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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淅川县水利志》的完稿，．是淅

川县水利史上值得庆幸的事件．本《志》是水利局老同志赵安良工

程师于退休前的花甲之年，在人数极少的情况下，日以继夜，．奋笔

五载，五易其稿，终于成书。本《志》渗透着安良同志的心血和为

。四化”大业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工业的血液，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

件。兴修水利，防治水害是历代治国安帮的大事，在国民经济建设

中占有特别重要位置。今天，随着城乡改革的深入，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与日俱增，办好水利乃是全社

会的-件大事．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淅川县水利

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成各类水利工程刀DD余处，历年

在防洪、排涝、抗旱斗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淅川县水利志》对淅川县的自然特点、，各个阶段的水利建设

成就，主要特征以及出现的问题，都作了扼要叙述，如实记述了正

反两方面的情况，可使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规律，进而振

兴淅川水利，同时亦可起到存史、资政和教育作用。

淅川县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水资源较丰富，土地面积广阔，适宜于各类作物、树木、

林果生长。由于地形复杂，群山环绕，山丘起伏，沟河纵横，因而

形成不同的小气候区和不同的适应特征。历史上出现许多次全省全

区性灾害天气，而对我县影响较小，故而素有。旱涝不绝收”之说。

然而，据本《志》记载：淅川县在建国前近百年来，有大旱灾

k

t
—l，，；



J7D次，大水灾(洪涝灾)5次。建国后的J9彳9～J9占5年的37年

中：有旱灾年份27年，其中严重干旱年份彳年，有季节性干旱彳7

次，尤以夏(伏)旱最多，占"．7％；有洪涝灾害年份2彳年，有

季节性洪涝?J次。往往是旱后有涝，旱涝交替出现，给农业生产

造成严重的损失。据27年受旱面积统计，以历年秋季实产推算，

损失粮食达2．"亿斤，若加上其它损失更是惊人，值得我们每个

水利工作者深思。 ，

淅川县水利建设当务之急是：我们水利部门全体同志和全县干

部群众一道，坚定不移，办好水利，努力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农田

旱涝保收能力，加快山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步伐，管好用好现有

水利工程设施，健全各级水利服务体系，依法治水，充分发挥水土

资源优势，搞好综合经营，为振兴淅川经济创造良好条件。

目前各种水利设施，设计灌溉能力达彳7万余亩，占总耕地面

积船％，近期若能达到配套齐全，灌排自如，建设成为旱涝保收

田，对全县农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因地制宜在

山丘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些小型蓄水库塘工程建设，亦必

须予以重视，总结经验，讲究实效。山丘地区特点是贵在小而多，

以群众自力更生办小型水利，投资小见效快，可谓费省效宏。

回顾过去，信心百倍，展望未来，充满希望。在党和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淅川县水利建设在新时期总方针的指导下，象其它经济

建设一样，必将迎来昌盛繁荣的新局面。

兹值《淅川县水利志》初稿完成之际，我们以热诚庆幸之心，

谨以为序。

盛仲明
’ 杜华杰

一九八九年八月







凡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

二、本《志》编纂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注意详近略

远，立足当代，以突出时代特点与地方特点；体裁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等体；篇目采取时类并举，经纬结合；文体采用记述
体，寓理于事；文风力求准确扎实，以期起到作为现实依据，历史

的借鉴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三、本《志》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编写，按水利工作的内容以

及涉及到的方面和历史时期分为章、节，’力求做到条例清晰。-为了

突出重点，平衡篇幅，特将淅川县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分别列为专章

(包括引鹳河灌区，陶岔、宋岗电灌站)，其它小型工程中的重点则列为专节记述，全志共分16章42节11O小节。在概述部分对有

关词句出处作了必要注解。’四、本《志》上限起于有文字记载的古代，但限于资料甚少，

只能力求与旧有记载衔接，根据详今略古的精神，着重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水利事业的发展；下限止于19 8 5年底，个别事件则延至1986～1 9 8 9年．

五、本《志》选用历史资料的年代年号，均以公元年代与历史

年号对照，文中记述历史年号时，则以括号注明公元年份，便于阅读查考。’，，

六，本《志》选用建国前历史资料中的长度均以丈、尺为计量单位，建国后长度以米、厘米、毫米为单位；重量则均以斤为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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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均以亩和平方公里为单位。公元年、月、日及计量数字 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行文中所用简称，列举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或口建国后”；

1948年5月中旬淅川县全境解放，中共浙川县委、淅川县人民民

主政府同时成立前后，简称“解放前”或。解放后”。，

2、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简称“河南省委”或。省委”；中国

共产党南阳地区委员会简称。南阳地委”或。地委”；中国共产党淅川

县委员会简称。淅川县委”或。县委”。

3、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蓁鳖塾囊藕囊羹羹藩薹零鑫藿

蓁i誓篓i些薹薹8；2囊藕篓2冀5垄蒋髯’i囊纠薹拍羹，格霪嚣；荔

专蓁骘矍霪篓羹；薹垂2蚕茧蓁萋。i”羹羹塞薹‘冀2薹藕4 i‘薰藿8 l

霎萄薪融蔷羹囊!薹酉童麟蠢鲤鋈霪霎薹冀；雾萋||2蠢薹雾5；。年大

幅度增长，1957年，

增至907吨，仍难以满足社会需求。1959年以后，对农业、重点工业、交通运输用油尽先

供应，其它非生产性用油严格控制。1982年，又采取按车型，吨位．实行一车一证，凭

证定量供应办法。1983年，开始销售计划外议价汽油，敞开供应，1985年下半年，又适

当进行控制。

煤油 建国初期，自由销售。1953年，，政府号召群众使用煤油照明，节约植物油，

经营部门从神圣购回一批高照台灯，陶瓷灯，在居民中 推广。1955年，煤油实行凭票证

限量供应，由于执行不合理，市场供应一度出现紧张状态。1956年，成立煤油灯发证办

公室，统一进行平衡，并按照“紧缩城市，优先农村” 的原则，核定供应量，缓和了供

求矛盾。1961年，贯彻上级“先点灯，后生产，先群众，后集体”的指示，重点供应农

村照明用油，压缩城市消费用油，供应农民油量占计划总量的70％以上。1970年，取消

凭证限量办法，敞开供应。1977年4月，又实行控制供应。 ，

柴油 1954年列为计划物资，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因农用动力用油量不断增加，柴

油供不应求，限量供应办法一直沿用到1969年。以后，对农业生产用油保证供应，对其

它内燃机用油，分轻重缓急，适当安排。1980年起，按优先农业，兼顾一般，侧重生产，



印的《淅川县历史资料汇编》、1 9 84年4月编印的《淅川县基本情

况》、1 9 8 6年1 2月编印的《淅川县大事记》、县委党史办1 9 8 6年

1 O月编印的《中共淅川县委党史大事记》、农业区划、水利区划等

有关资料，相互参补筛选。以列表形摘要记载，不再注明出处。水

利统计数字均摘自历年省、地、县水利统计资料或实际调查并供日

常工作中的实用数字。

十、附有插图和图片，以作记实参考。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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