒涨．田庐漂没．

民国元年(1 912)

水灾，6月洪水特大．

民舅13年(1624)

大水，农历5月15El，大雨倾盆持续12小时，山洪暴发，
河水猛涨． ，

民置15年(ISt．6)

县农民协会发动各地农协，在农村开展筑道路，修塘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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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造林，乡村小道及塘坝得以普遍整修

一带，民国13年(1924)大水冲坏之千多亩

民国21年(1982)

7月，成立县水利委员会．9月15日，一县府第四次县政会

议决议扩大组织水利委员会，加聘委员6人，共I I入组成．

1 o月，成立县建设委员会，分水利、县道两组，水利组内

设水道工程处。专办水道事宜，先后整修干。支线路360余里．

疏浚3处险滩，共用去工资顼银l 899元．共计收入船捐1599

元．
7

1 1月l 9日，建设委员会水利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决

定。(一)拟具本会办事条例，(二)审核水道纤路工程处收

支数目及单据，议定开支旅费20元，推派龚政炎，赵少堂两委

员勘验工程．函请县政府令知该工程处，除留主任及监工各I入

外，其余各员丁暂予裁撤I(三)各地泥沙淤塞之塘坝，函请

县政府通令各区、乡督饬各业主、佃农，克期兴工疏浚。
．：jI．

‘

．民国22年(1933) ．．

4月11日，建设委员会水利组召开第三次会议，派员勘验

各处工程，拔款津贴水道线路，议决；(一)水遭工程处增设

雇员1人，(二)根据线路工程处故员李美玉之子申请，核发

其父洋48元，(三)将水道工程处呈报21年11月10日至12月l 9

日止细数单据暂予存查，待后审核，(四)派赵少堂委员勘验

水道工程处呈报开凿之茅镰滩，滂滩、眉水之黑石边滩等处工

程，(五)根据水道工程处呈报缴捐短缩，决议函请县政府转

令帐务分会，在水道经费内暂借洋400元，俟勘验后核发，

(六)在水道工程处拔洋30元，津贴挂榜山纤道工程。
。 ， ， 0■，．．． ．．．．7“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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