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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汤河水库始建于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停工；一九六八年复
工续建，一九六九年底基本建成并投入运行；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
三年进行了安全加固。至此，工程质量良好，工程设施更趋完善，
并为管理工作创造了一定条件。汤河水库是专业施工队伍与人民群
众会战相结合的产物。

截止一九八七年底，水库调蓄了一九七五、一九八五、一九八
六年三次洪水，对辽阳市城市及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保护
作用；提供农业灌溉用水．='7．鲴亿立方米；供给工业及生活用水
jj．彳4亿立方米；发电彳茹7．9万千瓦时；商品鱼JD6．27万公斤，
较好地发挥了水库综合效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水库管
理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苹开放，重视
利用水土资源，综合经营开始起步和发展，加强了工程管理，水库
自身经济效益逐年提高，做到了自给有余。水库管理水平不断提
高，一九八七年以来被评为：松辽流域水库管理先进单位；辽宁省
水利电力厅水库管理先进单位；辽阳市绿化先进单位、花园式单
位、综合治理先进单位；辽阳市弓长岭区文明单位。二十年来水库
的管理工作者做了很．大努力，各方面工作尽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
国内省内先进单位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如水库科学管理、充分利
用水土资源发展综合经营、发挥更大的综合效益等都有待于进一步
提高。

社会在前进，事业在发展。作为新时期水库的管理工作者，我
们不能满足现有的成绩，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继续创业，
为保证水库安全运行，尽早实现科学化管理，发挥更大的效益做出
新的成绩，使水库青春常在，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在水库安全运行二十年的时候，我们在省水利电力厅的领导
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汤河水库志》的编纂工
作，并以此献给为建设和管理水库而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同志。
《汤河水库志》全面地记述了水库工程勘测、规划、设计、施工、
管理的史实，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面貌，体
现了资政、存史、教育的修志宗旨。水库的管理工作者可通过《汤
河水库志》纵览水库的过去和现在，吸取经验与教训，使未来的管
理工作更臻科学化。这本志书出版，无疑将有其现实的借鉴作用和
长远的历史价值。

在《汤河水库志》出版之际，以上几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
请指正。



凡 例

一，体例．《汤河水库志》是一部专业志，全书以志为主，辅以记、图、

表、录．正志采用横分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除概述，大事记，附录

外，共分四篇，均以篇、章、节为序排列．

二、记述重点．全志着重著述水库设计、施工、管理三部内容．根据汤河

水库大体经历三次设计、施J。I勺特点。又注重记述已成史实的部分，注意该详

则详，该略则略。并在篇和吉．；}章节之首写了前言(或引言)，以加强宏观记

述．

三，断限．上限一般自1 955年，个别事物追溯到建国初期，下限至1987

年底．

四、图表．图表附于各彳．廷章节之中，并力求按有关人志要求遴选．

五、称谓．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名前冠以职务．各种机关、单

位名称在本书第一次出现时书以全称，之后一般采用习惯称呼．如：。辽宁省水

利电力厅。，称。省水I【I厅。．

六、注释．本书采用篇末注或夹注．

七、大事记．一般以事件发生的先后按年、月，日顺序排列．大事记则采

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同一枣件在不同时间发生时。则尽量以

追述和补述的办法编排在同一条目中．时间不明确者，可肯定月份的置于该月

最后：全年综合性事件，放在该年12月：一日发生两个以上事件(或同月而

无确切日j}}Ij的事件)时，则从第二个条口起，不书月日，用以△号表示．

八、附录．与志书密切相关的，又不能编人正志的。则收集于附录之中．

九、书中各种数字、计量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联

合制定的《关于jI：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ff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

名称和符号方案》规定执行．

十、水准高程系统．本书除个别采用黄海高程系统(均加了注I!jI)外，_

般采用大连高程系统．
． 十一，资料来源．本志所用资料大部分jI：凸本单位技术档案和文-{5资料。

以及省市水利部门，市档案馆等单位有关资料，部分为调查f1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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