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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洛川县位于延安地区南部，属黄土高原沟壑区。东晋孝武帝太元

十八年(393)后秦姚苌始置县，距今已有1500余年。洛川历来以农

为主，林牧兼营。教育事业文化悠久，发展较早，人才辈出。建国40

年来，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国

家投资，群众集资，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从而使学校成为村镇的教育

文化中心。

洛川县委、县政府长期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围

绕本县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逐步建立了基础教育、成

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相互沟通和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制，对提高

人才素质，振兴经济和农民脱贫致富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洛川县教育志》，就是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将洛川

教育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建国后洛川教育事业的成果，作了全面地

记述，总结了经验，为研究教育规律，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

系统而翔实的参考资料。以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编纂教育志是一件繁杂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教育局的领导和同

志们以及编纂人员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历时四年，全志编成。值此

定稿出版之际，感谢为编写和提供资料而辛勤劳动的同志们!

县长梁和平

1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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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二)

洛川县教育历史悠久。南北朝时期，北魏始有荐徵。明清时期人

才辈出。民国时期新学日兴。尤其建国后40年来，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洛川人民素以尊师重教为习，垂古范今。近十多年来，国家对教育事

业特别重视，作为治国兴邦的百年大计。教育事业已被视为经济文化

建设的基础。

洛川编教育志历史较早。民国33年(1944)泰华印刷厂印行的

《洛川县教育志》，是从黎锦熙先生编纂的《洛川县志》中将教育志

析出的一个单行本。这是我国第一部独立记事成书的教育志(摘自齐

红深，王克勤著《教育志学》第35页，198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此志

较为详尽地记述了科举时代之教育，清末兴学以来教育行政事略史、

教育经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归属得体，方便阅览。

1986年，我们组织人力，搜集资料，新修《洛川县教育志》。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兼通古今，详今略古的

原则编纂。它以横排门类、纵向记述，依据史实，不加雕饰，系统地

记载了洛川1500多年来教育的兴衰起伏，以及教育事业各方面的情

况。新编《洛川县教育志》的问世，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它为我们继承优秀的教育遗产，研究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工作，提供

了历史借鉴。

编修教育志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所记之事年深久远，内容广泛。我

局离休老教育工作者王奠北同志担任主编，辛勤笔耕，广泛征求意见，

历时四年，三易其稿，又经延安地区教育志编纂办公室主任、主编，

副教授级高级教师张孝亮同志终审定稿，准予付印。前两任局长雷坤

元、张忠义同志曾给予关怀指导，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

限，‘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教育局长．侯文义

199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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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渭南市水利志》

款三万元。工竣后，不足款七十六元一角七分，报省发补。民国22年(1933)10月，

陕西省政府准予每月由省库先行拨款2万元，筹备洛惠渠工程开工事宜。民国23

年3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视察陕西省经济建设，经省府主席邵力子

及省水利局局长李仪祉商请，允由中央拨款兴修洛惠渠，省政府仍按月拨款2万

元，以两年为度。

建国初期，1950年～1952年，为恢复水利工程建设，国家对渭南专区投入

水利资金345．76万元。1960年2月，交口抽渭工程破土动工。其后，国家经

济建设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交口抽}胃工程实行民办公助的建

设方针。历时6年，国家拨款2 174．31万元，群众投劳405．65万个工日，建成

了渠首引水枢纽、11座抽水站、5条干支渠和9条分支渠，发展灌溉面积53．96

万亩。1966年10月，交口抽渭二期工程开工建设，1970年4月1日举行通水

典礼。国家投资1 734．66万元，群众投劳655．06万工日，灌溉设施面积增至

118．76万亩。1975年8月，东雷抽黄工程开工建设，至1987年底，国家投资

12 948．34万元，群众投劳2 470．5万个工日，建成各级抽水泵站28座，配套干

支斗渠432条，总长904公里，渠系建筑物9 273座，房建面积7．5万平方米，

发展灌溉面积75．11万亩。1992年8月，洛惠渠开始对曲里、夺村渡槽和干渠

扩大工程进行更新改造，国家投资1 000万元。至1994年，3项工程相继完

成，使干渠引水能力由18．5立方米每秒扩大到25立方米每秒。

据水利年报统计，1950年，1999年，中央和省共计投入全市水利建设资

金达115 508．46万元，占全市实际完成总投资额的46．51％。其中基本建设资

金39 948．56万元，水利事业费用资金75 554．90万元。

二、市县自筹

据水利碑文记载，清光绪十九年(1893)，大荔县知县张守桥吁恳省水利局

发款四百金到县，修建坊舍渠，浇地二百亩。另有地方政府利用赈济款项以

工代赈，兴修水利工程，解决部分灾民生活。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富平县

兴修文昌渠，渠绅张鹏一等禀恳知县周丕绅下拨赈济余银一千两。以工代

赈。正月动工，三月告成，投工三千五百个，用银七百二十两，浇地三十余顷。

民国8年(1919)年夏季，澄城县大雨，冲毁洒金桥，拳石不留。西北二乡灾民

嗷嗷待食。县长王允伯取华洋一万三千枚，历时八月有余，工成其事。

建国后，地、县财政从1957年开始投入水利建设资金。1957年～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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