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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意见

舒城县水利电力局：·

你局报来的《舒城县水利志》送审稿，经审阅，认为志稿观

点正确，体例得当，史料翔实，同意出版，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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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了舒城水利建设的
，

古今起因、演变和现状。尤其是记载了建国四十年来，广大人民在党和

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因地

制宜、坚持不懈地兴利除弊大办水利的业绩。最突出的是记述了一九五

八年兴建龙河口水库的动人情景。龙河口水库是淠史杭灌区的五大水

库之一，沟通江淮，实现南水北调，灌溉舒城、六安、庐江三县一百五十

多万亩农田，并有效地控制了杭埠河中、下游洪涝灾害。

这部志书，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体现了地方特色，
女

●‘

体例完备、文字流畅、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是一部较好的专业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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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水利志》的战版，必将起到鉴前明今、启发后人的作用，也i

将鼓舞舒城县广大人民继续大办水利，促进社会主义大农业和其它各

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

史元生

一九九一年一月

作者简介：

史元生山西省武乡县人，1924年12月4日生。1947年南下，在舒城县先后

任中共晓天、南港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委第一书

记。1970年调任中共六安县委书记、中共六安地委副书记和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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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存真求实的原则进

行编纂。

二、本志为专业志，取方志体之所长，突出专业特点。详县志之所

略，略县志之所详。按章、节、目排列，以事命章，横排纵叙，以志为主，随

文配以图、表、照片。

三、编纂年限：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9年。

四、本志除引文外，正文用语体文记叙体，大事记用编年体与记事 。

本未体相结合。

五、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清光绪

《舒城县志》、《安徽通志》和省、县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

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县统计局、县水电局档案室和资料室，以及座

谈访问、现场调查的口碑资料。
一

六、本志叙事重点放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对防治洪、涝、旱等自然灾害和工程措施作重点记述。

七、统用公元纪年，凡历史纪年，均在历史年号后加注公元纪年。、

八、所用标高，龙河口以上用黄海高程，龙河口以下用吴淞口高程。

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外，均采用公制。

九、文中数字用阿拉伯字码书写，汉字以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

化汉字总表》为准，引古文仍用原文繁体字书写。

十、称谓以记事年代称谓，历代政权以历史正称，人物第一次出现

冠以职衔，以后直书姓名，不加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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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舒城县地处皖中腹地，跨东经116‘26’至117‘15’，北纬3l。0l’至31．

34’之间，东接庐江县，南邻桐城、潜山县，西连岳西、霍山县，北界六安、

肥西县，总面积2092平方公里，辖8个区，1个区级镇，43个乡，14个

乡级镇，494个行政村，共8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0万人，耕地67万

亩，山场153万亩，水域27万亩。

舒城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舒国，公元前203年设置

舒县，公元735年(唐开元23年)定名舒城县。1949年1月22日舒城解

，放，同年5月1日成立舒城县人民政府。

＼．、县境西南群峰参天，岭谷交错，中部丘陵起伏，岗冲相间，东北地势

平坦；圩畈相连。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最高猪头尖为1539米，

最低舒兰镇为8米。杭埠河贯其中，辛乐河绕其北，两河于三河镇大潭

湾汇合，流经巢湖，注入长江。境内属亚热带北缘湿润性气候，年平均降

水量在1033．5至)596．5毫米之间，多集中在6、7、8三个月，年际变化

亦大。据龙河口水文站资料，1954年最大降水量为1800．1毫米，1978

年最小降水量707．4毫米。每年入夏后，冷暖气候交汇，常出现大暴雨，

造成洪灾，又常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而夹秋千。据光绪县志载：“公元

1648年至1948年近300年问，发生大旱64次，大水66次，圩区尤以洪

涝为重，故有“圩田好做，五月难过刀之说。

自古以来，舒城人民为抗御水旱灾害发展生产，不断开展治水活

，动，总结出“丘岗之水宜蓄，沙湾之水宜泄，浜河之水宜障”的经验。汉羹

7 q、7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颉侯刘信始修“七门三堰"，灌田十万余亩。后又整修十塘、九陂、三十九

堰、四十荡等较大的蓄水工程，发挥灌溉效益，对沿河洼地筑堤围田抵

御洪涝灾害，小型塘坝不断整修。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发展缓慢，水利设

施简陋，抗灾能力薄弱，用水紧张时常发生械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各级人

民政府的支持下，开创了水利建设的新纪元，及时制定出以防洪为主，

旱涝兼治，山水田综合治理，不断提高综合效益的治水兰图。在实践中

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修复整治原有水利设施。全面整修渗漏淤浅的小型塘坝，扩大

蓄水量；圩区加固堤防，开沟排水；山区建谷坊，修梯田，因陋就简除害

兴利。1951年，皖北行政公署水利局将古老的七门堰引灌工程列为第

一批基建项目，派工程技术人员指导施工，历经四年，于1954年完成主

体工程，使七门堰灌区恢复了正常的灌溉。杭埠河、丰乐河是历史上多

灾的河流，1953、1954、1956连续三年洪水成灾，频繁地危害人民生命

财产的安全，严酷的现实使县人民政府决定从解决群众眼前的利益出

发，集中力量堵口复堤，加固堤埂，圈圩、联圩，河道清障，挑筑庄台，建

滞洪区，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虽初步改善了水利条件，但农业

生产仍处于灾害频繁之中，产量低而不稳。

二、兴建龙河口水库，开辟杭埠河灌区，迈开了“治本"的步伐。1958

年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声势浩大的史淠

工程总体规划付诸实施，加之1958、1959、1960三年干旱，激励和推动

了舒城县水利建设的进程。尽管当时财力、物力、粮食严重不足，但是自

力更生兴建龙河口水库势在必行。全县集中8万民工，风餐露宿、肩挑

人抬、战胜重重困难，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两座粘土心墙沙壳坝拔地

而起，屹立于栲栳山脚下，高峡出平湖。拦蓄洪水，调节杭埠河洪峰，减
·2’



轻了中下游的防洪压力。按照边开工、边收效，先通水，后配套的办法开

挖杭北、舒庐两条干渠。杭北干渠从腊子山到大官塘渠段，因三年自然

灾害的严重困难，中途迫于停工。1965年龙河口水库主坝加固的同时，

对杭北干渠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复工续建，开挖大官塘经陈大塘至团结

渠段，下接七门堰灌区的十里长河与合兴荡渠系联成一体，直至杭埠镇

李户。接着开挖杭淠分干渠，兴建配套工程。1966年舒庐干渠开工，配

套工程同步进行，杭埠河灌区各级渠道串联成网，塘渠相联，库渠相通，

长藤结瓜，改善了灌溉条件，基本上解决了圩区、丘陵农田用水问题，对

岗螃死角地区采取应急措施，兴建岗头、邵阳岗等机械提水站和河南、

五星、舒三、杭埠等先机后电的四座排灌站，架设肥西县神灵沟至舒城

县舒三排灌站5．7公里6．3干伏输电线路。至此，全县排灌网络初步形

成。杭埠河、丰乐河遭受1969年洪水，破堤溃口，灾情深重，根治两河提

高防洪标准，迫在眉捷，1972年治理杭埠河中段，取直新街河段，切除

过湾和乌龟头弯道；1976年在省水利厅驻工地工作组的领导下，组织

舒城、肥西、庐江三县联合治理杭埠河将军荡至巢湖口，裁弯取直，拓宽

河床，调整比降，险工险段建戗堤做块石护坡。舒城县完成将军荡至三

河镇二龙街。调整杭埠河下游地区排灌渠系，开挖民主河出水渠道，改

建和兴建五星、王氏六渡、瓜子岗、周公渡、白马荡等电力排灌站。丰乐

河从西塘乡张庄至三河镇，普遍加高培厚堤埂，局部裁弯拓宽，块石护

砌，提高防洪标准。在钱大山新建第一座35千伏的农用变电所，兴建一

批圩区电力排灌站，从而在多灾低产的圩区建成一大批稳产高产农田。

三、大力开发水能资源，加快小水库、小水电的建设。建国前水能资

源利用甚少，唯有晓天河，河棚河沿岸利用水碓，水轱辘车等工具从事

简易的加工作业，收效甚微。1957年起引进水轮泵，分别在戴家荡、沙

埂安装成功，逐步推广，建水轮泵站最多达百余处，发挥提水、加工、发
7

．3。



电的效益。1965年在福建省永春县红山村召开全国小水电工作会议，

确立利用水能资源，大办小水电的方针：“小型为主，分级建站，一站多

用，民办公助，当地管理。”随之在五显、余螃、姚河三处建小水电试验

站，取得经验，推广发展。1970年江冲高水头电站试建成功，舒兴、新

华、张田、驻马河等电站如雨后春笋。采取先收效，后配套，再完善的方

法，克服财力、物力不足的困难，羊肠道上肩运大量器材设备，悬岩峭壁

开凿引水渠道，流血流汗长年施工，加速办电进程。80年代起对部分孤

立运行、保证率低的电站联网并网，充分发挥其效益，同时一批规模、效

益较好的梯级电站崭露新姿。梅岭电站、龙山电站建成，并网运行，使水

能资源的开发跨上新台阶。

自龙河口水库建成后，各地利用“两山夹一洼，中间筑道坝”的办法

建库蓄水。1967年冬土坝高20米的横山咀水库率先建成，随后建库近

百座。由于技术力量不足，部分水库坝址选择不当，土坝标准质量未达

到设计要求，防洪能力差。经过1969年夏季洪水袭击，半数倒坝，一部

分成为险库。针对1975年河南省林庄暴雨的惨痛教训，集中力量对小

水库按照200年一遇的校核标准，全面除险加固，全县十座名塘按此标

准改塘为库，从而提高了小水库的调蓄能力。

四、全面配套加强管理，充分挖掘现有工程的潜力。根治水旱灾害

总体布局已基本完成，水利设施星罗棋布，注重经济效益，发挥工程作

用，延长工程寿命，已成为80年代水利工作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管理措施没有

相应跟上，重建轻管和一部分工程遭到人为毁坏的现象时有发生，迫切

要求在管字上下功夫。1983年县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水利工程安

全的布告，严肃查处了毁坏水利工程的人和事，伸张法规，健全法制，组

建一支220人的专管队伍和区i乡、村三级群管网，实行责、权、利相结
·4·



合的承包责任制。灌溉管理做到流量包段，按亩配水，节约用水，重视补

给水源，拦蓄自然河道的来水和灌区的回归水。以责任承包的办法，在

河棚、五桥、高峰等地开展小流域治理，治一片、成一片、管一片。小水电

站加强整顿，狠抓效益。舒庐干渠于1983年利用国家投资和世界银行

贷款，加固干渠骨干工程，增设84座放水涵的控制设备，减少输水损

失，提高了工程的利用率。

建国40年来，舒城人民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

水利建设事业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极其艰辛劳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

难情况下建成大型龙河口水库，杭(埠)丰(乐)两河加固堤防，提高防洪

标准。治涝工程采取排灌分家，分级治理，建成电力排灌站43座，装机

104台，5136千瓦，机械排灌站2座，装机464匹马力，使全县18万亩

易涝农田的70％达到5～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杭北、舒庐两灌区开

挖支渠17条，二级支渠4条，分支渠10条，建成千渠、分干渠建筑物

438座，支渠以下建筑物1754座。整修沟塘堰坝1．7万余处，蓄水8000

万立方米。建成小水库61座，库容1316．3万立方米。建电力提水站54

座，装机2154千瓦，机械提水站3座，装机76匹马力。全县有效灌溉面

积从建国初期30万亩增加到51．7万亩，占耕地面积77．1％，旱涝保

收39．3万亩，其中稳产高产25．20万亩。小流域治理面积112平方公

里。建小水电站53座，装机73台7351千瓦，年发电量1796万千瓦时。

40年国家对水利建设投资9081．6万元，集资2000万元，群众劳务投

工2．4亿个工日，共完成土方1．59亿立方米，石方997万立方米，混凝

土5．4万立方米，基本上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洪能抗，为农业生产发

展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长，从

建国初期年总产0．93亿公斤，增加到3．5亿公斤。随着水利事业发展

的需要，先后培训大批机械工、电工、测绘工和水利技术员，组成了一支
． ·5 o



近千人的水利专业队伍，在水利建设中起骨干作用。

水利建设的综合成效是显著的，但失误和教训也是难免的。如圩区

排灌站，曾因联圩建站规模过大，没有充分发挥效益，造成浪费。浅山区

不宜兴办造价高、收效小的机电提水工程，应重视发挥当地优势，多做

蓄水保水设施，如高峰、景山、梅花墩三座电力提水站，耗资近百万元，

长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小农水经费使用，采用撒胡椒面的办法，不能

发挥投资的应有作用，资金也难以管理和监督。管理必须进一步加强，

完善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灌区支渠以下工程，管理组织和人员没有落

实，形成管而不严。山区必须加强水土保持的管护和加快小流域综合治

理，从根本上改变水土流失现象。丰乐河虽经多次局部治理，但没有根

本解决问题，西塘、柏林、石岗沿河3万多亩低洼农田，仍处于大雨大

灾，小雨小灾，低产不稳的状况。龙河口水库库区群众生活水平低下，仍

须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综合治理。

总之，舒城人民在改造大自然的漫长岁月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治

水、管水经验，特别是建国40年来成就卓著，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历代

无法比拟，正如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为龙河口水库题字“劈山引

水灌溉良田千万顷，兴利除害造福子孙亿兆年"。
’



大 事 记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 ．

刘邦封伯兄子刘信为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于七门岭下，阻河筑

堰，日七门，开渠建顺，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
．．：-_^

田。

《舆地纪胜》 -

汉永光五年(前39年)

夏及秋大水庐江雨，庐州大水，坏乡聚民舍。

东汉永初二年(公元108年)

冬，庐江，九江郡地震，大水。
，

东汉建安五年(200年)

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刘馥“循汉羹颉侯故迹修筑，断龙舒水，

灌田千余顷”。 、

齐中兴二年(502年)

大旱，斗米五千，人多饿死。

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

刺史竹承构奏于故舒城置舒城县。

唐咸通二年(861年)

秋不雨，次年二月蝗灾，饥。

宋嘉佑二年(1057年)

庐州通判刘般撰《七门庙记》，为最早关于七门堰工程的记载。

宋元丰五年(1082年)

舒城南筑堤一千一百五十丈以御县河洪水入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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