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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亚市市长 陈孙文

沐浴着新世纪的金色阳光，市政协主办的《三亚文史·水

利专辑》出版了，这是值得高兴祝贺的事。

水是生命之源。水利事业的兴起，是人类生活进入文明

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素有水利兴国的文化传统。从远古的

“大禹治水”，直至今天长江三峡大坝的建设，五千多年的申国

水利历史，就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兴旺的见证。它

勾画出每个历史时期重大社会生产活动的壮阔画面，是我们

的祖先向大自然进军，以及与大自然共存共荣的科学记载。

编写好一辑水利史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存史、资治、教化”的

价值。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地区也莫不如此。

三亚市二千多年之前就已纳入中国版图，早期文化属于

黄土农业文化，其水利史事，可以追溯至远古。但是有文字记

载的，具有明显效益的治水史料，则始于明朝。明、清二代本

地区的一些开明官员，曾先后致力于开发当地水资源，治水劝

农，兴利一方。不过，那时的水利工程都是临时性的引水工

程，效益不大，使用寿命也短。水利事业的真正兴起，从新中

国开始。建国以来，我市共兴建108宗水利工程，灌溉效益达



到9．4万亩，占全市水旱田面积的76％。城市供水工程达到

日供水23万吨。这些水利工程对于三亚市工农业的发展，以

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期文史

专辑，以大量的、翔实的史料，谱写三亚水利事业五十年的辉

煌成果，反映出全市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向大自然进军

的所经历的不平凡征程，读之令人心情振奋，教益颇多。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显然是指狭义的农业灌溉水利

而言的。其实对于像我们三亚这样一座处在国防前哨的滨海

旅游城市来说，我们所需的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国防军需用

水与农业灌溉用水一样，显得非常重要。本专辑的编辑指导

思想，改变旧有的单纯农业灌溉用水的概念而代之以综合用

水的水利概念，其所收录的文章，让城市供水给水占有相当的

篇幅，这是符合我市实际情况的。

过去编辑的水利史料，只侧重于战天斗地，大干苦干镜头

的回映，而本专辑则适当地铺陈综合史料，勾勒出历史的整体

画面，让人们获得一个清晰的水利历史轮廓。同时，又融入一

些科学技术的篇章，以标识出现代化水利的貌相。这些，都反

映了编辑人员的务实求新，用心备至。

处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水利事业，要想寻求生存与发展

的空间，必须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所以，本专辑收录一些在不同时间、不

同条件下撰写的有关改革开放的水利论坛理论性文章，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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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作专题阐释，以加深对改革开放时代特点

的探讨与认识，这对于搞好我们当前与今后的水利工作有参

照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环境的恶化，水

资源的严重匮乏。本文史专辑中有关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

以及依法治水、科学治水等方面的内容，具有十分鲜明的针对

性、预后性，应该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

本着“厚今薄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本专辑在取材方

面，以新时期的史料所占的篇幅较多，这是因为新时期的水利

事业规模宏大，史料丰富的缘故。

总之，这一期水利史料专辑从不同侧面，透映出我市水利

事业发展史的缩影，有助于借鉴历史经验，实施水利兴市战

略，进一步搞好三亚市水利文明建设，促进三亚经济建设的全

面发展，以造福于子孙后代。我们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前

人，无愧于来者!

是南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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