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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县水利志》是中国地方志丛书中的一种专业志

书，它记载新乡县水源、河流、井泉的历史与变化。兴修水

利，是人们为求得生存和发展，以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一

项伟大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上的明君贤臣和志士仁

人，莫不把治水作为治国安邦之大计。古代大禹治水而有

天下，战国筑堤，秦汉重修黄河堤防，隋朝开凿永济渠，宋代

修建邵公桥，明清修筑防洪堤、挖沟除涝、凿井抗旱，农业生

产均有一定的发展。但在治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生产力

的落后，使水利事业发展缓慢，农业仍处于大雨大灾、小雨

小灾、无雨旱灾之中；加之统治者的腐朽、盘剥和战乱等原

因，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英雄的新乡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修渠道，挖河排

涝，筑堤防洪，修桥建闸，打井建站，改造沙碱，水利事业取

得了辉煌成就。新乡县粮棉产量的逐年提高，人们生活的

逐步改善，均与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成就有着密切关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乡县认真贯彻“以除涝为

主，除涝防洪兴利两手抓”和“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

益”的方针，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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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采取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

的措施，在国家的扶持下，发动群众兴办水利事业，加快了

水利建设步伐，使农作物由低产变高产，高产再高产，为农

业旱涝保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编写《新乡县水利志》，不仅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工作，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水利建设上的大事。“治天下

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广泛

搜集和系统整理，纵贯古今，反复考证，编写成一部史实确

凿、观点正确、内容详备的水利志书，将有利于人们掌握水

旱灾害的规律，了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正确总结历史

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水利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水利工作者提供一本有

参考价值的专业志书。这对加快水利建设乃至全县经济建

设步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我在新乡县任职期间，为这部志书的出版而深感庆幸。

编写《新乡县水利志》工作量大，时问紧，任务重。从事志书

编纂工作的同志们历经数载，辛勤不辍，精心雕琢，数易其

稿；并承蒙省、市领导、专家们鼎力相助，使之顺利完成。在

此，谨向编辑人员及关心水利史志的专家、领导们以及为新

乡县水利事业费尽心血、流汗出力的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在志书出版之际，出于激情，聊赘数语，

谨以为序o
。

／p I『1 ．新乡县人民政府县长：1召础
杉户 -



凡 例

一、《新乡县水利志》是记述新乡县水利事业的专志。

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新乡县水利建设的历史和现

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突出当

代，简述历史。其上限渊源延伸，下限一般至2000年，县水

利局领导人员更迭表下限延伸至2002年4月。

三、本志取章、节、目结构，遇到特殊情况则安排次日

或分段处理。全书共16章、69节o“概述”、“大事记”冠于

志首，“附录”列入志末，总计36万字。

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述、记、志、传、录及图、

表、照片等综合运用，以志为主体。表通文，图片亦尽量随

文，或附本章、本节、本目后三个层次。章下设无题序，表编

有章号和序号o“概述”总揽全书，有叙有说，以叙为主o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

全志均客观记述，一般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记叙之中。

五、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先写朝代，后加帝王之年号、

年代(公元前与公元后只写两次，之后不再写公元)。中华

民国简写民国，年月日均为农历。历史上的辖区和地名依

旧称记载，在括号内加注今名。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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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和期间简称“建国

前”和“建国后”。凡称“党委”、“县委”、“地委”、“省委”的均

指中国共产党所在组织；凡称“政府”的，即指人民政府。有

称地、专的，系指地区或专署而言。公社、乡镇和机构名称

以当时的称谓为准。

六、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照实记录不作换算。

1949年以后的计量单位，采用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1949年以后的数字，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惯用语、词；12、成语、专用名词和表述性

语言的数字，一律使用汉字。引用历史文献资料，如是原

句，加注引号。

七、1949年以后的计量单位，长度为米(1000米以下)

或公里(1000米以上)，重量为公斤(1000公斤以下)或吨

(1000公斤以上)，地积为亩(10000亩以下)或万亩(10000

亩以上)，体积为立方米(10000立方米以下)或万立方米

(10000立方米以上)，并且公里、吨、万亩、万立方米小数点

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流量为立方米席，功率为马力、千
瓦、千伏安o ，，

八、对新乡县水利建设作出突出成绩者，按人名分述；

获得市、地以上奖状、证书或称号者，技术人员、病故致残人

员以及离退休人员等列表，以示纪念。

九、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水利局、市水利局、省人民

胜利渠管理局、县统计局和县档案馆、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省水文站、市气象局等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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