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鬻

鬟羹霾霆

囊
净

。



殇西代靡≈心靛

易及凇敖题

一九儿乜每十一月



冯友松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仲刚 辽宁省水利厅厅长



《汤河水库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李广波

副主任：宋建忠

委 员：颜范利 耿 焰

刘广江 刘志坤

刘振海韩兴海

主 编：

审 修：

校 对：

刘振海

刘广江

刘迎吉



饲雾加1罨相步
献赘阿荡鼋呈，段
辰水勿f绔i币

彳悦书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秣州嗣粤世*庭姆



P口口u艚u．日凸Ⅲ．蜷*丹司窘
*勘，*洱淳带茸茸*哥

划斗汁汁舟卜藩H千
乍啦藩蹄穗

●‘‘I●，



大坝

坝下库管区一角



I一
—．■—一



序

<汤河水库土地志》是继《汤河水库志》之后，在土

地管理工作中写成的又一专业性志书。

水利工程占有的土地，是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固定资

产。搞好土地管理工作，开展水利工程确权划界，是加强

国有资产和水利工程管理，发挥水利工程的长久效益，更

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基本工作；也是一项涉及水管

单位现实与未来的全局工作。因此做好这项工作，利在当

代，功在千秋。汤河水库土地管理工作及其积累的全部资

料，对当前乃至今后工程管理、开发、利用、保护等都将

提供宝贵的历史依据。用好这部分资料，对于发展水利经

济、壮大水利产业、深化水利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长期以来，围绕土地权属纠纷一

直在干扰水库工程运行和管理的正常秩序。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以来，汤河水库认真贯彻和执行

土地法，依法解决了诸多矛盾和纠纷，维护了正常的地事

秩序，使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轨道。《：汤河水库

土地志>真实地记载了水库在国有土地管理实践中工程占

地、确权划界、申报发证以及处理权属纠纷等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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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纪实，以维护汤河水库工程及这块土地的合法权

益。

土地是财富之母，一寸土地一寸金。阅览《汤河水库

土地志》，方知汤河水库34．025平方公里国有土地既来之

不易，又极其有限，它是汤河水库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汤河水库的管理工作者，要珍惜

和爱护水库的每一寸土地，要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以科技

发展为先导，进一步管好、用好汤河水库有限的土地资

源，让它为振兴水利．发展经济服务。

汤河水库管理局局长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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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汤河水库土地志》是土地管理工作的专业性志

书 全书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录、件，共分五章，均

以章、节排列。

二、记述重点是地籍调查、确权发证、地事纠纷三部

分内容。

三、对与本志直接相关的一些资料、文件，特以附

录、附件形式编入本志。

四、对地籍依据(征地手续和划拨文件)，多数附以

批件和发文。

五、图表附于有关章节中。

六、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

七、断限：上限自1958年，个别情节追朔到1 955

年，下限至1997年6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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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汤河水库位于辽阳、鞍山、本溪三市之间，距辽阳市39公里

外的东南山区，枢纽工程建在弓长岭区汤河乡境内的汤河沿，即

太子河一大支流——汤河干流上。水库管理局座落在输水道左岸，

原汤河沿村(屯)的旧址。

水库是以防洪、工业及生活用水、灌溉为主，兼顾发电、养

鱼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其规模为大Ⅱ型水库，按百年一

遇洪水设计，按可能最大暴雨和洪水进行复核，兴利库容为3．70
I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为3．74亿立方米，总库容为7．23亿立方米。

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228平方公里，水域淹没面积33．008平

方公里，坝区及其他占地面积1．017平方公里，水库工程总占地

面积34．025平方公里。

汤河水库自1958年兴建，到1985年竣工验收，先后三次修

建：
’

第一次’兴建汤河水库，是根据辽宁省人民委员会辽(58)

计仇字第881号“转发省计委<关于修建太子河汤河沿水库会议

记录>的通知”，由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主持，于1958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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